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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我国高技能职业人才的缺乏状况，为建立良好的高职教育与应用型本科教育衔接，本教学团队经研

究，探索得出了基于职业能力导向的高职与应用型本科教育衔接关键点，其在于培养目标以及课程目标

的衔接和课程内容的衔接。这两个关键点衔接好，有利于提高分段培养学生的质量。两类学生就业数据

表明，高职教育后经过应用型本科教育衔接，学生毕业从事工程师职业比例从15.2%大幅提升到91.3%，

说明职业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毕业生薪酬水平较高职生提高了43%，并且从发放的调查问卷结果以获

得改进高本分段衔接培养举措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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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lack of high-skilled vocational talent in China and to establish a seam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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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on betwee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applied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our teaching 
team, through research, has explored and identified key points in the articulation of vocational ability-
oriente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applied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The key points include 
the connection of objectives, and the connection of curriculum content. Effectively doing these two 
connections is conducive to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quality of segmented student training. Employ-
ment data for the two types of students show that after transitioning from higher vocational educa-
tion to applied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the proportion of students graduating and working as en-
gineers dramatically increased from 15.2% to 91.3%. This indicates that vocational abilities have 
been further strengthened, and the salary levels of graduates are 43% higher than those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Additionally,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the cultivation measures at th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connection have been obtained from the results 
of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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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部数据显示，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技术密集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

员的 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毕业生，职业教育是制造业技术技能人才的主要供给者。数据还显示，我国

技能人才占就业总量的 26%，其中高技能人才仅有 5000 万人，仅占技能人才总量的 28%，高技能人才的

需求急剧提升。因此，建立高职教育与应用型本科教育良好衔接，培育高技能人才具有深远意义。高本

衔接既要坚持职业应用为导向，又要能够面向产业进行技术技能创新，推动技术更迭，形成持久有效支

撑行业企业发展的技术人才链。本文中“3 + 2”指职业院校与本科高校对口贯通分段培养。“3”代表学

生在高职学校培养三年，“2”代表在本科院校培养两年后毕业。 

2. 高职教育与应用型本科教育衔接的意义 

2.1. 高职教育与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差异 

中国在高等教育阶段主要分为职业教育和应用型本科教育，它们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学制等方

面均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其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 
1) 培养目标的差异：在我国，职业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学生具备一定的职业技能和就业能力，使

其能够胜任特定职业领域的工作。2023 年 6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 8 部

门联合印发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 年）》(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则
很好地印证这一目标。《实施方案》强调，发挥职教集团(联盟)、市域产教融合联合体、产教融合共同体

作用，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促进高质量就业[1]。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是针对学生即将面临的职业技能需

求进行特定领域技术培养。与之不同的是，应用型本科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具有较强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能

力的高级专门人才，使其能够在专业领域中具有创新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2] [3]。 
2) 课程设置：高等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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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职业导向性：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是以培养学生具备一定职业技能为目标的，注重学生的实际操

作能力和实践经验，使学生在毕业后能够迅速适应职业岗位的技能需求。 
② 模块化：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通常采用模块化设计，将相关的课程内容进行有机组合，以便学生

系统地学习和掌握专业知识。 
③ 与产业结合：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紧密结合产业需求，与产业相关企业密切合作开展实践教学，

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了解行业现状，提高就业竞争力。 
以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为例，该专业的课程设计如图 1 所示，该专业针对

目标岗位将课程进行分流设置，从而培养学生的不同实践技能以适应岗位。 
 

 
Figure 1. Curriculum module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technology specialty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图 1. 高职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课程模块 
 

可见，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主要集中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和实践能力，以满足社会和行业的需求。 
而应用型本科教育的课程设置相对更加综合和全面，除了专业课程外，还包括人文社科、自然科学

等基础课程，以及实习、实践等环节，此外还具备有以下特点： 
1) 应用导向：应用型本科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课程设置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强

调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的结合。 
2) 项目驱动：应用型本科教育的课程设置通常采用项目驱动的方式，让学生通过参与实际项目，将

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工作中，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总的来说，职业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和就业能力，学制相对较短；而应用型本科教育注重

培养学生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学制相对较长[4]。两者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学制等方面存在差异，

但都对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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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高职教育与应用型本科教育衔接的内涵与目标 

用衔接教育的机制将高职教育与本科教育实现对接，这一举措具备有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促

进就业和经济发展的深层价值。其内涵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高水平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连续性。高职教育与应用型本科教育衔接强调的是教育的连续性与递进

性，即学生从高职院校毕业后，能够无缝对接应用型本科教育继续深造，提升本专业的技能和学历。这

种连续性不仅体现在知识技能的递进，也体现在高等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的衔接。相较于普通高等教育

的专升本招生，分段衔接措施能够更精准对标专业，实现有的放矢的培养，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结构更

完整，专业能力培养得以保证质量。 
2) 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通过高职与应用型本科教育的衔接，构建一个层次分明、结构合理、相

互衔接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技能型社会建设提供优质人才支持。在 2022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中着重提出：“深化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坚持以人为本、能力为重、质量为要、守正创新，建立健全多形式衔接、多通道成长、可持续发

展的梯度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5]高本衔接举措则正是深化职业教育体系改革的重要一环，这一举措

通过实现从高职到应用型本科的无缝对接，确保学生在不同教育阶段获得系统化、递进式的职业技能教

育，强化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使得教育内容和人才培养更加贴近市场需求，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

和就业竞争力。它还有助于高职院校和应用型本科院校共享资源，优化教学内容，提升教育质量，培养

更符合市场需求的人才。高本衔接提高了学生的学历层次和专业技能，增强了其就业竞争力，促进了学

生充分就业、高质量就业，为技能型社会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持。 
根据高本衔接举措的意义与内涵，这一模式的目标将非常清晰指向提升教育质量和促进就业，它们

是高职院校与应用型本科院校衔接教育的两大核心目标，它们相辅相成，共同推动职业教育体系的改

革与发展[6] [7]。首先，通过高本衔接，高职院校和应用型本科院校能够实现资源共享，这不仅包括教

学设施、师资队伍，也包括课程资源和行业实践机会。这种资源共享能够促进教学内容的优化，使得教

育内容更加贴近实际工作需求，提高教育的实用性和针对性。例如，通过校企合作，引入行业最新的技

术和理念，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就能够掌握前沿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在促进就业方面，高本衔接教育

通过提供更专业的技能培训，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这种教育模式强调实践能力的培养，使

学生在毕业时就具备了扎实的实践技能和专业知识，这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就业竞争力。本科教育还注重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鼓励学生在就业市场中寻找新的机会，甚至自主创业，从而实现更高质

量的就业。 

2.3. 高职教育与应用型本科教育衔接对职业能力的提升 

职业能力是一个职业教育中非常关键的概念，它是“一个人在现代社会中生存生活，从事职业活动

和实现全面发展的主观条件，包括职业知识和技能，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信息接收和处理能力，社

会交往能力，不断学习的能力”[2]。高等职业教育与应用型本科教育进行衔接，能够发挥两阶段教育的

优势，优化人才培养框架，适应社会和行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促进职业教育协调发展，提升学生职

业能力。这一举措实施，可以为提升职业能力带来以下四个方面的优势。 
1) 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的结合：高职教育强调实践操作和职业能力的结合，应用型本科教育注重理

论基础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衔接后，学生既能够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又能够通过创新

思维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升自己的职业发展和创业能力。 
2) 综合素质的提升：高职教育和应用型本科教育的衔接可以促进学生的综合素质的提升。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12934


陈宁夏 等 
 

 

DOI: 10.12677/ces.2024.1212934 611 创新教育研究 
 

3) 增强就业竞争力：高职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和就业能力，而应用型本科教育注重培养学

生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通过高职教育与应用型本科教育的衔接，学生既具备了实际操作能力和职业

技能，又具备了较强的理论基础和创新能力，从而增强了他们的就业竞争力。 
4) 职业发展的多元选择：高职教育与应用型本科教育的衔接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职业发展选择。 
总的来说，高职教育与应用型本科教育的衔接可以充分发挥两者的优势，培养具有实践能力、职业

素养、理论基础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提升他们的整体就业竞争力和职业发展潜力。同时，这种衔

接有助于促进教育体系的协调发展，满足社会对人才的多样化需求。 

3. 基于职业能力导向的高职教育与应用型本科教育衔接方式 

高职教育与应用型本科教育的良好衔接，直接决定了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本教学团队深耕高本

衔接教育一线，积累高本衔接教学经验，运用教学理论进行分析，总结出以下两点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的

衔接方式建议，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Roadmap for the connection between vocational and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图 2. 高本衔接方式路线图 

3.1. 人才培养目标以及课程目标的衔接建议 

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是学校对所培养人才在知识、能力、素养等方面的总体要求，对该专业教育活动

起着指引与协调作用，居于各级衔接人才培养模式顶层设计中的首要地位。从理论上而言，相同专业的

不同学段应培养同一类型但不同层级的应用型人才，比如高职院校培养技术型人才、应用型本科院校重

点培养应用型人才，两者的培养目标是存在内在关联性，但又是有差异的。 
然而在毕业生初次就业的情况看来，各级院校相同专业的毕业生，不管是高职还是应用型本科，其

毕业后的首次就业岗位和职位相同的现象比比皆是，这突显了高职和本科各级学校对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的定位不准确、缺乏层次性[8]。因此在高本衔接的过程中注重人才培养目标的衔接，从顶层设计上需要

有计划地进行总体设计工作。 
目前我国高本衔接的课程目标设计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借鉴式”，借鉴高职阶段或者本科

阶段的课程目标，对本科或者高职课程内容进行适当地删减和添加整合；另一种是“协同式”，高职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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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和合作本科院校以“3 + 2”分段培养的课程目标为标准，考虑双方同类课程目标的特点，进行高职和

本科课程的内容整合，保持课程群的知识连贯性与目标协同性。“协同式”更加能够发挥高本衔接的优

势，保证人才培养目标的一致性，而且体现两个阶段课程的层次性[9] [10]。 
高本衔接的课程目标设计还需要注意两个阶段目标层次不同，相互独立，但又彼此联系[11]。在高职

阶段，培养目标是突出实操技能训练，以求学生掌握专业技能。在应用型本科教育阶段，培养目标则强

调理论知识的掌握和应用，提升学生在综合复杂的实际项目中解决问题的能力。两个阶段的教育过程彼

此之间相互独立，但其目标存在承接关系。关注它们的承接关系，保持总体目标的协同性，有利于两类

院校之间更好协作培养复合型人才[12]-[16]。 

3.2. 课程内容的衔接建议 

(1) 以职业能力作为课程内容的开发导向 
以本校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本科教育为例，本专业课程内容紧贴产业行业发展需求，应涵盖电子信息

工程领域的核心知识和技能，例如，课程设置应包括《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和《通信原理》

等基础课程，也应包括《嵌入式系统原理及应用》和《电子系统开发综合设计》等专业应用课程与实践

环节，确保学生能够掌握基础理论和专业技术，适应经济发展和行业岗位变化。 
另一方面，作为“第一课堂”的补充，“第二课堂”教学活动的开展同样需要以职业能力作为导向，

鼓励学生参与电子信息类科研项目和学科竞赛，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团队协作能力。例如，学生可以

参与由教师指导的产学研项目，或参加各类行业认可的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和竞赛等活动。 
(2) 高职学生的衔接课程注重理论对实践的指导 
复合型技术人才要求是既掌握全面的理论知识，又具备扎实的实践应用能力。首先，针对高职教育

阶段重实践轻理论的实际情况，高职与本科高校之间需要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和

课程内容共同协商理论课程细节，教材选定与教学方式等，为高职段学生进行理论环节补充和巩固；

其次，加强双方教师之间的交流，定期反馈学生学习情况，适时调整，以达到两个阶段教学的顺利衔

接。 

4. 高本衔接学生就业数据与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以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与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合作的

“3 + 2”分段培养为例，作者对 2018 级高职生和分段培养本科生就业数据进行比较，其中高职生 79
人，“3 + 2”高本衔接分段培养生 23 人。他们于 2018 年同时进入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接受高职教

育，2021 年高职生直接毕业就业，分段培养生进入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继续接受应用型本科教育，两年

后本科毕业就业。就业数据比较结果如图 3，图 4 所示，79 名高职生毕业后从事电子信息相关行业工

程师职业人数为 12 人，占比 15.2%，23 名分段培养生从事电子信息相关行业工程师职业人数为 21 人，

占比 91.3%。对比两类学生初次就业的薪酬水平，高职生毕业月薪人均 3722 元，分段培养生毕业月薪

人均 5304 元。 
由就业数据比较结果可见，不管是高职生还是分段培养生，毕业生首次就业地点大多集中在珠三

角地区，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电子信息等相关行业。出现明显差异的是两类学生职业岗位类型，高职生

就业岗位多数为技术员，测试员和销售等，分段培养生就业岗位则集中在广深东三个城市的电子信息

企业工程师，从事工程师职业比例大幅提升，薪酬水平也较高职生有显著优势。两类型大学生就业数

据的比较，印正了高职教育培养的就业规格是技术员——技能(操作技能)与智能(智力技能)复合的技术

技能型人才，而应用型本科教育培养的规格是工程师——技术与工程应用复合的工程技术型人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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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技术员的职业能力培养预期是技能创新与技术应用的能力，工程师的职业能力预期则是技术创新

与应用的能力。 
针对 23 名分段培养生的培养过程，为了解他们不同培养阶段对其职业技能的影响，作者发放了 23

份调查问卷，回收了 23 份问卷。问卷内容主要针对“3 + 2”分段学生的两个培养阶段课程体系设置及其

培养学生技能目标的异同来进行设计，以求从学生角度改进对高本分段培养举措的深层构建策略。实践

表明，该调查成果对促进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培养的高本课程衔接具有借鉴作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问卷调查的主题主要包括高职阶段对学生目前就业帮助最大的课程类别，本科阶段对学生就业帮助最大

的课程类别，高职与本科教育阶段培养方式的差异，高职毕业生和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以及高本衔

接教育存在的问题等等。23 名分段培养生在问卷中调查结果如图 5~9 所示。 
从调查问卷的结果可以看出，高职阶段的学生更倾向于认为实践操作课程和专业技能课程对他们的

就业帮助最大，分别占比 43%和 48%，而基础理论课程的重要性相对较低，仅占 9%。在本科阶段，实践

教学环节的重要性同样显著，占比 44%，专业选修课程也占有相当比例，达到 39.%。这表明，无论是高 
 

 
Figure 3. Proportion of two types of graduates engaged in engineer occupation 
图 3. 两类毕业生从事工程师职业比例 
 

 
Figure 4. Monthly salary of two types of graduates in their first employment 
图 4. 两类毕业生首次就业月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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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Most helpful courses for student employment during th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图 5. 高职阶段对学生就业帮助最大的课程 

 

 
Figure 6. Most helpful courses for student employment during the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图 6. 本科阶段对学生就业帮助最大的课程 

 
职还是本科教育，实践和技能培训都是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在高职与本科阶段的培养方式

差异上，学生认为实践教学的比重和教学内容的深度及广度是最主要的差异，分别占比 35%和 22%。这

反映出本科教育更注重专业知识的深入和拓展，而高职教育则更侧重于技能的掌握和应用。在就业竞争

力方面，70%的受访者认为本科阶段毕业生更具竞争力，这是因为本科教育提供了更全面的课程设置和

更高的学术要求。同时，调查也揭示学生角度看待的高职与本科阶段培养中所存在问题，其中就业指导

不充分和课程设置不合理是最主要的问题，分别占比 30%和 35%。这些问题可能源于教育资源分配的不

均衡、教学计划设计与市场需求的脱节，以及对学生职业发展指导的不足。为了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需要优化课程设置，确保教学内容与市场需求相匹配，以职业能力作为导向，加强实

践教学环节，提高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同时，应提供更充分的就业指导服务，帮助学生更好地规划职

业发展路径，并采取措施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以提高他们的学习效果和职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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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Main differences in training methods between vocational and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图 7. 高职与本科阶段在培养方式上的主要差异体现 

 

 
Figure 8. Main differences in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between vocational and undergraduate graduates 
图 8. 高职与本科毕业生在就业竞争力上的主要差异 
 

 
Figure 9.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joint training between vocational and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图 9. 高职与本科阶段联合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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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高职与应用型本科衔接的提出和发展汇聚了理论与现实的需求，是行业对人才需求不断提升的背景

之下产生的一种复合型技术人才培养模式，是架构复合型人才成长的立交桥，是打开高职和本科教育畅

通便捷的通道，也是实现人才培养综合改革的重要手段。高职教育与应用型本科教育衔接既能够发挥职

业教育、技术教育和工程教育的各自优势，即职业教育培养学生的操作技能，技术教育培养学生的技术

实践能力，工程教育培养学生的理论知识创新应用能力，三者整合形成高职教育与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功

能价值；另一方面，能够有利于学生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的结合运用，为学生提供更加多元的职业选择。

作者从衔接教育意义内涵、衔接方式和就业数据三个方面来对高职与应用型本科衔接进行教育实践探索，

并以此为当前现代高等职业教育体系与应用型本科教育体系有机衔接探索提供一种思维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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