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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就业的角度看，人才培养的口径最好

能够精准，似乎应该更细分为好。专业

群会不会容易让人才培养更加宽泛，更

脱离实际职业岗位。

德    国：教育职业（350种左右）

美    国：CAREER CLUSTER (16种）

新加坡：职群

中    国：专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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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财政

部关于实施国家

示范性高等职业

院校建设计划加

快高等职业教育

改革与发展的意

见》（教高

［2006］14号）

具体任务：支持100所高水平示范院校建设，60万以上在校生直接受益，为社会提供各类培训

200万人次；重点建成500个左右产业覆盖广、办学条件好、产学结合紧密、人才培养质量高的特

色专业群；培养和引进高素质“双师型”专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聘请企业行业技术骨干与能工巧

匠，专兼结合的专业教师队伍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建成4000门左右优质专业核心课程，1500种特

色教材和教学课件，每个专业带动区域和行业内3个以上相关专业主干课程水平的提高，教学质量

显著提升；围绕国家重点支持发展的产业领域，研制并推广共享型教学资源库，为学生自主学习提

供优质服务；运用现代信息手段，搭建公共服务平台，为共享优质教学资源提供技术支撑；推动示

范院校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援，与区域内中高等职业院校的对口交流，促进高等职业教育整

体质量的提升。

主要内容（之三）“加强重点专业领域建设”。中央在100所示范院校中，选择500个左右办

学理念先进、产学结合紧密、特色鲜明、就业率高的专业进行重点支持。造就一批基础理论扎实、

教学实践能力突出的专业带头人和教学骨干；建设一批融教学、培训、职业技能鉴定和技术研发功

能于一体的实训基地或车间；合作开发一批体现工学结合特色的课程体系，形成500个以重点建设

专业为龙头、相关专业为支撑的重点建设专业群，提高示范院校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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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省市2006-2019发表“专业群”论文数
（中国知网数据统计，孙善学，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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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06～2012年期间专业群建设特点

1 N
1

1 N

特  点

n 以重点专业为专业群的龙头；（500个）

n 相关专业为专业群的支撑；（X>500个）

n 提升专业建设总体水平（内涵质量）；

n 增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能力。（100所）

n 范围：在百所示范校实施，具有试点性质。

依据教育部财政部教高（2006）14号文件

建设重点

n 教师队伍

n 课程体系

n 实训条件

n 教学资源库

n 信息化教学平台

职教内部问题

教育部文件中虽然提出了专业群概念，但对

于专业群的内涵没有具体阐释，建设口径仍然以

专业为主。在专业群的提法上基本上采用了普通

高等教育学科群或专业群相类似的思路和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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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寿广（2006）

易新河（2007 ）专业群建设的目的是通过核心专业

的带动和专业之间的依赖和促进，形成合力，以提高专

业建设的整体水平。（原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原院长）

第 14期(总第510期)

2006年5月中

课程设置,而是一个包含教学资源、师资配备、实训

实施在内的系统工程, 其内涵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

方面:

1.专业的设置和优化是前提。高职教育的职教

属性,意味着其所培养的人才是直接走向工作岗位。

因此,高职教育的专业设置要有很强的针对性。高职

教育的专业设置要从市场实际情况出发, 不能偏离

市场需求和就业岗位的需求。由于市场经济是不断

发展变化着的,因此,高职学院的专业设置需要不断

地调整更新,具有相对的灵活性,这也是高职教育不
同于普通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如何构建起一

个科学合理的专业框架是高职院校需要解决的问

题,加强专业建设应是高职教研教改的核心。

2.实训建设是保障。高职教育培养的是社会急

需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 高职毕业生走出校门就

直接就业上岗。实现教学与就业的零距离接轨,既是

用人单位对高职院校的期望, 也是各高职院校教学

的重点和难点。缩短理论与实践的距离,唯一的途径

就是强化实践环节的教学。因此,高职学院面临的一

个重要任务是建立一个完善的先进的实训教学体

系,它包括校内和校外两个部分,而其中校内实训体

系的建设成本较高,成为高职教育发展中的包袱。我

国高职学院由政府全额拨款的极少, 大多数学院是

部分拨款和自筹资金。由于办学经费来源有限,并且

大多数高职院校都处于初步发展时期, 校园基本建

设的投资额度较大,因此,实训设施上的资金投入必
然受到制约。因此,高职院校如何保障实训建设资金

的充分投入,是其所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3.师资队伍建设是关键。师资队伍建设是高职

教育发展的关键,高职院校的专业建设、实训建设和

实践教学都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 即“ 双

师型”师资队伍的支撑。高职教育的高教属性,要求

教师必须具备较高的学历,有扎实的专业理论功底。

高职教育的职教属性, 又要求教师尚需具备丰富的

实践经验,有过硬的动手能力。从这一层面上看,高

职院校的师资队伍建设难度并不亚于普通高校。因

为, 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 社会急需“ 双师

型”人才, 高职院校在这类人才的引进上很困难。所

以,如何集聚师资力量,形成专业竞争优势, 特别是

实践教学的师资优势, 是高职学院必须要解决的一

个难题。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高职学院的专业建设必
须要解决三方面的根本性问题: 一是以就业为导向

的专业设置和优化问题; 二是以专业能力培养为主

线的实践教学与实训基地建设问题; 三是以适应专

业教学需要的“ 双师”素质提高问题。只有以上三方

面形成合力,才能搞好高职学院的专业建设,形成高

职学院的核心竞争力。

二、专业群建设是形成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的

重要途径

加强专业群建设, 是解决高职教育发展内在需

求的切入点, 也是提升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的重要

途径。这里的专业群,是指由若干个相近相关的专业

或专业方向共同组成的专业集群。专业群中的各专

业或专业方向,面向企业中的岗位链,均能在同一个

实训体系中完成其基本的实践性教学。专业群所涵

盖的可以是同一学科体系的专业, 也可以是不同学

科体系的专业, 其范围可以用是否能在同一个实训

体系中完成实践性教学加以界定。通过专业群建设,

可以产生以下四方面的积极效应:

1.有利于形成专业群体优势,增强市场适应性。

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 以就业为导向”,高职学院的

专业设置是以市场为导向的。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

不断调整,新的行业、新的工种、新的岗位群不断涌

现,高职学院的专业设置也需要不断更新,淘汰老专

业,开设新专业。如果不进行专业群建设,一味追逐

热门专业,则专业过于分散, 形不成合力, 就会导致

两种后果:一是旧专业惨遭淘汰,极易造成教学资源

的浪费; 二是专业拓展基础薄弱, 难以推出新专业。

相比之下, 进行专业群建设能够较好地适应市场形

势的变化。专业群集聚了师资、实训等多方面的办学

优势,具有滚动发展的功能,可以依靠原有的专业师

资和实训基础, 不断调整专业方向或往相近相关的

专业渐进拓展。由于专业演变的连续性,因此容易形

成强势专业,保证教学质量。

2.有利于形成实践教学优势, 降低实训建设成

本。突出实践教学,强化职业能力培养,是高职教育

的重点和难点, 也是高职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之间

的根本区别。实践教学是否到位,关系到高职办学的

成败。高职教育的实训建设投资巨大,并且需要不断

地更新、维护维修。如果专业分散,往往会导致学院

处于两难境地:一是为了办好专业,满足各专业的实

践教学需要,为各专业配备必要的实训设施,但因设

备使用率不高或专业的萎缩及淘汰而引起实训设施

的闲置和浪费; 二是学院缺乏资金, 投入不足, 不能

满足实践教学需要,最终导致教学质量下降。然而,

进行专业群建设,由于专业相对集中,学院可以将有

限的资金集中投入到相关实训室,进行系列化建设,

形成一个完整的实训体系。由于专业的相关性,实训

设施可以得到充分利用,从而降低建设成本和使用、

维护成本。由于实训设施的完善性、先进性,可以大

大提高实践教学效果。总之, 在建设专业群的前提

办学与管理

34

应智国（2006）

（张有根，2010）所谓专业群，是以某一个重点核心专业为龙头，包括若干个服务于相同技术与服务
领域的专业的集合，这些专业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技术理论基础和能力要求，可以共享师资、课程、实践
场地等教学资源，具有形成规模经济效应、提升教育本身的投入产出比、节约教育成本、凸显高职院校
的历史使命与存在理由等作用。（原无锡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教学科研处副处长）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基础课
实训体系

核心专业

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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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建杰（2006）所谓专业群，是指与行业中的职业群相对应（专业群的社会基础），有共同资源基础、技术基础
和社会关联基础的相近专业。从这些专业内部来看，由于有共同的职业基础 、资源、技术和社会基础，其
内部存在共同的课程基础（专业群的行业基础），如存在共同的基础理论课程、共同的技术课程，甚至存在共同
的核心课程。（原湖北职业技术学院督导室）

袁洪志（2007）高职教育的专业设置与普通高等教育专业设置有着根本的不同，它是面向不同的职业分工
来设置专业，正是由于这一重大区别，使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具有明显的自身规律。对高职教育来说，
所谓专业群，就是由一个或多个办学实力强、就业率高的重点建设专业作为核心专业，若干个工程对象相同、
技术领域相近或专业学科基础相近的相关专业组成的一个集合。（时任徐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

秦殿军等（2007）高职专业群是建立在“一个公共技术平台，多个专业方向”基础上的，具有共同的专业
技术基础课程和基本技术能力(技能)要求，并能涵盖某一技术或服务领域的若干个专业(方向)的一个集合。

赵鹏飞等（2007）所谓专业群，是指按技术门类和职业岗位组建的由若干个专业或专业方向的专业集 合。
专业群所涵盖的专业，可以是同一职业技术门 类的专业，也可以是在学科体系上存在知识与技 术联系的不
同专业。专业群面向行业或产业，专业 群中的各专业或专业方向面向职业岗位链。

芦庆梅等（2002）是在充分分析地方经济特色和支柱产业结构的基础上，根据行业分类特点和行业发展所
需技术组成，建设依托于某个(或某些)行业的专业群集，专业群中应涵盖该类行业主要职业岗位(骨干专业)。

外找组群依据

内找组群逻辑

合力论

相近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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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2～2016年期间专业群建设特点

日期 重要文件或会议名称 关键内容或主要效果

1 2010年 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实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把提高质量作为重点。

2 2011年 教育部关于充分发挥行业指导作用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 截至2016年，成立了62个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3 2013年 教育部关于2013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
完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完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建立职业学校与行业企业
联动开发课程机制。

4 2014年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 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

5 2014年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五个对接等。健全专业随产业发展动态调整的机制 。

6 2015年 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意见 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情况：2011年500家，2013年927家，2016年1300家。

7 2015年
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
意见

优化服务产业发展的专业布局。要紧密对接“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
济带等国家战略，围绕各类经济带、产业带和产业集群，建设适应需求、特色鲜明、
效益显著的专业群。

8 2015年
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
2018年）》的通知

面向企业的创新需求，依托重点专业（群），校企共建研发机构。引导专科高等职业
院校集中力量办好当地需要的特色优势专业（群）。

虽然又提出了专业群的问题，但政策并没有向专业群

聚焦，更多地强调适应、服务、对接、融合、合作。体制

机制制度上该年多，并没有把专业群做为主要抓手。直到

2015年三年行动计划的推动，专业群开始成为各地立项建

设的重点，出现了特色专业群、一流专业群、重点专业群、

示范性专业群、现代化专业群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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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点

n 按照服务产业需要优化专业布局。

n 以重点专业为专业群的龙头。

n 相关专业为专业群的支撑。

n 提升专业建设总体水平（内涵质量）。

n 增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能力。

n 范围：示范（骨干）校之外全体高职。
（2015年修订高职专业目录，2010年起持续理想专业教学资源库）

3 2012～2016年期间专业群建设特点

1 N
1

1 N

N

Y

Y 国家战略、产业布局、区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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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开展“十二五”高等学校重点专业建设工作的通知》

（苏教高〔2012〕16 号）

（据李冬，2015）

2012
年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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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6－2018年）实施方案》：每个高职院校要重点建
设好2－3个专业大类、2－3个专业群、3－5个特色专业，形成专业链深度融入产业链、引领产业
转型升级的特色专业体系。在全省重点建设好30个左右高职示范性特色专业群，将高职院校示范
特色专业（群）建设成特色鲜明、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专业（群）。通过示范性专业（群）建
设，带动全省高职专业建设水平整体提升，到2018年，全省高水平骨干专业总数达150个左右。

《湖南省职业院校示范性特色专业群建设方案（2015）》：专业群构建。职业院校根据学校的服
务面向，以优势专业为核心，按照专业基础相通、技术领域相近、职业岗位相关、教学资源共享
得原则构建专业群，每个专业群由3-5个（中职3个，高职5个）以上专业组成。发挥专业群的聚
集效应，以专业群建设带动教育资源优化配置。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推进职业院校对接产业加强专业群建设的通知》（闽教职成〔2015〕45号）

2016-2018年每年立项建设一批职业院校服务产业特色专业群，建设期3年。在深入分析行业和区
域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围绕区域产业带和产业集群，结合办学定位，以学校优势或特色专业为核
心，整合、新设相关专业，建设适应需求、特色鲜明、效益显著、中高职衔接的专业群。高职专
业群由5个以上专业、中职专业群由3个以上专业组成。

湖南省：专业群组群专业数量3（中职）、5个（高职）

福建省：专业群组群专业数量3以上（中职）、5个以上（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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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教育厅2016年文件《关于开展高等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实训平台建

设工作的通知》，“十三五”期间重点建设100个高等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实训

平台。实训平台原则上按照专业群或产业链进行建设，扩大实训平台的服务面和受

益面；鼓励实训平台向社会开放共享，成为面向区域或行业的教育培训中心、技能

鉴定中心、技术研发中心和公共技术服务中心。

4 2016～2018年期间专业群建设特点

反映三年行动计划建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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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职业院校专业群实训基

地建设的通知（闽教职成

〔2017〕63号），确定福

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交

通土建等20个专业群实

训基地为2017年福建

省职业院校专业群实训

基地A类培育项目、福

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园

林园艺等20个专业群实

训基地为B类培育项目。

序号 院校 专业群实训基地
1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交通土建专业群实训基地
2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信息技术与智能交通专业群实训基地
3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装备制造专业群实训基地
4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专业群实训基地
5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木材加工机械专业群实训基地
6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水利专业群实训基地
7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电力技术专业群实训基地
8 福建工业学校                   汽车专业群实训基地
9 福建理工学校                   机械制造专业群实训基地
10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互联网应用技术专业群实训基地
11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商贸专业群实训基地
12 福州旅游职业中专学校 旅游专业群实训基地
13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专业群实训基地
14 黎明职业大学                   智能制造技术专业群实训基地
15 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艺术教育专业群实训基地
16 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药学专业群实训基地
17 南安职业中专学校                   现代制造技术专业群实训基地
18 龙岩华侨职业中专学校 智能制造专业群实训基地
19 上杭职业中专学校                   建筑工程专业群实训基地
20 宁德职业技术学院                   信息技术专业群实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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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于海帅等，2018）

专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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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

1＋N
1 N Y

Y 国家战略、产业布局、区域特色（产教融合）

Z G

Z 职业岗位群、科技发展趋势、技术技能积累（校企合作）

G 政府项目支持，企业技术研发、创新生态链（政校企研协同）

4 2016～2018年期间专业群建设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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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四围绕”：

1. 产业链

2. 职业岗位群

3. 学科基础

4. 社会服务功能

组群“四原则”：

1. 专业基础相通

2. 技术领域相近

3. 职业岗位相关

4. 教学资源共享

课程“分层递进”：

p 高层互选

p 中层分立

p 底层共享

运行机制：

1. 校企搞合作

2. 工作室为纽带

培养模式：

1. 学徒制做模式

产出成果“六共享”：

1. 群内一套人才培养方案

2. 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

3. 课程体系

4. 师资队伍

5. 教学资源

6. 社会服务能力

建设方式：

1. 以大实训平台建设作为抓手

2. 以群建院，院群一体化建设

专业群功能：

人才培养和支撑服务产业发展

1. 教育培训中心

(1) 人才培养（质量和适应性）

(2) 社会培训

2. 技术研发中心

3. 技能鉴定中心

4. 公共技术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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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专业群构建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 
第一，顶层设计不够科学，定位不够清晰，特色不鲜明。有些高职院校虽名曰对接所在区域支柱 产业设置专业

群，然而专业群布局无法体现该区域 产业特色和优势。其原因在于这些高职院校更多从 整合现有校内资源角度来构
建专业群，而非紧扣国 家战略、区域经济发展规划进行专业群调研和论 证，导致专业群内部专业布局不科学，出现
核心专 业与其他专业无法对应区域产业职业群，也导致专业群区域化特色不鲜明，容易同质化。

第二，未能形成专业群的集群效应。近年来，高职院校的专业建设主要围绕重点专业进行，重点专业获得了相
对较多的资源投入，但重点专业的建设成果对群内其他专业的辐射带动效应并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尽管许多高职院
校的专业布局已经初步形成了专业群结构，但专业群内各专业之间由于缺乏共享机制与联动机制，往往处于松散组
合状态，也就无法提升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整体水平。

第三，专业群的师资团队优势聚集不足，共享 课程教师结构尚未形成。首先，普遍缺乏由核心专业带头人引领、
群内其他专业带头人为骨干的专业群带头人队伍。其次，校企师资“互聘、互兼”双向交流机制不够完善，教师队
伍教科研及服务社会能力较弱等，尚未形成专业群建设长效运行管理机制，未制订专业群建设相应岗位管理机制，
专业群带头人职责不清，与整合前各专业带头人之间的关系没有从制度上给予厘清，专业群带头人作用发挥 不足。

以上问题的成因可归结为两点:一是高职院校对专业群建设的内涵把握不到位，专业布局与产业需求不匹配；二是专
业群建设缺乏具体、明确的方向性、指导性要求，如专业群建设的指导性文件、专业群师资与管理要求等。 

“高职专业群建设评价体系构建研究”，福建省教育评估研究中心，李 林，《教育评论》2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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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多高职院校的商贸营销类、 管理类专业采用单独组群的方式，并将生产、制造类产业

中涉及商贸、 营销和管理岗位工作的人才全部纳入这类专业群培养，这与基层一线经营、管理

类人才的成长规律不符，也造成 了这类人才成长的单一性。 

高职教育专业群的内在联系是在学科基础层面（学科联系），还是在与产业及职业岗位对接层面
（职业联系），这是高职教育因专业群建设而引发的争议。

“以岗位群或行业为主兼顾学科”是国家宏观层面编制高职教育指导性专业目录的主要原则。 

该目录是国家对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进行宏观管理的一项基本的指导性文件， 但它不可能与具体

区域的行业、岗位相匹配，其分类结果不能机械地作为高职院校布局专业群套用的依据。存在于

区域发展产业的相近职业岗位群，在工作要素上具有密切的关联，需要其从事者具有的基础知识

和基本技能常常相通，从事的工作内容、社会作用和从事者所需人格特质等也较为接近，它正是

高职教育组建专业群的现实依据。 

“高职教育专业群建设:概念、内涵与机制 ”沈建根 石伟平 《中国高教研究》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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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

建设50所高水平高职院校、15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
重点任务（三）：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P14）

《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

5 推进专业群建设全新阶段

建设50所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50个骨干专业（群）。
具体指标之三，（三）推进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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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群”论文发表趋势
（据中国知网数据，孙善学，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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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美国《卡尔帕金斯生涯与技术教育
改进法》，实施生涯集群教育框架

新加坡工艺教育学院从2014年起推出全新的职群课程框架
(career cluster-based curriculum framework)。学生接受的训
练不再限于某一个职业而是一个职群。学生毕业后能拥有
于同一职群所需的相关技能，就业前景更为多元和灵活。 

职教20
条推进
专业群
教育框
架，有
13年实
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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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集群（美）与职群（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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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l 28, 2016
Dear Colleagues: 

We are pleased to let you know that the Federal partnership regarding career pathways has been expanded and strengthened. We hope 
that you will continue to build similar collaborations at State, local, and tribal levels. 我们很高兴地通知您，联邦政府在职业路径方面的
伙伴关系得到了扩展和加强。我们希望你们继续在州、地方和部落层面建立类似的合作关系。

Thank you for your continued efforts to improve collaboration across partner agencies and systems and, in so doing, more fully 
implement career pathways that help Americans enter and advance in the labor market.感谢您不断努力改善合作伙伴机构和系统之间的
合作，并在此过程中更全面地实施帮助美国人进入和推进劳动力市场的职业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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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rely, 
 
 
 
 
Kevin Concannon 
Under Secretary for Food, Nutrition, and Consumer Services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Roy K.J. Williams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Daniel P.C. Feehan 
Principal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Readiness) 
Performing the Duties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Readiness)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ohan E. Uvin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Delegated the Authority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Career, Technical, and Adult Education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Michael K. Yudin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Special Education and Rehabilitative Services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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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Foster  
Senior Advisor,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Mark H. Greenberg 
Acting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Lourdes Castro Ramirez  
Principal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Public and Indian Housing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Stuart F. Delery 
Acting Associate Attorney General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Portia Wu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Employment and Training  
U.S. Department of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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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olyn Colvin 
Acting Commissioner 
U.S.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Carlos Monje Jr. 
Acting Under Secretary for Policy  
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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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l 28, 2016  
 
Dear Colleagues:  
 
We are pleased to let you know that the Federal partnership regarding career pathways has been 
expanded and strengthened.  We hope that you will continue to build similar collaborations at 
State, local, and tribal levels.  
 
In April 2012, the U.S. Departments of Labor, Education, and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formed a Federal partnership and issued a letter of joint commitment to promote the use of career 
pathways to assist youth and adults with acquiring marketable skills and industry-recognized 
credentials through better alignment of education, training and employment, and human and 
social services among public agencies and with employers.  In 2013, the 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joined the partnership to advance career pathways in response to the anticipated 
hiring needs in the transportation sector. 
 
Today, our Federal partnership has grown to include the agencies that are part of the 
Administration’s Skills Working Group (Working Group).  This group, launched in November 
2014 by U.S. Secretary of Labor Tom Perez, maintains momentum for the Administration’s Job-
Driven Training Initiative, which seeks to assure that youth and adults completing ou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grams have the skills businesses need.  The Working Group comprises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 the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and thirteen Federal 
agencies, including:  the U. S. Departments of Agriculture, Commerce, Defense, Education, 
Energy,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terior, Justice, Labor, 
the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Transportation, and Veterans Affairs (the Departments).  The 
Working Group coordinates activities across these various agencies, including efforts to ensure 
that career pathways are available to all individuals, especially our nation’s low-skilled youth 
and adults, many of whom are already in the workplace.  
 
This letter, which demonstrates the continued commitment of the Administration to promote 
career pathways, provides updated information and resources from the expanded Federal 
partnership to help States, regions, local entities, and tribal communities integrate service 
delivery across Federal and State funding streams.  This letter also ensures that interested 
partners and agencies—whether focused on education, workforce development, or human and 
social services—are aware of this joint commitment for improved collaboration and coordination 
across programs and funding sources.  
 
As the demand for skilled workers increases, some skilled jobs remain unfilled.  In an effort to 
meet the demand for a skilled workforce, the Departments of the expanded Federal partnership 
have consistently articulated the need for increasing the skills of American workers, inclu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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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工艺教育学院
Institute of Technical Education

新加坡工艺教育学院（ITE）于1992年成立，是一所中学

后教育机构。 ITE是职业和技术教育的主要提供者，也是国家

职业技能认证和标准的主要开发者，旨在提高新加坡的劳动力

竞争力。 在其“一个ITE系统，三个学院”的教育和治理模式

下，ITE有三所学院，包括ITE College Central，ITE College 

East，ITE College West。 

https://www.ite.edu.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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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群课程框架

career cluster-based curriculum framework（CCF）

在新的职群课程框架下，学生将在第一年接受属

于同一职群的基本技能训练，跟着再决定所要专修的

课程。有了基础训练，学生以后也能更灵活地转换到

职群内的另一专修课程。

p 课程设计围绕相关职业分组的技能、知识 和属

性的共通性

p 涵盖范围广泛的职业选择;提供了纵横方 向的

能力

ITE College Central
A College of   Creativity &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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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 改变工作场所和人力需求
• 多熟练、灵活和适应性强的劳动力

ü 单一职业培训，必要的，但有所不足
ü 职业生涯培训

学生利益
• 增强就业能力
• 改进了对职业流动和开发灵活性
• 促进重新学习技能及交叉训练；提高技能

成果 
从培训学生“单一职业”转向根据共同技能和知识对相
关职业行业进行分组培训学生。职群课程框架将成为工
艺教育学院组织、规划和设计课程的基本前提。 学生将
获得基本生活技能的基础，以及特定群组下相关职业的
广泛横向技能。在更高级的培训中，学生将在选定的专
业领域深化自己的技能。 

ITE College East
A College of

Enterprise & Innovation

为什么要职群课程框架C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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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高职院校就是有几十个专业组成的“专

业群。我们要重点建设的专业群，就是要把

这所学校服务地方最需要、办学优势最突出

的一部分专业组合起来，让已有办学特色优

势更明显、服务地方作用贡献更显著。

区域离不开

业内都认可

国际可交流

校校有特色建专业群就是建特色
比专业群就是比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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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群逻辑

米芾 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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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产业-知识-管理为维度建立专业群研究的逻辑主线。

产业逻辑、知识逻辑以及管理逻辑是职业教育研究过程

中始终存在的三条重要逻辑主线，无论是对专业群概念

界定、组群路径、课程建构还是对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的

研究，都不能忽视这三条逻辑主线的潜在影响。
王亚南 成军，2021，《我国职业教育专业群研究的轨迹、热点及未来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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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群内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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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应用化工技术专业群与产业岗位群对应关系图 

（二）专业群人才培养定位 

适应区域石化产业绿色化智能化发展要 求，培养面向化工生产运行控制、

智能化集成系统控制与维护、环境监 测与 污染 治理、产品质量控制等核心技术

岗位，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绿色环保和智能控制等综合职业技能、安全

环保意识、良好 沟通表达能力、创新创业意识和团队协作精神的高素质复合型

技术技能型人才。 

（三）群内专业的逻辑性 

各岗位技术关联度高。石化产业上述主要技术岗位均需要一定的化工基

础，具备安全、环保意识，掌握仪表和自动控制的知识和技能，技术关联度高。

安全意识和环保意识是各个岗位必备的职业素养。化工生产运行和环保设施运

行岗位均需自动化系统控制，产品质量 检验与环境监 测岗位广 泛采用在线数字

化分析和信息化管理。 

专业群资源共享性强。对接各岗位通用知识技能要 求，各专业共建共享课

程，由专兼教师共同授课。目前专业群共享课程 12 门，共享专兼教师 21 位。

专业群共建共享校内实训基地 6 个（下设 19 个共享性实训室）、校外实训基地

10 个（详见表 10）。各专业充分挖掘群共享实训基地的功能，开发专业特色的

实训项目。与企业不同岗位技术人员协同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保障生产安全稳

定高效运行类似，各个专业的人员以在同一套装置上，完成不同的实训任务，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专业群内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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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层

逻辑层
（职业仓）

路径层
（职业培养路径）

职业分析

模块化课程

核心课程

专业组合

专业群技术基础课程

全校性通用技术课程

全校性公共基础课程



中试服务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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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四围绕”：

1. 产业链✓

2. 职业岗位群✓

3. 学科基础

4. 社会服务功能

组群“四原则”：✓

5. 专业基础相通

6. 技术领域相近

7. 职业岗位相关

8. 教学资源共享

教学“分层递进”：

p 高层互选

p 中层分立

p 底层共享

运行机制：✓

1. 校企搞合作

2. 工作室为纽带

3. 职教集团（联盟）

培养模式：

1. 学徒制做模式

产出成果“六共享”：

1. 群内一套人才培养方案

2. 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

3. 课程体系

4. 师资队伍

5. 教学资源

6. 社会服务能力

建设方式：
1. 以群建院，院群一体化建设
2. 产业学院
3.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实训平台）
4. 虚拟仿真实训中心

专业群功能：

人才培养和支撑服务产业发展

1. 教育培训中心

(1) 人才培养（质量和适应性）

(2) 社会培训

2. 技术研发中心

3. 技能鉴定中心

4. 公共技术服务中心

成果产出：
1. 人才培养方案

� 校企合作培养模式（学徒制、订单等）

� 1+X（标准化）

� 按群培养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2. 课程体系及课程改革

� 在线精品课程

� 新型教材（现代化、活页或工作册）

� 课堂革命（混合、数字、模拟仿真等）

3. 教学资源库（及教学平台）

4. 综合化实习实训中心（平台）

5. 技能大师工作室或职教集团（联盟）

6. 中试基地、研发中心或研究中心（所）

7. 专业群教师团队与模块化教学

8. 优质毕业生（人才培养成果）

9. 科研方向、标志性成果、专利及成果转化

10. 社会化培训品牌

① 初次职业教育

② 继续职业教育

③ 技术技能积累与

创新

④ 科研与技术服务

⑤ 国际合作交流

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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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中高本一体化下专业群培养层次是不是多元化？

l 专业群在企业的镜像是什么？

l 专业群同职教集团（联盟）、资源库、技术技能

创新平台等是什么关系？

l 专业群同产业学院、混合所有制的关系？

专业群催生职业院校内部办学体制、形态、内涵的大调整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