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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力资源战略是指根据组织自身发展变化的需求,制定的人力资源发展与管理计划。职业教育

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

业的重要职责。然而,随着高等职业教育院校规模的扩大,企业招聘需求的逐步增加,高等专科学校将面

临日益激烈的竞争。高等职业教育必须注重对其人才的培养与管理,使其符合自身特点,适应客观需求。

当前人力资源战略在我国高职教育中的发展速度跟不上高职教育本身的发展步伐,还存在许多问题,因

此为了促进高等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本文就针对高等职业教育人力资源战略进行了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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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man resources strategy refers to the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plan formulated 

according to the organization's own development and change needs.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nd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It shoulders the important responsibility of cultivating 

diversified talents, inheriting technical skills, and promoting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However, as the scale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stitutions expands and the recruitment demand for enterprises gradually increase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will face increasing competitio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training and management of its talents, so that it can conform to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dapt to the objective needs, 

and practice. Nowadays, the development speed of human resources strategy in Chines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can not keep up with the development pace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tself, and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therefor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human resources strategy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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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职教育中的人才是通过各种教育

人员无形资本累积而成,基础是个人知

识、技能、经验、职业熟练、素质的积累,

是知识、能力、素质三位一体的有机结合。

对于高职教育而言,人才的作用尤为重要。 

1 高等职业教育人力资源重要

性分析 

在高职教育过程中,高职高专人才

在提高高职教育质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教师要把教育活动的每一个环节具

体化,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造能

力、劳动热情,扩大专业范围,让学生有

更宽广的视野,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到科

学研究与社会实践。因此高职教育教师

必须掌握一定的理论知识和扎实的实践

专业技能,以保证教学质量。 

2 当前我国高职教育人力资源

战略存在的问题 

2.1高等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分布不

均。师资队伍分布不均主要表现为新设

专业师资队伍不足,随着劳动力市场对

人才的需求呈现动态变化,高等职业教

育院校必须采取动态、前瞻性和可预见

的方法来保护人才。实际上,这是困扰高

职院校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大问题,尤

其是在社会和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这个

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需要培养

更多更全面的人才。 

2.2高等职业教育对师资人才培养机

制不足。许多高职院校人才管理往往只注

重“引进”而忽略了“培养”,由于各种

激励机制的不完善,导致人才悄然流失,

人才队伍出现混乱,一些专业技术人员流

失严重。针对一些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和

招聘工作,没有从师资建设的实际需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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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没有进行认真的分析和实证研究,导

致人才培养无法满足学校发展要求。 

2.3缺乏有效的竞争与激励机制。现

阶段很多高职院校对教师的管理仍以身

份管理为主。老师的地位决定了老师们

的待遇不同,没有合理有效办法评估与

监控,校方的工作重点是“评价”,而忽

略了教师的“聘用”。尤其在教师队伍严

重短缺、国家人才流动机制不健全的情

况下,教师职业“终生”、“雇佣制”等观

念依然根深蒂固,教师资格建立在非常

正式的基础上,无法挑选出最适合的,无

法竞聘,不利于教育队伍的合理流动。现

行评估制度不能促进教师个体能力发展,

只有通过严格考核才能达到合格标准,

使高职高专实践性发展。要使教师满意

地履行职责,取得好成绩,就要运用激励

机制,实行平衡、适度、有时是精神、物

质、智力等奖励原则。目前,高职院校人

事管理部门在职能、资格等方面只有一

个薪酬制度,无法充分发挥人才的积极

性和创造力,给教师带来了不利影响。 

3 对高职院校人力资源战略提

出的一些建议 

3.1优化人才结构。从以上分析可以

看出,就人力资源管理观而言,高职院校

在人力资源策略选择上需要摒弃传统管

理方式,建立统一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心,

寻找一种行之有效的评价、补偿和开发

制度。人才的频繁流动不利于学校的稳

定发展,在人才结构优化中,应注意层级

关系的稳定,应保证关键性人才以及主

要管理岗位人才的稳定。 

3.2建立行之有效的人才培养机制。

根据实际情况和学科建设的需要,采取

多种形式,采取特别方针,制订切实可行

的人才培养方案,以促进学校在实践中

的发展。培养和引进高水平的人才,持续

改善科学、合理的教师考核制度,有效地

形成有竞争力的激励机制。对部分资深

人才可利用社会公开招聘、网上招聘等

方式,提高完善的待遇并解决其烦恼。进

入信息时代,高职教育要提高人才素质,

把握住在优秀领域培养的主导地位,形

成本校独特的特色。身为高职高专教师,

要不断更新知识,居于科技前沿,做好本

该承担的教育课题,为学生持续学习、进

步提供多种途径。从教师的工作需求和

自己发展的愿望出发,实现师生共同发

展的良性循环。 

3.3建立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建立

有效的评估和评估机制。评估体系要充

分认识高职院校人才评价的独立性,改

变高职院校评价传统习惯,为高职院校

定量分析提供依据。通过检查、监督、

评估、补偿等方式,教师可有效地推动教

育、教育、科研改革,坚持全面、客观、

公正、合理的原则,准确地评价每位教师

的德行、勤勉、业绩。评估指标的设置

具有现实意义,教师要想通过努力工作,

就必须正确引导,充分激发其行为动力。

强化岗位轮岗、把岗位、教育、科研工

作分开,从评价结果来看要真正做到进

退、降级、升级换代,排除现有人力资源

管理的各种缺点,注重实绩与贡献,紧密

结合个人的待遇、责任、业绩,透过才智

的选拔与培养激励更多的教师朝着预期

目标前进,从而提高老师的整体素质。激

励是物质和精神的结合,同时也会有机

会深入学习,把老师将来的发展和现在

的贡献结合起来。要进一步强调“人本

管理”与“能力管理”,必须更多地关注

对教师权利与利益的保护,以及对教师

个体成长及相应组织文化的形成。体现

了“以人为本”和“团结友爱”的战略思

考。为了达到某一具体目标而进行的管

理。通过激发教师的能力、态度、需求等

各方面的合理需要,使教师达到一定的目

标,从而达到达到教学目的。对此,学校管

理人员应充分认识教师的职业现状,运

用激励理论、心理控制、个人控制等理

论与方法,在学校整体上营造一种积极、

进取、互相尊重、充满活力的校园环境。 

3.4优化校企合作的对策。校企合作

最重要的是确定人才培养计划。要从企

业用人需求入手,以市场为导向,全面培

养人才。因此,需要高职院校根据企业用

工需求,建立教学答疑板,完善实践教学

模式,聚焦市场和企业需求,联合建设人

才培养基地,利用学校设备、教学管理、

教师、企业培训场地,包括技术指导,开

展各种形式的技能培训,以及发展企业

所需的专业和技术才能。提高教师专业

素质,提高办学校企合作水平；贯彻“紧

密结合教学,校企紧密合作”的方针,提

高教师素质,适应校企合作教育的深入

整合。一是培养具有理论基础和实际操

作能力的“双师型”教师；二是充分利

用企业资源,不断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

扎实推进面向专业教师的企业实践培训

体系。可以雇佣有经验的人力资源管理

高级经理或者企业人力资源经理作为实

习人员,在学校里定期举办专题讲座的

客座教授,或者监督学生的实习链接。校

企共建实训室、产教融合培养基地、产

业学院等促进师资共育、资源共享。应

组织学校的主要专业教师,定期到企业

进行锻炼,落实教师下企业锻炼制度要

求。开展“三教改革”和课堂革命,倡导

模块化教学、案例化教学、场景化教学等,

促进学生教学与真实生产环境相接轨。 

4 结语 

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背景下开展

高职院校人力资源绩效管理创新工作需

着眼于该时期的独特优势,满足时代发

展需求进行创新。而高职院校在该时期

内的主要任务是了解绩效管理工作推进

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解决

分配制度不合理、观念落后的问题,从而

实现高职院校人力资源绩效管理创新工

作质量的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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