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靖高：高职高质量发展的五个支点

高职院校是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主阵地，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主

力军。新时期，高职院校应坚持质量治理，彰显职教类型特色，抓牢高质量产教

融合、高规格人才培养、高水平科技服务、结构化教师队伍、现代化治理体系五

个核心支点，守正创新，培养新时代工匠人才，服务高质量经济发展。

利益共享，打造产教融合新生态

现阶段，我国高职院校产教融合实践中仍存在多元主体关系松散、共同愿景

模糊、行业企业被动消极等诸多痛点。高职院校需要紧抓产教融合这个核心议题，

以“有利于人才培养、有利于学校发展、有利于企业增效”为导向，创新主体协

作、要素融合和利益共享的产教融合新机制，打造产教融合新生态，高效能助推

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

首先，深化学城联动。高职院校要坚持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导向，建立紧

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的专业体系，构建招生—培养—就业联动机制，推进职业

教育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有效衔接、同频共振，为区域产业发展提供人才和技术

服务支撑，激发区域政府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积极性。

其次，在人才培养要素上，学校应主动对接区域产业链，吸引行业领军型企

业共建特色产业学院、混合所有制实训基地，开展校企专业共建、课程共融、教

材共编、基地共享、师资共聘，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社会服务、就业创业、

文化传承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通过全方位的要素融合，深化校企合作新内涵。

再其次，完善利益分享机制，构建职教联盟共同体。强化以利益为纽带的治

理建设，发挥职教联盟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中的纽带作用，推进职教联盟建设，

科学谋划联盟框架下的长效合作机制和常态项目，推动形成以高参与度为特征的

职教联盟运行新态势，形成规模多样、层级递进的多元合作新局面，激发协同育

人动能。

数字赋能，推进教学革命新突破

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革命迫使高职院校管理者和教师要提升自身信息化

素养，割舍传统的习惯做法，推进教学范式的系统变革，重塑人才培养目标，改

革教学方式，改善师生关系，以智能思维引领课堂革命、教材建设和实践教学，



积极应对科技革新带来的冲击与挑战，培养高规格新时代工匠人才，夯实高职院

校高质量发展的基石。

首先，以数字赋能课堂教学，创新课堂教学模式，推进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模式改革，提升学生学习体验和学习效果。

其次，对接吸收行业发展的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校企合作，

并根据学生特点创新教材形态，以资源配套丰富、内容先进、呈现方式新颖、知

识能力并行，注重师生和生生参与、互动、体验和分享的新形态教材对教育教学

予以支持。

再其次，充分利用数字孪生技术提供虚实结合的真实实践环境，建设虚拟仿

真实训基地，把真实的工作场景和环境“搬”到实训室，设置以实带虚、以虚助

实、虚实结合的实践岗位，使学生在真实的职业情境中锻炼自身的专业技能，虚

实一体增强实践教学职业适应性。

立地研发，激活科技服务新动能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高职院校办学被政策限定在专科层次，学校对科研重

视不够，高水平紧密型研发团队不足，服务平台的能级不高，科研成果转化率不

高。新时期，高职院校必须坚持产学研结合，基于区域技术需求开展“立地式”

科技创新发展，并在特色优势领域，开展“顶天式”应用基础研究科技探索，以

高质量科技研发服务支撑学校和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

首先，以区域发展的重大技术需求为指引，凝练科技研发与服务方向，建设

高水平协同创新团队，共建应用技术中心，通过高能级的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

建设，强化立地式研发和平台的服务功能，引领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和区域科技

创新。

其次，大力支持高质量知识产权创造与成果转化。通过健全重大科技项目知

识产权管理流程，加大高质量专利转化应用绩效的评价权重，推进市场化科技成

果转化，打通科技成果的需求端与供给端通道等方式，促进高质量知识产权创造

与成果转化，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再其次，提升高水平技术服务能级。一方面，建立科研反哺机制，发挥科研

服务教学作用，将科研成果应用于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促进创新型人才培养。

另一方面，共建校企研发中心、发展联盟、产业园区，建立企业服务平台，精准



对接区域经济发展和企业技术服务需求，以高质量的科研服务助推企业技术创新、

转型升级及区域经济发展和提升。

校企共培，促进工匠教师新发展

领军人才、大师名匠引育力度不够，专任教师企业经验不足，教师团队的整

体合力不足等问题严重制约高职院校的高质量发展。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需要

在教育教学能力和专业实践能力等方面协调发展的高水平“双师型”教师队伍为

支撑。

“双师型”教师队伍培养，校企共育是关键。高职院校应建立校企人员双向

流动、相互兼职、可进可出的旋转门制度，实施现代产业导师特聘计划，校企共

建“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教师企业实践流动站、教师发展中心等举措，

推进师资队伍校企共育、双向联动。

其次，以提升教师“驱动力”为重点，构建教师分层评价和成长机制，营造

人人出彩的生动局面。通过分类打造评聘体系、分类设置评价标准、分类考查教

学业绩，建立教师职称评聘与晋升机制，激发教师干事活力。通过名师工作室建

设，骨干教师、新教师分层培养、梯队推进，提升教师队伍整体水平。

再其次，着力教师团队建设，以团队共建，提升教师协同发展“凝聚力”。

依托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职业教育教学创新团队、科研创新团队等团队建设，形

成教师协同发展的格局。

多元共治，构建院校治理新体系

管理制度空转，运行机制内化不足，内外部治理体系缺乏有效衔接是高职院

校提升治理能力的实践难点。推进治理机制、治理能力和治理文化建设，实现自

治、共治与善治相融合的治理迭代升级，可以为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

障。

首先，完善内部治理体系。强化顶层设计，强化中层运行，强化基层创新，

建立健全二级学院自我发展、自我管理、自我约束机制，构建向重点工作、重点

专业和骨干人员倾斜的人财物动态管理体系。

其次，健全多元治理框架。政校行企四方联动，凝聚治理合力，吸收各办学

相关方参与学校的建设、发展、管理和监督。发挥职教联盟与职教集团的集群优

势，在科研管理机制、国际办学体制机制、产教融合发展机制等方面开展创新探



索。拓宽社会参与途径，与政校行企联办校区或平台基地，建立产业学院、产教

融合人才培养基地等，实现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

再其次，形成高职院校治理新格局。以“体系—制度—机制—效能—文化—

善治”为治理逻辑，通过纵向的顶层、中层、基层治理框架，横向的理念—运行

—评价—激励—约束“五位一体”治理机制，健全具有高职特色的治理体系，构

建人本、技术、社会三元价值维度的治理文化，形成内外有效衔接、相互促进、

高效运转的双循环治理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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