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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制与五年制高职差异的

调查与思考 ①

唐柏俊
（常州建设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创建办，江苏 常州２１３０００）

摘　要：针对目前我国职业教育体系中的五年制高职与三年制高职的不断发展变化，为研究其在办学中存在的差
异，基于对２６０名教师的问卷调查，根据问卷的数据分析及相关职教专家的讲座报告，发现五年制高职校在办学过程中
由于办学平台的不同和办学理念的差异，导致学校的师资队伍、校企合作、硬件等方面与三年制存在很大的不同。因此，

结合五年制高职目前的办学现状，因通过内培外引和加强科研能力等措施来缩小彼此之间的差异。

关键词：高职院校；差距；认知；思考

中图分类号：Ｇ７１０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４）０８－０１２５－０２

１　前言
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离不开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发展职业教育，既要着眼满足当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需

求，又要注重适应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变革的趋势，系统

构建从中职、高职、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到专业学位研究生

的人才成长“立交桥”，培养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和

技术技能人才，推动形成更加科学合理的人才结构。推动

举办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研究确定适办五年制的

专业［１］。

五年制高职教育现在是职业教育的一支新生力量，

国家对于职业教育的重视日益加重，从规范职业教育到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相关文件可以看出，国家的发展越

来越需要综合性技术技能型人才。那么在五年制与三年

制的学校在办学方面存在哪些差距？

２　调查概况与初步统计
２．１　调查概况

本次在五年制学校共发放２６６份问卷，参加测试人员
共提出１１３９条差距意见，由于是开放性问答，老师们的表
述并不一致，笔者首先按照问卷实际表述进行了初步提

炼，总结出４５种差距意见。为便于论文比较分析，笔者又
将相近意见进行了分类汇总，共列出专业课程建设、科

研、校企合作、师资队伍建设等１５种差距意见。
２．２　总体数据统计

通过对全体教职工的意见以人次进行统计，排列在

前五位的差距是师资、硬件、专业课程建设、科研和校企

合作，分别有２３５人次、２０４人次、１４２人次、１０７人次和９１
人次选择。而人才培养、体制机制、理念、校园文化、实训

基地建设、教学质量则分布在差距的６～１１位（图１）。

图１　数据统计

通过统计的结果，发现认为师资有差距的占总人数

的８８．３４％，认为专业课程建设有差距的占总人数的５３．
３８％、认为科研有差距的占总人数的４０．２２％。通过统计
和对比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大家对于学校在软件上存在

的差距有着较为一致的认识。

３　初步分析与对策建议
３．１　初步分析

五年制高职学校与三年制高职院校目前存在的最大

差距是软件问题，在理念、师资、科研等软文化建设中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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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明显，这几项还存在着很多可上升的空间。从与高职

院的比较来看，学校的理念尚未完全渗透，还不能贯穿于

学校的各项工作中；师资队伍建设的力度目前还不够大，

满足中专体制的需要，与高职院校相比，五年制学校的正

高级教师太少。在校企合作方面与高职院的差距同样明

显，学校目前有着多家校企合作单位，那么到底有多少学

生在这些企业工作？校企合作不单单是签一份合同的事

情，合作需要双方的配合，那么在学校现有的体制机制

中，应针对学校目前的现状，做大量的企业调研，并针对

学校现有的专业进行“引企进校”等相关模式探析，来完

善学校的校企合作工作。

３．２　对五年制高职发展的几点建议
３．２．１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五年制高职的教授相比三年制高职院的差距太大，

那么必须加大内培外引的力度，主要以内培为主。在外

引方面，学校急需外引人才，但不能只重视数量，一定重

视与专业相关，要遵循引入就能用，能促进学校发展，促

进专业发展的原则，所以在引入的教授、博士人才或者是

企业行业的专家时不能让引入的人才不能发挥专业特

长，到时反而会成为学校的累赘。其次，规范名师工作室

的各项管理，完善名师工作室的考核制度，不能只有挂

牌，一定要拿出成效，不然“名师工作室”只能流于形式，

并没有实质性的效果。此外，发挥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以上教师的主体优势，激发这一部分人的动力，发挥其引

领的作用，利用师徒结对等形式，对年轻教师进行培养，

形成学校良好的“传、帮、带”氛围，使年轻教师能更快更

好的踏上工作岗位，这样有利于师资队伍水平上升一个

甚至几个台阶。

３．２．２　提高科研水平
科研水平是学校软实力的重要表现，但不能只看论

文的数量，还要加强质量的提升，必须从核心期刊论文、

公开出版教材、校级以上课题在整个科研成果的比重来

衡量科研能力的进步。可以通过制度的完善等方面的措

施，来促进学校科研工作，其中可以尝试以下做法：一是

将科研要求与职称要求挂勾，将学校对科研（课题、论文

等）的要求列入各级职称申报条件、岗位聘任条件。二是

重视科研团队建设。三是提升科研能力，拜高校和科研

院所的导师为师，借助外脑来提高本校教师的能力

水平［１］。

３．２．３　完善体制机制，是促进学校良性发展的根本
在本次数据调查中，体制机制的呼声也比较大。由

于五年制高职学校本身是中专学校，存在着中专学校的

一些传统，有些地方一直迈不出去，步子不够大。我们只

有通过实践，通过不断的探索，才能找到属于五年制学校

的体制机制。比如说，二级管理的试点很重要，只有做了

才能发现二级管理中存在哪些问题，才能不断的修正，不

断的完善。

３．２．４　加强专业课程建设
一是针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灵活调整和设置专

业，是高等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特色。高等职业院校要

及时跟踪市场的需求变化，主动适应区域、行业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需要，根据学校的办学条件，有针对性地调整和

设置专业［２］。五年制学校应根据现状，做好企业调研，根

据市场的需求，有效的设置专业，同时有利于探索三年制

与五年制的联系，并在五年制的办学中做精、做特。二是

重视课程建设。课程建设与改革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核

心，也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高职院校应加强教材

建设及重视优质教学资源和网络信息资源的利用［３］。在

我们目前的基础课及专业课中，理论教学还是占了大多

数的，并且有的实训项目因条件限制的各方面原因，不能

让学生自己去演练等等。那我们必须通过引进更多的仿

真模拟系统来充实，以最好的资源来培养优质的建设人

才。加强与企业的交流，有针对的对学生进行职业能力

的培养，更有利于人才的培养，更能突出专业课程建设的

实用性、超前性及技能型。

３．２．５　优化人才培养
在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中，在各类课程标准中嵌入及

相关“员”的标准，必须通过专家论证，不能只有一家之

言，必须得到企业的肯定。加强学校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的构建，实行教考分离，让第三方出卷，对教学水平进行

检验，有利于得到社会认可。

３．２．６　凸显学校自身风格
学校理念的功能包含了学校各项工作的基本问题：

为什么、做什么、怎么做。理念不是一个口号，只是随便

喊喊的，它必须得到全校上下的认可，并内化于全校教职

工和学生的思想中。那么理念应当怎样渗透到各个成员

的思想中呢？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方面进行［３］：一是

领导以身作则，带头实践学校理念。二是对全校教职工

及学生经常性进行理念灌输。通过校史馆、宣传栏等相

关公共宣传平台及常规教学活动进行理念的传播，并逐

步形成文化的积淀。三是将学校理念贯穿于学校的各项

工作环节。在实际工作中体现学校的人文精神，以彰显

学校底蕴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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