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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规模的迅速扩大，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质量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越
来越多的关注。建立多元的高等职业院校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势在必行。按照“管、办、评”分离的思路，建立
“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我监管、社会中介评估、社会需求调控”的内外结合的高职教育质量评价体系。整个
体系形成输入、过程、输出的封闭环。通过这一完整的目标输入、过程生成及控制、结果评价反馈的机制，加强
科学决策，改进教学，完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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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中职业教育篇章强调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纲要》要求根据培养目标和人才理念，建立科学、多样的评价标准。开展由政府、学校、家长及社会各方面

参与的教育质量评价活动。做好学生成长记录，完善综合素质评价。探索促进学生发展的多种评价方式，激

励学生乐观向上、自主自立、努力成才。
与以往的五年规划相比较，教育“十二五”规划把提高教育质量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教育质量评价

与监测是教育质量保障的重要环节，是推进国家教育质量标准体系得以有效实施的有力手段。
建立教学质量评价最终目的是使学校的教学质量更好地实现学校的目标，这样，判断学校的目标是否恰

当及教学质量是否达到了学校的目标就是必不可少的，即教育评估和教学评价。
一、对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

研究高等职业院校教育质量评价和人才评价制度，首先必须回答这样几个最为基本的认识问题:

( 一) 高职教育教学的质量
高职教育教学质量的内涵是是综合性的、也是动态的。应包括个人道德水平指标、专业能力指标、发展

能力指标。在不同时期三项指标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发展变化的。质量的内涵在变，评价内容和体系应随之

转换，并动态指导教育教学过程的改革与发展。
高职高专教育教学质量又与普通高等教育有不同之处，其更加强调教育的职业性、就业能力、岗位发展

能力。
高职高专教育的专业设置、教学内容、课程安排、教学过程等要满足各个需求方的要求。一是满足学生

及家长的需求，满足他们通过职业院校的学习，奠定职业基础，较理想地实现就业要求。二是要满足市场的

要求，即专业设置要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协调，一方面促进地方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实现当地劳动力的就近

就业。三是要满足企业的要求。重视用人单位对蓝领工作岗位的岗位要求、职业技能要求、职业资格要求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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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高职高专教育为何要实施质量评价
在发达国家，职业教育是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素质的劳动力孵化的重要途径，发展机

制比较成熟和完善。我国职业教育起点较晚，教育教学规律的探索还不成熟，却又面临着职业院校数量急剧

膨胀的现状，教学质量的问题被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教学数量和教学质量既可能形成良性循环，也可能形

成恶性循环。〔1〕一旦形成恶性循环，在激烈的竞争中学校将失去竞争的实力，甚至无法生存，总有一天会办

不下去，会被社会所淘汰。教育教学质量是关乎学校生存发展的生命线，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是教育管理

者、教育实践者的永恒主题。
二、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的演变历程及国外教育质量评价的主要模式

( 一) 从制度演变的宏观视角看，我国的高职教育质量评价制度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1． 高等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制度的渊源

2003 年教育部在《2003 － 2007 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实行“五年一轮”的普通高等学校教学

工作水平评估制度，并在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有益经验，为高职教育质量评价的设计和实施提供了基础性的

参考。
2． 高等职业教育质量评估的确立

2004 年 4 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全面开展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的通知》，标志着我国高

职教育质量评价与保障工作全面展开，此被称为“第一轮评估”。〔2〕

3． 高等职业教育质量评估的发展———人才培养质量报告

2012 年，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要求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先行发布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

告，2013 年各省市教育厅逐步对本省市的高等职业院校提出了撰写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的要求。
( 二) 国外教育质量评价的主要模式
西方发达国家高职教育发展较早，质量评价体系较为成熟，总体上形成政府、教育机构、评估机构等方面

“齐抓共管、以外促内、形式多样”的保证模式。
三、建立多元的高等职业院校教育质量评价体系

按照“管、办、评”分离的思路，积极探索政府依法行政、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社会参与管理的合理运行机

制。建立一个“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我保证、中介评估服务、社会需求调控”的内外结合型高等教育质量评

价体系。

高职教育质量评价、控制体系环图

从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可看出参与高等职业教育质量评价的主体构造: 国家即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社会可

分化为用人单位及第三方中介组织，学生，学校自身。整个体系形成输入、过程、输出的封闭环。通过这一完

整的评价反馈改进机制，加强科学决策，完善管理，改进教学等。
( 一)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学校执行上级有关教育工作的方针政策、完成下达的工作任务及其与同类学校的

比较中，可以客观地了解学校工作的状况，最容易判断出等级和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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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用人单位
学校的毕业生最终就业多分布在行业企业的一线岗位上，因此用人单位对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工作表

现、学生职业能力的评价最有发言权，提出了岗位要求最具有现实性和前瞻性。但目前院校与用人单位后期

联系薄弱，未形成良好的跟踪反馈机制。
( 三) 社会各界
大力发展社会中介、行业组织。即由相对于各个院校较为公平的第三方所进行的评价。社会评价方与

校方不存在直接的利益冲突，可以对高职院校的教育质量进行客观评定，具有一定的社会公信力。社会评价

的主题应当注重独立性、专业性、稳定性、权威性。目前参与社会评价的第三方如麦可思教育管理数据与咨

询的专业公司，是中国首家高等教育管理数据与咨询的专业公司，为国内数百所高校提供招生情况、专业设

置、教育质量、就业质量等数据跟踪与咨询服务，是比较典型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单位。〔3〕

( 四) 学生
作为学校教育的主体，学生对教学过程全面接触和了解，能反映学生的基本要求和教学状况。目前很多

院校采取的方法是制定调查问卷，班级范围内对任课教师、授课过程进行评价，但由于受指标设定的科学性、
统计的反馈性等多方面限制，作用并不理想。〔4〕

( 五) 学校自身
学校自身应该是教育质量评价的主体，其直接参与教育质量形成过程，对形成过程的宏观运行及微观指

标也最为明确。学校自身的评价要贯穿教育输入、教育过程、教育输出全过程，涵盖办学定位、发展战略、人
才培养各方面，领导、教师、教管全员参与。首先要确定质量评价的标尺: 目标、标准、职责等。确定标尺是要

注意宏观微观相结合，既要有办学目标的大目标，也要有课程设置的小目标，围绕标尺进行资源和过程管理。
尤其要注重管理过程中的调控、分析和改进。参与评价的各个角色如教学管理层、教学服务层、教学实施层

都能做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又能自我约束，自我保证。
四、不同评价主体的教育质量评价内容

( 一)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更多地发挥各院校对于教育政策的落实、办学指导思想、师资队伍、基本办学条件、

教学建设与改革、教学管理、评价的价值导向等方面的宏观指导作用。由于各个学校各有办学特色，主管部

门不可能用同一把精确的尺子衡量教育质量，这在理论上是不科学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其更应该关注学

校宏观的定位的方向性以及对实现自身目标的程度上进行评价。
( 二) 用人单位
可与用人单位就学生的知识结构、工作能力、适应能力、敬业精神、处理人际关系能力、道德水准、创新能

力、外语计算机水平等关乎学生综合素质的指标进行沟通，用人单位参与培养目标确定、专业设置、课程设置

及改革等过程，从而了解用人单位的人才需求点，有的放矢地进行教学完善和改革。
( 三) 社会各界
社会各界机构可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考察、统计分析、报告撰写等手段从社会视角参与教育教学质量的

评价。参与办学目标、培养目标、办学任务、院校信誉状况、内部评价体系、规章制度、组织结构、师资队伍、毕
业生就业率、就业满意率等方面的调查评价统计工作，反馈给相关院校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促进教学改革

和调整。
( 四) 学生
包括授课效果、教学安排、课程设置、教学实践环节、教学设施等综合评价。设计评价指标时应层面丰

富、角度多维。因为学生评价多为印象式评价，评教指标不宜过细，评教指标的确定过程要吸引教管、教辅、
教师、学生各类型角色的意见，建议学期综合评教与课堂教学质量评教相结合。综合评教可多侧重于学生对

于教学安排、教学管理、教学服务、教学效果的评价，如: 课程设置满意度、教材选用满意度、理实一体化程度、
学习激情激发度、考核方法及过程满意度、作业报告等学习效果反馈满意度等指标。课堂教学质量评教侧重

对教师教学效果的评价，不同类型的课程、不同专业的课程分别制定针对性的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指标可涉

及教师专业能力、基本素质、授课方法、讲课效果、教辅设施等。此外应适当设置一些主观题，给学生表达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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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要求的机会，如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教师、课程及原因，最希望开设的课程，最希望学校改善和解决的问题

等等。
( 五) 学校自身
学校自身评价要注重过程监控，发现问题及时反馈改进，兼顾奖惩性，重视反馈性。评价内容全面，涉及:

第一，教学质量准则与质量标准的建设。如办学定位、办学目标及经验、不同专业的定位、培养模式的分析等。
第二，教学的投入评价机制。如教学经费与设备设施的投入、教师队伍的建设、招生与教学组织制度建

设、专业建设与培养模式创新、课程、教材建设、教学管理制度建设、教学实验室与仪器、教学图书信息资料、
教室、实习试验基地、社会实践体系等方面的评价。

第三，教学质量的过程评价。如教学常规管理工作、教学过程、教风与学风建设、教学检查等方面的评

价。
第四，教学产出质量评价。如课程考试考核方式、毕业设计或毕业论文、综合素质、应届毕业生、毕业生

质量跟踪调查等方面的评价。
高等职业教育质量评价是一项系统工程。评价主体的设定要多元，评价指标的建立要全面覆盖教学输

入输出全过程，评价过程的实施要严谨动态、评价结果要及时反馈用以改进，整个过程形成封闭的循环，建立

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形成对教学质量的多角度的审视，使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成为全员参与、全过程控制、良性

互动的系统，为高职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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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Nation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Graduate Students Career Intention in National Ｒegions

———A Case of South －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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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ation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n important base in cultivating high － quality talents of
ethnic minorities． It is shouldering the heavy and glorious mission that services ethnic minorities and areas． It con-
tinues to deliver all aspects of high － level personnel for our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And its graduate students are the main forc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national regions． Because of
their profound profession and broad scope，strong analysis and skills of problem solving，they are highly popular a-
mong national areas． This article is mainly to investigate the career intention in national regions among national col-
leges and universities graduate students，and try to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national college graduate employment situation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nation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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