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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英国高等职业教育是世界高等职业教育模式的成功范例之一。英国高等职业教育重视学生“关键

能力”的培养；重视学生实训，实施工读结合的“三明治”教学方式，实行现代学徒制度；规范的职业证

书制度从体制上为教育与市场的紧密结合提供了重要保障，这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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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就业正面临着

两个大的变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需要培养更多

的高级技工，社会劳动力就业需要加强技能培

训，因此，必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将高职教育

纳入高等教育发展的框架当中。英国是世界上高

等职业教育模式的成功范例之一，考察其高职教

育的理念和模式，对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具

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注重学生“关键能力”的培养目标 

英国高职教育强调能力本位，其培养目标不

仅要求学生掌握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实践技能，

而且要求学生能成为将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的

应用型工程师，或具有较高管理水平的企业型工

程师。为了使学生在将来的社会中有较强竞争

力，职业教育尤其注重学生综合能力培养，并特

别强调“关键能力”训练。 
1974 年，梅腾斯（Mertens）首次提出“关

键能力”概念。梅腾斯认为，关键能力是一种“普

遍的、可迁移的、对劳动者的未来发展起关键性

作用的能力”。[1]“关键能力是指与纯粹的专业

性职业技能和职业知识无直接关系、超越职业技

能和职业知识范畴的能力，如独立学习、终身学

习、独立计划与实施、独立控制与评价的能力

等”。[2]在西方，随着工业社会经历不同的发展

阶段，劳动力市场不断发生变化。非专业化的“关

键能力”训练使学生在市场竞争中学会生存，同

时培养了应对市场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而引起

职业流动的适应“迁徙”能力，以及创业精神等。

英国高职强调关键能力， 早可以追溯到 1979
年的《选择的基础》，在以后的 20 多年中，无

论是操作部门还是所规定的关键能力内容都发

生了多次变化。从 初强调交流、数字运用、自

我提高和管理，到 20 世纪末强调信息技术的运

用、学习和业绩提高及合作能力等。[3]英国引入

了“关键能力”这一概念，并对其进行了细分：

主要关键能力（main key skills）和广泛关键能力

（wider key skills），在英国普通国家职业资格

（GNVQ）课程中要求必修；广泛关键能力则被

包括在英国现代学徒制（Modem Apprenticeships）
和国家受训制（National Traineeships）中。对关键

能力的界定经历了从粗到细、从平行到有层次的

过程，可以看出英国对关键能力是相当重视，“关

键能力”获得成为英国职业教育追求的目标。 
二、工读交替与现代学徒式的教学模式  

英国高职教育机构普遍实行“三明治”合作

教学计划，即实施三阶段人才培养模式：先在企

业工作一年，对工作有一个初步的体验和认识，

再回到学校完成 2-3 年课程，使实践联系理论，

然后再到企业工作实践 1 年，把理论应用到实

践。即所谓的“1+2+1”“1+3+1”教学计划。

此外，英国还实行第 1、2、4 年在学校学习 3
年理论，第 3 学期到企业进行为期 1 年的实践培

养方式。以贝尔凡斯脱大学为例，该校与工业部

门联合开设了工程教育和职业培训相结合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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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培养企业需要的实用性工程技术人才，实行

这种“三明治”教学计划。申请者需在入学前提

出申请，提交中学成绩单，由大学和工业部门分

别对申请者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工程方面的知识

进行面试。合格者从学年开始在企业度过 1 年学

徒期，由企业部门指定导师给予指导。在此期间，

学生每周有 1 天到大学学习数学、设计导论、现

代制造技术等课程。1 年后转入大学学习 3 年。

其中 后一年，学生要从事一项来自工业部门正

在进行的具体工程项目的课题设计。“三明治”

教学计划能把工程设计、研究、实验与教学融为

一体，使学生能在所选择的典型工业环境中学

习，并伴有各种社会、经济、生产革新等活动，

它不仅给学生提供适当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

合，而且使学生做好就业准备时具有较高的技能

和创造力。 
此外，英国职业教育的“现代学徒制”更为

学生获得深入、全面的指导提供了制度保障。

1993 年 11 月，英国政府宣布实施“现代学徒制

（Modern Apprenticship）”计划，并于次年 9
月首次在 14 个行业部门试行该计划。现代学徒

制在全国范围更多的行业部门逐步展开，至

1999 年 3 月，共有 83 个部门获准提供现代学徒

制培训，有 88％的现代学徒制学员在工程制造、

商务管理、汽车工业、信息技术、管道维护、建

筑等 15 个部门接受工作本位的培训。[4]2005 年，

英国学习与技能委员会公布了《学徒制的蓝图》

（Blueprint for Apprentice－ships），统一规定了

由四要素组成的学徒制学习内容框架，并提出知

识要素的学习应成为从学徒制升入高级学徒制

和高等教育的必要条件。[5]现代学徒制的培养目

标有层次划分，分为基础、高级现代学徒制，分

别培养具有初级职业技能、熟练职业技能的从业

人员。完成高级现代学徒制可以获得国家职业资

格（NVQ）三级水平和关键技能二级水平及相

关的技术证书。现代学徒制的课程包括关键技能

课程、NVQ 课程和技术证书课程，通过课程学

习，获得从事职业所必备的职业和工作实际能

力、职业资格证书、对具体职业知识的理解力等。

在 现 代 学 徒 制 下 ， 各 地 方 培 训 与 企 业 协 会

（TECs）、学徒和企业雇主三者之间达成契约

性协议，规定各自的责任和义务，并就行业技能、

课程设置、培训计划等进行协商确定，保证现代

学徒制顺利实施。 
三、职业资格为核心的证书制度 

20 世纪 80 年代初，英国为了振兴经济，提

高企业的竞争力，加强教育与经济的结合，提出

社会和企业对于就业、上岗、培训以及人员的使

用都要有一套通用、统一的资格标准，以获得“熟

练的和干劲充沛的劳动力”。[6]就此，英国政府

开始推行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NVQs），即

按国家制定的职业技能标准或任职资格条件，通

过政府认定的考核鉴定机构，对劳动者的技能水

平或职业资格进行公正、科学的评价和鉴定，对

合格者授予相应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笔者认

为，英国国家职业资格评定过程中，资格证书的

颁证机构对资格评定工作的考核环节是这一制

度取得成效的重要保障。具体来说，该制度的评

定和考核除了重视“关键能力的培养和考察”（如

前文所述）外还具有如下特征： 
（一）以工作现场为核心，多元、综合评定 

英国的国家职业资格评定方式是综合化的，

传统的课堂考试、理论测评继续作为新的评定体

系的组成部分。执行职业资格考评的基本要求是

加大工作现场考核的比重，以实际工作成果为主

要的考核依据。英国的国家职业资格体系是一个

综合性的、分层次的资格体系。一般来说，工作

现场的考评主要用于特殊职业资格评定。对于那

些普通职业资格评定，口头和书面回答仍占有相

当大的比重，但现场考评是任何职业资格评定的

必需环节。这种以工作现场考评为主的综合评定

方式，可以从理论素质与实际技能水平等不同角

度来考察被考核者，并对于职业能力本身的职业

教育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二）认可以往学习成果，实行经常性评价 

英国国家职业资格的评定大多在工作场所

进行，采取经常性考察，即职业资格证书的颁发

与获得不是取决于某一次工作现场评定，而由日

常学习中的若干次现场评定的累积成绩来决定。

这种经常性评价要求对整个评定过程实施协同

管理，对评价结果作系统记录， 后把在不同地

点、由不同评定者考察的材料累积起来，以综合

评定成绩来反映被评者在不同学习背景下的学

习成果。这种根据长期经常性考察累积的材料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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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评定结论更加客观，而且经常性职业资格评

定认可以往学习成果，可以避免培训和评价内容

不必要的重复，减少教育资源的浪费。 
（三）评定标准具体，力求公平、开放 

英国国家职业资格体系的每个资格都有明

确的能力要素与操作标准，因此每级职业资格的

内容与标准也是明确的。资格申请者按照规定的

标准，有目的地学习，从低到高逐步获得新资格。

由于社会职业体系本身就按照工种的不同呈梯

级状存在，这种具体化的评定标准利于适应社会

职业的多样化和个体增强学习、培训的有效性。

英国国家职业资格考评的组织实施由经过政府

授权的考试中心负责，由根据国家职业标准获得

资格的受聘内、外部督考员负责监督与检查，从

考评程序、考评标准、考评人员、考评实施到考

评结果的鉴定，都力求公平、公开、全面。政府

还规定，国家职业资格的评定过程应具有较大的

弹性，即强调评定的达标性，只要受评定者愿意

继续学习，可以再接受资格评定，直到取得资格。 
英国职业教育证书制度历经数次改革，无论是在

国家职业资格标准的确定，还是在职业资格的考

评和职业资格证书质量的保证等方面都得到了

英国企业的大力支持与参与，并有效地促进了英

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7]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

度的职业资格标准体系和现场考核方法是否能

得到社会认可， 终体现在它的证书上。在英国，

证书就是质量的观念已深入人心。[8]使职业培训

和资格考核不断适应现代生产经营和技术发展

的要求，是英国职业教育成功的标志。英国职业

资格证书制度作为劳动者求职与用人单位招聘

的资格凭证，强调对主体实际工作能力、职业水

平的考核，使得高等职业教育实施过程中坚持以

此为主导的质量观。普通职业资格使得职业资格

证书与普通教育证书等值等效，激励了高职教育

中通识教育、普通教育实施，有利于学生提高综

合素质，获得更好的适应和迁移能力。 
四、英国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的启示 

英国高等职业教育坚持职业取向，注重培养

学生“关键能力”、“核心能力”，即在市场变

化中适应和迁移的职业能力；重视实训，工读交

替的“三明治”课程与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将职

业教育与技术培训融为一体，旨在培养学生实际

工作和动手实践能力；围绕市场和企业需要设置

课程，并根据社会发展变化不断对课程或专业设

置进行动态调整，保证了学生对社会、经济及市

场变化的适应；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本身就是

一种国家考试制度，包含着国家层面上的教育质

量标准；从《珀西报告》《克劳瑟报告》发布到

《工业训练法》《就业和培训法》的出台，体现

了高职教育中法律法规的作用和国家干预主义

倾向；普通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初衷就是要

打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隔阂，体现了通

识教育、文化教育在高职教育中的重要意义。 
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来看，由于受传统教育

思想的影响，从政府的教育规划、教育方针政策，

到社会对职业教育及其所培养的人才的认可度；

从职业教育的财政投入，到社会对职业教育的接

受度，都存在一些问题，以下几个方面亟需改革： 
（一）明确定位，特色发展 

在职业教育规律的指导下，各高职院校应首

先明晰培养职业型、技术型人才的培养目标，而

非向普通高教看齐，反而失掉高职院校的特色。

明晰办学方向和培养目标是我国高等职业院校

实现办学模式转变、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适应教

育规律和经济发展要求的基本前提。 
（二）围绕培养学生“关键能力”，建立科

学的职业型人才培养模式 

职业型人才立足于劳动力市场，必须具备职

业型人才所应有的知识与能力结构。与普通高校

毕业生相比，高职院校毕业生强调优势的动手操

作能力、职业素养和市场适应能力。因此，高职

院校必须以培养学生“关键能力”为目标，改变

盲目追求大而全、一味效仿普通高校甚至研究型

大学的错误做法，立足地区资源优势、产业结构

特点和自身教育教学特色，建立以就业为基本目

标的人才培养模式。这要求高职院校加强实习、

实训基地建设，借鉴工读交替的教学方式，切实

增加技能训练与实践环节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

比重，在院校评估与学生评价方面，将高职院校

的基地建设、实践课程建设、实训效果及学生的

技能操作水平作为评估、评价的核心，以适应不

断变化的经济与市场发展需要。 
（三）改革职业教育考核评价机制 

要确立科学的考核标准体系，根据社会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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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类、性质来制定各种别、各层次的教育培训

能力要素和达标标准，并对此进行详尽地解释和

界定。应组织相关人员主要是高职院校中获得较

高职业资格的专业教师和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

人、工程师及管理者，成立专门的职业教育考核

机构，负责相关标准的制定和考核，并对承接实

训实习及现场评定职责的单位进行认证。 
1. 考核应以累积的实习成绩与工作现场考

察结果为主。职业教育考核不应以结业前“一考

定终身”，而应综合考虑学生在日常学习和实训

实习中的表现情况，考察学生的学习能力和进步

状况，并把工作现场的实训实习成绩作为考核评

定学生的主要依据。考核中应侧重学生实际工作

能力、技能掌握、能力迁移水平以及应对环境变

化的能力。 
2. 考核应以培养学生“关键能力”为导向。

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剧烈变化的

过渡阶段，对人才结构要求的变化更加复杂、迅

速，某种特定的职业技能不足以使劳动者应付风

云变幻的就业市场。关键能力使劳动者在变化剧

烈的职场获得了良好的适应、开拓能力， 大限

度地减少了因职业变迁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

高职院校应在细化职业标准与内容的基础上更

加注重培养学生的技能迁移能力。 
（四）引进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仍未广泛、切实引进职业

资格鉴定和资格证书制度，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

劳动力市场就业准入之间缺乏有效的联结机制。

由于职业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技能型、实践型职

业人才，深受市场经济与劳动力需求变化的影

响，职业资格鉴定与资格证书制度的引入，将有

利于职业教育形成对市场与人力需求变化的敏

感性；适时调整人才培养模式，包括职业教育考

核立足于职业本位，能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进

步对人才需求的变化，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制度

化的质量保障。同时，引入职业资格鉴定和职业

资格证书制度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对高素质劳动

者需求扩大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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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s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Britain and Implications to China 

LU Li-jun 

（Library, Zhejiang Textile & Fashion College,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Britain, a successful example of educational modes in the world, attaches 
importance to students’ hands-on training to cultivate their “major skills” by “sandwich course” teaching to integrate 
work-related skill training into program study. Such apprenticeship education model, together with vocational certification 
system, is a desired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and market, which provides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for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 words: Brita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quality-base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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