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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体系及其资源的优化配置是专业群聚集与扩散效应充分发挥的前提。“平台+模块+方向”

专业群课程体系构建以系统论和成组技术理论为基础，遵循以学习者为中心、针对性和衔接性统一、职业化

与差异化配置原则。按照岗位群分析、课程体系总体设计、项目化课程、设计课程教学策略、建设课程资源的

整体框架流程开展。需要集约化教育教学管理、组合课程团队、建设“大综合+小项目”实训资源支持体系作

为保障。

关键词 平台模块化；课程体系；专业群；资源集成；高等职业院校

中图分类号 G71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3）08-0023-04

No.8,2013
Vol.34

General No.714
2013年第8期

第34卷
总714期

职业技术教育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收稿日期：2013-02-11

作者简介：周劲松（1969- ），男，湖南涟源人，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副教授。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高职院校专业群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研究》（编号：XJK11BXJ002），主持

人：周劲松。

在专业群集约化发展过程中，

课程体系及其资源的优化配置成

为专业群聚集与扩散效应得以充

分发挥的前提[1]。当前，高职院校

专业群建设中，支撑专业与龙头专

业的关联度不高，而且群内专业缺

乏资源要素共享基础[2]。条块分割

导致专业群内各专业资源自成体

系，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屡见不

鲜，校内校外资源“两张皮”的情况

也相当严重。在资源配置方面，课

程体系的整体设计和课程资源的

统筹建设刚刚起步，专业群相关人

才培养课程供给各自为政。课程

体系的创新是专业建设和人才培

养的核心要素，只有构建与企业人

才需求相配套的专业课程体系，才

能培养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人才。

产业高速发展对技术技能人

才的要求正在发生深刻变革，而由

于课程开发理论和开发工具的落

后，高职院校专业群课程建设及人

才培养与企业需求存在较大的差

距。从课程开发理念来说，专业群

课程开发应该以全面能力本位思

想和系统论为指导，贯彻落实终身

学习理念，遵循建构主义教学理

论，围绕人才培养目标，开展课程

体系的整体构建。应重视课程设

计、课程教学方案设计和课程资源

开发，要突出教学策略设计、教学

方法设计，同时贯穿可持续发展能

力培养和绿色技能培养，形成服务

于专业群培养目标的课程架构和

资源支撑体系。

一、专业群“平台+模块+方

向”课程体系的理论基础

以“平台+模块+方向”方式构

建专业群课程体系的主要理论基

础是系统论和成组技术理论。系

统论认为，系统中各要素不是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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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存在着，每个要素在系统中都处

于一定的位置，起着特定的作用。

系统论的基本思想方法就是把所

研究和处理的对象，当作一个系

统，分析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研究

系统、要素、环境三者的相互关系

和变动的规律性。专业群作为一

个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的系统，在

专业资源数量、质量不变的前提

下，不同的组合形式将导致不同的

整体运行效益，专业群内不同课程

资源的组合也将形成不同的人才

培养质量。专业群为区域经济的

特定产业集群提供人才支撑和智

力支持，因而专业群内各专业的工

程对象是相同的，其典型职业的工

作过程是相似的，由此导致课程结

构的相似性。成组技术理论认为，

由于机械零件几何结构的相似性，

派生出其制造工艺的相似性。专

业群内各专业面向的职业岗位和

技术领域的相似性，导致了其设备

设施、课程结构、师资队伍的相似

性和融通性。构建“平台＋模块”

专业群课程体系，可以统一各专业

人才的基本知识与素质标准，增强

不同专业课程体系之间的兼容性，

同时对课程平台进行适当的模块

化和方向化，以适应不同专业、不

同方向的人才培养要求。显然，

“平台＋模块”专业群课程体系是解

决专业群建设瓶颈的有效途径[3]。

二、专业群“平台+模块+方

向”课程体系开发的基本原则

以学习者为中心原则。专业

群课程体系设计以专业群所对应

的职业岗位群所需职业能力、迁移

能力和发展能力为载体进行课程

系统设计。要以尊重学生个体兴

趣为出发点，设计多元化的课程目

标，学习内容或单元应有助于学生

探究性学习和自主学习，创造学生

参与的条件，体现学生参与的要求。

针对性和衔接性统一原则。

专业群课程体系开发以产业对发

展型、复合型、创新型高级技术技

能人才的需求为出发点，遵照技能

型人才成长规律，要对接行业企业

用人标准，突出学生职业能力的培

养，与企业人员合作开展课程体系

重构。课程平台、课程模块和方向

性课程要突破讲求学科知识系统

性、完整性的束缚，使课程整体具有

较强的适应性、针对性和衔接性。

职业化与差异化配置原则。

根据培养目标的职业岗位面向和

岗位发展需要，遵循职业能力形成

的规律，构建以技术应用能力形成

为中心、以实际项目为载体、以相

关文化和职业道德为横向结构的

模块课程体系[4]。建立以社会需求

为导向的课程生成机制，主动响应

市场和社会的需求。专业群课程

体系结构要考虑特色发展方向，着

力于配置区别于其他院校同类专

业群的课程，以通过差异化竞争策

略获取专业群的快速发展。

持续改进和动态调整原则。

坚持开拓创新，不断探求课程生成

和课程利用规律。既要注重内在

课程存量资源的整合和有效利用，

又要注意外生性变量和增量课程

资源的开发和组合。跟踪课程资

源建设质量和使用效益，将课程资

源管理摆在突出的位置。要根据

运行效率的实际情况，适时调整课

程资源配置，以期获得课程整体资

源的效率最大化和质量最优化。

三、专业群“平台+模块+方

向”课程体系开发的框架设计

专业群“平台+模块+方向”课

程体系开发的框架设计建立在详

实的市场调研基础之上，并应遵循

从整体到局部，从体系到课程再到

资源的严格流程。

（一）以岗位群分析为基础确

立能力要求

深入企业实际岗位（群）进行

调研，在专家委员会指导下，确定

专业划分、专业设置及专业培养目

标；对专业所覆盖的职业群或岗位

群的工作职责进行分析，以确定职

业所需要的综合能力；对综合能力

进一步放大和分解，得到最小的操

作单元和单元内所有具体的职业活

动，以确定职业所需要的专项能力。

（二）开展课程体系总体设计，

形成“柔性化”课程结构

“平台+模块+方向”课程体系

是按照专业群进行整合的课程体

系，以专业群所对接产业链的岗位

职业技能和岗位适应能力培养为

主旨，着力提高课程资源共享度。

课程体系可由人文素质课程平台、

职业领域课程平台和持续发展课

程平台构成。其中，人文素质课程

平台属于专业群内各专业均要开

设的课程，可设置思想政治模块、

身心修养模块、科技人文课程模块

等。职业领域课程平台主要包括

理论实践一体化课程和单独设置

的实践课程，应根据专业群所面向

的特定“服务域”，分析专业群内核

心专业与相关专业的共性与差异

性，构建专业群内共享性课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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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领域课程平台可设置“专业工具

与方法”“核心技能”“职业准备”

“职业方向能力”等课程模块。其

中，“专业工具与方法”“核心技能”

“职业准备”课程模块为专业群内

共享课程。以职业岗位面向各专

业的工作领域分析为重点，依据工

作内容构建课程内容，以工作过程

为主线组织教学内容，形成专业方

向课程平台，“职业方向能力”课程

模块为群内特定专业（专业方向）

开设的课程。专业方向课程强调

实践能力和专业技能的培养，将课

程与职业标准紧密联系起来。持

续发展课程平台应设置“科学计

算”“语言应用”“工程原理”等课程

模块。对课程模块进行课程化设

计，即根据课程模块的属性开发相

对独立的、多样化并可拓展的课程

群。作为课程体系的补充，将企业

课程、企业工程实例和应用技术研

究项目课程的内容予以模块化，使

之能适应群内不同专业的需求。

同时，加强综合性项目的开发和复

合型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职业

适应能力和综合职业能力，帮助学

生适应职业岗位范围扩大与岗位

变换的要求。在培养学生职业技

能的同时，高度重视职业素质教

育，包括学生的道德与职业素养、

科学思维方法、团队协作精神和创

新意识培养，使学生的知识、能力

和素质融会贯通。

（三）开发项目化课程，落实教

学载体

根据课程目标，依据学科体系

固有的逻辑关系确定人文素质课

程和持续发展课程内容结构，依照

“理论实践一体化为特征、以项目

实施为主要载体”的原则定位职业

领域课程内容结构，编制课程标

准。项目化课程开发需要注意以

下几点：重视对典型职业工作过程

的分析，据此准确划定工作职责和

任务作为项目课程的开发依据，确

保将专项职业能力目标转化为教

学目标；“核心能力”课程模块要建

立在严密的岗位针对性基础上，原

则上该课程模块的项目化课程应

覆盖毕业生第一就业岗位的全部

知识、素质和技能要求；“专业工具

与方法”课程应以小型化项目为载

体；“职业领域拓展”课程模块中的

课程内容应有明确的职业发展方

向，项目设计要相对独立；项目化

课程要具有足够的开放性和可拓

展性，要将最新的工程实例和技术

成果及时反映到课程中来。

将职业领域中项目课程中的

学习项目划分为若干有机的学习

单元，并设置相应的学习情境，就

对象、内容、手段、组织、产品和环

境进行周密设计。将人文素质课

程和持续发展课程的知识点进行

细分，并确定该知识单元的目标。

（四）设计课程教学策略，规范

课程教学行为

根据课程特点和目标要求，系

统规划学生主体地位的构建策略、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策略、激励创

新策略和职业品质融入专业教学

的策略等，确定教学模式，设计教

学环境，对采用的教学方法、教学

手段和教学媒体提出建议。依照

全面发展、人人成才、多样化人才、

终身学习、系统培养等新的人才培

养观念，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

规律，将“教学做合一”落实到教学

设计中，做到学思结合、知行统一、

因材施教。紧贴岗位实际生产过

程，改革教学方法，倡导启发式、探

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积极开

展项目教学、案例教学、场景教学、

模拟教学。同时，设计科学的课程

考核方式。

（五）丰富课程资源，增强教学

保障能力

围绕核心专业与相关专业，以

企业技术应用为重点，建设涵盖教

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评价的数

字化专业教学资源库；以现代信息

技术为支撑，开发虚拟工厂、虚拟

车间、虚拟工艺等，作为实践教学

和技能训练的有效补充，提高教学

效益。同时，系统开发课程教学所

需的教学项目开发文本、题库、企

业案例库、视频库、动画库、图片

库、课件库、元器件库、仿真实训平

台、电子指导书等课程资源。

四、专业群“平台+模块+方

向”课程体系的实施

专业群“平台+模块+方向”课

程体系对教育教学管理、教学团队

和实习实训条件提出新的要求，实

施“平台+模块+方向”课程体系需

要实现专业群资源的“无界化”。

（一）实施集约化教育教学管

理，实现资源统筹

建立以专业群负责人、专业带

头人和课程负责人主导的专业建

设组织运行构架。专业群负责人

组织课程开发及专业间的协调与

联系，专业带头人和课程负责人负

责专业和课程的方向把握并组织

落实。将行业企业作为课程开发

的战略资源，使行业企业成为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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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课程资源建设和实施的主体。

建立校内、校外共享机制，实训基

地可实行企业化管理以营造企业

化的职业氛围，促进实训方式、过

程企业化。

（二）组合课程团队，促进专业

化教学实施

按照专业群的要求进行师资

配备，淡化教学团队的专业“专属

性”，以课程团队方式组建教学队

伍[5]。如组建思想政治课程团队、

身心修养模块课程团队和科技人

文模块课程团队，分别承担人文素

质课程平台内相应课程模块的开

发、设计和实施。以专业群为单

元，可组建专业工具与方法模块课

程团队、核心技能模块课程团队和

职业方向能力课程模块团队，专项

负责相应模块课程的开发与教学

实施。由学校统一组建科学计算

课程模块团队、语言应用课程模块

团队，而工程原理课程模块团队一

般可归属于相应的系部。课程团

队的发展方向有其自身的定位，如

专业工具与方法模块课程团队以

强化基础理论和科研能力为主，而

核心技能模块课程团队和职业方

向能力课程模块团队则侧重于实

践和创新能力提升。

（三）建设“大综合+小项目”

实训资源支持体系

基于群内各专业的相关性，实

训基地建设应尽可能采用与企业

共建的形式，以降低建设成本并确

保设备设施的充分利用，形成具有

组合性、校内校外互补性、开放性

与共享性的面向专业群的实践教

学大平台。实训基地要符合专业

群共享的要求，要适应各专业职业

功能定位。打破以专业为核心的

条块分割、缺乏系统性和低利用率

的实训条件建设模式，按照专业群

技术领域和产业领域构建实训资

源体系。在校内，建立由专业群所

在技术领域的基础性实训室、职业

领域生产性实训基地、专业专门化

方向实训室组成的综合化实训基

地。以实训室设备特点和功能设

定为基点而不是以专业为基点设

置小型化的实训项目，以提高实训

项目的适应性和可选性。校外实

训基地和顶岗实习基地的选择要

与专业群技术领域密切相关，生产

性实训项目的开发要具有小型化

和专门化项目的特点，顶岗实践项

目应具有综合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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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Platform + Module + Direction”Curriculum System
Based on Specialty Cluster in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s

ZHOU Jin-song
（Hun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of Industry, Changsha Hu’nan 410208, China）

Abstract Optimal configuration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and its resources is the premise of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aggre⁃
gation and diffusion effect of specialty cluster. The construction of“platform + module + direction”curriculum system of
specialty cluster is based on the system theory and group technology theory and follows the following principles: regarding
learners as the core, integrating the pertinence and the bridging, professionalized and differential configuration. The system
should be constructed by the framework process: post cluster analysis, overall design of curriculum system, program curric⁃
ulum, designing curriculum teaching strategy, establishing curriculum resources.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needs to be guar⁃
anteed by intensifying the teaching management, combining curriculum cluster and establishing the“large comprehensive
+ small program”training resource support system.
Key words platform modularization; curriculum system; specialty cluster; resources integration;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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