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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略省作为加拿大工业化程度较高的省份，其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成果引人瞩目。在学分制建设、学

员职业能力培养、校企合作教育机制等方面呈现出很多鲜明特点，使整个高等职业教育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一定程度上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优质的人才资源支撑。

做足“加法”，打通各高校之间课程共建互认的渠道

安大略省经济发达，这与其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速度较快分不开。通过建立应用学位体系、职业技能证

书制度以及进行学前学习成果认定，安大略省建立了比较先进的高等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社区学院和普通

大学强强联手，实现学分互认、学分转移等，让学习者之前掌握的知识和技能终身有效，实现了学员学习

的连续性。通过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最大限度地利用教育资源。

在学分换认上，社区学院和普通大学互换互认“无障碍”。安大略省各高校之间，无论从大学转入社

区学院，还是社区学院学习完再申请进入大学，学校都会为学员保留学业成绩，并为学员出具学业证明以

及课程评价表，如果学员要转入另外一所学校，该学校就会对其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并且将其中的有效

学分计入总学分中。有些学员上了职业学校，也可以再申请上大学，职业学校和正规大学的一些课程学分

可以互认。

在教育培训上，把建立职业技能证书制度作为“敲门砖”。安大略省的高等职业教育培训体系非常完

善。首先，联合相关部门下功夫完成了职业分类，并对这些分类进行更新和修改。其次，建立了与教育体

系相对应的资格标准体系。其中，涵盖培训、职业教育、普通高等教育等方面的资格认证，明确了各类人

才的培养规格。再次，学习培训取得的职业技能证书，成为进入劳务市场的“敲门砖”。当地的高等职业

教育作为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部分，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并得到受教育者的认可。

在学制建设上，主要特征是弹性科学“无束缚”。安大略省社区学院的学制为2到3年，学员没有严格

的班级制以及年级的束缚。学校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界定该专业最低毕业学分，学习过程中学校允许

学员申请延迟毕业，也允许学员提前申请毕业，在学习过程中也可以休学，之前获取的课程学分可以保留。

学员在具体的课程中也会根据课程阶段考核结果，终止该课程的学习，选择重新选修该课程或是通过选修

其他课程，来进行学分弥补，学员在学习过程中会根据教师建议和自身的情况自主学习。

做实“减法”，突出以能力本位为基础

这里“减法”更多的是指“专”与“博”的关系，安大略省的高等职业教育特色就是关注学员的

“专”，即在所有知识结构里删繁就简，挑选最需要的能力培养。所谓以“能力本位为基础”就是提高学

员的适岗能力，始终树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培养理念，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就培养什么样的人，双方供

需要求清楚，企业和学员之间的匹配度则更高，不会出现学用“两张皮”现象，如果把能力本位比作大海

里的一艘船，那以学员成功为愿景的教育理念、以市场导向为需求的课程设置、以工作整合学习的学习方



式就分别是“舵”“帆”“桨”。

以学员成功为愿景的教育理念是“舵”。安大略省的能力本位职业教育体系强调的“能力”并不仅仅

指“技能”或“实践能力”，而是指一种胜任职业岗位的综合能力。能力本位教育定义了作为学习计划基

础的能力，该理念指导下的职业教育需要在学员学习前、学习中及学习后评估其能力发展。这种职业教育

理念始终以学员成功为愿景，而为学员成功的一切准备工作就是要让其适应社会劳动力市场和雇主需求。

以市场导向为需求的课程设置是“帆”。安大略省社区学院培养学员有的放矢，与他们功夫下在设置

专业之前有很大关系。通过调研市场对人才种类及人才所需能力的需求，制定对接性的专业并设置针对性

的课程内容，为应用型人才提供更好的职业准备服务。安大略省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与行业、职业紧密联

系，按照行业领域和工作岗位能力要求开发课程，当能力要求改变时，就组织开发相应的课程。学员学完

课程后由相应委员会对学员进行评估，确定学员是否满足工作岗位需要。

以工作整合学习的学习方式是“桨”。安大略省社区学院办学形式灵活多样，学校可以招收不同程度

的学员，学员也可按照自己的情况选择面对面学习、线上学习或是混合学习。工作整合学习的关键在于强

调为学员提供动手学习环境，支持独特的应用教育模式。实行工作整合学习的学习方式，使学员在入职之

前就有机会积累较多的实践经验。同时强调把参与和实践贯穿于整个工作活动中，在工作活动中学习或在

工作场所中学习，注重体现学员的自主性与合作性，将学员的参与和实践贯穿于职业教育学习过程中，帮

助学员拥有更多实践机会，可以在不同工作场所巩固知识与技能。

做优“乘法”，企业和院校通力配合提升顶岗实习质量

卓有成效的校企合作是安大略省高等职业教育的成功典范。校企合作中企业积极参与职业教育，向学

校提供资金、设备支持，提高教师科研与实践能力。学校通过优化外部资源，给企业输送人才、提供技术

服务，使两者的互补互助进入良性循环。

人才互通互用是校企合作的“加速器”。在安大略省，成为社区学院教师的基本条件是有5年以上一线

生产经验并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而且一般都要求每年有4周时间到企业进行实践。安大略省社区学

院和企业人才互通的通常做法就是进行广泛的人员合作与交流，很多企业的管理人员也作为社区学院的董

事会成员，直接参与社区学院管理。大多数院校都聘请企业管理人员或技术专家到学校兼职任教或举办讲

座和座谈会，为社区学院的师生介绍行业的最新动向和技术更新状况，企业也会聘请社区学院的教师为他

们做员工培训。工学交替机制是校企合作的“润滑剂”。

工学交替的人才培养模式是安大略省职业教育的一个显著特色，也是把校企合作引向深入的一种长效

机制。工学交替也被称之为学徒制，学员须先签订劳动协议再入学，即先成为工人再成为学员，或者入学

半年经过岗前培训后由学校推荐给企业，学员与企业签订协议后才能成为工学交替的学员。校企双方商定

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承担课堂教学和岗位训练的责任。企业为学员提供实训岗位和就业机会，为学校捐

献实训设备，提供市场信息；而学校给企业输送人才，提供技术服务。

细化考核目标是校企合作的“维他命”。安大略省社区学院要求在岗位工作的学员，必须按照雇主的

要求来完成工作，并且设立4个月的工作目标，返校时做工作报告。雇主评估占学员成绩考评的60%，学校

仅占40%，两项结合是学员的最终成绩。从机构组织的设立来看，校企合作机制在各个学校设立独立的校企

合作中心，明确了校企合作工作职责以及核心工作内容；从校企合作过程来看，注重学校、学员、企业三

方，以互通、互利、互评、互进为原则进行合作平台构建；从校企合作的目标来看，通过提供专业技能训



练的机会，实现学员从学校到社会的过渡，塑造和培养健康的劳动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