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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蹭热度”的高职专业设置

一、热点概述

近两年，不少高职院校在专业的“撤”与“立”方面动作频频。根据高职院校专业备案情况统计，

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以及汽车检测维

修技术等是近几年新增专业点的集中领域。2022 年，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新增 94 个专业点，居第一位。

而曾经火爆的电竞专业在有的院校遭遇裁撤。

专业是高职院校培养人才的载体，也是学校资源要素最基本的呈现，因而科学与合理设置和调整专

业，对学校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理应慎重对待、科学设定。高职院校专业设置

应遵循相应的原则和规范，如市场导向原则、服务经济原则、科学规划原则，以及特色性、集群性、可

行性和前瞻性原则等，只有在各项原则中找到结合点，专业的撤并与设立才会更趋科学。

二、答题素材

1.事实（举例）论证：

近年来，我国一直在落实和扩大学校的专业设置自主权，高职院校可以根据社会需求变化，在专业

目录内调整专业设置。这本可以解决以前高职院校办学缺乏灵活性以及专业设置重复等问题，但获得专

业设置自主权之后，部分高职院校仍存在盲目设置“热门专业”的问题，原因在于，这些院校在设置专

业时，存在重招生轻培养的倾向。简单来说，就是在设置专业时，刻意迎合学生和家长对热门专业的追

逐，关注怎么招满学生或扩大招生规模，而不考虑本校是否能把这一专业办好，以及如果“热门”转眼

变为“冷门”后带来的就业难问题。

据媒体报道，2024 年，山东科技职业学院开设了 11 年的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被正式撤销。据介绍，

5年来，该院调整撤销了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等 8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技术

等 16 个专业。无独有偶，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近两年撤销了游戏艺术设计等 6 个专业，新增工

业机器人技术、云计算技术应用等 5 个专业。高职院校办学以就业为导向，根据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变化

及时调整专业，无可厚非。但是，“一哄而上”地新增专业，或者刚设立几年的专业很快被撤销，则折

射出部分高职院校在设立专业时过于随意，缺乏科学严密的论证。

2.道理论证：

（1）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相当迅速，为许多行业带来了有利的机遇与风口，自然会使得一部分专业

的前景看起来明朗，热度与呼声有所提高。但某领域或者某专业的“热度”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不论

是产业升级造成的技术迭代，还是科技创新拓展出新的发展方向，都会在新兴领域创造出很多机会。时

代永远在进步，世界时时刻刻都在改变，而这些变化往往又领先于人们的认识。倘若哪个专业热门抢手，

院校就要设立哪个专业；哪个行业稍稍不景气，就要放弃相关专业；人云我亦云，如何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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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越跟风，迎合公众的口味，就越难以体现出教育的特色化和优质性，人

才培养的质量就很难提高。专业的设置，既要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又要着眼于高职院校长远发展，

是一个综合考虑的因素。尤其是学校要结合自身的历史沿革，以及固有的资源优势，突出特色化和差异

化，打造精品专业和优质专业，培养更具竞争性和实用性的高素质专业人才。同时，专业的设置和成长

需要较长时间的沉淀——没有雄厚的师资和其他要素支撑，跟风设立的专业再新潮，也不会有旺盛的生

命力和长久的竞争力。

3.对策建议：

（1）了解市场需求和行业趋势，制定科学合理的专业设置方案……

（2）设立产业发展与专业设置信息发布平台，引导高校有前瞻性地设置专业……

（3）健全政府干预机制，建立专业布局结构调控预警……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近两年，不少高职院校在专业的“撤”与“立”方面动作频频。根据高职院校专业备案情况

统计，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等是近几年新增专业点的

集中领域。在 2022 年，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新增 94 个专业点，居第一位。而曾经火爆的电竞专业

在有的院校遭遇裁撤。对此，你怎么看？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热点现象类）——答题结构【点题/破题-影响-原因分析-过渡-对策-

总结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

高职院校在专业的调整上动作频繁，这一现象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和行业需求的变化。高校按照社

会需要设立专业培养人才无可厚非，但我认为，曾经火爆的专业短短五年就遭到裁撤，所反映的问题也

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第二步——影响：

其一，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一味地跟风，迎合公众的口味，难以体现出教育的特色化和优质性，很

难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

其二，专业的设置和成长需要较长时间的沉淀，如果频繁撤立专业，会影响该专业的学科建设和长

远发展，也对该专业学生的就业产生了不良影响……

其三，盲目跟风设置专业、撤销专业也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对高职教育的发展也造成了不小的

损失……

第三步——原因分析：

一方面，部分高职院校不考虑地方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生源情况，盲目争办一些所谓‘热门’专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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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由于信息共享机制不完善，学校很难获知产业、企业人才需求的数量、结构以及具体特

征，这也导致专业设置与产业发展不够匹配

此外，专业冗杂、缺乏特色，也反映出高职院校专业结构与产业布局不匹配的深层问题……

第四步——过渡：

高校响应时代发展趋势设置专业可以吸引生源，也有利于培养专业对口的人才，但是部分高职院校

专业设置的盲目性、同质化以及对接产业不够精准等问题提醒我们，优化高职院校专业设置是一个亟需

解决的问题。对此，我们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第五步——对策：

第一，高职院校应通过调研了解市场需求和行业趋势，基于办学定位制定科学合理的专业设置方案，

确保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充分匹配。也可以在着眼于长远发展的基础上实行长短线专业结合、学历专业

与职业培训互补等策略，确保专业设置和专业结构调整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有序性……

第二，政府部门要完善产业发展与人才需求供给信息共享机制，打通各部门职能壁垒，让高职院校

及时、准确了解产业和企业的技能人才需求。还可设立产业发展与专业设置信息发布平台，建立好专业

布局结构调控预警，引导区域及学校有前瞻性地设置专业……

第三，除了优化布局的“前端发力”，教育资源投入等“后方保障”也要跟上。高校要培养学生的

前瞻思维和创新思维，提高学生的整体素养，使得他们在进入社会时具备与时俱进的能力。同时也要不

断加大教育资源投入，通过建设实践基地、引进优秀教师等方式提升高校竞争力……

第六步——总结结尾：

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和调整既不能一成不变，也不能一哄而上。因时而需，因势而行，专业才会成

为高职教育的加分项，并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我相信做好以上几个方面，高职高校专业的设立

和撤销可以更加科学，为国家建设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