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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改革和发展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 作者 ] 李刚 

[ 单位 ]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 摘要 ]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急剧变革，高等职业教育的思想和观念正在发展着深刻的变化，因此，要在挖掘、继承和发扬我国

高等职业教育长期发展中形成的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教育思想和观念，积极吸收、大胆借鉴世界先进的教育思想和观念的基础上，解放思

想、勇于创新，用符合时代发展的教育思想和观念指导高职院校的改革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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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转变人才培养观念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急剧变革，高等职业教育的思想和观念正在发展着深刻的变化，因此，要在挖

掘、继承和发扬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长期发展中形成的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教育思想和观念，积极吸收、大胆借鉴世界先进的教育思想和观

念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用符合时代发展的教育思想和观念指导高职院校的改革和发展。在高职人才培养过程中，主要应树立

以下思想和观念：在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的关系上，树立人才培养要更加积极主动地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积极探索走“产学研”相结合的

人才培养道路的思想和观念；在基础与专业教育的关系上，树立和加强基础教育，拓宽专业口径，增强人才培养的适应性的思想和观念；

在知识传授与能力素质培养的关系上，树立注重素质教育、融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和提高素质为一体，相互协调发展、综合提高的思想和

观念；在统一要求与个性发展的关系上，树立在一定的教育目标指导下，人才培养模式多样化以及加强因材施教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的思想

和观念。关于学校与外部系统的相互作用高职院校作为一个社会系统，要建立与外部环境变化相适应的运行机制，就应当具有灵敏的反馈

系统，准确的收集和传输反馈信息，可以通过自动平衡的适应性变化来适应环境的变化，按照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和市场需求目标来自动

适应不断变化着的世界。环境的变化会刺激作为社会系统的学校组织做出反应，这种反应可能是静态的，也可能是动态的，如果是静态

的，学校组织的反应保持它原来的关系，即维持现状。而动态系统则要求学校组织重新安排内部的子系统或改变自己的目标以便适应其外

部环境正在发生的变化。通过适应来保持整个系统处于稳定状态。高职的发展只有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应知识经济对人

才规格的新要求，适应职业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创造性地开拓具有特色的职业教育运行机制，才能保持社会动态系统的平衡。关于办学

方向和人才培养目标我国21世纪的高职教育和高职院校面临双重挑战，即科学技术革命与思想文化上的发展和竞争。因此，高职教育的发

展要在继承与创新和借鉴与扬弃中建设符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开放的、多层次的、灵活的高职教育体系和高职院校。其主要特征

是适度的规模、优化的结构、多样化的形式、多梯度的区域分布和开放的系统。 1989年由Unesco组织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教育会议，在探

讨21世纪对人才质量要求时提出了教育必须实行“五个转变”的思想：1、从强调教育的统一性转变为强调创新性和革新精神；2、从重点

培养竞争到重点培养合作；3、从强调民族的狭隘观念和忠诚转变为强调全球的观念和忠诚（当然，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对全球观念有不

同的理解和内涵）；4、从把知识分割过细、缺乏联系转变为强调知识的整体和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5、从强调为个人私利

而学习转变为强调为公众利益而学习。高职在未来的发展中自然也要适应这“五个转变”，在素质教育上下工夫，进一步优化配置教育资

源，培养富有高素质和创新能力的教师，以期在将来的教育岗位上，通过各种有效的途径和手段，把社会道德规范、思想政治观念、科学

文化知识、社会行为能力等方面的知识、经验内化为学生的素质结构。关于办学活力增强高职院校办学活力是其运行机制和职业教育体制

改革的中心环节。就是说要增强高职院校主动适应国家及上级宏观调控机制的自我调节能力。这主要表现在任何风浪中都能坚持社会主义

的办学方向，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把德育放在首位的自持能力；体现“三个面向”的更新教学内容的能力：调整、改变专业方向及发

展社会需要新专业的能力；发展适应本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要求的多层次、多形式人才培养的能力；与社会生产企业、科研、设计

及其他部门、单位多方面协作、联合发展的能力；所培养的毕业生善于与不同专业、学科人员合作共事的能力以及在不同部门、不同工作

岗位转换的能力。适应、转变能力是学校自我调节能力的基础，这个基础越强说明学校的活力越大，高职发展中的现实办学活力，就来自

于宏观管理方面形成的激发办学活力的激励机制和学校内部活力机制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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