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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专业群建设是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重要内容。专业群建设要真正产

生成效，需要经历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目前高职教育组建专业群比较常见的逻辑依据主要是各专业所

对应产业的相关性或者所对应岗位的相关性，然而专业作为一个知识传递和生产的载体，其最根本的逻

辑要在知识的相关性中寻找。专业群组建的系列策略，如专业群编组策略、专业群平台课程开发策略、专

业群持续发展机制构建策略等，均应基于这一逻辑。专业群建设逻辑只有沉降到知识论层面，才能促进

专业群的有效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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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教育部、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实施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

业建设计划（以下简称“双高计划”）正式部署。《意

见》要求集中力量建设 50 所左右高水平高职学校和

150 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而 50 所左右高水平高职

学校也要完成 2 个专业群建设任务，可见，专业群建

设是“双高计划”的关键内容，如何进行专业群建设

成了高职学校极为关注的问题。专业是知识传递

和生产的载体，专业关系的核心是知识关系，高职

学校专业群的构建从最根本的维度看要基于对知

识关系的分析。

一、专业群的编组策略

组建专业群，形成以专业群为基本单位的高等

学校专业治理结构，是始于本科院校的一种专业发

展模式。近年来许多大学把分散的相关学科组织

在一起，成立学部，就可视为组建专业群的过程。

实践证明，如能有效地消除专业群组建中的一些不

利因素，充分发挥其有利因素，将极大地推进群内

各专业的建设，因为它不仅能集中资源完成各独立

专业无法完成的大型建设任务，而且可以发挥群内

各专业之间的相互支撑作用，优化各专业的发展环

境，促使专业群内的各专业跨上一个全新平台。

我国高职教育自创办以来，一直采取以独立专

业为单位的专业治理模式；前些年尽管有些高职学

校进行了专业群建设的探索，但专业群并没有成为

我国高职学校专业治理的主导模式。这是因为在

传统产业模式下，高职教育面向的职业边界比较明

晰，因而采取了针对某一职业或职业群对学生进行

深度职业能力训练的人才培养路径。《意见》要求把

专业群建设作为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的关键内容，

意味着高职教育的政策制定者充分意识到了组建

专业群对高职专业未来发展的重大意义，同时也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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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着我国高职学校专业治理模式的根本转型。其

背景是智能化时代，产业模式变化所带来的职业结

构变化，即职业出现了大规模相互交叉、融合的趋

势。高职学校应当抓住这一契机，通过对专业群建

设规律的探索，把专业建设推向一个新的水平。组

建专业群，首先涉及到如何编组专业群的问题，即

组建什么样的专业群，以哪个专业为核心来支撑起

整个专业群，哪些专业可以进入这个专业群，进入

专业群的专业之间是什么关系等系列问题。专业

群编组不能只是简单地依据专业自愿原则把一些

看似有关系的专业组合在一起，以上这些问题如果

解决不好，专业群就会成为专业的一种形式化存在。

深入实践会发现，高职教育专业群编组比本科

教育专业群编组复杂得多，因为本科教育的学科分

类就是根据学科知识的逻辑关系进行划分的，其一

级学科与二级学科之间的关系比较清晰。以作者

所从事的教育学科为例，教育学是一级学科，同时

也是一个专业群，它里面包含了大量的二级学科，

如教育学原理、教育史、职业技术教育学、高等教育

学、比较教育学等。这些学科之所以能组织在一

起，成为一个专业群，是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研

究课题，即“教育”。整个这个专业群中有一个发挥

核心作用的专业，即教育学原理，只有这个专业可

以支撑起整个专业群。因此本科教育专业群编组

的主要任务不是寻找专业之间的逻辑关系（这已是

现成的），而是如何打破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的学科

之间的壁垒。对高职教育来说就不同了，因为高职

教育的专业不是根据知识之间的逻辑关系设置的，

而是以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技术和职业为参照点设

置的。高职教育的专业大类与具体专业之间并不存

在必然的人才培养内在逻辑。这就使得高职教育的

专业群编组首先要回答专业群的编组逻辑问题。

目前高职教育专业群编组通常使用的逻辑有

三种：一是产业逻辑，即把产业链上的相关专业组

织到一起，比如把与产品生产相关的原材料生产与

加工、产品制造、产品物流、产品售后服务等专业组

织到一起；二是岗位逻辑，即把有工作关系的专业

组织到一起，如把物流、营销、商务等相关专业组织

到一起；三是内容逻辑，即把课程内容有相关性的

专业组织到一起，如把机电专业、物流专业与汽车

制造、汽车维修专业组织到一起。然而要看到，这

三种逻辑并非在一个层面上的。教育是一种人才

培养与知识生产的活动，因此从最根本的意义上

说，专业群编组的逻辑只能在知识层面去寻求，产

业链、岗位相关只是寻求专业群编组逻辑的线索，

而非编组逻辑本身。不应鼓励学校把存在于一条

产业链上，却无知识内在联系的专业生硬地组织到

一个专业群中。比如没有必要把农产品种植与食

品加工专业组织到一起，也没有必要把钢铁生产与

汽车制造专业组织到一起。这是专业群编组中要

特别注意导向的问题。

当然，由于本科教育与高职教育专业群组建的

目的不同，因而它们对知识的逻辑要求也有所不

同。本科教育组建专业群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学术

知识的生产，因此其更多地从科学研究突破的角度

寻求专业群编组的知识逻辑；高职教育组建专业群

的主要目的是促进技能型人才培养，因此它更多地

应从复合型应用人才培养的角度寻求知识逻辑。

职业类别的多样化决定了高职教育专业群编组需

要采取不同模式，常见模式有立柱模式、扣环模式

和车轮模式。立柱模式的特点是群内有一个作为

支柱的专业，其他专业依附它而发展；扣环模式的

特点是群内各专业之间是交叉、并列关系，没有哪

个专业能发挥绝对的支柱或中心作用；车轮模式的

特点是群内有一个居于中心地位的专业，但它与群

内其他专业之间的关系是平面的（见图 1）。

图1 专业群编组的三种典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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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高职教育专业群的编组，不能简单地把

一些看似有相关性的专业集中到一起，而是要借助

图 1 中的几种模型，通过对专业之间知识关系的分

析对编组专业进行筛选。在高职教育现有专业基

础上编组专业群，可能会发现存在较为清晰、紧密

的知识关系的专业并不多，但是如果把一些专业根

据专业群编组需要进一步设置专业方向，就会发现

存在大量可编组的专业。设置专业方向是专业群

编组的策略之一。同时，组群专业选定后，还存在

以哪个专业来命名专业群的问题。目前高职学校

通常是选择其中建设水平比较高的专业的名称来

命名专业群，然而用来命名专业群的专业应当是在

专业群中能发挥核心支撑作用的专业，对图 1 中的

三种模式来说均是如此。扣环模式中虽然各专业

之间是交叉、并列关系，但在这条链中通常还是会

有相对来说处于链头的专业。

二、专业群的平台课程构建策略

遴选专业编组了专业群，那么专业群建设进而

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构建平台课程，以发挥专业群在

人才培养上的优势。专业群平台课程既是专业群

形成的纽带，也是专业群内各专业之间潜在知识关

系固化的载体，因而专业群平台课程构建是专业群

建设的基础，问题是该如何开发平台课程。

目前专业群平台课程开发的主要思路有两个：

一是门类固定平台课程的寻求。专业群平台课程

构建往往持一个基本假设，即平台课程是对所有学

生来说均具有确定性意义的课程，它力图构建出专

业群内所有专业的学生均要学习的共同课程，这些

课程是进一步学习各专业课程的基础。二是专业

群平台课程的形成。通常以专业群内各专业共同

的基础理论知识为平台课程构建的基础。当专业

群内有明显可以发挥支柱作用的专业时，平台课程

通常就是以支柱专业的基础理论为基本内容；如果

专业群内没有明显可以发挥支柱作用的专业，各专

业之间的关系是平面的，那么课程开发者就会努力

去寻找群内各专业所共有的基础理论作为平台课

程的内容。

然而，这样一种比较流行、在高职学校中接受

度高、凭借经验看似乎非常合理的专业群平台课程

构建思路，却未必是符合专业群建设需要的。在这

种平台课程构建思路中，不管作为平台课程的内容

的基础理论知识是来自支柱专业，还是来自各专业

的共有基础理论知识，都没有回答一个问题，即把

这些专业组建在一起的目的是什么。难道就是为

了能够让群内各专业的学生能够学习共同的基础

理论知识吗？如果只是这一目的，那么把这些课程

编入到各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中，以各个专业为单

位分别组织教学也是可行的方案，并且这种方案的

教学管理还会简单一些。另外，以共同的基础理论

知识为依据构建平台课程，客观上还会使得课程体

系难以摆脱传统的三段式课程，课程模式难以摆脱

传统的学科课程模式，以致多年来努力推进的能力

本位课程改革成果付之东流。专业群平台课程的

这种构建思路还很可能导致一个结果，即把许多专

业的学生集中到一起上“大课”，使专业教学的质量

反而降低。这一情况在本科院校的专业群平台课

程构建中已经发生，人们原本认为专业群平台课程

集中了专业群的整体资源优势，其质量应该更高，

而实际情况却是平台课程的质量往往不如各专业

自身所开设的专业课程高。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

与教师的专业归属感有关，也与专业群平台课程构

建的思路有关。高职院校专业群平台课程构建应

该吸取这一教训。

要设计、选择好专业群平台课程，首先要在专

业群组建中深入理解“积聚专业资源”这一概念的

涵义。积聚专业资源不等同于节约专业资源，把大

批量学生聚集在一起学习平台课程，以减少教师等

教学资源投入，而是为了促使各专业的资源之间能

发挥相互支撑作用，并且可以把专业资源集中起来，

建设单个专业所无法建设的专业平台，如大型的实

训平台、技术研发平台，快速提升高职的专业建设水

平。在这个意义上，从不同专业领域知识之间相互

支撑的角度来看，各个专业希望从其他专业那里获

得的并不是基础理论课程，而是具有很强应用价值

的核心能力课程。如果能够从专业群内各专业中

抽取出一部分专业核心课程供各个专业的学生学

习，那么将大大促进群内各专业复合型人才的培

养，各专业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也会大大增强，从而组

建起真正的专业群。

专业群平台课程的存在形式也要从确定性走

向选择性、组合性。根据以上分析，专业群编组有

多种模式，因而专业群平台课程也可以采取多种存

在形式。比如对于立柱模式而言，可以采取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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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建设若干门要求群内所有学生均要学习的专

业群平台课程；对于车轮模式，可以建设若干门设

置相对固定的专业群平台课程，但采取限定选修的

方式把这些课程提供给各专业的学生进行学习；对

于扣环模式，则有必要根据不同专业学生学习的需

要，把一门课程设置成不同类别供学生选择，从而

形成一个由多个课程类别并列组成的群集式平台

课程。可见，在专业群平台课程构建中，有必要针

对不同专业类别的特点，创造性地进行专业群平

台课程的模式设计，形成百花齐放的专业群课程

模式开发格局。

三、专业群的持续发展策略

专业群建设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是，群内各专

业只是名义上聚集在一起，相互之间没有形成深度

的相互支撑和依赖关系。由于缺乏内在的逻辑关

系，这种群久而久之很容易被废除。这种情况在本

科院校已经广为存在，近年来组建的许多学部更多

地只是发挥了管理上的集约功能，并没有在各专业

之间实质关系的建构上发挥作用。事实上，各高职

学校都已实施了二级管理，每个二级学院都有多个

专业，这些专业隶属于一个二级学院，本身就说明

它们之间存在某种支撑和依赖关系，但目前的状况

是，这些专业之间往往只是作为独立的专业聚集在

一起，相互之间并无实质关系。当然，专业的这样

一种各自为阵的状况，正是“双高计划”提出建设专

业群的动因，但它同时也说明，如果还是按照常规

思路进行专业群建设，该项建设任务很可能成为

“双高计划”最缺乏实质内容的建设项目。顺便强

调，“双高计划”允许跨院系组建专业群，从专业群

组建自身的需求来看，这一政策是合理的，它使得

高职学校在专业群组建中有了更大自由空间，容易

产生具有创新价值的专业群，但专业群一旦完成编

组后，必须把群内所有专业归入到一个二级学院，

否则专业群的内在逻辑联系将更难建立。

要在专业群内各专业之间建立相互支撑和依

赖关系，仅仅通过搭建专业群平台课程是不够的，

因为课程没有这么强大的粘合力。课程建设成果

的最大受益者是学生，而不是教师。相反，教师会

由于担心专业群存在最终瓦解的风险，其为课程建

设所投入的精力可能得不到认可而对专业群建设

持消极态度。专业群形成之初会发现，很少有愿意

自觉承担专业群平台课程的教师。当然，也可以通

过把各专业的资源集中到专业群层面进行管理和

使用，通过剥夺专业资源使专业产生对专业群的依

赖，从而使专业群保持稳定发展状态，但这一策略

与目前已经有的二级学院在专业发展中所发挥的

功能并无实质区别，因而也不是一种合适的策略。

专业群的形成不能仅仅依靠行政手段，从根本上说

还是要遵循专业自身的内在发展逻辑。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把社会组织中的个体组

织到一起的最强有力的纽带是生产过程中的分工

与合作。专业群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把群内各成员

组织起来的最为强有力的粘合剂是在知识生产过程

中形成的生产关系。高职学校的主要功能定位是技

能型人才培养，但高职学校作为一种高等教育机

构，也应当开发其知识生产功能。知识传递与知识

生产是所有高等教育机构不可分割的两大功能，不

同类型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差别主要是两种功能

所占比重不同，以及所生产知识的类型差异。对高

水平高职学校来说，开发知识生产功能是促使其提

升办学水平的重要抓手。只是与研究型大学以学

术知识生产为主要生产功能不同，高职学校所要实

现的功能是技术知识生产。通过规划和实施需要群

内各专业的教师紧密协作才能完成的技术研发及

服务项目，并通过这个过程让所有参与的教师能平

等地分享技术知识生产所取得的成果，是促使高职

学校专业群发展到更高水平，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关键策略。

因此，专业群的组建并非一次性活动，并非把

按照特定原则遴选的各专业组织到一起，在一定程

度上实现了人才培养的支撑关系便形成了专业群。

专业群组建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发展的载体

是跨专业技术研发项目的实施。随着技术研发项

目的推进，专业群内教师之间的合作关系将日益紧

密和深入，同时他们将会找到各专业之间在技术研

发中越来越清晰的结合点，从而使得相互之间的合

作越来越具有实质性。这是专业群最为成熟的状

态，发展到这个状态，群内各专业已经融为一体，成

为在技术研发与服务以及技能型人才培养中发挥

强大功能的载体。根据专业群内各专业之间知识

的融合水平，可以把专业群发展划分为初创期、合

作探索期、成熟期三个阶段，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

同的特征与发展的关键内容（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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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高职学校专业群发展水平划分模型

发展水平

I

II

III

发展水平名称

初创期

合作探索期

成熟期

发展水平的特征

1.形成了专业群基本建制；

2.群内各专业的主要资源聚集到了一起；

3. 搭建起了专业群平台课程，课程体系以专业

群为单位进行了整体规划

1.在制度管理下，专业群整体运行平稳；

2. 群内各专业的教师已经接受了专业群的

存在；

3.群内不同专业的教师之间开始尝试探索合作

开展技术知识生产项目

1.群内各专业的教师对专业群的认同度超过了

对专业的认同度；

2.群内不同专业的教师之间通过合作完成了重

要技术知识生产；

3.群内不同专业的教师之间探索出了更加清晰

的跨专业合作点，促进了新的专业方向的产生

发展的关键内容

1.稳定专业群的基本建制；

2.完善专业群平台课程，使之在人才培养中发挥

出更强的实际效应；

3.提升群内各专业的教师对专业群的认同度

1. 进一步增强群内各专业的教师对专业群的认

同度；

2. 引导不同专业的教师尝试联合申请并实施技

术研发项目

1. 引导各专业的教师在深入交往、合作的基础

上，寻找到专业之间更加清晰、有重要发展意义

的合作内容，并展开具有创新价值的技术知识生

产活动；

2. 引导教师把技术知识生产的成果纳入到平台

课程中，形成更能体现专业合作价值的平台

课程

既然专业群组建是一个过程，需要经历从最初

的行政调整水平发展到最高的知识融合水平，那么

专业群的发展目标与任务规划，就应当按照这样一

个过程来进行；对专业群建设成果的认定也应当以

专业群为单位，而不能把专业群建设成果等同于群

内各专业建设成果的组合。专业群形成过程的复

杂性也说明，作为专业群建设的负责人，不仅要具

备很高的专业水平，还要熟悉群内其他专业的基本

内容与发展逻辑，同时还要具备极强的专业群整合

能力。专业群建设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专

业群负责人，专业群建设中要高度重视专业群负责

人的遴选。

四、结语

专业群作为高职教育专业治理的一种新模式，

其提出的背景是智能化条件下产业模式与职业结

构的深刻变化所带来的对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

养的需要，是高职教育专业治理模式发展的趋势。

但专业群构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并

非仅仅通过外部行政力量的规制就可完成，而是需

要通过内部关系的长期生长才能完成，其中最为根

本的关系就是知识关系。只有沉降到知识关系层面

深度思考，才能寻找到专业群构建真正有效的策略。

（责任编辑：于 翔；责任校对：徐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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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pecialty Group construc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in the project of building high level

higher vocational institute and special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has to experience a complex procedure

before the investment of specialty group construction really works. Currently, the common specialty group

combination logical strategy is based on the relevance of related industry and profession. However, specialty is a

delivering and transferring container of knowledge. Therefore, the true logical strategy should find from the relevance

in knowledge. The series of specialty group combination strategy，such as strategy of organization，strategy of

course resource development，strategy of development, should all based this logical. It is the only way to improve

positive use of specialty group when the group construction logic dives in the knowledge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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