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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颁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确定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类型的

教育。从教育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具有不同的源头和发展历程，并由此决

定了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核心区别在于两者人才培养目标、模式和依托都不相同。因

此，对高等职业教育应设立与普通高等教育完全不同的评价指标体系。目前使用的高等职业教育

评估方案制订时间较早，为了促进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发展，《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应进行

必要的修订。修订应突出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本质差异，注重中、高等职业教育之间

的贯通，注意校企之间的融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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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newly promulgated the Implementation Plan of Nat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identifies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general education as two different types of education. From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we can find that general education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have different

sources and development processes, and thus determine that the goal, mode and support of talent

training betwee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general higher education are different. Therefor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hould set up a completely different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t present,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formulated earlier，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implementation plan should be revised. The

revision should highlight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general

higher education,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iddle an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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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教育界人士和职业教育学界对高等

职业教育一直存在着两个困惑：高等职业教育与普

通教育究竟是“层次”不同还是“类型”不同？高等职

业教育到底是姓“高”还是姓“职”？这两个问题都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准确定位，影

响着职业教育的评价体系和评价重点。因为只有对

高等职业教育本身具有准确清晰的定位，才能对高

等职业教育做出合理的评价。本文拟从职业教育和

普通教育的历史起源出发，探讨两者的核心区别，进

一步论证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教育。并据此深入讨

论目前高等职业教育评价体系中存在的某些不足，

对评价体系和评估工作的完善与改进提出建议。

一、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核心差异

把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之间的差异

看成是层次差异的认知，是由现行的教育制度造成

的。从我国目前的升学制度来看，学生在初中毕业

后，通过中考进入更高层次的学习。一般来说，成

绩好的学生升入高中，而成绩相对较低的学生则进

入技工学校、中等专科学校等职业教育机构。由此

人们形成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有层次差异

的印象。进入高中学习的学生在完成这一阶段的

学习后参加高考，学生分别进入本科和专科两个层

次的高等学校，而其中职业技术学院大多是在专科

层次。从两类教育机构的教学形式看，似乎并不存

在实质的不同。从教育的组织形式来看，职业教育

和普通教育都是以“专业”作为组织教学的基本形

式；从教学的方式来看，职业教育也和普通教育一

样，以“课程”为教学基本单元。既然这样，两者的

差异似乎就只能是层次的不同了。总之，上述这些

教育制度上的现实，造成了人们对高等职业教育与

普通高等教育的区别属于层次差异的印象。

然而，这种认知并不正确。2019年7月，国务院

颁发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

施方案》），这是一个指导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纲领

性文件。《实施方案》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职业教

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

要的地位”。这一论断点出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

的核心差异，明确了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

是类型上的不同。这一定义，对职业教育、包括高等

职业教育未来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将产生深远的影

响，对高等职业教育的评价也将产生重大影响。

下面将从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历史，进一步阐

述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异。

现代普通高等教育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欧洲中

世纪时期。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意大利的博洛尼亚

大学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学，建立于 1088年。12世
纪末，欧洲建立起了一批大学，如巴黎大学、牛津大

学和剑桥大学。大学建立以后，欧洲学者对大学教

育的目的有过多种看法，其中最主要、也是影响最

广的观点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培养超乎职

业知识和技能之上的神职人员或者绅士。首次提

出绅士教育概念的是 16世纪法国著名的人文主义

思想家蒙田。蒙田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身体

健康、进退得宜，具有纯洁情操、高尚道德和通达世

故的社会活动家，这种人物在法文中称为绅土

（Gentil homme）。［1 ］16世纪后期对英国大学教育产

生了较大影响的约翰·洛克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洛克继承了英国传统绅士教育中注重品行和道德

教育的传统，认为德行是一个绅士必须具备的最重

要的品质，应该成为教育的首要目的。［1 ］

近代以后，欧洲学者中对高等教育产生重要影

响的有英国的纽曼和德国的洪堡。纽曼在其《大学

的理想》一书的序言里写道：“大学是一个教授普遍

知识的场所。”［2 ］在他看来，大学的目标是通过一种

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也译作“博雅教育”或

“通识教育”）将学生培养成文明社会的绅士。他认

为，自由教育造就的不是基督徒，也不是天主教徒，

而是绅士。他理想中的“绅土”是心智卓越、品位高

雅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认为大学并不培养新

一代的亚里士多德、牛顿、拿破仑、华盛顿、拉斐尔、

莎士比亚，也不培养批评家、实验师、经济学家、工

程师，大学教育的目标是提高社会的心智水平，培

养公众的心智，提高国民的品位，为大众热情提供

真正的原则，并为大众愿望制定明确的目标，宣传

和把握时代的理念，促进政治权力的运用，使个人

生活变得更高雅。略早于纽曼、也对普通高等教育

产生巨大影响的洪堡则强调，大学的本质是客观的

学问与主观的教养相结合。也就是说，大学应该是

保证学生通过探索纯粹的客观学问获得教养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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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而不是教授神学、法学和医学这类“养家糊口”

的学问。［1 ］洪堡和纽曼虽然在某些方面对大学教育

的看法有所不同，但是在高等教育应该培养“绅士”

而不是“工匠”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无论蒙田还

是纽曼或洪堡的思想，都反映了典型的传统研究型

大学的办学理念和人才培养思路，他们提出的大学

教育目的，今天看来，都属于普通高等教育的目标。

现代职业教育则是通过完全不同的途径形成

的。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工程师和技术工

人等类型的职业人才成为社会的第一需要。现代

职业教育由此应运而生，其中也包括了高等职业教

育。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当更多的年轻人有机

会获得高等教育，高等教育逐渐大众化、普及化的

时候，人们也逐渐认识到，只有普通高等教育型的

大学是不够的，仅仅培养绅士型的人才也不能满足

社会的需求。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更多的不是从

事研究工作，也不是成为传统的绅士，而恰恰是要

从事某种“养家糊口”的职业。

二、高等职业教育的产生与发展

大多数人会认为现代高等职业教育发端于德

国。虽然德国职业教育在当今世界上占有很高的

地位，其“二元制”的教育模式也对现代世界职业教

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高等职业教育的源头

其实可以追溯到更早时期的法国和英国。

世界上最早出现高等职业教育的是法国。

1793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爆发后不久，法国国民

议会即通过了《关于公共教育组织法》，关闭了当时

的 22所大学，创建了另一种“专门学院”。“专门学院

是按照‘传授一门科学，一门技术或一门专业’的方

针设置的高等教育机构，基本上是根据一两门主要

学科或专业设立，围绕该学科或专业传授相关使用

科目。”［1 ］1794年，法国创办了综合理工学院（原名

中央公务学院），“综合理工学院不仅是单纯的工科

院校，而且还首次在课程中引进了近代科学内容，

并将科学理论作为学习实用技术知识的基础和实

践前提，强调理论学习与教学实践相结合。……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综合理工学院成为近代科学和技

术学院的样板”。［1 ］法国的综合理工学院可以说是

最早的现代职业教育。

1860年之后，随着法国工业化的发展，为满足

其人才方面的需要，开始出现新型工科高等教育机

构。19世纪后期，法国工业化的发展导致不少新型

工科学院出现。这些工科学院直接培养和造就工

业人才，即培养那种运用科学和技术知识，通过特

定的机械、化学或电学生产过程，直接创造物质利

益的“工程师阶层”。这些机构大多数由企业家和

地方当局联合创办、维持和管理。学院的课程设置

大致相同。以物理化学工业学院为例，该学院学制

一般为 3年，前 18个月的学习内容为普通物理学和

化学，另外每天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做试验；后一

年半，化学专业学生学习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物理

化学、矿物学以及物理学在化学上的应用，实验和

研究技术也是必修课程。物理学专业学习机械学、

热力学、电学、电解、电磁和矿物学。毕业前每天约

有 70％的时间做试验，此外还要花 3至 6个月的时

间参加实习，以获取实际操作技能。［1 ］法国的工科

学院可以说是现代高等职业教育的原版。

英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出现时间比德国早。19
世纪后半叶开始，在工业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英国出现了“城市大学”。城市大学主要是由地方

城市创办，为地方工商业发展培养专门技术型人

才。城市学院开设的课程几乎都是工程、机械、造

船采矿、酿造和冶金等方面的职业教育课程。19世
纪末 20世纪初增设了有关电子工程、电解化学、物

理化学、生物化学等基础课程内容。城市大学的绝

大多数毕业生都进入工业部门从事与技术开发和

应用有关的职业。这种“非传统大学”的教育机构，

催生了英国近代高等职业教育。［1 ］

德国的工业化进程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出现

较晚，但是德国的职业教育也可以上溯到 18世纪中

叶，那个时候已经有矿山、工艺学院等地方性职业

学院出现。19世纪中期之后，德国出现了各种传授

近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高等职业教育机构，如工科

大学、地方技术学院等，课程设置强调应用。1860
年之后，上述学院进一步升格为工科大学（或合并

到其他大学之中），形成高等形式的职业教育。这

一时期，德国还出现了很多专门学院，培养商业、经

济、农业、林业、兽医、冶金等人才。［2 ］至于“双元制”

教育模式扩展到德国高等职业教育，则要晚到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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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60年代以后。［3 ］

从上述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历史可以发

现，高等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具有完全不同的起

源，因此它们的人才培养目标不同，所培养的人才

类型也不相同。

从人才培养的目标看，普通高等教育培养以智

力和教养为特点的绅士型人才，或以知识和智力取

胜的研究型人才，而职业教育则主要培养某一类具

有专门技能的技能型人才。更高层次的高等职业

教育是随着近代工业革命的发展而诞生的，是职业

教育的高级形式，除了基本的技能教育之外，也包

括相关科学知识的教育和与行业相关的研究能力

的培养。

从教育的模式来看，虽然高等职业教育也是通

过与普通高等教育相类似的学院这样的教育机构，

也采取了专业这样的教学组织形式，采用了课程这

样的教学单元，但是，普通高等教育强调的是知识

的掌握和初步研究能力的培养；而高等职业教育更

多地强调实践教学和实训，强调职业技能的培养。

从教学的支撑来看，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

教育也完全不同。简单地说，普通高等教育背后的

支撑是相应的学科和学科知识的发展，而高等职业

教育背后的支撑是行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高等

职业教育的依托是产业，服务对象是产业，以适应

产业的发展为目标。

此外，从上述的讨论我们也可以看到，与中等职

业教育相比，高等职业教育也有质的不同，即高等职

业教育同时也强调学生需要掌握基本的科学研究方

法，具备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只是它的研究对象是

行业的发展和产业的需要，而不是像普通高等教育

那样，其研究的目的是推动相关学科的发展。

三、高等职业教育评价改革

应该关注的几个方面

依据上述讨论结果，我们认为，高等职业教育

评价的关注点与普通高等教育有着很大的不同。

目前高等职业教育机构的发展，往往对标普通高等

教育，以普通高等教育的模式为发展目标，如在学

校的发展上，专科学校追求升本，升本之后关心硕

士点的设立；在学生培养上关注考研率等等，这些

都是错误地理解了高等职业教育的本质特点。而

对高等职业教育的评价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高

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我们认为，目前的高等职

业教育评价体系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应该予以改

革。我们进一步认为，对于高等职业教育评价的改

革，应特别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应该尽快修订现有的高等职业教育的评

价体系，尽快出台体现与普通高等教育有明显区别

的评估方案。

伴随着我国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和高等教育

的全面普及，必然地产生对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需

求。随着“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高端职业技

术人才的需求日渐急迫。高等职业教育成为高等

教育中的新热点，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进

入新世纪以来，教育管理部门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文

件和政策来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2006年，教育部

印发了《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

干意见》，两年之后，又印发了《高等职业院校人才

培养工作评估方案》（以下简称《评估方案》）；2014
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

决定》（以下简称《决定》）；2019年，国务院又印发了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

案》）。这一系列文件的出台体现了对职业教育认

识的不断深化，极大地推动了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

和进步。比如，《决定》对职业教育的评估只是提出

完善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制度，实施职业教育质量年

度报告制度等要求。而《实施方案》则进一步提出：

建立健全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和督导评估制度，以学

习者的职业道德、技术技能水平和就业质量，以及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水平为核心，建立职业教育质

量评价体系。这些反映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界在

评估领域认识和要求的不断进步。

回顾我国高等教育评估的发展历程，可以看

到，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评估要求，不同时期的

评估所针对的重点也不相同。2008年颁布的《评估

方案》，针对的是当时高等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这

一方案的实施也确实推动了职业教育的发展。而

且《评估方案》中的很多指标和要素也显示了很好

的前瞻性，如《评估方案》中针对教师队伍建设提出

的一系列要求，特别是对兼职教师的要求，即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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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不过，随着 2019年《实施方案》的颁布，国家对

高等职业教育和评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已经具有

十多年历史的《评估方案》显然有不少亟需修订的

地方。因此，我们认为应根据高等职业教育的现状

和问题，尽快制定和出台新的《评估方案》。

第二，对于新《评估方案》的修订重点，根据《实

施方案》对高等职业教育的要求，应注意以下几个

要点。

1.应体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本质区别

以往的评估方案对这个区别强调不够。如

2008年的《评估方案》在“领导作用”一级指标下要

求“学校事业发展规划应符合区域经济发展规划”，

“重视对人才培养的投入；关心师生工作、学习和生

活状况；重视与区域社会及产业的合作育人”。这

些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认为，现在高等职业教

育的一个普遍问题是学校对职业教育的类型特点

理解不深，为提升学校层次，热衷于向普通高等教

育靠拢，热衷于举办研究生层次的职业教育，这种

倾向无疑将阻碍职业教育向着正确方向发展。因

此，新方案在“领导作用”这类指标中，应增加学校

领导层具有对职业教育类型特点的准确认识等指

标，引导高等职业院校关注职教特点，与普通高等

教育错位发展。

2.应关注不同层次职业教育之间的衔接

新的《评估方案》应关注高等职业教育与中等

职业教育之间的衔接（中高贯通）、高等职业教育中

专科与本科的衔接（高本贯通）以及本科与专业硕

士学位教育之间的衔接。引导学校注意在不同层

次之间建立完善的衔接机制，打通职业教育从中等

教育到硕士教育的通道，这不仅有利于学习者在学

习层次上不断提升，也有利于匡正社会对职业教育

只是低层次教育的认知，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进入职

业教育的学习发展通道。

3.应关注学校企业之间的融合发展

《实施方案》指出“以学习者的职业道德、技术

技能水平和就业质量，以及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水

平为核心，建立职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强调“产

教融合”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过去的中等职业教育

比较多地由行业或企业举办，因而职业教育与产业

的结合没有太大的问题。而现在的高等职业教育

多由地方政府举办，因此行业与教育联系不紧，大

多企业对职业教育热情不高。其中原因很多，有社

会的原因，有学校的原因，也有企业本身的原因。

新的《评估方案》一方面应促使企业认识到：人才培

养是全社会的责任，单靠学校不可能完全承担起这

个责任，需要全社会各个方面的支持，所以评估内

容中应包括对相关合作企业的评估。另一方面，也

应促使教育机构积极靠拢产业和行业，在培养方

案、课程内容和教学模式上主动与企业对接，把培

养符合产业和行业需要的人才作为教育工作的第

一要务。

4.应注意不同学校教育特色的总结凝练

普通教育的本科院校评估，从合格评估发展到

审核评估，一个重要的改革就是积极推动被评学校

总结和提炼自己的办学特色。不同行业的人才培

养有不同行业的特点，因此，职教评估也应注意总

结不同学校的职业人才培养方面的有益探索和成

功经验，推动职业教育的创新发展。

总而言之，高等职业教育评估的改革必将会在

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模式形成和职业教

育教学方式的发展上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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