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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深职大、广科大等院校新增多个职业本科专业

职业本科专业怎么学？且听专家为你解惑

自 2019年首批职业本科获批以来，

教育部建立健全技能人才需求预测机

制和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动态调整机制，

不断提高专业设置与产业发展的匹配

度。2021年发布的《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2021 年）》中，职业本科设置了 247 个

专业。

此次，教育部同意备案新增拟招

生职业本科专业点 188 个，对专业布

点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优化，幅度是自

《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 年）》发布

以来最大的一年。浙江药科职业大

学、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等全国多

所职业本科院校新增多个本科专业，

涵盖智慧健康、物联网、智能制造等

领域。

广东的职业本科院校中，深圳职业

技术大学（以下简称“深职大”）新增了

包括集成电路工程技术、软件工程技

术、自动化技术与应用、机械电子工程

技术、大数据工程技术、智能网联汽车

工程技术、制药工程技术、新材料与应

用技术、工业设计等 9 个职业本科专

业，加上去年开设的 6 个，职业本科专

业已达到 15个。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以下简称

“广科大”）申报的电子商务、智能制造

工程技术、网络与新媒体、工程造价、中

药学、康复治疗等 6个本科专业也正式

获批。新增专业将于 2024 年开始招

生，目前，广科大本科专业数量已达 27
个。

不久前，教育部办公厅公布了2024年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拟招
生专业设置备案结果，同意备案2024年新增拟招生职业本科专业
点188个。浙江药科职业大学、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等全国多所职
业本科院校新增多个职业本科专业，引发广大考生关注。职业本
科专业学什么、怎么学？有什么不一样？为此，新快报记者采访了
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杨欣斌教授和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
校长陈晓阳教授，听听他们对职业本科专业发展的看法。

■新快报记者 徐绍娜

■广科大的学生在体育赛事中获奖。

职业本科要培养新型劳动者
杨欣斌指出，办职业本科是要

培养掌握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

新业态的新型劳动者。“未来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构成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

要以科技创新推动，就要靠新型劳

动者，培养新型劳动者是我们办职

业本科的底层逻辑。”他认为，本科

层次的职业教育既要体现“本”的层

次又要有“职”的本色，职业本科围

绕这两方面作了体系重构，建立了

职业本科专业的逻辑体系。“就像一

个四层模型，从工作场景出发，往下

一层是适应工作场景的技术，技术

再往下是科学原理，科学原理再往

下是学科基础。这四层的逻辑体系

区分了职业专科、职业本科和普通

本科的发展关系。”杨欣斌说，相比

职业专科，职业本科要找到专业的

学科基础，也就是必须要清楚应用

场景里所用到的技术和科学原理的

逻辑起点。

“职业本科和普通本科是高等

教育中两种不同的类型。”陈晓阳认

为，职业本科是坚持“职业属性”基

础上的“高层次属性”技术技能教育

类型，是以技术技能人才的成长规

律为基本遵循，突出知识与技能的

高层次。“技术技能体系贯穿人才培

养全过程，落脚点在技术应用与创

新，是区别于普通本科学科知识体

系的人才培养。”

毕业生具有更强就业竞争力
职业本科的毕业生有怎样的优

势？杨欣斌认为，职业本科的学生

具有“职”的特色，对专业未来的工

作场景、规范等会更加清晰。“在教

学过程中，学校按照工作场景所需

要的标准规范进行检验，实验实训

室也是按照工作场景建立教学场

景，因此学生在工作中上手快、动手

能力强。”他说，职业本科毕业生因

为和产业的融入程度更高，就业竞

争力会更强。

陈晓阳表示，与普通本科相比，

职业本科采用了完全不同的专业设

置、人才培养方案，更加注重校企合

作，产教融合及协同育人也更加深

入。学生实习期间，将企业课程放

到企业中开展教学，与产业的深度

融合有效提升了学生的职业技能，

保障了学生动手实操及锻炼的机

会。将岗位适应前置到就业前，能

让毕业生入职后更快适应岗位需

要。而与职业专科相比，职业本科

的学生学制长一年，基础理论比较

扎实，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较强，具有更强的就业竞争力。

职业教育还将出现硕博体系
随着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高度重

视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近年来

职业本科教育得到了稳步发展。

陈晓阳认为，专业数量不断增加，

预示着职业本科教育未来的广阔

前景。“新增拟招生职业本科专业

点涉及多个新兴产业，未来职业本

科专业的选择需要敏锐地洞察行

业趋势，人工智能、大数据、高端装

备制造、机器人技术、先进新材料、

新能源、生物医药与健康等领域正

在发生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学校将把准定位，顺势而为。”

他说。

去年 6月成功“升本”的深职大

是广东第一所公办职业本科。在杨

欣斌看来，“升本”对于高职院校意

义重大。“从产业来讲，能吸收更多

高层次的技术技能人才。对家长和

学生来说，能提供更多上本科的机

会。对学校来说，‘升本’之后，发展

空间进一步开阔。另外，‘升本’实

际上是对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

完善。”他透露，深职大的办学规模

还将继续扩大，预计到 2027年前后

将达到 4 万人以上。他相信，职业

教育前景广阔，未来还将会有职业

教育硕博体系。

专家视点

职业本科教育既有“本”的层次
又有“职”的本色

职业本科教育基于产业发展需求而出现，和普通
本科、职业专科相比，职业本科专业有什么特点？

职业本科院校新增多个本科专业

陈子季（曾任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

人教育司司长）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

到，职业本科教育是基于产业发展需求

而出现的，职业本科的培养向产业方向

靠拢，以满足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

的需要。

新快报记者梳理发现，此次教育部

公布的拟新增招生职业本科专业点中，

有多个专业涉及新兴产业应用级人才的

培养。

以深职大为例，今年新增的职业本

科专业多数涉及深圳重点投入的产

业。该校党委书记杨欣斌表示，这些专

业属于技术复杂度较高的专业，学校是

在对现今深圳的战略性新兴专业、未来

产业作了产业链的分析和梳理后，依托

产业链作为基底，结合学科基础来设置

职业本科专业的。“比如分析每一条产

业链在哪个层级上需要本科及以上毕

业生，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人工智能工

程技术、制药工程技术等专业，多数和

深圳新兴产业相关。”新快报记者了解

到，深职大编制了职业本科专业发展规

划，优先建设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

备制造等产业集群亟须专业，适时发展

前沿交叉学科专业，到 2030 年拟开设

45个本科专业。

广科大本次获批的专业亦紧跟区域

经济发展对人工智能、大健康等专业人

才的需求。校长陈晓阳介绍，广科大在

专业布局上坚持以工科为主，经、管、文、

医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思路，紧密对接粤

港澳大湾区和广东区域重点产业发展进

行专业设置，培养产业急需人才。“现代

智能制造产业是‘十四五’国家重点发展

产业，学校现设置的 27 个专业中，工科

专业有16个，未来学校还将继续增设人

工智能技术、机器人技术等专业，打造学

校智能制造类专业群，形成规模优势，服

务现代智能制造产业发展。”陈晓阳说。

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未来产业

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广东的职业本

科院校不断探索与企业、市场紧密合作，

在产教融合和实验实训方面均展现不俗

的实力。

据了解，深职大新增的 9 个本科专

业均与行业龙头企业开展深度合作。

如软件工程技术专业与华为、百度、金

蝶等企业紧密合作，实现校企双主体育

人。校企共同开发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Web前端基础等课程标准；共同编写教

材，共建软件微缩应用场景；共同开展

双创教育，与中科迈航等公司成立联合

实验室。此外，还与酷开科技等企业合

作，建有智能机器人、软件联合创新等

产教融合型校外实训基地。集成电路

工程技术专业则与国微、中芯国际等建

立校企合作关系，成立集成电路产业学

院与集成电路 EDA 研发中心，开展现

代学徒制试点工作。

广科大通过与行业龙头企业深度合

作，深化相关专业实训基地共建和专业

协同育人共建，支撑了专业实训条件、师

资队伍、课程资源等方面建设。陈晓阳

提到，广科大各本科专业面向企业高端

岗位，开设不少于5门的综合实践类“企

业课程”，校企共制课程标准、共编教材，

学校、企业双场所联动教学，企业导师入

校教学和企业现场教学相结合，双课堂

交替，全面提升学生的技术应用能力。

此外，学校还依托专业办企业，现开办校

内实体企业 8个，集实训、经营、研发于

一体。“产教融合在有效提升人才培养质

量的同时，满足企业需求，达成多赢的良

好局面”。

探索与企业、市场紧密合作协同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