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珍木无弱羽 　广川饶劲鳞
———评颜莉芝女士的《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研究》

范进军①

“十五 ”期间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规模迅速增长 ,截止

2007年底 ,全国共有高职 (专科 )院校 1147所 ,占全国普通

高等学校总数的 60. 5%。教育部 2007年 5月公布的《2007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中指出 ,高职 (专科 )教育规

模分别占到全国普通高等教育招生数、在校生数、毕业生数

的 53. 1%、44. 7%和 50%。可以说 ,高职教育已经占据我国

普通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 ”。可见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

速度很快 ,并达到了一定规模。但是 ,由于我国高等职业教

育起步较晚 ,底子较薄 ,在快速发展的同时 ,暴露出了许多不

容忽视的问题。在诸多的的问题中 ,以专业设置的问题尤为

突出。这些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专业设置缺

乏理论指导 ,许多专业设置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还在探索之

中 ;二是专业设置还不能妥善地处理职业性与学术性之间的

关系 ,还没有形成令人满意的特色 ;三是专业设置价值取向

的功利主义色彩严重 ,忽视了社会发展与个体发展的统一 ,

忽视了人性的提升和人文精神的培养 ;四是专业设置与行

业、企业和职业界的联系不够紧密 ,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模

糊 ;五是部分专业设置缺乏相对的稳定性 ,短期行为明显 ,只

求一时一地的适应 ,对社会潜在的人才需求缺乏应有的调查

研究 ,市场需求面狭窄等等。从上述问题可以看出 ,高等职

业教育的专业设置研究 ,还是一个大有作为的空间。颜莉芝

女士的《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研究 》就是在大量调查研究

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作出精要阐述和解答的一本具有理论

和实践价值的专著。

认真研读颜莉芝女士的著作 ,可以发现 ,该书具有三个

最为显著的特点 :

一是系统性 ,本书从微观、中观及宏观层面深刻和系统

地阐述了当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的科学设置问题。在

广泛调研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现状的基础上 ,概括了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的特点和现状 ,从战略高度分析

了当前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的不足及其原因。读者能从

书中找到问题的症结 ,为读者反思专业设置的不足提供了理

论依据。如第五章“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的基本思路 ”,先

从“教高 [ 2000 ]2号文件《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人才培

养工作的意见 》中对专业设置、建设、管理提出的明确要求 :

‘专业设置是社会需求与高职高专实际教学工作紧密结合的

纽带 ’”入手 ,首先阐述了设置高职专业的主要依据 ,包括设

置高职专业的时代背景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科技现代化的

趋势、文化多元化的趋势、教育国际化的趋势等 )和设置高职

专业的理论依据 (终身学习理论的启迪、多元智力理论的启

迪、素质教育理论的启迪、教育创新理论的启迪 ) ,这些背景

和理论依据的凝聚 ,为高职专业的设置与建设指明了当今世

界职业教育发展的最新方向和思路。

在本章节中 ,作者还缜密地论述了设置高职专业的基本

出发点 ,即要坚持四个统一 :区域性与开放性的统一、适应性

与前瞻性统一、稳定性与灵活性统一、必要性与可行性统一。

谈到“必要性与可行性统一 ”时特别强调 :“我国高职教育现

行的专业设置的调整改革势在必行。这是从专业设置现有

的弊端看调整专业设置的必要性 ,此其一。其二 ,从专业设

置自身发展完善的角度看 ,社会经济的变化与科学技术的革

新 ,使教育革新成为迫切需要着手进行之事。主动面向市

场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灵活设置专业 ,是高职教育进行专业

设置与调整的一个首要前提。这一前提意味着高职教育必

须紧随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 ,动态设置专业 ,根据需求适时

地进行调整优化组合 ,实现效益最大化。”

在本章的最后作者还阐明了设置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的

具体策略 ,即一要“讲实际 ,超越时空局限 ”、二要“重实用 ,

超越工具主义 ”;三要“求实效 ,超越急功近利 ”。并结合学

院实际提出了三大运作策略 :即“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根据区

域支柱产业及发展方向设置主体专业 ”之基本策略 ;“面向现

代服务业 ,构建服务类专业群 ”之整合策略 ;“密切关注人才

需求新动向 ,积极寻找新的专业增长点 ”之专业发展策略。

这些系统的观点 ,为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提供了有益的理论

和实践操作的参考。

二是创新性 ,文中的创新处 ,比比皆是 ,尤其是将“职业

教育的国际化趋势 ”作为发展高职教育的战略选择更是新意

迭出。作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过程中 ,高等教育

的国际化趋势已是历史发展之必然 ,这一结论已为世人所认

同 ,毋需多费笔墨。但若提出高职教育国际化 ,也许就会有

人产生质疑 ”。作者针对上述观点 ,阐述了“国际化也是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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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的重要观点。作者认为“对于我国高

职教育来说 ,在国际化进程中 ,首先应解决的问题是在专业

设置上与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理解靠近。高职教育的专业设

置既要因地制宜 ,因校而异 ,更要适应我国入世后产业结构

调整的新形势和经济全球化带动劳动力市场国际化的大趋

势 ,改造老专业 ,创设新专业 ,要把人才资源的开发与自然资

源的开发结合起来 ,加大开放力度。各地高职院校应强化基

础课程 ,优化专业课程 ,活化实训课程 ,扩大英语的课时、学

分比例 ,加强英语的口语、听力训练。有条件的高职院校应

择优聘请入境的外国技师和外企员工当外籍教师 ,设立特聘

教授岗位和特殊岗位津贴 ,广纳贤才 ,优绩优酬 ,借以优化专

业课程结构和专业师资队伍。”文中战略性地提出了“高职院

校可与相宜的跨国公司携手推进产学研结合 ,把入世的冲击

波转化为科技的辐射热 ,借助外力增强内力 ,通过开放促进

开发 ,把高职院校办成外籍技术人员的中文培训基地和输出

高级劳工的岗前培训场所 ,从而加快高职教育的国际化的步

伐 ”的观点。这种观点的提出 ,对于创新我国高职院校的专

业设置 ,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是实用性 ,如本书第七章“高职专业质量评估指标体

系构建 ”,讨论和界定高职教育专业及其质量的概念 ,研究高

职教育专业培养质量的内涵及其标准框架 ,分析了高职教育

专业质量的内部和外部影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 ,并确定了其

中的重要因素和关键因素。本章提出的高职专业质量评估

指标体系 ,综合考虑包含专业设置、课程、师资、实习、实训、

办学条件、学生情况等内外部影响因素 ,同时利用数学建模

理论建立了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对专业的量化评价提供了科

学工具。对于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任劣和评估 ,具有极强的

操作性。

此外 ,本书的第八章“株洲职业技术学院高等职业教育

专业设置的思考与实践 ”,以株洲职业技术学院为蓝本 ,对如

何进行专业建设 ,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文章首先提出“区域

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科技结构和就业结构不仅决定高职

专业设置的分布结构和调整频度 ,而且决定高职专业设置的

多样性和区域性。因此 ,如何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

求出发 ,构建科学合理的专业框架 ,对高职教育的可持续发

展将产生重大影响 ,是地方性高职院校提升核心竞争力需要

解决的关键问题 ”。然后阐述学院在专业设置中注重处理的

四种关系 ,即“正确处理稳定性与灵活性的关系 ”、“正确处

理普适性与针对性的关系 ”、“正确处理适时性与前瞻性的关

系 ”和“正确处理企业需求与学生需求的关系 ”。最后对学

院省级重点建设专业 ———汽车运用技术专业教学改革与建

设思路作了深入分析。这部分内容为读者提供了专业教学

改革与建设的模版 ,让读者可从中汲取更多有实践指导意义

的策略。

综上所述 ,颜莉芝女士的专著深入分析了我国高等职业

教育专业设置的现状、特点 ,总结专业设置中存在的问题 ,并

初步探究产生问题的根源 ;然后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设

置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总结 ,在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专业设置

经验的基础上 ,结合作者从事高等职业教育的管理经验 ,提

出加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的建议。并运用系统思

维的方法开创性地构建了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评估体系。最

后对学院如何立足长株潭 ,依托产业集群设置专业 ,提出了

自己的独到见解。我相信 ,我们的读者只要遵循书中所提出

的观点来进行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操作 ,是一定能够有所作

为的。明代著名文学家徐渭在《赠陈君 》的诗中说 :“珍木无

弱羽 ,广川饶劲鳞 ”。意思是说 ,珍奇的树木上没有娇弱的飞

鸟 ,大江大河里不乏肥壮的游鱼。读完颜莉芝女士的大作 ,

我就有这种深深的感慨。颜莉芝女士多年从事地方领导工

作 ,对地方工作有自己的独特体会 ,调到高职院校工作后 ,她

很快又沉浸在高职院校的研究与实践之中。株洲职业技术

学院在她的领导下 ,改革创新 ,飞速发展 ,其骄人的成绩已赢

得业内同行的高度赞誊 ,这一切都来源于她对高职教育的深

入研究和大胆实践。我想 ,这种研究心得和实践结果 ,将给

广大读者 ,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工作者带来无穷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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