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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分析了影响高职院校教学质量的五大因素，认为加强师资队

伍建设，科学严谨的设置专业，控制招生规模，正确理解素质教育的含义，完善

监控体系，有助于高职教学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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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质量是高职院校规模扩大以后社会上十分关注的问题，随着国家、省级

示范性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建设的推进，高等职业教育已进入稳定的发展阶段，伴

随学院规模的扩大，专业的拓展，新增专业的审批增多，在教学设备及师资力量

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如何稳住高职教学的质量，达到高等教育的目的，已成为当

前高职院校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对此仅作粗浅的探讨。  

一、影响高职教学质量的因素  

1、生源质量参差不齐、  

随着高等教育的平民化，高职教育的毛入学率逐年增加，高职院校招生政策弹性

大，招生最低录取线相对低，有的最低录取分数线只有 200 多分，而与少数本科

落选后进入高职院校学习的学生成绩比较，几乎折了 30－40％，受教育者的基

础和素质差距较大。大部分学生文化基础知识薄弱，缺乏学习方法和刻苦精神，

学习主动性、自觉性差，并且生源中独生子女占多数，家庭溺爱、贪图享受，自

学能力差，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习成绩处于中下水平。  

2、就业政策改变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企业单位招聘、公务员考试都是好

中择优，专科、本科、研究生处于同一竞争场地，相比之下，高职教学质量自然

差些。  

3、就业门槛提高  

行业招聘推行“双证书”制度，原先只要毕业证书就可以就业的行业，现在需要

执业资格证书，全国统一考试，考试大纲及内容涵盖理论、实践、法律、法规等，

内容丰富，而高职院校的培养目标为应用型人才，执业资格实践部分的考试较易

过关。而理论知识以必须够用为度，使教材编写者和教材使用者都难以把握，若

参照执业资格考试大纲组织教学，则出现有的教材精简太多，理论知识重组后，

难以满足各专业教学的需要，而且课时计划有限，基本理论在应用的前提下末能

讲透，不利学生消化、吸收，学生基础理论知识掌握不牢；精简、重组的教材又

不利于自学，造成学生专业资格证书考试通过率低，出现教学质量下降问题。  

4、先进设备及工艺、技术的大量应用，教材内容更新滞后  

由于技术的迅猛发展，反映新理论、新技术、新工艺末能及时编入教材, 教师培

训同样滞后，面对知识暴炸的时代，高职院校的任课教师需要不断强化自己的操

作能力，强化自己的动手实践能力，要努力将自己培养成理论与实践教学都过硬

的“双师型”教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过程中有关专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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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传授给学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如果教师在教学时常不能正确使用

教学设备或缺乏实践能力，必然会引起学生的疑惑，进而产生厌烦情绪，不利于

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影响学生能力的培养和教学质量的提高[1]。  

5、教学观念的转变  

高职院校规模的迅速扩大和高职教育在教育理念、培养目标、质量标准等方面理

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部分教师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概念理解出现偏差，认为

只要加强学生操作能力的培养，学生会操作就可以了，重技术培训轻理论教学，

降低了教学质量，毕业证的含金量低。  

二、提高教学质量的应对措施  

1、树立信心，加大对高职教学质量问题的探讨 

深入调查研究，在教师中进行教学质量观的讨论，群策群力，献计献策。  
2、正确理解素质教育的含义  
职业素养既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显性的因素包括外在形象、基本知识、基本技能，技术

能力等等，它们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改变和发展，因此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正确的引导，提倡通

读教材，读懂教材，学好专业理论，必要的死记硬背还是要的。这必将有利于学生基本知识、

基本技能、技术能力的提高。  
3、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重视对青年教师的培养，特别是对核心课程的青年教师，采取校内指导，校外进修，外出参

加学术会议，以及组织教学方法的培训等。对外聘教师加强管理，教学是高职院校的中心工

作，而课堂教学则是教师从事教学活动的基本形式，是学生获得书本知识，培养能力的主要

途径。应强调以教学为中心，以学生为主体，提高课程教学质量。  
4、正确认识高职学生的特点，教育学生树立终身学习理念，以考促学  
随着高职院校扩招，同一专业班级内即有普通高中理科、文科毕业生，也有职高对口毕业生，

生源层次降低、成份复杂。为了提高学生在末来社会的持续发展能力，提高学习能力，应多

组织阶段考试，以考促学，温故而知新，掌握学习方法。让学生在掌握必需够用的基础知识

和专门知识的基础上，学会交流沟通和团队协作，提高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增强社会适应

能力。  
5、走出为区域（地方）经济培养人才的误区 ，科学严谨的设置专业，控制专业招生规模  
部分高职院校在专业设置上没有一个长效建设机制,只是根据社会上什么专业炒得火,就设置

什么专业,并且课程体系没有经过严格的论证分析[2], 专业报批后，生源不足、教学资源匮乏、

师资力量相对不足，教学质量难以保证，从而造成高职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力较低。

对于校内热门专业、特色专业、示范性专业，也要控制招生规模，一是可以抑制专业招生计

划的增长超过人才市场的需求，避免人才资源的浪费，二是可以缓解该专业师资等教学资源

相对不足对教学质量的影响。  
三、完善高职教育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高等职业院校大多由中专升格而来，受传统教学体制的影响，高职教育教学质量监控机制落

后，教学管理和质量监控机制不完善，导致了高职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缓慢。在教学质量评

价体系中，仍然体现在对理论课教学的评价，而对教师实践能力的监控不严，对教学内容、

教学过程的研究不够。对学生的理论知识的考核较重视，而对学生的实践动手操作能力的测

评缺乏有效的办法。对学生的学业成绩，整体素质缺乏综合性评价，因此，对学生成绩考核

的调控，应注重实践成绩的客观性和可操作性。同时高职院校必须完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加强对教学活动、教学管理工作、教风、学风等进行监督、指导评价和反馈等工作。促使教

师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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