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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本衔接是进行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职业教育发展的现实需要。本文

在对高职和本科两个教学阶段的人才培养定位、课程体系及课程标准设置的差异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以

高职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和本科计算机应用工程专业为例开展高本衔接的人才培养，提出了“3 + 2”一

体化人才培养模式，统筹规划专业课程的设置、内容、标准和评价等，通过对教学体系的整体规划实现

了高本的有序衔接、层次递进和差异化，提高了课程资源的利用率，为省内外同类专业高本衔接构建一

体化课程体系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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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ystem 
for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technical and skilled talents, and is a practical need for the develop-
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in talent training orienta-
tion, curriculum system and curriculum standard setting between higher vocational and under-
graduate teaching stage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computer application technology major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computer application engineering major in undergraduate courses 
as an example to carry ou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undergra-
duate courses. To cultivate talents, the “3 + 2” integrated talent training model is proposed to 
coordinate the setting, content, standards and evaluation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Through the 
overall planning of the teaching system, the orderly connection, hierarchical progression and dif-
ferentiation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course resources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con-
struction of an integrated course system for the connection of similar major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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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明确提出：

“2025 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 10%”的目标任务[1]。随着职业教育

的推广与普及，高职学生专升本进一步深造是未来的必然趋势。作为职业本科院校，如何在重实践与重

理论之间寻找平衡点，在进行人才递进式培养的同时兼顾清晰的职业指向性，缩小行业对技术的实际需

求与学校人才培养之间的差距，这些都是职业本科院校所面临且必须承担的职业类人才的培养任务，而

科学、适用的高本衔接人才培养模式是职业教育体制培优的基本保障。 
笔者所在学校是全国首批职业本科院校，其所在学院内包含有 3 个本科专业和 7 个专科专业，其中，

以计算机应用工程专业为龙头的专业群获批广东省高水平专业群。本文旨在通过研究专业群内高职专科

与职业本科在人才培养目标、培养体系特点等方面的差异，探索高本衔接的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减小

高职和本科之间存在的知识断层，实现高本间平滑过渡。 

2. 高本衔接人才培养的现状与问题 

2.1. 高职专科和职业本科的人才培养定位存在差异 

高职和本科作为不同阶段的两个教育主体，对人才的定位和培养目标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2]。传统

的高职人才定位是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侧重于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即“蓝领”型人才。而职业

本科作为近几年我国职业教育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有更鲜明的高等职业教育特点。在人才培养过程中，

面向职业进行课程体系设置，兼顾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在掌握熟练操作技能的同时辅以完善的理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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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培养具有较强的就业能力、创新创业能力，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与传统本

科相比，虽然职业本科以职业为导向定位人才培养，与高职的人才培养定位的差异相对较小，但两者之

间仍存在人才培养定位衔接模糊，培养目标重叠等现象。因此，调整高职和职业本科的人才培养目标和

定位，是实现高本衔接的基础。 

2.2. 高职专科和职业本科的课程体系设置的差异 

高职与职业本科在对人才培养目标上的差异直接影响其课程体系的设置。以本校计算机应用技术(高
职)和计算机应用工程(本科)两个专业为例，在课程构成上，虽然两个专业都面向 Web 开发和嵌入式两个

职业方向，但是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高职)主要培养学生的 Web 前端开发能力和嵌入式基本应用，并辅

以计算机行业通用技能的学习。在专业课设置方面，其理论教学以适用为原则，实践性课时占比为 65%
以上。而计算机应用工程专业(本科)的课程设置为培养 Web 全栈式开发和嵌入式综合应用的相关技术人

员，其专业课的设置遵循“全面构建计算机行业基础理论体系 + 重点强化对口职业技能”的原则，理论

知识既是实践的基础，同时又自成一体，实践性课程占比为 55%左右。 
在教学安排上，本科和高职在面向职业技能的部分其专业课和专业选修课出现了高度重叠，而在专

业知识体系完善方面，出现了部分相关理论课程的衔接断层。由于高职过于强调学生的动手实践而忽略

了理论知识体系的构建，因此，学生在进入本科学习阶段，由于缺乏必要的前导课程的理论支持，导致

学习困难，学习后劲明显不足。因此，调整高职和职业本科的课程安排，是实现高本衔接的关键因素。 

2.3. 高职专科和职业本科的课程标准差异 

由于高职院校的课程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更注重于综合动手能力的教学与考核；而职业本

科的课程目标是培养学生的智慧以及创新技能，需要学生获取更加全面深入的技术知识，并且在掌握专

业实践能力的基础上有技术创新能力。因此，在课程标准制定方面，高职和本科这两个阶段的课程从内

容的深度和广度、授课方式、对学生能力的要求等方面都差异较大，使得高职的学生在进入本科阶段，

很难利用原有的知识支撑拓展实践。因此，调整高本的课程标准，实现知识的层级递进是保证高本衔接

的有效手段。 

3. 高本衔接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3.1. 以职业发展过程为核心定位高本衔接一体化的人才培养目标 

按照“类型定位、整体设计、分段实施、分工合作”的原则，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计算机应用技

术专业(高职)和计算机应用工程专业(本科)以“前端开发”和“嵌入式系统开发”为重点职业方向，针对

高职和本科两个阶段确定阶梯式人才培养目标。其中，高职主要培养具有较为熟练的实操技能、创新意

识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因此，高职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具备良好的沟通、团队合作等职业素养，能从事

嵌入式技术应用、Web 前端开发等岗位的工作，具有创新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职业本科更注重培养

学生的创新能力，因此，本科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具有完善的计算机软硬专业理论基础，实践与创新能

力强，掌握嵌入式技术应用、全栈开发、数据处理与分析、物联网技术等技术应用与开发的高素质高层

次技术技能型人才”。 

3.2. 以培养职业能力为主线，构建工学交替、理实循环的高本一体化课程体系结构 

职业教育中高本衔接人才培养定位既不是传统职教专科的“加长版”，也不是普通本科的“复制版”

[3]。由于不是所有的高职生都会在高职毕业后继续完成本科阶段的学习，因此，在进行课程体系搭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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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考虑学生与社会的接轨，同时也要兼顾高本教育的衔接。针对不同阶段的培养目标的不同，构建了

“基础理论–技能实践–深化理论–创新实践”的知识、素质、能力螺旋上升的高本一体化课程体系。 
综合考虑职业能力的发展特点以及目标岗位对高、本毕业生能力的不同要求，经过校内专家、高职

与本科院校的校外专家以及对口企业专家共同对课程进行重构，将 5 年的学习划分为 10 个学期。其中，

前四个学期属于高职阶段，后四个学期属于本科阶段，中间的两个学期为过渡阶段。 
(1) 高职阶段，构建基本知识框架。在第 2、3、4 学期，主要学习计算机专业的基础知识和以职业为

导向的专业技能，确保学生在 2 年时间内掌握计算机行业的基本技能，并能胜任前端开发和嵌入式应用

方面的相关工作。 
(2) 过渡阶段，提升个人实践能力。第 5、6 学期是学生的岗位实习阶段，学生利用一年的实践期适

应社会，提升综合实践能力。该阶段也是一个分水岭，期望继续工作的同学，可在结束岗位实践后进入

社会，从事计算机专业相关工作；期望继续深造的同学通过考核，进入本科完成后两年的学习。 
(3) 本科阶段，完善理论知识架构。该阶段以补充理论知识、强化实践技能为主。学生在第 7、8、9

学期中，在高职所学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进行计算机专业核心课、计算机理论提升课、计算机技能拓展课、

创新创业课的学习，构建完整的计算机类理论架构体系。 
(4) 社会实践，强化个人可持续发展动力。学生在第 10 学期带着毕业设计和项目经验再次进入到企

业，将第 7、8、9 学期补充和深化的理论知识进行再应用和再实践，实现知识体系架构中理论学习与实

践技能的螺旋上升，逐步递进。 
高本衔接一体化课程体系架构见图 1。 
 

 
Figure 1. Integrated course system structure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computer science 
图 1. 计算机专业高本衔接一体化课程体系架构 

3.3. 以职业能力培养为主线，构建工学交替、理实循环的三阶段高本一体化实践教学体系 

学生在 5 年共计 10 个学期的学习过程中，实践教学既依附于理论教学又自成体系，既包含匹配相关

理论知识点的实践，也包括综合实践技能的提升。 
(1) 认知阶段。学生在第 2、3、4 学期中，由于要建立初步的计算机知识体系，对于一些理论性较强

的科目，如数据结构、操作系统原理等课程，其理论知识比重略大。但对于实操性较强的科目则更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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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实践。所以，理论学习与实践大体处于各占一半的状态。其中，每学期还会在学期末设置为期 4 周的

综合实践，由企业工程师和校内教师共同对学生进行由浅入深的行业认知、基础能力巩固、专业实践等

相关训练，此阶段为第一阶段即认知阶段。 
(2) 探索阶段。学生第 5、6 学期进入到企业进行岗位实践，带着实习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个人职业

发展的初步规划进入到第 7、8、9 学期完成实践到理论提升以及问题的深入探索阶段。由于学生已经基

本了解了计算机的相关基础理论知识，针对应用型较强的课程有了针对性的实践训练，并在为期 1 年的

岗位实践中对当前行业的技术发展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因此，课程设置上，以“补充理论知识 + 提升

综合实践技能”为原则进行课程调整。针对高职“理论服务于实践”的人才培养模式的缺失，增设例如

“计算机组成原理”、“计算机系统结构”、“线性代数”等课程，完善计算机知识体系。此外，对专

业拓展课进行强化及补充，例如在前端开发的基础上增设系统框架搭建等相关课程，培养学生的全栈开

发能力，在嵌入式应用的基础上增设设计类课程，引导学生由纯顶层应用拓展为嵌入式系统的开发。在

每学期 4 周的实践教学中，以企业为主，校内教师为辅，对学生进行核心职业能力的综合提升，强化学

生的科研实践能力。 
(3) 实践阶段。第 10 学期，学生通过二次岗位实践将 7、8、9 学期提升的理论知识进行融合深化，

这就是第三阶段从理论提升到实践再应用阶段。在三阶段的递进过程中，理论实践交替进行，实现了“理

实一体”的教学模式，此外，企业始终参与实践教学始终，通过提供的真实项目，实现了工学交替。 
课程模块安排见表 1。 

 
Table 1. Integrated course modules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computer majors 
表 1. 计算机专业高本衔接一体化课程模块 

3 + 2 分段 衔接专业名称 课程模块 课程安排 

高职阶段(3 年) 计算机应用技术

(高职) 

基础课程 C 语言程序设计、电子技术基础、数据库应用技术、数据结

构、计算机网络原理与实践 

核心课程 

JAVA 语言程序设计、网页设计与制作实践(H5)、Linux 应用

技术、Java Web 应用开发、JavaScript 编程基础、Vue.js 前端

开发基础、单片机原理及应用(C 语言)、基于 ARM 架构的嵌

入式 Linux 系统开发 

综合拓展课 计算机组装与维护、软件测试、UML 建模技术、计算机专业

英语、大数据概论 

集中实践课 网页设计与制作综合实践、数据结构综合实践、软件开发工

程师(初级)考证培训、基于 Web 前端开发综合实践 

本科阶段(2 年) 计算机应用工程

(本科) 

基础课程 离散数学、计算机组成原理 

核心课程 
网络系统集成、云计算技术与虚拟化、信息系统安全、

JavaScript 编程基础(企业)、计算机体系结构(企业)、软件体

系结构与架构技术(企业) 

职业拓展课 

Web 开发模块 Java web 框架技术，Node.js 应用技

术、Vue.js 前端开发实战 

嵌入式系统开发模块 
单片机及嵌入式系统原理、QT 图形

界面编程、基于 ARM 架构的嵌入式

Linux 系统开发 

综合拓展课 线性代数与概率论、数字逻辑与模拟电子技术、软件开发工

程师(高级)考证培训 

集中实践课 
Web 前端开发实践项目(企业)、嵌入式开发实践项目(企业)、
计算机组成原理综合实践、网络工程综合实践、云计算和虚

拟化综合实践、信息安全综合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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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以提升能力为目标，制定以“岗课赛证”为导向的课程标准 

课程标准是组织实施一门课程教学的重要指导性文件，其制定的科学合理性关系到能否达到课程教

学的预期效果，从而影响到人才的培养质量[4]。课程内容的衔接是构建高本一体化课程体系实施的核心

和关键。因此，在制定课程标准时，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1) 教学内容设计方面。以提升职业能力为目标，校企合作共同分析目标职业岗位群的主要工作任务，

根据国家对高本各层次人才培养所需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目标的要求，结合专业竞赛，围绕典型项目案

例设计教学内容。 
(2) 注重产教融合，教学内容融入岗证，教学过程融入岗位。课程内容的设定融入相关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以及岗位标准，融入相关规范规程和法律法规。 
(3) 教学质量评价方面。对接计算机职业资格标准，以考取职业资格证书或者达到行业验收标准为教

学考核标准。 
实现横向拓宽课程内容，纵向深化知识结构和技能等级，逐级递进提升学生的职业技能水平、培养

层次，使学生具备可持续发展的专业技能提高与迁移的素质与能力。 

3.5. 以产教融合为抓手，搭建校企合作的协同育人环境 

高本一体化的人才培养离不开配套育人环境的搭建，主要由高职教师、本科教师及计算机行业相关

企业三方共建协同育人平台。具体做法包括： 
(1) 入学教育。学生在高职和升本两个阶段的入学之初都会进行入学教育，主要针对高职及本科阶段

的人才培养定位、课程体系设置等方面进行介绍，确保学生对当前学习阶段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在高本

一体化教学环境中进行较为明确的知识层次定位。 
(2) 个人发展规划。邀请目标职业群内较为知名的企业一线研发人员进入校园开展讲座，帮助学生了

解目前行业发展、技术走向、企业要求、职业发展方向等，帮助学生进行个人职业规划。 
(3) 聘请校企合作的企业高级工程师为兼职教师，承担校内一些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尤其是在本科阶

段跟当前技术息息相关的专业课程、集中实践以及毕业设计，将企业项目引入教学，营造企业真实工作

环境。 
(4) 本科教师参与高职阶段教育全过程，包括承揽关键衔接点的部分课程、参与高职教师的集体备课

等，了解高职学生专业学习的深度、广度，因材施教。高职教师与本科教师定期举办教研室活动，共同

商讨不同阶段课程的课程标准以确保课程内容的顺利衔接。 

3.6. 3 + 2 高本衔接考核及质量评价标准衔接 

由于高职学生招录时的分数线较低，与普通本科学生相比，其理论课学习能力普遍较弱。因此，需

要进行选拔，选取有意愿并有能力继续深造的同学进入本科阶段。升学考核采取的主要手段是高职学生

在完成高职 3 年学习并达到毕业条件的前提下，参加高本转段或升学考试并顺利通过者可升入本科阶段

继续学习。 
学生在进入本科阶段学习时，除了加强通识理论课和专业理论课的知识拓展，还要重点针对专业实

践课进行职业技能的深化和提高。在考核环节和考核方式上应重点突出具体实践环节和整体项目完成度

的考察[5]。主要包括：(1) 考核突出职业特性。学生在高职 3 年期间获得指定高级职业资格证书、省级

高职高专职业技能大赛或行业内权威比赛一等奖的在本科阶段可申请免试相关部分实践类课程的考核。

(2) 在本科阶段，对于补充知识体系类课程的考核，以理论知识考核为主；对于深化实践类课程，以项目

实施考核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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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开展“3 + 2”高本衔接应用型人才培养是适应广东省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的需要[6]。本文在对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高职)和计算机应用工程专业(本科)两个教学主体研究的基础

上，探索了高本衔接课程体系的一体化设计方法，明确了高职和本科在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能力方面的边

界和衔接点，构建了高本衔接的课程体系，并在此体系下对不同阶段的实践教学侧重点进行了详细说明。

在研制课程标准原则的同时，针对课程结构、课程内容、教学实施以及教学质量评价等方面的有机衔接

提出了对策。 
经过高职和本科的协同培养，目前已有的两届专升本毕业生均获得学士学位和本科毕业证书。收集

学生所在单位用人反馈意见可知，企业对学生的总体评价均在良好以上，提出该类学生通过本科阶段的

学习再次进入社会后有更明确的职业规划，但是综合能力仍有待提高。这也是本项目下一步需要深入研

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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