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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双高计划”经教育部、财政部批准

审核后，入选的高职院校名单已经正式对外公布，

下一步工作重点在于院校如何建设和实施。已经

入选“双高计划”的高职院校如何抓住“双高计划”

的本质特征，找准实施的出发点，探索初步实施路

径是目前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高职院校“双高

计划”建设与 2006年启动的国家示范校，骨干校建

设项目有一定的区别，国家示范校建设的目标是

使得高职院校内涵建设及格和达到规范性的要

求，因此其建设思路有别于“双高计划”建设［1］。“双

高计划”在继承和积累以往项目建设成果基础上，

其核心要点是通过建设一批高职院校和专业群使

得高职教育真正达到高水平，尤其是经过一定的

建设周期后，我国高职教育能够有一批崭新的学

校脱颖而出，引领职业教育实现现代化，并成为在

国际上有影响力的标杆性高职院校，但是这个目

标的形成是非常复杂的。

一、“双高计划”建设规划的全面性与局部性

“双高计划”的建设规划是高职院校未来实施

和开展计划的发展蓝图，也是高职院校教育理念

和智慧的集中体现，制定建设规划是高职院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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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建设思路和实施路径的分析与探讨

现“双高计划”的第一个具体行动［2］。“局部性”建设

思路是指院校在进行建设规划时从学校的某一个

点或某几个点的突破口出发，从而带动学校整体

建设。具体表现为高职院校建设规划中要突出办

学特色，通过重点强化院校的优势和已有发展基

础，进而推动全局建设的思路，比如有些高职院校

在专业群建设、课程建设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的

重点突破，通过“双高计划”引领其他校内项目建

设，这样也会合力促进高职院校内部的整体建设，

甚至可以引领同类高职院校发展。需要强调的

是，这里提到的局部性建设思路，不是高职院校在

进行规划时只建设某几个点，而是高职院校通过

对某几个点的建设带动全局的建设规划思路。高

职院校要尽力突破办学重点和难点，使某一点达

到非常优秀的水平，带动院校其他工作的开展，提

高办学质量和效益，最终实现办学水平和人才培

养质量的提升。例如，某些高职院校以现代学徒

制或国际资格认证等作为人才培养建设的突破

口，在此方向上对专业建设、课程标准、师资队伍、

校企合作等方面重新梳理和内涵解读，进而推动

院校总体发展质量［3］。
与局部性对应的概念是全面性，高职院校建

设规划的“全面性”是指院校建设规划的方方面

面，即院校对各项工作进行的详细和周全的规划，

包括院校对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师资建设、校企

建设、管理建设等方面工作的规划和投入。全面

性的建设思路虽然可以确保学校规划不出现任何

遗漏，但也会导致高职院校在建设过程中很难体

现出高水平的要求，全面性的建设思路看似内容

很全面，却只是完成了很多内涵建设项目的基本

要求，很难达到高职教育内涵建设的真正拔高，这

使得高职院校建设规划没有重点，容易出现平庸

和千篇一律，即回到国家示范校骨干校建设的老

路上去，这就失去了“双高计划”中高水平建设的

真正意义。因此，高职院校“局部性”建设思路与

以往国家示范校的“全面性”建设思路根本性的不

同在于，局部性建设思路能够使得院校实现高水

平，特别是在某些办学要素的建设方面产生突破，

只有这样高职教育的内涵建设才能够进入新的台

阶和下一个发展阶段。

高职院校大多采用全面性建设规划思路的主

要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以往国家示范校骨

干校建设思路都是从全面性出发，这是因为以往

的验收评估思路导向的，即评估要顾全整个建设

计划的方方面面，高职院校为确保评估的通过，怕

出现漏洞，院校都是按照全面性思路进行建设规

划。高职院校把评价的观测点作为建设规划的依

据，很容易按照教育工作展开顺序进行建设，从而

很难产生一定的突破性成果。第二，多年以来，这

种全面性的建设已经成为了高职院校的惯性建设

思维，院校参与的建设项目都是按照可量化的指

标进行评估，因此，院校已经非常适应和习惯全局

性的建设思路。第三，由于高职院校的多项工作

是相互关联的，因此院校很容易进入全面性思维

建设模式。比如高职院校在进行校企合作建设，

自然要涉及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以

及实训基地建设等方面。

“双高计划”的“高”不同于以往国家示范校的

建设项目，“双高计划”建设目标要求高职院校达

到更高的峰巅。因此，“双高计划”高职院校要避

免以往的全面性建设规划思路，而是要由“局部突

破”建设思路来带动“全面发展”，坚持全“面”带

动，以“点”带面，建设真正有水平的高职院校。一

方面，高职院校要有局部突破的建设规划意识，通

过局部突破，引领和带动院校整体发展，而不是在

所有办学要素上平均用力；另一方面，教育部要适

时出台相关的评估指导意见。“双高计划”入选高

职院校名单出台后，教育部应该允许高职院校对

方案进一步完善，而不是立即就忙于建设的启动。

教育部出台方案中应明确说明高职院校要重点选

择几项具有突破性的成果，改变院校在申报时面

面俱到的规划思路，这也是对“双高计划”后续实

施的跟进与追踪。

二、“双高计划”建设内容的常规性与创新性

高职院校的建设内容与建设规划有一定的关

联，但是建设内容是建设规划的进一步深化。“双

高计划”高职院校的内容建设要能够抓住学校未

来发展的关键环节，要特别注意建设内容的创新

性。建设内容“创新性”的内涵不是指我们一般意

义上提到的“创新”，这里的“创新性”具有与其他

行业创新不同的特性，主要是指学校在进行建设

内容设计时要达到极致的水平。创新性的内涵不

单单是独特性，即打破常规范式，做出一些特立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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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不同于其他高职院校的行为和实践，而是在建

设规划突破性的基础上，达到一种拔高和极致。

在此过程中，高职院校建设内容的创新性可以有

很多的表现形态，如将已有的建设项目做到极致

是一种创新，全新的内容建设也是一种创新，即推

行一种新的教育观念，开发新的教育组织方式和

管理方法，发现或推行新的教学方法或技术手段。

高职院校可以利用现有的发展基础，在特定的环

境中，本着高水平、高质量的发展目标，改进现有

做法和创造新事物的行为。还有的高职院校利用

现代学徒制作为校企合作的创新点，在多年已有

的校企合作实践的基础上，深入探索校企合作模

式，创新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融合发展的运行模

式，重新进行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形成新的特

色。但是归根结底，“双高计划”非常希望高职院

校将某些项目达到极致的水平，这样才能达到建

设水平的高度。高职院校要产生真正在高职院校

发挥作用的创新，而不是一些与其他院校不一样

的，博人眼球的新概念［4］。
与创新性相对应的概念是“常规性”，高职院

校建设内容的常规性是指院校按照规矩性、规范

性和指导性等建设原则进行基本办学要素的实

施，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常规性”的解释为“沿袭下

来经常实行的规范”。从这个角度来讲，高职院校

常规性建设是指学校通常情况下相对稳定的、通常

实行的、基础性的办学基本要素，即高职院校按照

既定指导和规范对建设内容进行一般性处理。总

体而言，常规性的建设内容使得高职院校建设处

于比较平稳和规矩的基础状态。从短时间来看，

常规性建设能够促进高职院校平稳和持续发展，

保证院校建设的质量。但如果高职院校长期保持

这种建设状态，将难以取得突破性的成就。常规

性建设内容使得高职院校在原有基础上持续徘

徊，很容易将“双高计划”建设内容变成原有项目

建设材料的重新整理。常规性建设内容也会使高

职院校处于低效率运转中，进而错失发展关键期。

因此，高职院校建设不仅要立得稳，还要有想法，

不能只“堆”一批项目，校企合作建设搞了，课程建

设也搞了，但是组合在一起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近二十年以来，高职教育都在不断进行基础

性办学要素的建设和完善，因此院校基于完整意

义的制度统一体，非常重视按照常规制度进行整

体性建设，旨在建设完善的学校办学要求，发挥其

常规管理制度的整体功能［5］。就目前情况来看，高

职教育已经基本完成了示范性和规范性时期的建

设任务，需要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发展，从积累数量

到突破质的飞跃，在建设内容的创新性和深层性

方面下功夫。如很多高职院校都将校企合作作为

院校建设的核心内容，并且在探索的过程中不断

的进行校企合作的制度完善，主要是将企业作为

院校毕业生就业和教学实践的合作单位［6］。这不

仅形成了高职院校自身的办学特色，而且也促进

了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向市场劳动力输送的直接转

化。但近两年的发展表明，高职院校普遍认为校

企合作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瓶颈，很难取得突破性

的进展。一些尚未解决的难题，虽然经历了一定

的实践积累进行不断完善，却还是没有达到理想

的目标，院校和企业之间如何进行下一步的合作

与发展，尚处于迷茫的状态。

高职院校建设内容要在“常规性”的基础上对

“创新性”有所突破。高职院校经过五年的建设周

期后，要在某些方面达到极致水平，这也就是为什

么“双高计划”的建设周期相比国家示范校三年建

设的时间要长。高职院校要在已有建设内容基础

上加强科研投入的力度，深入探索建设项目的服

务目标和意义。创新不是追求字面的新意，也不

是一味去寻求建设内容的新概念，而应该是符合

科学规律，有实际成效的创新。例如，高职院校可

以从具有支撑性和突破性的办学特色入手，结合

自身发展实际，重新审视已有的建设内容和办学

基本要素。在此基础上，对课程建设、校企合作、

师资科研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打破已有的习惯

于模仿其他院校案例，将高职院校内涵建设真正

推向新的发展方向，探索高职院校新的办学形

态［7］。此外，创新性不一定是指产品与新技术方面

的研发，也包括高职院校管理模式创新，课程模式

创新等方面。例如，高职院校在文化与制度等方

面要着眼于鼓励教师发展的积极性，激发研究者

的研究动力和创新能力。针对自上而下的学术权

威，学术规范制度的构建以及研究成果支持和激

励制度等方面进行不断的完善与改革。

三、“双高计划”课程建设的阶段性与总体性

“双高计划”的总体目标是引领新时代职业教

“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建设思路和实施路径的分析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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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向高质量高水平发展，高质量高水平发展的核

心内容是课程建设，课程建设是高职院校的核心

竞争力和专业建设的重中之重。“双高计划”课程

建设的总体性是指在进行课程建设时要从整体上

和长远目标出发进行课程建设规划的设计和实

施，课程建设涉及的范围相对较为广泛，即一切能

促进课程获得增量的行为，要将课程建设作为高

职院校提升内涵建设的核心实施。目前高职院校

的课程建设只是完成了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

教材建设等方面的基础性和规定性任务，还存在

着课程建设总体质量参差不齐的现象。在课程建

设方面，还需要在总体的、深入科学的人才培养路

径的基础上进行课程研究和开发，进行高质量和

经典意义的教材开发以及教师教学资源库的丰富

积累和有效建设。

与总体性相对应，课程建设的“阶段性”是指

院校在进行课程建设时把课程问题分开来处理。

阶段性的课程建设思路具体表现为，高职院校只

有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出现问题时，才想起寻找相

应的解决方法和对策，而不是在课程建设之前按

照一定的课程建设思路进行综合性、整合性的规

划。这种阶段性的课程建设会影响课程建设的总

体效果，导致高职院校课程建设很难产生质的飞

跃，如国家示范校骨干校、优质校建设时期，高职

教育课程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将学科体系的课程建

设组建为工作体系的课程组织模式，属于比较大

的课程框架的转变，因此从外部结构上来看，建设

成果和成效较为突出。但是当高职院校完成课程

框架的转变之后，随之出现的是院校的人才培养

方案、课程标准、教材，甚至是教学设计等更为微

观层面的课程建设［8］。如果院校缺乏对课程建设

的深入研究和思考，那么在课程建设逐步落实的

过程中，将会出现院校之间课程建设的成果水平

差异性不大，课程建设停留在表面形式上，难以体

现“双高计划”高水平的差异。

事实上，高职院校存在这种阶段性的课程建

设思路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教育部在进行项

目验收时通常采用过程性验收和最终验收相结合

的方式，高职院校为应对过程性验收项目，通常会

分阶段性地进行课程建设。比如，有些职业院校

很少从整体规划的思路出发进行专业的人才培养

定位，即从整体上确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以

及教学设计等一系列的课程建设，而是在项目验

收临近时，针对课程设计与产业人才需求脱节的

问题，选取几个专业的核心课程进行标准的重新

开发，这虽然能够通过一时的项目评估，但是并不

能从整体上对课程建设发挥实质性的影响［9］。另

一方面，我国高职院校经过国家示范校骨干校等

建设项目的推动，课程建设从及格到达标的过程，

虽然工作量较大，但是难度相对较低。国家示范

校三年的紧密规划能够取得初步的效果，而“双高

计划”是从达标到优秀的过程，突破的难度较大，

如果没有长线总体规划和短期阶段性突破相结

合，很难取得更高水平的跨越。

因此，高职院校要从整体性的课程建设思路

出发，不能单独只关注解决某一问题，或对某一课

程问题或事件进行孤立的思考。课程建设是一个

动态的发展过程，高职院校要明确学校课程建设

现处于什么状态，在预期内是否能够达到目标等

问题，要注意课程建设的总体性目标和阶段性目

标间的项目照应。在建设过程中，不能仅仅关注

每个阶段的建设成果，更要关注每个阶段的课程

建设成果对达成整个目标的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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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提出，“根据每五年一个周期的战略部署，2019年
进行首轮建设，并根据周期建设进行评估和建设

单位的调整”［10］。高职院校在进行课程总体规划

时，要注意做好长线规划，从整体出发，摒弃短视

思维和做法，深刻把握专业群建设和总体政策建

设内涵，从整体上对学校课程建设进行规划。高

职院校要科学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在课程研究思

维和知识开发的基础上进行课程标准的开发，在

研究经典教材和探索学生心理规律的基础上进行

教材的开发，只有如此，高职院校的课程建设才能

达到较高的建设水平。

四、“双高计划”师资队伍建设的形式性和实

效性

高职院校实施任何一项建设都需要实现其预

期的目标，也就是具有实效性，师资队伍的建设也

不例外。师资队伍的“实效性”是指高职院校对师

资队伍建设实施的相关举措的可行性和实施效果

的目的性，即目的到达程度或结果。具体而言，是

指高职院校对师资队伍采取的一系列的建设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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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够真正的促进高职教师职业能力的提高，

以及促进教师教学观念、专业素养以及研究能力

发生根本改变。“双高计划”建设改革的发展任务

之一是打造高水平双师队伍，高职院校要从提高

师资队伍的职业品质、专业素养、教学能力和科研

能力出发，搭建院校研究和交流平台。目前，高职

院校教师虽然具有一定的研究能力和研究意愿，

但是由于缺少教师可供研究的实训平台以及对教

师科研方向的精准把握和规划，以至于教师很难

发挥自身价值。

师资队伍的“形式性”是指高职院校表面性地

进行一些与师资队伍建设相关的项目，但是这些

项目并不能真正地促使教师队伍发生实质的变化

或提升。例如，高职院校在师资招聘数量和师资

队伍培训质量提升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高职师资

队伍在数量上和结构上都有一定的改善，表现为

高职院校拓宽教师招聘渠道，提高教师招聘的数

量，同时增加高学历、高职称以及高层次人才计划

教师［11］。还比如，高职院校对努力创建双师型师

资队伍方面采取很多的措施，如促进高职教师下

基层到企业进行挂职锻炼，同时鼓励企业专家到

学校进行研讨和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对高职教师

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起到改进作用，每个高职

院校都为教师发展设计了不同的培训项目和特色

实践。但是教师参加这些项目后，教师专业水平

或教育教学水平实际上到底提升了多少？这个问

题可能很难回答。实际上教师在课程建设、教学

水平以及职业素养等方面的提升比较有限。

师资队伍很难产生实质性提升的现象背后说

明，高职院校在进行师资队伍建设时很多项目都

停留在形式上，而对真正促进和提高教师职业品

质，专业能力和教育素养等方面缺乏一定的研究

和深入思考。高职院校应当认识到师资队伍的培

养不应该追求表面形式，而是要根据教育原理和

教学规律，设计符合教师自身需求和发展水平，能

够真正提升教师专业教育教学水平的项目。教师

通过参加一系列的、阶梯式的培训或项目活动能

够对师资队伍的职业能力水平提升产生实际成

效。因此，高职院校在进行师资队伍专业发展培

训尤其要注意避免追求表面效果的习惯，突出以

实际效果来评价教师专业发展的意识。在师资队

伍建设上一定要追求实效，健全高职院校教师准

入和专业发展机制，开展一些系统性，长期性的教

师培训，新进高职教师的培训不少于两年，为教师

提供系统性和针对性的培训，把教师研究能力提

升作为提高院校师资队伍整体水平的突破口。高

职院校应重新审视和定位学校的研究方向和研究

规划，结合产业发展需求和院校已有的发展优势，

根据师资团队的已有实际水平进行研究平台的建

设，并由专业负责人带领和支撑研究计划的设计

与实施。

推进“双高计划”建设就要打造新时代高水平

高职院校教师队伍，全方位、多视角推进教师专业

发展，建设高水平高质量的师资队伍。第一，“双

高计划”院校应根据职教教师的教学能力形成规

律，从关注教师本身、关注课程向关注学生转变，

建立高校职前教师培养与在职教师教育齐头并进

的职业教育教师专业化培养体系，实现教师培训

体系的系统化和阶梯化，使职教教师认识和明确

每个教育发展阶段应完成的学习任务和要求指

标［12］。根据教师能力发展的不同层级进行相应的

教学能力的培养。第二，高职院校要鼓励教师成

为“研究型”人才，这里说的“研究型”不是说教师

成为学术研究者，而是教师要有课程和教学的研

究型思维和意识。高职院校搭建教师专业发展平

台，创建校内教师之间，以及校内教师与企业行业

大师之间的协同合作，促进教师队伍内部相互交

流，提升教师教育教学能力，同时，以研究项目作

为合作的载体，教师之间分工协作，适应新知识生

产模式发展的需要。组建校企协同创新师资团

队，合作进行产业创新技术项目研发。

五、“双高计划”成果呈现的具体性与整体性

成果呈现的“整体性”是指高职院校要从长效

目标上来考虑各项建设的成果呈现。成果体现和

建设变化要关注学校整体的建设背景，不能只注

重短视的验收目标和过于琐碎的细节，而忽视长

效和整体发展。“双高计划”建设成果要从整体上

有所突破，高职院校在进行建设规划和设计时，切

不可局限于一点一面，要对院校建设所涉及的多

元发展和建设内容有充分地思考和投入，深入分

析院校建设各部分之间的互相关系，特别要对所

选择的项目建设可能产生的效果有全面和整体的

理解和把控。如“双高计划”建设的各个领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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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时要有追求高质量和精品的意识。高职院校在

经历了国家示范校骨干校、优质校建设时期，已经

基本完成基础性办学要素的建设，而“双高计划”

的高水平目标体现在办学要素对精品的追求。因

此，高职院校在成果呈现上不能只是对内容完整

性的把握，而是要突出精品和高质量的成果展示。

成果呈现的“具体性”是指高职院校完全按照

评估观察点的思路呈现项目成果。由于高职院校

过分重视评估的观察点，导致其忽视院校整体上

的突破。如果项目验收制定过多的量化验收指

标，这将会导致高职院校过分关注表面上的一些

政策执行和外部标准的达成，而忽视“双高计划”

的整体布局和内涵建设。同时，也会滋生一些弄

虚作假的，应付指标的行为发生，例如，高职院校

为了突显自身在“双高计划”建设中的特色，过度

盲目地进行校园文化的建设，而忽视了专业群建

设、课程建设以及师资队伍等深层的内涵式发展

问题。还有一些高职院校为追求指标数字，无视

专业群整合的产业发展依据，而将成果较为突出

的几个专业硬生生地组合为一个专业群［13］。
成果呈现的具体性和整体性主要是从评估的

角度来考虑的，评估指标对项目本身具有一定的

导向性，并且能够对项目本身的价值理念进行反

映。高职院校成果呈现具体性主要是由于评估导

向的项目计划使得院校根据评估的观察点，按部

就班地进行项目实施，以至于成果呈现都是由一

些琐碎的项目构成，而忽视整体上的，高质量的项

目建设。例如，国家示范校骨干校建设目标是使

得高职院校从不规范的办学基本情况向规范性

的、基本性的办学要素转变。因此，教育部在进行

项目验收时，更为关注的是院校办学是否达标和

及格，并基于此设计一些可供评估的量化性指标

和观察点，如一些硬件指标。但是对很多难以量

化的软件指标的评估力度不够。同时，具体化的

量化指标使得院校以完成硬性指标为手段的管理

方式盛行，高职院校很少从自身的角度思考院校

整体规划和多样性，而是被动听从或模仿其他个

别案例和专家的指导，这也是造成院校缺乏特色

发展和创新建设的根本原因之一。

对高职院校建设成果呈现而言，呈现结果的

标准往往对项目建设实施发挥重要的导向作用，

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整个院校“双高计划”项

目实施的主导价值理念。为了能够通过教育部验

收，学校会按照验收标准进行整体规划和设计，并

根据指标体系进行实施方案制定。实际上，与琐

碎的硬件建设标准相比，高职院校软件建设水平

更能够反映学校的办学特色。如果只重视建设成

果呈现的具体细节的建设，而不重视成果呈现的

整体性，那么很容易使得“双高计划”内涵建设失

去灵魂。因此，“双高计划”高职院校面对核心突

破的项目时要搭建起更高的框架，体现高水平的

价值，要能够理解“双高计划”建设的内涵和目标，

并超越以前基础性的建设思路。高职院校应当注

意进一步的建设不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持续徘徊，

即不是对原有建设成果的“再包装”，也不是对新

潮概念的盲目捕捉，一味地去寻求新的建设内容，

忽视对基本办学要素的质量提升。同时，为确保

院校建设实施的质量，教育部必须要注意评估指

标的建构，完善质量评估体系。制定科学和客观

的验收指标体系，项目建设指标不要过细，过于烦

琐。“双高计划”建设的评估验收指标应当与国家

示范校建设项目存在较大的区别，国家示范校建

设的主要目的是加强高职教育的基础能力和规范

建设，使高职教育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

而“双高计划”的目标是使高职教育法发展到极致

的水平，其根本任务是推动我国职业教育向高质

量高水平发展。

“双高计划”建设实施是一项长期和深远的系

统工程，高职院校在进行建设和实施之前要进行

总体规划。同时，要随时对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变

化和可能性进行及时的动态调整。对高职院校来

说，“双高计划”的实施是院校内涵建设、创新发展

等方面取得突破性成果的机遇。“双高计划”高职

院校的实施与推进是我国现代职业教育进入质量

提升和制度标准建设的新一轮挑战，从根本上来

说，只有建设计划评估思路的改变，才会引导建设

思路的改变。高职院校经过国家示范校骨干校、

优质校等建设项目，已经在基本办学要素方面趋

于完善。因此，“双高计划”在进行评价指标设计

时，应当侧重对突破性和研究创新性项目的验收，

而不是局限于对内容完整性的，常规性的可观察

指标的量化评估，允许高职院校在建设过程中的

创新方面有更多的自主权。基于这样的一种评估

模式的项目验收，才能促进高职院校真正实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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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跨越。

参考文献：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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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 /OL］.
［2019-06-20］.http：//www. moe.gov.cn/srcsite/A07/
moe_737 /s3876_qt / 201904 / t20190402_376471. ht⁃
ml.
［2］国务院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EB/OL］.
［2019-06-20］. http：//www.moe. gov. cn/jybxxgk /moe_
1777/moe_1778/201904/t20190404_376701.html.
［3］徐国庆 .高水平高职院校的范型及其建设路径

［J］.中国高教研究，2018（12）：93-97.
［4］徐国庆 .基于知识关系的高职学校专业群建设

策略探究［J］.现代教育管理，2019（7）：92-96.
［5］李鹏，石伟平 .新时代职业教育全面深化改革

的政策逻辑与行动路径［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

报，2019（9）：81-86.
［6］张玲，魏丽萍，马宁 .“双高计划”建设的实施路

径探讨与分析［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22）：

5-11.
［7］韩西清 .“双高计划”背景下高职学校校企合作

的任务与举措——基于契约理论的视角［J］.现代

教育管理，2019（10）：119-123.
［8］贺星岳，曹大辉，程有娥，等 .“双高计划”建设背

景下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发展的逻辑及推进策略

［J］.现代教育管理，2019（9）：96-101.
［9］邵建东 .高职教师领导力：内涵、价值及发展路

径［J］.江苏高教，2018（10）：78-82.
［11］徐国庆 .职业教育课程、教学与教师［M］.上
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6：98-106.
［12］周建松 .以“双高计划”引领高职教育高质量

发展的思考［J］.现代教育管理，2019（9）：91-95.
［13］刘斌 .“双高计划”多维度提升高职教育发展质

量［J］.现代教育管理，2019（6）：97-100.
（责任编辑：徐治忠；责任校对：李作章）

“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建设思路和实施路径的分析与探讨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n the Construction Idea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s of

“Double High Program”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ZHANG Yu, XU Guoqing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The“Double High Program”is another important measur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follow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key schools and high-quality

schools. For the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at have been selected into the“Double High

Program”, the main task currently facing them is how to construct and implement the“Double High

Program”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ideas of the“Double High Program”. At this stage, i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do not have very clear and clear high-level construction ideas,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produce breakthrough results. Therefore,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Double High Program”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comprehensiveness and partiality of the construction

plan, the routineness and innov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content, the phase and overall nature of the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the formalit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ing staff and effectiveness, and the

specificity and integrity of the results. Only by designing and building a new assessment model based

on breakthrough construction ideas, the“Double Vovational Program”can finish transformation from

scope to quality.

Key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Double High Program”;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valuation

mode; high level; construction ideas; implementatio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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