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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DQP 学历框架中国化的探索与实践

———以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为例

何 静，牛玉清
( 1．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广州 510663 2．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广州 510663)

摘 要: 高职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是当前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世界各国的职业教育都处在不断改革

与创新的过程中，涌现出了许多特色鲜明的人才培养模式，其中有些很值得我们思考与借鉴。在国家鼓励借鉴国际经验

开展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的背景下，岭南学院在参考美国学历资格轮廓基础上，结合国情和高等职业教育的实际情

况，进行了 DQP 学历框架中国化实践的积极探索，制定了一套基于实现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人才培养框架，并

经过实践，认为可有效解决高等职业教育在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部分问题，现将所取得的成效予以

总结，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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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Sinicization of
DQP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of USA

———A Case Study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Management Major
of Guangdong Lingn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E Jing，NIU Yuqing
( Guangdong Lingn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Guangzhou 510663，China)

Abstract: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talents cultivating mode is a major issue in the current research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world，there are many distinctive talents
cultivating modes，and some of which are worthy of thinking and learning by us． In the background of using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for reference to carry out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talents cultivating mode，Lingn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gins to
explore the practice of the sinicization of DQP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of USA and formulates a set of talents cultivating
framework，based on achieving the talents cultivating targe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which has been practiced． And it may
can effectively solve some problems of th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Now the achieved results can be concluded to provide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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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当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速度非常迅猛，

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和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高等职业教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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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化问题已成为当前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创新的

重要研究课题。国外发达国家高等职业教育的许

多有益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如何借鉴和融合国际

先进经验，提升本国、本校的高等职业教育水平，

是推进 我 国 高 等 职 业 教 育 国 际 化 进 程 的 有 益

探索。
1 学习与借鉴美国 DQP 学历框架的现实意义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教育的投入和

回报问题开始研究和思考，受教育者开始以消费

者的视角审视教育投入和回报的问题。随着法制

建设的逐步完善，公共问责制也开始受到关注，教

育教学的改革将逐步重视受教育者的学习成果的

问题，人们将更加关注教育投入的回报与实际产

出的现实需要，因此树立以学习成果为导向的教

育理念应该逐步在教学过程中推行。
DQP 体 系 是 美 国 诺 明 纳 基 金 会 ( Lumina

Foundation) 借鉴欧盟的“欧洲学历框架”而开发

出来的给高等教育院校在设计学位课程体系中使

用的一套“参考标杆”体系，并经美国独立院校委

员会( The Council of Independent Colleges ( CIC) )

推荐其成员院校试行，取得了良好的经验与效果。
目前，美国 DQP 学历框架 ( Degree Qualifications
Profile) 是对美国高等教育进行改革的工具。DQP

在 OBE 基础上更进一步地清晰阐述了学生想要

获取不同层次学历时，知道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
DQP 通过清晰的多个学习领域参照点、学习过程

的成长性和累积性提出对不同学历毕业生的能力

要求，并通过学习成果进行展示。DQP 的推行，

使得人才培养方式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优化，因此

也成为当前美国重要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框架

体系。
在实践中我们发现，应用美国学历资格轮廓

( DQP) 来搭建我们现行的专业学历框架是可以

清晰、明确地来判定我们的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

目标是否客观、科学。同时也能较为直观地分析

我们人才培养目标和人才培养质量的合理性。这

对于实现高等职业教育提出的培养适应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建设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较为

宽广基础理论、较强实践动手能力的高素质的生

产、建设、管理与服务第一线的技术应用型及高技

能型人才目标有较积极的促进作用。
2 基于美国 DQP 学历框架中国化的实践应用

在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的大背景下，广东岭

南职业技术学院于 2014 年 6 月开始提出推行完

全学分制改革。为配合学分制的改革，经过分析

比较，最终认为借鉴美国 DQP 学历框架体系作为

基础，能有效解决在完全学分制推行过程中的一

些主要问题。工商企业管理专业 ( 连锁经营方

向) ，在学校的支持下作为第一批改革试点专业，

于 2014 年 9 月开始探索如何基于 DQP 学历框架

体系建立符合应用型、复合型高技能型人才目标

的专业规范、课程规范和学习评价维度。
经过一年的探索与实践，逐步建立了一套基

于 DQP 学历框架的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

所需的专业规范与课程规范，这些规范的形成和

实践得到了学生、教师、用人单位的认可，也有效

促进了学生扩展学习自由，有效规划学业、选择学

习课程，学生的学习动机与兴趣得到了明显的

增强。
2． 1 基于 DQP 体系建立以学习成果为导向的教

学框架

2． 1． 1 明确以成果为导向的教育评价维度

根据 实 际 情 况，在 参 照 美 国 DQP ( Degree
Qualifications Profile) 副学士标准基础上，确定了

我院工商管理专业毕业生学历资格的五大学习领

域( 见图 1) 的预期学习成果和学分结构，以此来

体现对毕业生在本专业领域的职业能力、方法能

力、社会能力、对核心领域知识的融合与应用能力

等方面的要求。
五大领域包括:

( 1) 专业知识( Specialized Knowledge) ;

( 2) 广泛和融合的知识( Broad and Integrative
Knowledge) ;

( 3) 智力技能( Intellectual Skills) ;

( 4 ) 应 用 和 协 作 学 习 ( Applied an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

( 5 ) 公 民 和 全 球 学 习 ( Civic and Global
Learning) 。

以上五个学习领域，是本专业的课程开发与

管理、学分设置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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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2 明确以成果为导向的教学要求

DQP 的 内 涵 是 OBE ( Outcome － based
Education) ，是指教学设计和教学实施的目标是学

生通过教育过程最后所取得的学习成果。强调如

下 4 个问题:

( 1) 我们想让学生取得的学习成果是什么?

( 2) 我们为什么要让学生取得这样的学习

成果?

( 3) 我们如何有效地帮助学生取得这些学习

成果?

( 4) 我们如何知道学生已经取得了这些学习

成果?

这里所说的成果是学生最终取得的学习结

果，是学生通过某一阶段学习后所能达到的最大

能力。它具有如下 6 个特点:

( 1) 成果并非先前学习结果的累计或平均，

而是学生完成所有学习过程后获得的最终结果。
( 2) 成果不只是学生相信、感觉、记得、知道

和了解，更不是学习的暂时表现，而是学生内化到

其心灵深处的过程历程。
( 3) 成果不仅是学生所知、所了解的内容，还

包括能应用于实际的能力，以及可能涉及的价值

观或其他情感因素。
( 4) 成果越接近“学生真实学习经验”，越可

能持久存在，尤其是经过学生长期、广泛实践的成

果，其存续性更高。
( 5) 成果应兼顾生活的重要内容和技能，并

注重其实用性，否则会变成易忘记的信息和片面

的知识。
( 6) “最终成果”并不是不顾学习过程中的结

果，学校应根据最后取得的顶峰成果，按照反向设

计原则设计课程，并分阶段对阶段成果进行评价。

明确以成果为导向的教学要求，对建立我院

特色学历框架，对规范课程开发与管理，建立学分

制管理体系，推动职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对接并

实现课程的国际化，具有基础性和战略性意义。
2． 2 制订基于 DQP 的工商企业管理专业规范

学生取得毕业资格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通

过学习能够完成或达成上述学习领域中的预期学

习成果。在设计整个专业规范及课程体系之前，

将基于职业岗位分析所获得的培养规格要求，包

括知识、技能、态度等职业能力要求，以“专业的

预期学习成果”( Program Outcome，简写 POC) 和

“课程的预期学习成果”( Subject Outcome ，简写

SOC) 来厘定和明确陈述，使学生知道“学习的期

望”，让未来的用人单位得悉毕业生的能力，让教

师能从更全面的维度来设计教学内容，为学生提

供学习指引。
以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为例，学生想要取得毕

业资格必须按照五大领域的具体 POC 要求完成

学习过程并取得相应的学习成果。POC 要求列

举如下:

2． 2． 1 专业知识( Specialized Knowledge)

( 1) 能够用工商管理专业领域的相关术语来

描述市场调查、市场定位、商品采购、仓储配送、企
业流程管理、商品管理、电子商务运营、质量管理，

以及涉及企业人、财、物管理等领域的核心理论和

实践，并且提供至少一个与专业领域相关的案例。
( 对应 POC1． 1)

( 2) 能够应用专业领域的相关工具、技术和

方法( 如市场调研方法、品类管理技术等) 去解决

本专业市场调查、市场定位、商品采购、仓储配送、
企业流程管理、商品管理、电子商务运营、质量管

理，以及涉及企业人、财、物管理等领域内给定的

提问和难题。( 对应 POC1． 2)

2． 2． 2 广泛和融合的知识( Broad and Integrative
Knowledge)

( 1) 能够描述所学习的每一项核心领域 ( 如

商品采购、销售与服务、电子商务运营、思政与博

雅教育领域等) 的现有知识或现有实践的研究进

展。( 对应 POC2． 1)

( 2) 能够描述和评估至少两项所学习的学科

( 如现代商业技术、消费者行为研究、数学等) 怎

样定义和解释在科学、艺术、社会、人类服务、经济

寿命或科技领域的选定问题对社会的重要意义。
( 对应 POC2． 4)

2． 2． 3 智力技能( Intellectual Skills)
智力技能有六方面: 解析探究、利用信息资

源、多 元 化 视 角、道 德 思 考、定 量 分 析、和 沟 通

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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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解析探究( Analytic Inquiry) 方面，本专

业的毕业生应该能够在选定的学习范围内识别和

定义框架问题( 如微营销、微服务、质量管理标准

等) ，并区分框架问题的一些想法、概念、理论或

实践方法。( 对应 POC3． 1)

( 2) 在道德考量 ( Ethical Ｒeasoning) 方面，本

专业的毕业生应该能够描述政治上、经济上、医疗

保健上、技术上或艺术上的突出伦理问题，并且指

出怎样可以用伦理原则和伦理框架做决策来应对

这些问题。比如能对采购黑幕、生产造假、价格欺

诈、网络诈骗、招聘乱收费、人肉搜索、网暴行为等

问题，分析道德准则或框架如何产生影响或作用。
( 对应 POC3． 4)

2． 2． 4 应 用 和 协 作 学 习 ( Applied an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 1) 在应用和协作学习方面，本专业的毕业

生应该能够书面汇报至少一个企业管理案例，并

能运用专业所学理论对案例进行合理性的分析。
( 对应 POC4． 1)

( 2) 分享或教会同学们至少一个在课堂外学

来的重要概念或方法( 主要是本专业相关领域的

概念或方法，可以是课外资料学习得来，也可以是

课外 实 践 接 触 到 的 实 际 经 验 得 来 ) 。 ( 对 应

POC4． 2)

2． 2． 5 公 民 和 全 球 学 习 ( Civic and Global
Learning)

( 1) 在公民和全球学习方面，本专业的毕业

生应该能够清晰地介绍自己的个人背景与文化背

景，包括: 发源与发展、信仰与价值观、人生观，并

能结合自身专业学习情况，进行职业生涯规划。
( 对应 POC5． 1)

( 2) 参与一个社团项目，就其过程做出口头

或书面的总结 ( 报告) ，例如参与义工或社会服

务、参观爱国主义基地等，并进行口头或书面的总

结( 报告) ，重点突出这次经历中遇到的公民问

题，以及这次经历中个人的感悟。( 对应 POC5．
3)

2． 3 设置课程在五大领域的学分分配

依据专业规范中的 POC 要点，结合人才培养

课程内容，将课程所修学分按照五大领域进行分

布( 具体见表 1) ，这样一是可以让师生更多地了

解课程内容的侧重点，二是明确学分分配布局。
表 1 专业课程体系五大领域学分分布表

专业课程

学习领域

专业知识 广泛和融合的知识 智力技能 应用和协作学习 公民和全球学习 课程学分值小计

POC1 POC2 POC3 POC4 POC5

管理学原理 0． 8 0． 5 1． 4 0． 2 0． 1 3

经济学基础 1 0． 3 1． 5 0． 2 3

统计实务 1 0． 5 2 0． 5 4

市场营销学 2 0． 4 1 0． 6 4

财务管理 2． 1 0． 8 0． 4 0． 7 4

公司概论 0． 5 0． 3 0． 7 0． 4 0． 1 2

消费者行为学 2． 1 0． 1 1． 3 0． 4 0． 1 4

经济法 0． 6 0． 5 0． 5 0． 4 2

人力资源管理 1． 3 0． 2 1． 1 0． 3 0． 1 3

连锁经营与管理 1． 8 0． 9 1． 2 0． 1 4

企业采购管理实务 1． 4 0． 2 1． 2 0． 2 3

仓储配送管理 1． 5 0． 4 0． 9 0． 2 3

企业流程管理 1． 6 0． 8 0． 6 3

电子商务运营 2． 6 1． 6 1． 8 6

品类管理实务 2． 3 0． 6 0． 6 0． 5 4

连锁门店营运管理 1． 1 0． 4 1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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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课程

学习领域

专业知识 广泛和融合的知识 智力技能 应用和协作学习 公民和全球学习 课程学分值小计

POC1 POC2 POC3 POC4 POC5

现代商业技术应用 1． 7 0． 3 0． 4 0． 1 2． 5

质量管理 0． 9 0． 4 1 0． 2 2． 5

EＲP 实训 0． 7 0． 3 0． 3 0． 2 1． 5

店长综合技能实训 1 0． 2 0． 5 0． 3 2

毕业实践环节 2 4 1． 1 0． 9 8

学习领域学分小计 30 13． 7 20． 5 6． 2 0． 6 71

2． 4 建立 POC 与 SOC 的对应关系

经过前期的学习研究，整个专业的预期学习

成果( POC) 将由各门课程每一个可观察、可衡量

的预期学习成果( SOC) 来实现，同时也需要检测

学习成果导向的人才培养要求会不会出现五个学

习维度( 即 POC) 有空白点。如果出现空白点，意

味着需要通过其它课程或开设新课程填补，POC
与 SOC 需对应合理保持平衡才能体现学习维度

的平衡和合理。
3 基于美国 DQP 学历框架中国化的实践体会

人才培养质量既是社会和政府关注的焦点，

同时也是各院校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其中体现培

养质量和培养特色的载体就是学校的人才培养方

案或人才培养模式。目前，我国尚无针对高等职

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共同遵守的操作框架和质量

标准，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与实施具有一定的自

主性和随意性。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各校人才

培养质量和培养特色就成为共同关注的焦点，人

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也成为各院校教育教学

改革的重点。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改革的前提

是要树立科学的教育教学理念，我国现行教育教

学理念大多属于“以教师为中心”，我们更多关注

的应是教师应该教什么? 怎么教? 认为提升教师

的教学水平就等于提高了教学质量，而事实上在

近 30 年的教育教学改革中，似乎没有体现出教师

水平与学生学习成果的相互匹配，他们之间没有

出现正比关系。教学水平很高的教师，教出的学

生也不一定就水平高，这一现象是当下教学改革

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改革现行教育教学理念，从“以教师为中心”

逐步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将学生变为信息加

工的主体，成为知识意义和内涵的主动建构者，将

教师定位为课堂教学的组织者、指导者以及学生

建构意义的帮助者和促进者。合理的教学结构更

关注学习中具体的非结构性的知识层面，并在此

领域进行深入研究，这对于如何使学生的认识由

抽象走向“思维中的具体”是很有启发的。不断

重视学习活动中学生的主体性作用、实践能力和

创新能力，重视学生面对具体情境进行有意义的

建构，这些相对于经典学习理论是一种进步。两

种教育教学理念与教学结构各有特点、各有利弊，

也各有自己的适应性，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
但在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

育理念正逐步影响着我国高等教育，作为职业教

育建立以学生学习成果为导向的教育教学理念更

是值得积极探讨。
4 结束语

通过何种方式来培养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

高素质人才，已经成为我国当前高等教育的一个

重大课题。在世界各国都在不断改革和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的背景下，主动借鉴，学习先进、可行的

人才培养模式，结合我国高职教育的实际现状做

出改进和探索，希望籍此能解决部分高职教育中

的瓶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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