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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我国高职教育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已达到一定水平，如何在现有

规模的条件下，保证高职教育的内涵，提高办学质量，为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服务，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本课题研究的主要

目的旨在建立一个关于高职教育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以客观地评价

高职教育质量。

为了加强对各级各类高等教育的质量监控工作，教育部从2003年

开始，在高等学校中建立五年一轮的高校教学工作评估制度，旨在提

高办学质量。

当前国内外，对高职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规模、质量、结构、

效益四个方面。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如何合理地评价高职教育的质量?

从国外的职业教育现状、我国高职发展历程入手，对影响高职院校办

学质量的因素进行了分析，阐述了质量与规模的统一是学校发展的根

本、追求规模是学校的目标、适度规模是质量的保证等基本观点。根

据教育部评估的要求，凭借多年的工作经历，参照相关文献，结合内

因和外因，建立了由办学思想、规模建设、基础设施、办学模式、管

理水平、学生素质、社会声誉等7个指标构成的办学质量评价体系；‘

运用模糊数学理论，建立模糊综合评判数学模型，对高职院校的办学

质量进行量化分析。

一个学校要提高办学质量着重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学校要

强化质量管理，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加大教学基础设施与实践教学能

力建设，应对市场设置专业，按照岗位要求，加大课程改革力度，进

行职业能力的训练，加强质量控制，努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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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up to twenty years’development，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has

reached a certain size．How to ensure the meaning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running a vocational college SO as to serve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n this situation is a tough task we are facing，which is also the main objective
ofthis study．

Aiming at 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and controlling of kinds of higher
education at different levels．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PRC has established the

five-year round appraisal system ofthe teaching work ofthe RilEs since 2003．

Currently,the study on vocational educ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Was focused on

four main aspects，they are scale，quality,structure and benefit respectively．11圮

emphasis of this dissertation is on how to appraise the quality of running a vocational

college in situation of considerable size．Based on the description ofcurrent situ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forei鲈countries and development histor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quality ofrunning a vocational college

and condition the size ofthe college are analyzed．After that，it is stated in the paper that

the unification ofquality and size is crucia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vocational college，

the seeking for size is the goal of the college，and a moderate size is a guarantee for

quality．In conformity with the appraisal demand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in light

of years of working experience，referring to correlated literature，combin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the appraisal system of college-running quality Was established

composed by 7 indices of college—running idea,faculty construction,running condition,

specialized construction,teaching management,capability and quality,social prestige，

etc．Meanwhile，the theory of fuzzy mathematics Was applied to establish the fuzzy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model．Finally,an analysis of the quality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Was made by quantization．

In conclusion,a college should strive to make a good job in the following areas so

as to improve the school—running quality：setting themselves in a proper posi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faculty system and the infrastructure of teaching．As

for teachers．they should make efforts to restructure their personnel to maximize

abilities of practice teaching,set specialized subjects to meet the demand of market,

carry out reforms in curricula according to post requirements as well as train students to

master professional skills．In a word，they should仃yⅡleir best to improv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ies．

Keywords：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quality；apprai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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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本课题研究的背景

第1章绪论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了经济改革，大力发展制造业。在发展进程中，技

能型人才的大量缺乏，制约了企业的发展。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提供的数字表明，

我国的劳动技能指数仅居世界第59位。在技术工人方面，发达国家高级技师占35

％，中级工占50％，初级工占15％；而我国技师和高级技师只占1．5％，高级

工只占3．5％，中级工占35％，初级工占到了60％。我国与发达国家高级技能型

人才状况比较如图1．1所示。高技能型人才短缺，已经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的一个重要原因，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如何迅速提高和加强工作现

场的技术力量，使高职技术性应用人才达到一个合理的比例，就成为各个企业迫

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的重担就落到了高职院校的肩上。

图1-1我国与发达国家现有职业技术型人才的结构比较

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来，随着高等教

育事业的跨越式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发生了喜人的变化。规模快速增长；布局更

趋合理。1995年到2007年，全省高职教育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分别从3．36万和9．85

万增加到16．46万和59．67万，分别增长了4倍多和6倍多。发展思路更加明晰。高

职教育的发展思路更加明晰，也就是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

研结合的发展道路"。社会认同度明显提高。社会对高职教育的认同度有了明显

提高，以就业率而言，去年就增加了5个百分点，上升到82％可见一个充满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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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已初步形成。但高职教育的改

革和发展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如教育理念与办学思路问题，师资数量和结

构问题，实验实训条件问题，培养模式和教学管理问题等。仅办学基本条件而言，

在教育部2006年公布的因未达标遭警告限制招生的26所高校中，高职有12所，

高专有3所，两者就占了58％。过去，人们最迫切的愿望是要国家增加教育资源

的供给，以满足子女上大学的要求，但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后，许多省份

的高考录取率已经超过了70％。国务委员陈至立在考察湖北省高等教育职业教育

情况时指出，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已达2500万人，其中在校生1800

万人，毛入学率达到22％，已成为高等教育大国。她强调“质量是高等学校的生

命线。高等教育要坚持以提高质量为核心，努力培养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

大批拔尖创新人才，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黟因此，人

们关注的热点就从教育供给转向了教育质量，尤其对高额收费应该享有优质教育

资源服务，己成了受教育者的迫切要求。因而在现实条件下，如何提高高职教育

的质量，提高社会效益，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课题研究的主要目的旨在建立一个关于高职教育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以

客观地评价高职教育质量。

1．2国外本课题的研究现状

早在20世纪60、70年代，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高等教育质量问题成

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纷纷担忧规模扩大后高等教育还能否维持一定的水平和

水准。因此，许多国家均采取措施，以保证对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中新增加部分的

质量和水准。英国于1964年成立国家学位授予委员会(CNA舢，其主要宗旨便是

为了确保高等教育的新形式——多科技术学院的质量与水准，20世纪90年代实施

的社会服务领域培训计划，则旨在探讨由国家职业资格委员会开发的能力本位的

职业资格能否作为职业高等教育的课程设计基础。日本20世纪60、70年代颁布

的《专修学校设置基准》、《高等专科学校设置基准》和《短期大学设置基准》，

其目的也都是为了维持高等教育新增加部分的质量和水准。【1】其他许多国家也纷纷

采取措施，确保大众化进程中各种类型高等教育的质量与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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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质量保障的理论研究方面，主要围绕质量、质量评估、质量保障的目的、

质量保障的方法等多个方面进行，显示出质量保障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英国的

Harvey Lee教授从认识论角度就质量、标准及质量保障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

深入分析后认为，质量可以是卓越、优秀；可以是尽善尽美或持续一致；可以是

合乎目的；可以是物有所值；可以是发生的深刻变化等。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

Skolnik教授认为，质量评估是一个技术层面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上的问题，

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评估牵涉到了利益的竞争、价值的争论、观念的碰撞以及对

质量理解的争辩等，这就会带来一个如何识别和处理质量评估中政治方面的问题。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代大学的质量保障不是一个中立的或价值自由的概念，

而是反映一种特殊的、由权力和知识进行统治的过程，这使得在质量评估过程中，

不同的意见常常被忽略掉。质量保障的目的多是为了控制，质量保障的焦点侧重

于教育结果。有学者认为，质量保障的目的主要有四个，即质量问责、管理控制、

符合规定、改善质量。还有学者认为，从词义上讲，目前许多国家都将质量保障

看成是改善质量的过程，而事实上却更多地在强调责任、合规性或某种程度上是

控制。就质量保障的焦点而言，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重心可能是输

入，可能是过程，可能是结果。挪威的代表Stensaker认为，要关注因质量保障导致

的组织变革。首先，质量保障引起了权力的变化，这从近些年来高校应对质量负

有更多的责任变化中可以得出结论。其次，质量保障的实践促进了质量保障的专

业化发展，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建立了专职机构、专职人员以及系列政策文件专

司质量保障事宜。第三，质量保障引起高校与公众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经济全球

化、高等教育国际化引起了各国高等院校竞争的加剧，使得许多院校面临着前所

未来的压力，以质量求生存，以质量求发展，满足相关利益者的需求成为高校的

首选。第四，大学排行与绩效评估的指标越来越多地与质量保障类似，它们彼此

渗透，相互交融，致使高校组织从“黑箱"中不断走向透明。这一切都表明，质

量保障已引起了高校组织的很大变化，为此，须加强质量保障大背景下对高校组

织变革的理解。【2】【3】

1．2．1 英国高等职业教育的质量观

在英国，教育界曾长期进行过如何办高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是学术性教育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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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职业性教育的争论，由此也形成了两种对立的主张。一种认为大学应当进行科

学训练和学术研究，高等教育是学术性教育；另一种则认为高等教育应着重进行

职业性教育，从而使教育与生产密切联系，并适合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以获得经

济效益。英国传统大学的特点是进行学术教育，主要传授人类积累的知识、态度

和价值观念，同时创造新知识，发现科学规律，探索和传播真理。二战后，随着

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快速发展，社会需要多方面、多层次的各类专门人才，传统大

学已不能满足需要。为了反映适应这种新的国家需要，就需要有新的不同类型的

高等学校，以便能接纳技术或实用知识，培养工业革命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各类

人才和社会急需的各类专业人员。20世纪60年代，多科技术学院应运而生。多科

技术学院在办学方向和培养目标上，促进了当地工业生产的发展，满足了社会对

大量技术和管理人员的需要。在课程内容上，则“反映了重视技术教育及其应用

的特色，完全不同于重视古典人文主义教育的传统大学。一与传统大学的评价不

同，多科技术学院在进行质量评价时，一般只将收集到的证据与能力标准相对照，

而不与其他学习者的学习结果相比较，最终只对学生是否具备相应能力做出判断。

评价指向于所要求的学习结果，学习结果的具体表现是完成相关职业的能力标准，

而不是传统大学所要求的认知方面的学习成就。能力标准由“主导工业机构"(按

工业部门和职业领域设立的标准制定机构)制定。目前，大约有150个这样的机构

负责制定本工业部门的能力标准。英国国家学位授予委员会(CNAA)是对传统的多

科技术学院和继续教育机构授予学位的政府机关，1991年，CNAA对这种类型的

高等教育学习计划做了一些规定，这是职业性高等教育质量标准制定的依据之一。

英国建立国家资格标准有两个目的，一是明确资格与工作的区别以激发员工

奋发向上，促使工人不断增长技术水平；二是更合理地设计职业教育的质量标准，

推动高职教育的发展，以便培养出“适应能力强的、能接受新兴事物的、可以应

付未来不确定因素的劳动大军"。事实上，英国的高等教育在质量问题上也遇到

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过去十年来，高等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7年，格利芬

(Grifin)便认为高等教育正处在危机之中：财政危机，教与学管理危机，学术时间

与学术尊严的危机。而斯哥特(Scott)则认为高等教育在目标上也存在危机，认为高

等教育今后的重点应强调“个人的迁移能力一和“一般能力”。【4】劳动力市场中

的许多部门，对毕业生需要学会什么也越来越不关注，而对他们能够做什么则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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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因而，在高等教育的投资、管理和经营等方面发生了一系

．列变化，这些变化导致高等教育中的“工具性教育目标"，而不是“学术性教育

目标"被置于优先地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不仅要接受学术的、专业的和职业

的教育，他们在毕业时，还要具有复兴经济所需的能力、技能、态度和价值。

1．2．2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的质量观

澳大利亚实施高等职业教育的机构为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TAFE)，TAFE是由

行业做主导，政府、行业、社会与学校相结合的、相对独立的多层次综合性职业

技术教育与培训机构。澳大利亚TAFE教育的特点是建立一个全国统一、有效、

良性运转和以公立为主的职业教育体系。TAFE采取以能力为本位的教育教学质量

观，强调对学生实际工作能力的培训，能力培养是教学设计的核心内容，其教学

体系建立在以培训学生实际能力为目标的基础上，加强实践教学环节，使理论教

学与实践教学融为一体。TAFE对培训包课程提出最低能力测试考核要求，以能力

目标作为对培养学生质量评价的尺度，在评价时，教师可采用的标准测试方法有

12种。通常，对TAFE学生的考核包括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两部分，其中对理论

课程的考核要求比较松，而对实训课程的考核要求则比较严格，学生的实践能力

是考核的重要内容。澳大利亚拥有一种以能力为基础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制度，该

制度的基础是一系列全国承认的职业能力标准。这些标准的制定向来都是由职业

团体承担的，在这一过程中，教育与培训机构或政府部门只起咨询作用，而不参

加决策程序。目前，澳大利亚已经制定了300多套行业、跨行业和企业的能力标

准，并得到了认可。澳大利亚技能认证体系是保证技能认证的机构，是全国统一

的和普遍适用的主要机构。对于一切要求注册登记的提供教育与培训、负责技能

评估并颁发证书的机构，都要符合澳大利亚技能认证体系的质量标准。通过这套

体系认可的资格和技能在全国各州和邻地都会得到承认。开发出来的“培训模块"

执行着识别技能水平的关键作用，而不管培训和评估是在什么地方以及如何进行

的。培训模块是由各个行业开发的全国统一的、又有一定灵活度的产品，被用来

确保高质量的教育与培训结果能满足当前的和正在出现的职业技能需求，因为它

明确规定了所要求的能力水平以及可得到的相应资格，覆盖的职业范围也相当大。

培训模块的核心是由产业部门开发并不断更新的能力标准，这些标准包括强化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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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实用指南，这样对能力的评估可以直接参照这些标准进行。培训模块的另一

个基本组成部分是一套评估原则，这些原则包括评估者应具备的起码资格，规定

了评估程序和使用的手段。培训模块的第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是一体化的规则和评

估结果系列，从而把标准重新分成若干逻辑系列和符合特定行业工作要求的等级

水平，并将这些水平按照全国八个资格水平中的六个进行排列。这种做法的意图

是在界定的能力和培训后的资格之间建立起直接联系，而不再经过课程鉴定这一

中间步骤。在澳大利亚，某具体行业的国家能力标准是由相关行业的能力标准委

员会来制定的。该委员会由来自雇主、雇员以及政府机构的权威代表组成。它负

责开发并向国家培训委员会报批能力标准，也负责能力标准的修订。关于国家能

力标准开发的政策和细则，则是由国家培训委员会制定。国家培训委员会是由澳

大利亚联邦政府、各州和区政府负责职业教育工作的部长组成，该委员会不仅负

责指导各能力标准委员会开发能力标准，而且有对能力标准的审批权，并且负责

国家能力标准的推广和实施。国家能力标准的确定，可以使国家具有统一授权认

可的标准，并可据此制定全国通用的职业资格证书。【51

澳大利亚商业与高等教育圆桌委员会也做了系列报告，指出了能力开发在高

等职业教育中的重要性。1991年的芬(Finn)委员会和1992年的梅尔(Mayer)委员会

关于就业所需的国家能力的报告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前者声称，所有的年轻

人在就业准备的过程中，都要学会某些必要的东西，即与就业有关的关键能力

(employment related key competences)；后者则开发了7种关键能力，认为这7种关

键能力是有效地参与工作和其他社会背景所必需的。【61这些能力是：

l、收集、分析和组织信息的能力；

2、数学思维与技术；

3、交流思想与观点的能力；

4、解决问题的能力；

5、规划与组织活动的能力；

6、使用技术的能力；

7、团队中与人合作的能力。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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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美国高等职业教育的质量观

在美国，自80年代以来曾多次发布报告书，指出劳动力素质不适应新经济发

展，技术水平低下，高水平的和从事高技术的人员严重缺乏。为此，美国先后颁

布多部法规，强化普及第13—14学年的高等技术教育。1990年设立全国职业技能

标准委员会，到1994年时已有20余个工种申请，后经美国教育部与劳工部选定

了22个行业制定新的综合性的行业技能标准，直接指导这些行业的职业教育的发

展。这些标准强调高等职业教育要主动适应高科技制造业的需求，所培养的技术

人员应具备应用、研制、开发先进生产技术的能力。

表1-1美国职业能力要求一览表

项 目 具体内容

合理利用
l、时间—选择有意义的行为，合理分配时间。

和支配各
2、资金一制定经费预算并随时做必要调整。

3、设备一获取、储存与分配利用各种设备及其他物资。
类资源

4、人力—合理分配工作，评估工作表现。

处理人际
1、作为集体的一员参与工作；2、诚心为顾客服务并使之满意；3、坚持

关系
以理服人并提出积极建议囊、能与背景不同的人共事；5、调整利益、交

五 换资源以达成的一致：6、向别人传授新技术。

种
获取并利 l、获取与评价信息；2、使用计算机处理信息；

用信息 3、理解、分析与传播信息；4、解释与交流信息。
能

力 1、理解社会、组织和技术系统的运行方式并能有效实施操作。
理解系统

2、监督并纠正系统偏差，并能预测系统发展趋势。
复杂关系

3、对现有系统提出改进意见，并能设计可替代的新系统。

运用各种
l、选择适用的技术与设备。

2、运用技术，理解并掌握工作设备的手段与程序。
技术

3、维护设备并处理问题，包括计算机技术及其他技术。

1996年后，斯达滋(Stasz)等人认为美国的教育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以便

为年轻人当前和未来的工作做好充分的准备。此观点的提出是基于工作世界的不

断变化要求工人具有新的技能和不同的技能，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将越来越

～

～取决于其工人的技能高低。‘斯达滋认为，现有的学生在为将来工作做准备方面表

现很差，他们需要获得新的技能。马歇尔(Marshal)和塔克(Tucker)把这些能力概

括为：抽象思维的能力、解决真实世界问题的能力、口头与书面交流的能力及与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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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合作的能力。其他一些报告，如必要技能获得委员会(SCANS)的报告则提出了一

个更为宽泛的能力概念，认为除了上述能力以外，还应包括与信息、制度和技术

有关的能力。SCANS报告在阐述从事任何职业都需要的五种“能力"(见表1．1)

和三种“素质"(见表1．2)的前提下，分别建立了高等职业教育的质量标准体系

的基础。【刀

表1．2美国职业教育的基本素质要求

项目 具体内容

基
1、阅读能力——会搜集并整理书面文件。

本
2、书写能力——正确书写书面报告、说明书。

能
3、倾听能力——正确理解口语信息及暗示。
4、数学运算能力——会基本的数学运算以解决实际问题。

力
5、口头表达能力——能系统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l、创造性思维，能自由想象，以新方式组合不同信息或观点。
三种 思 2、决策思维，考虑各种因素以做出最佳决定。
基本 维 3、问题解决思维，认识问题的存在，发现原因，并解决。
素质 能 4、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认识问题，根据符号、图像进行分析。

力 5、知道怎样学，并运用学习的技术解决新环境中的问题。

6、正确推理，能发现事物之间的关系，找出规律，解决问题。

个 l、有社会责任感和集体责任感，并有敬业精神。

人 2、有自信心，保持自我积极向上的心态。
品 3、自律性强，能正确评价自己，有自治力。

质 4、正直、诚实，遵守社会道德行为准则。

1．2．4德国高等职业教育的质量观

二战前，德国大学也具有明显的学术传统，但其培养的学生是有限的，而且

是上层社会的少数尖子。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赋予了大学以新的使命，即大

学必须培养出既能全面发展，又能独立思考，并在职业和社会上都能受人尊敬和

欢迎的人才。二战后，德国的高等教育结构得到了逐步完善，形成了高、中、低

不同层次的各类大学体系。作为高等教育主体的综合性大学保证了向社会提供高

级科学技术的研究力量，而高等专科学校和职业学院则满足了社会经济、管理和

服务第一线的技术应用型人才的需要。【6】高等专科学校是一种提供职业性课程的非

学术性高等学校，学制为4年，创立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经70年代初和90

年代初的两次大发展，到1994年，学校数已达167所，占高校总数的51．4％，

在校生47．2万人，占高校在校生总数的27．5％。高等专科学校的前身是工程师学

R



江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校、经济学校和教育科学的中等专业学校，由于经济社会对高级专门人才的急需，

将这些学校转化而成。【8】高等专科学校与大学的办学思想不一样，它实施的是高等

职业教育。这种学校的建立适应了各地经济发展的需要，培养时间短，节省经费，

又侧重实践。它的任务不在于使学生学习过多的系统理论来从事学术性研究，而

是使学生掌握一定的理论基本知识，同时又有专门的应用技术，并进行实际训练，

掌握独立从事职业活动的技能，毕业后能胜任各种专业工作和职业活动。职业学

院的实践性和针对性比高等专科学校更强，主要专业有经济、技术和教育学科。

职业学院毕业生可获“文凭工程师"和“文凭企业管理人员"证书。高等专科学

校课程内容的特点是突出应用性、职业性，与生产实际联系紧密。课程的范围宽

而浅，各门课程的安排重在理论的应用和培养学生从事一种职业的能力。如巴划

利亚州高等专科学校《社会公益事业专业教学总纲》(1982年颁布)规定：该专业

的教学目的是为学生在社会公益事业各领域内独立地从事职业活动打好基础，培

养学生用科学知识从事职业活动的能力，最终使学生有能力负责地参与社会公益

事业工作的管理和组织。为实现这一目的，设立了社会公益工作和社会教育、医

学、艺术体育课、教育学、法律、社会工作的方法与方式等课程。其中最重要的

课程是社会公益工作和社会教育，其他课程都是这门课程的辅助课程，其选择的

内容都与其将从事的职业要求相关。这与大学中开设的同类课程的目的是截然不

同的。在继续教育领域，也非常重视各类高级技术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且对各类

人才的不同规格做出了细致的区分。【9】

1．3 中国高职教育发展历程及研究现状

1．3．1 中国高职教育发展历程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大力发展制造

业，需大批高技能应用型专门人才，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发展职业教育。高职

教育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其前进的步伐可分为几个阶段：80年代初期的高职试点

时期，90年代前半期高职在小范围内的推广及结构改革时期，90年代后半期的铺

开举办高职时期，世纪之交高职的深入改革时期。【9】

1、80年代高职的试点时期。对于发展高职的学术讨论早在80年代初己经展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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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并先后进行了一系列专题研究。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中明确提出了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方向是：以中等职业教育为重点，同时积极发

展高职，逐步建立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

互沟通的蒋系。鼬年代中裳，势摊动嵩职的发展，冒家曾麸世界银行争取到3500

菇美元的贷款，集中支持17所职业大学的发展。1989年，全蘧有职业大学117孱，

在校生了。5万人，专任教师近万人。lnl

2、90年代前半期的发展与改革。1991年1月，罄务院五部委联合忍歼第二

次全国职业技术教育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10年来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经验，发

布了《阐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其中提如：90年代职业教育

的发展任务及大力发展的主要内容，要求在集中力量办好～批起示范和骨干作用

学校豹嚣漪，普遍提高职业教育的教育质量期办学承平。把职业教育纳入当墟经

济和社会发麓熬总体麓划，使经济建设真芷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离劳动者素质

的轨道上来。在此推动下，离职在数量上迅速上升。这为离职教育的规模发展奠

定了基础。

1993年2月13因，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嗣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这些战略部署，都为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包括高职在内的职业教育事业，提出了明

确的方向、爵标、任务帮途径，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

3、∞年代爰半期的规模发震尊进入90年代，在沿海一些经济发达缝区，随

着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及产品结构静赫移，高素矮技术和生产管理人

才大量缺乏的矛盾日渐突如，离职的社会需求直接显现逝来。90年代中期全国范

围内出现的“普高热’’和高中教育阶段职业教育招生比重持续滑坡的现象，成为

社会大众对这种非公平教育体制的自觉反应。予是，国务院于1996年6月组织召

开了第三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了“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捧的口号，

并于1997年发布了《关于高等职业学校设置阔题的A点意觅》，确定上海、江苏、

辽宁、趣衷、天津、广东、浙涯、黑龙江、河就、河南量0省、索开震赢职试点。

自此，在中国争议已久的裹职被正式提上议事熙程薨在一定范爨内掀起了高职试

点的热潮。截止1999年底统计，中国高职高专学校共1345所，占整个高等教育

学校总数的69．26％。2000年全园共有高职高专毕业生99．84万人，占整个高等教

育的50％。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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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新组建的教育部高度重视高职的发展，提出了“三多一改”发展高

职的方针，即多渠道、多规格、多模式发展高职，重视教学改革，真正办出高职

特点。

4、世纪之交的深入改革。世纪之交，高职规模初成，但一时间遇到林林总总

的问题，如就业率低、生源少且质量差、缺乏市场竞争力等，还出现了许多有争

议的问题，如学程的长短问题、办学模式问题等。为此，教育界内外都投入了极

大的关注，它事关整个高等教育的发展前景，由此，新一轮更为深入的改革拉开

了序幕。

1999年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提出：高等

职业教育必须面向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适应就业市场的实际需要，培养生

产、服务、管理第一线需要的实用人才，真正办出特色。主动适应农村工作和农

业发展的新形势，培养农村现代化需要的各类人才。这表明，高职在国家整个教

育政策中已经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基本确立了培养目标。

2002年9月4日《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将中国

高职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推到了新的高度。2004年2月10日，教育部下发的

(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更明确的提出：以就业为导向，大力推动职

业教育转变办学模式。

5、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现状。高级技术人才严重短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

多的国家之一，低素质的人口是一种沉重的负担。我国1．4亿城镇企业在职职工中，

算得上技术工人的不到一半，其中初级工占了60％，高级工只占3％左右，也就

是说高级技术工人仅占城镇企业在职职工总数的1．5％，而德国、日本等一些发达

国家高级技术工人的比例一般都在30％一40％，除此以外，我国还有2亿多没有

接受过任何专业技术教育的农民。加人世界贸易组织以后，许多发达国家已经瞄

准了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纷纷将制造业转移到我国国内，我国政府提出了要

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和“加工中心一．也是基于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毫无疑

问，我国目前高技能的劳动者相当短缺。

缺乏应有的吸引力。长期以来，我国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最高学历层次是专

科，因此在我们大多数人的观念中，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就是高职高专教育，就是

专科教育，是一种较低层次的“二流教育"，甚至是不正规的高等教育，充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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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与成人教育类似的补充学历教育，考不上普通高校的人不得已才走的一条

道路，目前招生体制上的不合理。更强化了人们对这一观点的认同，中考中普通

高中先录取．普通高中取不了的录取到职业中学。普通高考录取中普通高校先录

取，最低层次的录取才是高职高专教育。这样一层一层筛选下来的“差生不得不’’

进入了高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的毕业生在人才市场不受欢迎，就业岗位绝

大多数都是不需要太多技术的操作工，至多也就是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的普通技

术工人岗位。这就加剧了社会对职业教育的歧视。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缺乏足够的

吸引力，考生不愿意报考，高校不愿意招生。

办学水平较低。 高等职业教育不受社会欢迎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目前我国高等

职业教育的办学水平低下，高职教育质量不高。国家对高等职业院校投入严重不

足。没有优秀生源报考职业教育，加上国家对高等职业教育政策上的不配套．导

致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没有很高的职业技能，就业陷入困境。113]

1．3．2我国本课题的研究现状

我国高等教育自1999年扩招以来，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各项工作均有重

大进展，特别是发展规模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初步跨入了国际公认的大众化发展

阶段，目前正处于从精英教育迈向大众教育的进程之中。然而，通过理性的审视

和反思，不少学者对这种超常规发展感到担忧，继而引发了争论。人们发现，在

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同时，其内外各种矛盾在不断地暴露和激化，正像西方

国家在战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过程中那样，潜伏着随时可能爆发的质量、财政和

道德危机。其中，可能引发的质量危机备受关注。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高等教

育还缺乏与大众化相适应的质量保障体系。

为了加强对各级各类高等教育的质量监控工作，教育部从2003年开始，在高

等学校中建立五年一轮的高校教学工作评估制度。2003年，教育部在全国26所高

职院校开展了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试点工作；2004年起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

水平评估工作以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评估为主，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启动。江苏省教

育厅统一部署，凡2004年底前建立的64所高职高专院校均将在2007年12月底

前接受评估，以后每三年进行一次评估。

为提高高职教育质量，2006年教育部推出了主题为《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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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的16号文，该文从①深刻认识高等职业教育全面提高

教学质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②加强素质教育，强化职业道德，明确培养目标；

③服务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就业为导向，加快专业改革与建设；④加大课程

建设与改革的力度，增强学生的职业能力；⑤大力推行工学结合，突出实践能力

培养，改革人才培养模式；⑥校企合作，加强实训、实习基地建设；⑦注重教师

队伍的“双师”结构，改革人事分配和管理制度，加强专兼结合的专业教学团队

建设；⑧加强教学评估，完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⑨切实加强领导，规范管理，

保证高等职业教育持续健康发展；九个方面进一步明确了今后办高职的思路，也

更加明确了高职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

高等教育作为社会大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自身需要不断发展，而且还

必须服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将高等教育的发展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是

我国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核心所在。潘懋元教授在他的文章《高等教育大众化的

教育质量观》(中国高教研究，2007，(1))上谈到， “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是

一个由规模、质量、结构和效益四个要素组成的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的系统。在

四个要素中，质量应该是第一要素，协调发展并不意味着诸要素平起平坐。在处

理它们之间关系的过程中， 当其他要素与质量发生矛盾时，必须毫不犹豫地维护

和确保质量。大众化，绝不是低质量的同义语。质量观是一个历史范畴，在大众

化时代自然应该有大众化的质量标准i’’但从目前的现状看，我们仍然习惯于用

单一的精英教育质量标准评价所有的高等教育，尚未制定出与大众化相适应的多

元质量标准，更没有建立科学、公正的质量保障体系和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运

行模式和运行机制。虽然不少学者早就呼吁要建立与大众化相适应的多元质量标

准，构筑国家、社会、高校共同参与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建议我国高等教

育进行战略选择，尽快建立合理、公正透明和权威的质量保证机制，建立独立、

自治的专门评估、认可机构，建立分层、多元评估体系，制定相应规划、政策，

形成校园评估文化。 但是，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的初

期，不少人精英教育的意识还很浓厚，这一领域的改革阻力较大，进展缓慢。然

而，如果没有明确的质量保障，高校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为了自身利益，难免动

摇质量要素的核心位置，有的甚至为了追求经济效益，不惜降低质量标准。因此，

充分发挥教育评价的鉴定、导向、激励和改进功能，实现教育评价的结构化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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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化，构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是我国大众化进程中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

必由之路。[141

目前对高职教学质量评价的研究重点表现在从学科本位的评价转向能力本位

的评价。耿金岭在2008年第2期中国职业技术教育上发表题为《对当前高等职业

教育中几个热点问题的冷思考》的文章。文章中说：以往的教学评价存在着注重

对理论教学的评价而忽视对实践教学的评价的倾向，这与对高职高专的办学定位

理解、把握的不准确有直接的关系。

孙文学在《关于提升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的若干思考》中谈到：在相当长

的时间里，由于我们把高职高专当作压缩型本科来办，因此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

受普通高等教育的影响很大，导致高职高专学校在很大程度上简单地移植了普通

高校的教学模式、教学评价观念和评价方法；从单纯对学习成绩的评价转向“素质

本位”的评价。从单纯对教学过程的评价转向教育全过程的评价；从知识传授型评

价转向知识传授与创新能力结合的评价；从单纯对学生智力因素评价的转向智力

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结合、智商(简称IQ：Intelligence Quotient)与情商(简称EQ：

Emotional．intelligence Quotient)结合评价；从对学校的封闭型自我评价转向开放型

学校与社会结合的评价；从单纯对教师的监控评价转向对学校全员的监控评价；

从定性评价转向定性与定量结合的评价；从对教育教学质量的静态评价转向静态

和动态结合的评价；从精英教育的评价观念转向大众化教育的评价等。

1．4本课题研究的内容

评价高职教育质量的优劣，着重考察社会对毕业生的满意度。对高职学院产

出“产品’’质量的测量是十分困难的，缺乏统一的令人满意的测量标准。按照经

济学的理论：产品能适销对路，使顾客满意，不合格率能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能

做到“进口旺，出口畅"，不仅有社会效益，而且能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用此

标准来衡量高职教育的“产品"质量，是一种可行的办法。数量与质量既矛盾，

又互相依存。没有数量就谈不上质量，没有质量的数量，等于没有数量， 甚至更

糟。质量、规模、效益三者也是对立统一的，有“质量"不等于直接有“效益’’；

有“规模’’但可能是以牺牲质量为代价；一时的“效益"未必就能转化为长期的

高职院校的可持续发展。有“质量”才可以吸引生源，保证应有的规模；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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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模’’才可能带来效益；有了“效益’’，高职院校就可以更好地去保证质量

和扩大规模。处理好“质量、规模、效益"的关系，就可走出恶性循环的怪圈，步

入良性发展的道路。

教育经济学家认为，规模经济的理论不能推演出“大就是好"，而只能推演

出在没有达到适度规模的范围之前，扩大规模会带来效益，而当超过了适度规模

的范围后，则会产生规模无效益，会导致“组织失灵’’、管理成本上升，出现规

模收益递减或规模不经济的现象。[t31

在高等教育领域里讨论质量是必须的，因为作为一项社会投资巨大的事业，

不可能没有一个质量标准来规范其发展。高职教育质量是指高职教育的过程和结

果满足明确或蕴含需要能力的特性的总和。首先，由于培养人是一项复杂的活动，

而高职教育作为人才的培养活动，其结果不仅仅是人才，还有创新的知识和社会

服务。其质量所涉及的对象是多方面的；其次，高职教育质量不仅仅是指活动结

果，而且包括活动的全过程。高职教育质量特性是高职教育区别于其他活动的属

性和特征，也就是培养人。

1．5本课题的创新点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

1、结合当前高校评估工作的要求，认真研究教学规律，建立高职教育质量评

价指标体系；

2、运用模糊数学的理论，对A高职学院的办学质量，运用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进行综合评价，正确理解和认识评估的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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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高职教育质量研究概述

2．1 高职教育质量的界定

2．1．1 高职教育的概念

高职教育(high vocational education)是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简称。高职

教育是在我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的浪潮中崛起的一个新的教育类型，是职业技术教

育的高等阶段，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整个教育系统内，从层次上

来划分，高职教育属于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职高、中专、

技校等中等职业学校(即“三校’’)举办的中等职业教育相比，虽在类型上同属职

业教育范畴，但高职教育处于更高的等级和层次，高职毕业生可以适应高新技术

产业和科技含量更高的职业岗位，具有更强的技术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从类型

上来划分，高职教育又属于职业教育，所以，与大家熟悉的传统的普通高等教育

相比，虽在层次同属高等教育，但高职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在性质、类型、培养

目标与教学特点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具有高职教育自身的特色：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六号《招用技术工种从业人员规定》中第三条、

第四条：一是明确规定国家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二是明确规定各职业(技术)

学校毕业(结业)学生，必须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后，才能到技术工种岗位就

业。

简而言之，高等职业教育是兼有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双重属性的一种新的高

等教育类型；高职教育培养的人才，既要达到高等教育的基本规格要求，又要具

有职业教育特点，要面向实际、突出应用性、实践性，毕业生有较强的现场解决

实际问题的技术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特色。【14】

2．1．2质量的概念

质量(quaI ity)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概念。在高等教育学的诸多术语中，质

量是被赋予较多不同解释的概念之一。可以从产品、质量、质量管理、质量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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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核心概念入手来理解它的含义。

1、产品。指活动或过程的结果，可分为有形产品或无形产品，有意识的产品

或无意识的产品。

2、质量。指反映实体满足明确或蕴含需要能力的特性的总和。这里的实体是

一个宽泛的概念，它可以指一个组织、一个人或一台机器。

3、质量管理。指包括确定质量方针、目标和责任，并借助质量体系中的质量

策划、质量控制、质量保证和质量改进等手段，来实施的全部管理职能的所有活

动。

4、质量体系。指为实施质量管理所需要的组织结构、职责、程序、过程和资

源，它是质量管理的核心。由于各组织的目标、资源和环境的不同，各个组织的

质量体系有可能是不相同的。【15】

2．1．3高职教育质量的概念

高职教育质量包含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和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标准两个方面，它

是选取高等职业教育质量作为被评价对象的载体并给予质量以明确的指标和标准

后，在思想上形成的关于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特定价值的认同。在实践中着重表现

为人们依据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的需要，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水平、科研水平、

服务社会的水准进行评价的质量标准总和，它是由社会发展需求与高等职业教育

适应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决定的。【16】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区位运行和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的高等

职业教育得到长足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质量随之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在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领域内许多人对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持有不同意见。那么我

们应该用什么样的质量观去看待、评价高等职业教育呢?在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

中，人们衡量教育质量的标准是不断变化的。我国70年代前，教育质量主要体现

为人学率；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主要以办学条件衡量一个地区的教学质量：90

年代主要是看学生学到了什么：20世纪末开始把教育效益作为衡量教学质量的主

要标准。"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迈进的过程中，

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作为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高等

职业教育更是受到严峻考验。传统的精英教育质量观仍左右着人们的思想，给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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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l刀

教育质量的高低体现在培养对象的质量上。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要具有

较强的职业性和应用性，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为社会市场所需。市场是真正

的“出单者"，其质量的高低应以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与评价为第一导向。据统计，

2003年普通高职院校毕业生总数比2002年增加了35万，就业率提高了5个百分

点；2004年在增加了40万高职毕业生的情况下，就业率较上年同期提高了6个百

分点，初次就业率为61％；2005年初次就业率为62％。就业率的逐年提升宏观

上反映出社会对于高职毕业生的需求和认可程度。高等职业教育的质量如何，市

场在无形中提供了最为及时和真实的客观标准，市场导向是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标

准的基本来源。英国高等教育学家阿什比认为：“美国的教育质量千差万别，学士

学位的标准多种多样。初看起来，这似乎是体制上的弱点，但从长远看，这恰恰

表明它对美国的环境具有很有价值的适应力。社会上所要求的合格标准，并不是

学术上所力求达到的合格标准；学校所发的廉价证书，正像市场出售的廉价汽车

一样，是有它合法市场的。这种市场在任何方面都未曾损伤优秀院校的质量。，，【18】

综上所述，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是指高等职业院校以正确的办学指导思想、合

乎标准的办学条件、以工学结合的办学模式、以培养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设计

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使毕业生具有适度的基础理论知识、较强的动手能力

和岗位适应能力并能满足社会需要的办学效果。

2．1．4高职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培育高技能

人才的历史使命。现代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使职业的种类日新月异，有许多

职业岗位萎缩甚至消失，又有许多新的职业岗位萌生并发展。同时，由于高新技

术进入经济领域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许多新萌生的职业岗位的技术含量和智

能化水平不断提高。岗位技术含量的加大和技术层次的高移，以前的中等职业教

育已无法胜任“高移"后的职业岗位培训工作，要求教育层次相应高移，高职教

育解决了这一问题。

近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获得了飞速的发展。2005年全国独立设置高

职(专科)院校1091所，招生人数达268．1万人，高职(专科)学生招生占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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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数的比例达到53．1％，在校生人数为713万人，占本、专科在

校生总数的45．7％。因此高职教育不但使高等教育克服了过去人才规格单一的缺

点，而且也克服了过去高等教育只有一个通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它为

高中毕业生和中职教育毕业生接受高等教育开辟了新的渠道，构建了高等教育的

“立交桥"。

目前，各行各业的人才流动日益频繁，一个人的职业岗位在一生中可能要更

换多次。在这种情况下，只靠学校进行的职前教育绝对不能满足人的一生的需要，

终身教育将成为现代教育的主要特征。高职教育以其能够因材施教、按需培养的

优势，必将为人们终身受教育的需要提供良好的服务。

1、高等职业教育有别于普通高等教育

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首要区别体现在人才培养的目标上。根据社

会功能，人才大体可分为四大类型：即学术型、工程型、技术型和技能型人才。

学术型人才担负着探索、发现自然界变化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即“认识世界’’

的任务；工程型人才主要是运用已知的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去“改造世界"，他们

从事应用技术的研究，进行开发、设计、规划和决策。对这两类人才，要求基础

理论深厚且知识宽广；而技术型和技能型人才的主要任务是在生产、建设、管理、

服务第一线实施已完成的设计、规划和决策并使之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两者的

区别主要在于：前者需要较多的技术理论和智力技能，而后者在动作技能上更熟

练和更有经验。一般来说，在我国，前两类人才由普通高等教育来培养，后两类

人才主要由职业技术教育来培养。因此，在培养目标上，普通高等教育主要培养

从事研究和发现客观规律的学术(研究)型人才及从事与社会谋求直接利益有关的

规划、决策、设计等有关的工程型人才，这两类人才的特点主要是应用智力技能

来进行工作；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是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相适应的、

掌握本专业必备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的良好综合素

质和职业综合能力，在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第一线工作的应用型人才。专业

设置及课程设置上的区别。普通高等学校设置专业主要依据的是学科，而高等职

业教育专业设置的主要依据是职业技术的岗位群．，也就是说要按照市场的需求设

置专业，什么职业技术人才紧缺，就设置什么专业。这种专业设置的显著特征是：

由于岗位性或职业性比较强，因而专业设置的针对性也比较强。在课程体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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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型高等教育注重宽口径设置课程，讲求课程体系的整体性和单一学科课程的

系统性，一般按“公共课”和“专业基础和专业课"两段式设计课程体系，并按

素质教育的需要，重视开设选修课。高职院校则按照宽基础、活模块设置课程，

课程体系的重点不在整体性和单一学科课程的系统性上，而强调构建以职业能力

为本位的课程模式，开设的课程基本涵盖未来职业岗位所需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即既要引入前沿知识，又要注重生产实践中已应用的知识。人才培养方式上的区

别。普通高等教育以课堂教学为主，也有实验、实习等联系实际的环节，但联系

实际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学习、掌握理论知识，着眼于理论知识的传授；高等职

业教育则着眼于培养学生的岗位工作能力，将技能强化训练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

上，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教育与训练结合，强化技能训练，在学中做，在做中

学，理论教学与实践的比重往往达1：1左右。在实践教学中，高等教育院校都要

重视相关专业的教学实践环节。研究型高等教育的实践教学以发现、验证性实验

为主；高职院校则以强化技能训练为特点，‘因此，要重视校内实验、实训设施和

校外实习基地的建设，加强学生动手操作和模拟实习的能力培养。

2、高等职业教育有别于中等职业教育

高等职业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同属于职业技术教育类型，但是层次却不相同。

高等职业教育属于高等教育范畴，教育对象是具有高中文化基础(或具有相当于高

中程度的学力)和相关专业的知识与技能基础的学生；中等职业教育的对象则是具

有初中文化基础(或具有相当于高中程度的学力)的学生。这是两者最明显的区别

之处。但是，它们之间的主要差异并不是文化程度高低这个标准，主要差异表现

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职业技能和能力中的科技文化含量不同。在职业技术教

育中，衡量学生业务水平的主要依据是对职业技术和职业能力所掌握的程度。高

等职业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都要培养学生掌握一定的职业技术与职业能力，但是，

高职学生和中职学生在掌握职业技能与职业能力中的科技文化含量却不相同。现

代技术的发展表明，技术与科学的发展密不可分，技术层次愈高，科技知识和技

术管理要素的比例愈高。要掌握这些科技知识，操作富含高新技术的实体，必须

要有较高的文化和专业理论基础。而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所培养的技能型人才是远

远不能适应富含高新技术职业岗位群的要求的。其二，人才培养规格的全面提高。

高等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的高层次，即它的培养目标是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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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线技术应用型人才中的高层次人才，不同于中等职业教育的技能型人才。高

职所培养的人才具有较广的知识面和较丰富的现代科技知识，有较强的基础技能

和岗位职业技能，有较好的智力素质和社会素质。高职学生在知识、能力和素质

三个方面都要比中职生高一个层次。也就是说，高职毕业生是依靠扎实的专业基

础知识和科技含量更多、水平更高的技术以及综合性更强的职业能力从事本职工

作的，同时，高职毕业生经高职教育的深造，人格素质和职业素质更加丰厚，潜

在能力更强，发展后劲更足，适应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本领更大。

2．2本课题研究的理论依据

在关注扩大招生数量，提高办学效益的同时，高等职业教育的质量日益受到

社会各界的重视。高等职业教育在现实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角色定位模糊，办学

特色不突出，人才培养模式缺乏创新，社会功能表现不力等一系列问题。这其中

既有宏观教育观念、认识方向问题，也有微观教育措施不力的原因，其中最为主

要的是没有确立一套科学合理的高等职业教育质量观。质量即效益，也是生命线，

运用科学合理的质量观指导高等职业教育建设，将有助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中一

系列相关问题的解决。

2．2．1教育学基本理论

教育质量观是人们对于教育质量的内容、标准和评价方式的基本认识，它对

整体的教育实践活动及个体的教育行为都具有重要的导向功能。教育质量观从不

同侧面反映了各方面对教育质量的认识与追求。它通常体现为教育思想，主要包

含知识质量观与能力质量观，或人才质量观与绩效质量等。高等职业教育质量观

是指对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的正确认识及其评价体系的构建，从本质上反映了高等

职业教育机构在遵循办学规律的基础上，在现有条件下提供教育服务，满足国家、

社会和受教育者需要的规定性。高等职业教育类型的学校既要全面考虑其办学效

益和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又要充分考虑教育消费者的需要，真正认识到“以

质量求生存，以质量求发展"的价值理念，关注质量是每所学校的必然抉择。

一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高等职业教育从其性质来看，首先是高

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教育类型的多样性决定了高等职业教育在整个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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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体系中必须要有明确的培养对象和学校类型定位。高等职业教育质量观的构

建，既要符合高等教育发展一般质量要求，同时又要表现出特殊质量要求。这种

特殊质量要求主要体现在培养目标上，高等职业教育定位于培养具有理论知识和

较强实践能力，为一线生产、建设、服务的专门人才。这就决定了其在人才培养

模式、课程体系的优化、师资培养、教学实习、实训基地的建设、职业技能考评

标准等方面的特殊性。在发展方向上，不可能也不应该与其他普通高校盲目攀比，

同时教育行政部门在对其做质量评估时，也应在一般质量要求的基础上，重点考

察其特殊的质量内容是否达标。

二是高职教育的层次性。高等职业教育从其性质来看，是职业教育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职业教育体系中高层次的教育类型。高等职业教育质量观的构建，

既要考虑中职、高职教育有效衔接，同时也要贯彻终身教育理念，突破终结性教

育体系的束缚。目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主要载体有以下几类院校：职业大学、

职业技术学院、高等专科学校、社区学院、民办高校、部分中专等。这些载体从

学历层次上看以专科层次为主，加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衔接尚待时日，致

使人们对高等职业教育即终结性教育的认识难以改变，严重阻碍其发展。因此，

从层次发展的角度来看，本科高职应当适度发展，同时探索建立以专科、本科到

研究生层次的完整高职教育体系。

三是评价标准多元化。多样性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共同趋势，不仅表

现在教育对象、教育层次，同时也表现在学校类型上。高等职业教育质量观的多

样性具体体现在学历层次、教育对象、培养模式、评价标准等方面。随着高等教

育的发展，其社会功能日渐增强，在功能表现形式上，也将从单一地满足高等教

育大众化需求转向为学习化社会的构建、以及终身教育体系的完善奉献自己的优

势教育资源。因此，教育对象、办学类型及培养模式的多样性是其发展趋势，与

此相适应是在评价标准上将表现为多元化。【19】

2．2．2质量控制的基本理论

1、系统理论

由于教育质量观涉及到诸多因素，为便于清晰地确立不同因素的功能和作用，

我们以系统论的观点来解释高等职业教育的质量观。按照系统论观点，任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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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与外界不断地发生着联系，信息输入一转换一输出一反馈的过程不断发展。高等

职业教育也是教育系统中的一个小系统，其质量观体系的构建同样遵循上述规律。

(1)教育投入(输入)

教育资源输入是质量观系统的前期准备阶段和基础，主要包含生源、办学思

想、管理制度、财物投入等要素。在财物投入相同的前提条件下，生源、办学思

想和管理制度显得尤为重要。1)生源体现了高等职业教育入口，生源素质的高低

体现了高等职业教育的竞争实力。随着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立交桥的构建及

学习化社会功能的体现，高等职业教育生源多样化的特征日益明显，因此结合高

等职业教育的这一特点，研究和确立多样、灵活的生源质量观(如适合不同类型生

源的招生对策、考试制度、评价标准等)，多角度地考察学生全面素质对改革目前

的高等职业教育招生制度提出了挑战。2)办学思想是体现高等职业教育特色质量

观的重要要素之一，它贯穿于教育过程的始终。先进的、富有特色的办学思想、

办学定位是在同类院校中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因此在教育输入要素中居于核心

地位。3)教育管理制度是办学思想的具体体现。有效的教育管理制度能够对生源、

财物投入、教育资源予以优化组合，对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创新是提高高等职

业教育质量的重要保障。上述几个要素，以办学思想为核心，以管理制度为手段

统领财物投入、生源、教育资源等要素。

(2)教育过程(转换)

教育过程是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系统的关键环节，主要包括教学质量、师资、

专业、课程、教材、教学组织等要素。鉴于高等职业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定位

的特殊性，在师资质量方面应突出“双师型"教师的质量标准；在教学内容的选

择上应关注理论教学与实践、实训、实习教学的比重平衡，既要突出理论知识够

用，同时又要体现实践技能的良好掌握；在教学组织中应突出对实训基地建设的

考察以及生源多样化后对教学组织形式变革措施的探索。

(3)教育输出(输出)

教育输出是高等职业教育质量观系统的控制反馈阶段，反映着最终教育质量。

这一阶段的几个要素可以从教育内、外部评价来划分，教育内部评价主要指教学

评价，根据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定位，教学评价主要注重职业技能、一线岗

位适应性、基础文化素质等方面的质量，随着高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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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化职业资格鉴定逐渐取代了教育内部的教学评价，教学评价也逐步向评价学生

文化素质、潜在能力等方向发展；教育外部评价主要指社会监督、用人单位反馈

等要素。这些要素是高等职业教育开放性的必然后果，具体质量观指标主要考察

社会评价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毕业生的职业技能和岗位适应性，以及高等职

业教育的科研成果应用情况等。

(4)反馈

这一阶段是高等职业教育质量观系统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它反映着社

会评价及学习者的评价，直接影响着高等职业教育的社会声誉。各院校应结合社

会反馈的信息及时调整教育输入、教育过程两个阶段中各要素的具体配置情况，

从而促进高等职业教育质量观系统的良性运转，但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各院校对

这一环节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只重视对前两个阶段要素的教育内部评价及措施

改进，较少对社会评价予以理性分析，这种对于生产、服务、管理一线反馈的忽

略必然导致教育输出的无的放矢。因此，关注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应更多从教育的

外部环境中寻找提高质量的生长点，将外部评价机制逐渐地渗透到各个要素之中，

通过反馈推动高等职业教育的内部变革。【20】

2、“全面质量管理"的理念

全面质量管理(Total QuaI-ty Management，缩写TOM)是由美国的著名专家

菲根堡姆于20世纪60年代初首次提出的，它是在传统的质量管理基础上，随着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营管理上的需要发展起来的一门系统性很强的现代化质量管

理科学。TOM的基本特征是全面性、系统性和发展性。全面性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全面质量管理涉及每个过程；二是全面质量管理涉及到每一项工作；三是全

面质量管理涉及到每一个人。系统性是指TOM把管理对象作为一个由大大小小的

系统组成的整体来看待，全面质量管理要求必须处理好各系统内部及各系统之间

的关系。发展性也称动态性，全面质量管理的核心观念是及时根据情况的变化和

顾客的需求调整目标和策略，从而实现质量的持续改进。全面质量管理的概念与

传统质量管理的概念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更注重从“全面"的意义上对质量的

界定，高度关注顾客利益的原则，承诺不断改进质量的原则，坚持决策科学化的

原则和尊重客体存在的原则。将这种理论应用到高校教育质量评价系统中，定会

对高等教育质量的不断改进产生积极的影响。因为它能充分体现教育质量评价的



江苏 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五大原则，最大限度地发挥评价的作用。五大原则即：

· (1)全面性原则。高校的教育质量体现在所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上。全面性

原则可以树立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质量观和适应高等教育发展大众化的

多样化质量观。

(2)全员性原则。高等教育质量是学校各部门、各单位工作质量的综合反映。

全员性原则可以凸现“以人为本’’的教育观，充分调动广大师生员工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做到人人关心教学质量，个个做好本职工作，领导推动、全员参与教学

质量管理。

(3)全程性原则。教学质量是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形成的，不是靠最后的评价

检查出来的。因此，教学质量与学校发展定位、培养目标和过程管理等因素有关，

全面质量管理体系能对教学的全过程进行监控，做到事先监控准备过程，事中监

控实施过程，事后监控整改过程。

(4)系统性原则。教学质量涉及教师、学生、教学设施与设备、教材等因素，

是一个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教学全面质量管理体系设计必须贯彻系统性

原则。

(5)科学性原则。科学性原则使得在设计教学全面教学质量管理体系时融入

现代教育思想，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明确各项指标的合理权重，从而引导教师、

学生及管理人员自觉地提高教学质量。[21】

3、质量体系的基本原理(过程管理理论)

一
、＼＼
计划 ＼‘

；．
P 1

一 实施／／一／÷

质量体系运用了系统论的观点和系统工程的方法来实施质量管理，它是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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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高度对质量管理进行优化和规范化；是以过程为基础，要求对每个过程的

输人、输出、界面、接口、网络、反馈、转换实施有效的控制：质量体系的

运转，离不开PDCA管理循环的转动。

PDCA管理循环是由美国质量管理专家戴明博士首先提出的，又称“戴明环"。

[23]PDCA是四个英语单词PIan、Do、Check、Act．ion的第一个字母。P代表计划，D

代表实施，C代表检查，A代表处理。即按照制订的计划去实施，再捡查其结果，

总结成功的经验．巩固成果，改进不足的工作。把这次循环没有解决的问题提出

来，转到下次PDCA管理循环中去解决。PDCA管理循环必须经历制订计划、实施、

检查和处理等四个阶段如图2-1，可分为八个步骤进行如图2-2。

厌一
＼- 乜乡 擘1

≮ 喜i

夕
图2_2 PDCA管理循环的八个步骤

一是PDCA管理循环是大环套小环，一环扣一环，小环保大环，推动大循环。

通过PDCA管理循环，使学校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的管理有机结台，相互促进，

形成一个整体。整个学校的质量管理体系构成一个大的PDCA管理循环．而各个

部门又有各自的PDCA管理循环，依次又有更小的PDCA管理循环，从而形成一

个大环套小环的综合管理体系，上一级PDCA管理循环是下一级PDCA管理循环

的根据，下一级PDCA管理循环又是一级PDCA管理循环的具体保证。通过大小

PDCA管循环的不停转动，就把学校各个环节各项丁作有机地组织起统一的质量

保证体系，实现总的质量方针。因此，PDCA管理循环的转动，不是哪个人的力量，

而是组织的力量，集体的力量，是整个学校全员推动的结果：二是PDCA管理循

环每转动一次就提高一步。PDCA管理循环是螺旋形上升的，如同爬楼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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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四个阶段周而复始他循环，但绝不是原地打转转，而是每循环一次，转动一

圈，就前进一步，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而保证质量水平和管理水平持续稳定

地提高。

2．3高职教育质量评价模型的构建

质量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引入模糊数学的理论，构建高职教育质量评价的模

型，以对高职教育质量进行综合评判。

模糊综合评价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在确定评价因素、因子的评价等级标准和

权值的基础上，运用模糊集合变换原理，以隶属度描述各因素及因子的模糊界线，

构造模糊评判矩阵，通过多层的复合运算，最终确定评价对象所属等级。具体步

骤如下：

2。3．1建立指标集、评价集、权重集

A、指标集u：函·，"：，⋯。“。}，被评判对象各指标组成的集合；

B、评价集V-={vi，v2，．．．1，。)，评语组成的集合5

C、权重集A；{口，，口z，．．．口。)，各个指标在评价系统中重要度组成的集合。

2。3。2建立模糊综合评判数学模型

(1)单指标判断。

首先，对每个指标埘(f=1，2，⋯“．，刀)进行评判，

其次，将每个指标的评判结果按顺序排列，

R=(rV)力x m

得到“-*(rn，‘2，⋯⋯‰)。

得到模糊评判矩阵：

，其中吩是对第f个指标做出第／种

评价的人数比例。

．(2)将w与R合成(模糊变换)。

曰=矽×R=(6l，6 2，⋯，6m)，b，=∑w ir e，，=1，‘’．2·一。这个式子
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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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算只需把普通乘法换为最小运算“A”，把普通加法换为最大运算“V”即可，

这就是综合评判结果。【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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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影响高职教育质量的因素分析

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

和普及化的重要力量。20多年来，我国的高职教育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培

养高级技术应用型人才，支撑和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

和今后，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推进城镇化进程中，高职教育必将大有可为。但

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在我国高等教育快速迈入大众化阶段的过程中，高职教育的

质量问题越来越多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成为与发展相伴的潜在危机，

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以发放调查表、召开座谈会等形式，笔者走访了江苏省内10多家高职学院，

通过对调查资料的统计表明：95％的教师认为目前影响高职发展首要因素是国家没

有一个好的制度，认可高职这种教育模式。当然学校自身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

些问题。本章就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展开讨论。

3．1 影响高职教育质量的宏观因素分析

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对于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

中的作用，从职业教育开办起大家就没用动摇过，怀疑过。随着扩张的风起，职

业教育的队伍在不断扩大，职业教育与制造业发展的矛盾也越来越明显：一方面

用人单位找不到需要的技术人才，另二方面学校培养的学生不能找到对口的岗位。

要解决这一问题国家要在宏观上采取必要的措施，找准整个社会的经济与政治的

发展需求点，以社会发展的需求有针对性地拉动高职院校的发展，这样才能确保

这种发展具有其应有的社会价值。

不仅要把高职教育看作为重要的教育成分，而且还把它看作为执行经济和社

会政策的载体。因此，如果要从真正意义上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就必须把职业教

育与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结合起来。只有把职业教育在教育领域以外

的社会功能发挥出来，才能真正地通过职业教育推动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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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建立能统筹大局的职教科研机构

职业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有它内在的教育规律，我国每年高职招生

数量近300万人，全国有1000多所高职学院，这么庞大的教育群体需要国家有一

个职教科研机构专门研究职业教育规律。对人才培养模式、专业结构问题进行专

门的研究。

澳大利亚建立了TAFE研究中心，研究开发国家主干专业，促进专业内容全

国统一，分享专家经验，减少专业开发成本和开发研制收集全国范围内TAFE统

计数据的系统。同样，中国也应该建立类似的机构，用国家的资源进行行业和学

科的研究，制定出最符合社会需要的课程体系，提供类似“培训包"的资料给每

所高职院校。这样就能避免每所高职院校之间的重复工作，同时这样做也有利于

国家监控整个职教体系的运行，以便及时制定新的政策和实行新的措施。[23】

3．1．2建立全国统一的职教体系

职业教育如果只在一个封闭的体系中自我管理、自我运行、自我评价，脱离

社会。闭门造车，势必萎缩直至消亡。随着真正行业协会的成长．在国家教育方

针和政策指导下，依靠行业企业发展职业教育．推动职业院校与企业的密切结合

将十分有效。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职业教育是全面对社会开放，在职业教育高度发

达的澳大利亚．一个鲜明特点是与行业密切联系，管理机构由来自并代表行业的

人员为主组成，主导有关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宏观决策，采用高效率的商业化管理

模式，促使学院最大限度地适应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高效率地利用教育资

源；由雇主、工会、产业部门代表组成的“产业理事会(或产业咨询委员会)"，参

与从制订职业培训政策、职业培训计划、职业技能标准到财政经费分配及课程设

置、教材开发、具体实施的全过程。学校为企业培养人才。企业则为学校提供资

金、设备、师资、实训场所等，双方达到共赢。

统一和规范的职教体系主要依靠各种各样的制度的建设，目前我国职教领域

尚有许多政策和法规空白的地方，更不用说相关领域的。建立全国统一的职教体

系，实际上是降低了职教系统中的“沟通成本"，因为有法可依的前提下，具有

争议和不同理解的事情就会大大减少，这样就有利于职教系统里的各种因素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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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运行。可以通过职教体系调整专业结构，协调地区之间、学校之间、企业之间

的关系，将过量教育降低到最小限度。【23】

3．1．3考察教师的实践能力

高等职业教育的定位决定了从事高等职业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特别是专业

基础课和专业课教师必须具备较高的技术技能水平。然而，从事高等职业教学工

作的教师大部分来自于普通大学，尽管他们有新知识、有冲劲，但却缺乏专业技

能训练，技术能力差，理论与操作技能难以结合，教学效果差，无法实现高职人

才培养目标。学校要制定多种形式的教师培训制度及教师应具备的操作技能技术

标准；规定所有的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教师必须从实验、实训基地工作做起，参

与实验、实训基地的建设和教学工作，经考核并达到操作技能的等级标准要求，

才能独立教学。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实训课教师还要及时掌握相应职业岗位的

新技术，根据生产一线发展变化的情况创新工作实践，参与科研与技术改造工作，

才能提高实践操作技能，增强实践教学能力，有效地提高操作技能课的教学效果，

培养出更贴近于社会需求和生产一线的学生。目前我国高职学院教师的职称评定

仍沿用普通高校的办法，主要考察科研能力，发表论文的情况。对专业实践能力

和水平末作要求。专业教师的职业能力就无认可的权威性办法，学校也无法解决

教学与职称评定的矛盾。

3．1．4学生的人格独立化

在中国，由于人口众多，教育资源成为稀缺资源，因此教育的“筛选功能’’

是非常明显的，全军万马过独木桥就为了争取为数不多的高等教育机会。一旦能

进入高等教育的行列，学生则被不同程度地视为“人才一。于是，中国相当一部

分的高职学生不是真正希望上高职院校的，而是因为上不了普通高等院校，只好

退一步而为止，为的仅仅是“高等教育’’这个印记。因此，高职学生无论在入学

还是就读，以及毕业去向上，都有很明显的人格非独立化的特征。高职学生缺乏

必要的社会尊重，不仅被社会认为是一种依附，甚至连自己也觉得不如普通高等

院校学生，因此他们难以在其专业领域里树立良好的自信心，这对高等职业教育

给社会创造更多的直接生产力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23】

3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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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了促进高职学生人格独立化，中国可以借鉴澳大利亚的做法，打破

高职教育的学历和年龄界限，不仅接收从较低教育层次升上来的学生，还接收高

层次教育背景和有一定工作经验但缺乏某方面专业技能的学生，这样能有效去除

目前社会上对高职教育的刻板印象。同时，高职院校的日常教学中，教师应该灵活

运用“皮格马利翁效应"1的原理，给予学生高期望，并且人为地赋予其更多的社会

责任，帮助其建立自信心，从而达到人格独立化的目的。

3．2影响高职教育质量的微观因素分析

传统的高等教育质量以教学、科研、服务三条途径服务于社会。但是服务于

社会的意义和责任在高等教育市场化的过程中日益显出其重要性。或者说，教学

所要面对的不再是无可争议的知识传播，而是面对顾客的需要在市场规则下形成

和运行的，高等职业教育的责任和意义决定了其教育质量的商品属性和服务属性。

高职院校的教育质量观，无论是从社会需求还是从就业导向出发都更倾向于以“职

业’’为中心，即侧重于学生就业的角度，特别关注高职学生在多大程度上能满足

当地区域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从服务的角度看，高职教育质量不仅是一种

“产品’’本身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更取决于“广义顾客"(学生、家长、社会等)

对所接受的教育服务的满意程度，顾客的满意程度和教育服务过程本身构成了高

职教育质量的关键。

影响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的因素很多，如定位因素、教师因素、学生因素、设

施因素、管理因素等。可将其综合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3．2．1 高职教育理念对教育质量的影响

高职院校除了一些新建的民办学校外，大多数都是近几年由中专升格成为高

职的，举办高等教育的历史很短，总体上讲办学实力还不强，特色也尚未形成。

可是，在许多学校的目标定位中，较为明显地存在“求大、攀高、趋同’’的倾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一
／

1”皮革马列翁效应’：传说古希腊塞浦路斯岛有一位年轻的王子，名叫皮革马列翁，他酷爱艺

术，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雕塑了一尊女神像。对于自己的得意之作，他爱不释手，整天含

情脉脉的注视着他。天长日久，女神终于神奇般地复活了，并乐意做他的妻子。这个故事蕴

含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哲理：期待是一种力量，这种期待的力量就被心理学家称为’皮革马列翁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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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力图将学校做大，不断扩大规模，有的在校生已经超过了万人，于是积极

扩充地盘，大兴土木建造校舍，但其他基本办学条件却远不适应规模快速扩张的

要求；

(2)希望不要戴上“职业技术"这顶帽子，譬如有的学院在校名上就简化为某

某(城市名)(行业)学院，有的甚至在校门校名就去掉了“职业技术"的称谓。这不

仅反映了学校办学指导思想上的问题，在深层次上是受社会传统文化的影响的反

映，总觉得高职教育是“另类’’，是“二流"教育，似乎去掉了这几个字就成了正

规大学，上了档次。

(3)目标定得过高，被评估的学校多数都要经过几年的努力建成省内“一流"

高职或全国“示范"高职。其实大部分学校，中专模式的痕迹还比较明显，办学

条件也须进一步改善，如何能在较短时间内成为“一流"呢?·

(4)“升本刀的呼声很高。似乎不办本科就无法体现一流，于是兴奋点就不在

扎实办好高职教育上了。这种试图从中专到高职再升本科的“三级跳"倾向，有

悖于“各按其位，办出特色"的正确办学指导思想。

确保高职发展方向的正确定位，是高职办出特色、办出质量的根本保证，一

定要摆脱本科压缩型办学思想的束缚，以培养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设计学生的

知识、能力、素质结构，毕业生应具有适度的基础理论知识，较强的动手能力和

岗位适应能力。【231

3．2．2管理水平对教育质量的影响

组织规模的扩张必须与其管理水平相匹配。高校作为一种组织形态，其规模

扩张自然应与管理水平相适应，而高校管理水平的提高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

长期的积淀，包括对文化、思想、价值、技术的吸收。另外，从管理学的角度分

析，一个管理人员，只能直接领导6．8名工作人员。【23】超过了这个度，就会效率

下降，严重的会导致领导无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高校管理水平是制约高校

规模扩张诸因素中最为关键的～个，也是制约强度最大的一个。当管理水平滞后

规模扩张要求时，规模不“经济"现象必然产生。目前，部分高校因盲目扩张导

致学校管理的负效应已开始出现。新的问题和矛盾使高校不得不投入大量的精力

(人力、物力、财力)去解决。管理投入的不断增加，产出效应却不断降低，规模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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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出现了非预期的变化，这必然会进一步使原来滞后的管理水平难有新的提高。

显然，盲目扩张阻碍了管理水平的提高，水平滞后又制约了正常的扩张要求，根

源就在于管理水平与规模扩张的不相适应。

随着这几年的规范化发展，办学思路、学院定位等观念问题得到了有效的关

注。目前高职院校缺乏的不是意识而是贯彻能力． 即缺乏一种将办学思路、学院

定位、教育质量目标落实到专业学科设置、新课程开发等教学过程中去的能力。

拥有较高办学自主权的高职院校，教育质量管理效益远不如预期的高。因此，要

建立和完善学院质量管理体系。以形成质量竞争力(Quality Competence)。通过综合

运用学院的独特能力和质量理念，’通过建立和完善学院质量管理体系来使学院的

人、财、物资源得到全局性的考虑和整合建立有效的质量文化，。提高日常教学管

理的规范性和程序性，注重日常的质量预防和控制，创造出竞争学院难以模仿的

个性化产品与服务，以卓越质量赢得社会的信任。

图3-1学院质量竞争力形成图

3．2．3办学规模对教育质量的影响

规模和质量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如果片面追求规模发展速度，忽视教学条件

的改善和教学水平的提高，必然不能保证办学质量和效益，同样，没有一定的规

模，就很难谈到质量，没有适度的规模，也不能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没有一定的办学规模，就不能充分挖掘学校内部各种教育资源的潜力，师资、实

验设备等会出现部分闲置，当然也就不能取得良好的规模效益：规模增长速度过

快，就会造成办学质量的下降和办学效益的低下，影响学校的健康发展。

保持适度的规模，既可增加收入，有足够的经济力量改善办学条件，又可防

止学校因大规模设施建设而负债累累，使得规模与质量、效益协调发展，避免发

展的大起大落办学质量的忽高忽低。质量既包含教学质量是否过硬，也包括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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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是否符合社会需要。教学质量控制贯穿于教学管理的各个环节，是一个全面

管理的过程，需要具备师资、设施、管理等软的硬的各方面的条件，即使是专业

结构调整，也受这些条件的制约。所以，要提高办学质量，必须改善办学条件，

加强教学管理，丰富自身的内涵。【24】

一个学校的办学规模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没有一定规模的学校是无法正

常开展教学活动的， 更谈不上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办学规模是影响教育成本高

低，进而影响经济效益好坏的重要因素。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存在着一个规模

经济与规模不经济的问题。所谓规模经济，是指企业因生产规模的变动而引起自

身内部收益的上升； 反之， 则是规模不经济。在生产中要力求适度规模， 即要

求使规模收益增加， 至少不减少。学校不同于企业， 是非营利单位，是以教育

成本大小和资源利用率来衡量收益的。适度规模是我们追求的规模效益目标。学

校规模不能过小， 过小会使人力资源、物力资源浪费， 使效率降低； 规模也不

能过大，过大会使成本过高， 出现规模不经济。【25】由此可见， 有一定的规模不

一定有较好的效益， 只有适度规模， 才是良好效益的基础。

在经济学理论里，将成本分为固定成本(A)和变动成本(B)。生产的产品

数量(X)在一定范围内时，它的总成本中有一部分不随产品数量的变化而变化，

也即固定成本，但当数量超过一定规模以后，这部分成本在量上会跳跃到一个新

的水平，会在一个新的水平上呈现一个不变的状态，如图2．1所示。【26】

a-．J

翻一

a2．J

a1．J

韵一韵一擒一翮，

图2-1固定成本示意图

图2—1说明：生产的产品数量(X)在一定范围内时，它的总成本中有一部分不随产品数

量的变化而变化，‘也即固定成本，但当数量超过-二定规模以后，这部分成本在量上会跳跃到

一个新的水平，会在一个新的水平上呈现一个不变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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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学校规模是否适度，与平均投入量是联系在一起的。投入总量由两部分构

成，第一部分投入量(A)是不随产出而变动的投入量，包括固定资产、行政管

理费、职工工资福利等；第二部分投入量(B)‘是随产出量变动而变动的投入量，

包括教师超工作量报酬、兼课教师讲课费和一部分行政管理支出。平均投Y入量

是投入总量与产出量之比，使平均投入量达到最低时的办学规模，就是适度规模。

一般来说，在产出量不变或减少的情况下，投入量(A)是一个常量，即使一个

学生不招，也是不可减少的，从图2．2可看出。当产出量增加到一定限度后，平均

投入量就会递减，图2．3所示。

图2_2固定成本与变动成本在成本中的构成(1)

图2-2说明：当产量X，，<X。时，成本总额y=a。+bx

酗

图2-3固定成本与变动成本在成本中的构成(2)

图2-3说明：当产量X：>x>X，时，成本总额y--a2+b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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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学校要充分发挥投入量(A)的作用，在投入量(A)不变的情

况下要争取更大的产出，即使在规模较大的情况下， 也要通过增加教学、科研、

行政管理任务来达到适度规模。只有在适度规模的条件下，培养学生平均成本的

降低才是显著的，否则就不显著。据北京大学闵维方教授计算，我国高职学院的

适度规模平均大约为3000人左右。当学校规模低于3000人时，通过扩大规模而

产生的平均成本的降低是较明显的；而高于3000人，进一步扩大规模而产生的平

均成本的降低并不明显。高职高专院校的发展规模受到多种客观因素的影响，包

括学校历史(品牌)、行业背景、办学体制、专业、师资、环境等因素， 但从在

校生的数量来看，以上的高职高专院校的在校生虽然有多有少，但平均学生规模

还是维持在3000人左右，这就验证了有关部门的计算。从经济效益的角度看，高

职高专院校要扩大办学规模，大幅度提高在校生的数量，即在校生超过5000--6000

人以后只靠利用各种客观因素的投入与增长，一般不能同步地提高效益，因为办

学成本也在同步提高。[271

3．2．4基础设施对对教育质量的影响

实验设施。校有实验设施的多少从根本上对学校的扩张并不具有明显的制约

作用，因为即使在学校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克服设施不足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对

外租赁或合作的方式解决。这样既盘活了社会存量，缓解了经费的紧张状况，同

时这一模式还可以实现承租者和出租者的双赢。因此，它可在较快的时间里满足

规模扩张的需求。学校末同企业共建高职教育这是我国职业教育末能快速发展起

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图书藏量。高校图书馆间互借活动的开展，解决了单一学校图书藏量不足的

问题。网络技术的发展，使电子图书成为一种相对扩大图书藏量的途径。因此只

要通过适当的方式，一所学校的图书藏量可以实现成倍的增加。从这个意义上讲，

一所学校图书藏量的多少，并不根本影响教学和科研，制约规模的扩张。当然前

提是开展馆际互借活动的高校问图书要有很强的互补性，而基本的藏量是必不可

少的。

校舍面积。校舍面积表面表现为一个关键的因素，因为人数的增多，“容’’似⋯

乎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但应当看到随着我国高职教育的发展，高职教育的

办学模式将更为灵活，学习形式也将出现多样化，函授、夜大、短期培训、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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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等形式，将成为高职教育的主要形式，住校求学将可能不会被多数人选择，

那么“容"的压力实际上并不是很大。目前“容"成为头等问题制约规模扩张，

是由于教育改革滞后所致，在实质上并不是校舍面积的大小而为。

师资水平。一些院校也许从职称所代表的水平看，并不缺乏教授、副教授等

高级人才，但真正有实战经验、掌握当前工商界主流应用技术的寥寥无几。职教师

资的培养仍然是沿用普通师资的培养模式，即学校本位培养模式，在大学课堂进

行理论学习的时间占了绝大部分时间，到企业、学校实习的时间很短，而从普通

高校来的毕业生则缺少学校见习和实习，很多新教师上岗前对自己即将工作的环

境、工作性质一无所知，缺少在实际工作场景中的训练。此外，无论是师范性大

学还是综合性大学，由于长期以来我国教师教育的目标偏重于培养学科专家型的

教师，因此在培养职教师资的过程中其专业课程都是向学术性看齐，过分追求学

科的系统性与内容的专、精、深，忽视了应用性、实践性的技术知识，导致很多

大学生到职业学校后不会教书，许多理论知识用不上。因此，要提高职业技术学

院毕业生的动手能力，首先要提高职业技术学院的师资水平。

教师上岗前必须有专业技能证书，有证书才能上岗，高一级证书获得者可以

做攻读低于其已获等级证书学生的教师。当然，受聘教师要接受院方对其工作质

量的检查和评价。提高学历层次应成为个人行为，如果教师本人认为有必要，可

以利用业余时间去攻读更高一级的学历，一直可读到博士。学院还可聘请行业专

家担任专业课教师，这些行业专家中有的人可能并不具备高学历，但是他们具有

丰富经验和技能，聘请这类人员不是为了讲理论课而是为了向学生传授技艺。院

方要重视对这方面人才的引入。

3．2．5教学模式对教育质量的影响

教育部2006年16号文件，《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

中提出“要积极推行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模式，把工学结合作为

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切入点，带动专业调整与建设，引导课程

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点是教学过程的实践性、

开放性和职业性，实验、实训、实习是三个关键环节。要重视学生校内学习与实

际工作的一致性，校内成绩考核与企业实践考核相结合，探索课堂与实习地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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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积极推行订单培养，探索工学交替、任务驱动、项目导向、顶岗实习等

有利于增强学生能力的教学模式；引导建立企业接收高等职业院校学生实习的制

度，加强学生的生产实习和社会实践，高等职业院校要保证在校生至少有半年时

间到企业等用人单位顶岗实习。工学结合的本质是教育通过企业与社会需求紧密

结合，高等职业院校要按照企业需要开展企业员工的职业培训，与企业合作开展

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使企业在分享学校资源优势的同时，参与学校的改革与发

展，使学校在校企合作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我国在任何一个教学指导方案中都提出了招生对象与学制，这表明我国的职

业教育教学内容的指导性文件重学历性，比较规范，但灵活性和开放性较培训包

弱。往往通过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等形式对教学内容进行规定，职业教育界广大

教师多年来也习惯于根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与课本内容进行教学。但经济改革

步伐的加快，区域经济的出现，必将要求地方、要求教师对当地经济发展、行业

企业的需求作出快速反应，并且将这种反应快速体现在自己的教学内容中。

高技能的培养在教室里是无法完成的，需要到一线去体验。基地可分两种：

一是模拟的，用于教师进行理论讲解时提高学生的感性认识，另一种是实实在在

的“工厂"、“车间"，用于实践教学，即学生进行项岗实习。企业在高职院校专业

设置、课程设置、学生实习的过程中，缺乏深入参与的经济动力。学校尽管可以

设置专业指导委员会、与企业签订校外实习基地的协议，但企业的作用真正发挥

了吗?当前的现状是，因为教育部门评估指标的限制，相当数量的高职院校是“有

求"于企业， 而企业因经营的原因，几乎不可能融入到学校的日常教学中去，也

不愿接纳毕业生进行常规实习或最后的毕业实习，原因是企业没有经济上的动力。

f28】

3．2．6生源素质对教育质量的影响

教学质量从理论上讲应该体现于学生质量。学生质量是达到一定教育水平、

实现一定教学效果的必要条件。只有在学生质量高的条件下，教育机构才有可能

⋯制定并实现高水准的教育目标和基本要求，体现高水准的教育质量和教学效果，、

在学术领域占据领先地位。耶鲁大学校长雷文作客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高端访

问时说，高等学校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对优秀学生的竞争，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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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是第五批录取，语文、数学、外语知识都不可与本科生同日而语，

基础本身就弱。但这些学科弱，并不代表其它能力也弱，根据美国教育学者霍华

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的多维智力理论，人的智力除了语言、逻辑，还有空

间、运动、音乐、人际关系、内省等智力。目前高职院校的一些专业设置，事实

上从一开始就是使学生拿自己的弱项与别人的强项比，在未来就业市场竞争中处

于不利的位置，在学习过程中再加上师资、教材、教法和实践上的诸多问题，人

才的质量就可想而知。不少高职学生毕业后即失业，也就不奇怪了。温州有大批

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民营企业家，他们当初有几个学习好的?他们不是一流的人

才?学生中蕴涵大批具有不同潜质的优秀人才，如何把他们挖掘出来，彻底打破

传统本科教育模式的影响，探求适合高职自身发展的学制、专业、课程、教法，

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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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高职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院校数量和在校生规模年均递增

速度都在20％以上，发展到目前，高等职业教育已经占据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高

等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顺应了经济社会发展对高技能实用型人才的需求，对经

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办学质量既包含教学质量是否过硬，也包括

专业结构是否符合社会需要。教学质量控制贯穿于教学管理的各个环节，是一个

全面管理的过程，需要具备师资、设施、管理等软的硬的各方面的条件，即使是专

业结构调整，也受这些条件的制约。所以，要提高办学质量，必须改善办学条件，加

强教学管理，丰富自身的内涵。努力改善办学条件，不断深化教学改革、加强教学管

理，走一条规模与质量、外延与内涵同时并进的路子。【29】

对高等职业教育质量优劣的衡量，可从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两个方面入手。

内部评价是指由教育行政部门和高职院校自己为主体进行的评价，其评价内容重

在教育教学过程和学校办学条件，可以称之为过程评价或条件评价。评价标准以

教育部《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方案》等为主要依据。外部评价主

要是指社会评估机构和用人单位等对学校的评价，其评价内容主要是学校人才培

养的质量，是一种水平评价。外部评价一般应委托社会中介评估机构进行。

4．1 外部评价体系的建立

根据调查，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的外部评价即社会满意度，可从以下7个方面入

手：

1、就业率。就业率的高低是衡量学校办学水平、学生是否受用人单位欢迎的

主要标志。学校只有加强对学生能力和素质的培养，才能不断提高就业率。

2、就业对口率。这是指学生所学专业(大类专业)与所从事岗位之间的对口率。

对口率越高，学校的专业设置同社会需求之间的对应度越高，学校的综合办学效

益越高。

3、职业稳定率。这是指学生毕业若干年后，其所从事的职业岗位与毕业时就

业岗位之间的对应关系。职业稳定率越高，说明学生的技能水平、职业素养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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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岗位晋升率。这是指与同类学校毕业生相比，学生在相同岗位上的职位晋

升率。学生晋升率比同类学校高，表明学校所培养的学生综合素质、发展潜力、

竞争能力比同类学校的学生强。

图4_l外部评价指标

5、学生满意率。这是学生对学校综合办学水平的评价。学生满意率高，学校

受欢迎程度就高。在满意率中，要充分重视毕业生对学校的评价，因为毕业生经

历了社会实践，经过对工作场所与学习场所的比较，他们对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和

教育过程的价值判断比较准确。

6、企业满意率。 主要指用人单位对学校办学水平的总体评价。企业对学校

的评价主要通过考核学校所培养的学生的质量来进行，它是社会对高职院校教育

教学质量的总结性评估。

7、平均工资水平。这是指学校所培养的学生与同类学校或相同专业的学生相比的平均

工资水平。工资水平比同类学校学生的平均水平高，说明学校的教育质量就高，学生的综合

竞争力就强。f30j

4．2内部评价体系的建立

笔者走访了江苏的部分高职院校，并采用问卷的形式，进行了广泛的调查，评

价一个学校的办学质量，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42



江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表4-I 内部评价指标【31】

一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办学思想 1学校定位与发展规划：2教学思想观念：3教学中心定位：

4学生与教师比例：5专任教师结构：6兼职教师数量与结构：7教学管理
规模建设

人员与教师比例：8学生与学生管理人员比例：

9教学经费投入情况：10教学行政用房：II教学仪器设备：12图书馆及

基础设施 校园网：13校内实训条件：14校外实训基地：15职业技能鉴定：16产学

研合作：

17专业设置：18教学计划：19专业教学改革；20课程体系改革：21教材
办学模式

建设；22实践训练体系：

23教学规章制度建设执行；24教学方法与手段改革；25质量标准；26教
管理水平

学质量监控：27学生质量调查；

学生素质 28职业能力；29必备知识；30素质教育：

4．3各评价指标标准的制定

在以上的评价体系中，对每个指标优良的确定有一个标准：

4．3．1办学思想

高职高专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适

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高

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以学科建设为基础、以基础学科专业为依托、以社会需

求为导向、以课程建设为核心；实现能力目标管理模式。

教学内容上。一是必须针对培养高技能人才的教学目标设计教学内容，切实

做到鲁必需够用"；二是要根据就业岗位的多样性，灵活有针对性教授和学习不同

岗位需要的技能，做到对准岗位设课程，实现“按需施教"：三是注重课程设置的

“模块化"，做到“基础知识模块、通用技能模块、具体岗位所需技能模块’’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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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结合；四是努力做到教学内容尽可能与学生的个性相适应，实行弹性课程组

厶
口0

教学方法上。职业技术教育的目的，就是将技术成果应用于实践，因而更多

采用问题教学法、案例教学法、项目教学法、技能模拟训练等方法。

4．3．2规模建设

学院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教师的数量与质量无法到位。按照要求学生：教师

≤16：1；50％专任教师周学时≤12。青年教师中研究生学历或硕士及以上学位比例

达35％；高级职称(不含高级讲师)比例达30％以上；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中双

师素质教师比例达70％以上；专业带头人和教学、管理人员梯队合理，作用显著。

专业带头人知识能力素质优秀，在专业建设中能很好发挥作用；专业带头人和专

业教师具有丰富的相关职业经历；教学中能很好地运用高职教育规律，为人师表，

从严治教，教学改革和教学质量意识强，教学水平普遍较高，多方评价满意率高；

主持或参与专业科研项目；主持或参与高职教育教学研究项目，成果丰富，多项

获奖。兼任教师队伍来源、数量稳定，生产经验丰富，学术水平较高：兼任教师

数占专业课与实践课教师合计数之比达到20％；兼任教师注重研究教学，教学效

果好。建立了有利于提高教师质量和师德风范的机制与政策，效果显著：师资队

伍建设规划及保障机制行之有效，措施得力。

在专业建设思路、人才培养模式、产学研合作教育模式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特

色，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效果显著，符合中国国情和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取得了

一系列受到社会广泛公认的标志性成果。专业特色是专业在长期发展建设过程中，

通过研究和实践探索，以创新精神解决培养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不断积淀

形成的专业特有优质风貌。

4．3．3基础设施

有相当数量的可利用的专业图书；有相当先进的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电子阅

览室和教室能充分满足专业需求。实践教学条件能够保证实践教学需要，能够开

出技术领先的实验和实训项目，有一批可利用的最先进的实践教学设备。教学和

建设经费高于教育部标准，学校有专项经费投入专业建设，专业自筹经费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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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办学模式

专业设置建立在充分的行业分析和市场需求分析的基础上，体现了主动适应

社会需求并以需求变化为导向适时调整的思想；专业设置有明确的职业面向；专

业名称科学、规范、口径宽窄适当。培养目标有准确的职业定位，体现了主动服

务于行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知识能力素质等规格表述清楚、与培养目标一致，

操作性强。设置专业指导委员会并能在教学管理中发挥显著的作用。

产学研结合深入到专业共建、课程共建、专业师资队伍共建、校内外实训基

地共建、技术研究、开发、推广、服务等方面，达到双赢互惠。形成了以专业指

导委员会为轴心，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专业主动为行业企业服务、行业企业积极

参与专业建设的机制，成效显著。

4．3．5管理水平

课程设置依据职业能力培养需要：课程体系与结构设计充分体现就业导向、

能力本位的人才培养特点，并形成职业能力培养系统化课程，技术应用性人才的

特征明显。实践课程突出，与理论教学相辅相成、相互融合，体现技术应用性人

才培养规律；专业培养方案能够引入职业资格恰当、技术含量较高的职业资格证

书或技术等级证书，有效实施“双证书"教育。课程整合充分满足专业教学需要，

能够自行开发课程。专业培养方案规范、稳定，并具前瞻性，以技术应用能力为

主线设计专业培养方案，并形成了专业特色，能够及时主动对经济和产业结构的

调整做出反应。

所有科目课程教学大纲规范，在体现技术应用性人才培养要求方面成效显著，

实验、实训大纲有创新、适用性强，并在高职课程标准制定方面进行探索。依据

课程内容采取灵活多样的课程范型，效果显著。能优先选用省部级以上获奖高职

高专教材和优秀课件，选用近三年出版的高职高专教材的比例>f60％；重视教材建

设，并有参加编写的省部级以上规划或获奖教材。

教学基本文件和教学管理档案保存齐备，分类清晰，客观、准确记录教学过

程和质量动态。各类课程均有符合能力培养的考核标准，根据不同课程范型采取

一 灵活的考核形式；在专业职业能力考核上有独到措施，有一定影响面。能以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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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心，注意运用多元智能理论，针对学生特点授课，开展参与式、互动式教学；

对不同范型课程能采用不同形式的教学方法；积极推进教学方法和手段改革，全

面推广多媒体教学，且运用得当，效果明显，积极运用网络教学。教学管理规范

有序、运行稳定；教研活动有计划、围绕新时期高职教学改革开展工作效果明显。

4．3．6学生素质

职业关键能力、素质教育设计思路清晰，认识深刻，在人才培养方案和专业教学

设计中得到突出体现。开设了有关职业素质教育课程，教师对职业关键能力与素质教

育准确领会，并充分渗透到教学全过程，在毕业生身上得到较好体现。制定了符合专

业人才培养的职业关键能力、素质教育改革方案，有创新，措施得力。

学生职业专门技术能力合格率达到90％；计算机应用能力普遍较高；近三届

学生参加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累积通过率达到75％，或有证据说明多数学

生英语应用能力高。大多数学生能够较好地掌握必备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并

能在实践中灵活运用；重视毕业实践环节的工作，学生毕业实践质量较高。

社会实践和科技文化活动开展有成效；大多数学生具有良好的伦理道德、社

会公德和职业道德修养，考风考纪好；具有良好的学习能力、工作能力和创新思

维及能力；学生在科技竞赛和其他竞赛中均有获奖；学生普遍身心健康。专业教

学改革与社会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接轨，学生参加专业规定的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

证书考试通过率达90％。【32】

4．3．7社会信誉(外部评价指标尺度)

初次就业率达到70％；就业指导工作成效显著；毕业生质量跟踪调查系统运

行良好，反馈准确、及时。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评价称职率达到80％；近3年专业

录取新生平均报到率≥90％；社会声誉在本地区同类专业中处于较高水平。

4．4综合评价体系的建立

由于教育投入和教育过程是影响教育质量的主要因素，因此采用间接法评价

教育质量，最常见的就是“过程评价"和“投入评价"。通过评价大学内各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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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过程来判断教育质量的方法假设：如果大学内采取各种有效的做法促进学生积

极参与学术和社会性活动，就会有高质量的大学教育。

Trow认为，可以将教育过程作为衡量教育质量标准的一部分，如小型的个别

课、有效的教学法、住宿条件好的生活等都可以看作教育质量的重要方面。有一

‘些学者认为，过程评价是衡量教育质量一种比较好的方法，因为如果根据过程指

标来评价大学，就会促使大学管理者们把人力、财力投入到能促进学生发展的事

务上来，并努力加以改进。然而，尽管过程评价方法的初衷很好，但在实施中却

遇到了很大困难。因为过程评价不但要考虑选择的过程指标与学生发展有密切关

系，而且这些指标还要具有可测量性。但在高校办学实践中过程指标不但数量较

多，难于确定各自的重要程度(权重)，而且不少指标很难准确测量，例如课外活动

的次数、师生交互的时间与次数、学术氛围、成长感受等指标不但外部研究者很

难得知，甚至学校的管理部门也弄不清楚。此外，由于过程评价不是以一个绝对

的标准来判断，而是围绕学校各自设立的目标来进行，所以过程评价并不适合不

同学校之间的相互比较，它主要是一种自我评价的过程。

“投入评价"就是以投入数量和质量的评价来代替产出质量评价。这种方法

的逻辑在于投入的数量和质量与产出质量之间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性。因为一般

而言，足够的高质量投入是高质量输出的必要条件。“名师出高徒"、“巧妇难为无

米之炊"，很难想象，一所学校其低水平的教师队伍以及难以满足需要的物质条件

会培养出高水平的毕业生。基于此种逻辑，许多学者在研究中以投入数量和质量

的评价来代替产出质量评价。这些投入的数量和质量因素主要是一些与学生学习

水平有关的学校投入指标，例如学校教师的学历层次、学生与教师的比例(生师比)、

学生的认知能力(生源质量)等人力资源投入，学生所能享有的计算机、实验仪器设

备、体育娱乐设施以及其他物质资源投入等等。一般来说，研究者会根据所从事

研究的目的和着重点不同，选取这些投入要素中的一个或数个来评价教育质量。

例如，Behnn和Birdsall在一篇有关学校教育质量的论文中用教师的学历层次来代

表学校的教育质量；北大丁小浩博士在其研究论文中以教师高职称比和固定资产

净值以及两者生均数值来表现教育质量。与产出相比，投入的数量化表示要容易

的多，所以面对教育质量难于量化的难题，“投入评价法"无疑为这一难题提供了

有益的解决思路。[30l

根据以上分析，按照各指标对教育质量的影响程度分别赋予权重，建立综合

的质量评价体系。如表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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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A高职学院教育质量的实证分析

前面四章笔者从理论的角度，对影响高职教育规模质量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本章将以一高职学院的办学情况，用模糊综合评判数学模型将各因素进行量化分

析。本文所涉及的相关资料只与研究有关，与该单位无关。

5．1 A高职学院教育质量的情况介绍

A学院是2003年从一所国家级中专校独立升格而成的高职学院，学院占地面

积650多亩，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仪器设备总值4100万元，藏书30万册，在

校生8870入，设有环境工程、资源科学、园林园艺、医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经济贸易、外语、人文科学等8大类33个专业。教师303人，高级职称90人，

讲师30人。

l、招生情况1999年2000年江苏省的所有学校都跌入了招生底谷，该校也不

例外，1999年仅招学生299人，2000年招462人，从2001年起学校采取了一些

列招生政策，招生数明显上升。各年招生情况见表5．1

表5-1各年招生情况一览表

初中起点 初中起点 高中起点
项 目 合 计

三年制中专 五年高职 三年制高职

2001年 315 423 838

2002年 195 1364 1559

2003年 256 807 349 1412

2004年 863 991 1854

2005年 354 1648 2002

2006年 90 1687 1777

2007年 100 2760 2860

合计 766人 4001人 7435人 1220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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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此表可以看出：

(1)该校招生规模从2000年起曾逐年递增趋势，2007年达到最高2860人。

(2)该校招生对象从初中起点的学生已经过渡到高中起点的学生；培养性质

已经从中专顺利过渡到了高职，且已由五年制转为三年制。

(3)该校学生规模从2001年800多人开始，逐步扩涨至2006年的8791人。

根据江苏省教育厅的有关精神，2007年起将停止招收初中起点的五年制高职

学生，今后的招生将通过单独高考招收一部分二年制的中职学生；以通过统一高

考招生为主；每年的招生规模将控制在2500人至3000人。

·2、目前在校生分布及毕业生情况

目前，在校生近9000人。学生已从初中起点中专、初中起点五年高职、高中

起点三年高职并存的局面，逐步向高中起点三年制高职过渡。学生整体素质的提

高，使各项工作的开展，在质量上有了明显提升。在校生各专业及招生层次情况

如表5．2。

衰6-2 目前在校学生专业分布情况一览表

项 目 合计 高中起点三(四)年制 初中起点五年制

环保类 1160 878 282

资源类 860 660 200

园林类 1106 834 472

医学类 1592 1290 402

计算机类 1157 834 323

经贸类 1495 1305 290

外语类 751 396 355

人文类 670 538 132

合计 8791人 6335人 2456人

由于2003年起学院招生规模扩大，因此，学校的就业工作将2006年开始压

力加大，毕业生数由2005年的231人增加到了2006年的975人，2007年进一步

增加到2283人；2008年将达到高峰近3000人；．2010年起由于五年高职招生高

峰期已过，毕业生人数将维持在2500在左右；学校规模从2007年起将保持稳定，

学生数量将保持在6000人到7000人，大约将持续3到5年；各年的毕业生情况

见表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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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各年毕业生情况一览表

初中起点 初中起点 高中起点
项 目 合 计

三年制中专 五年制高职 i年制高职

2001年 594人 594人

2002年 299人 299人

2003年 462人 462人

2004年 315人 315人

2005年 154人 77人 231人

2006年 206人 423人 349人 975人

2007年 I 145人 1138人 2283人

合计 2030人 1645人 1487人 5162人

5．2 A高职学院教育质量模糊综合评价

根据第二章第三节建立的评价模型，对A学院教育质量进行综合评价：
r 1

1．建立指标集U=社l，“2，⋯‘“一j

建立指标集U={“l，“2，U3，“4，“5，材6，U7)，见表6—5。Ul办学思想，u2队

伍建设，u3办学条件，114专业建设，u5教学质量，u6能力素质，u7社会声誉；

ul={钍ll'U12，咋3)，Ull学校定位与发展规划，u12教学思想观念，u13教学中

心定位；

u2={u2I，“22，％，材24，“25)，u21学生与教师比例，u22专任教师结构，u23

兼职教师数量与结构，u24教学管理人员与教师比，u25学生与学生管理人员比例；

U3=(甜3l，U32，U33，U34，U35，“36，“37，“38)，u31教学经费投入情况，u32

教学行政用房，u33教学仪器设备，u34图书馆及校园网，u35校内实训条件，u36校

外实训基地，U37职业技能鉴定，U38产学研合作；

u4=(U4l，U42，“43，““，“45，“46)，u41专业设置，u42教学计划，u43专业

教学改革，1144课程体系改革，1145教材建设，u46实践训练体系；

u5=(U5l，U52，U53，U54，“55)，USI教学规章制度建设执行，u52教学方法与

手段改革，U53，质量标准，u54教学质量监控，u55学生质量调查；

u6=(U6l，豁62，U63)，u6z职业能力，№必备知识，u63素质教育；

U7=<砧7l，"72，"73)，U7Z新生报到率，U72毕业生就业率，U73社会对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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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权重向量(见附表5．4)。依据教育部高职高专评估方案中的指标体系以

及各指标的权重，并结合工作中每个指标的重要程度及互相之间的关系，确定各

向量的权重。

A=(al，a2，a3，口4，a5，a6，a7)

=(0．1，0．2，o．15，0．2，o．15，o．1，o．1)

’Al=(口ll，口12，a13)--(o．4，0．3，0．3)

A2：‰a22 a23 a24口：，)=(o·2，0·2，o·2，o·2，o．2)

Af(口31，a32，口33，口34，口35，口36，口”，口38)

：(o．2，0．1，o．1，0．1，o．1，o．1，0．2，o．1)

胁(口4l，a42，a43口44，a45,446)：(o．2，0．2，o．1，0．2，o．1，0．2)
A。：(口⋯a52 a53 a54,口s5)：(o．2，0．2，0．2，0．2，o．2)

球(口小口砬，口的)；(o．6，0．2，0．2)
A7=Q，-，口，：，a73)；(0．3，o．3，0．4)

根据通常对学校的判断方式，可以建立一个评价集：【33】

V_-(M，V2，屹，h)=(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90，75，60，50)

4．向校内外专家发出调查表(见附录3)30份，收回21份。根据专家的意见，

将各项指标情况进行汇总(表5—1)。

0．6 0．3 0．1 0 I

一 日=l 0．5 0．4 0．1 0 l
—

1 0．6 0．4 0 0 l

接着，做模糊变换得评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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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l x Rl=(o．4 0．3 0．3)I 00．56 00．43

J． ，

f 0．6 0．4

(2)由表5-4得模糊评判矩阵

lb=

接着，做模糊变换得评判结果：

0．1 0 J

0．1 0 I=(0．57，0．36，0．07，0)
0 0 1

0．3 O．4 0．3 O

0．4 0．3 0．3 0

0．5 0．4 0．1 0

O．6 0．4 0 0

O．5 0．3 0．2 0

B2--A2 x R2=(0．2 0．2 0．2 0．2 0．2)

--(o．46,0．36，o．18，o)

(3)由表5．4得模糊评判矩阵

R3--

接着，做模糊变换得评判结果：

0．2

0．4

O．5

0．5

0．4

0．4

O．7

O．3

0．3 o．4 0．3 0

O．4 o．3 0．3 0

o．5 0．4 0．I O

O．6 0．4 0 0

O．5 0．3 O．2 O

O．5

0．3

0．2

0．3

o．3

0．3

O．2

O．5

0．2

O．3

O．2

0．1

O．2

0．2

O．1

O．2

O．1

0

0．1

0．1

0．1

0．1

O

0

B3=A3xR3=(0．2 0．1 0．1 0．1 o．1 0．1 0．2 0．1)

--(o．43，0．33，o．1 8，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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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0．5

O．4

0．4

0．7

O．3

0．5

O．3

O。2

O．3

O．3

0．3

0．2

O．5

0．2

O．3

0．2

0．1

O．2

O．2

O．1

O．2

O．1

O

0．1

0．1

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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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由表5．4得模糊评判矩阵

＆=

接着，做模糊变换得评判结果：

O．5 O．3 O．2 O

0．6 O．2 O．2 O

05 O．3 O．2 0

O．5 0．3 0．2 0

0．7 0．2 0．1 O

0．6 0．3 0．1 0

B4咄×R4=(o．2 0．2 o．1 0．2 o．1 0．2)

=(0．56，0．27，o．17，0)

(5)由表5．4得模糊评判矩阵

Rs=

接着，做模糊变换得评判结果：

0．5

0．5

0．5

O．5

0．7

O．3

O．3

0．3

O．3

0．2

B5-A5 x Rs=(0．2 0．2 0．2 0．2 0．2)

=(0．54,0．28，0．18，0)

O．5 O．3 O．2 0

0．6 0．2 0．2 0

05 0．3 0．2 0

0．5 O．3 O．2 0

O．7 0．2 O．1 O

0．6 0．3 0．1 O

0．2

0．2

O．2

O．2

O．1

0．5

O．5

0．5

0．5

O．7

(6)由表54得模糊评判矩阵
1 0．7 0．3 0

R6=l 0．6 0．3 0．1

f 0．4 0．3 0．2

接着做模糊变换得评判结果：

O．3

O．3

O．3

O．3

O．2

0

O

0．

O．2

0．2

O．2

O．2

0．1

～ ～ f 0．7 0．3 0 0 I

B6哦×＆=(o．6 0．2 0．2)l o．6 o．3 o．1 0 l=(o．62，0．3，0．06，0．02)
1 0．4 0．3 0．2 0．1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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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由表5．4得模糊评判矩阵
0．7 0．3

R7--1 0．5 0．3

l 0．5 0．3

接着做模糊变换得评判结果

B7=A7×R7=(o．3 0．3 o．4)

0．3 0 0 l

o．3 o．2 o l=(o．56，0．3，0．14，0)
0．3 0．2 0 I

6、在以上评判的基础上，得模糊评判矩阵

再进行综合评判

R=

O．57

0．46

0．43

O．56

0．54

0．62

0．56

0．36

O．36

0．33

0．27

O．28

O．3

0．3

0．07

0．18

0．18

O．17

O．18

0．06

O．14

B=A×IP(o．1 0．1 o．15 o．15 o．15 o．1 0．25)

0．57

0．46

0．43

0．56

0．54

O．62

O．56

0．36

0．36

O．33

O．27

O．28

0．3

0．3

0．07

0．18

O．18

O．17

O．18

0．06

O．14

O

O

0．06

O

0

O．02

O

司，则该项评判结果为。．5425，0．309。，o．¨75，0．叭·，[习=3．35。
5．3对模糊综合评判结果的分析

按“4分制"模糊综合评判结果，3．35为良好等第。该院校在办学上取得了一

定的成效，也存在一些问题。

们__叫—叫。毗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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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该院校在办学上取得的成效

专业设置体现了主动适应社会需求并以需求变化为导向适时调整的思想；专

业设置有明确的职业面向；培养目标有准确的职业定位，体现了主动服务于行业

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课程体系与结构设计充分体现就业导向、能力本位的人才培

养特点，并形成了职业能力培养系统化课程。实践课程突出，与理论教学相辅相

成、相互融合，体现技术应用性人才培养规律；专业培养方案能够引入技术含量

较高的职业资格证书，有效实施“双证书’’教育。培养方案规范、稳定，并具前

瞻性，以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设计专业培养方案，并形成了专业特色，能够及时

主动对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做出反应。

教学基本文件和教学管理档案保存齐备，分类清晰，客观、准确记录教学过

程和质量动态。各类课程均有符合能力培养的考核标准，根据不同课程范型采取

灵活的考核形式；在专业职业能力考核上有独到措施，有一定影响面。

开设了有关职业素质教育课程，教师对职业关键能力与素质教育准确领会，

并充分渗透到教学全过程，在毕业生身上得到较好体现。制定了符合专业人才培

养的职业关键能力、素质教育改革方案，有创新，措施得力。

产学研结合深入到专业共建、课程共建、专业师资队伍共建、校内外实训基

地共建、技术研究、开发、推广、服务等方面，达到双赢互惠。形成了以专业指

导委员会为轴心，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专业主动为行业企业服务、行业企业积极

参与专业建设的机制，成效显著。

社会实践和科技文化活动开展有成效；大多数学生具有良好的伦理道德、社

会公德和职业道德修养，考风考纪好；具有良好的学习能力、工作能力和创新思

维及能力；学生在科技竞赛和其他竞赛中均有获奖。专业教学改革与社会职业资

格证书制度接轨，学生参加专业规定的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证书考试通过率达

90％。

5．3．2该院校在办学上需解决的问题

l、师资力量薄弱。

(1)教师数量不足。按照师生比1：18计算，该校在校生人数为879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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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任教师人数应达到492人，目前该校拥有教师303人(其中还包括行政上有教

师职称的人员，且80％以上是高级职称)，外聘教师可占到25％，人数可达123

人，缺口为162人。

(2)教师的结构不合理。一方面，具有中高级职称的人员70人，仅占现有

教师的32．3％，2003年以后则分配入的新教师还不能独当一面，30岁到40岁之

间的中间力量明显不足，没有形成好的梯队；另一方面，由于专业结构的调整，

有不少专业只有刚分配的一到两名新教师顶着，甚至有个别专业还没有专业教师，

而有些老专业有10名副高以上职称的教师。形成了有些专业没教师，有些教师无

专业的情况。

(3)教师的实践能力不强。按照评估要求，“双师型"比例需达80％，目前

只占30％，且所谓的“双师型’’教师只是有一个工程师证，并没有实践工作经历。

毕业的学生也就谈不上动手能力了。

2、专业建设问题不少。专业设置缺乏有力的认证，与用人单位联系不多，到

目前为只有两个专业与用人单位签订了“订单’’培养协议，其它16个专业同市场

无直接联系，后果是学生毕业找不到对口的工作岗位，毕业生就业效果不好，新

生报到率下降，专业萎缩。作为职业技术学院各个专业的培养计划中，在各块教

学内容中职业技能点应该十分明显，理论教学的任务是什么，实践教学的任务是

什么，在教学计划中无明确。

3、教学手段、内容、方法、模式有问题。实践虽重视，但由于教学条件的限

制，教学过程中还是以传统的理论教学为主，教学实习，还停留在模拟阶段。

4、教学管理处于建设状态。由于2004年刚刚实行院系二级管理，一批无管

理经验的教学骨干走上了系部管理岗位，一方面削弱了教学力量；另一方面由于

未从事过行政工作，使得系部管理无法很快走上轨道，使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

5、持续发展有一定问题。高职教育理论内涵有待深化。负债太重，还贷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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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及展望

近几十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形态和科学技术都有了极大进展。我国经济目前

正处于由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变的特殊阶段，

我们既要面对发展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双重任务，又要面对信息技术和经济全

球化引起的激烈的国际竞争及加入WTO的挑战。这些都对我国的高等教育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当一个国家或区域处于经济转型的特殊阶段，高等教育都有一个加

速扩张的特殊需求的时期。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迫切要求高等教育能够为其输送

大量高层次、高素质的人才。。众所周知，自1999年以来，高校入学人数每年呈

阶梯状上涨，学校规模不断扩大。但尽管如此，我国的高校毛入学率仍然远远低

于发达国家。但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却连年超过发达国家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增长。

因此，要想缓解快速发展的经济中出现的高质量人才的缺口，就只有走高等教育

超常规发展的道路。只有大幅度地发展高等教育，才能迅速地为社会发展和国家

建设提供大量高层次、高素质的人才，才能增强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参与国际

竞争的实力。

质量是高职教育的生命线。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如果不注重教学质量，那

我们的规模就会成为一个空壳。我们现在规模上万，学历教育生源比例逐渐增大，

教育市场竞争日趋加剧，我们现在就要坚持以质量保规模，在一定规模上求质量

的原则，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办学的类别是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因此，

我们要立足于高职教育，培养实用人才：

1、要着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实行面向社会、

依托行业、企业、产学相结合的教学体系。体现把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

质融为一体的办学思想，包括注重学生道德情操的培养和做人的形象、做事能力

的培养，真正把素质教育贯穿于职业教育的全过程。强化实践环节，重视实践能

力的培养。要加大实践课程的数量，保证实践课程的质量，建立模拟实验室实习

基地，把该项工作作为专业建设的重点工作来抓。构建专兼职结合的“双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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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队伍，为此，学院已拿出师资队伍建设规划。组织专门人员对高职教育进行

研究，摸索规律，推陈出新。

2、构建合理的层次结构。高等教育大众化过渡时期，我国高职教育层次结构

应定位为：以目前高职高专为专科主体，定位于大规模发展；以应用性本科院校

为本科主体，定位于适度发展；以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为研究生教育主体，定位于

试验阶段。上述层次结构是“梯形"的，其底角的角度取决于经济发展和教育自

身发展的规律。各个层次的培养目标应该定位准确。专科层次包括高等专科院校、

高等职业技术院校两种类型，人才培养目标应定位于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

服务第一线需要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人才。应用性本科是高等教育为适应经济建设

对应用性高级人才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教育层次，人才培养目标应明确定位在培

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研究生专业学位

是面对实践应用性学位类型，以专业实践为取向，以培养高级管理人才和行业高

级专门人才为目标。

3、完善专业布局。在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发展的过程中，要瞄准经济与产业结

构调整的走向，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组成由行业、企业、学校参加的专业指导

委员会，对人才需求、产业发展前景、人才培养目标、教学计划安排、主干课程

设置、能力结构要素、专业开办条件以及专业建设的社会可利用资源等方面进行

评议、论证、审核。在此基础上，决定专业设置与否，合理构建专业布局。如2004

年教育部对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布局进行调整，根据市场对人才种类的需求，删减

掉约1000个专业，加强了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应用性和市场针对性，收到很好的

效果。

4、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随着办学层次的提升，教师的数量、专业结构、学历

结构、知识结构、实践技能、科研水平等方面还存在很大的不足，当务之急是建

设三支各具特色、互为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教师队伍，即建立一支理论

知识过硬、教学科研水平较高、具有创新能力的“理论型’’教师队伍；建立一支

具有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较强动手能力、能够高效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技能

型’’教师队伍：建立一支既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教育理论素养，又有丰富的实

践经验和较强的专业技能，具有教师和技师的双重知识和能力结构的“双师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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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队伍。加强这三支教师队伍的建设，牢固树立依靠教师办学的理念，用现代观念、

现代人格和现代结构，强化对教师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为教

师提供改革创新的舞台，让教师聚精会神练出绝技，放开手脚施展才华，大刀阔斧

搞改革，实实在在出成果。

5、借评估的东风办好高职教育。教育部从2003年开始，实行本科五年一轮，

高职三年一轮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估制度。截止到2007年底，第一轮评估工作已全

部结束，经过评估洗礼的学校，人力物力都有一个快速增长的过程，师资整体水

平明显上升，对参与评估的每个人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挑战。通过评估准备，

将工作中原本含糊不清的问题清晰起来，对办学的理念及模式、教学的方式及方

法等问题更加具体。让大家更加明确了：在专业建设中要注意培养目标与社会需

求相符合、实际教学工作与培养目标相符合、学生质量与培养目标相符合，只有

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能符合用人单位的需求，用人单位才能找到适合自己需

求的人才；并且教育部明确要求对新开办的高职专业必须实训条件、师资先到位，

方可开办。这对高职质量的提高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6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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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调查问卷(一)

(高职学院学生用)

1、你的专业是 ；将来主要从事的工作可能会

是——、——、——、——；
2、入学后，学校是否有老师向你介绍了本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否()

你认为有必要吗?有()无()

3 、 本 专 业 必 须 掌 握 的 职 业 技 能有——；
4、老师在教学中能否给大家介绍与本专业有关的待业发展状况?能()不能

()；

5、老师在教学中更加注重( )

A、知识传授B、能力培养C、素质教育D ；

6、从入学开始接受循序渐进的职业专门技术培养情况()

A、没有 B、有一些 C、全过程D、 ；

7、教师在教学中运用多媒体情况()

A、普遍使用 B、偶尔使用 C、基本不用；

8、课程考试的类型有( )

A、理论课程考试 B、实验课程考试 C、实际技能考核

D、综合训练考试 E、与社会接轨的职业资格证书或技术等级证书考试

采取的考试形式有：

A、笔试B、面试C、操作D、成果E、竞赛F、 ；

9、多数理论课程教材选用( )

A、优秀高职高专教材 B、普通本科教材 C、本校自编教材

10、教师中有多少人有实际的工作经验，理论联系实际效果好?()

A、寥寥无几B、10％以下C、10％一30％ D、30％以上

1l、在听课之前，多数教师是否让学生清楚教学进度、课程教学大纲、基本

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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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是 B、否

12、你喜欢的、收益最大的教学形式是：()

A、课堂讲授B、边讲边练C、实际操作D、综合训练项目

13、你是否参加过学校(或专业)组织的社会调查、科技活动、实际项目?

A、参加过 B、没参加过

14、每学期到企业实习或生产认识的平均次数：( )

A、从来没有 B、低于2次C、2-4次

15、在学校你可以参加几种技能证书的考试( )A、1 B、2 C、3：

16、专业技能证书教育()

A、得到普遍重视，融入教学过程

B、注重考试组织，但与教学脱节

C、没有得到重视，从末组织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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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问卷(二)

(高职学院教师用)

1、你认为当前学校发展规模与质量是否协调?( )

A、规模超前，质量滞后； B、质量能跟上规模；

C、 谈不上质量， 疲于应付；D、一2、规模扩大后的生源同原来相比：()

A、质量上去了 B、没有以前的高中毕业生好

C、相对本科学校要差很多 D、一样 E、

3、你上课一般采用()

A、多媒体 B、到现场

C、在普通教室上 D、多种形式 E

4、你每学期上课( )

A、完成工作量 B、能上尽可能多上，有超课时津贴

C、可上可不上 D、不能上很多，否则上课质量很难保证

5、你在考核学生时，一般采用( )形式

A、书面形式 B、操作

C、大作业 D、都采用 E

6、高职学院教师做课题，你认为( )

A、是对学科理论的升华 B、浪费时间

C、高职教师需要的是实践能力，不需要科研 D、可有可无

E、

7、您认为最能够调动你的工作热情是( )，其次是( )，第三是( )。

A、收入 B、得到认可／晋升

C、工作条件、环境 D、同事关系 E——
8．您认为担任高职学院教师，最重要的是( )。

A、保证教学效果 B、加强科研

C、实践能力 D、

9、您目前最希望实现的目标是：( )

A、提高收入 B、改善住房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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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取得教学科研成就 D、进修

E、晋升管理或领导职务 F、晋升专业技术职务 G

10、您选择在高职院校工作主要考虑的因素有( )

A、工作比较稳定 B、收入高

C、工作有成就感且有发展前途 D、人际关系相对简单

E、学术氛围好 F、住房条件好

G、——
i1、您属于“双师型"教师?A、是()B、不是()

有实践工作经验吗? A、有() B、无()

12、您认为诸如“学术带头人’’、“先进工作者”等这一类的荣誉称号( )

A、没有什么实际意义，都是形式主义

．
B、很有意义，它可为获奖者带来荣誉，值得争取

C、有意义，但应当和物质激励结合使用才会有更强的吸引力；

13、上课选择的教材是()

A、自编 B、高职规划教材 C、本科教材 D、

14、你认为当前影响学院办学质量的因素主要有( )

A、国家宏观政策 B、社会对高职这种办学模式的认可度

C、学校的管理水平 D、教学模式

E、规模超出了办学的承受能力 F、 ；

15、你认为高职学院的的教师队伍应有( )

A、专职的教师队伍组成 B、专兼职教师共同构成

C、专兼职加外聘行业专家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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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期间科研和发表论文情况

一，参加的科研项目

l、2006年江苏省教育厅社会科学哲学基金项目课题：实现就业工作新跨越的

有效途径研究，主持人徐秋生；2008年12月结题；

2、2007年江苏省教育厅教学改革项目：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人才培养模式实

践研究，主持人黄华明∥徐秋生；2009年12月结题；

3、2007年江苏省大学生创新方案：房地产行业人员状况调查，主持人吴松、

孙甜甜等，指导老师徐秋生；

4、扬州环境资源职业技术学院院级课题：高职学制问题研究，主持人徐秋生；

2006年12月结题；

5、江苏省现代教育技术研究“十一·五"规划2008年度滚动课题(重点课题)：
高职高专教师信息素养调查研究，第二主持人，2009年6月结题；

二、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

1、应计制与现金制是会计工作的基础[J】，集团经济研究，2005，10．

2、新会计制度对房地产企业的影响[J】，会计之友，2006，11．

3、我国推行房地产证券化问题探讨【J】，财会研究，2008，1．

4、模糊数学在高职人才培养水平综合评价中的运用[J】，管理科学文摘，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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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在学位论文完成之际，首先，要感谢江苏大学给了我继续学习深

造的机会。在江苏大学这一片沃土上，我得以汲取知识的养分。

其次，要感谢我的导师——张怀胜老师。在论文的整个写作过程

中，他就论文选题的确定、参考资料的提供、论文大纲的审核、以及

论文的审阅等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不厌其烦地提出许多意见和建

议，给予了我很多的启发与帮助。

再次，还要感谢给予转载和引用权的资料、图片、文献、研究思

想和设想的所有者。尽管有些内容在最后与论文成稿相关己不多，但

给了我很多启迪；有些内容则为论文实证方面的完成提供了可操作性

的指导。写作时间越长，越觉得自己与他们间差距之大，学习的地方

之多。没有他们的辛勤工作就没有学位论文的顺利完成。

最后，感谢审阅我文章的各位老师，感谢答辩的各位老师。感谢

你们从百忙之中抽空来审阅我的文章。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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