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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

创新 高职教育 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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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职教育 当前面临 严峻 挑战

二、高职教育改革创新的 基本思路

三、高职教育改革创新的 路径选择

报告内容

创新 高职教育 人才培养

挑战     思路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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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互联网 已经得到  广泛应用 的挑战

          改 变

生产 以及 生活、学习、工作  等 方式

  商业营销 的 手段 （淘宝）   信息传播的 渠道 

                    升级 
                         基础 设施

              互联网 一项新技术   一种工具      

一、高职教育 当前面临 严峻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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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   通讯     交通        金融

              衍生出

                微信   滴滴打车   支付宝

人才需求
发生变化

高职院校
改革创新

                    互联网   +   传统产业

                    催 生

                  新 产业    新 业态         

趋势：平台 + 个人（自由职业  个人成为 独立的经济体）

1. 互联网 已经得到  广泛应用 的挑战

（给各行各业带来 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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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提出《中国制造2025升级计划》 战略

2. 中国制造2025升级计划 的挑战

目标：产业链 向 中高端 转移（产业 转型升级）

（各区域政府提出 发展新战略）

高职教育人才培养  要主动适应

  主动培养 新的技术技能；部分专业 亟待 提升

  产业升级的新需求

高职教育亟待提升专业内涵               提高人才质量改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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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国职教大会提出新要求 的挑战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
（2014年6月23日） 

    《决定》的 分目标 
      创新发展  高等职业教育

      高等职业院校要 密切产学研合作，培养服务区域发展 
      的技术技能人才

     重点服务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

     加强社区教育和终身学习服务 

培养

技术
服务

培训 （层次性的培训）

（需要 突破性 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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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职教育改革创新的 基本思路

我国经济发展 新常态（国家策略）

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

稳中求进、转型发展、创新驱动

关注：各区域 都在加快  产业转型升级  的步伐

思路1：主动服务  区域经济发展的 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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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职教育改革创新的 基本思路

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形式  正被  自动化 的生产形式  所取代

单纯依赖 熟练动作技能的岗位  将 越来越少 （机器人 替代）

对生产人员职业态度、综合素质、创新能力的要求 越来越高

高职 供给侧 结构性矛盾：

落后专业、适合低端岗位
的技能型人才等 相对过剩

新产业、新业态 等 应用型
人才 有效供给  又 不足

当 前
高职教育
难以适应
新常态

 导 致

区域 产业 转型 升级

职业岗位 需求 变化

更加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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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更加重视  产业中高端需要的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加 大技术教育 在人才培养中的 比重
（开设智能制造技术、机器人应用技术等新专业，主动适应企业转型需求）

（2） 把更多的资源配置和工作重心转移到内涵建设上来

           着力提升 人才培养质量 （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3） 加大 技术研发力度，实现 技术创新成果 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 （实现创新驱动） 

思路1：主动服务  区域经济发展的 新常态

二、高职教育改革创新的 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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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2：明确 服务发展、促进就业 的办学方向             

我国当前 就业结构性矛盾 突出 （新机遇）      

 ——  招工难 与 就业难 并存

特征1：企业  招工难  ——  用工荒  （尤其沿海地区）

 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人口结构发生变化  

 人口红利  在2013年 已经出现  拐点（抚养率>50%）

人口红利 拐点 到来 所致：

二、高职教育改革创新的 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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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2：就业难 —— 劳动年龄人口 就业能力 缺陷 

我国当前 就业结构性矛盾：招工难与就业难

人口红利 拐点 到来所致

特征1：企业  招工难  ——  用工荒   （有效 需求）

农民工：经过培训上岗的仅占30%，初中及以下学历占75%
                                                       （适合劳动密集型）

大学生：普通高校学生就业难，只因需求不对称，缺 劳动技能
（部分）

思路2：明确 服务发展、促进就业 的办学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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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对 各种职业岗位需求，积极开展 层次性的职业培训

  

 

   高职教育坚持 培养 培训 双腿 走路，互相 促进！ 

加强 职业培训    ——       上岗就业、在岗提升

                                        转岗择业、自主创业

思路2：明确 服务发展、促进就业 的办学方向             

1. 对接 市场需求，深化 产教融合，培养 企业急需 人才

二、高职教育改革创新的 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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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若干重大问题决定》

推进 依法治国  成为 国家管理的 国策

思路3：切实提高  依法治校 的能力与水平             

面对 依法治国 的国策，高职院校要积极推进依法治校

二、高职教育改革创新的 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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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深化办学体制改革，探索混合所有制等办学 （资源）

 例如：校企合作 探索 具有混合所有制特征的  二级学院
          校企合作 建立 股份合作制的  工作室或研发平台

主动适应 依法治国的要求，完善大学章程和规章制度

（2）优化高职院校 内部治理结构  （活力）

          以制度撬动教师 参与 学校工作的 能动性
例如：教师下 企业制度、教师参与 项目建设 等的激励制度

思路3：切实提高  依法治校 的能力与水平             

二、高职教育改革创新的 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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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面对依法治国国策（方略：增强高职院校办学活力）

    探索混合所有制 等办学；优化内部治理结构

 1. 面对产业转型发展（宗旨：适应社会发展需求）

     加大技术教育、提高综合素质、加强技术研发

 2. 面对招工难与就业难（任务：化解就业结构性矛盾）

    培养、培训双腿走路；重点培养岗位就业、创业能力      

二、高职教育改革创新的 基本思路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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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国家创新发展高职教育的新要求

             《决定》的内容

     与区域产业转型发展的新特点

            企业现实 的新需求

    与学校自身发展优势特色的积累

           优的更优，特的更特

三、高职教育改革创新的 路径选择

 （一）积极推进“三结合”的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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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办学模式：密切  产学研 结合

2. 服务面向：主动  服务区域产业 发展

3. 人才定位：注意 层次性  即高等教育属性

                        一是技能型 向 技术型  提升

                   二是重视 复合型 技术技能人才                               

三、高职教育改革创新的 路径选择

 （一）积极推进“三结合”的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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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案例

一、二级学院 更名为 技术系  （人才定位决定）

       机械 工程学院                        机械  技术系
      电气电子 工程学院                  电气电子 技术系
      计算机工程学院                      信息  技术系
      材料工程学院                         材料 技术系
      汽车工程学院                         交通 技术系

      经贸管理系 、设计与艺术系 、国际教育系

浙江机电 三主动 行动

主动 为浙江省机电行业  产业转型升级 服务
  传统制造                    智能制造    升 级
（技能型）                 （技术型）   提 升

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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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案例 浙江机电 三主动 行动

主动 为浙江省机电行业  产业转型升级 服务
  传统制造                    智能制造    升 级
（技能型）                 （技术型）   提 升

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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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级学院 更名为 技术系

二、 整合、优化 专业 

三、 新建 扩建  实训基地，强化实践教学 

       智能制造技术 4个 基地、 3D打印技术（在建）

实践案例 浙江机电 三主动 行动

主动 为浙江省机电行业  产业转型升级 服务
  传统制造                    智能制造    升 级
（技能型）                 （技术型）   提 升

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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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浙江智造”省级 公共实训基地

省人社厅、浙江机电、德国FESTO、SAP公司 共建

              1个工厂  +  5个技术促进中心

1个工厂：智能工厂

5个技术 促进中心：生产线控制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

            过程自动化技术、柔性制造技术、气动液压技术

三、 新建 扩建  实训基地，强化实践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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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智能制造 新技术服务

机器人技术实训室过程控制技术实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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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建 扩建  实训基地，强化实践教学

3.  工业机器人 应用技术实训基地

 1.“浙江智造”省级 公共实训基地

2.  智能制造 数字化 车间

4.  智能制造 生产线控制技术实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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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级学院 更名为 技术系
二、 整合、优化 专业 
三、 新建 新建  实训基地，强化实践教学

四、重构 课程（以实践为导向的 课程体系）        

职业：（起点）岗位 —— 能力 —— 课程（开发）

专业： 基本技能、综合能力、创新能力 以及 通用能力

实践案例 浙江机电 三主动 行动

主动 为浙江省机电行业  产业转型升级 服务
  传统制造                    智能制造    升 级
（技能型）                 （技术型）   提 升

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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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级学院 更名为 技术系

二、 整合、优化 专业 

三、 新建 扩建  实训基地，强化实践教学

四、重构 课程（以实践为导向的 课程体系）

五、 提升 师资水平 （博士工程）        

实践案例 浙江机电 三主动 行动

主动 为浙江省机电行业  产业转型升级 服务
  传统制造                    智能制造    升 级
（技能型）                 （技术型）   提 升

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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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级学院 更名为 技术系

二、 整合、优化 专业 

三、 新建 扩建  实训基地，强化实践教学

四、重构 课程（以实践为导向的 课程体系）
五、提升 师资水平 （博士工程）

六、依法 治理学院  （健全 规章制度，激发活力）  

实践案例 浙江机电 三主动 行动

主动 为浙江省机电行业  产业转型升级 服务
  传统制造                    智能制造    升 级
（技能型）                 （技术型）   提 升

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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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何构建课程体系？   

2. 如何组织教学管理？     

3. 如何创新教学模式 ？    

4. 如何实施全学程育人？    

5. 如何开展国际合作办学 ？

（构建 实践导向的 课程体系）

（体现 人本性，实施 分流教学）     

（从生源实际情况，以能力为重）

（提升 学生综合职业素养）   

（培养 国际化人才）    

（二） 突出高职优势与特色：实现不可替代性

三、高职教育改革创新的 路径选择

（一） 积极推进“三结合”的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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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教育 要正视 个性差异， 提倡 扬长教育

                           允许 学生发展的不平衡 

2. 构建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管理体系例 如

   根据多元智能理论
    学生的智能结构 存在差异性

     即学生各有所长，人人有才

注重开发和挖掘学生的潜能

 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



29浙 江 机 电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分
流

经管+机电
经管+互联网

电子、信息、机械

生产服务业
技术的融合

就业岗位

核心能力

导师制

小班化
（最后1 - 2年）

专业方向

2. 构建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管理体系

实施双层次 多方向人才培养（可选择性）

专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结合

案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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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广选择性教育，注重 因材施教，分流培养

（2）教学形式 要更加 多元化 与 人性化
互联网+ 对教育产生 重大影响，打破 时空 限制

教学不是“教什么”而是“怎么教”的问题

 传统 线下教学 已经向 线上 线下 混合式 教学转变
（以 线上 预习 为载体，学习 知识点；课堂做能力内化）

  以 在线 课堂 为载体，使用微课、慕课 等教学资源

  供学生 自主地选择 学习内容

  在线 与学生沟通交流、互动   （重视 教育信息化）

2. 构建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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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  养 
国际化人才

1. 接轨 国际职业资格标准，促进优质教育资源 本土化

(1) 引进优质教育资源，以项目合作为突破口
(2) 吸收、消化、凝练；再在校内、国内 推广

5. 开展国际合作办学 

3. 以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为背景，招收东南亚等地区 

    为主 学历 留学生，为走出去企业设立 在国外 培训点

2. 与国际知名跨国企业合作，建立 国际化 社会服务平台

    例如：与德国费斯托、西门子；日本欧姆龙、三菱 等合作

     提供 国际化 培训、科技合作、技术服务

     培养  走出去企业和外企 需要的 技术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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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办学模式：密切 产学研 结合

2. 服务面向：主动 为区域产业发展 服务

3. 人才定位：注意 层次性 即高等教育属性

1. 如何构建课程体系？

2. 如何组织教学管理？

3. 如何创新教学模式？ 

4. 如何实施全学程育人？

5. 如何开展国际合作办学？

（二）突出高职优势与特色

          实现  不可替代  性

（一）积极 推进“三结合”的教学改革

三、高职教育改革创新的 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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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