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高职衔接“三二”分段人才培养模式的

研究与实践》总结

2019年 3月 2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职业教育“扩容、

提质、强服务”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年）》，计划中指出：要以“扩容”

为重点，扩大高等职业招生规模，优化中等职业教育结构布局，为高职院校提

供优质生源，到 2021年，使中职学校毕业生升读高职院校的比例达到 30%以

上。为响应政府号召，促进中高职教育共同发展，加快构建适应终身学习需要

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社会培养高规格、高技能人才，推动“3+2”中高职教

育衔接的开展势在必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复合型、技能型人才的需求

更为迫切，经济转型对技能人才层次的提高，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求量越

来越大，客观上需要有更加畅顺的中高职教育衔接模式与通道，满足大量中职

学生向上提升发展的要求。

一、研究意义

在我国，上世纪 80年代开始探索试行中高职教育的衔接，30 多年的发展

历程使中高职教育衔接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从形式到内容上都形成了行之有效

的接轨模式。但实际操作过程中仍存在诸多困难与问题，弄清“3+2”中高职教

育衔接的问题，有利于科学实施该模式，有利于加快推进该模式在高职人才培

养改革中的应用。中高职衔接“三二”分段的顺利开展，需要高职院校和中职

院校双方的深度洽谈和合作，需要寻找出一条双赢的路径。本研究立足于学校

（中高职院校）、企业、学生四方的利益诉求，探索出中高职衔接“三二”分

段下人才培养模式的较为完善的机制。

二、 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三二分段中高职教育衔接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1、中高职教育衔接的发展速度与规模滞后。2、中高职教育衔接人才培养

方案区分度尚不清晰。3、中高职以课程为核心的衔接内容对接不够充分。4、

教学管理不衔接，有生源流失现象。5、教育资源没有充分利用，缺乏共享机

制。6、中、高职教育职业资格证书类型和层次混乱，缺乏关联性。7、中高职

教育衔接机制尚未形成完善体系。



（二）三二分段转段考核的标准问题与建议

中职学生毕业拟升入高职院校的“转段”环节存在一个考核标准的问题。

从实践来看，许多地方采取的考核方式是笔试加面试，我校电子商务专业是笔

试、加综合技能测试，各占 50%，需要注意的是，考试科目如何定，其大纲如

何定值得推敲；另外中职生取得中级技能证书问题也模糊，以电子商务专业为

例，其证书有三个，叉车证、仓管员证、物流员证，那么考哪个更适合地方物

流人才的需要呢。

建议中高职学校双方选择优秀教师在当地行业进行调查，参考当地企业、

学校、政府价值取向后，共同制定考试科目、考试标准和考取何种技能证书；

建议相关部门加快制定中高职衔接的评价标准，在研制过程中，必须认真分析

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需求特征，对比目标中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情况。

（三）中职“2+1”与“3+0” 学制的矛盾与建议

中高职衔接三二分段是中职 3年、高职 2年，而目前不少中职学校实行

“2+1”学制，即学生 2年在校学习、1年在企业顶岗实习；但中职学校为了防

止学生在顶岗实习中的流失问题，有的已经采取“3+0”学制，即 3年都在学校

学习。这就产生了些问题：若采用“2+1”，这个准高职生在“1”年实习时可能

找到好工作而流失，而且也影响到中职阶段的核心课程的足量开放；若采用

“3+0”，会大加重中职学校的教学管理成本，如何取舍成了当今中高职衔接难

以解决的问题。

建议中职学校与顶岗实习企业深度合作，由企业制定激励机制，对“1”年

在本企业实习的中职生，在实习满后若能升高职就读，毕业后回愿意原实习单

位工作的，2年高职计算在其工龄内，同时企业和学校要做好跟进工作。

三、改善“3+2”中高职教育衔接模式对策研究

需要统筹规划，实现人才培养方案一体；衔接人才培养目标；中高职教学

计划和课程一体化，避免教学内容的重复或脱节；完善管理机制，防止中职升

高职时生源流失；善中职升高职的入学考试方式；选择优质学校合作办学，实

现中高职优质办学资源合作共享。具体有：

（一）专业衔接

1.专业设置衔接。中高职院校共同开展区域和行业技术技能人才市场需求



调研，在此基础上选择试点专业。试点专业应为相同或相近专业，是属于中、

高职院校备案的优势特色专业，是区域和行业产业发展急需、就业岗位有明确

层次要求的专业。重点设置要求年龄小、培养周期长、复合型教学内容多的专

业。

2.培养目标衔接。根据行业企业职业岗位要求和国家职业资格标准，明确

中高职不同职业岗位、不同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知识、能力和素养要求，科学

确定人才培养总体目标和分阶段目标。形成中高职衔接、学生职业生涯可持续

发展的人才培养格局，增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就业能力和就业竞争力。

（二）课程衔接

1.课程体系衔接。中高职院校要联合开发中高职教育相衔接的课程体系。

科学确定公共课、专业课、顶岗实习等课程的比重和学时分配。研究制订中高

职衔接专业教学标准，明确中职和高职的培养分工和培养周期的总学时以及学

年学时，形成内容完善、对接紧密、特色鲜明的中高职衔接课程体系。

2.课程内容衔接。公共课教学中职阶段原则上达到教育部颁布的教学大纲

（课程标准）要求，高职阶段要进一步加强技术技能培养和人文素质培养。专

业课教学要以真实的产品、真实的项目、真实的案例为载体，按照由浅到深、

由简单到复杂再到综合的逻辑思路设计教学内容，体现新知识、新技术、新工

艺、新标准、新方法、新设备。中高职试点院校要共同研究教学内容，避免重

复。

3.核心课程衔接。中高职院校要共同开发 3-5 门左右的对职业能力培养起

关键作用、中高职对接紧密的专业核心课程，构建中职、高职和行业企业共同

参与的课程开发机制，实现核心课程建设中高职衔接和共建共享。

（三）教学过程衔接

1.人才培养方案衔接。把握中高职试点专业在培养目标、工学比例、教学

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资源配置上的递进、延展和衔接关系，开发中高职一体

化人才培养方案。人才培养方案既要系统完整，又要分工明确。

2.人才培养模式衔接。根据专业特点和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积极探索

中高职联合“订单培养”和“现代学徒制”等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大力推

进项目教学、案例教学、情景教学。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要注重中高职联动，

注重共同筛选合作企业，注重教学组织方式系统设计。



3.顶岗实习衔接。学生五年学习期间，只安排一次顶岗实习，顶岗实习必

须有明确的岗位、实习项目和实习计划。顶岗实习时间不少于半年，由中等职

业学校和高等职业院校统筹安排。要加强顶岗实习的教学指导和管理，确保顶

岗实习取得实效。

4.质量评价衔接。中高职试点院校要共同制定质量评价标准。积极探索质

量评价改革，探索建立行业企业、社会组织多方参与的质量评价制度。

（四）合作共建

中高职院校要做到：

1. 共建专业。中高职试点院校要进一步加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进试

点专业建设，并带动其他专业建设，实现中高职专业整体优化升级。

2. 共建队伍。中高职试点院校要加强衔接专业教学团队建设，高职院校选

派教师到中职学校担任教学任务和进行业务指导，中职学校有计划地安排教师

到高职院校学习。

共建基地。中高职试点院校要联合企业共同建设衔接专业的校内外实习实

训基地，实现试点专业中高职实训装备合理配置和共享。

共建资源。中高职试点院校要共同开发衔接专业的教学资源，建设在线开

放课程、虚拟仿真实训项目等，探索中高职衔接的在线开放学习方式。

四、建立中高职衔接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

（一）加强组织领导。中高职院校要建立健全组织机构，组织开展教学指

导、教学评价、督导检查等工作，确保中高职衔接试点工作规范、科学、高效

运行。

（二）加强计划管理。将五年一贯制第一年度招生规模和三二分段制第四

年度转段录取学生规模纳入高职院校办学条件在校生总规模，省有关部门根据

全省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规模，以及五年制高职招生院校办学条件、专业培养能

力和就业情况等，核定下达年度招生计划。

（三）加强制度建设。由高职院校牵头，建立健全中高职院校沟通衔接机

制，明确各自分工，强化管理职责。建立健全入学选拔、日常教学、实习实

训、考核评价、学籍管理、转籍考试等各项管理制度。

（四）规范办学行为。严格按照省教育厅有关文件精神，严格执行分段教

学、顶岗实习和转籍考试等工作要求，不得将高职阶段的教育教学安排在中职



学校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