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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术本科、应用本科和职业本科的问题

引起了高教界更多的关注。2019年，教育部批准泉

州职业技术大学等 15所升本高校使用职业技术大学

名称，职业本科的概念得到承认，办学要求受到重

视。2021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

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2021—2025年）》（以下简称

《方案》），将对部分高校开展学术型和应用型办学审

核评估，学术本科和应用本科的概念更为人们所重

视。但在办学实践和相关研究中，不少人对学术本

科、应用本科和职业本科的内涵和教育要求莫衷一

是，尤其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更是说不清、道不明。

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

发展的同一性比较显著，各级各类高校从质量标准

到办学模式基本一致，差别并不明显。21世纪以来，

大众化和普及化加速推进，高等教育多样性发展取

得重要突破，应用本科和职业本科发展成为高等教

育普及化的新兴方向。初生之物需要实践探索的坚

定执着和经验总结，也离不开理论研究的科学论证

和理性设计。本研究试图对学术本科、应用本科和

职业本科三种不同本科教育类型及其教育要求展开

深入探讨，对其异同进行理性辨析，以服务高校干部

教师厘清思想认识，更稳健地开拓我国高等教育普

及化发展新格局。

一、学术本科及其教育要求

学术本科是学术型本科、学术本科教育的简略

表述，是一种特定本科教育模式。在现有的本科教

育，乃至整个高等教育中，学术本科是发展最早且最

有影响力的高等教育模式。自产生以来，学术本科

一直在变化发展中，现在的学术本科既保留了其原

初的基本理念、形态和要求，又吸纳了很多现代教育

元素，形成了特点鲜明、功能强大的人才培养体系。

（一）学术本科的发展与概念释义

学术本科与现代高等教育不是同时产生的。学

术本科的发展与研究型大学的建立相辅相成。在学

术本科产生之前，高等教育主要是古典知识的传授，

以培养有文化、有教养的人为宗旨［1］。那个时候，甚

至还没有建立规范的本科教育。有高等教育史学家

认为，“第一代本科生”出现于 18世纪后期和 19世纪

初期［2］，之所以会如此，可能是因为尽管 17世纪中期

出现了现代学制，但到建立起完备的现代学校制度

学术本科、应用本科和
职业本科概念释义、办学特点与教育要求

别敦荣

摘 要：学术本科是以培养学术研究型人才为主要目标的一套本科教育体系，具有非功用性、跨学科融

通性和发展可持续性等特点。学术本科教育更重视基本理论教育、科研方法训练和创新能力

培养。应用本科是现代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基本模式之一，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要目标。

应用本科具有目的重实用、内容重技术和组织重专业等特点。应用本科教育更加重视技术教

育训练、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培养，以及工程技术意识与职业伦理养成。职业本科是应用本科的

一个亚类，是培养职业高级技术技能人才的教育，其特点主要有：职业导向性、技术技能训练的

复合性和教学与生产贯通。职业本科教育更重视职业高级能力培养、现场实践教学和职业素

质养成。

关键词：学术本科；应用本科；职业本科；高等教育

∗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2017年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和质量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17JJD88009）的研究成果

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22.08.12

61



2022年第8期 中国高教研究

和国民教育体系，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学术本

科的出现与研究成为大学人才培养的重要路径有内

在联系。18世纪后期，德国哈勒大学、哥廷根大学等

引入学术自由理念，兴起科学探究之风［3］。1810年柏

林大学创立，科学上升为大学的主要学科门类之一，

研究与教学相统一成为大学的基本原则，高等教育

从此有了新的内涵，本科教育由此获得了学术性禀

赋。学术本科因此成为高等教育的一种主要类型而

受到德国其他大学和其他国家大学的青睐，柏林大

学则成为世界上第一所研究型大学［4］。其他国家的

学术本科最初都模仿德国大学的办学模式，但很快

便结合各自国情进行了改良和改造，形成了有自身

特色的学术本科模式。

我国学术本科的发展相对较晚。清末所发展起

来的现代大学教育难言学术本科，一来我国现代科

学的根基浅薄，二来现代学术基本为欧美国家及其

代理人所把持，发展学术本科既无基础也几无空间。

20世纪初期，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倡导大学是

研究高深学问之地，尝试建立综合大学，意图将应用

性学科剥离出去［5］。这可能是我国借鉴德国经验，创

办研究型大学、发展学术本科的最早努力。新中国

建立后，借鉴苏联模式，建立综合大学和专门学院办

学体制。这一改革从办学体制上确立了学术本科与

应用本科发展的基础，但是，现实经济社会发展对高

级专门技术人才即时而大量的需求，导致两类高校

办学都学习苏联专业教育经验，教育专业化趋势日

益强化，学术本科未能发展起来。改革开放后，高等

教育持续稳定发展，不仅规模不断扩大，而且结构类

别趋于多样化。国家“211工程”“985工程”等重点工

程实施后，一批大学以建设研究型大学为目标，学科

建设、科研发展和研究生教育受到高度重视，学术本

科发展迎来了新机遇，基础越来越牢固。

如果说学术本科最初只是一种区别于古典知识

传授的本科教育形式，那么，随着高等教育由精英化

不断向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古典知识传授的本科

教育日益式微，甚至最终隐含在了高等教育越来越

多样而复杂的目的中，现在已难寻其踪迹，学术本科

则以其对人、知识和社会的重要作用而成为引领高

等教育方向的人才培养模式。与此同时，适应大众

化和普及化高等教育发展的应用本科逐步发展起

来，成为高等教育受众最广的人才培养模式。由此

可知，学术本科是以培养学术研究型人才为主要目

标而建立起来的一套本科教育体系，是研究型大学

和教学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的基本模式。因为其人

才培养目标的特殊性，所以，学术本科所覆盖学生的

范围是有限的，对学生知识基础和学术性向的要求

与应用本科有明显差别，它更重视学生扎实的基础

理论知识、探究新问题的兴趣动机和对研究的专注

与投入。

（二）学术本科的特点

学术本科以培养学术研究型人才为主要目标，

在规模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只是一个相对小众

的类别，但意义非凡，因为它所造就的人才是国家文

化科技产业创新发展的生力军，是教育和科技事业

可持续发展的后备军。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演变，

学术本科已经形成了为人们所公认的教育教学标准

和实施方式，是研究型大学不二的人才培养模式，也

是教学研究型大学主要的人才培养模式之一。主要

有三个特点。

第一，非功用性。学术本科在学生素质和能力

培养上，不以直接应用为目的，重视学生基础理论知

识的学习和研讨，以使学生掌握坚实宽广的基本理

论，为日后在文化科学技术领域有更好的发展打下

基础。这一特点既体现在其人才培养目标上，又体

现在其教育教学全过程中。学术本科不以应用、实

用为目的，并不意味着它不关注现实，不要与实际相

结合。实际上，它高度重视实践和实际，重视生产和

管理中的实际问题，关注装备和技术的使用与更新，

但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将学生培养成为实际生产工作

的从业者，而是为了熟悉实践，验证理论，从实践中

发现问题，以丰富理论学习与研讨的素材和内容。

第二，跨学科融通性。学术本科最初在综合大

学得到发展，与生俱来具有文理基础学科交叉融合

的特点。后来，科技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不仅使综

合大学的学科门类增加了很多，发展了不少应用性

学科，而且一批以理工科学科为基础的大学发展成

为研究型大学，甚至一些单科型大学也走上了研究

型大学办学之路。这样一来，学术本科发展了新的

教育教学组织方式，从原来的文理基础学科交叉融

合，发展起多学科、跨学科融通的教育教学组织方

式，以此丰富学生的学科专业知识，使他们养成跨学

科融通的思维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跨学科融通的

学术本科既是为了巩固学生的学科专业基础，更是

为了培养学生长远发展的潜力。

第三，发展可持续性。就直接培养目标而言，学

术本科不看重专业对口、直接就业，其大部分毕业生

也不以直接就业为求学目的。学术本科的毕业生大

部分都选择直接深造，攻读硕博士学位，部分选择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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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毕业生几年后也都纷纷回到大学继续求学深

造。学术本科也按专业组织教育教学，它给予学生

的是一种学科专业性向教育，也就是学生在自己所

中意的学科专业继续发展知识基础、能力和兴趣爱

好。就教育目的而言，学术本科注重学生的可持续

发展，既追求毕业后的持续发展，又追求他们长远发

展的能力，即培养学生不断求新、积极进取、止于至

善的品性和能力。

（三）学术本科的教育要求

学术本科办学遵循高等教育规律，以造就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级专门人才为己任。这是所有

高等教育必须遵循的共性要求，就学术本科而言，因

其所要培养的是学术研究型人才，其教育要求则有

不同之处。其典型表现在于深厚且扎实的学术素

养，这种素养有助于其从事与知识的传播、研究和开

发等相关的学术工作。为此，学术本科更重视理论

素质和创新能力培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重基本理论教育。基本理论教育是学术

本科的立足之本，不论是基础学科专业还是应用学

科专业，学术本科都将牢固掌握坚实的基本理论作

为学生的基本学术素养，其他方面的知识教育要求

都与基本理论教育相偕同。深厚且扎实的理论基础

是学术研究型人才的核心素质，是影响学术研究型

人才未来能否在学术事业中取得成就的关键因素，

学术本科在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教学要求和教学过

程中，将基本理论教育置于核心地位，用以塑造学术

研究型人才的基本品性。这正是学术本科区别于其

他类别本科教育最重要的要求。

第二，重科研方法训练。科研方法是学术研究

型人才不可缺少的素质和能力，科研方法的培养和

训练贯穿于学术本科教育的始终，是学术本科教育

要求的重点之一。毫无疑问，现代高等教育区别于

传统高等教育的一个关键点就在于学生研究方法的

训练和研究能力的培养，传统高等教育更重知识的

授受，现代高等教育看重在知识传承基础上的创新

发展和应用，所以，重视科研方法训练是各级各类现

代高等教育的共同要求。学术本科教育要求的不同

之处在于，它将科研方法训练与基本理论学习有机

结合起来，使科研方法训练以及学生所形成的科研

能力素养融入其深厚和扎实的理论基础，从而达到

使其基本理论素养不再只是掌握书本上的教条，而

成为其个人活化的能力秉性。

第三，重创新意识培养。创新是现代高等教育

赋予人的新素质，学术本科从其诞生就将创新置于

崇高的地位，既重视学生创新素质和能力的培养，又

重视大学对知识的创新性贡献。早期的学术本科与

当今的学术本科对学生创新素质和能力的培养要求

是有差异的，19世纪，高等教育处于高度精英化阶

段，研究生教育处于萌发期，本科教育担负了培养文

化科学创新人才的主体责任。事实上，也确实造就

了大批创新人才，促进了当时文化科学技术的繁荣

发展。当今时代，高等教育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规模

庞大、层次类别多样的体系，本科在整个高等教育体

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重大改变，学术本科在人才

培养上“基础性”尤其突出，即它的主要功能在于培

养创新人才的基础素质，为更高层次的硕博士教育

提供具有创新素养的生源。因此，学术本科在重视

学生科研方法训练的同时，高度重视创新意识培养，

以使学生养成对理论和技术创新意义的高度认同、

对创新的浓厚兴趣爱好、在创新上的专注投入、对创

新成果的执着追求等素养。

二、应用本科及其教育要求

应用本科是应用本科教育或应用型本科教育的

简称，是在学术本科之后发展起来的本科教育新类

别。应用本科的普遍发展与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

众化和普及化发展有密切关系，高等教育突破精英

化模式，向大众化和普及化的次第演进，一方面，为

应用本科发挥广泛的影响力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

为应用本科衍生多种亚类别提供了适宜的基础。

（一）应用本科的发展与概念释义

应用本科的产生不会早于学术本科，至于具体

何时产生、在哪所高校得到发展，现在还暂时无从可

考。之所以说它不会早于学术本科，是因为应用本

科的产生与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和科技被广泛而深

入地应用于生产是相关联的。这样看来，应用本科

最有可能产生于 19世纪中期。当时，英、法、德、美等

国的科技发展和工业革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工业生产日益发达，社会高级专门技术人才，尤其是

工业技术人才和专业管理经理人才已经成为影响生

产和经营水平提高的关键因素，这就为应用本科产

生并发挥社会功能创造了条件。19世纪中后期，美

国赠地学院的大量开办首次在一个国家建立大规模

开展应用本科教育的高等教育体系［6］，它不仅使美国

高等教育在其现代化过程中实现了应用本科与学术

本科几乎同步发展，而且为其他国家发展应用本科

提供了借鉴。

应用本科的发展在 20世纪前半期出现了一个小

高潮。这得益于两次世界大战对军事装备和武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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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需要，大规模的现代战争首次与工业生产联系

起来，为工业生产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这也使

工程和技术学科发展有了用武之地，直接导致应用

性学科迅速发展，且为社会和高教界广泛认可。20
世纪中期是美欧国家应用本科发展的黄金时期，第

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使军事工业技术大量流向民用

工业，为社会生产现代而实用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

品，应用本科发展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所以，这

一时期大批应用型高校建立起来了，尤其是理工类、

科技类和职业类高校得到了广泛的建立，高等教育

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的组织基础更加牢固了。美欧

国家应用本科的发展为其他国家提供了经验，发展

应用本科成为很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助推经济和工业

生产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

我国发展应用本科是 20世纪以来的事情。20世
纪初期，工业产业和一些现代行业得到了发展，采矿

和西医医院的发展，为几所矿冶学校和医学校的建

立创造了条件。统计表明，1949年，全国有高校 205
所，其中，直接服务工业生产的工科院校有 28所，占

总数的 13.7%，反映我国应用本科得到了初步发展。

新中国的建立带来了应用本科发展的高光时刻，

1952—1953年的院系调整以及随之而来的专业化教

育教学改革，几乎使我国本科教育全部转型为应用

本科，包括综合大学在内，高度专业化的人才培养使

本科教育打上了深深的应用色彩［7］。改革开放以来，

全国高校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教育教学改革，实施选

课制、主辅修制、大类招生培养、文化素质教育、通识

教育、本科生院和试点学院等多种改革举措，部分高

校人才培养的应用性有所弱化，但与此同时，伴随高

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一大批新建本科高校

发展起来了，这些高校大多以建设应用型高校为目

标，应用本科人才培养体系不断得到丰富和强化。

与学术本科一样，应用本科是现代高等教育人

才培养的基本模式之一，是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

要目标的本科教育类别。应用本科的发达主要得益

于两大背景。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发达。科学技

术的裂变带来工程技术学科的持续繁荣，工程技术

学科门类不断增加，工程技术应用的价值越来越大。

二是现代工业的开拓发展和社会现代化的突飞猛

进。现代工业是应用本科滥觞的温床，现代工业门

类的不断增加和产业链以及规模的膨胀为应用本科

发展提供了无尽的空间；工程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

应用越来越广，社会现代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特别

是社会治理与服务行业的深度发展，为应用本科拓

展新的领域，扩大服务面向，为社会文明进步发挥更

大作用提供了可能。此外，应用本科能够满足大部

分社会人群的高等教育需求，培养他们适应社会行

业产业发展需要的素质和能力，使他们成为各行各

业专业化的高级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所以，

应用本科是人、科技和社会行业产业之间的纽带，是

使人掌握科技知识，服务社会生产与生活，促进行业

产业发展进步的力量之源。

（二）应用本科的特点

应用本科是现代经济社会日益发达所衍生出来

的高等教育类别，与行业产业创新发展和社会现代

化直接相关联。应用本科的发展有两条路径。一是

在传统本科教育基础上生发出来。如初创时期，伦

敦大学学院所开办的教育是在所谓的“牛桥模式”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在办学中没有止步于“牛桥模

式”，而是根据新的工业社会发展需要开办了应用性

学科，创新发展了早期的应用本科教育［1］。二是在新

兴高等教育根基上发展。19世纪后期以来，世界高

等教育发展突飞猛进，每隔二三十年，办学规模成倍

增加，教育层次和类别不断丰富，其中，应用本科是

发展最快的类别之一。应用本科是本科教育的类别

之一，办学遵循本科教育的一般要求，在学制、培养

方案、教育教学过程与要求、评价标准与方式等方面

与其他本科教育保持一致，但为了达到培养应用型

人才的目标，建立了富有自身特点的教育体系。主

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目的重实用。现代高等教育以培养高级

专门人才为宗旨，这是所有各级各类高等教育共同

的遵循。这就是说，包括应用本科和学术本科在内，

各级各类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都是高级专门人才。

但在高级专门人才的规格和素质要求上，不同层次

和类别教育的要求是有不同的，学术本科重视专业

性向的培养，给予学生一定的专业基础和认知教育，

为其更专业化教育打下基础；应用本科则更重视实

际的应用，即实用，它要给予学生充分而扎实的专业

理论和专业技术教育，包括必需的专业实习和实践，

使学生毕业之时获得能够胜任相关专业工作的素

质、技术和能力，拥有从事相关行业产业实际工作的

知识水平和操作技能。所以，应用本科是一种重视

实用目的的教育，其实用导向对整个人才培养过程

有重要影响。

第二，内容重技术。教育教学内容与教育目的、

培养目标具有一致性，学术本科重视基本知识教学，

以为学生打下扎实的学科理论功底，应用本科在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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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学生必要的学科专业理论教育的同时，高度重视

专业技术教学，包括设计、制造、操作和维护等所需

要的硬技术和各种操作规程、工作要领以及质量标

准与评价等软技术，以使学生掌握相关生产和工作

的装备、工具、手段与操作设施，使他们毕业后能够

熟练地运用专业技术从事相关行业产业的专业工

作。教学内容重技术是应用本科的关键之所在。为

实现实用的教育目的，应用本科根据理论与实际相

结合的原则，在必要的学科专业理论基础之上，通过

课程体系、教材选编、教学活动、学习要求和考核方

式等，建构一整套技术教育训练体系，从而形成应用

本科教学内容的技术导向特色。

第三，组织重专业。现代高等教育是专业教育，

应用本科更看重专业，但与学术本科的专业概念存

在明显差别。学术本科的专业可以说只是一种专业

倾向，是在宽广的学科理论教育基础上为学生提供

的专业性向教育，严格说来，是一种不完全的专业教

育。应用本科则是以专业为核心组织起来的专门人

才培养体系，是一种完全的专业教育。正因为如此，

学术本科是一种学科导向或学术导向教育，而应用

本科则是一种专业导向或社会导向教育。应用本科

是围绕专业组织进行的，特别重视专业知识体系、专

业课程、专业教师、专业教学、专业实验室、专业实习

实训和实践等教学环节、活动和条件，重视营造专业

教育氛围，形成专业教育文化，不仅要让学生接受专

业知识和技术教育训练，还要让学生沉浸于专业文

化之中，养成专业伦理和职业道德，成为专业人才。

（三）应用本科的教育要求

应用本科是为满足现代工业生产和社会现代化

发展需要而建立的本科教育类别，与学术本科面向

小众人群不同，应用本科面向的是大众人群，能够适

应大众人群毕业求职的教育需求。应用本科以培养

高级专业技术人才为目标，特别是工程技术应用，制

造、经营和管理，以及操作、维护和服务等技术要求

更高的专门技术人才。所以，与学术本科一样，在落

实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教育方针政策要求的同时，

应用本科还有自身作为一种本科教育类别的特殊要

求，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重技术教育训练。重视技术教育训练，并

非可以忽视理论教育，而是要将理论与技术结合起

来，理论教育的质和量应当有机地融入技术教育训

练中去，为学生掌握和运用技术提供理论基础。技

术教育训练的要求既体现在知识上，又体现在条件

上，还体现在师资队伍上。就知识而言，应用本科要

在课程体系建构、课程开设、教材选编、教学内容和

实践知识教育等各方面突出技术教育训练，形成技

术导向的知识教育体系；就条件而言，应用本科不仅

要建设完备而先进的校内专业实验室、工程训练中

心、虚拟仿真实验室等实验实训平台，而且还要通过

校企合作，发挥校外企业（组织）技术训练场所和设

施的优势，为学生现场实习和实践创造有利的条件；

就师资而言，应用本科要有理论课程教学师资，更要

有实践经验丰富、专业技术能力出众的工程师、技术

员和管理专家等共同组成的实践教师队伍。这就是

一般所说的“双师型”师资队伍，其中，实践教师队伍

不仅应当数量充分，而且应当技术和能力水平出众，

如此，方能保证技术教育训练的水平和质量。

第二，重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培养。学术本科和

应用本科对学生能力培养的要求是不同的，学术本

科更重学科能力或称学术能力，而应用本科更重技

术训练，培养学生运用所学专业技术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即技术应用能力。应用本科所培养的学生

毕业后大多直接进入社会各行各业就业，参与社会

实际生产工作。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是学生

接受高等教育所发展的众多能力中的一种专业能

力，是他们胜任第一份职业工作的敲门砖。这种能

力发展的强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应用本科办学水平

的高低。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固然非常重

要，但应用本科在学生培养过程中，不能唯技术而技

术，应当重视理论教育与技术训练相结合，使学生结

合理论学习进行技术训练，在技术训练中参考和体

会理论，达到理论学习为技术应用服务的目的。与

此同时，加强技术教育训练与现实生产之间的联系，

建构实验室实习训练、虚拟仿真平台实习和现场实

践相结合的有效机制。还应当发挥学生的主体性，

让学生个人和团队自主开展实践活动，亲身参与现

实问题解决过程，培养学生对问题的敏感性，以及自

主设计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三，重工程技术意识与职业伦理养成。在高

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应用本科已经发展成

为一个内涵丰富、涵盖面很广的本科教育类别，包括

了工程技术开发应用、生产制造技术应用、经营管理

服务技术应用以及操作维护维修报废技术应用等全

产业链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在人才培养过程中，

应用本科不但要重视技术教育训练，而且还应当重

视工程技术意识与职业伦理培育。人类开发和应用

技术的目的在于使人掌握技术为人类和社会服务，

这里就涉及对技术的态度和技术应用伦理问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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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科应当在技术教育训练中，不断强化学生的工

程技术意识培养，加强其职业伦理养成，使其树立技

术为人服务的理念，在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过程中，

体现人本价值要求，以追求可持续发展为指引，有效

地处理技术、自然、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建构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的生命共同体。

三、职业本科及其教育要求

职业本科是职业技术型本科教育、职业类本科

教育、职业性本科教育、应用技术职业本科教育等概

念的简称，是应用本科的一个亚类。与学术本科和

其他应用本科不同，它不是从本科教育中生发出来

的新类别，而是从职业技术类教育升格发展而形成

的本科教育。与前两者相比，它是本科教育大家族

的新成员，对完善高等教育体系，增强高等教育的社

会适应性具有重大影响。

（一）职业本科的发展与概念释义

职业本科是一种新兴的本科教育模式。现有文

献表明，20世纪中期以前，国际上还没有出现成熟的

职业本科办学的经验和范例，学术本科和应用本科

两种主要本科教育模式统摄了各国的本科教育。20
世纪后半期，欧美战后恢复经济和社会发展、新科技

和产业革命的兴起以及新型工业化国家（地区）的崛

起，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及其开办学位教育创造了

广阔的空间［8］。欧洲国家高等职业教育为世界很多

国家提供了范例，20世纪后半期以来，职业本科成为

很多国家高等职业教育最重要的人才培养模式。除

英国外，其他欧洲各国没有将高等职业教育机构转

型发展，而是采取了升格发展的方式，赋予一度只能

进行证书或职业资格教育，甚至有的还不被纳入普

通高等教育范畴的高等职业教育机构以学士学位教

育资格，有的还被赋予硕士和博士学位教育资格。

这些高校在保留其传统的职业教育属性的同时，开

拓发展了职业本科办学之路。只有英国与众不同，

1992年英国通过法律将高等职业教育机构整体地转

型成为综合大学，并授予其开展学士、硕士和博士学

位教育的权利。出现这一变革的原因可能在于英国

社会对传统大学的青睐，尽管古典的“牛桥模式”早

已式微，但现代“牛桥模式”仍为英国社会所推崇。

尽管如此，转型发展的英国高校仍保留了其培养应

用型人才和服务地方的教育传统。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延续了其高等职业教育基本模式，赋予其技术与

继续教育机构（TAFE）学士和硕士学位教育资格，延

长了职业技术教育的路径，发展了富有特色的职业

本科。日本的高等职业教育拓展了其专修学校教育

模式，将职业教育划分为中等和高等两个层次，高等

职业教育由专门学校开办，进行职业资格教育和证

书与学位教育，学制1~4年，1年制课程学习是职业资

格教育；2~3年制课程毕业且符合一定条件的学生被

授予“专门士”“高度专门士”称号，可编入大学学习

本科课程；4年制课程毕业后，符合一定条件的学生

被授予“高度专门士”称号，可升入专门的研究生院

读硕士课程［9］。我国台湾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坚

持了自身特色，部分科技学院升格为科技大学，这些

院校不仅可以进行证书教育，而且符合条件的还获

得了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

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与现代教育几乎同步，甚

至可以说，我国现代教育最早的形式就包含了职业

教育，如洋务学堂，尤其是福州马尾船政学堂、天津

水师学堂、广东水师学堂、南京水师学堂等军事学

堂，体现了典型的职业教育机构性质。但直到 20世
纪后期，我国主要在中等职业教育方面建立了比较

完备的体制，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教育模式。20世纪

末期以来，“新高职”的发展开启了我国高等职业教

育的新时代，而且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

的带动下，高职院校的数量快速增长，办学规模几乎

占据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据统计，到 2021年，我国

有普通本科院校 1 238所，本科层次职业学校 32所，

高职（专科）院校 1 486所［10］。尽管高职院校的地位

和作用有了显著提高，但长期只能开办毕业证书教

育，学位教育问题始终没有进入政策议程。2019年 6
月，教育部同意 15所升格为本科高校的高职院校使

用职业技术大学校名，并要求其开办职业技术性本

科教育，开启了我国职业本科的办学实践［11］。据统

计，全国已有 30多所职业技术大学，此外，还有部分

高职院校获得了开办本科教育的权限。从实际办学

情况看，虽然办学时间不长，但各相关高校办学积极

性高，在摸索中建构新的本科教育模式。

历史地看，国内外职业本科发展都具有滞后性。

它产生与繁荣的背后是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和生活

中的广泛应用，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深

度推进。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要求高职院校办学层次向上迁移，这就有了职业本

科，后来又顺理成章地延伸到了研究生教育层次。

从国内外的办学实践看，职业本科是培养职业高级

技术技能人才的教育，是面向社会职业需求，对学生

开展的以专门技术和技能培养训练为核心的本科教

育。其意义表现在多个方面：从社会面看，其培养的

高级职业技术技能人才对社会各行各业劳动力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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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素养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不仅如此，对于提高

社会人口受教育水平，巩固社会文明基础具有重要

影响；从生产面看，大批接受了职业本科教育的人才

进入企业事业单位，对于提高生产和服务水平具有

显著促进作用；从教育面看，有助于丰富教育体系和

结构，完善高等教育功能，增强高等教育对社会的适

应性。在有些国家，职业本科的发展还有助于改变

高等职业教育的属性，扭转社会偏见，为高等职业教

育归入国民教育体系创造条件。

（二）职业本科的特点

职业本科是应用本科向更广泛的职业领域拓展

的结果。传统上，这些职业领域不包括在本科教育

范围，这些职业的从业者主要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和

高等职业证书教育，在我国往往将后者等同于高等

专科教育。职业本科不仅具有应用本科的一般特

点，而且具有本科教育的共同特点，但它还拥有与众

不同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职业导向。职业导向是职业本科与生俱

来的特性。不论在我国还是在其他国家（地区），职

业本科高校的前身大都是高等职业证书教育机构，

开展职业资格证书教育培训，实施全日制教育并颁

发毕业证书，升格获得本科教育资格后，往往坚持为

各行各业的普通从业者服务，为提高他们的受教育

水平发挥更大作用。职业本科立足培养职业高级技

术技能人才，将学生的人生发展与职业发展融为一

体，在高等教育与社会职业之间架设一条康庄大道。

职业导向意味着职业本科办学从人才培养目标到培

养方案制定和落实、从招生到培养全过程都更加重

视社会职业需求，根据职业需求对学生开展全面发

展教育，造就各行各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我国

部分高校提出“就业导向”教育，它与职业本科的职

业导向有共通的地方，即他们都重视学生适应职业

岗位能力的培养，但其不同也是显而易见的。就业

导向更多地要求高校重视就业工作，是一种就业工

作策略原则；职业导向则是职业本科的一种特性，它

深嵌于职业本科人才培养的各要素之中，体现在人

才培养的全过程之中。

第二，技术技能训练的复合性。重视技术和能

力培养训练是应用本科共同的特点，职业本科则更

进一步，将技术技能训练作为培养高质量的职业高

级技术技能人才的主渠道。在技术技能训练中，职

业本科不是简单地追求单项技术应用能力的培养，

而是更加注重复合性要求，一方面，将职业所要求的

多种专业技术和能力贯通起来，培养学生综合运用

多种专业技术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将相关的

学科专业理论教育、通识教育等与技术技能训练结

合起来，以达到促进学生融会贯通、全面发展的目

的。正因为如此，很多高校开发了能力本位人才培

养体系，围绕职业工作岗位所要求的知识、技术和能

力组织课程与教学，将学生的职业能力培养与其他

教育教学要求融为一体。技术技能训练的复合性使

职业本科将职业技术训练与高素质人才的培养有机

统一于教育教学全过程，使技术技能训练不是外在

于学生素质养成而是内在一体的，从而达到职业技

术技能训练与其他教育教学相融相协、同频共振，共

同作用于人的和谐发展。

第三，教学与生产贯通。职业本科要培养职业

高级技术技能人才，保证学生毕业后能够适应各行

各业的职业需求，成为企业和事业单位实际工作的

生力军，因此，必须跨越教学与生产之间的鸿沟，使

教学与生产实现对接。“双元制”“三明治”教学模式、

订单式培养等是在教学与生产之间铺设的直通车，

他们有利于发挥高校和生产单位双方的优势条件，

调动生产单位参与人才培养的积极性，使学生获得

直接的现场生产体验和经验，掌握从事相关职业工

作必备的技术和实际能力。教学与生产的贯通是职

业教育必不可少的特性，不论是哪个层次，职业教育

都会努力搭建与办学层次和定位相适应的教学与生

产贯通的桥梁，为实现职业人才培养目标创造条件。

职业本科的教学要求对技术技能训练要求较高，对

生产单位的技术装备与生产水平的要求也较高，因

此，与职业本科高校对接的生产单位往往在行业产

业的地位和声誉较高，能使学生获得更复杂职业岗

位实践锻炼的机会，达到培养更高层次更高水平职

业技术技能人才的目的。

（三）职业本科的教育要求

职业本科是在传统的应用本科与高职（专科）教

育的夹缝中发展起来的应用本科亚类。它具有应用

本科的基本特性，同时又保留了高职（专科）教育的

优长，专注于造就职业高级技术技能人才。尽管我

国现在还只有 30多所职业技术大学，未来应该会发

展数以千计的以造就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己任的

职业本科高校。与之相适应，职业本科教育体系的

建构与完善需要与时俱进。

第一，重职业高级能力培养。职业本科与高职

（高专）教育的专科毕业证书教育和职业资格训练不

同。就技术教育训练而言，职业本科是技术教育与

职业技能训练相融合的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学生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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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职业高级技术技能，拥有解决职业复杂问题的能

力。职业高级能力不是单一工种所需的技能，而是

一种职业或职业群所包含能力的集合，是一种能解

决职业群中各种相互关联问题的能力。这才是职业

本科所重视培养的能力，是它区别于高职（高专）教

育的根本所在。培养职业高级能力，职业本科办学

应当做好职业和职业高级能力研究，以复合性的技

术技能训练，培养学生胜任职业工作的素质和技能。

第二，重现场实践教学。职业高级能力所需要

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术可以在课堂进行学习和训

练，但没有严谨且持续不断的现场实践，学生不可能

完全理解生产设备、原材料、产品、生产过程、生产规

范、生产环境等之间的关系，不可能完全认识到生产

过程中复杂的人员关系及其对生产过程和质量的影

响，不可能完全掌握解决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

题的要求与方法。职业本科应当视现场实践教学为

整个教育教学过程的点睛之举，打通教学与生产之

间的壁垒，与相关生产单位建立无缝对接的合作办

学关系，为学生提供充分的实践锻炼机会。于职业

本科而言，现场实践教学是不可缺少的教育教学环

节，是人才培养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必须投入相当

的资源和精力，加强与生产单位的合作办学，建立与

办学规模和现场实践教学要求相匹配的产学合作协

同教育教学体系，确保各项现场实践教学任务能够

得到有效的落实。

第三，重职业素质养成。职业素质与技术技能

的统一是职业人培养的基本要求。对职业本科的学

生而言，职业素质需要通过教育和训练才能养成。

职业本科面向职业办学，培养职业高级技术技能人

才，不能只重技术技能培养，还应重视职业素质养成

教育，且应当将职业素质养成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

程，使职业素养成为学生的人格修养，成为学生的一

种基本素质。

综上，学术本科、应用本科和职业本科都是高等

教育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产物，是高等教育从精英

化走向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的结果。近年来，国际

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疫情持续肆虐，经济社会

发展困难重重，国际关系变幻不定，国际交流合作举

步维艰，人工智能技术推广应用越来越普遍，我国高

等教育在逆境中奋进，展现出强劲的韧性，正在向普

及化中级阶段快速推进。据统计，2019年全国高等

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51.6%，跨过了普及化规模的门

槛；2020年增长为 54.4%；2021年跃升到 57.8%，3年
增长 6.2个百分点。这在国际上也属于快速增长模

式［12］。不可否认，我国本科教育发展仍存在一些短

板，尤其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方面，还有一些深层次

问题没有解决好，如学术本科在培养学生的研究方

法和创新能力上还没有形成有效的模式；应用本科

在解决理论教学与实践能力训练有机结合上还缺少

稳定而持久的机制；职业本科发展还处于初创阶段，

成熟的经验和典型的模式还有待探索建立，尽管如

此，我国高等教育在百年变局中所展现的可持续发

展能力令人充满希望。在普及化的深度发展中，本

科教育类别和模式将不断完善，学术本科、应用本科

和职业本科将发展成为特点更鲜明、功能更强大的

高等教育基本模式，更有力地支撑高等教育强国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实现。

（别敦荣，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

授、教育研究院院长，福建厦门 361005；中国高等

教育学会第四届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 10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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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rit and Form: Some Envis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Quality Governance
Mindset in Higher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O Yannan1 SHI Jinghuan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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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ritical period of transition from high-speed growth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shift the driving force and the way of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to
further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work from management paradigm to governance
paradigm. As a result, the quality improve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can be changed from externally led
to internally driven, and be transformed from“indicatorism”to focusing on service and contribution. We suggest
that: the literature and reform practice pay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the mindset dimension, which leads to the lack of
spiritual support for the operation of the quality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inadequate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lack of endogenous motivation of institutions and the tendency of indicatorism.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notation and features of quality governance mindset,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phenomenon that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is increasingly mature while the development of mindset is lagging behind, we discuss three main principles
that need to be adhered to in order to build and improve quality governance mindse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quality governance mindset in higher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breaking the“five-only”

On Defini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Requirements of Academic Undergraduate,
Practical Undergraduate, and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BIE Dunrong
（1.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2. China Associ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Beijing 100191）

Abstract: Academic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has been developed into a set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system with the main goal of cultivating research-oriented talents, 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on-
functionality,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 pays more attention to basic theory
teaching,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 training and innovative ability cultivation. Practical undergraduate is one of the
basic modes of talent training in modern higher education, with the main goal of training applied talents. Practical
undergraduate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ocusing on practice-based purpose, technology orientation and specialty
education, which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echnic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ultivation of ability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and cultivation of engineering technology awareness and professional ethics.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is
a sub category of the practical undergraduate, which is an education to cultivate vocational high-level technical
talents. Its characteristics mainly include: vocational orientation, complexity of technical skills training, and
connection between teaching and production.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pays more attention to cultivation
of vocational advanced ability, on-site practical teaching and cultivation of vocational quality.

Key words: academic undergraduate; practical undergraduate;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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