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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职教育的区域性对构建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有影响。指出高职教育要适应当地经济的发展 ，就必须重新构建 

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在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计划上体现高职教育的区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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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教育的区域性是指高职教育要适应当地的 

产业结构、技术发展水平、人文环境、社会习惯、可利 

用的自然资源等，它决定了高职教育的发展层次、专 

业设置、课程结构体系的构建、教学内容的增减等。 

区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决定了高职教 

育 ≥社会定位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由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自然环 

境、自然资源、生产要素禀赋、历史发展基础和社会 

人文条件存在着种种差异，从而决定了高职教育的 

发展层次、规模、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计划具有区域 

性和泛区域性。以广东粤西地区的肇庆、茂明、云浮 

和湛江地区为例。肇庆地区的支柱产业是电子元器 

件、农林加工业、三高农业、旅游等；茂明地区的支柱 

产业是石化工业、农林加工、三高农业、相机等；云浮 

地区的支柱产业是石材工业、农林加工、三高农业 

等；湛江地区的支柱产业是冶金、造纸、汽车、制糖、 

食品、轻工、机械、纺织、建材等。从粤西地区几个主 

要地区的支柱产业可以看出，肇庆、茂明、云浮三个 

地区有较大的相同性，而湛江地区的支柱产业与同 

处粤西地区的肇庆、云浮和茂明三地区有较大的区 

别。因此，在构建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上应充分 

体现这种区域的差异性和相似性。如果忽略这一 

点，将不利于高职教育的发展，更不用说高职教育的 

可持续发展。 

正由于高职教育的这种区域性特点，所以在构 

建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上也应考虑这种区域差异 

性和相似性。为此，必须进行一系列的专业设置、培 

养计划和教学内容的调整与改革以适应地区经济的 

发展和资源的可持续性利用。 
一 是高职教育人才培养定位要准确。高职教育 

主要是为地方的基层经济组织培养技术应用型人 

才。以广东粤西地区的肇庆、茂明和云浮为例，由于 

这三个地区的支柱产业都有农林加工、三高农业等， 

因此广东粤西地区的高职教育在专业设置时就要以 

市场为导向，必须按照地方经济发展的现实和潜在 

的需求形成自己的特色专业和支柱专业。既要突出 

农林加工和三高农业等专业高职人才的培养，又要 

考虑到肇庆的旅游、茂名的石材、云浮的石化等高职 

专业的人才培养，还要考虑珠江三角洲的支柱产业 

对高职人才的需求。因此在粤西地区培养的高职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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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才不但要满足本地的要求 ，还会流向经济发达 

地区。 

二是掌握理论知识要以适用、适度为原则，突出 

技能训练。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提升， 

对技术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很旺盛，需要一大批有一 

定理论基础的技术应用型的人才把工程设计、技术 

方案、作业指导文件等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提升产 

品的附加值。正因为技术应用型人才主要应具有转 

化科技成果的技能和直接应用技术的能力，所以，高 

职教育的基础理论内容应适度和适用 ，加大实践训 

练的力度 ，使培养的人才在走向社会后能很快适应 

岗位或岗位群的要求。 

三是加强高职教育的教材建设。我们应根据市 

场对实用人才需求的特点，有针对性地根据所设置 

的专业组织编写具有地方特色的专业教材。以粤西 

肇庆地区的旅游业为例，在编写教材时重点介绍肇 

庆地区旅游资源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底蕴，突出其地 

理、地貌的独特性。对于编写机械和电子类高职专 

业教材时，则应关注最新技术的介绍和应用，使培养 

的人才能适应不同岗位群的要求。 

四是建立实训中心和实践基地并依托有关产业 

界、经济界、科技界的力量和优势，以提高学生的实 

践动手能力。高职教育培养人才的侧重点就是培养 

和提高学生的岗位群适应性，因此，高职教育必须建 

立自己的实训中心或实践基地。它既可以对学生进 

行技能培训，又可 以开展课题研究，既可以进行实 

验、实习，又可进行岗位实践，以便使学生有大量的 

机会进行实际的操作训练。以粤西地区三高农业人 

才培养为例，粤西地区需要大量有关三高农业方面 

的人才，单靠粤西地区的高职院校的实训基地和实 

习基地难以满足学生的实习要求，可以充分利用粤 

西地区三高农业产业基地，安排有关专业的学生到 

该基地实习，全程跟踪相关技术的实施过程。同时 

还要充分利用社会教育资源，依托相关产业界、经济 

界和科技界，充分利用这些社会教育资源培养社会 

所急需的人才。如可以探讨高职教育的共建联营合 

作等方式 ，这样不仅可以拓宽了高职院校的校外实 

习基地，减少高职院校的经费投入，降低办学成本， 

而且还能满足实践教学的需要，并且还可以由此加 

强与产业界、经济界和科研界等有关单位的信息交 

流，及时了解社会对实用型人才需求的变化和要求 ， 

有利于高职院校进一步调整专业设置，改进教学方 

式，改革教学内容，更好地促进高职教育的发展，提 

高学生的素质和能力。 

五是建立“专、兼、聘”三者相结合的松散型教师 

队伍。高职院校可以通过派员进修、挂职锻炼、转岗 

培训等措施 ，培养一批具有基础知识扎实又具有较 

强的技术应用能力的教师。因教学工作的需要，有 

些课程还可以由来自企业生产一线的专业人员或科 

研单位的技术骨干兼课。对某些热门专业或紧俏专 

业的教学和实习则可以采用聘任的方法实现。如粤 

西地区将要启动的光电通讯高科技开发区需要一大 

批光电应用型人才，而该地区的高职院校缺少此类 

专业的教师。要解决这个矛盾，可以通过从高新技 

术开发区聘请一些专家担任专业课的讲授，或集中 

培训一些年轻教师以弥补紧缺教师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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