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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然而

现阶段我国职业教育仍然存在着社会吸引力不强、发展理念相对落后、行业企业参与不足、人才培养模

式相对陈旧等诸多问题。本文以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专业为例，探讨了中高职衔接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

及其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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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ational Medium and Long-term Education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Plan 2010~2020” 
proposes that “by 2020, a modern profession that adapts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
velopment mod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requirements, reflects the concept of life-
long education, 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econdary an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Education system”. However, at this stage, my country’s vocational education still has many prob-
lems such as weak social attraction, relatively backward development concepts, insufficient par-
ticipation of industry enterprises, and relatively outdated talent training model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applic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CNC equipment as an example to discuss the construc-
tion and implementation plan of the talent training system connecting middle and high vocational 
education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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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提法由来已久。1985 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

确提出，要“逐步建立起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

术教育体系”。随后，分别于 1986 年、1991 年、1996 年、2002 年、2004 年、2005 年、2014 年召开

的 7 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均对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做出专门规划和设计。党的十九大报告则提出，

“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职教 20 条”进一步明确，“完善学历教育与培训并重的现代职业

教育体系”。“职教 20 条”明确了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的施工图，宣告职业教育大改革大发展的格

局基本形成，职业教育由此进入爬坡过坎、提质培优的历史关键期。“《行动计划》的研制，主要考

虑了 3 个‘突出’——全面梳理‘职教 20 条’和《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 年)》的

任务目标，突出问题导向；进一步释放‘职教 20 条’政策红利，突出改革落地；突出管理创新，构

建‘国家宏观管理、省级统筹保障、学校自主实施’管理机制，转职能、提效能。”2019 年 8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山丹培黎学校时，从“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撑，做强实体经济

需要大量技能型人才，需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的战略高度，作出了“发展职业教育前景广阔、大有

可为”的重大论断。中、高职教育衔接问题对职业教育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1] [2]，目前国外在

中高职衔接上比较成熟的主要分有三种，分别是：1) 国家确认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文凭等值的衔接，

该模式的特点是国家出台职业资格制度，认可不同层次职业资格与相应普通教育文凭的等值关系，英

国采用这种模式；2) 通过课程或大纲直接衔接，该模式的特点是中职和高职层次职教大纲或课程呈现

一体化，由教学大纲或课程实施的衔接保证这两个层次的职业教育的顺利衔接，美国采用这种模式。

3) 经专门补习以学力达标实现衔接，该衔接的特点是由教育机构对中职毕业生进行专门补习，使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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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达到高中段学历的标准，从而实现中、高职教育的衔接，德国双元制采用这种模式。我国对于中、

高职教育衔接和构建教育“立交桥”的研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已开始，90 年代中后期得到广泛的研

究。尤其是在《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教职成[2011] 9 号)等文件相继出

台以后，关于中高职衔接研究了更加深入和细化。比较典型的有董绿英的《中–高等职业教育衔接的

制约因素及发展对策》从衔接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入手，介绍和分析了国内外中、高职教育衔接的现状，

同时分析了目前制约我国中、高职教育衔接的相关因素。尚元明在《对中、高职衔接的几点思考》提

出课程衔接模式的“四原则”和“三线两段”课程衔接模式。刘启娴在《中职与高职的衔接模式与原

则初探》中提出，衔接内容应包括培养目标、学制、专业设置、课程标准和教学模式衔接等。高原在

《我国中高职衔接研究综述》中提出，中高职教育衔接的内容应该包括宏观层面的教育体制、招考制

度和微观层面培养目标、课程、专业、职业能力的衔接。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参

考思路。 
2020 年 12 月，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发布的《浙江省深化产教融合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

提出，要健全中职–高职–本科–专业学位硕士等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实施省级高水平职业院校和高

水平专业(群)建设计划。到 2025 年，中职毕业生升入高一级学校比重在 50%以上。中高职衔接是构建现

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关键，是技能型人才类型和层次结构科学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高职、拉动中职健

康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然而，在具体衔接上，一些职业院校却出现了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清晰、专业

设置错位、教学内容脱节等诸多问题。本项目以“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专业为例，简要探讨中高职课

程体系衔接研究，给中高职专业建设提供思路和参考。 

2. 中高职衔接问题主要研究内容[3] 

基于目前中高职合作现状分析，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专业中高职课程体系衔接研究主要研究内容有

以下 5 个方面： 
1) 基于岗位核心职业能力确立人才培养目标。 
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思想政治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专业知识的匠

心型人才，具备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专业技能的实践型人才，具备数控机床改造与升级的发展型人才，

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面向数控机床加工及数控机床制造领域,从事数控机床应用及

数控机床维修、销售岗位的领域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核心岗位：工业 CAD/CAM 软件应用、数控车床编程与操作、数控铣床(含加工中心)编程与操作、

数控设备装调、数控设备的维修与保养。 
发展岗位：数控设备的销售、售后服务；产品质量管理；生产组织管理。 
2) 中高职教育衔接过程中模块化课程开发。 
模块化课程包括通识课程模块、专业课程模块、独立设置综合实践课程模块、素质与创新创业教育

课程模块。 
各模块所蕴含的知识与技能要求与学生的认知能力相匹配，由此形成在教学时间轴线上的知识教学

时间序列、能力教学时间序列及素质培养时间序列。上述教学内容、教学时间序列及教学效果三者有机

融合，使得中高职教育活动形成有序连贯的一体化教育系统。 
3) 建立健全“双证书”考核制度。  
《职业教育法》对实施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的“双证书”制度提出明确要求。高职院校应建立

“双证书”考核制度，切实推行职业资格技能鉴定和职业资格证书的推广工作。实现学历证书和职业资

格证书的有效契合，确保“双证书”制度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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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借力技能大赛，促进技能人才培养。 
组织 CAD 产品建模设计、数控编程与操作、数控装调与机床升级改造等各工种的技能比武、竞赛及

相关活动，出台激励政策吸引学生踊跃报名参加，从获奖选手中进行选拔和深度培训，并选派其参加省

级、全国技能大赛，以此培养学生的个人能力、创新精神和团队协作意识，实现从蓝领人员向高技能人

才的转变。技能大赛催化了各级地方政府和高职院校的数控人才培训基地的建设，对数控技能人才的培

养从起到了侧面推动作用。 
5) 构建教学质量全程监控体系。 
为便于中高职教育衔接模式的具体落实,将课程进行模块化分解,形成若干利于教学实务操作的课程

教学模块。建立针对模块化课程的教学质量全流程监控体系,有效促进各门课程之间及各模块之间教学资

源的综合利用。 

3. 中高职衔接实施方案[4] [5] 

1) 岗位群调查与分析 
通过对制造行业和几十家不同类型的企业走访调研与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目前数控技术人才主

要分布在 5 个岗位或岗位群中，初步调查情况如表 1 所示。 
 
Table 1. Survey and analysis of job groups 
表 1. 岗位群调查分析 

岗位或 
岗位群 岗位工作任务 培养要求 比例 

数控机 
床操作 

根据机械零件图纸及加工工艺卡，操作机床加

工合格零件，并对机床进行日常维护。 可通过中职教育来培养。 40% 

数控加 
工编程 

根据零件图纸要求，按照工艺文件，手工或用

数控编程软件编制数控加工程序，现场调试程

序，并指导数控机床操作工加工出合格零件。 

根据不同企业零件加工对象的要求不一样，简单零件加工企

业所需的手工编程人员可由中职教育来培养，大部分的企业

特别是模具制造行业的编程人员主要通过高职教育来培养。 
15% 

数控加 
工工艺 

根据机械零件图纸进行加工工艺分析，确定加

工工艺路线，编制加工工艺文件，并能够现场

指导一线生产人员正确实施工艺。 
主要是在高职学生的基础通过企业自己要求进一步的培养。 10% 

数控生 
产组织 

属于管理岗位，主要是根据零件加工计划负责

生产任务安排、生产调度、出货安排以及协调

相关各部门工作。 
要求有较高的学历，主要来自高职和本科学生再经企业培养。 3% 

数控设 
备销售 
与维护 

主要是负责完成数控机床的安装、调试和维

护，或者是在数控机床制造企业从事售前、售

后的设备销售服务工作。 

这类人才目前相对缺乏，是企业的抢手人才，待遇较高。由

于此类人员专业知识与技能要求较高，可通过本科或高职教

育作基础培养后，经企业大量实际工作经验积累不断提高。 
32% 

 
2) 基于岗位的层次化职业核心能力培养体系构建 
建立基于岗位的层次化职业能力培养体系是构建中高职衔接课程体系的前提基础。如图 1 所示，从

明确数控专业中、高职人才培养所面向的岗位出发，将中、高职的专业培养目标所涉及的职业能力细化

分类，即可形成层次化的中、高职数控职业能力培养体系。 
3) 建立中高职课程衔接体系[6] [7] [8] 
在对中高职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进行科学定位的基础上，以数控职业能力为中心设置课程和教

学内容，构建基于岗位能力的层次化模块化课程体系(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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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core vocational ability training curriculum system for middle and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s 
图 1. 中高职核心职业能力培养课程体系 

 

 
Figure 2.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inkage system of secondary and higher vocational courses 
图 2. 中高职课程衔接体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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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伴随着“中国制造 2025”、“互联网+”、双创教育的到来，职业教育的难度和深度有所增加，中

高职衔接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实践证明，中高职衔接应以专业衔接为前提、以培养目标衔接为原则、以

学制衔接为基础、以课程衔接为核心、以培养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为目标，促进中高职衔接发展，进一

步完善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实践证明，没有好的中高职衔接，职业教育很难形成自己的教育体系，

很难提升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和生命力。因此，探索并实践科学的中高职衔接模式，对我国的职业教育有

着极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此过程中，也离不开教育行政部门的积极作为和科学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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