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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职化工专业群建设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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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职院校的专业群建设，是提升院校核心竞争力、打造品牌的关键。建设高职化工专业群，应选
择适宜的构建方法，立足产业、打造重点专业及专业群，工学结合、构建“学校 +企业”双主体人才培养模式，
科学设计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体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深化校企合作、强化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加强院校合
作、服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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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群构建的重要意义

“群”理论的古典基石集中体现在阿尔弗雷德

·马歇尔的产业区理论———从经济学角度对产业聚

集现象进行解释。1998 年，迈克尔·波特的《企业

群落与新竞争经济学》一文系统地提出了新竞争经

济学的产业集群理论，并解释了产业集群的含义。
产业集群实际上是产业通过聚集发展，在一定区域

内形成产业链，发挥聚集效应［1］。高职院校“专业

群”概念的提出和专业群建设项目的确立，无疑受到

产业集群实践和理论发展的影响，是产业集群理论

在教育领域的拓展和应用。
专业群 建 设 对 于 高 职 院 校 而 言 具 有 多 重 意

义［2］。首先，专业群建设有利于高度整合教学资源，

降低教学成本。因为专业群具有共同的专业素质基

础和基本技术能力要求，在教学中可以相互补充，师

资队伍整体结构可以不断整合优化。同时，群中各

专业的实践教学条件基本相同或相似，这样就可以

充分整合实训资源，大大提高实训设备利用率，进而

降低实践教学成本。其次，有利于提升教学单位的

教学能力，形成品牌优势。在各专业的相互作用下，

课程建设将逐步形成优势，有利于打造出更多的优

质核心课程和精品课程，核心专业在其他专业的支

撑下，其优势和带动作用也将更加明显，从而增强了

专业群的竞争优势，进而形成品牌优势。第三，专业

群式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学生通过专

业群相关课程的学习不仅能从事本专业的基础岗位

工作，还能适应专业相关的多个工作岗位群。最后，

高职院校开展专业群建设有利于其根据市场需求及

时、灵活调整专业，这无疑将增强其专业设置的灵活

性与适应性，更好地适应行业发展和区域经济的需

要［3，4］。
二、高职化工专业群的构建设想

( 一) 化工专业群构建方法
以职业岗位群为基础，围绕核心专业构建专业

群。专业群的构建应考虑企业岗位的设置背景，针

对某个行业相关的职业岗位来设置专业，满足企业

岗位群的需要，尽可能大面积地覆盖行业岗位群，为

企业提供全面的、“打包式”的立体化人才服务。
以服务产业链为基础，以核心专业为牵引构建

专业群。专业群的布局和调整应以服务产业为目

标，通过对某个产业链应用性人才需求状况的结构

分析，构建与该产业发展要求相一致的专业群体系，

形成链条式专业群。
围绕学科基础构建专业群。高职教育的专业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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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学科基础，对于学科基础相同的若干专业

可以构建成一个专业群。
围绕现有的优势教学团队，开发和拓展相关专

业，构建专业群。依托教学单位某个优秀教学或科

研团队的优势和影响力，逐步创造相应办学条件，开

发和拓展相关专业，进而形成一个专业群。
依托雄厚的教学资源，吸纳师资，开办专业，进

而形成专业群。有些教学单位因各种原因，积淀下

来一批得天独厚的实践教学资源，经过改造和补充

后完全可以满足多个专业的实践教学需要，以此为

基础，吸纳部分师资，逐步开办相关专业，进而形成

专业群。
应用化工技术专业由于其专业性强、实践程度

高、岗位相关性强等特点，通常可根据第一种方式，

即围绕职业岗位群来构建专业群。按产业关连度

高、基础理论相同、核心能力相近的原则，针对大化

工行业中一组相关的职业岗位来设置专业和主干课

程，满足企业岗位群的需要，尽可能多地覆盖工业园

区岗位群，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机会。
( 二) 立足产业，打造重点专业及专业群
根据本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着力打造

应用化工技术重点专业，搭建先进化工生产类高素

质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平台。
同时要依托本地区产业发展，建设应用化工技

术专业群。根据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培养服务

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为

目标，重点建设符合地区先进制造业产业链的专业

集群，在建设过程中，通过共享重点建设专业的优质

教学资源，带动相关专业群的发展。
另外，还要联手行业领军企业，共建重点专业及

专业群。学校应遵循“企业的需要，我们的目标”的

办学理念，以服务换取企业在设备捐赠、实训基地建

设、人力资源共享等方面的支持。
( 三) 构建“学校 +企业”双主体人才培养模式
学校以深化校企融合为切入点，推进企业在高

职人才培养中的角色转换。一方面，要调动企业的

积极性，推进企业由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被动参与者

向高职人才培养的主动参与者转变; 另一方面，要引

导企业参与到高职人才培养( 尤其是“订单式”培

养) 的正规学历教育中来，使其成为和学校并列的人

才培养主体。在整个人才培养方案建设中，企业和

学校共同制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使教学工作更

贴近企业的生产实际，并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增

强教学的针对性。在人才培养方案的实施过程中，

则又各有侧重，学校主体主要依托校内资源，完成学

生的知识学习、技能训练和素质养成的任务; 企业主

体利用自身资源( 工厂生产车间) ，结合实际岗位要

求，培养学生的综合技术应用能力，改变简单的 1 +
1 校企合作，达到校企间的深度融合。

( 四) 科学设计课程体系
学校为深化校企融合，根据“学校 + 企业”双主

体人才培养模式，重构基于实际工作过程的教学体

系。
在知识开发方面，要加大校企融合力度，由专业

带头人带队，深入与本专业相关的企业，对企业实际

工作过程及流程进行调研，形成紧扣行业或企业生

产的知识点串联体系。
在典型工作任务开发方面，学校要定期召开由

专业教师、企业工程师、教育专家组成的课程建设委

员会，由学校、企业和社会三方共同参与确定工作任

务，探讨代表性工作任务的选择，并论证其在实际应

用中的可行性。针对相关专业，要找准典型工作任

务，如应用化工技术专业侧重“化工设备与机械的控

制与维修”、“典型化工单元操作”等方面的工作任

务等。同时，工作任务的开发一般经历准备→实施

→反馈三个阶段，要实现教学内容与工作环境的无

缝对接。
在长期办学过程中各个相关专业已经具备了相

同的产业链背景，相同的专业基础，不同的专业核心

技能要求，因此，要在目标岗位( 如: 生产操作、分析

检验、工艺管理及设计、产品开发、生产调度、安全管

理等岗位) 分析调研的基础上，按照“平台 + 模块”
模式进行专业群课程体系的构建。“平台”指的是

针对应用化工技术专业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所必备

的共同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以及专业群中专业技

术的共性发展和学科特征要求而设置的一系列通用

课程，由公共课、专业基础课及共性发展课程组成。
“模块”则是根据不同的专业核心技能要求而设置，

由体现专业特色的专业核心课程组成。
学生在修完“平台”课程后，已经具备了在行业

内从事专业群所包含岗位的基本职业能力和适应职

业变化的能力，然后再分别进行各专业模块课程的

学习，实现按不同职业方向进行人才分流培养，最终

较好地解决专业群内各专业的针对性问题。因此，

通过这种课程内容底层共享、中层分立、高层互选的

分配模式，可以凸显专业群的适应性，发挥本专业群

的集群优势。
同时，在行动领域开发方面，也可以根据工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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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职业情境，针对与本职业紧密相关的工作任务

进行展开。首先要确定该工作任务所涵盖的职业行

动领域的数量和范围; 其次是描述和界定所确定的

各个职业行动领域的功能、所需的资格和能力; 再次

是论证所确定的行动领域的可行性，以此作为学习

情境的初选标准及相关行动领域选择的基础。
最后，在学习领域开发方面，根据之前论证可行

的行动领域方案，各专业要将所选择的行动领域转

换为学习领域配置，对各个学习领域进行扩展和描

述，确定学习领域的框架和内容，最终创造具体的学

习情境( 具体设计思路详见图 1 所示) 。

图 1 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体系设计思路

( 五)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推进双师、名师建设
专业群建设是高职院校构建“双师型”教师队

伍的有效途径。在专业群的基础上，形成教师队伍

集群，相近专业、相近基础学科的教师组合在一起，

形成“双师型”教师团队。在这个团队里，教师之间

可进行优势互补，尤其是高职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

之间，取长补短、教学互动，避免单个教师某方面的

能力不足，构成整体结构上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同时，专业群也可尝试“专、兼、聘”三结合，利

用社会师资不断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方

法。“专”指高职院校的专职教师，他们是高职院校

师资的主要组成部分，由他们承担基础课与大部分

专业课的教学任务。“兼”指兼职教师，既可来自其

他高校或科研院所，也可是来自生产第一线的专业

技术人员或科研单位的科技骨干等，由他们承担部

分专业课与部分实训实践课的教学。“聘”指外聘

教师，这是为了满足某些热门专业或紧俏专业对特

种专业技术教学的需要。“专、兼、聘”三结合，有利

于教师队伍的优化，是“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进

一步延伸与拓展。
( 六) 深化校企合作，强化实习实训基地建设

实训基地建设应以专业群内各专业的核心技能

训练为基础，按专业群分类组建实训基地，实现资源

共享。实训基地的功能定位应为: 专业群内各专业

学生的实践教学基地，校企合作企业的职工培训基

地，本地区职业技能训练考核鉴定基地，技术开发应

用与推广基地。具体思路如下:

1． 实习实训基本条件建设

( 1) 强化软硬件建设

要根据生产性实训需要，通过学校自购、企业赠

送以及校企共建等途径，升级改造重点专业及专业

群现有的校内校外实训设备。同时按照现代企业真

实生产环境和管理运作模式的特点，改进和完善实

训室的环境设计、工位设置、操作流程、人员配置以

及环保与安全要求等，提升实训基地室的软环境建

设水平。
( 2) 整合资源，增强实训功能

要根据专业建设发展需要，在充分挖掘单个实

训室潜能的基础上，实现实训室之间的结构化重组，

提升实训基地的整体功能。
专业内部，按照由低到高的岗位能力要求，梳理

其内在的核心技术价值链，据此将相关实训室整合

成能够适应如操作工→技术员→工程师助理等不同

层级岗位能力训练的实训体系。
专业之间，打破专业壁垒，按照区域产业链，通

过整合重点专业及专业群的相关实训室，构建基础

实训平台。同时，依托灵活的管理体制，实现资源共

享，形成从单项技能到整条流水线操作训练的完整

实训体系，营造综合科技环境，最终建立起集教学、
培训、职业技能鉴定、项目开发和生产等多种功能于

一体的实训基地。
2． 实习实训内涵建设

( 1) 加强制度建设

要完善建设和管理制度，强化实习实训监管力

度，提升准就业实习整体水平。进一步健全机构，成

立实训基地建设工作小组，制定实训基地建设规划

和建设计划，责任到人，分步实施，加强监督与管理，

确保实训基地建设顺利进行。
( 2) 推进项目开发

要重点推进实训项目开发与推广工作。独立承

接或与企业合作实施横向、纵向课题研究，利用设

备、技术先进的优势进行技术开发、产品研发，为企

业解决工程项目难题，为技术和产品升级提供相关

支持; 结合自身教育资源优势，重点进行职教课题研

究和教学产品的开发和研制，为推进职业教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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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服务。
要积极开发对外培训项目。结合学校两大实训

平台建设，开发实训培训课程，编写特色实训教材，

面向企业、同行院校以及社区开展企业员工岗位培

训、职教师资培训和就业培训等各级各类培训服务。
( 3) 创新长效机制

要依托实训基地的设备和技术优势，成立经济

实体，实施实训基地的产业化运作，在进一步营造真

实生产环境的同时，为企业和社会提供服务，增强基

地的造血功能，实现良性发展。如通过产品的试样、
生产、加工、检测、技术开发、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技
能鉴定和职业资格认证等形式，在回报社会的同时，

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为基地的进一步建设获取更

多的资金来源。在实现校内共享的基础上，逐步实

现向社区及周边同行定期开放，加大社会服务和辐

射力度，提高实训基地的利用率。
( 七) 加强院校合作，服务社会
学校可充分发挥自身体制优势，依托重点专业

及专业群，进一步面向全国职业院校开展师资培训，

成为重要的职业教育师资培训基地; 继续加强对其

他院校的对口支持和职教扶贫，切实发挥示范和带

动作用; 加强与企业合作，开拓企业职工培训项目，

开展合作项目开发和技术攻关，加大社区科技服务

和职业技能鉴定力度，提高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

度( 具体社会服务体系见图 2) 。
三、结语

总之，高职院校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具有特色的

专业，化工专业群的建设也是以化工产业市场需求

为导向，凭借区位优势，顺应职业岗位特点发展自

己，在不断适应、与时俱进过程中完善高职对化工专

业的建设。无论是课改、实训调整，还是思想理念，

只有当高职教育真正与企业用人标准吻合，成为企

业的前沿，化工专业群才真的办出了特色。

图 2 社会服务体系建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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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emical Specialty Group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ZHANG Ｒ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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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pecialty group construc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the key to the improvement of college core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rand． To build higher vocational chemical specialty group，the proper con-
structive means is suggested． This paper presents some ideas on how to construct the chemical specialty group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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