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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查找相关文献后发现，现有的中高职衔接过程中存在课程重复教学等诸多问题。为此利用文献分析法

剖析成因，参考国内外中高职一体化衔接优秀经验，结合成果导向教育模式，进行中高职机械制造与自

动化专业衔接课程改革；提出新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提升学生专业竞争力，为中国智能制造舔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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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searching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existing 
process of secondary and higher vocational convergence, such as repeated teaching. For this rea-
son, using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causes, referring to the excellent expe-
rience of the integration of secondary an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com-
bining with the results oriented education mode, this paper carries out the curriculum reform of 
mechanical manufacturing and automation specialty convergence in secondary and higher vo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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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al education, and puts forward a new professional talent training mode, so as to enhance the 
students’ profess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add a brick to China’s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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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高职教育是我国教育发展的一大重要举措，随着教育体系的改革与发展，中高职衔接已成为教育

改革发展中的必然要求[1]。在学生的职业教育规划中，良好的课程衔接是保证中高职一体化实现的必要

条件，也是职业教育改革中最为关键的内容。当前我国的中职、高职是两个教学相对独立的教学体系设

计，在培养方案、课程设计都处于单独管理的方式，在教学内容，课程布置，存在内容重复或者知识断

层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极大的浪费了教育资源，也影响了学生上课的主动性，也使得高职教师的课

堂管理难度提高；第二中职教育理论课内容学习并不到位，虽然提高了学生的职业能力，但是并不能有

效的利用理论分析技术问题。中职教育中基础课程偏少，导致中职生理论薄弱，学生职业能力发展受限，

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使得职业教育公信度大打折扣。 
为了更有效的对我校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中高职一体化课程衔接现状进行考察，研究人员充分与机

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单考单招同学进行交流访谈，通过访谈法确定目前中高职一体化衔接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通过访谈法，研究人员发现有 80%的单考单招学生存在课程重复开设的问题，有 50%的学生存，对机

械类专业科目基础不了解的情况，这对于现有的中高职一体化衔接来说还有较远的路要走，本项目研究的

目的也是基于成果导向教育进一步改善中高职一体化过程中衔接不到位的问题，为企业培养出更加优秀的

人才。怎样有效的设置衔接课程，减少教学过程中的交叉内容，填补学生知识断层，真正做到学生学的到

知识，学的好技术，找的到满意的工作，一直是课程教学改革中需要研究探讨的问题。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中高职一体化衔接的过程中，传统的学科教育主要以教师为中心，通过讲述法将知识进行传述，这

种教育模式已经逐渐不能满足现代企业对于技术性人才的要求，我们急需教育学改革，来改变现有的职

业教育模式和职业教育理念，使之符合时代发展需要。成果导向理论于 1981 年由 Spady 等人[2]提出后，

很快得到了人们的重视与认可。该理论作为教育改革理念早已在欧美国家取得了卓越成果，并在实践过

程中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与提升。该理论作为教育改革理念早已在欧美国家取得了卓越成果，并在实践过

程中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与提升。2013 年 6 月，我国被接纳为《华盛顿协议》签约成员，用成果导向教育

理念引导工程教育改革，具有现实意义[3] [4] [5]。 
中国中高职一体化衔接开展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经过 30 多年的探索与发展已经取得了

辉煌的成就。我国最早的中高职衔接模式是“五年一贯制”教学培养模式，主要招收初中毕业生，受教育

者在中职和高职共同课程制定下完成 5 年职业教育。“五年一贯制”高职教育虽然在教学过程中使得教学

设计完整，避免教学课程的重复设置，但该种中高职衔接模式下任然存在较多的弊端：第一生源层次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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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教学课程、教学过程困难重重；第二职业教育学制周期过长，有部分学生会出现学习倦怠的问题，有

部分学生中途退学；第三教学资源整合力度不到位，“五年一贯制”高职教育容易出现师资浪费的现象。 
第二种常见的中高职一体化教育方式“分段制”。“分段制”中高职教育主要指完成中等职业教育

后，通过培养协议将部分学生转入高职教育。常见的“分段式”教育有“3 + 2”，“2 + 3”等模式。该

种教育模式回避了“五年一贯制”教育模式下的诸多缺点，但任然存在教学模式衔接不到位，选拔试题

规范性不到位等问题。第三种常见的中高职一体化教育方式“对口制”，“对口制”主要是指高职院校

通过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对口专业学生参加选拔考试，该种方式避免了选拔考试不合理的情况，但任然

未解决学生在中高职在教育过程内容重复和知识断层等问题。为此有部分学者提议将成果导向教育理念

引入中高职一体化衔接改革体系之中以解燃眉之急。 
成果导向教育是由教育家 William G Spady 最早提出，成果导向的前提是“学生只要认真学习都可以获

得属于自己的成就”[5]，提出了“以生为本”的教学特色教学观点，在进行教学活动、课程设计、育人计

划的设过程中都聚焦于学生最后提交的成果，通过前后成果对比，确认学生素质得到提高。在教学进程中，

根据学生情况的不同，动态制定教育策略，尊重个体差异选择合理评价体系，准确了解学生受教育情况，

使得学生获得最佳的学习体验，在一次次的小目标中获得成功，推动学生主动学习和进行课程内容创新。 
 

 
Figure 1. Core elements of results oriented Education 
图 1. 成果导向教育核心要素 

 

成果导向教育的核心要素如图 1 所示，包括以学生为中心，以成果为导向，质量持续改进。其成果

的提现不仅仅局限于学生相对于课程的分数，而是指学生完成课程学习之后最终获得的学习成果即核心

能力，不仅仅是学生毕业时所学到的知识，还包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作为国家装备制造发展的基石，机械类学生正朝着复合型人才的方向大步

迈去，作为机械人才培养的“半壁江山”，高职院校如何培养好机械制造人才，利用职业教育优势结合

成果导向理念，以高职衔接课程作为核心关键，根据衢州经济发展的需求设计合理的课程方案，以促进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中高职衔接课程改革。使得高职培养的人才符合区域经济的需要，通过人才培养提升

衢州经济竞争活力。 

3. 研究内容 

经过多年的理论实践，职业教育的课程改革早已成为教改的热点研究项目之一。本项目基于文献分析

法和访谈法确定了，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中高职一体化存在：定位不清晰、课程出现缺失与重复、专业

结构不合理三大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基于能力导向教育理念提出下列三种解决办法：第一从源头出发，

建立岗位核心能力培养目标，设计教学课程；第二进行中高职教育衔接过程中模块化课程开发，动态规划

课程内容；第三健全“1 + X”职业技能等级标准考核制度，实现企业与高职院校无缝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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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中高职一体化衔接教育中，学生一直处于被动学习的状态，学生对于课堂的授课知识一直处于无

法吸收的状态，在这种学习环境中学生容易失去动力和信心。为此我们在中高职一体化衔接教育的过程中，

对于中职学生的衔接课程更加要注意教学的方式方法，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以学生为中心。依据学生在中

职掌握的技能，动态的调整课程内容，对于课程有交叉的部分，使用课程积分互换的方法，学生可以不必重

复学。在教学课程中在一定范围内让学生承担更多的责任，让学生从“被动学”向“主动学”转变。在中高

职一体化衔接教育的过程中，主动激发学生的内在潜能，让学生可以更有效的适应高职学习内容。 
 

 
Figure 2. Schematic diagram of post core vocational ability Curriculum Connection 
图 2. 岗位核心职业能力课程衔接示意图 

https://doi.org/10.12677/ve.2021.101004


徐峰 等 
 

 

DOI: 10.12677/ve.2021.101004 32 职业教育 
 

现有的中高职一体化衔接教育中，更多的是依据专业体系进行课程设计，设计过程中更多考虑的是

高职课程的系统性、完整性。由于高职教学中不知道学生核心能力的掌握情况，容易出现严重的知识断

层和能力缺陷。为此我们需要采用成果导向对核心能力进行提升。采用成果导向很好的解决了上述问题

成果导向，可以根据社会各方的需求进行人才培养目标的确定，确定目标后对企业需要的核心岗位进行

指标化管理，通过阶段性的考点反馈对课程内容进行及时修正最终达到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与学生的职场定位有着密切的关系，为此在课程衔接设计中，需要进行充分调研，在确定

岗位能力的基础上进行方案设计。以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为例，中职毕业生一般要求具有机械装配、

数控车床磨床操作技能；高职学生需要具有零件加工设计、工艺优化等更深层次的需求。在了解岗位能

力的需求后分别对双方的职业能力进行分析，从而推导出需要设计的专业核心课程。中职与高职的专业

核心课程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并不是平行关系，衔接课程设计过程中可以参考国外的学分制度，即设计

了项目考核，对于同类型课程只要通过了项目考核就可以拿到这门功课的学分不需要重复学习。在培养

目标制定中，应考虑学生的现有知识结构，基于学生水平进行课程安排，保障学生技能与课程同步。高

职院校在设计培养目标时，应就业诉求和人才市场动向，便于学校经济发展的最新动向，修正人才培养

目标，职业能力课程衔接课程设计见图 2 所示。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应融入“1 + X”证书制度，借鉴数控技能大赛、全国技能大赛和各大机床厂商

职业培训技能标准，根据初级、中级、高级相关教材资源，通过模块任务教材、教学视频、实施方案设计、

学习任务工单、实训考核工单、理论考核题库等，完成学习全过程的考核，建立科学规范的评价标准，建立

合理的考核评价指标见图 3 所示，完善数控编程与机械加工技术的前提条件下积极融入《工业机器人》、《机

械创新设计》等内容，与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共同建立一批《工业机器人》课程数字化教学资源库，方便师

生利用线上进行教学和学习，实施《工业机器人》微课程在教学上的运用尝试、效果检验、评估和完善。动

适应企业需要的应用型技能创新人才，为全面提升我院教育水平和办学质量做出应有贡献。 
 

 
Figure 3. “1 + X” vocational skill level index 
图 3. “1 + X”职业技能等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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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在实际过程中以成果为导向的中高职衔接人才培养方案，开发合作课程，应用于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专业学生。建立基于岗位核心职业能力确立人才培养目标，提升学生职业技术能力，学生课程衔接效果

良好，切实证明了项目的有效性。项目实施后，学生反馈课程重复教学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行业方向所

需要的职业资格证班级中占比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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