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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高职扩招生源的课程教学设计逻辑起点与变革

文　韬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4）

摘要：随着高职扩招规模的增长，扩招生源已成为高职院校生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学习特征和需求存

在明显的差异性，对课程教学设计提出了新要求。课程设计者应厘清课程教学设计的总体思路，明确教学对象分

析是课程教学设计的逻辑起点。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设计理念，采用“企校合建”模式，确定教学目标、

重构教学内容、序化课程结构、创新教学组织形式，为落实因材施教，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供充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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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Reform of Curriculum Teaching Design Based on 
the Enrollment Expans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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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rowth of enrollment expans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students of 
enrollment expansion accounts for an important part.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xpansively 
enrolled students and the traditionally enrolled ones in learning characteristics and learning needs, which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curriculum teaching desig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curriculum 
designer should clarify the general idea of the teaching design for the courses and make clear that the analysis 
of teaching objects i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the curriculum teaching design. The designer is supposed to 
embody the concept of “student-centered” curriculum design and adopt “college-enterprise joint construction” 
mode, determine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reconstruct the teaching content, prioritize the curriculum structure, 
and innovate the teaching organization form, so as to provide sufficient guarante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dividualized teaching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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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

革实施方案》，正式确定职业教育在我国教育体

系中是一个单独种类的教育 [1]；3 月，《政府工作

报告》中提出高职院校实施扩招 100 万人，“让

更多青年凭借一技之长实现人生价值”[2]；5 月，

教育部等六部门发布《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实施方

案》[3]，专门说明了高职扩招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大

举措，将为更多青年提供多样化成长成才路径。

高职扩招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是

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简称“职

教 20 条”）的重要举措，是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

重大机遇，将对我国教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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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职扩招生源课程教学设计的关键起点

（一）扩招生源课程教学设计思路

扩招生源的教育经历，以及学习的方式、能

力、需求与普招生相比有很大差异。承担培养任

务的各高职院校如何针对其特点提供有特色、符

合其学习行为方式的课程，这在课程教学的设计

思路上提出了新要求。姜大源研究员提出，高职

教育的发展动力有“满足社会需求”和“满足个

性需求”两个方面的重任 [5]。由此可见，课程始

终是处在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对于高职扩招生

源开设的课程，应根据生源特点进行相应的教学

设计，应从基于知识存储为主的学科体系课程，

向基于知识应用为主的行动导向课程，特别是要

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进行项目化、模块化课程

重构 [6]，以适应扩招生源的学习需求。

（二）扩招生源课程教学设计起点

教学设计是根据教学对象和教学内容，确定

合适的教学起点，将教学诸要素有序、优化地安

排，形成教学方案的过程 [7]，涉及到教学的对象、

目标、内容、过程、组织等。其中，教学对象、

教学目标、教学过程是教学设计的三个主要考虑

因素。朱德全教授认为，教学目标、教学过程，

以及教学质量，都需要用问题来触动、激活与表达，

只有围绕问题展开研究，并基于问题解决措施进

行的教学设计才是具有实际意义的教学设计 [7]。

所以，问题和问题解决是教学设计的逻辑生长点。

李逢庆博士认为，按照系统论观点，教学设计要

有明确导向目的，课程体系要有完整性设计，要

与学生的学习目标有明确的关联性，并要构建与

教学目标相适应的教学环境 [8]。本研究认为，虽

然教学目标在整个教学设计中起着方向性的作用，

但教学目标分析应体现“以学生为中心”，学生

才是学习的主体。因此，对于具有特别学习需求

的扩招生源，教学对象的学习特征分析应是课程

教学设计的逻辑起点。

二、高职扩招生源的主要学习特征与需求

（一）生源类型特点

以往，我国高职教育招生基本上以高中毕业

生为招生培养对象，通过高考或单独招生等途径

获取入学资格。高职扩招的对象主要是退役军人、

下岗职工、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等非传统类型

生源 [9]（以下简称“四类群体”），也包括一部

分有接受高职教育意愿的在职人员。“四类群体”

与传统生源相比较，具有从业背景杂、专业理论弱、

学习时间少、年龄跨度大等特点 [10]。其中，农民

工及新型职业农民是大部分兼有农村和城市生活、

学习经历的群体，已有一定的工作经验、视野和

社会资本积累，其创业动机比较强烈，但受自身

素质、技能以及年龄等因素制约。新型职业农民

已经有了一定的创业实践经历，希望通过继续学

习来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退役军人是“四类群体”

中最具活力的，他们的纪律意识严明、创业动机

强烈。企业职工（包括下岗与在岗人员）都有一

定的工作经历，专业认知、规范操作、质量意识、

协作精神较好，但学习的时间难以集中，主动性

也存在不足。多类型的生源为课程设计、内容构

建提出了更多的难题。

（二）认知基础特点

通过对“四类群体”入学数据分析来看，大

部分生源是通过单招技能测试或中高职衔接模式

入学，文化成绩测试结果表明，其基础学力整体

偏低。从认知学习来看，大部分生源都具有一定

的社会阅历，能通过经验来认知和学习，有较好

的感性认知、独立思维和事物判别能力，主观学

习意愿较强，且不同类型群体的整体与个体差异

也比较明显。对于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整体上

都存在一定的畏惧心理，更希望在实践操作中结

合理论认知学习，逐步掌握职业技能。从学习动

机来看，大部分生源希望通过高职教育来提升学

历和技能，从而为其创业发展、职业岗位迁移奠

定基础，学习动机是正向、高阶的，有较强的学

习原生动力和内驱力，对学业的完成有较强的自

信力。因此，在学习过程中有较强的主观能动性，

“教”与“学”双方的配合更加默契，并能对教

师的教学引导及时响应 [10]，学习效果也能显著提

升。但是，不同群体之间学习动机也存在差异性，

农民工希望通过继续教育以提升技能，退役军人

希望通过学习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新型职业农

民希望通过深造适应现代农业生产。在学习能力

方面，2018 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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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在“四类群体”中，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是最

低的，企业职工的受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上达到了

70.9%[10]。

（三）学习需求特点

扩招生源的学习目的呈现多样性，主要以职

业能力提升为主，个体需求差异较为明显，且呈现

主次之分。丁帮俊 [11] 对 2019 年江苏无锡地区 2 所

试点学校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显示，以“提高学历

层次”为目的的主要是初中、高中毕业群体，这一

部分学生也是扩招生源的主体，在同等学历层次中

占比分别为 86.84% 和 96.25%。以“再学一门技术”

为主要目的的是拥有大专和本科学历的群体，在同

学历层次中占比分别为 85.71%、91.67%，这部分

学生约占总数的 10%。学习目的是“增强就业竞争

力”“创业”，其中“创业”诉求高达 66.67%。

说明学历层次越低的学生更渴望“学历提升”，学

历层次越高的更希望“技能提升”。侯江华，李敏

在 2019 年农民工调查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代

农民工中有 81.09% 的人员具有返乡定居意愿，而

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 57.49% 具有返乡定居意愿，

前者比后者要高出 23.60%[6,12]，说明新型农民具有

较强的身份转换需求，但缺乏相关职业迁移能力。

虽然以上数据只代表了部分试点学校、部分调查数

据分析的情况，但综合其他分析报告来看，扩招生

源的学习需求主要是在社会经济层面，具体表现为

“技能提升和学历提升”为主，同时期望取得与就

业岗位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为其提高就业竞争力

打下坚实基础。在学习方式上，不同来源、学历、

年龄段的生源诉求各不相同，呈现多元化形式。问

卷调查显示，期望的学习方式主要有“全部课程线

上学习”“基础课程线上学习、核心课程在校学

习”“全日制在校学习”等 [12]；期望的教学方法

主要有“理实一体”“线上线下混合式”“实践操

作”等。

总体而言，扩招生源的来源、层次、学习需

求等与传统生源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他们通常都

具有一定的社会阅历，部分人接受过一定的职业

技能培训，有较为强烈的学习愿望。但整体年龄

跨度大，受教育水平与学力基础偏低，在校集中

学习时间难以保证，且学习诉求多元化。而现有

的主要基于传统生源设计的高职课程体系没有考

虑到这个群体差别化、多层次学习的需要。因此，

在课程教学设计中应考虑到多类型、多层次、个

性化学习的需求。

三、高职扩招生源课程教学设计的变革

随着扩招规模的增长，扩招生源已成为学生

群体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如不及时对此进行深入

分析与研究，将会导致后续的教学、管理，以及教

学质量提升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因此，高职院校在

扩招生源培养的课程设计科学、合理性，尤其是有

效性方面，应进行主动积极的反思与改进。

（一）构建“企业与学校共建共享”的课程开发

模式

目前，高职院校普遍采取“校企合作”人才

培养模式，在学生入学就读后，按照既定的人才培

养方案开展教学活动，在教学实施过程强调“工学

结合、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特性 [9]。但在实际运

行过程中，由于学校是介入的主动方，而企业是被

动主体，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为社会培养技术技

能通用型人才，双方缺乏利益诉求的有效结合点，

导致部分高职院校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不明确，工

作岗位能力标准模糊不清，采取“订单培养”的比

例不高。而扩招生源主体是有明确职业规划的人员，

其学习目标定位不仅是自身知识技能提升的个体需

求，在就业后也是企业发展规划和人力资源开发的

重要组成部分 [9]。企业对于其学习行为是持乐观态

度的，也积极响应号召主动与学校合作，共同开发

人才培养方案，为其技术技能培养提供必要条件。

从现阶段来说，校企双方的合作已经逐步由被动合

作向主动合作转变。面对此类已经具备一定工作经

验的人才，应根据生源特点，课程建设采取“企校

共建”模式。字面上理解只是学校和企业前后顺序

的变换，但其体现的更多是企业参与教学全过程的

意识要增强。企业岗位职业能力需求将成为课程教

学模式转变的内驱动力，学校应依照企业需求个性

化定制学习方案，开发适合于扩招生源学习特点的

课程。

（二）确定“学历与技能双线提升”的课程教学

目标

课程是落实高职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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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教学目标的确定是教学内容重构，以及教学活

动安排的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 [10]。由此可见，科学、

合理的课程设计，将对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产生

直接影响。然而，在高职课程教学设计中有着诸

多的影响因素，在当前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缺乏的

背景下，课程教学设计不仅要能映射到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应紧跟行业、地方

产业经济对人才培养的要求，还要能满足学生自

身发展和个性发展。因此，基于学习者自身特征

进行课程的教学设计，这是课程应具有人本性的

真实反映 [10]。《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扩招后高

职教育教学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

导意见》）中明确指出，“保障质量型扩招，全

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根据《指导意见》精神，

在课程教学目标的设定上，应着重考虑扩招生源

学历与技能双重提升需求。文化课可依据就读专

业的特性，在不降低培养标准的基础上，根据生

源的学力、知识基础进行补偿教育、弹性教育和

梯度提升，以获得职业岗位所必需的基础文化能

力为主要目标。专业课应着眼于职业技能的提升，

设定最低目标，聚焦于职业岗位的技术技能要求，

可根据其原有教育经历中所学课程，职业经历中

所取得的工作业绩，如能提供有效证明文件，都

可在学业上进行学分等效转换，以获得进入就业

市场所必备的职业能力为主要目标。同时，随着

1+X 证书制度的逐步完善，可根据其专业特点、

学习需求、文化基础、学习能力等，将就业岗位

的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考核标准融入课程教

学目标。

（三）重构“理实兼顾、课证融通”的课程教学

内容

《指导意见》也指出，要培养扩招生源有“一

技之长”，以提升其职业岗位就业或晋升能力。

课程内容的构建应以理论知识与技能训练并重，

应根据其学习基础把握好“够用度”。专业课不

追求理论性，可将部分理论课进行整合后融入技

能课程，作为专业技能的补偿，注重“理实结合”

和职业技能提升。同时还需要综合考虑扩招生源

的实际需求和能力匹配，由于考取技能证书是其

重要的学习目标，在教学内容的设置方面应提高

实践教学内容的比重，提供充足的技能训练学时。

课程内容还需依照课程教学目标，对接职业资格

证书或技能等级证书考核内容，将企业岗位的典

型工作任务转化为有专业特色的教学项目。根据

学生基础差异较大特点，设计不同难度层次的教

学载体，使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能有逐步适应，

以达到能力递进的目标。需要指出的是，部分扩

招生源是有着强烈的创业动机与愿望，但其缺乏

必要的创业素养、知识与技能。因此，在专业课

教学内容中应更好地宣导国家或地方产业政策、

创业政策，有机融入创新创业成功案例，使其在

专业学习中能深刻感受到国家对创业者提供的政

策红利。

（四）序化“模块化与个性化”相结合的课程结

构

模块化的课程结构是有利于个体学习需求的

灵活组合，可以为达成高效学习目标服务。职业

教育课程结构要在纵横两个维度上有所侧重，横

向整合上要将知识、技能、素养有机地相互融合，

纵向分层上要能满足不同学生对同一课程的不同

要求 [13]。专业课程根据“课证融通”要求，以工

作岗位任务难度为标准进行划分，将专业课程模

块化、分级化，建立“能力累积式”的横向模块

化课程内容组织模式。对于大部分有在职工作的

扩招生源，课程教学设计时可根据其学习时间、

知识技能基础，精选学习内容后整合成不同类型、

层次的课程模块，提供最优组合供其选择。同时，

科学设计评价考核方式和测量手段也是模块化课

程不可或缺的部分。应测评扩招生源的学习特征、

学力水平，为其选择课程模块、制订个性化学习

方案提供参考。可设置类似“游戏闯关”式的考

核方式，从基础模块逐步向高阶模块逐层“闯关”，

通过考核的模块直接认定合格，未通过模块可设

置为课程学习起点，并应重修模块内容直至合格

为止。因此，课程模块的整合和结构的序化，是

课程教学设计既能满足企业职业岗位能力需求，

又能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的现实需求。

（五）创新“资源分级、实施分段”的教学组织

形式

针对扩招生源的远程学习需求，可依托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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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资源库、精品在线课程等教学平台，精准设

计丰富多样的教学资源，开发“菜单式”“多层

级”的微课、动画、虚拟仿真软件、立体化新形

态教材等优质课程资源。基于实际学情和认知规

律，可设置线上、校内、企业等由易到难、循序

渐进的阶段教学任务，创设“分段式”教学模式。

针对学习基础差异大，偏好线上学习，设置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分层任务，采用线上直播课堂、远

程虚拟仿真实训等形式完成基础理论学习任务，

增加知识储备，为校内实操打基础。针对学习时

间难统一，期望在本地或本企业附近完成部分课

程学习，设置集中与分散教学相结合的分时授课，

可利用工作之余时间、企业年休、长假、生产淡季，

以“旺工淡学”“错峰学习”等形式，在校集中

成建制班级完成基本技能实训，为综合技能实训

作准备。针对工作地域分布广，设置校内与校外

相结合的分段教学，与外企业合建分散教学点，

节假日学生按地域集中到教学点，教师分批定期

到各教学点“送教上门”，配合企业导师共同完

成综合实训教学任务，帮助学生岗位技能达标。

课堂教学可采用任务驱动、分层教学等主要教学

方法，因时、因地、因材施教。

四、结束语

基于以上分析可见，相较于高职教育的传统

生源，“四类群体”的教育经历、专业背景、行

业类型存在很大差异，其学习行为习惯和学习需

求都不径相同。为此，课程设计开发者应根据高

职扩招政策要求，直面生源供给侧结构性变革和

学习者特征变化带来的人才培养新诉求，在进行

教学设计时，应把握设计工作的核心要素，以教

学对象特征和需求分析为教学设计的逻辑起点，

充分考虑扩招生源的类型特点、认知基础，以及“学

历与技能提升”双重教育的学习需求。只有在精

确分析学情后，才能精准定位教学起点，为课程

开发模式、教学目标、教学内容、课程结构、教

学组织形式等方面变革提供实时、准确的设计依

据。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中心”，

做到因材施教，以期优化学习效果，从而有效解

决扩招教学实施的难点、痛点问题，全力落实质

量型扩招培养“标准不降”的政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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