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则可以采取单独排名，单独设置一定的录取比例。
三是适当提高中西部地区和贫困家庭学生的录取

比例，促使职业教育更好地服务于地方社会经济

发展，助力乡村振兴［１３］。
高职院校落实百万扩招政策，除了达到“录

满学生”的条件以外，更重要的是能根据不同生

源的基本素质和不同特性，采取不同的教学模式。
《职业教育法》的修订需要思考如何提升高职人

才培养的质量，以立法的形式保障高职人才培养

从“量”向“质”的转变，促进高职扩招工作形成良

性循环。 笔者建议，一是合理规划专业群布局，促
进扩招专业平衡发展。 在高职扩招过程中，要合

理规划各专业的招生规模和招生人数，避免出现

部分专业“扎堆”，部分专业则“无人问津”。 高职

院校的专业群设置需要合理规划，并能服务于地

方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既不能盲目迎合考生的

“随意”报名，也不能照搬本科教育的专业设置。
二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面对不同生源建立符合

学生个性发展的数字化教学资源。 探索线上与线

下的混合式教学，建设“有温度、有热度、有难度”
的精品课程和专业资源库。 对于退役军人、下岗

职工、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可以采用“弹性”学
习的方式，鼓励他们多参与线上学习和互动，在规

定的时间内修完学分即可。 三是推动跨校合作的

学分互认和学分银行制度，实现优质课程资源完

全共享，学习成绩的累积和互认。 在高职院校之

间建立学分互认的同时，还可以进一步探索本科

层次的职业大学与应用型本科院校之间进行教学

资源的共建共享以及学分互认。 四是完善教学质

量的监控和评价机制。 高职扩招并不同于学生可

以“混毕业”，在采用多元化教学模式的同时，必
须保证课程学习具有一定的难度，对于课程考核

不合格以及没修满学分的学生不能准许毕业，要
形成从扩招到因材施教，再到提升学生劳动技能

促进就业的良性循环。
（三）健全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和外

部评价标准体系

高职百万扩招政策是为了完善国家对经济的

宏观调控，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措

施之一，同时也彰显了高职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

育的优势，也是对近年来高职教育质量保证与评

价体系的认可和期许。 《职业教育法》的修订需

要思考如何建立健全学校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和

外部评价标准体系，为高职院校实现从“规模扩

大”到“质量提升”的发展变革提供立法保障。
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是否健全，直接

关乎着高职院校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其衡量标准

主要体现在办学规模、管理能力、教学质量、师资

队伍建设、科研水平、学生就业等方面［１４］。 因此，
笔者建议，一是高职院校质量保证体系需要学校

内各部门等统一规划、相互配合、资源互补，重点

聚焦于学校教学质量的提升，通过教学质量的诊

断与改进等工作，形成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的

持续提升。 二是通过制订有关教师教学质量、学
生学习质量、学校教学管理质量等一系列质量保

证体系，实现职业教育教学质量标准与行业标准

对接，提升高职院校的教学质量。 三是高职院校

内部质量保证体系的诊断改进工作是一个动态发

展的过程，不同于以往对高职院校的评估工作。
诊断改进工作需要持续不断地开展，形成诊断改

进工作的常态化模式，以促使高职院校办学质量

的螺旋式上升。 四是高职院校内部质量诊断改进

工作需要依靠大数据平台、信息化手段进行数据

采集和分析，生成内部质量画像。 因此，在《职业

教育法》的修订中加强高职院校的信息化管理和

信息化平台建设显得格外重要。
构建多元化的外部评价体系可以避免政府各

部门单方面进行行政评估的局限性，笔者建议，一
是地方教育部门可以会同其他相关部门、高职院

校、行业企业组建外部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对高职

院校的办学质量、人才培养水平、学校治理能力、
教学管理水平等工作进行评价及认证，并定期向

社会公布，接受公众监督。 构建高职院校多元化

的评价标准，需要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方案、专业

群组建、课程设置、实习实训、教材建设、师资培训

等环节与行业企业的实际需求充分对接，以行业

企业的职业标准对接职业教育教学全过程，充分

体现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比具有的优势和

特色。 二是可以委托第三方专门机构对高职院校

的办学情况进行评估和认证，作为多元化评价体

系的有利补充。 三是鼓励建立产教融合典型企

业，用政策激励和扶持企业积极参与职业教育，践
行企业的社会责任。 与此同时，还需要在《职业

教育法》的修订中加强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

学、作为质量评价第三方主体应享有的合法权利

予以法律保障的力度［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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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扩招政策下职业教育权的应有与实有形态思辨



综上所述，落实 ２０２０ 年国家提出的高职扩招

２００ 万的宏伟蓝图，需要更深层次地认识到高职

百万扩招政策出台的意图，以及职业教育发展变

革的本质。 高职百万扩招不仅仅在于职业教育办

学规模的扩大，更在于建设高水平的高职院校和

高水平的专业群，从质量上提升我国职业教育的

办学水平。 高职百万扩招是机遇也是挑战，应加

快对《职业教育法》的修订，通过立法的形式赋予

职业教育应有的地位和内涵，促进职业教育权从

应有形态向实有形态的顺利转化，保障职业教育

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利，这也是我国《职业教育

法》修订的价值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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