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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职扩招是当前我国政府推进职业教育改革、深化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举措，从2019年开始

至今，该政策已进行了三年。从实施的效果看，它有效地吸收了大量再入学群体，在推进经济转型升

级、缓解人力资源结构性矛盾、满足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存在着人才培

养体系落后、教学考评制机制难与扩招学生相适应、师资能力不匹配等问题。因此，应在优化制度安

排、完善治理理念、加强专业标准建设等方面下功夫，切实提升扩招学生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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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er vocational enrollment expansion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aken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deepen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Since 

2019, the policy has been implemented for three years. From the effect of implementation, it has effectively 

absorbed a large number of re-enrollment groups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lleviating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of human resources and mee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However, there are also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backward 

talent training system, the difficulty of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to adapt to the expansion of students, and the 

mismatch of teachers' ability. Therefor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optimiz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improve 

governance concepts 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standards, so as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training quality of expanded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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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2019年，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改革完善高职院

校考试招生办法，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

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

报考，今年大规模扩招100万人。这次的

扩招对象具有特殊性，其生源与统招生

有差异，主要为区域经济建设急需、社

会民生领域紧缺和就业率高的专业。群

体为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

新型职业农民等，一部分面向退役军人，

一部分面向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

型职业农民。同时要求高职院校要加强

与现有独立设置的特殊教育机构的合

作，加大残疾学生培养力度，让更多残

疾人接受适合的高等职业教育。在学前

教育、护理、家政、养老、健康服务、

现代服务业等领域，扩大中高职贯通培

养招生规模。统筹普通教育、职业教育

和继续教育，为各类群体提供灵活多样

的升学和培养模式。本次扩招以教育公

平、教育扶贫等为切入点，采用区别于

以往统招途径为主的招生模式，灵活招

录（对于中职毕业生，可采取现行的“文

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方式；对于退役

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型职

业农民，可免予文化素质考试，由各校

组织与报考专业相关的职业适应性测试

或职业技能测试），满足不同群体对教育

的需求，进而实现教育由供给市场向需

求市场的转变，满足市场行业产业需求，

解决当前经济结构转型所带来的人力资

源供给结构性矛盾问题，促进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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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调整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2 问题 

2.1体制层面 

高职扩招后必然对现行的学校运行

机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一部分研究

人员认为，扩招后生源类型的多样性会

给所在学校的招生与教学带来挑战，而

现有的教学体系、管理模式难以满足扩

招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具体而言，在招

生上，现行的招生考试报名、录取方式

难以适应退役军人、下岗工人、农民工

等报考，迫切需要对现有的招生体制进

行改革；在人才培养体制与学籍管理制

度上，均需要探索新的模式以适应扩招

生源的需要。此外，随着扩招生源的增

加，高职院校的就业增加了额外的压力

（如2018年高职招生368.9万人，扩招

100万后，2022年高职毕业生人数预计将

超过450万，就业压力将会明显加大），

这对高职培养方式与质量、就业指导与

服务工作以及外部就业等一整套制度保

障等提出新挑战。因此，这种原有体制

上的刚性与现有扩招后对体制的弹性需

求、统招学生共性与扩招学生个性培养

之间的矛盾，短期内很难解决。也正如

部分研究人员所讨论的，这些问题或困

难亟须克服、解决和完善，否则会影响

国家高职100万扩招任务的顺利完成。 

2.2教学层面 

在教学方式上，部分研究者认为，

高职扩招后，其生源与应届生源相比，

在年龄、经历、文化基础、心理状态等

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较之于传统

的教学组织模式，扩招生源的授课模式

（采用单独组班、单独授课，还是采用

混合组班、统一授课的方式进行）成为

学校教学管理者的一大难题。另外，现

有的课程体系开发是基于统招生源制定

的，与传统生源相比，扩招生源的文化

基础和工作经历均与之有所差异，现有

的课程体系、实习实践教学模式、学习

方式是否适合扩招生源，目前依然值得

商榷。因此，如何基于原有课程体系、

教学模式开发出适合扩招生源群体的课

程与教学体系，实现知识习得与技能提

升并重，贯彻落实“改革方案”中学分

银行、学分转换，以及“1+X”学历与证

书转换的考核与评价制度，是扩招后高

职院校必须要面对的教学改革问题。 

2.3考评机制层面 

评价的目的在于通过科学的测评，

发现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找

出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从而做出相应

的改进。多数研究人员认为，按照“标

准不降”的扩招要求，在坚持基本专业

教学标准的前提下，如何建构适应不同

生源的差异化质量评价标准；如何打破

传统的一体化评价模式，为不同社会生

源创设个性化发展的空间。这是扩招后

高职院校不得不面对的教学评价难题。 

2.4院校治理 

少数研究人员从治理的视角看待此

次高职扩招，他们认为，就内部治理而

言，随着生源规模的扩大、类型的多样

化，对内部治理者的素质要求更高。此

外，随着治理范围复杂化、治理主体多

元化，当治理者面对更为复杂的内外部

利益时，如何协调各方诉求从而实现利

益最大化，也将是一项严峻的挑战。就

治理过程而言，在多主体协同治理模式

下，参与高职院校治理的多元主体需要

一定时间来吸收扩招的影响，且他们各

自的权利与义务需要通过规章制度来落

实，这一过程必定不会一帆风顺。 

2.5教师教学层面 

部分研究人员认为，高职教师教学

工作一直处于相对边缘化的位置，高职

院校教师教学发展机构不健全、效果不

明显，高职院校教师教学工作没有为百

万扩招做好充足的准备。其他研究者认

为，尽管扩招后的师资缺口可以通过挖

潜、培育、兼职等途径部分解决，但从

教师职业能力提升与发展的角度而言，

师资能力不匹配的问题将在短期内很难

解决，难以保障扩招后的人才培养质量。

此外，也有研究者认为，当前高职院校

生的师比较高，现有的师资规模、结构

还不能完全满足扩招后的教学需要，扩

招生短源期内的规模激增对师资队伍提

出了新挑战（《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

统计公报》显示，高职（专科）院校生

师比为17.89:1）。总之，扩招生源类型

的多样化、需求的多样性、人员的复杂

性都对教师的教学模式、教学管理提出

了新挑战，也对教师的教学技能与教学

水平带来极大挑战。此外，招生规模的

大幅扩大，也会对高职办学资源配置带

来挑战，高职的校舍、实训资源、经费、

校企合作等办学资源将面临巨大压力。 

因此，通过对高职扩招后现状及问

题的梳理，我们发现，高职扩招挑战不

仅仅在于软件方面，如：如何确保人才

培养质量标准不降，如何适应不同生源

的学习方式和学习时间，如何保证非传

统生源进得来、学得会、出得去，如何

兼顾规模扩大与质量提升协调同步，如

何推进校企双元育人的完美结合，以确

保“1+X”证书制度的有效落实，等等。

同时也需要关注硬件方面存在的难题，

如：如何去化解教室、实训室、住宿、

教学仪器设备及工位数等硬件设施的不

足。这些问题均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各

高职院校扩招的规模及人才培养质量的

提升。 

3 对策建议 

3.1更新治理理念 

高职扩招是新形势下政府为应对人

力供给的结构性矛盾所做出的重要部

署，这种政策具有长期性与连续性。作

为高校的管理者，一方面要对宏观政策

有清晰而深入的认识，既要基于已有的

管理理念，采用原有的管理知识与工具，

维护组织正常运转，如对于统招生源，

按照既定的人才培养方案、教学管理、

评价机制等手段确保教学秩序的正常运

转。另一方面，也要善于打破组织的外

部边界，破除已有管理理念桎梏，积极

推动创新理念，在教学模式、授课方式、

学习考核与评价、学籍管理、就业服务

等方面进行探索与尝试，如在课程的开

发上，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借助已有资源库平台，开发专业课程包，

采用线上或者线下授课的方式，突破学

习的物理局限，实现学习的自由化与自

主化。在考核方式上，应基于扩招生源

的实际需求，创新考核指标，构建“理

论+实训+实践”目标导向制的评价指标；

在就业上，积极对接产业行业需求，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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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以企业为主，学校、企业、政府多元

共治主体，打破原有订单培养模式，实

现产教深入融合；在功能上，提供包括

转学教育、职业培训、成人教育、区域

文化中心等职能。总之，高职扩招既要

确立“类型教育”的发展理念，又要坚

持“服务大众”的教育理念，也要建立

服务技术技能人才的“终身发展”的教

育理念。 

3.2强化制度建设 

在制度建设方面，应从封闭走向开

放。具体而言，应从变革学校的机构、

开放相应资源、延伸学籍管理、构建多

元学制组合等方面下功夫，推进政策的

贯彻执行。通过制度上的创新来合理化

解高职扩招生源所带来的体制冲突，确

保建立与扩招生源相适应的招生制度、

教学管理制度、学籍管理制度、就业保

障制度等，保障人才培养质量。如：创

新教学管理体制，为扩招学生提供个性

化学习的条件和环境；结合“学分银行”

建设弹性学制和完全学分制的学习方

式，推动学习成果的认定、积累和转换；

改进、完善现有教学质量监测和评价体

制，实现宽进严出，确保扩招生源培养

质量；等等。 

3.3完善与优化专业标准 

首先在专业的设定上，应坚持专业

建设的针对性、课程开发的应用性、教

学组织的多样性、教学方法的适用性、

教学评价的广域性原则，积极做好准备，

加强招生与毕业标准的制定，调整教学

方式（课程内容的设置上偏向实用性），

调整现行学制。其次，要建立健全学校

设置、师资队伍、教学教材、信息化建

设、安全设施等办学标准，完善专业教

学标准、课程标准、顶岗实习标准、实

训条件建设标准，为实现高质量扩招提

供制度保障。最后，要加快完善产教融

合效能评价标准，真正围绕教学资源水

平提高、教学过程优化、学生职业胜任

力提升、学校服务贡献能力增强设计绩

效评价标准，通过评价标准体系的改革，

引导高职扩招更好服务于产业结构、人

才结构、教育结构的优化调整，推动

高职教育通过大改革谋求大贡献和大

发展。 

3.4提升教师教学能力 

为解决扩招生源对教师能力提出的

挑战，一方面，应加强教师教学发展中

心建设，创新教培模式，整合校内外培

训资源，满足教师个性化专业发展需要，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另一方面，坚持“引、

培、聘”相结合，打造“双师”教师队

伍，打通课堂与实践实训，提升教师教

学的实践胜任力，应对多类型生源的需

求；最后，主动对接政府与企业，整合

相关资源服务教学，强化政府和学校对

教师的财政政策支持，鼓励支持教师与

企业、政府开展技术研究与应用研究，

提升教师实践应用能力并丰富行业经

验，进而为个体化的教学实践创新提供

可能。此外，在常规教学中，应明确教

师的教学主体地位，完善教师教学考核

与以学评教制度，防止教师职业倦怠，

提升教师深层次的身份认同感。 

3.5优化过程管理 

明确定位，做好服务，为扩招工作

做好保障。第一，加大宣传，重视入口。

针对扩招生源工作，各扩招学校招生就

业部门应积极宣传，做好解释、沟通、

咨询工作，进而为扩招生源了解学校各

项管理制度、明确学习目标提供机会。

第二，加强指导，重视出口。由于扩招

生源多为有社会经验的退役士兵、工人、

农民，其学业目标与统招生源相比有差

异。因此，应根据个体的实际需求，关

注学业，注重始业，坚持就业，鼓励创

业。第三，加强管理，人性化培养。在

教学管理过程中，应注重弹性管理，借

助新技术与手段，为学生提供线上、线

下指导；在校园支持方面，应强化学校

在扩招生源心理、经济、就业等方面的

支持，多渠道加大投入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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