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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第三方人才培养质量评价制度 

一、第三方人才培养质量评价制度 

一、指导思想 

国务院颁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

明确提出要求“开展由政府、学校、家长及社会各方面参与的教育质量评价活

动”，2011 年 9 月教育部提出建立“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的第三方人才培养质

量评价制度”。第三方人才培养质量评价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对高校人才培

养质量的评价由封闭的教育系统内部评价走向了开放的社会评价。为促进职业教

育与社会需求紧密对接，积极响应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

决定》，加强行业企业、社会组织对本行业职业教育的指导，结合本校实际情况，

特制订本制度。 

二、行业企业、社会组织多方参与质量评价的必要性 

职业院校是以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这与企业的人才需求是一致的。因此在

学生培养目标设计层面，邀请企业高层参与专业发展规划、人才培养目标、方法

的评价；在学生培养过程层面，邀请企业技术人员或生产管理人员参与教学内容、

教学条件的评价；在学生培养的结果层面，邀请企业技术骨干、人力资源部人员

参与毕业生技能水平的评价是具备可行性且必要的。 

学校根据行业企业、社会组织的全面、专业的评价结果，学校可以了解到企

业的需求和行业的标准，对制定专业发展规划、人才培养方案具有重要的指导作

用。 

三、参与人员 

邀请的评价人员应该多样化，既要有企业行业、社会组织的高层管理人员、

也要有专业技术骨干人员，同时也要有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人员。 

四、评价标准原则 

1.能力本位原则。评价标准应以职业或相关职业群所需的知识、技能与态度

为目标的质量评价标准，具有引导建立能力本位的教学评价体系。 

2.操作性原则。评价标准体系和评价主体的衔接必须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既要便于教育行政部门的宏观管理，也要便于学校的微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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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动态性原则。评价标准体系应该根据技术进步和市场变化预留调整空间，

确保人才适应市场变化的要求。 

4.整体优化原则。评价要素必须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具有内在逻辑性。 

五、评价内容 

在第三方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中，用人单位及行业协会作为用人部门，对高校

人才培养质量有着最直接的体会。兼顾评价的科学性与操作性，尝试从五个方面

进行用人单位及行业协会评价指标的设计。 

1.对毕业生思想修养的评价。思想修养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外延、内涵较广，

从用人单位、行业协会的角度来说，主要评价指标应关注毕业生的爱岗敬业精神、

对待工作的责任心，以及遵守规章制度、讲诚信的表现。 

2.对毕业生专业知识的评价。专业知识水平会直接作用于工作过程中对工作

任务和遇到的问题进行认知、分析、综合、迁移的能力，对毕业生专业知识的评

价主要是评价毕业生专业知识水平，评价毕业生专业知识结构的科学合理性。 

3.对毕业生实践能力的评价。从用人单位、行业协会的角度来说，特别看重

毕业生的实践能力，这方面的评价主要是在入职前通过学生获得的职业资格证

书、技能等级证书、职业技能竞赛情况等显性材料进行评价，入职后通过毕业生

在执行岗位工作职责过程中表现出的实际操作能力进行评价。 

4.对毕业生综合素质的评价。综合素质这个概念外延较广，用人单位、行业

协会的评价不可能囊括周全，主要是从用人单位工作岗位需求的角度来设计评价

指标，主要评价毕业生完成工作任务的创新应用能力，评价毕业生在工作团队中

的协作能力、服务能力。 

5.对毕业生形象个性的评价。从用人单位、行业协会的角度来看，应从促进

工作开展、促进团队发展的角度来设计评价指标，主要是评价毕业生的职业形象，

以及评价毕业生的生活能力、处世能力。 

六、 评价指标体系 

1.人才培养目标与方案——人才规格定位、人才培养方案、专业建设规划。 

2.人才培养资源开发与利用——专业指导委员会、专业教学团队、校内实训

场所、校外实践基地、专业教学资源库、校园文化。 

3.人才培养过程与控制——专业调整、课程体系、课程教学与评价、就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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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分析与改进。 

4.人才培养绩效——整体素质、就业能力、职业发展轨迹、毕业生体验、用

人单位体验。 



 6 

二、第三方人才培养质量评价原始资料 

（一）2015年企业专家、行业专家对中高职衔接教育专业建设讨

论会会议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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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5年湖南省会计专业（中高职）衔接教育专业建设研讨

会会议纪要 

会议时间：2015 年 10月 22日 

会议地点：会计学院 B319 

会议主持：周伟华 

会议记录：刘茜 

参会人员：柳志、毛政珍、王朝辉、李迪耀、李芳、陈传山、彭欣、刘运娥、

欧阳志宏、洪娟、周慧、李添瑜、张镱凡 

会议内容： 

专家的建设思路认为，首先应确定人才培养目标，再确定人才培养方案、课

程标准。课程内容应理论足够的基础上，重点培养技能，应该以岗位需求来定教

学内容，职业标准。 

关于人才培养模式的问题，专家们认为： 重视实践环节的教学，是我国高

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一种方法，是产学结合的重要载体。而是通过创设校企结

合的内外环境，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提高实际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确定课程衔接在中高职衔接中的地位，中高职人才培养衔接的核心和关键点

都是课程的衔接。课程衔接是中高职衔接的实质与核心内容，是实现中高职有效

衔接的突破口,是实现中高等职业教育持续发展和协调发展的关键。 

我们认为目前我国中高职衔接更多追求的是一种学制上的衔接，即外延式的

衔接，我们要突破中高职教育协调发展的这个瓶颈问题，将以课程为核心的内涵

式衔接代替外延式的衔接，即在学制采用螺旋式上升的基础上，课程实行阶梯式

综合职业课程衔接的方式。 

关于课程设置，几位专家主要提了以下几点建议。 

王朝辉： 

中高职协调发展一定要对接产业发展结构和劳动力市场变化，以专业群为平

台，着力增强中高职相近专业的相容性和衔接性；要按照技能人才成长规律，建

立中高职专业衔接机制。 

李迪耀： 

树立中高职教育课程衔接的“能力本位”观。这是中高职教育区别于普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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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最基本、最重要的特点。我们将在中高职课程衔接实践中采用“厚基础、宽口

径”、“宽基础、活模块”、“案例教学”、“工作过程系统化”等成功经验的

做法。 

大家还讨论了《会计电算化》《VBSE 课程》《模拟企业经营》《初级会计

实务》课程建设与具体建议。 

会议讨论中专家们认为总体除了专业知识的教育，从职业生涯发展过程看，

“情商”往往比“智商”更重要，所以在教育过程中应加强素质培养，使学生有

清晰的人生目标和发展规划，树立先做人、后做事的理念；加大对考证等双证书

教育的力度，会计从业资格证或助理会计师必须在学校期间拿到；必修课与选修

课的比例要进行调整。 

                                          2015年 10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