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CONTENTS PAGE 目录页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

陕西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汇报内容

一、对高职教育创新发展的认识

三、高职创新发展的几点思考

四、高职创新发展的措施（陕西）

二、高职创新发展面临的问题



引 言

    “双高”：努力建成一批高水平的职业学校和骨干专业

李克强总理关于职业教育的批示 

高职教育创新发展的路线图

    如何创新发展，加快培育大批具有专业技能与工匠精神的高素质劳动
者和人才，各省都在积极探索和实践，应结合区域产业经济发展，理性开
展相关工作。

    高职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65项任务，22个项目



一、对高职教育创新发展的认识

创新发展的6个外因

一是转型升级： 紧密对接社会需求 中国制造 中国智造

二是创新驱动： 培养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要素驱动 创新驱动

三是开放发展：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服务一带一路 引进来 走出去

四是人才红利： 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

五是大众化教育：建立更为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

六是依法治国： 依法治校、激发办学活力

人口红利 人才红利

精英教育 大众教育

法律体系 法治体系



一、对高职教育创新发展的认识

创新发展的6大内需

一是立德树人：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落实到人才培养全过程

二是市场对接：专业设置适应产业市场

三是社会参与：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协同育人

四是深化改革：推动理念、资源、技术、手段联动的教育教学综合改革

五是依法办学：从管理走向治理，完善内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六是国际合作：服务“走出去”战略，全方位开展国际交流合作



一、对高职教育创新发展的认识

2014.05 关于加快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决定

2014.06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

2014.08 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2014.08 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

2014.10 关于建立完善以改革和绩效为导向的生均拨款制度加快发展现

              代高等职业教育的意见

2014.11 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有效机制的实施方案

2015.07 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

2015.07 关于建立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的通知

2015.07 关于深入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意见

2015.08 职业院校管理水平提升行动计划（2015-2018年）

2015.10 高等职业院校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
新政策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一系列教育综合改革部署

国家最高层的高度重视：

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地位



二、高职创新发展面临的问题

1.政策落实尚不到位

    国家已经出台了有关考试招生、现代学徒制、诊断与改进、集团化办学、

行动计划等系列文件，创新发展的顶层设计初具雏形，但如何将一系列的政策文

件落细、落小、落实，是当前高职教育创新发展的首要挑战。

2.内涵建设创新任重道远

    2010年以来，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基本稳定，年招生数在320万、在校生数在

980万、校均规模在6000人左右窄幅震荡。在人数初具规模的情况下，如何创新

内涵建设，任重道远。



3.创新发展存在追名逐利的倾向

    突出表现在把创新发展当成了“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去

抓，只强调外在环境建设、文化活动的开展，忽视学校内在价值的追求和学校精神

的打造，表现出明显的舍本逐末、追名逐利的倾向。 

4.专业设置同质化影响办学特色创建

    不同省（市）政策导向建设一流高职院校，以一流专业建设为主要抓手，提出

追赶超越，相互比对，确立标杆，容易形成同质化现象；普通本科转型的内涵借鉴

了高职院校示范建设经验和成果，有可能造成与高职的同质化。

二、高职创新发展面临的问题



      历经近二十年的发展，高职院校已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高职教育创新发展既不是对过去全面否定的创新，也不是全面铺开的全

方位的创新，更不是脱离自身实际放弃特色的创新，而要转变理念，以《行

动计划》为纲领，以创新意识培养为着力点，致力于学生的全面发展，重点

突破，努力做到：

 传承鼎新  继往开来           重点突破  以点带面

 坚持特色  错位发展           内部治理  激发活力       

三、高职创新发展的几点思考



    新时期，高职教育创新发展不是对过去的建设发展的全面否定，

而是应该在传承重点专业建设、精品课程建设、教学团队建设、国

家级实验实训基地建设、示范性建设、教学质量工程等一系列高职

教育改革发展历程中所形成的经验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改革，进行

稳中求进的教育教学创新。

——传承鼎新 继往开来

三、高职创新发展的几点思考



       高职教育创新发展应以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为关键点，以深化教

育教学改革为根本，以各类技能大赛和大学生创新项目为载体，从

点上突破，构建点点连线、综合交错、以点带面的创新体系，实现

人才培养质量和创新能力的双提升。

——重点突破 以点带面

三、高职创新发展的几点思考



    高职院校应立足自身实际和产业行业背景，坚守自己的本色，

强化自己的特色，找准发力点，错位发展，要坚持改革驱动，在不

断调整优化发展战略布局的道路上，要具有追赶超越、持续跨越的

勇气和魄力。

——坚持特色 错位发展

三、高职创新发展的几点思考



      高职教育创新发展应建立科学、高效的内部管理运行机制，完善内

部治理结构，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积极推动探索管理重心逐步向二级教

学单位下移，凝心聚力，形成全体教职工关注发展、参与发展、共享发

展的“高速”动车组，激发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

——内部治理  激发活力

三、高职创新发展的几点思考



（一）《行动计划》任务及项目落地

     陕西在教育部创新发展行动计划65项任务、22个项目中，除了教育部

统一安排组织实施的以外，共承担55项任务、16个项目，数量最多。

    计划投资7亿多元，第一批资金2.1亿元已经到位。

    近期将公布全省高职院校申报评审结果。

    召开全省高职院校创新发展研讨会，研讨项目及任务具体实施。

四、高职创新发展的措施—以陕西为例



四、高职创新发展的措施—以陕西为例

1.注重人才成长规律、教育规律、职教规律

2.注重服务陕西经济、服务发展战略

3.注重校企深度合作

4.注重创新创业教育

5.注重信息技术运用

6.注重对外开放

7.注重规范管理

8.建立质量保障体系

 “四个一流”建设：  

       一流大学

        一流学科 

        一流学院

        一流专业

（二）陕西《行动计划》特色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落实全面质量观 

——创新合作发展机制，推进校企一体化 

——创新师资建设途径，促进教师“双师”化 

——创新教育教学手段，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 

——创新管理体制机制，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 

——创新办学发展理念，提升社会贡献力 

       陕西高职院校在“十三五”创新发展期，找到突破口，抓准着力点，是实现

内涵品质提升新跨越的关键所在。

四、高职创新发展的措施—以陕西为例

（三）找准高职教育创新发展的着力点



       高职创新发展行动计划，为高职教育“十三五”的发展绘制了蓝图，

高职教育将在未来5年按照这个发展蓝图推进各项教育教学改革。我们将

直面新时期高职教育创新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认识分析创新发展的新形

势，明晰创新发展的主要任务和抓手，实现高职教育的新跨越！

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