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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科类职教本科人才培养定位及体系

———以Ｘ学院机械工程专业为例

余闯　施星君

【摘　要】基于职教本科研究现状知识图谱分析与典型工科类职教本科合作办学案例分析，从生源入口、培养定位、课程

体系、培养模式、职业发展五方面与对应普通本科专业、高职专业进行深度比对以及学生满意度重要性绩效分析，由点

及面归纳出工科类职教本科办学的焦点、难点与问题。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进一步明确职教本科人才培养定位，加快推

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启动专业教学标准与评价体系建设，增进社会了解与支持；各办学主体需加快办学条件建设，

科学研制人才培养方案，探索培养模式创新，加强学生学业指导。

【关键词】职教本科　人才培养　类型教育

　　职教本科是职业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是职业教育类型特征的重要体现。我国职教本科

自１９９９年高等教育扩招以来开始探索实践，近几

年成为关注热点。在内涵属性、办学定位、办学模

式、人才培养等方面，业界深入开展了理论探究及

多类型、多形式的探索实践，但关键领域仍存在不

少难点与争议点，亟待进一步突破。

一、职教本科研究热点与局限

以“职教本科”“职业教育本科”“本科层次职

业教育”等为检索词，对１９９９年以来中国知网收

录的中文学术期刊论文进行检索和筛选，确定有

效文献共计１０３９篇。文献时间分布特征表明，国

内相关研究自２０１０年起逐步成为热点，在２０１４、

２０１９年两个节点达到峰值（图１）。这两年国务院

分别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

《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两大职教领域重量级文

件，提出了加快推进职教本科办学探索实践的时

代性论述。

基于有效文献确定关键词１６６７个，聚类分析

显示，研究主要聚焦于内涵属性、办学模式、办学

定位、培养体系４个领域，知识图谱分布如图２。

（一）内涵属性：基本统一，形成共识

内涵属性是职教本科研究的基础和源点，研

究密度不均，向心度低。涉及概念有职教本科、职

图１　职教本科研究趋势图

图２　职教本科研究高频关键词图谱

业本科、高职本科、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等，尽管表

述不同，但其内涵具有一致性，即职业教育谱系中

位于中高端位置的重要组成部分［１］，类型上隶属

于职业教育范畴，层次上为高等教育本科层次。［２］

在业界已具备较高共识性，后续研究价值逐步减

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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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办学模式：类型多元，相对成熟

历经２０多年探索实践和多元化试点，职教本

科主要形成了五种办学模式［３］：２０１０年前以公办

本科院校试点应用技术人才培养为主［４］；２０１０年

以来“４＋０”“３＋２”“２＋２”等高职本科联合培养试

点多点开花［５］；２０１９年以来高职升格、独立学院

转设以及高职与独立学院合并转设等三种模式成

为主流。［６］可见，当前相关研究与实践形成了职教

本科学校或专业办学模式方面较深厚的积累，形

成了相对成熟的范式。

（三）办学定位：焦点所在，仍未明晰

办学定位是职教本科研究的焦点和难点，涉

及理论与实践、知识与能力、学科与专业、工程与

技术、技术与技能等概念内涵的理性思辨和关系

处理。应用型人才分类大致有工程型、应用型、技

术性、技术技能型等四种。当前关于办学定位的

研究较为紧密，但观点缺乏权威性和统一性。主

要观点有：面向工程技术应用岗位培养人才［７］；以

技术型人才培养为主［８］；培养技术与工程应用型

人才，区别于高职技术技能型及应用本科工程技

术型［９］等。２０２１年初发布的《本科层次职业教育

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

置标准（试行）》均提出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

这一定位，但与高职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普

通本科培养工程技术类人才的定位差异尚不够明

晰；也缺乏实践层面的明确界定与检验。

（四）培养体系：关键领域，有待深入

作为职教本科的核心，当前涉及人才培养的

研究分布广泛，密度和向心度不均，说明主题较分

散，彼此关联度不高，涉及人才培养目标、参与主

体、课程体系构建、培养路径、培养成效评价及要

素与机制保障等，其中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

构建是关键。少数研究提及人才培养的主体和路

径，认为仍应遵循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规律，走产教

融合协同育人之路，实施基于职业能力的课程开

发。［１０］另有部分试点院校开展了职教本科专业课

程体系构建的探索实践［１１］，但聚焦性和典型性不

足。无论就理论价值还是现实意义而言，当前都

需要更多关于职教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

构建的研究与实践。

二、工科类职教本科人才培养案例

在培养大国工匠的历史新征程中，工科类职

业教育肩负重要使命。浙江省内Ｘ职业技术学

院（Ｘ学院）２０１６年起与当地“省市共建”重点本

科高校Ｙ大学合办机械工程（光机电应用技术方

向）本科专业。其中该专业（方向）为Ｘ学院国家

“双高计划”专业群核心专业，也是Ｙ大学国家一

流专业、省优势专业，拥有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

点，属强强联合。采用“４＋０”合作模式，每届招生

５０人；２０２０年６月诞生首届毕业生。通过对 Ｘ

学院与Ｙ大学合办的机械工程职教本科专业、Ｘ

学院机械工程三年制高职专业、Ｙ大学机械工程

普通本科专业三者（职本专业、高职专业、普本专

业）办学主要环节与关键要素比对分析，希冀由点

及面，为系统梳理总结工科类职教本科人才培养

的经验做法和存在不足提供实例依据。

（一）生源质量：“夹心”又不缺乏亮点

生源质量是教学质量的前提，对优质生源的

吸引力反映了高等学校和专业的社会影响力与认

可度。近五年招生投档线与报到率（图３、图４）分

析可知，三个专业整体生源质量较为稳定，录取位

次与省相应批次投档线分差处于稳中有升状态。

其中职本专业尽管录取分数线与普本专业差距较

大，但亦能持续保持相对于高职专业的分差优势；

且五年报到率始终位居三个专业之首，足见考生

及家长对该职本专业的接受度和认可度正稳步提

升。

（二）培养定位：存在本质差异却呈交融态势

Ｘ学院与Ｙ大学相关专业连续４年联合开

图３　浙江省近五年投档线对比

图４　浙江省近五年招生报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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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激光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主要专业人才需求

展区域激光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人才需求情况调

查。根据调查报告可知，不同生产环节、不同企业

及不同岗位对专业人才的结构性需求大致可归纳

为６种（图５）。

职本专业培养层次对应职位主要是④和⑤，

对应职业等级以技师为主、高级工为辅，反映了三

个特征：第一，职本与中职、高职的共性点均以培

养学生岗位实操能力为主，需熟练掌握生产工艺

和生产流程。第二，职本定位高于中高职，需掌握

的工艺和流程更复杂、更系统，同时需具备生产加

工工艺和流程的设计、优化、维护与管理能力。第

三，从⑥光机电设备制造及设计工程师岗位能力

要求与职业等级看，工程师岗位对应的能力需求

主要还是以知识体系为基础的，需掌握光、机、电

综合知识，通过工程项目综合设计等工作内容体

现其所需具备的知识及实际应用能力。工程教育

普本与职本的本质区别在于人才培养的逻辑起点

是知识体系还是岗位职业能力。因而可得出一般

性结论：职教本科是职业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与

普通高等教育分属不同教育类型；职教本科也遵

循培养适应岗位需求的技术技能人才这一定位，

遵循实操能力为主、理论知识够用原则，只是无论

是技术技能还是理论知识，所需达到的要求均大

幅高于高职（图６）。

此外，智能化时代将引发工作过程去分工化

和技能操作高端化，需要高度复合的专业型技术

技能人才。［１２］随着智能技术在制造业应用普及，

更多智力技能替代动作技能，要求职业教育培养

的人才更加具备运用综合方法手段解决实际问题

图６　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体系定位对比

能力，而非单纯的操作能力或操作熟练度。［１３］职

教本科这一特征体现得更为显著。未来，职教本

科和普通本科的内在联系必然越来越紧密，图５

中代表普通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两个虚线框将

逐步形成一定交集，但分属两种教育类型的本质

并未改变。

（三）课程体系：初现特色但尚未成熟

职本专业遵循职业教育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

一般规律，通常采用与高职专业类似的基于工作

过程系统化（项目化）的课程开发范式。在课程体

系构建探索实践中逐步形成自身定位与特色。

第一，职本专业通识类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

远多于高职专业，而专业核心课程少２１学分，反

映了职本专业人才培养基础更实、素养底蕴更厚、

专业方向更广、成才口径更宽的办学取向。

第二，相对于普本专业，职本专业实践课程占

比更高、实习实训体系更完善，大部分专业核心课

程都进行了项目化教学设计，融入企业生产新标

准、新工艺、新技术；课程评价更加注重过程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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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性，常以实际生产任务替代论文、卷面考试等

方式。

第三，三个专业的课程名称和标准反映了教

学目标广度、深度和关注点上的差异。如普本“机

械工程概论”侧重理论和原理，职本“机械基础”以

理论认知为主，对原理剖析未作重点要求，高职

“激光设备机械基础”则把知识范围仅限于激光设

备。专业核心课的差异体现了普本专业更注重整

体工程设计和过程控制能力、职本专业更注重工

程设计基础上的实施能力、高职专业更注重工程

操作与工艺设计能力。

第四，职本专业运用普本的高度和高职的角

度自我审视，缺乏对自身定位必要性、性质特殊性

以及教学内容、资源条件、学习者特征等异质性要

素的深度认知与充分考量。基础性课程往往只能

参照普通本科课程标准、使用普通本科教材等教

学资源，呈现显著学科属性；部分实践类课程只能

参照高职教学模式，使用高职实训环境，缺乏“拔

高”与“升华”。简单将两方面课程资源要素物理

性糅合，难以真正实现内生融通。总之，当前职教

本科专业教学生态对其特定人才培养定位的支撑

性仍显不足。

（四）培养模式：不同程度的产教融合

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的本质要求。职本专业

与区域激光产业龙头企业开展深度合作。首先，

围绕产业重要岗位核心需求，校企共建“真实车间

的实训环境”“真实产品的产业项目”“真实企业的

生产管理”的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其次，组建由校

内专业教师和行业技术专家组成的科研导师队

伍，依托产教融合平台，开展“项目参与式”实践教

学与导师制创新项目训练，着重培养学生基于本

专业的创新实践能力；再次，结合激光加工技术应

用中高级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优化课程内容，调整

实训模块，开发实训资源，深化书证融通；最后，实

施以企业生产标准为依据的双主体、过程性、多维

度育训结合教学评价。

三个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差异也较为显著。

一方面，职本专业和高职专业的产教融合更有深

度，从课程体系、课程范式、教学实施、教学资源、

师资结构、教学评价等全方位体现了对接生产、双

元育人；普本专业尽管也实行校企合作，安排了实

践实习环节、企业教师兼课等，但比例低很多，大

部分教学内容是按知识体系编排的，教学过程也

是依据学科认知规律组织的。另一方面，职本专

业尽管同高职专业一样都实施深度产教融合，但

模式并不完善。从教学环节组织看，由于职本专

业办学尚处探索阶段，校企双方协作并不默契；另

鉴于职本专业对应的优质岗位数量有限，实习环

节往往被安排到技术助理、管理助理等与高职专

业学生相近的实习岗位，适切性不如高职专业。

从教学要素匹配看，高职院校主导的教学生态系

统中，合作企业的数量质量、企业带教师傅的水

平、提供顶岗轮岗的机会、共同开发利用的教学资

源，能否适应和满足职本专业人才培养需求，仍待

商榷。

（五）职业成长：差异化发展各有所长

２０２０届毕业生就业质量与职业发展进行对

比分析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三个专业毕业生就业质量与职业发展对比

质量指标 职本 高职 普本

总体

毕业

质量

毕业率（％） １００ ９８ ９７．６

就业率（％） ９０ ８９．８ ５６

创业率（％） ６ ３．１ ４．８

升学率（％） ４（升硕） ２（升本） ３６．８（升硕）

就业

情况

起薪水平（元） ４１９７ ３２１３．６ ４２０３．１

企业规模（３００人及以上）占

比（％）
６６ ６１ ８１．５

任职中层及以上（半年后）占

比（％）
２７ ２３．４ ２９．３

稳定性（半年后仍在初次就业

企业占比）（％）
７５ ８２．７ ７３．７

创业

情况

平均注册资本（万元） ４．３ ３ ４

２０２０年平均净利润（万元） １０ １２．６ ８

升学

情况

出国留学（％） ０ ０ ９．２

双一流（％） ０ ０ ９．２

普通高校（％） ４ ２ １８．４

　　从整体毕业质量看，职本专业毕业率和就业

率全面领先，体现了较好的生源基础和人才培养

水平。但升学率差异显著，普本专业明显大幅高

于职本和高职专业，反映了普本专业学生更强的

学习能力和学习意愿。

从就业情况看，职本专业和高职专业以就业

为导向的职业教育特征，对接生产实际的教学内

容与组织形式，系统的实训实习组织及精细的就

业指导服务，促进了就业率和就业质量的提升。

职本专业起薪水平与普本专业差距很小，均大幅

高于高职专业，反映了四年制本科毕业生社会认

可度比三年制高职更高。企业规模、任职水平、稳

定性等就业质量指标三个专业差异不大，职本专

业基本介于其他两者之间；生源质量优势显著的

普本专业在就业质量方面并未呈现明显优势。

从升学情况看，普本专业优势显著。职本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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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源质量不及普本专业，学习能力和升学意愿

均不突出；在校期间更多接受就业指导和企业实

习，受就业文化影响比考研更深刻。此外，职业教

育体系内本科以上学历教育尚未成熟，工程硕士

等专业硕士招生规模不足，学生学历继续晋升通

道受限。

三、学生满意度分析

为从主观视角洞悉三个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

间的体验收获及满意度，采用重要性－绩效分析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ＰＡ）五点法

量表对学生进行满意度抽样调查。调查范围为三

个专业２０１６２０２０级学生；按德尔菲法确定总体

满意度及２２个分项指标，分别为课程设置、学分

制度、选课管理、师资水平、课堂教学质量、教材选

用、实践教学条件、实践教学安排、合作企业资源、

图书信息资源、学生管理、学风建设、辅导员／班主

任指导、团学工作、社团活动、思政课程、就业／创

业／升学指导、奖助学金评定、校园文化、生活配

套、校园环境、公共交通。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５０７份，α信度值为０．９７９、ＫＭＯ效度为０．９４３，

表明问卷调查结果良好。被调查者信息统计如

下：职本１９８人、普本１４７人、高职１６２人；男生

３９２人、女生１１５人；大一１４３人、大二１２１人、大

三１３９人、大四（毕业生）１０４人。样本分布符合

预期要求。

针对职本专业开展重要性－绩效分析。根据

邓维兆修正ＩＰＡ法
［１４］计算各指标的引申重要性。

首先对各指标取自然对数使之呈线性分布，再以

此为自变量，以总体满意度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

归分析，计算之间的偏相关系数，即为该要素的引

申重要性。以整体满意度均值４．０和引申重要性

均值２．８７为坐标轴原点，绘制的ＩＰＡ象限布局

图如图７。

图７　学生满意度ＩＰＡ分析

师资水平、课程教学质量、实践（实验）教学条

件、实习实训（实验）安排、合作企业资源、辅导员／

班主任指导、团学工作、社团活动、生活配套９个

指标位于Ⅰ象限，表明学生对其关注度较高，学校

及专业整体表现能令学生满意，应继续维持。课

程设置、奖助学金评定、思政课程、图书信息资源、

校园环境５个指标位于Ⅱ象限，说明职本专业学

生对这几个指标并不十分在意，现有水平足以满

足要求，不必增加投入。学风建设、公共交通２个

指标位于Ⅲ象限，尽管职本专业学生认为这两者

不够理想，但也并不重要，可后续逐步改进。学分

制度、选课管理、教材选用、就业／创业／升学指导、

校园文化６个指标位于Ⅳ象限，属于重点改善区，

说明现有水平与学生心理预期差距较大，是学校

改进提升的关键点。

四、职教本科发展对策

目前全国职教本科拥有数百个专业办学试点

和数十个学校办学试点，真正可复制的成熟模式

不多。人才培养定位仍是争议焦点；人才培养模

式研究实践未形成本科层次特色；教学标准研制

及课程体系构建探索刚刚起步，各试点校在学生

管理、学业指导等方面往往依赖“高职”经验，不足

以契合与满足本科学生需求。职教本科存在的共

性问题和难点，需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各办学主

体共同努力破解。

（一）公共政策层面

１．进一步明确人才培养规格定位

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推进了产业集群化发展，

职业岗位工作的复杂性、综合性和动态更新性大

幅增强，中高职人才培养层次无法完全满足新经

济、新工业、新模式、新业态、新岗位的技术技能人

才需求。职教本科应坚持以岗位能力为核心，强

化应用能力、迁移能力、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等通

用能力和社会能力，担负起培养复合型、应用创新

型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历史使命。

２．加快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当前我国职业教育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方面，职教本科尚处于试点探索阶段，与中职、

高职教育有效衔接与贯通培养缺乏成熟模式。另

一方面，专业硕士教育并非严格意义的硕士研究

生层次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本科生学业继续上升

通道受限。为此，加快中、高、本一体化人才培养

研究与实践迫在眉睫，各省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可结合区域产业发展现状及各校布局特色，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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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３＋４”“３＋２＋２”等多种形式贯通式培养，

从集团化办学、招生政策、教学标准研制、培养方

案设计等关键点实现突破。此外，可适时启动硕

士层次职业教育办学试点。

３．教学标准研制与评价体系构建

相对于工程教育普通本科具有成熟的教学标

准和认证体系，工程类职教本科仅在专业设置和

学校设置有标准可依，但尚未建立专业教学标准

体系和办学水平评价体系。相对成熟的专业可率

先通过相应行指委启动教学标准研制工作。同

时，可委托社会第三方评价机构启动职教本科办

学水平评价（评估）体系建设工作，分别针对学校

和专业两类对象，在评价体系逐步完善后启动对

全国各办学试点的评估（验收）工作；也可用于申

请新增或扩大项目试点的办学主体开展办学水平

自评工作。规范和引导办学主体不断夯实办学条

件，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４．增进社会对职教本科的了解与支持

加强多途径宣传，增进全社会对职教本科的

了解与支持。一是引导民众在思想上转变只有普

通高等教育才能造就人才的狭隘观念，倡导“行行

出状元”“职业教育人人出彩”的普惠教育观，加深

对职教本科客观认识，使其更受家长和学生青睐；

二是明确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重要作用，引导企业树立能力至上的用人理念，

着力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和待遇水平；

三是政策力求突破，为职教本科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制定专项促进制度，引导更多高端装备制造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领域的优质企业参

与职教本科人才培养。

（二）办学主体层面

１．落实国家标准，加快办学条件建设

各办学主体要加强“两个标准”的学习和落

实。加强结构化高水平教学团队建设，特别是专

任教师学历晋升、产业服务能力提升及“双师型”

教师培养方面坚持外引和内培双管齐下；加强经

费落实，加快图书信息资源、合作企业和场地设施

设备建设，为学生学习实践、师生应用技术服务等

提供基础支撑；加强办学能力建设，不断提高人才

培养水平、技术服务能力和社会培训能力；加强办

学成果积累，持续提升产业影响力、同行影响力和

社会美誉度。

２．贯彻五育并举，校企共制培养方案

职教本科更强调培养复合型、创新型高层次

技术技能人才，首当其冲要落实到人才培养方案

中。一是贯彻落实五育并举，提升通识教育课程

比例，开设涵盖“德智体美劳”教育及信息素养、创

新素养教育的多类型选修课。二是强化专业群平

台课或专业大类基础课建设，为学生奠定宽、厚、

实的专业能力基础；开发和共享模块化、多方向的

专业（群）选修课，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元的职业发

展通路。三是校企共同制订培养方案，将优质企

业文化、工匠精神、职业品质培育融入培养方案。

四是探寻和遵循本科层次的技术技能成长规律和

职业素养养成规律，以科学的逻辑优化课程结构，

编排学习内容，开发相适配的在线课程、立体化教

材等教学资源。

３．立足职本特色，创新协同育人模式

职教本科办学主体应遵循职业教育人才培养

基本规律，实施校企双主体协同育人。学校要摒

弃等待政府“出政策、牵红线”的消极校企合作观，

通过打造产业学院、产业联盟等校企共同体，积极

服务产业发展，着力解决企业转型升级中的技术

难题，为企业提供高技能培训和紧缺人才，探寻能

激励企业投入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持续创新

“订单班”“学徒制”等协同育人模式，充分发挥企

业导师的实践能力和经验优势，深化“三教改革”。

与职业教育评价机构共同开发“１＋Ｘ”中高级证

书，强化育训结合。

４．加强学业指导，服务学生成长成才

职教本科给予学生更多学习资源、学业发展

和成长路径选择。但各办学主体同时要扮演好

“指南针”“启明灯”角色，加强学业指导，谨防学生

迷失。专业教师、企业导师、班主任、辅导员要各

尽其责，积极寻求针对本科学生的工作方式创新，

在学生选专业（方向）、选课、选实习企业（岗位）、

毕业设计选题、职业发展路径规划以及心理健康

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与帮助。特别是考研辅导方

面，高职学校自身资源和经验不足，需借助合作本

科学校等外力为学生提供有效帮助。

政府应尽快从顶层设计上出台引导、促进、扩

容、规范和评估职教本科发展的全套政策体系；各

试点项目办学主体要承担起先试先行的使命，加

快探索进程，发掘办学规律，总结经验模式，为政

策制定和扩容推广提供范例；社会应给职教本科

办学多一些支持、理解和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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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ＤＥＮＧＷ．Ｕｓｉｎｇａｒｅｖｉｓｅｄ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Ｔａｉｗａｎｅｓｅｈｏｔｓｐｒｉｎｇｓｔｏｕｒｉｓｍ［Ｊ］．

Ｔｏｕｒｉｓｍ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７（５）：１２７４１２８４．

犗狀犜犪犾犲狀狋犆狌犾狋犻狏犪狋犻狅狀犗狉犻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犛狔狊狋犲犿狅犳

犈狀犵犻狀犲犲狉犻狀犵犞狅犮犪狋犻狅狀犪犾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犳狅狉犝狀犱犲狉犵狉犪犱狌犪狋犲狊

—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ｔｙｏｆＸＣｏｌｌｅｇｅ

犢狌犆犺狌犪狀犵，犛犺犻犡犻狀犵犼狌狀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ａｐｐ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ａｎｄｉｎｄｅｐｔｈ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ａｊｏｒｓｆｒｏｍ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ｈｉｇｈｅｒ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ｗｉｔｈｔｙｐｉｃａｌｃａｓｅ

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ｇｒｅａ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ｗａｓａｔｔａｃｈｅｄｔｏｆｉｖｅｋｅｙａｓｐｅｃ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ｓｔｕｄｅｎｔｅｎｔｒａｎｃ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

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ｓｙｓｔｅｍ，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ａｎｄｃａｒｅ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ｍａｄｅｂｅｆｏｒｅｄｒａｗｉｎｇ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ｂｏｕｔｄｉｆｆｉｃｕｌ

ｔｉ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ｃｕｒｒｅｎｔ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Ｔｈ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ｒｉ

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ｄｉｎｌｉｎ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ｖｏｃａ

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ｃｈｏｏ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ｔａｌｅｎｔｓ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

ｄｅａｌｔｗｉｔｈｂｙａｌｌｔｈｅ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ｔａｌｅｎｔ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ｅ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 骆四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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