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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职业技术教育从中等教育阶段成建制地发展为高等教育阶段，是在二战之后。
发达国家为适应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方式的集约化，需要培养高技能人才而发展高职。
高职教育在中国则是上世纪80年代之后，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形势的需要才提出的。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技术院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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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全国各地兴办了120多所“职业大学”，声势颇为浩大。
但由于对高职教育性质及其意义的认识不足，“职业大学”定位不明，发展方向不清，缺乏理论指导
与政策规范，在社会上“重理论、轻实用”，“重学术、轻职业”的传统思想影响下，这批“职业大
学”的绝大多数，趋于与普通教育同质化，陆续办成了普通高校的专科和本科。
直到世纪之交，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对高技能人才需求迫切；高等教育向大众化阶段发展，规
模扩大，增量迅速，才又重新被推到日程上来。
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再次提出“大力发
展高等职业教育”。
在新的形势下，理论准备比较充分，政策规定较为明确：一方面，将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明确定位于培
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技能型人才，提出了若干明确的原则性要求，如规定课堂教学和
实训时数的一定比例、提出“双师型”的师资队伍建设等等；另一方面，采取“三改一补”方式，增
办高职院校。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得到蓬勃发展。
2002年和2005年，国务院先后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出台了《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
，“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提出“高等职业教育招
生规模占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一半以上”，要培养“数以千万计的高技能专门人才”。
如今我国高职教育，无论院校数或学生数，都已占据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在体制、结构上，也日渐
完善。
为了规范办学和提高质量，2006年国家教育部开始启动了100所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项目，以便树
立榜样，推广优良的办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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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职业院校建设与改革实践》依托笔者多年从事于高等教育教学和管理一线的理论研究与办
学体会，结合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实践，对何谓高等职业教育、怎样才能办好高职、如何培养高
职的学生、如何管理高职院校等问题进行了思考与剖析，并以福建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为例，详细阐述
了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在科学发展、内涵建设、教学质量建设、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师资队伍建设、
科研及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建设理念与改革实践成果，指出了高等职业教育未来的发展趋势，提出
了许多新的独到见解，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全书共分为十章，包括高等职业院校科学发展的战略思考、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的内涵与愿景、
人才培养工作评估、教育教学质量的保障与提高、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课程改革与实验实训建
设、师资队伍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科研与技术开发、海峡两岸职业教育的交流与福建高职教育发展
的趋势及策略等内容。
　　《高等职业院校建设与改革实践》可供高等职业院校领导、中层管理干部和广大教师以及从事高
等职业教育研究人员使用。
对应用型本科院校也具有借鉴和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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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斐敏，男，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省高校教学名师、福建省优秀专家、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福建省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福建省首批“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福建省及福
州市劳动模范、福建省职业教育先进个人、国家优秀教学团队带头人、国家精品课程负责人，是国家
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矿物资源工程专业分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高职高专安全
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福建省安全生产专家组专家和福建省应急管理专家组专家。
　　长期以来从事高等教育教学管理、安全技术及工程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主持、参加“国家级双师教学团队的锻造与运行”、“地方高校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道路交通事故模拟再现研究”、“可控循环风研究”等各类科研项目44项。
其中《安全系统工程基础与实践》等13个研究项目曾获省、部级科技（教学）成果特等奖、一、二、
三等奖；《事故预测分析的Petri网》等六篇论文曾获福建省自然科学优秀论文二、三等奖；六十多篇
论文获不同学会优秀论文奖，多篇论文在国际学术会上发表。
正式发表学术论文110余篇。
在研究与应用的基础上，撰写出版了《安全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等12部专著，主审与参撰了《系统
分析技术》、《风险管理》、《中国21世纪安全减灾战略》等8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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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学校在办学过程中，要始终明确并坚持自己的办学宗旨：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立
足本地和行业建设，面向全国，坚持德育为先、能力为重的育人思想；坚持工学结合的“做中教、做
中学”的教学理念；坚持科技和人文相结合，培养爱国情操的教育目标；坚持加强有针对性和实用性
强的专业设置与课程体系的建设，锻造“以工为主、依托行业、产学结合、厚德强技”的办学特色，
培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熟练的专业技能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能够满足生产、建设、服务、管理
第一线需求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
　　学校在谋划发展思路时，一定要着重考虑以下几个问题：要瞄准社会的需求，根据学校的实际与
实力，注意发挥优势，明确发展定位。
要瞄准人才规格和行业标准，设计先进、科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强化教学管理，保证目标的实现。
要进一步做好学校与社会更加紧密的结合。
要进一步注意满足社会对高职教育的多样化需求。
要坚定不移按高等职业教育的属性进行办学。
要坚定不移进行多样化办学的探索（如弹性学制、学分制等）。
要坚定不移坚持学习与实践相结合，走产学研一体的道路。
要坚定不移培养“合格+特色”的知识型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要侧重于创造学训并重的学习条件，保障人们终身各种学习需求的实现，保证学生的可持续发展。
要更侧重于职前职后学习的贯通，保障人们适应岗位变动的频率和技术能级提升的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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