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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军：深刻把握“双高计划”建设的关键 

今年以来，《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教 20 条”）落地，中国特色高水平

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双高计划”）迅即启动，充分体现了国家推动职业教育高水平

发展的坚强决心和强大行动力。“双高计划”站位高、目标远、举措新、平台大，旨在打造

职业教育的“中国标杆”“中国方案”。项目院校落实好改革、发展和建设任务，需要把握

好标准、制度、队伍和平台四个关键。 

一是标准。“双高计划”将标准的开发与应用作为重要的建设任务，提出“推出一批具

有国际影响的高质量专业标准、课程标准、教学资源”。 

首先，“双高计划”学校要树立标准化办学的强烈意识，争做标准落实的“示范者”。

将人才培养和教育教学关键环节的标准化建设作为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和“突破口”，

落地开发从职业、专业、课程到校企合作、教学过程、学业评价等的校本标准，建立健全标

准体系。把握高水平学校建设对人才培养质量的高要求，探索建立基于“大国工匠”型优秀

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标准，以高标准引领人才培养改革。 

其次，要积极参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开发，争做标准开发的“首创者”。积极提升校

本标准、优势领域的经验与范式，为国家标准制定提供及时有效的科学数据和标准参考；率

先牵头研制新技术、新专业、新课程领域的相关标准，引领和促进同行发展；实质性参与行

业组织活动乃至牵头组建新兴领域的行业组织，牵头或参与制定行业标准，抢占职业教育在

行业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 

再其次，要率先开展标准的国际化，争做中国标准输出的“先行者”。将本土标准的国

际化及输出作为“双高计划”建设的重要指标，率先将传统优势产业和新兴技术领域的专业

教学、优质课程、职业技能评价等标准实现国际通用，并通过国际开放办学充分运用到留学

生培养、境外办学和国际培训中，面向世界职业教育提供“中国标准”。 

二是制度。高水平不仅要有大量的显性成果来体现，也需要一系列高水平的制度来支撑。

“双高计划”充分凸显了制度建设在职教发展和学校改革中的重要性。 

1+X 证书制度是我国职业教育的突破性、创新性制度设计。“双高计划”学校要率先开

展 1+X 证书的落地制度建设，在复合型、创新型、发展型人才培养目标的适配优化，模块

化、层次性、多接口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动态调整，基于育训结合、主辅修、职业综合能力

训练的学业修习、指导、认定及转换等方面建立健全机制，为学生获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提

供制度通道。 

专业集群发展是职业院校适应产业集群发展、链式发展的一种应然性选择，“双高计划”

学校要健全对接产业、动态调整、自我完善的发展机制。着重将专业之间的技术关联、行业

关联和职业关联作为整合专业资源、构建专业群的基本依据，探索以群建院、夯实基层教学

组织、设立跨专业教学组织的专业群管理制度；通过调整专业设置、聚焦产业领域、合理错

位岗位面向、打造专业基础平台、加强相互支撑等方式，建立专业群的融合发展机制，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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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离不开”的专业群。 

“双高计划”明确提出，提升学校治理水平，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高水平的学校

治理，一方面要从规范办学制度入手，针对参与办学的政校行企各主体，从咨询、协商、决

策到执行、监督的各个层面建立健全治理组织和管理制度，提高制度的系统性、开放性和协

同性，为健全现代职业学校治理体系夯实制度基础。另一方面，要将制度建设的重点面向制

度创新，在国家经济社会制度和职业教育制度变革的大背景下，针对国家政策制度的落地率

先回应，针对约束发展的瓶颈、桎梏大胆改革，以制度创新引领高水平建设和高质量发展。 

三是队伍。教师队伍是教育的第一资源，教师队伍建设是教育的基础工作。“双高计划”

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重要内容，以“四有”标准打造数量充足、专兼结合、结构合理的高水

平双师队伍。 

要打造专业化、结构化的高水平教师教学创新团队。产业升级发展与新技术推动要求教

师在技术技能的传承传授上要更加专业化，技术技能的交叉复合以及职教课程的项目化、模

块化教学趋势又对教师的分工协作和结构化构成提出了新要求。因此，要紧紧围绕职业教育

教学的类型与形态特征，将行业企业工作经历、周期性的企业轮训、专兼结合的团队构成等，

作为打造高水平教师团队的必然要求。 

还要建设专家型、领军式的高层次专业带头人队伍，尤其是高水平专业群要引育并举打

造行业有权威的专业带头人，发挥其在整体提升专业教学团队职教能力、引领提升应用研发

与技术服务水平以及融入行业核心圈整合利用校企资源中的“领头雁”作用，夯实高水平专

业群建设的基础。 

更要建设一批精技善教、行业顶尖的高技艺“工匠之师”，这是培养“大国工匠”型优

秀人才的内在要求。要广泛建立技能大师工作室，为工匠型教师成长发展搭建平台；在柔性

聘任、兼职兼薪等用人机制上进行改革和突破，积极发挥企业大师名匠在学校人才培养中的

重要作用。 

四是平台。职业教育是开放型教育，职业教育发展离不开内外部资源的共同施力、协同

作用。“双高计划”提出打造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深化产教融合，提升校企协同的人才

培养和技术创新水平。 

提升高端性。合作对象上体现高端性，重点选择区域、行业的领先企业、标杆企业以及

产教融合型企业，更好地发挥优质资源集聚优势。目标定位上体现高端性，对接地方产业、

企业的国际化战略，与“走出去”企业共同组建校企协作组织，推动产教融合从本土走向国

际合作的领域。资源建设上体现高端性，共同开发行业企业标准和教学标准、课程标准，通

过企业项目的教学化改造建设优质课程资源，建设专业化的产教融合高端实训基地等。 

拓展新路径。适应不同产业的发展形态、需求和不同专业领域的人才培养特点，探索建

立职教集团、产业联盟、产业学院等不同形态，共享基地、协同创新、校地合作、资本混合

等不同类型的产教融合平台组织，不断创新合作体制机制，创设产教融合各项政策落地、各



 

 

 

110 

 

类个性化模式探索的实施载体，营造产教融合发展的良好环境。 

打造共同体。以校企协同的人才培养为核心，建设集人才培养、科技攻关、团队建设、

技术服务、智库咨询等功能于一体的产教融合平台，并融入区域产业发展。推动平台从虚拟

走向实体化，职业院校以优质办学资源及智力资源参与实体化运作，把合作平台提升到校企

命运共同体的新层次，形成产教融合发展、同频共振的良性循环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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