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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贻芳：把准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方向 

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提出，“集

中力量建设一批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职学校和专业群”。这明确

了高水平专业群的建设内涵，“引领改革”是基本定位，“支撑发展”是效益要求，“中国

特色”是根本属性，“世界水平”是质量标准，这四个方面有机结合、相互支撑，指引高水

平专业群的建设方向。 

引领改革：适应产业需求 

随着产业转型升级，生产技术和组织模式快速变化，生产过程去分工化、人才结构去分

层化、技能操作高端化、生产方式研究化、服务与生产一体化特征越来越明显。高水平专业

群要主动适应这一变化，引领高职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人才培养定位由简单重复

的装配者、操作者向更高层次的智能生产系统的规划者、应用者、改造者、调试者、决策者

转变；能力培养由单项应用，向系统集成的“交叉”“复合”“多项”联动转变；服务重点

由“单人单岗”，向“技术+人才”打包供给转变。 

重构专业群结构体系。一是结构重构。专业群与产业高度匹配，是改革的内驱力与逻辑

起点。服务面向是决定建设水平的关键，一个专业群试图对应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解决产业

链上的所有问题，是不科学、不现实的。专业群的结构重构，重点在于准确判断产业发展趋

势，聚焦产业链的关键节点，明确对应的岗位集群，明晰专业群与岗位群的映射关系，优化

专业建设重点和质量要点。二是体系重构。面对高职百万扩招带来的生源变化，专业群承担

着在校生和社会人员的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教材体系、课程体系、实践教学体系均需重构，

按照育训结合、长短结合、内外结合的要求，开展高质量职业培训。 

优化专业群治理体系。一是校企双带头人负责与多元主体参与的统一。创新专业群治理

机制，保证政府、行业、企业人员能够深度参与，探索建立独立法人的专业群指导委员会或

职教集团。二是技术管理与文化管理的统一。技术管理主要包括结构化教师团队的重组、实

训基地与实验室的精益化管理等，进而让管理制度升华为文化，形成共享开放的建设文化、

精益过程的管理文化、标准化特征的职业文化。三是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统一。校企合作

成立产业技术研究院等技术技能平台，形成大规模定制化生产和订单化育人的智慧服务平

台。 

支撑发展：担当时代使命 

时代发展要求高职教育服务国家战略、融入区域发展、促进产业升级，为建设教育强国、

人才强国作出重要贡献。产业发展要求高职教育促进创新成果与核心技术产业化，服务中小

微企业的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这都要求专业群发挥资源集聚效益，提升技术技能人才供给

和技术创新服务水平。 

面向产业链，以团组融合方式供给技术技能人才。团组融合是根据项目技术模块重组教

师团队，教师、企业人员和学生，形成项目团组，共同开展项目教学和生产实践，以培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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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急需技术交叉应用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一是团组融合的人才培养定位。通过对智能制

造典型产线（产业链）的整体认知，培养既熟悉各个相关岗位，又了解整条产线的团组融合

型人才，适应未来智能制造产线的改造调试应用。二是团组融合的人才培养路径。专业群根

据智能制造项目的技术模块开设基础平台课程和产线综合课程，通过现代学徒制的实施，为

企业量身定制个性化人才培养方案。三是团组融合的人才培养方式。师生共同参与企业真实

项目开发，在项目开发中提高技术技能，既为企业提供分岗位和产线集成的项目人才，又为

中小微企业的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提供人才团组的打包服务。 

聚焦技术链，以平台方式提供整体方案服务。一是服务的核心功能要准，每个专业群在

产业链中的定位应当是聚焦，而不是无限扩散的。例如，一个专业群不可能服务于智能制造

全产业链，但如围绕产品生产全生命周期，服务于智能车间各智能单元和智能总产线的应用，

其核心技术、人才培养目标和专业群服务定位，就比较精准。二是聚焦核心技术，搭建专门

化平台，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建设专门化技术技能平台，将科研院所、先进企业的名家大师

请进来，将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的成果转化出去，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整体解决方案。三是围

绕核心技术集聚资源，服务企业和社会。根据技术模块，校企共同组建结构化教师团队，将

企业案例转换为教学资源，共同进行人才培养和技术研发，纳入 1+X 制度试点，开展学习

成果的认定、积累和转换，向退役军人等群体开放教育资源，满足社会和企业的多样化需求。 

中国特色：坚定政治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高水平专业群建设，要扎根中国大地、回应中

国需求、彰显中国特色。 

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健全德技并修、工学结合的育人机制，推进职业技能和职业

精神培养高度融合，把育人和育才相统一。一是人才培养目标强化“接班人”素质，明确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严谨专注、敬业专业、精益求精和追求卓越的品质要求。二是人才培养

方案强化“德技并修”，加强思想政治、劳动教育和实践育人的学时学分，强化劳动育人和

工匠精神，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三是专业课程教学落实课程思政，

在课程目标、课程标准、学时分配、教学评价等环节，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育人效果，实现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形成育人合力。四是资源建设强

调“环境育人”，教师是“双语”教师，既懂业务，又精思政；教室是“双语”教室，将家

国情怀融于教学场所。 

世界水平：打造国际品牌 

中国高职教育达到世界水平，高水平专业群就必须先成为国际品牌，成为国际事务的参

与者、国际标准的建设者、国际资源的提供者和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协同者。 

师生登上国际舞台，彰显国际影响力。一是专业群积极参与国际事务。通过与“走出去”

企业合作，培养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或承接企业海外员工教育培训等方式，参与到国际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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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是牵头参加或组织国际专业技能竞赛，将学生推到国际舞台的中央。三是组织职业教

育国际会议，开展国际职业教育交流，促进中外人文交流和专业文化交流。 

资源实现国际共享，展现国际对话能力。一是课程资源的共享，将教学资源库、精品在

线课程、网络学习空间等学习资源对外开放，对外发行与推广双语教材。二是产教融合资源

的共享，以“走出去”企业为媒介，将专业群技术资源通过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等，对外开

放并共享。三是技术人才的共享，通过专业技术人员走出去和请进来两种方式，形成国际职

教工匠和职教大师的人才优势。 

进入国际标准俱乐部，掌握国际话语权。一方面，借鉴国际先进教学理念和模式，进行

本土化教学模式创新；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开发国际通用的专业标准和课程体系，提升专业

标准开发的国际话语权，最终产出有国际影响的高水平专业标准、课程标准，形成中国职业

教育国际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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