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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学分制改革“山职模式” 

关键词：完全学分制  改革 选课制  主辅修制 

一、案例主题 

实施完全学分制改革，解决规模化培养和学生个性化成长之

间的矛盾。 

二、背景与起因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席卷全球，科技创新正深刻改善

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能。经济社会

的快速发展，对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在职业

高等院校推行完全学分制改革，符合因材施教、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的教育规律，有利于充分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有

利于培养复合型、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 

《教育部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整省推进提质培优建设职业

教育创新发展高地的意见》（鲁政发〔2020〕3 号）中，将全面推

进学分制改革作为一项重要建设任务。山东职业学院在深化教育

改革实践中，确立了“打造中国职业高等教育‘山职’样板”的

发展愿景，明确了“为企业量身打造现代工匠，为国家潜心培育

合格人才”的办学宗旨，坚定“懂技术，会生活，有品位”人才

培养定位，积极构建“技术、管理、商业能力+人文素养”复合

型、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主动探索实施完全学分制改



2 

革，着力解决规模化培养和学生个性化成长之间的矛盾，为全省

高等职业院校全面实施学分制开辟路径、提供借鉴，为推动职教

高地建设学分制改革积累经验。 

三、做法与经过 

（一）重构新课程体系  

适应完全学分制要求，重构基于岗位能力与专业知识一体化

的新课程体系。课程体系由必修课与选修课两类课程组成，必修

课包括通识必修、专业必修、顶岗实习 3 个模块；选修课程包括

人文素质培育、技术技能提升、职业能力拓展和社会实践锻炼 4

个模块。通过专业必修课程、技术技能提升选修课程、顶岗实习

培养学生能够胜任岗位能力要求、掌握岗位工作相关原理。通过

职业能力拓展选修课程使学生多方位掌握生活基本技能和职场

职业素养，培养生活能自立、职场会交流、团队善协作等基本素

养。通过通识必修课程、人文素质培育选修课程、社会实践锻炼

类课程重点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质，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使学

生得到充分地人文修养熏陶，提高生活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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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学分制课程体系示意图 

（二）加大选修课程比重 

三年制专科专业教学计划总学分 146 学分，选修课程共 90

学分，占总学分61.7%，学生自主选课的比例远超必修课程比例。

在选修课中，人文素质培育课程 32 学分，占总学分的 21.9%；技

术技能提升课程 30 学分，占总学分的 20.6%；职业能力拓展课

程 20 学分，占总学分的 13.7%；社会实践锻炼课程 8 学分，占

总学分的5.5%。“以学生为中心”的人才培养理念充分落地落实。 

 

图 2 各类型课程学分占比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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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类型课程学分、学时要求一览表 

课程体系 

学时学分要求 

必选 限选 任选 
模块 

学分 

学分 

占比 

模块 

学时 

学时 

占比 

通识必修课程 18   18 12.3% 400 15.0% 

专业必修课程 20   20 13.7% 320 12.0% 

顶岗实习 18   18 12.3% 540 20.2% 

人文素质培育课程  

涉及自然科学、

传统文化、美育、

党史国史、信息

技术等课程，由

各专业确定 

 32 21.9% 512 19.2% 

技术技能提升课程  30  30 20.6% 576 21.6% 

职业能力拓展课程   20 20 13.7% 320 12.0% 

社会实践锻炼类课程    8 5.5%   

总计 146 100% 2668 100% 

（三）实施跨专业选课 

学生根据录取专业培养方案基本要求和自己的学习能力，在

学业导师的指导下选修课程。学生选课范围是主修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中确定的必修课程及全校其他专业的相关课程，除必修课程

之外，人文素质培育选修课程全校通选，技术技能提升选修课程

专业大类内互选，职业能力拓展选修课程全校通选，有助于学生

开展个性化学习。 

（四）实施“主辅修制” 

对学有余力的学生，在修读主修专业的同时，可修读辅修专

业。 

主修、辅修专业确定。学生可在本级招生专业中选择主修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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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辅修专业。第一学期末，学生提出主修、辅修专业申请，并

试读一学期。第二学期末，经本人确认、学校批准，正式确定主、

辅修专业。若选择的主修专业不是录取专业，录取专业即变为辅

修专业，录取专业必修课 20 学分必须修满。若本人未提出申请

或申请后不确认，录取专业视为主修专业。 

 

图 3 主辅修申请流程图 

在主修专业修业年限内，修满主修专业 146 学分，可取得主

修专业毕业证书，如取得辅修专业的专业必修课 20 学分，获得

辅修专业证书。 

（五）实施学分转换与互认机制 

行业认证、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技能竞赛奖项、

科技成果、创新创业成果及各类社会表彰等经学习成果认定可转

换为指定学分。与专业相关的省级以上技能竞赛获奖，根据竞赛

内容与奖项可申请转换成一定选修课程学分。根据相关协议，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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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专业间、校（境）内外可实施学分互认。 

（六）实施弹性修业年限 

专业基本修业年限为 3 年，学生可在 2-5 年修完培养方案规

定的学分后，获准毕业。 

（七）实施学业导师制 

为配合完全学分制改革实施，学校制定并出台《山东职业

学院学业导师制实施意见（试行）》，实施学业导师制。明确导

师工作职责和工作方式，负责学生学习、思想、心理等方面个

别指导。为学生配备导师，能够根据学生兴趣以及专业的要

求，为学生制定相应的选课方案，保证学生学习的系统性、完

整性和实用性，更好的提升学生的能力。 

四、成效与启示 

通过完全学分制改革的推进与实施，打造出基于选课制的适

合高职院校学生的个性化人才培养体系。积极打造全省高职院校

学分制改革的样板，总结凝练学分制改革中可复制推广的成果和

经验，提供学分制改革的“山职经验”，为全省职业院校完全学

分制改革发展探索路径、积累经验。 

完全学分制更加尊重学生的教育主体地位，尊重学生的差异，

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的课程，学生可以根据基础能力、兴趣特长、

发展方向等因素进行自主选课，有利于促进学生个性化成长。同

时促进广大教师更新知识、优化课程体系，开设学生真心喜爱、

终身受益的各类课程，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能力和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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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主辅修制的实施，允许学生根据自身职业发展规划和兴

趣来确认主修专业，是“以学生为中心”教育理念的真正体现。

在弹性学制的管理下，学生在校学习时间的长短不再一刀切，使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拥有更大的自由度和自主权。实施学业导师制

有利于更好地贯彻全面育人的现代教育理念，落实素质教育的要

求；有利于学生尽快适应大学学习和生活；有利于对学生因材施

教，开展个性化教育，挖掘学生潜能；有利于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提升学生素质；有利于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有利于实现教书和

育人的有机结合，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