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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模增长后的质量问题 

• 1.在校生规模增加38.9%，校均规模增加1730人； 

• 2.教职工人数增加了6.96%，专任教师增加14.8%，
生师比16.5：1（临界而不真实？）； 

• 3.教师教学的投入与精力（说课停留在技巧） 

• 4.学生学习的投入与毕业生质量 

• 5.高水平的成果（科研与社会服务） 

 

面临的形势：如何从规模增长到质量同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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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职教育的发展问题（质量的效益、结构、适应性） 



• 1.多元主体的外部问题：教育部门主导，而社会参与程度较
低，国际通行的“利益相关方保障”、“全员参与”、“共
同建构”的外部质量保障理念没有体现； 

• 2.由“外”及“内”的导向问题：高职院校规范性得到改善，
但质量“主体性”依然没有形成。 

质量保障“外部”与“内部”的问题 

质量保障“体系”的问题 

• 1.纵向体系问题：长期以来，高等职业教育的外部质量保障
主要由中央政府主导，但高职教育的管理主体却主要在地方
政府，而且在地方政府管理中，高职院校还受双重管理，既
来自教育行政部门，还有行业主管部门。高职教育的质量保
障如何形成中央、地方、院校的纵向保障体系？ 

• 2.横向体系问题：主要来自教育行政多部门管理形成的“多
重”、“低效率”质量保障问题，以及质量保障内容“交
叠”、“数据孤岛”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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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高丏院校人才培养水平评估
（优、良好、合格、不合格） 

高职院校内涵建设评估 
（通过、暂缓通过、不通过） 

省级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特色院校评估：写实性报告） 

院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自我诊断与持续改进+常态化） 

适应社会需求能力评估 
（质量报告+监测） 

丏业认证与评估 
（基准认证+选优评估） 

二、高职教育质量保障的发展路径 



• 首先是高等教育，是“中等教育以上的各种教育总称”《教育大辞典》，
是“研究高深知识，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教育”（潘懋元教授）；其次是职
业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议把职业和技术当作一个综合性的名词“职
业技术教育”，淡化职业教育（与职业岗位相关的）和技术教育（与生产
过程和技术技能相关的）分界。 

• 由于当前中国社会发展水平和经济建设需要，专科层次的高职教育体系相
对完整、院校独立设置；教育部门主管职业技能学历教育，人社部门主管
技术技工资格教育；因此，本研究的对象是专科层次职业学历教育的外部
质量保障。 

高等职业教育 

外部质量保障体系 

• “高等教育的质量保障活动是多种多样的，这一过程包括质量的评估、控

制、保证、持续提高。”(UNESCO)。质量保障有外部和内部之分，本研
究借鉴了国际上“质量就是不同目标的达成度”观点，认为：外部质量保
障是来自于学校以外的力量，以基准质量为目标实施控制、价值判断，以
持续改进为目标进行引导、督促的质量管理过程。保障体系研究，包括保
障内容、保障组织等因素，也包括各要素相互联系的结构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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