
职教体系建设应加强顶层设计

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马树超

职业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需要加强顶层设计，

加快完善社会支撑系统。首先，当中等职业教育和高

等职业教育的在校生规模都已实现大发展的状态下，

迫切要求加强政府统筹管理系统的保障，加强办学条

件预警管理、学籍管理、校企合作管理、技术研发管

理和质量评价管理等系统建设，还应完善职业资格证

书系统、就业准入系统等制度。否则，如此大规模的

教育事业没有政府统筹协调管理下的体系保障，就只

能停留在粗放型的发展阶段，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

难以充分发挥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甚至有可

能会起负作用。其次，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由规模为主

转向质量为重，迫切需要强化职业教育科研系统的支

撑。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明显

缺乏强有力的科研支撑。例如德国，其职业教育科研

队伍庞大，构成多元，并确立了世界上最系统的职业

教育研究范畴：职业教育基本理论和专业教学方法研

究是德国各大学约 350 个职业教育研究机构的强项，

而职业教育政策和标准研究是德国联邦职业教育研究

所的重点，职业教育供给和需求研究则是联邦劳动力

市场与就业研究所的重点。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离不

开职业教育科研的伴随与支撑，职业教育科研事业越

来越应成为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次，目前我国职业院校的生源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

问题，尤其是在部分发达地区。在江苏，2000 年出生

的人口不到 1990 年出生人口的一半，这批人口将于

2015~2018 年初、高中毕业，中等和高等职业学校都

将面临生源危机 ; 在北京，2011 年高考全市考生已比

2010 年锐减两成，是连续 5 年高考报名人数下降的

地区，预计到 2015 年还将减去三成。逐年下降的生

源人数，需要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充分发挥面向人人、

服务终身的功能，适应人口结构变化，其服务面必须

要拓展到所有在职业技能的获得和提升方面有需求的

人，既可以使学生在职业教育体系内连续学习，也方

便成年人“回炉”接受与其水平相适应的职业教育。

“双师型”教师培养不能碎片化

新道师资研修院院长 夏凯

企业实践对于“双师型”教师的成长具有重要意

义。但一些院校在开展教师企业实践时，由于缺乏科

学策划和精心组织，加上形式内容设计单一，要么找

个企业“走马观花”，要么找个企业“盖章有效”，

无法让教师深入系统地了解企业实践的精髓，也无法

将岗位任务与人才培养进行有效衔接，影响了教师参

与的积极性。笔者认为，教师到企业的顶岗实践至少

要包括以下环节：一是参观考察——参观企业运营和

机构设置，观摩主要岗位和业务流程，考察企业人才

培训培养，了解企业管理实务等。二是培训研讨——

邀请企业主要岗位负责人就企业组织结构、岗位设

计、业务流程与管理方法等进行讲解，邀请专家进行

系统的专业知识和业务培训，邀请培训负责人对企业

人员培养体系、课程体系、培训方法等进行讲解，分

享观点、交流感受、互换心得。三是课程体验——大

多数企业都建立了相应的人才培养体系，在研修过程

中可安排体验企业部分精品课程，分析企业人才培养

方法和实践，体会基于课程开发方法和授课技巧所形

成的教学体验，激发企业人才培养方法在院校实践教

学中应用或改进的思路。四是顶岗实践——深入企业

主要业务岗位，了解岗位职责、业务流程，进行一定

时间的岗位工作记录、业务操作实践，达到可操作水

平，并在多岗之间轮岗实践。深入企业人才培养岗位

和课堂，了解企业培训的步骤和流程，参与了解岗位

分析、业务流程分析、教学评估等工作，深入了解企

业人才培养方法与实践。五是联合开发——顶岗实践

的教师参与到企业课程设计与开发过程，完成面向特

定岗位和培养对象的岗位分析、关键能力分析、培养

方法定义、课程设计与开发等，掌握一到两门企业培

训核心精品课程，具备独立讲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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