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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背景（1）：概述 

       随着行业转型升级的加速，职业院校专业设置与产业发展所需人才结构和规模脱节、人

才培养规格与行业转型升级及技术进步要求脱节的“两脱节”问题进一步凸显。 

产业转型升级 

过分强调职业性，由行业岗位直接映射成专业目录，内部结构散乱、修订更新慢； 

转入内涵发展阶段时间短，对专业设置原则、内涵发展方式、评价与动态调整优化等方面的

研究与实践偏少、系统性不足。 

         经过近30年的快速发展，高职占据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有力的支撑了高等教育大众

化进程，也对行业发展、产业壮大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总的说来，内涵建设水平、社会认

可程度还处在一个不高的水准上。 

高职快速发展 

研究实践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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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背景（2）：交通行业转型发展的要求 

 学校专业建设的问题 
 专业设置多而全，行业属性专业占比不断下滑，行业特质淡化； 

 专业结构散、乱、小、旧，与行业转型升级及技术进步不符； 

 专业内涵建设质量不高，人才培养规格不明、质量不高，难以支撑交通

行业发展的新要求。 

行业要求：交通强国 
      向“综合、智慧、绿色、平安”的现代
服务业转型，“四个着力”下狠功夫，着力
八大体系建设，建成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实现“交通强国”发展目标。 

综合交通 绿色交通 

平安交通 智慧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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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问题的提出 

问题 表现： 
一淡化、两脱节 

 行业特质（或区域特征）淡化； 
 专业设置与行业（产业）发展所需人才结构和规模

脱节； 
 人才培养规格与行业（产业）转型升级及技术进步

要求脱节； 

深层次原因： 
两欠缺、一不力 

 专业结构优化调整依据与方法欠缺，导致一些院校
专业调整仍处在凭经验、靠感觉的阶段； 

 专业集群组建及内涵发展的策略欠缺，导致一些院
校专业建设仍处在散、碎、乱的阶段； 

 院校综合改革不到位，综合保障对策不力，导致院
校的专业结构调整、集群发展后继乏力。 

高职院校规模快速扩张之后，带有必然性、规律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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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与实践 

2.1  方法：提出专业状态的分析方法，组建专业集群 

2.2  措施：多措并举、聚力专业集群的内涵建设 

2.3  保障：创新管理方式，建立内生式发展动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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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提出专业状态的分析方法，组建专业集群（1） 

12个I级指标 
36个II级指标 

（1）提出“四向度”分析方法，多向度测评专业发展状态 

行业需求是根本 
办学定位是目标 
技术基础是支撑 
教学资源是基础 

教育内外 
部关系规律 

四
向
度 

专业评价指标
体系 

典型专业 测评结果及定位 调整优化措施 

汽车检测、智能交通等 攀峰型：攀峰引领 优先发展、重点投入 

城轨运营、航海技术等 特色型：特色发展 重点建设、特色发展 

电子商务、连锁经营等 维持型：调整维持 限制投入、限制发展 

商务英语、工业设计等 淘汰型：裁撤淘汰 逐步关停并转 

典型专业测评结果 

68个专业 
定去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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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构建“三主两辅”组群方式，组建行业特质的专业集群 
                                                       
1.分析行业需求和专业特征，确定主干（龙头）专业； 
2.按照以“职业岗位相关、技术（技能）基础相近、专业基础相通”为主、以“资源共享、行业业务
相连”为辅的原则进行组群。 

方法：明确原则，确定方式 

2.1  提出专业状态的分析方法，组建专业集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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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性：融入交通行业技术进步新要求 

以“三定、两重构、一融入”为统领，廓清专业集群发展路径 

2.2  着力专业集群内涵建设 精准培育亟需人才（1） 

定规格 

  确 定 专 业 人
才 培 养 规 格 
“四类亚型” 

定能力 

  确定专业集群
为 单 位 的 职
业 能 力 模 块
库 

  定人才培养方案 

  确定“对接行业
+学生可持续发
展 ” 的 专 业 集
群 人 才 培 养 方
案 

重构课程体系 

  构建“纵横对扣、
理实交融、能力核
心”的“平台+模
块”专业集群课程
体系细节 

重构课程教学模式 

  重 构 课 程 教
学 的 实 施 方
式 和 考 评 方
式 

解决精准对接行业需求 
和学生可持续发展矛盾 

实现高本、中高职有序衔接 
满足相近专业兼容性，促进学生多样化成才 

分类施策、分类培养，完善教学管理 
提升专业品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教
育
性
：关
注
学
生
可
持
续
发
展 

培 
养 
创 
新 
性 
技 
术 
技 
能 
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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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着力专业集群内涵建设 精准培育亟需人才（2） 

（1）因型制宜，全面修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1 
确定学校
培养规格 

结合行业用人及技术进步需求，分析学生毕业3～5年后岗位能力要求，
将学校人才培养规格确立为“完成技术员/技师的基本训练，具有工程
师/高级技师的潜能” 

2 细分规
格亚型 

依据各专业对理论知识、技术基础、技能要求的不同，
将人才培养规格细分为技能型、技术型、综合型三类亚
型，按亚型修订培养方案 

3 
构建能力
模块库 

以专业集群为单位调查分析岗位群面向和职业
生涯发展路径，开发包含1100多个模块的7个
专业集群职业能力模块库 

4 
修订7大专业集群 

37个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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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课                   
程模块 

2.2 着力专业集群内涵建设 精准培育亟需人才（3） 

按照“技能型由实践引发理论学习、技术型和综合型由理论导入实践教学”两
种方式设置课程，构建了“平台+模块”专业集群课程体系； 

技能型 综合型 技术型 

学校公共基础课程平台：利于学生可持续发展 

深 
厚 
基 
础 
+ 借鉴本科经验 

强化技能 
拓宽知识面 

+ 
加强素质训练 

（如职业素养、礼仪训练等） 

专业群课程平台：便于二 次分流、学生特长发展 

专业课                   
程模块 

(2) 能力核心，构建“平台+模块”专业集群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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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着力专业集群内涵建设 精准培育亟需人才（4） 

强化课程资
源的共建共
享，建成跨群
技术基础课
程、群平台课
程等在线开放
课程175门，
国家、省级精
品课程18门。 

序化全校1200
多门课程，以满
足相近专业的兼
容度，适应企业
特定要求与学生
个性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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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类专业群课程体系架构图 
汽车类专业群课程体系架构图 

2.2 着力专业集群内涵建设 精准培育亟需人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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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与经济管理类专业群 
课程体系架构图 

2.2 着力专业集群内涵建设 精准培育亟需人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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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着力专业集群内涵建设 精准培育亟需人才（7） 

（3）多管齐下，深化课程教学改革 

公共课程实施分层分类教学改革，
以满足不同生源和专业亚型对基础
知识和基本能力培养的要求； 

按群、按生源实施“平台
+模块”课程大类教学，
解决专业集群的技术基础
的协同培养问题； 

推进双创教育与专业教育深度融
合，开设27门双创通识课程，开
展230多项“科技项目+创业活动”
双创实践活动； 

优化课程实施，针对不同亚型，合理配比技
能训练，实施差异化的毕业考核； 

第二课堂学分化、融通一二课堂，将
技能竞赛、科技创新、社会实践等活
动纳入第二课堂的规格要求； 

实施全员育人，推行学
业导师和全员育人。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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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着力专业集群内涵建设 精准培育亟需人才（8） 

1 

2 

3 

在汽车、运输与经管等
专业集群实施大类招生
和学分制，按需培养 

拓展传统交通专业口径，开设
90多门专业拓展和专业前沿课
程，适应“综合交通”要求 

（4）与时俱进，融入交通行业技术进步的新要求 

强化信息技术、智能制造在课程教学
中的渗透，顺应“智慧交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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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创新管理方式，建立内生式发展动力机制(1) 

组织保障 

内培外引、加强团队建设，建立专业集群发展 

师资保障 

按照专业群重组二级学院，统筹资源配置，搭建内外教育资源配
置枢纽； 
下放6项权力，实行校-院二级管理，灵活多种形式，夯实基层教
学组织； 
以专业群组建校企合作理事会和教学咨询委员会。 

加强专业群领军人才建设，选聘20余名高水平专业群带头人、平台负责人； 
加强专业教学团队建设，建成5支省级专业教学团队，组建了18支课程教
学团队； 
加强教师培训和岗位绩效考核，稳妥解决裁撤专业教师的培训、转岗分流
问题。 

以群建院，加强层级管理，构建专业集群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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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创新管理方式，建立内生式发展动力机制（2） 

整合资源，分类支持，形成集群发展 

资源保障 
以专业群开展实训基地和科技平台建设，新增省部级实训基地12个、协同创
新发展中心和工程技术中心5个； 
对专业群实施考核、分类支持，采取资源配置的差异化管理，划清跑道、分

类发展，倒逼专业群统筹规划群内专业的协调发展。 

18 

                            
1. 在专业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

增加专业群资源共享率、群平
台课程建设、群影响力等指
标，评价专业群发展成效 

2. 以群为单位，以三年为周期开
展专业群建设成效评价，作为
资源配置的主要依据 

专业群定期评价、分类支持 

2018年学校专业群建设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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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效与展望 

融合教育性与职业性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对
接
交
通
运
输
行
业
转
型
发
展
需
求 

专业集群发展动力保障机制 

以群建院 
层级管理 

夯实基层教学组织 
…… 

组织保障 
强师工程 

集群带头人、教学团队 
外引内培 

…… 

师资保障 
集群资源共享 

集群考核 
分类发展 

…… 

资源保障 

学校办学 
精准对接行业 

人才培养质量 
满足行业 
新需求 

专业建设 
适应行业发展 

立
足
办
学
定
位 

 
 
 
 
 
 
 
 
 
 

“三定、两重构、一融入”专业集群内涵发展路径 

定规格 定能力 定人才培
养方案 

重构课
程体系 

重构课程
实施方式 

全方位融入交通行业技术进步新要求 
四向度
测评 

调整 
  专业 
     布局 

        三主 
     两辅 
组集群 

 评价 
     反馈 

          纠偏  
                 微调 

专业结构
优化发展

机制 

方法 措施 

保障 

（1）形成专业结构优化与集群发展的完整路径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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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效与展望 

专 业 对 口 率 提 升
22.87%； 
起薪点提升15.5%； 
用人单位满意度提升
16.4%【 高 于 全 国 示
范 / 骨 干 校 8 个 百 分
点】； 
近两年用人单位的求
人倍率达6.01、9.91； 
…… 

专 业 规 模 从 增
至386人/专业，
教学资源使用率
和共享率分别提
升14%、45%； 
优 质 （ 示 范 、
重点、品牌）专
业占比达76%； 

新 增 校 级 以 上
精品开放课程98
门，省级以上精
品课程25门、专
业教学资源库4个、
实训基地12个； 
新 增 协 同 育 人
平台2个、工程技
术中心5个。 

专业总量从68个
调至37个，专业
大类从10个减少
至5个； 
交通特色专业数
和在校生数占比均
超70%； 

集群品牌 
效应初显 

专业集聚度提高 
交通特色彰显 

专业集群课程 
建设品质提升 

培养质量 
稳步提升 

（2）培养质量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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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引育更多的高水平专业集群
带头人，壮大骨干教师体量、提高教学水平； 

       按既定方针，持续优化专业结构、完善内生动力机制，
以更好地适应互联网+交通运输的新要求； 

       进一步聚焦课程、课堂、资源建设，将专业结构优
化、集群发展的成果落细落小。 

1 

2 

3 

3  成效与展望 

（3）发展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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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20-87024621 
邮编：510650 
网址：www.gdcp.cn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源路78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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