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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 2004 年教育部制订的《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方案 (试行)》评估指标为案例 ,运用聚

类分析方法探讨了指标的归类属性、指标整合等问题 ,并进一步分析了各项人才培养工作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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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eople Cultivation Level Assessment Formula in Higher Technical & Vocational Educa2
tion Institutes (a t rial version) issued by Minist ry of Education in 2004 , with clustering method , this paper discussed

such problems as the class att ribute of the indexe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indexes , and analyzed further the cor2
relativity of each work to cultivat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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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社会学家致力于通过探求各种变量间隐匿的因

果关系来了解现象本质 ,而现象特性的关系是多样

性的 ,内含有复杂的结构 ,对知识的发展意味着对多

样性结构的进一步认识 ,从发展的眼光看 ,要素间的

结构会随着认识的加深而显得更加丰富。德国社会

学家韦伯强调 :“现象成份的多样性对解释因果关系

的重要性 ,他认为只有在无限多样的现象中仅有一

个有限的部分是有意义的前提下 ,认识个体性现象

的思想才在逻辑上是有意义的。[1 ]”韦伯在构建事实

和因果关系方面 ,所提出的一般模式和社会学原则 ,

在社会学结构理论形成中影响深远。

按照结构主义理论的观点 ,随着知识的建构 ,结

构会呈现“无限多样性”。可以说 ,评估指标的结构

研究正力求探索这样的“多样性”。

关于指标内部结构的研究 ,虽然大量研究已注

意到指标体系的整体性和相关性 ,但多是在评价指

标内涵、评价标准、权重、评价等级这一集合体内讨

论的 ,对于指标之间结构的研究却甚少 ,理论研究与

实证性研究都尚缺 ,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

平评估指标研究尤其如此。

本研究运用聚类分析来探讨高职高专院校评估

指标的结构 ,主要解决指标的归类属性、指标整合等

问题 ,同时还将以此探讨评估指标结构研究的实证

方法。其现实意义可以帮助重新审定一级指标分类

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还可以根据指标的关联性和相

似性测度 ,为学校的教学建设与改革提供理论依据。

指标知识既有内容的 ,也有结构的。指标结构

的分析对于专家实地评估有重要参考价值。如果一

些指标有更为紧密的联系 ,那在做出价值判断时就

应该综合收集有关联性的信息 ,并考虑指标间存在

的交互作用。同时 ,还可以指导被评院校的评估建

设的规划。指标的相关性结果 ,某种意义上是反映

了院校各项教学工作之间的关联性 ,可指导院校合

理地规划、制定其评估建设的实施重点 ,能通过合理

的资源分配、有效的教学建设来获得高的效益。

2 　方法

方法的选择在实证研究中的作用不言而喻 ,作

为一项探索性研究 ,方法的研究本身就是知识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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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对象及样本

本研究选择了 6 所已接受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

养工作水平评估的高职高专院校做为研究对象。其

中有 4 所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 所高等职业技术学

院。数据取自实施评估的 42 位专家二级指标评分。

2 . 2 　分析路径

层次聚类是最广泛的聚类分析方法 ,又称 R 聚

类法。对评估二级指标的聚类 ,可以看出二级指标

的相似性或紧密程度 ,发现真实的数据结构。指标

所反映的相似性 ,其实是各人才培养工作的关联性。

在实践运用中 ,专家可以根据类的形状、规模和个数

系统收集学校评估信息并确立评估重点 ,学校也可

以通过类的特点 ,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建设 ,更好地

发挥项目合力作用 ,有效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3 　聚类结果

表 1 　评估项目的相关矩阵

Proximity Mat rix

Case

Mat rix File Input

1. 1
学
校
定
位
与
办
学
思
路

1. 2 3
产
学
研
结
合

2. 1 3
结
构

2. 2
质
量
与
建
设

3. 1
教
学
基
础
设
施

3. 2 3
实
践
教
学
条
件

3. 3
教
学
经
费

4. 1 3
专
业

4. 2 3
课
程

4. 3 3
职
业
能
力
训
练

4. 4
素
质
教
育

5. 1
管
理
队
伍

5. 2 3
质
量
控
制

6. 1
知
识
能
力
素
质

6. 2 3
就
业
与
社
会
声
誉

1. 1 学校定位与办学思路 0.390 0.368 0.130 0.286 0.073 0. 287 0.328 0.31 0. 673 20.189 0.262 0.20 0.077 0.169

1.2 3产学研结合 0.390 0.015 20.146 0.334 0.495 0. 389 20.28 20. 2 0. 227 20.131 0.285 20.2 20. 49 0.189

2.1 3结构 0.368 0.015 0.600 0.485 20.08 0. 291 0.336 0.53 0. 324 0.375 0.022 0.37 0.376 0.125

2.2质量与建设 0.130 20. 146 0.600 20.020 20.50 20. 41 0.092 0.40 0. 048 0.475 20.54 0.33 0.009 20.13

3.1教学基础设施 0.286 0.334 0.485 20.020 0.592 0. 815 0.153 0.34 0. 422 0.233 0.403 0.10 0.305 0.193

3.2 3实践教学条件 0.073 0.495 20.08 20.498 0.592 0. 634 0.211 0.16 0. 390 20.004 0.761 0.14 0.123 0.540

3.3教学经费 0.287 0.389 0.291 20.406 0.815 0.634 0.070 0.15 0. 340 20.038 0.623 0.0 0.271 0.293

4.1 3专业 0.328 20. 280 0.336 0.092 0.153 0.211 0. 070 0.84 0. 684 0.105 0.514 0.79 0.722 0.505

4.2 3课程 0.328 20. 280 0.336 0.092 0.153 0.211 0. 070 0.84 0. 684 0.105 0.514 0.79 0.722 0.505

4.3 3职业能力训练 0.673 0.227 0.324 0.048 0.422 0.390 0. 340 0.684 0.71 20.160 0.605 0.55 0.366 0.349

4.4素质教育 20.189 20. 131 0.375 0.475 0.233 0.00 20. 04 0.105 0.23 20.16 20.20 0.21 0.133 0.313

5.1管理队伍 0.262 0.285 0.022 20.539 0.403 0.761 0. 623 0.514 0.33 0. 605 20.201 0.37 0.332 0.648

5.2 3质量控制 0.201 20. 188 0.373 0.328 0.099 0.142 20. 04 0.789 0.79 0. 545 0.210 372 0.550 0.435

6.1知识能力素质 0.077 20. 493 0.376 0.009 0.305 0.123 0. 271 0.722 0.65 0. 366 0.133 0.332 0.55 0.262

6.2 3就业与社会声誉 0.169 0.189 0.125 20.129 0.193 0.540 0. 293 0.505 0.35 0. 349 0.313 0.648 0.43 0.262

图 1 　二级指标聚类树形图 (最长距离法)

表 2 　聚为 6 类的评估项目成员表
Cluster Membership

Case 6 Clusters

1. 1 学校定位与办学思路 1

1. 2 3 产学研结合 2

2. 1 3 结构 3

2. 2 质量与建设 3

3. 1 教学基础设施 4

3. 2 3 实践教学条件 4

3. 3 教学经费 4

4. 1 3 专业 5

4. 2 3 课程 5

4. 3 3 职业能力训练 1

4. 4 素质教育 6

5. 1 管理队伍 4

5. 2 3 质量控制 5

6. 1 知识能力素质 5

6. 2 3 就业与社会声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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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形图反映出聚类的过程 ,根据不同的分类数

可以确定不同的类型。“分类数的确定是迄今为止

统计学都尚未解决的问题 ,主要的障碍是对类的结

构和内容很难给出一个统一的定义 ,这样就给不出

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可行的虚无假设。[2 ] ”一般情况

下 ,是根据不同研究目的确定分类数的。本研究根

据高职高专评估指标体系的 6 个一级指标来确定类

数 ,分析二级指标的关联性以及类的特点。

聚类分析是根据事物本身的特性研究个体分类

的方法 ,可以用分析的原则使同一类中的个体有较

大相似性 ,不同类中的个体差异很大。现行高职高

专评估指标体系中有 15 项二级指标 ,指标体系的设

计借鉴了全面质量管理思想 ,“ISO9000 族标准为我

们提供了质量管理的过程方法和系统方法。⋯⋯指

标体系的内容结构包括办学指导思想与办学机制、

资源、过程、效果 4 个方面。[ 3 ] ”用质量管理的观点

看 ,指标反映了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质量的 4 个基本

维度 ———目标、条件、过程、效果。理论上说 ,指标是

根据相似性程度归属到不同的类 ,通过聚类分析可

以进一步认识二级指标之间的类别关系。

从表 2 可以清晰地看出如果分为六类 ,第一类包

括 :学校定位与办学思路、职业能力训练 ;第二类只有

一个项目 :产学研结合 ;第三类包括 :结构、质量与建

设 ;第四类包括 :教学基础设施、实践教学条件、教学

经费、管理队伍、就业与社会声誉 ;第五类包括专业、

课程、质量控制、知识能力素质 ;第六类为素质教育。

4 　分析与讨论

(1)二级指标“4. 3 职业能力训练”与“1. 1 学校

定位与办学思路”密切相关。

表面上 ,“职业能力训练”与办学机制“产学研结

合”关系密切 ,但实际是“学校定位与办学思路”起到

了决定性的作用。“职业能力训练”是评估中的一项

重要指标 ,贯穿于整个教学建设与改革 ,也是高等职

业教育的特点之一。该指标强调内容与培养目标的

吻合性 ,而“学校与学校定位与办学思路”指标的一

个主要考察内容就是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定位。从

被评院校的情况看 ,如果学校认真研究了学校定位

与办学思路 ,并有效地将学校的总体目标与专业教

学结合 ,那么职业能力训练的评价也会高。反之 ,如

果学校目标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脱节 ,那么 ,职业能

力训练的效果也会差。由于培养目标的中介作用 ,

使两者建立了密切联系 ,这种联系让我们对“目

标 ———条件 ———过程 ———效果”的认识更具体了。

理论上 ,学校定位与办学思路是一项目标指标 ,

对一个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的质量进行价值判断需要

一定的参照标准 ,就像我们用速度来判断一个跑步

运动员一样。常见的参照评估有常模参照评估 ,是

以常模 (平均水平) 为参照系的 ,我国 20 世纪 90 年

代在本科院校开展的随机评估与水平评估就有这样

的特点。还有以自身发展变化为标准的评估 ,称为

个体内差异评估 ,单项评估主要采用这种参照标准 ,

比如教师、学生评价等 ,这是目前受到广泛重视的一

种评估方法。由于我国院校评估的发展历史不长 ,

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的基础数据不全 ,因此对院校整

体办学质量的评估 ,更为适用的还是以目标、标准为

参照的评估。

在高职高专评估中 ,办学指导思想是一项有统

领作用的指标 ,“评估工作关注的基本要点是三个

‘符合度’,即学校培养目标和质量标准符合社会、学

生需要和国家规定的程度 ;学校实际工作状态符合

学校确定的培养目标和质量标准的程度 ;学校人才

培养结果 (毕业生)符合学校确定的培养目标和质量

标准的程度。[4 ] ”这是一个层层递进的关系 ,在进行

价值判断时首先是判断学校定位与办学思路是否符

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是否符合当地社会经济发展

的需要 ,是否符合学生需要。“目标 (绩效、成果) 指

标是反映评估对象水平与质量本质特征的指标 ,这

类指标与价值标准紧密相连 ,是指标体系的首要组

成部分。[5 ]”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标准后再考察人才培

养工作的过程及效果。

可见 ,目标是评估的前提 ,不管是学校教学建

设 ,还是专家评估都是围绕目标开展的。“高职高专

教育的培养目标 ,就是高职高专教育评估的根本标

准。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指标体系

的构建 ,要充分体现其培养目标。若不能体现 ,或者

说体现的不充分 ,那么这一指标体系的设计将是失

败的 ,同时也就无法指导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

作水平评估。[ 6 ]”

而评估实践中 ,大家对目标指标的认识还不够

清晰 ,很多被评学校对该项指标的研究仍停留在文

字上 ,把它当做一个虚指标。二级指标的聚类分析

中 ,目标指标与职业能力训练有显著相关 ,再次证明

了该指标在评估中的重要地位。

明确“办学定位与思路”的关键不在于描述 ,而

是建设。建设意味着行动 ,意味着将其贯穿于人才

培养工作的所有环节。某种意义上 ,它也不是某一

项指标 ,而是向所有指标无限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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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学研结合”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高职高专评估中 ,该指标是一项重要指标 ,与

“1. 1 学校定位与办学思路”共同构成一级指标“办

学指导思想”。周济部长在第三次全国高等职业教

育产学研结合经验交流会上指出 :“教育必须为社会

注意现代化建设服务 ,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

相结合。要完成好培养高技能人才的任务 ,必须走

产学研相结合的改革发展之路 ,这是贯彻落实党的

教育方针的要求 ,是高职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由之

路。”产学研结合不仅是高职高专教育的服务面向功

能 ,也是教学建设与改革的要求 ,某种程度上并非

“办学指导思想”下的一个维度 ,它既是一种办学机

制 ,更是一种职业教育独特的要求 ,应进一步凸显其

重要性。分析结果也显示 ,它与“办学指导思想”等

一级指标的关系是并列的、独立的一类。

(3)就业、社会声誉与教学条件相关。

第四类聚类结果内含了两个关系 : ①条件与管

理队伍有关 ; ②条件与就业、社会声誉有关。第一层

关系表明 ,一所学校的管理队伍素质决定了管理水

平 ,而管理水平可以在教学条件的利用率方面得到

体现。第二层关系则表明 :就业、社会声誉受到学校

办学条件的影响 ,这种影响甚至超过了师资、管理、

专业教学水平 ,反映出目前社会对学校的评价仍停

留在一些办学外显特征上 ,例如校园环境、教学基础

设施及条件等。这一结果与我们以往的认识有很大

出入。

虽然条件是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基础 ,但却没

有必然的因果联系 ,然而由于信息缺失 ,直接导致了

社会评价偏离了应有的价值判断。国内一些学者所

进行的大学排名研究 ,其学校分类信息发布的价值

甚至超过了排名结果本身。我们看到 ,高等学校信

息的封闭 ,使得学生、家长在选择学校时极具盲目

性 ,用人单位也不能理性选择毕业生。

当客体信息不完整时 ,主体的价值判断就只有依

靠猜测了。在社会评价中 ,由于办学条件更容易被感

知到 ,所以成为了价值判断的主要依据。长期下去 ,

缺乏了社会的关注和监督 ,将不利于学校人才培养质

量的内涵建设。

如果没有良好的社会评价机制 ,转变政府职能

就依然是一句空话 ,而如果没有具有公信力的信息

渠道 ,那么社会评价也是不可靠的 ,政府、社会、学校

三者所构成的评价模式也只能是一种理想。

(4)教学建设与质量管理相关。

第五类包括教学建设的指标 (专业、课程) 以及

教学管理 (质量控制) 、教学效果 (知识能力素质) ,表

明效果与过程有关。具体说 ,学生的职业能力、必备

知识、基本素质与专业、课程教学水平有关 ,而教学

水平又与质量监控相关。

(5)素质教育与师资有关。

相关矩阵结果显示 ,素质教育与其他指标的相

关系数较低 ,因此聚六类时它成为了独立的一类 ,独

特成类的现象印证了职业教育更有必要加强素质教

育的观点 ,强调学生的职业能力并非以牺牲综合素

质为代价 ,某种意义上职业教育更需要素质教育。

就相关程度做进一步分析 ,素质教育与人力资源指

标 ———“结构”、“质量与建设”的关系要相对显著 ,相

关系数分别为 0. 375 和 0. 475。树型图也证实 ,不

论是聚二类还是五类 ,三者都紧密构成了一大类。

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是各高校的共识 ,但目前普遍的

做法是增加人文素质教育课程 ,繁荣学校社团文化 ,

以及开展各类丰富的学生活动等。本研究的结果表

明 :学校素质教育的关键还在于师资队伍建设。学

生“素质”的养成 ,主要不是靠课程教得的 ,而是自我

习得的 ,中间的介质就是教师的素质魅力。“言传身

教”“教书育人”是教师的职责所在 ,在素质教育方

面 ,教师对学生的感染力远远超过了课程内容。只

有提高教师队伍的质量 ,才能从根本上将素质教育

从灌输式的教育 ,转变为生动的、人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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