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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职一体化研究——基于定量分析的方法
于志浩 刘文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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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旨在通过定量分析的方法，探究中高职一体化教育模式对学生学业成绩和职业发展的影响。通过收集

与分析学生基本信息、学业成绩、职业发展状况等数据，本文揭示了中高职一体化教育模式下的学生特征，以及

该模式对学生学业和职业发展的积极影响。同时，本文也指出了实施中高职一体化面临的主要挑战与问题，并提

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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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integrated vocational education between middle and higher voca

tional schools on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career development through quantitative analysis. By collecting

and analyzing data on students' basic information,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career development, this paper reveals t

he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s under the integrated vocational education model and the positive impact of this model o

n students' academic and career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main challenges and proble

ms faced in implementing integrate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Keywords:Integrated Vocational Education for Middle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Academic Pe

rformance and Career Development

DOI:10.69979/3029-2735.24.9.028

引言

中高职一体化是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旨

在实现中职教育与高职教育的无缝对接，提升人才培养

的层次和质量。然而，当前中高职衔接过程中仍存在诸

多问题，如课程设置重复、教学资源浪费、学生升学难

等。因此，有必要对中高职一体化进行深入研究，探索

有效的衔接模式。

1 中高职一体化的现状分析

1.1 政策背景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出台了一

系列政策措施，推动中高职一体化进程。这些政策为中

职教育与高职教育的衔接提供了有力保障，促进了职业

教育体系的完善。

2.2 现状分析

课程设置：当前，中高职课程设置存在一定程度上

的重复。中职阶段已经学过的课程，在高职阶段往往还

要再次学习，导致教学资源浪费和学生学习兴趣下降

教学资源：中职教育与高职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部

分中职学校教学资源匮乏，难以满足学生全面发展的需

求。而高职学院则拥有更为丰富的教学资源和师资力量，

但两者之间的资源共享机制尚不完善。

升学渠道：中高职升学渠道不畅，部分中职学生难

以顺利进入高职学院继续深造。这既影响了中职学生的

升学意愿，也制约了高职学院的招生规模和质量

3 研究主题

3.1 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中高职一体化教育模式

逐渐成为我国职业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模式

旨在通过整合中职与高职教育资源，优化课程设置与教

学质量，为学生提供更加连贯、系统的职业教育路径。

然而，关于中高职一体化的实际效果与影响，尚缺乏深

入的定量研究。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定量分析的方法，

探究中高职一体化教育模式对学生学业成绩和职业发

展的具体影响，为相关政策制定与实践操作提供科学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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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目标与问题

本文的研究目标包括：探究中高职一体化教育模式

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分析中高职一体化对学生职业

发展的促进作用；识别中高职一体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与挑战。针对这些目标，本文将提出并解答一

系列研究问题，如中高职一体化教育模式下的学生学业

成绩是否显著提高？该模式是否有助于优化学生的职

业发展路径？实施中高职一体化面临哪些主要挑战与

问题？

4 相关文献综述

4.1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外关于中高职一体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

的成果。在理论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探讨了中高职衔

接模式、课程设置与教学质量等关键问题。在实践案例

方面，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成功实施了中高职一体化教

育模式，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然而，这些研究大多采

用定性分析的方法，缺乏深入的定量研究来验证中高职

一体化的实际效果。

4.2 研究空白与不足

尽管国内外关于中高职一体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

一定的进展，但仍存在一些研究空白与不足。首先，现

有研究大多关注于中高职一体化的理论框架与政策措

施，而缺乏对学生学业成绩和职业发展状况的深入分析。

其次，现有研究大多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缺乏客观的

定量数据来支持研究结论。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定量分

析的方法，填补这一研究空白，为中高职一体化的实际

效果提供有力的证据支持。

5 研究方法

5.1 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作为数据收集的主要工具。

问卷设计包括学生基本信息、学业成绩、职业发展状况

等多个方面。为了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本研究

采用了随机抽样的方法，从某地区的中高职院校中选取

了适量的样本进行调查。同时，本研究还采用了访谈法

作为辅助工具，通过与学生、教师和管理人员的深入交

流，进一步了解中高职一体化的实施情况与问题。通过

对问卷数据的分析，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

5.1.1课程设置重复率：通过对中高职课程设置的对比

分析，我们发现中职与高职课程重复率高达 30%以上。

这导致学生在高职阶段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复习已经学

过的内容，影响了学习效率。

5.1.2教学资源利用率：调查结果显示，中职学校教学

资源的利用率普遍较低，而高职学院的教学资源则相对

充足。这反映了中高职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也提

示我们需要加强资源共享机制的建设。

5.1.3升学意愿与升学率：中职学生的升学意愿普遍较

高，但实际升学率却相对较低。这主要是由于升学渠道

不畅、招生政策限制等因素所致。

在数据分析方面，本研究采用了描述性统计、相关

性分析和回归分析等定量分析方法。描述性统计用于呈

现样本的基本特征和分布情况；相关性分析用于探究学

业成绩、职业发展状况与中高职一体化教育模式之间的

关联性；回归分析则用于构建影响学业成绩与职业发展

的回归模型，并检验模型的显著性水平与拟合优度。

5.2 定量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SPSS软件作为数据分析的主要工具。

在变量定义与操作化方面，本研究将学业成绩、职业发

展状况等关键变量进行了量化处理，并制定了相应的评

分标准。在数据预处理与清洗方面，本研究对收集到的

数据进行了严格的筛选和整理，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

完整性。在数据分析过程中，本研究采用了多种定量分

析方法，如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等，以

全面深入地探究中高职一体化教育模式对学生学业成

绩和职业发展的影响。

6 数据分析

基于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的结果，我们对中高职衔

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

课程设置缺乏系统性：中高职课程设置缺乏统一规

划和系统性，导致课程重复和资源浪费。

教学资源分配不均：中职教育与高职教育资源分配

存在明显差异，影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教学质量。

升学渠道不畅：中高职升学渠道存在诸多障碍，如

招生政策限制、考试难度差异等，导致中职学生升学难。

6.1 描述性统计分析

通过对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本研究发现中高职

一体化教育模式下的学生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例如，这

些学生的学业成绩普遍较高，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和专

业技能水平。同时，这些学生的职业发展状况也相对较

好，具有较高的就业率和薪资待遇水平。这些特征表明

中高职一体化教育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学生

的学业成绩和职业发展水平。

6.2 相关性分析

通过相关性分析，本研究发现学业成绩与中高职一体化

教育模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随着中高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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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教育模式的深入实施，学生的学业成绩呈现出逐渐

提高的趋势。同时，职业发展状况与中高职一体化教育

模式之间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在中高职一体化

教育模式下，学生的职业发展路径更加明确、稳定，具

有较高的职业满意度和忠诚度。这些结果进一步验证了

中高职一体化教育模式对学生学业成绩和职业发展的

积极影响。

6.3 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中高职一体化教育模式对学生学

业成绩和职业发展的影响程度，本研究构建了相应的回

归模型。通过回归分析，本研究发现中高职一体化教育

模式是影响学生学业成绩和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具体来说，中高职一体化教育模式能够显著提高学生的

学业成绩和职业发展水平，且这种影响在不同的学生群

体中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普遍性。同时，回归分析还揭

示了其他因素如学生个人特征、家庭背景等也对学业成

绩和职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与中高职一体

化教育模式相比，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

7 结果呈现

7.1 主要发现

通过本研究的定量分析，我们得出了以下主要发现：

首先，中高职一体化教育模式能够显著提高学生的学业

成绩和职业发展水平；其次，中高职一体化教育模式下

的学生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水平，以及较好

的职业发展前景；最后，实施中高职一体化面临一些挑

战与问题，如课程设置不合理、教学质量参差不齐等。

这些发现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和推广中高职一体化教育

模式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支持。

7.2 图表展示

为了更加直观地呈现本研究的结果，我们采用了多

种图表进行展示。例如，通过柱状图展示了不同中高职

一体化教育模式下的学生学业成绩分布情况；通过折线

图展示了学生职业发展状况随时间的变化趋势；通过散

点图展示了学业成绩与职业发展状况之间的关联性。这

些图表不仅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了中高职一体化

教育模式对学生学业成绩和职业发展的影响程度，也为

我们进一步分析和解释研究结果提供了有力的视觉支

持。

8 结论与讨论

8.1 研究结论

通过本研究的定量分析，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首

先，中高职一体化教育模式能够显著提高学生的学业成

绩和职业发展水平；其次，中高职一体化教育模式下的

学生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水平，以及较好的

职业发展前景；最后，实施中高职一体化面临一些挑战

与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政策引导和支持，优化课程设

置与教学质量等方面的改进。这些结论为我们进一步推

广和完善中高职一体化教育模式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

据和参考。

8.2 讨论与建议

针对本研究的结果和结论，我们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首先，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

对中高职一体化教育模式的研究和实践探索，不断完善

和优化该模式的理论框架和实施路径。其次，我们应该

注重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水平，加强实践教

学和校企合作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同时，我们还应该

加强对学生职业发展的指导和支持，为学生提供更加多

样化的职业发展路径和机会。最后，我们应该加强政策

引导和支持力度，为中高职一体化的深入实施提供更加

有力的保障和支持。

8.3 研究局限与未来工作

尽管本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和结论，但仍存在一

些局限性和不足之处。例如，本研究仅采用了问卷调查

和访谈等定性分析方法进行数据采集和分析，缺乏更加

深入的定量研究来验证结论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此外，

本研究仅选取了某地区的中高职院校作为样本进行调

查和分析，可能存在一定的地域性和局限性。因此，在

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应该进一步拓展研究方法和数据来

源渠道，加强定量分析和跨地域比较研究等方面的探索

和实践。同时，我们还应该关注中高职一体化教育模式

在不同行业和领域中的应用情况和效果评估等方面的

研究和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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