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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职教研论丛：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研究与实践》主要阐述了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研究方面的内容
。
全书由“高职院校专业设置研究”、“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研究”、“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探索与实
践--以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应用化工技术专业为例”三个部分构成，每个部分又由独立成篇且有一定内
在联系的内容构成，其中最后一部分内容介绍了滁州职业技术学院获得中央财政支持的特色专业--应
用化工技术专业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研究与实践>>

书籍目录

前言1 高职院校专业设置研究1.1 高职院校的专业与专业设置1.2 高职院校专业设置的意义1.3 高职院校
专业设置的原则1.4 我国高职院校专业设置存在的问题1.5 影响高职院校专业设置的因素分析1.6 我国高
职院校专业设置模式分析1.7 发达国家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特点分析参考文献2 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研
究2.1 市场需求调研是专业建设的前提2.2 人才培养方案是专业建设的核心2.3 实训基地建设是专业建设
的基础2.4 专业带头人培养是专业建设的先导2.5 “双师”队伍建设是专业建设的关键2.6 机制改革创新
是专业建设的保障2.7 追求专业特色是专业建设的动力2.8 专业调整改造是专业建设的活力2.9 专业群建
设是专业建设整体水平的体现参考文献3 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探索与实践--以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应用
化工技术专业为例3.1 专业建设基础3.2 专业发展与人才培养目标3.3 专业建设内容3.4 改革举措3.5 保障
措施3.6 专业建设预算与绩效考核指标3.7 建设实施进度安排参考文献附录1 安徽省高职高专教育专业情
况分析报告附录2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2011级应用化工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后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研究与实践>>

章节摘录

　　2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研究　　专业建设是实施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载体
和途径；是高职教育教学工作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的桥梁与纽带；是学校与社会相互融合的交叉点；
是学校教学工作主动地、灵活地适应社会需求的关键环节。
高职教育是一种应用成熟技术并将成熟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特殊高等教育类型，这种转化以特定
的专业为依托。
专业建设是高职院校各项工作的龙头，它能将学校各项工作连成一个整体。
各高职院校适应社会需要与市场需求开设专业，努力形成专业开发与设置、专业建设与调整的可持续
发展机制，深入探究专业建设的运行规律，研究专业建设的属性和特征，特别是研究专业建设的市场
特征与内涵特征，提高专业建设的质量与水平，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十分紧迫。
　　但是，由于高职教育在我国起步较晚，因而专业建设从总体上来说还没有形成令人满意的特色，
还不能妥善地处理职业性与学术性之间的关系，许多专业建设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正在探索
之中。
　　2.1市场需求调研是专业建设的前提　　高职教育专业建设应以市场分析、经济与社会发展趋势分
析、职业与岗位发展变化要求为前提。
作为专业培训、知识更新和进修的终生源泉，高等院校应该系统地考虑企业界及科学、技术和经济部
门的发展趋势。
为满足工作的需要，高等教育系统和企业界应共同制定和评估理论与职业培训相结合的教学过程、课
程计划以及对以前学业进行评估和承认的计划。
高等院校可在其预测职能的范围对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做出贡献。
应该用社会和市场的力量来评价高职教育的教学质量，“满足用人单位的需要”与“社会标准”是高
职教育专业建设的重要依据。
社会对高职教育质量的评估标准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看高职院校培养的学生质量是否满足用人
单位的需求，是否具有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是否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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