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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多位专家学者汇聚合肥学院探讨应用型人才培养

!!#"$%年$$月$#日!由安徽省教育厅"德国

下萨克森州科学与文化部主办!合肥学院"黄山

学院承办的第七届中德应用型高等教育研究与

发展研讨会暨中国长三角地区应用型本科高校

联盟成立大会在合肥学院举行#来自德国和国

内近百所高校"企业代表%""余人参与了此次

研讨会#德国下萨克森州政府州长斯特凡$魏

尔"国务秘书比尔吉特$霍内!安徽省外办主任

张箭!教育厅厅长程艺!合肥学院党委书记蔡敬

民"校长张文兵!黄山学院党委书记徐成钢"校

长汪建利等出席#论坛开幕式由安徽省教育厅

副厅长李和平主持#

开幕式上!合肥市副市长吴春梅为研讨会

致开幕辞#吴春梅对中德双方相关领导的到来

表示诚挚的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合肥市与合肥

学院的基本情况#合肥市是一座有着##""多

年历史的文化古城!作为中国科教基地之一"国

家科技创新试点城市!近年来!合肥市的经济社

会得到快速发展#合肥学院作为安徽省与合肥

市共建的一所应用型本科高校!坚持应用型办

学定位!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不断加强与德国高

校的深入合作!专业设置及人才培养方面与地

方经济相适应!为合肥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大量

的应用型人才!在应用型高等教育中发挥了良

好的示范与引领作用#
德国下萨克森州国务秘书比尔吉特$霍内

在致辞中对中方的科学安排表示感谢!并希望

双方今后进一步加深合作交流!促进应用型高

等教育的发展完善#上海市教委副巡视员杨国

顺代表上海市教委对本次研讨会的召开及联盟

的成立表示祝贺#作为中国长三角地区教育联

动发展协调领导小组成员!杨国顺指出长三角

联盟高校应围绕三省一市格局!为扎实推进长

三角经济一体化做出贡献#

研讨会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张大良

作了特邀报告#张大良认为!培养高素质应用

型人才不仅是适应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产业转

型升级的需要!也是高等教育自身改革发展的

需要#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实现人才培养的

多元化是必然要求!不断扩大应用型"复合型人

才培养!以满足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人

才的需求#同时!张大良还从如何%强化自身特

色!构建优秀学科专业体系&"如何%创新机制!
充分利用校内外教育资源协同育人&"如何%突

出应用!主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如

何%扩 大 开 放!积 极 借 鉴 国 内 外 高 校 的 经 验 做

法&四点出发阐述了对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看法#
张大良在报告中指出!安徽高等教育的成功经

验和有效做法值得推广!合肥学院与德国应用

科学大学的深度合作在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值得其他高校学习#对于%长

三角应用型高校联盟&的成立!他认为是中国应

用型高等教育中的一次创举!并希望%长三角应

用型高校联盟&的经验和做法能够辐到全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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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地区!起到一种引领示范的作用!从而有力

的推动全国形成有区域特色的应用型高等教育

体系"
德国学术交流中心驻北京办事处主任施多

恩博士 就#德 国 应 用 科 学 大 学 的 特 色$做 了 报

告"报告中他指出!德国高等教育实行双元制!
使职业教育与大学教育达到有机结合"在应用

型高校建设方面!积极与企业进行合作!促进学

生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在报告现场!施多恩

博士通过对德国高等教育体系构成的剖析!明

确了德国应用科学大学与中国职业教育学院的

区别!应用科学大学是一种具有应用导向型的

高等教育结构!这种结构内涵丰富!非#技术$二

字可以涵盖"

程艺在大会报告中认为!高等教育必须适

应规模巨大的青年群体自身发展的需求!高等

学校必须克服同质化的发展模式!办出特色争

创一流!为青年插上实现梦想的翅膀"程艺指

出!全社会都关注的大学生就业难题!其本质是

高校人才培养的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

的矛盾"高校必须走向社会!了解社会需求!跟

踪毕业生就业情况!获得毕业生就业信息的反

馈!优化和调整学科专业设置!改进和完善人才

培养模式!确立人才培养的目标和导向"程艺

认为!应用型大学必须大力改革创新!探索人才

培养的新模式!关注大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有

效地组织好大学生的实践和实训!让学生在实

践中理解和消化所学知识"同时!要培养一支

既具有应用型人才培养能力又具有产学研合作

能力!既要有专职的也要有企业行业兼职的专

业技术人员的应用型教师队伍"同时还应加大

实验装备的投入和学生实践经费的投入!用以

保证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提高"程艺指出!培

养应用型人才是一项系统工程!大部分高校要

适应社会对人才培养日益增长的需求!单靠自

身资源是比较困难的"因此!必须要加强合作

交流!建立战略联盟!创新合作模式!打造应用

型人才培养的资源共享平台"
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改革评估中心副主任

周爱军从应用型高等教育评价的思考出发!提

出了诸多具有建设性意义的观点"科大讯飞常

务副总裁陈涛结合校企合作的的经验!对准入

式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新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做了

深入的分析"德方高校代表以#高等教育的实

践导向性$%#应用科学大学科研$%#德国双元制

教育与双元高等教育$三大主题全面介绍了德

国应用型高等教育的内容%模式以及特色"此

外!中德双方与会代表还对应用型高等教育中

专业建设%双元教育%校企合作%国际交流%途径

探索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交流"
闭幕式上!安徽教育厅高教处处长储常连

以#四个坚持%四个转变%四个提升$表达自身体

会"他强调应用型人才培养要坚持学术性与应

用性的内在统一%坚持地方性!与应用型的办学

定位%坚持个性化与特色化的发展方向%坚持开

放与合作的发展路径&高校向应用型的转变中

要注重思想观念%人才培养机制%教学行为%评

价机制的转变&在坚持和转变的基础上更要实

现应用型高校办学综合实力的提升%毕业生就

业创业能力的提升%高校对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与支撑能力的提升%高等教育现代化水平的提

升"卡尔’恩斯特’费希特回顾了前几届研讨

会的成果经验!并对高等教育双元制教育%高等

教育的实践导向性%高等教育教学评估等分会

场主题报告做了精彩的总结"
#谈感受%聊体会%表感谢%传期待$是李和

平在闭幕式上的讲话重点"谈及感受!他认为

此次中德应用型高等教育研讨会在内容和交流

方式上实现了#实$和#新$!对应用型高等教育

具有前瞻性的指导作用!并充分肯定了中国长

%%

! 联盟简讯 #"$%年第&期!



三角地区应用型本科高校联盟在应用型人才培

养上的推动作用!同时李和平也分享了本届论

坛给他带来的五点体会"加深了自身对应用型

高等教育的理解#更加坚定了发展应用型高等

教育的信心和决心#更加明晰了发展应用型高

等教育的战略基点$战略重点$关键环节#更加

坚定%开放合作$竞争发展&的发展方针#同时也

让他更加关注移动互联网时代$大数据和云计

算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教育变革的深刻变化!讲

话的尾声’李和平代表安徽省教育厅对本次研

讨会的所有参与单位和工作人员致以最衷心的

感谢’并期待中德合作在今后更加的紧密!他

提倡中德应用型教育方面的专家学者能够开展

更加充分的交流和研讨’通过交流研讨增进彼

此之间的友谊’共享经验’共同进步’共同推动

中德应用型高等教育的发展!他希望联盟高校

能以此次长三角联盟为契机’加强长三角地区

应用型 高 校 相 互 学 习$相 互 借 鉴’形 成 整 体 优

势’彰显 各 自 特 色’培 养 更 多 更 优 的 高 素 质 人

才’满足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
中德应用型高等教育研究与发展研讨会已

成为新思想$新理念$好经验$好做法展示的舞

台’是两国教育机构稳定的交流平台’也是中德

省州合作的主要成果之一!与会的中德专家和

学者纷纷表示’本届研讨会开展的!!场各类主

题报告’汇聚了应用型高等教育思维与观点的

精华’是一次中德专家学者观点的大碰撞’是一

次应用型高等教育信息的大融合’必将使应用

型人才培养模式得到进一步升华!
出席本次研讨会的还有外交部$上海市教

委$上海市教科院$浙江省教育厅$江苏省教育

厅$(中国大学教学)杂志社’(高等工程教育研

究)杂志社’(中国高教研究)杂志社等方面的专

家和学者!本次研讨会还受到新华社$(光明日

报)$(中 国 教 育 报)$(中 国 青 年 报)$(安 徽 日

报)$(合 肥 日 报)$合 肥 电 视 台 等 媒 体 的 广 泛

关注!
*联盟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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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建设一批教学项目与平台’学校现有!个国

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个校外实习基地!由此’学生创新实践

空间得到拓宽$机会明显增加’学生实践动手能力

得到有效提高!知识产权研究院$创新方法中心

建设和文化研究项目实施与社科基地建设’促进

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二是融入专业建设过程!通过项目实施$平

台建设’特别是将通过服务能力提升成果的转化’
为%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实施创造更有利

条件$提供更真实场景#也有利地促进了依照国际

工程师教育认证标准$住建部专业评估要求开展

的专业建设奠定了基础!目前’城乡规划$土木工

程两个专业已先后通过住建部专业评估!

通过坚持将项目实施与平台建设融入应用型

人才培养过程并取得实效’我们认识到’一方面’
人才培养方案的不断完善过程要从提升服务能力

过程中感受并%消化&社会反馈信息#另一方面’人
才培养的组织实施应当把提升服务能力的过程作

为一条重要途径’使服务能力提升过程成为教学

能力增强过程!形成这样的自觉与有效机制’就
可以把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统一在不断推进应用

型人才培养质量提高过程之中!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地方新建本科高

校的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任务只有在坚持高等教

育普遍规律的同时’用新的视野来审视’用新的路

径来探索’才能走出一条真正区别于%)(&&$%#$$&
高校的发展道路’从而实现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

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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