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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术教育分会简介

—■!，蔓!!曼蔓!!!!鼍 职业技术教育分会是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分支机构·成立于1985年11月，

会员单位以高职院校为主，经过30多午的发展，现巳成为开展高等职业教育学术

活动、科学研究、院校交流等活动的重要学术组织。目前，职业技术教育分会为

第九届理事会，理事长为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周建松教授，秘书长为浙江

金融职业学院副校长郭福春教授。

职业技术教育分会围绕高职领域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开展政策研究、战略

发展研究和学术研究，促成全国高职院校考察学访、项目合作、信息共享、专

家推介等领域的沟通交流，不断增强在全国高职教育领域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经过实践，职业技术教育分会探索形成了“五个一”的学术机制， “五个一”

具体指每年召开一次常务理事会、召开一次学术年会、出版一部研究文集、开

展一系列专题研究、形成一批对策咨询报告。以2019年为例，一次常务理事会

是指8月16日在贵阳召开的职业技术教育分会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一次学

术年会是指8月14一17日在贵阳召开的职业技术教育分会学术年会暨全国高职

高专教学副校长、教务处长研讨会。出版一部研究文集是指由浙江工商大学出

版社出版的((高等职业教育优质学校建设综论》I开展+一系列专题研究指是11

月完成的“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研究”报告等，并发表《中国特色

高等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构建》等系列文章；形成一批对策咨询报告是指分会

秘书处参与撰写的((科学遴选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群》获全国政协

录用等。

职业技术教育分会坚持贴近实际，为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服务；坚持贴近

会员，为广大会员和高职工作者服务；推动高等职业教育理论创新，彰显学术组

织独特优势，在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发挥引领作用，打造高等职业教育学术

研究重要平台。

1．职业技术教育分会201 9年学术年会在贵阳召开。

2．职业技术教育分会201 9年理事长工作会议在遵义

召开。5．高等职业教育高水平专业与高质量课程建

设研讨会在福州召开。4．职业技术教育分会会员单

位对口支援协议签署仪式。5．职业技术教育分会革

命老区遵义行签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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