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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格局下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目录调整机制的研究
张 琪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下，现行行业企业发展新趋势、前沿技术新成果、职业岗位新

需求对职业外语教育人才培养的素质结构、能力结构、技能结构提

出了全新要求。为进一步提高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结构、人才培养

结构与产业发展的匹配度，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目录进行了调整优

化，实现了专业升级和数字化改造，推动了职业外语教育专业链、人

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增强了职业外语教育人才培养

供需的适配性。

1 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目录调整背景

根据《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要求，专业目录五年一大

修、每年动态更新，2020 年正好是目录大修的时间节点。8 月，教育

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修（制）订工作的通

知》（教职成厅函〔2020〕10 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职业教育专业目

录修（制）订工作。历时半年，2021 年 3 月，教育部印发了《职业教育

专业目录（2021 年）》（以下简称《目录》），标志着全面修（制）订工作

的完成，同时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目录调整优化工作也圆满完成。

此前职业教育专业目录是分别编制的，中等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是 2010 年修订的，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目录是 2015 年修订的，职业

本科试点专业是依据试点需要于 2019、2020 年分别设置的。但随着

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生产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以及

科学技术的进步，原有的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目录存在些许与经济

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地方，已无法满足数字经济、产业集群发展以

及新职业（群）涌现的新变化。

2 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目录现状概括

《目录》包含三部分，即中等职业教育（以下简称“中职”）专业目

录、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以下简称“高职专科”）专业目录、高等职业

教育本科（以下简称“高职本科”）专业目录，首次一体化设计了中

职、高职专科、高职本科不同层次专业，全面体现了纵向贯通、横向

融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特点，形成了完整贯通的专业目录体系。

在科学分析产业、职业、岗位、专业关系的基础上，对接现代产

业体系，服务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

目录形成了包含“商务英语”等 8 个中职专业，“小学英语教育”等

16 个高职专科专业和“应用英语”等 7 个高职本科专业的职业教育

外语专业体系，统一采用专业大类、专业类、专业三级分类，重新编

排了各专业代码，均为 6 位数，前两位为专业大类序号，中间两位为

专业类序号，后四位为专业序号。

与中职专业目录（2010 版）相比，中职专业目录（2021 版）将外

语类专业统一由“财经商贸大类”调整至“教育与体育大类”；由原两

级分类（专业类、专业）统一调整为三级分类（专业大类、专业类、专

业），与高职专科专业目录（2021 版）框架统一。

与高职专业目录（2015 版）相比，高职专科专业目录（2021 版）

中外语类各专业的变动相对较小，只将原“英语教育”专业更名为

“小学英语教育”专业，其专业大类、专业类不变。根据调查研究，原

英语教育专业 83%的毕业生毕业后从事英语教师工作，其中，从事

幼儿英语教育和少儿英语教育培训工作的人员占比高达 82%，从事

中小学英语教育工作的人员占比 18%，因此高职专科英语教育专业

的就业面向以幼儿阶段的英语教学和小学阶段培训机构的英语教

学及相关工作为主，更名为“小学英语教育”专业更符合经济社会发

展和市场需求。

高职本科专业目录（2021 版）在原 2019、2020 年本科层次职业

教育试点专业的基础上，将原“商务英语”专业、“商务日语”专业更

名为“应用英语”专业、“应用日语”专业；新增了“应用西班牙语”和

“应用外语”2 个专业。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下，构建全面开放的新格局，促进贸易的自由化需要更多具备“外语

+”能力的高层次技术技能型和应用型人才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把握

国际运营市场需求接通“信号”。

3 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目录调整的基本原则

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目录的调整优化工作基本遵循了以下三

条原则：

一是对接产业，对应职业。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职业分类，

兼顾学科分类，覆盖国家职业大典（含新发布职业）和国家职业资格

目录清单，系统梳理新职业场景、新职业岗位对技术技能人才新需

求，对接各专业岗位群需求，科学确定不同层次专业定位。

二是一体化设计。遵循职业教育规律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规

律，明确区别中职、高职专科、高职本科各层次专业，进行一体化设

计，面向职业岗位群逐层提升，培养目标和规格逐层递进，课程深度

逐层增加，实现人才定位有机衔接，打通技术技能人才成长通道，促

进学生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是内涵升级。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深度对

接新经济、新业态、新技术、新职业，对职业院校外语类各专业进行

内涵升级和数字化改造。各专业在就业面向、职业素质与能力要求

等方面与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等新产业，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虚拟仿真等新技术接轨，升级了专业课程、拓展了核心课

程，提升专业内涵与产业发展匹配度。

4 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目录调整机制

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目录调整机制的内涵是以调整为基础的

升级，即专业升级，同时进行数字化改造。实施调整优化基本遵循以

下四个步骤。

一是开展广泛调研。深度调研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新职业

等对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新需求，在厘清专业与产业结构、职业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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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新技术应用等关系的前提下，分析行业领域人才需求新变化，摸

清经济社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以及专业设置的新要求。

二是进行专业论证。基于对外语类各专业近 3 年招生人数、招

生点数等参数的分析，在专业内涵上体现不同层次的人才培养规格

和面向的具体技术技能领域，实现逐级递进、有机衔接；依据产业急

需、就业前景良好以及专业建设基础较好三要素，高起点、高层次、

高要求的论证高职本科新增专业设置。

三是实施意见征求。对行业部门、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研究机

构、社会团体等广泛征求意见，认真梳理专家反馈意见，逐条研究、

多轮讨论，形成共识，确保调整优化后的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目录

与培养具有较强就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

技术技能人才这一逻辑起点吻合。

四是健全常态化管理。持续完善专业设置管理办法，保障职业

院校办学自主权，鼓励支持职业院校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灵

活设置专业，建立健全专业动态调整机制，进行常态化管理。

5 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目录调整意义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对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目录进行调整

优化，意义重大。专业目录是职业教育的基础性指导文件，是职业教

育国家专业教学标准体系建设和推进教师教材教法改革的基石。外

语类专业目录是指导职业院校进行外语专业设置、开展专业建设、

制订人才培养方案的基本依据；是学生选择就读专业、社会用人单

位选用职业院校毕业生的重要参考；也是服务经济社会产业发展的

晴雨表。

6 结论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目录进行调整优

化，实现了专业升级和数字化改造，促进了职业外语教育与经济体

系、科技体系、产业体系、社会体系的有机衔接，增强了职业外语教

育人才培养适配性，推动了职业外语教育进入提质培优的高质量发

展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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