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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世纪之交，我国产生了一大批新建本科院校，这批院校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发展定位问题。

为引导其科学发展，教育部评估中心为它们量身打造了一套评估方案，对其进行合格评估。十二五期间，共评

估１６９所院校，在合格评估的引领下，这些院校得到了快速发展，实现了“一个改善、五个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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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得到快速发展，产
生了一大批新建本科院校。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的短
短１６年时间里，我国新建本科院校已达到６７８所（
含独立学院），占普通本科高校（１２１９所）的
５５．６％，形成了我国本科院校的“半壁江山”，从根
本上改变了我国高等教育格局。它们的办学质量

关系到我国整个高等教育的质量，它们的发展关系

到我国整个高等教育的发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没有新建本科院校的质量，就没有我国高等教育的

质量；没有新建本科院校的强大，就没有中国高等

教育强大。因此，加强新建本科院校研究，引导他

们科学发展是关系到我国高等教育强国梦能否实

现的重大问题。

１　新建本科院校产生的原因
１．１　 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应然要求　经济一体化
使区域经济成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单元。

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我国的区域经济获得巨大发
展，国家在先后批准创建了深圳、珠海等４个经济
特区，以及大连、秦皇岛等１４个沿海城市之后，又
开放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经济区。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党中央、国务院又作出开发浦东、实施“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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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等一系列重大

战略决策，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城市开放区—

内地”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改革开放格局。

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大城市群、城

市群集合为代表的经济圈也日渐形成，并得到了很

好的发展。如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泛长江三角洲

经济圈、环渤海地区（京津唐）经济圈、环北部湾经

济区等，它们不仅成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和发展潜

力的区域，而且也成为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经

济“增长极”。２０１０年，国务院又颁布了主体功能
区规划，着力构建“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

格局、“七区二十三带”为主体的农业战略格局、“两

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区域经济在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进一步彰显。

众所周知，在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知识和技

术始终是形成区域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一个区

域能够以何种规模和速度创造出何种质量的新知

识和新技术，从而使这一区域始终处于知识和技术

创新的前沿，往往决定了其在国家竞争力构成中的

能力和地位。历史已经证明，知识、技术的形成与

发展需要高等教育的有力支撑，高等教育已成为促

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引擎”，哪个区域

拥有高素质人才越多，哪个区域经济社会就会获得

越来越强劲的发展，这就需要在区域内大力发展高

等教育。因此，对于地方政府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地

方政府来说，他们期盼、渴望并呼唤能在所在地能

建立一所新建本科院校。

１．２　高等教育公平的热切呼唤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重大发展，但与此同时，我们

看到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区域布局不尽合

理，高校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研究表明，１９９８年
全国有５９１所本科高校，北京市集中了近１／１０的
本科高校，４个直辖市集中了近 １／５的本科高校；
１／３以上的本科高校集中在１０个城市；１／２以上的
本科高校集中在２０个城市。［１］相当多的地级以下
的城市没有本科院校，这不仅造成区域经济发展急

需的人才极度匮乏，而且也导致了高等教育的不公

平，人民群众尤其是偏远地区的人民群众对高等教

育的需求得不到较好的满足。

为解决这一问题，我国新建本科院校布点向非

省会城市倾斜。经过多年的努力，高等学校特别是

本科院校集中在省会城市的格局大为改观。截至

２０１５年５月，我国在非省会城市布点的新建本科院

校２０８所，占全部新建本科院校的５１．６１％，在省会
城市的新建本科院校１９５所，占全部新建本科院校
的４８．３９％。

全国现有３３９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包含北京、
天津、上海、重庆四个直辖市）。

［２］
新建本科院校已

分布于其中的１９６个城市，布点率高达５７．８２％。
一些地级市（州）以下的县或县级市也新建了

一些本科院校，如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台州学院、河

池学院、西昌学院、常熟理工学院、闽南理工学院、

四川民族学院、江西警察学院、河北美术学院、燕京

理工学院、等等。这些院校的设置改变了这些地方

没有本科教育的历史，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和文

化的繁荣。

另据统计，位于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所在的

７０个地级市拥有９０所新建本科院校，占新建本科
院校总数的２２．３３％，超过了五分之一。新建本科
院校的设置以及本科院校的分布向中西部、非省会

城市倾斜，使得我国数以百万计的学生，尤其是偏

远地区学生能够上得了大学。人民群众“上大学

难”的矛盾已经转化为“上好大学难”的矛盾。这也

对我国本科院校（包括新建本科院校）的发展提出

了新的要求：强化内涵建设，提升教育质量，满足学

生发展的需求，满足社会的需求。

２　新建本科院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新建本科院校前身多为专科院校，有着比较长

的办学历史和专科教育经验，为区域（行业）培养了

一大批专科层次人才。但升格为本科院校后，学校

各方面都面临新的变化和新的要求，突出表现为

“两个不足”“三重难题”。

一是办学条件相当薄弱。新建本科高校多为

地方性高校，多数由地方财政承担经费投入。由于

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有些地区经济发展相

对滞后，其所在的院校办学条件相当薄弱，加之教

育经费来源渠道少，办学十分困难。另外，新建本

科院校招生以本地及周边地区生源为主，学生一般

为二本或三本录取，生源素质参差不齐。同时，由

于受到编制、场地、设施等限制，教师队伍数量普遍

缺少、结构不合理，教学条件相对落后。

二是办学起点普遍较低。２０００年以来批准成
立的新建本科院校，除独立学院外，多由几所学校

合并升格而成，升本前的办学历史、办学类型、办学

定位复杂，办学水平参差不齐。新建本科院校大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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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以下四种类型学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是

包含有高等专科学校；二是包含有师范类专科院

校；三是包含有地级市兴建的职业大学；四是包含

有成人高等学校。这四种类型学校其数量分别是

１３１所、１２４所、８７所、６２所。尽管部分学校有一定
基础，但绝大多数办学起点是专科院校，各方面办

学条件很难满足本科教育的需要，距离本科教育还

有很大距离。

三是“转型”存在三重难题。为适应经济社会

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新建本科院校还存在专科

向本科、单科向多科、模仿学术型向探索应用型三

重转变的难题。具体表现为：一是专升本难题。新

建本科院校多处于本科教育与专科教育共存阶段，

学校升本时间短、缺少办本科的经验，如何从专科

教育转型发展为合格的本科教育、按照本科教育教

学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办学，是摆在新建院校面前

的一个难题。二是从单一学科专业向多学科专业

转型的难题。新建本科院校在专科时代基本是单

一科类学校，如师范专科、财政专科、工科、外语专

科等。升本后为全面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多

数学校要变成综合类的本科院校，这就要求学校要

根据地方经济发展需求增设新专业，由此就出现了

师范院校办工科、艺术类院校办经管学科等现象。

三是从模仿传统的学术型教育办学向为地方经济

发展培养应用型专门人才的应用型教育转型的难

题。
［３］

３　合格评估引领新建院校走应用型
大学之路

　　新建本科院校成立以后，面临的最核心问题是
走什么样的办学之路。为了引导新建院校新型发

展，促进学校明确办学定位，改善办学条件，规范教

学管理，加快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提升教学质

量，更好地为地方（行业）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教育

部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下文简称《规划刚要》）“引导
高校合理定位”，“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

争创一流”的要求，印发了《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

校本科教学评估工作的意见》以及《教育部办公厅

关于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的

通知》。

与此同时，教育部评估中心为新建本科院校量

身打造的一套新方案。其核心内容是“四个促进，

三个基本，两个突出，一个引导”。其中的“两个突

出”是“突出服务地方（行业）经济和社会发展，突

出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办学定位”，旗帜鲜明地提出

引导新建本科院校走培养应用型人才，服务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之路。在合格评估的引领下，新建本科

院校深度转型，科学发展，实现了“一个改善，五个

突破”。

师资和教学条件得到极大地改善。参评院校

专任教师校均增加１４７人，其中教授增加２３人，博
士增加 ４６人。获得各级财政投入资金总额超过
８６０亿元，校均６．１６亿元。政府经常性预算内教育
事业拨款总额约５００亿元，校均３．９９亿元。获得
财政债务化解资金总额约１２０亿元，校均１．１８亿
元。５年新增土地面积约 １７４８４亩，校均增加
１１２．８亩。仪器设备总值５年增加约８０亿元，校均
０．５２亿元。

办学定位实现向“应用型”转变。评估之前，

新建本科院校办学定位十分不明确，如提出“教学

型”“多科性”“师范性”“教学科研型”等，占调研

院校总数的４６．１０％，但经合格评估引导后，１００％
的参评院校都将办学定位调整为“地方性”和“应

用型”。２００３年，合肥学院即在全国率先确立“地
方性、应用型、国际化”的办学定位，走出了一条具

有学校特色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之路，被誉为“我国

同类型高校第一方阵的排头兵”。

专业结构实现向“需求导向”转变。为提高专

业建设水平，新建本科院校建立了学科专业预警和

退出机制，学科专业调整由“根据资源建专业”向

“根据需求建专业”转变。通过调研社会需求，将专

业链与产业链、创新链对接，新设了一大批应用型

专业，开展应用型研究，有力支撑了区域重点产业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金陵科技学院根据

南京新兴产业发展需要，布局二级学院与专业学

科，４６个专业实现了与南京产业行业发展方向的对
接，并根据产业发展和行业岗位需求进行相应的动

态调整。钦州学院“为了服务广西的一片海，建设

发展海洋学科专业群”，改变了拥有长达１５００公里
海岸线的广西没有海洋学科专业的历史，优化了广

西高等教育专业结构。

培养方案实现向“产出导向”转变。在人才培

养理念上从重知识传授向重能力培养转变，在方案

构架上从“产入导向”向“产出导向”转变，围绕社

会对毕业生知识、能力、素质的要求，制定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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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在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上，按照“大教学观”

的理念，通过系统的市场调研，分析岗位（群）对人

才知识、能力、素质的需求，确定人才培养目标，从

学期设置、课程、实践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

资源保障机制等方面，做好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

师资队伍结构实现向“双能型”转变。在合格

评估引导下，新建本科院校突出加强“双能型”师资

队伍建设，注重提高教师培养应用型人才能力和产

学研合作能力。通过产学合作，整合校内外师资资

源，建立“双挂”“双聘”制度，从产业部门和企业中

聘任一批学有专长、实践经验丰富的专家、学者和

工程技术人员作为兼职教师，同时重视实验师资队

伍的建设，积极探索应用型本科院校教师的评价方

式，支持并鼓励教师和企业联合开发新产品、新技

术，增强解决工程技术问题的实践能力。调研的

１３２所院校，“双能型”教师数量由２００９年的９１８５
人增加到２０１４年的１８９５４人，增加了９７６９人，增
幅为１０６．３６％，均增加７４人。“双能型”教师占专
任教师比例从２００９年的１１．９６％上升到２０１４年的
１９．７２％，提升了７．７６％。

质量评价实现向“两个满意度”转变。合格评

估引导新建本科院校确立“两满意、两需求”的新标

准，即学生对学习效果满意，用人单位对高校培养

人才的质量满意。与此相对应的是，人才培养质量

的评价由内部评价、自我评价、结果评价向社会评

价、学生评价、用人单位、过程评价评价转变。

目前，我国新建本科院校在校大学生约６００多
万人，每年为社会输送１５０万一线岗位急需的高层
次应用型人才。新建本科院校必然为中国经济社

会转型发展以及中华民族强国梦的实现做出不可

替代的贡献。新建本科院校只有坚持“地方性、应

用型”办学定位不动摇，使专业学科建设和人才培

养更加“接地气”，使办学质量和水平让社会和学生

更加满意。只有这样，新建本科院校才能成为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力“助推器”，成为解决高等教育

结构问题的“法宝”，成为我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的

一种新类型、新范式，必将对我国和世界高等教育

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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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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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是新建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由于缺少系统设计，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应用型人
才培养教学体系，应用型办学定位和学校执行力不统一，人才培养的结构和社会需求错位，影响了应用型人才

培养目标的实现。新建本科院校需要进一步深化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通过构建知识输出导向的人才培养

体系和能力导向的模块化课程体系，形成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评价机制和多元的质量保障与评价体系，学校与企

业建立“企业网络”进行深度融合，提高学校开放性与国际化程度，才能卓有成效地提高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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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本科院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支生力军，
它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等战

略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２０１５年我国新建本
科院校已达６３８所，占普通本科高校的５２．３３％，它
们担负着为社会培养大量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使

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为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明确提出
“重点扩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引导部分地方本

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新的结

构类型，“应用型”已从最初的争议、质疑，到形成

“共识”。新建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得到国

家和社会的普遍认可。

在如何培养应用型人才问题上，新建本科院校

本身还缺少系统设计，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应用型人

才培养教学体系，仍沿用传统的培养学术型人才的

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严重影响了应用型人才培养

目标的实现。如何能够系统深化应用型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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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改革，是我们面临的迫切任务，也是当前高等

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１　新建本科院校深化应用型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的需求

　　当大学走出象牙塔，从社会的边缘走入社会核
心区域，参与社会的各项服务之中。大学为完成其

职能，一方面积极致力于促进社会发展的研究；另一

方面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高质量人才。大力培

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既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

要，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

１．１　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需要
我国已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的新阶段，进入“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

战”的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发展将在中高速增长

中迈向中高端，实现提质增效升级，这就迫切需要

大量的应用型人才作支撑，同时对人才的质量提出

更高要求。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步入由规模

扩张、走向质量提升，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

转变的新阶段。截至２０１３年，我国各级各类高校
就学总人数达到３４６０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３４．５％，需要培养数以千万计的高素质应用型人
才，

［１］
但高等教育质量特别是人才培养的质量与经

济社会发展的不相适应性的矛盾日益突出，如何培

养高质量的应用型人才已经成为当前高等教育改

革的核心任务。周远清教授和程艺教授都认为我

国绝大部分本科高校都应是应用型本科，培养的是

应用型高素质人才，应用型本科高校数量将大大增

加，这些学校的转型发展将面临一个从“正型”到“定

型”、从“躯体转型”到“灵魂转变”的改革历程。
［２－３］

１．２　新建本科院校应用型的内生需求
从２０世纪末开始，为了满足我国经济建设对

人才的需求，我国开始通过整合、提升、升格等方式

大力发展新建本科院校。但这些新建本科院校在

办学指导思想、治校理念和策略上以研究型大学为

定位目标，具有同质化倾向，却因缺乏坚实的办学

基础和发展条件，发展困难重重。新建本科院校为

谋求自身发展，从早期的对研究型大学的简单模仿

逐步摸索出了一条发展新路，把服务地方作为自己

的根本办学理念，把培养应用型人才作为学校生存

和发展的立足点，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高

校要根据办学历史、区位特点和资源条件等，理清

特色发展思路，确定办学定位。
［４］
应用型成为他们

内生的发展需求。

１．３　新建本科院校应用型的特色发展
地方高校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联，有特

色才能有作为，有作为才能有地位。“特色”和“作

为”是新建本科院校发展的关键所在。“特色”是新

建本科院校和区域社会经济文化有机结合的展示，

而“作为”则是新建本科院校为区域发展培养出具

有理论基础知识、实践创新能力并能够将理论应用

到实践中的高级应用型人才。新建本科院校以服

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为职能，以满足区域社会经济

发展的需求为目标，从人才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

程内容、师资队伍凸显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

特色。

２　新建本科院校深化应用型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面临的困境

２．１　应用型办学定位和学校执行力不统一
新建本科院校根据自己内生需求确立了应用

型的办学定位，即服务地方发展、培养应用人才。

应用型人才应有自身的本质特征和属性，培养这方

面的人才，要根据应用型人才的本质属性构建其知

识、能力、素质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体系，就要有与

其相适应的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规格、人才培

养方案以及相应的课程体系、教学保障条件和师资

队伍等。学校上下需统一认识，既要做好“应用型”

人才培养的一体化的“顶层”设计，又要提高具体实

施过程中的有效执行力。
［５］
但很多新建本科院校尚

未建立起完善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教学体系使得应

用型办学定位和学校执行力不统一，以致于学校确

立办学定位，但人才培养目标与办学定位不符；亦

或是人才培养目标明确但实现目标的方案特别是

原有课程体系无法支撑目标的实现；还有体制机制

的不完善不能保证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２．２　人才培养结构和社会需求错位
新建本科院校肇始于地方，有着区域深深的烙

印。但这种地方区域的烙印新建本科院校在成立

之初确定办学定位时却忽视了，只是一味的追求和

模仿传统大学求精求强的培养模式，却不知地方区

域是其培养特色的土壤。由于忽略区域经济特色，

忽略地方市场和企业、行业需求，人才培养的结构

因循学科专业发展的脉络，专业设置和建设沿用传

统的模式，未能进行专业的相关改造，既不符合社

会经济发展需求，也不符合学生自身的发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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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有应用性特色和职业导向，和社会需求之间错

位，以致于新建本科院校培养的人才不能很好地为

社会发展服务，也不能满足自己成长的需要，应用

型人才不具备市场的竞争力。

２．３　校企合作教育模式的形式化
校企合作教育模式是新建本科院校应用型人

才培养的有效途径，但新建本科院校的校企合作基

本还停留于表层，依然是学校和部分企业的简单合

作。学校的开放性不够，学校和企业的合作没有达

到血脉融合，通行的顶岗实习或者“３＋１”培养模式，
深度融合不够，不能打通学校和企业的血脉，以致于

合作的实效性很差。学生未能在合作教育中获得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企业也未能充分发挥学生在企

业中的学习效益，双方未能达成共享共赢。新建本

科院校虽有基于应用型协同发展的意愿，但政府主

导、企业积极参与、学校主动配合的协同机制尚未形

成，新建本科院校的发展未能与企业和政府协同，社

会对应用型人才的要求无法落实到培养的全过程。

３　新建本科院校深化应用型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的路径

３．１　建构知识输出导向的人才培养体系
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应该满足两个需求：社会需

求和学生发展需求。但应用型本科教育却存在人

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不符，与学生自身发展脱节的问

题。国外高等教育的变革路径是由传统的投入导

向（教学内容、学习年限等）向产出导向（学习结果、

学习量、能力、素质）转变，无论是华盛顿协议的

“Ｏｕｔｃｏｍｅ－ｂａｓｅ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ＢＥ），还是欧洲高等
教育改革计划博洛尼亚进程的“Ｏｕｔｐｕｔ－Ｏｒｉ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ＯＰＯ），都体现出这一理念。为此，深化应用
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首先从教学理念着手，由“知

识输入导向”（Ｉｎｐｕｔ－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向“知识输出导
向”（Ｏｕｔｐｕｔ－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转变，改“哪些内容教师
要讲授”为“哪些能力学生是通过学习应该获得

的”。通过大量的行业、企业调研，了解社会、行业、

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了解专业对应的岗位群、岗位所

需要的知识、能力、素质，在此基础上，制定人才培养

方案和教学内容，并及时实行动态调整，吸收最新的

前沿知识，增加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之间的适应性，

以解决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适应度不高的问题。

３．２　构建能力导向的模块化课程体系
加强应用型人才的能力培养，最根本的要从课

程体系构架上系统考虑。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

课程体系改革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核心，是内涵

建设的关键，也是目前落实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

建设应用型高等教育的薄弱环节。在应用型人才

培养过程中，使用的依然是学科逻辑体系课程，难

以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应用型本科培养的

人才应具备很强的运用科学知识和方法解决生产、

管理一线关键问题的能力，这样的能力需要合适的

课程予以实现。在课程体系构架上，突破学科定

势，改“学科逻辑体系”为“技术逻辑体系”，对专业

课程进行模块化处理，构建模块，形成模块化课程

体系。对相关行业、企业深度调研来确定专业的总

体能力及若干子能力，据此围绕特定主题或内容的

教学活动组合构建成相应模块。经过模块标准化

处理、模块归类和模块描述，最终将构成的模块汇

集，组成“模块池”，可在不同专业和高校中灵活运

用，实现校内、校际资源共享，也可为学生个性化发

展提供可能。

３．３　建立学生中心的教学机制
应用型本科高校存在着学生学习投入不足的

现象，这既有学风的问题，也存在制度建设上的问

题。在学分计算上，高校一般采用教师授课“学时”

（通常１６～１８学时为１学分）的计算方法，这对学
生课外学习缺少明确的标准和要求。教师普遍认

为教学任务就是课内教学，学生认为修完课内的学

分就完成了学业，从而导致学生缺乏自主学习的内

驱力，教与学脱节。为此，可以引入“ｗｏｒｋｌｏａｄ”（即
“学习负荷”）概念，对学生第一课堂、第二课堂学习

进行系统规划，有目标地指导学生的过程学习。能

力导向的模块化教学体系十分重视学生课外学习和

教学方法的改革，如翻转课堂、项目学习、团队学习

等。模块中１学分＝３０小时的“学习负荷”，即学生
必须投入３０小时学习，并通过考核才可获得１学分。
这３０小时的学习量由模块负责人根据模块的需要对
学生的课内外学习进行分配。教师和学生同时对这

３０小时的学习量负责，教师根据模块目标合理安排
课内和课外教学，学生则在学习中强化了自主学习

的能力，有效地促进了教与学的统一。激发了学生

自主学习内驱力，发展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势必会

提升学生的核心竞争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３．４　建立多元的质量保障与评价体系
新建本科院校采用的评价标准大多还是移植

研究型大学的指标体系，表现为过分注重内容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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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难度，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教师上课的信息

量，知识传授的技巧等；质量监控重视理论课教学，

忽视实践教学。从知识传授的角度来看，这些指标

有其价值，但如果过分强调，就会偏离应用型办学

目标，教学质量监控就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根据

应用型人才培养特点建设符合应用型本科院校的

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构建包括标准、信息、反馈、改

进四要素的闭环系统，形成持续改进的质量文化。

在质量标准制定方面，通过专业“企业网络”与企业

联合，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标准。在监控内容方面，

改过去对单一课程的监控为对模块化课程体系整

体的监控。在学生学的方面，将过去对学生掌握的

知识点覆盖程度、难易程度的监控，改为对学生获

得课程模块所承载的能力和获得过程的监控。在

政策、制度保障方面，将只关注学校内部保障，改为

既有学校内部，也有学校外部保障。在监控主体方

面，实行学校教师和企业导师“双主体”，校内评价

和社会评价的“双元”监控机制。

３．５　改革基于“企业网络”的校企合作教育模式
校企深度合作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必由之路。

借鉴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经验，学校与企业建立网络

关系即专业“企业网络”，使校企深度合作切实可

行。这种多层面、多方位的合作包括：校企共同组

成的专业委员会，在深度市场调研的基础上负责制

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在基于能力导向的模块化课

程体系开发中，从相对稳定的专业“企业网络”中提

取多种样本，加以研究，合理确定专业对应岗位群

需要的总能力以及单一模块对应的子能力，充分发

挥模块的功能；在课程教学中，建设“双师型课程”，

校内教师负责理论教学和部分实践教学，校外企业

技术人员负责紧密联系行业产业前沿技术的实践

教学模块，共同完成课程模块教学目标；学生的项

目学习、基于企业岗位或问题的实习，以及毕业论

文的真题真做，都应当获得本专业“企业网络”的支

持，比如企业每学期为学生提供一至两个实际课

题，学生完成这些课题，就已经参与企业解决问题

的过程；教师科研项目尽量来自企业一线，并吸收

学生参与研究。专业“企业网络”既是学生面向企

业就业的纽带，也可对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做出社会

评价，从而实现学校、企业的相互开放，合作育人、

合作办学、合作就业、合作发展。

３．６　提高开放性与国际化程度
高等教育的国际合作与国际竞争，是国际高等

教育的发展趋势，也是推动各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

要动力。《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强调要“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地
位、影响力和竞争力。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

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

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

提高开放性与国际化程度是欧美发达国家推进高

等教育发展的通行做法，比如德国联邦政府通过

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ＤＡＡＤ）等机构实施了一系
列促进国际交流的项目，很多应用型科学大学都

设置了１学期的海外学习学期，并在人才培养方
案中开设了跨文化交流模块。地方应用型本科高

校的优势是接地气，但劣势是视野不够开阔，开放

度不够。任何类型的高校在国际上都可以找到一

流的合作伙伴，应用型本科高校要积极通过国际

合作和交流，实现跨越式发展。通过国际合作，可

以及时跟踪借鉴变化中的国际应用型高等教育前

沿理念，不断更新办学理念；可以共建学科专业、

课程和师资队伍，提升学校内涵建设水平；可以借

助加入“华盛顿协议”的契机，推进国际工程教育

专业认证，更加科学地确立我国高校应用型人才

培养质量标准。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国际合作，最

终目标是学生学业水平实现与国际一流应用型大

学的实质等效，以确立我国应用型高等教育的国

际话语权。

３．７　推进应用型人才培养层次纵向延伸
工业经济的发展、产业的进步，信息化的推进

使社会需要的是更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应用型人

才的“高”层次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应用型人才培

养的质量高；二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阶段更高，即

应用型人才培养层次的纵向前伸。德国应用科学大

学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本科和硕士两个阶段的应用型

人才培养体系，并尝试联合研究型大学和企业开展

博士阶段的培养，以适应德国工业４．０对高层次应用
型人才的需求。随着中国制造２０２５战略目标的提
出，高层次硕士和博士阶段的应用型人才培养在我

国凸显迫切。新建本科院校占据中国高等教育的半

壁江山，重心却大多放在本科阶段的教育。为进一

步优化高等教育的体系，适应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对高等教育结构变革的内在要求，新建应用型本科

院校需要进一步有序推进应用型专业学位硕士点乃

至博士点建设，构建更加完善的应用型高等教育体

系，实现高等教育的供给侧改革。 （下转第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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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校转型发展的观念障碍及其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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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向应用技术方向转型发展是时代赋予中国地方本科高校的一项重要使命。从根本上而言，高校转型发
展就是要转变办学机制，促进大学教师积极从事应用性科研与教学，以此作为高校发展的持久动力。为此，就

必须破除制约教师积极性发挥的观念障碍，破除官本位思想影响，要在教师评价方式上加以引导，并且要体现

在对学生应用性知识学习热情的激发上。如果高校不能主动走向创业型发展道路，就不可能主动改变教师评

价机制，也无法破除应用型科研“低人一等”的自卑心理，也就难以激发教师和学生对应用性知识探究的真正热

情。激发教师和学生对应用知识探索的热情，是高校转型发展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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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ｍ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ｓｕｃｃｕｓｓｆｕｌｌ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ｌｏ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ｔ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ｌｅｖｅｌ；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ｍ
ｐｅｄｉｅｍｎｔｏｆｉｄｅａｓ

１　向应用技术转型发展呼唤高校主
动创业

　　高等教育向应用方向发展和转型是一个大势
所趋，是人们必须要接受的一个事实，但问题是该

怎么转，转型中的阻力是什么？以及该转到什么程

度等，这正是人们头脑中模糊之处。人们已经粗浅

地知道，高校要实现转型发展，大学教师应该从事应

用科研与教学，大学应该建立起实践和实习场所，应

该主动与企业建立起联系，甚至应该采用合作办学

的机制进行，如与企业联合制定培养方案等。但具

体怎么做才能激发教师的探究应用性知识的兴趣？

怎么才能调动企业与学校合作的兴趣？这实际上已

成为发展应用型技术大学的两大基本难题。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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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要解决这些难题靠政府包办是不可能

的，因为政府无法统一企业和学校的双方利益，也

无法代替学校进行决策，只有靠学校自己摸索，主

动与企业建立联系，在尝试为企业的服务过程中获

得企业的认可而获得其长久的支持。但学校领导

人并无企业经营管理的经验，并不真正了解企业需

要什么，仅仅凭热情也很难打动企业经营者，如何

找到这个切入口就是一个很大问题。此时人们都

非常看重校友资源，确实，校友对母校支持是带有

很深情感的，虽然校友可能无偿地捐助给母校大量

的发展资金，但要长期地持久地支持母校发展，如

果没有一个有效的合作机制就很难办到。

为此人们提出了大学治理模式改革设想，如吸

收具有潜力的校友和对办学具有热情的企业家参

加大学董事会，为大学决策提供实质性的咨询建

议，而非仅仅作为大学治理模式改革的装潢。此

时，大学课程设置需要真的听从企业界的意见，但

如果大学办学缺乏足够的自主权的话就难以实现

这一点。它需要借助于大学与企业合作建立的组

织来完成双方各自需要的目标，如企业在大学设置

一个独立的学院或成立一个研究机构等。目前已

经有学校在尝试这一工作，但要建立学校与企业界

的全方位合作关系，就不能仅仅依靠建立一两个特

别的机构来完成，就需要建立一种纵深的合作关

系。如何培植这种关系，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这实际上已经就为高等教育发展提出了一个

现实性的急迫课题，即：传统大学需要向创业型大

学方向转变。
［２］
可以设想，如果大学领导人不主动

去寻求市场，不主动为企业提供服务，就很难获得

与企业稳定的持久的合作机会。而大学能为企业

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除了知识产品之外似乎没

有别的东西。当然，这种知识产品既包括技术形态

的知识，也包括智力服务类的知识，也包括培训之

类方面的知识服务等。大学要高质量地提供这些

服务，如果不从事具有针对性的科研是不可想象

的。所以，大学发展的基础或创造力的源泉仍然需

要寄托在教师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上。一句话，如果

教师所提供的知识产品不过关、不过硬、不及时、不

热情，就很难获得市场的竞争力。

２　激发教师科研热情是高校转型发
展的关键所在

　　任何大学要想获得较快发展，都需要教师的高

水平的智力投入，因为只有教师站在知识前沿，才

能使学校站在发展的前沿。高校转型发展需要一

大批的具有创新精神的教师的带动，这批教师首先

是对应用技术研究非常感兴趣，乐意把自己的精力

投入进去，乐意为此培养人才和为企业提供服务。

只有这样，高校转型发展才有可能。

但要寻找这批教师并非易事，因为传统的教师

来源大多来自高校自身，一般都比较缺乏企业实践

经验，从而对企业生产经营需要缺乏直接的感受与

兴趣，而大学传统的培养模式偏重理论知识探索和

传授，对应用技术知识探索很少，甚至对此类知识

带有一种鄙视的心理，这正是应用技术知识探索不

发达的根源。对这种知识探索的薄弱，有很深的文

化原因。传统文化中有“学而优则仕”的惯习，知识

往往是获取物质名利的工具，而不具有本体性的价

值，故而难以引起人们的内在兴趣。而且中国社会

具有官本位传统，这也使得人们对知识获得具有一

种权益性的心理而缺乏恒心。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

今天，也是当下大学行政化兴盛的始作俑者。显然，

这一情形与大学的集权化的管理体制也有直接的关

系。当然，要转变这样的文化惯习并非一朝一夕之

事，而正视它的影响则是必须的，只有如此，高校才可

能找到合适的对策，以使它的消极作用降到最低。

正视这种惯习，要求大学管理改革中走向管理

专业化，即在大学办学中，无论是从事管理工作还

是具体的教学与科研工作，都需要遵循专业化原

则，都要与行政级别脱离关系。换言之，在大学活

动中，只服从真理，不以行政位势作为要挟别人服

从的资本，一切都要遵循民主的对话原则，使决策

活动走向科学化，使专业权威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作

用，从而使知识自身的价值得到充分弘扬，而非处

于一种依附的地位，如此才能使教学科研人员都对

自己的前途充满自信，把知识自身作为自我价值证

明的依据。教师只有安心于知识探索的事业，才可

能努力寻找自己的兴趣发展方向，才可能主动证明

自我价值的存在，不然他们对知识探究是缺乏兴趣

的，即满足于各种考核指标的完成，而各种考核指

标只能进行一些形式上的考核而无法起到真正的

激励督促作用，也无法发挥培养高质量人才的作

用。所以，激发教师对知识的探究兴趣是大学的第

一位工作。大学教学工作决不是一种机械的传输

过程，而应该是教师的创造性劳动。因为，首先，它

应该是一个把普遍性知识变成个体性知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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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它应该是一个教师弥补知识自身缺憾的过

程；再次，它应该是一个教师针对学生需要进行创

造性知识再造过程；最后，它还是一个教师与学生

开展有效对话过程。可以说，每一步都充满了教师

的创造。把教学当作现成知识的传播或 ＰＰＴ放映
的简单活动都是一种误读。

只有当教学活动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时，才

能真正激发教师的知识探究热情，才能主动寻求知

识的验证场所，才会把知识推向应用，才能真正带

动大学发展转型。

３　对应用性知识的尊重是高校转型
发展的内在动力

　　在排除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对教师知识探究
兴趣的消极影响外，影响教师主动探究应用性知识

的还存在一个观念性因素，也可以说是一个心理障

碍。这种观念认为，只有理论知识才是最高层次的

知识，应用性知识则是低人一等的知识，似乎它仅

仅是理论知识的具体推演或个别应用，从而没有多

大的创造性。教师一旦产生了这个认识，就会产生

一种自卑心理，那么参与应用性知识探究的热情就

会大打折扣。如果不消除这种心理障碍，应用技术

大学发展的心理基础就难以建立起来。

事实上，认为应用性知识是理论知识的简单应

用或推演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它不符合基本的认

识—实践规律。我们知道，理论知识的生成绝对不

是个别科学家头脑空想杜撰的结果，而是在大量的

实践经验上不断提炼和总结的结晶。换言之，没有

大量的实践经验探索，理论知识就无法生成。而在

实践经验探索过程中，就产生了大量的应用性知

识，这些知识正是理论知识产生的前提。理论知识

产生则是对应用性知识产生的突破性认识，其难度

是非常大的，如果没有实践经验作为基础的话也是

不可能的。这就意味着，必须有大量的研究者从事

应用性实践研究工作，而仅需要少部分人从事那些

基础性的理论探索。事实上，也只有极少数研究者

才能完成那些原创性的理论工作，而且他们都具有

很强的实践实验精神，这是科学发展的基本常态。

现在我们对这种认识倒置了，误以为理论知识是应

用知识的源头，实际上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

“实践第一性”的原理。

产生这种误解具有很深的社会文化心理原因。

因为在人们的意识深处，一般都把体力劳动者看成

是低于脑力劳动者的，而应用性知识与体力劳动者

比较接近，从而倍受连累。而理论工作者当然是非

体力劳动者，因此被看成一个贵族阶层。这种社会

文化歧视心理，造成了应用性知识是更低一级的观

念和意识。可以说，这是社会标签化的结果所致。

这一社会文化心理在今天的家庭教育中仍然

非常流行，即大多数家长都不希望自己孩子从事体

力性劳动，认为这是下贱的表现，而不管是孩子自

己喜欢与否。而且在我们的文化中有一种不健康

的心理，即都惧怕自己孩子受累吃亏，都希望自己

孩子未来过一种清闲的办公室生活，认为学习理论

知识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显然这是一种误区。

然而，社会上的用人机制却鼓励了这种做法，因为

大家都惯用知识考核的办法来测试人的能力水平，

实际上就是考核人的记忆能力，而不是考核一个人

究竟多大的实际做事能力。这种用人机制导致了学

习理论知识更加优越的社会心理。事实也说明，头

脑聪明的学生更容易接受理论知识，而头脑不聪明

的人对理论知识接受起来难度更大，从而他们不得

不去从事一些体力性的劳动。但如果头脑聪明的人

也能够参与到体力劳动中来，可能会大大改善体力

劳动状况，如促进技术的更新和技术改造等。遗憾

的是，这些头脑灵光的人都集中到了非体力劳动领

域，从而使非体力劳动变成了一种代际遗传机制，而

体力劳动阶层则想尽办法摆脱自己的身份，脱离这

个阶层。殊不知，如果聪明的头脑仅仅用于应付记

忆性的考试的话，则是一种严重的智力资源浪费。

在传统的理论教条中也过分夸大了理论的作

用和割裂了它与实践的关系。我们过去往往注重

“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的提法，而不重视

“未经实践检验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的观念。由

此我们把理论学习放在优先的位置上，似乎只要掌

握理论知识，就能够自动变成实践能力一样，这正

是大学理论教学与实践脱离的根源所在。
［３］
可以

说，灌输式教学与此教条之间不无联系。所以，强

调理论来源于实践和加强理论与实践结合，正是普

通高校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的理论基础。

此外，阻碍理论联系实际还与大学的管理政策

具有密切的关系。大学教师评价制度以论文评价

作为升职的条件，从而促使教师也偏爱理论研究，

尽管这并不符合许多人的兴趣，甚至也超出了他们

的能力限制，但从功利主义角度出发他们又不得不

如此。这就是大学教师评价政策的误导作用，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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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卷入排名之后造成的同质化的误区所致。为

此，大学管理必须走向分散化、地方化，赋予大学更

多的自主权，鼓励大学办出特色，要以大学为社会

发展、特别是社区发展做出的贡献大小来评价其办

学效果，避免大学发展走向同质化的窠臼。可以

说，大学教师评价导向，直接决定了大学发展方向，

也决定了大学发展水平。

所以，解答了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就破除了

传统观念所形成的思想障碍和心理障碍。我们必

须确信，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绝对不是对立的，它

们之间是相互依赖的，而且从根源上讲，理论是来

自实践的，试图不经过实践过程而直接创造出惊人

的理论来是一种空想。我们的教学重心不应该是

培养空头的理论家，而应该大量的脚踏实地的实干

家，特别是富于创造性的实践者。

４　激发学生学习动力是高校转型发
展的内在要求

　　当我们大力推进高校向应用技术转型的时候，
潜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一个忧虑就必然浮现：如果

我们专注于学生的应用能力培养，那学生的知识素

养如何提高？学生的人格如何培养？教育与职业

训练有哪些区别？这实际上是教育工作者普遍存

在的担忧，因为几乎每个教育工作者都坚信，教育

是培养人的，大学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大学不

是训练技工，不是从事职业培训活动，如果把主要

精力放在了应用型的知识和技能的学习上，那么它

与工厂进行的职业培训还有什么区别？或者说，如

此一来，不如直接进行企业培训更显效果！

从用人部门的反映看，他们发现，高职教育中

的职业技能培训问题并不大，甚至可以在就业过程

之后短期培训就能够完成，而问题突出的则是学生

缺乏一个健康的人格品质，特别是诚信和敬业品

质，这是学校教育最应该完成的任务，而企业或工

厂很难完成这个任务。工厂或企业采用管制或激

励的措施只能改变部分行为，但很难培养出道德素

养。同时，他们还认为，当代的年轻人素质缺失比

较多的是合作精神和合作能力，年轻人的自我中心

主义倾向比较严重。此外，年轻人普遍缺乏一种吃

苦耐劳的品质，认为他们越来越像经不起任何挫折

的温室中培育出的花朵。

凡此种种，代表职业界对人才培养规格的期

望。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对人才的吁求基本上是合

理的，而非一种过分要求。大学教育是否应该完成

这一任务呢？这是毋庸置疑的。大学能否完成这

个任务呢？显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因为今天

越来越流行“学生中心主义”，学生中心主义并非从

学生发展角度来严格要求学生，而是一种讨好学生

的姿态，一切迁就学生的要求，从而不少学生逐渐

被惯坏了。
［４］
这显然是“消费者中心主义”的一种恶

果。当然，根源仍然是家庭教育的缺失，这与过去

的独生子女政策有关，也与应试教育的环境有关；

同时也与整个社会兴起的奢靡之风有关。此情形

下，大学对学生不敢严格管理，从而导致对学生行

为的某种程度的放纵。这种放纵甚至受到了“价值

多元”思想的保护。这一切显然对于培养社会真正

需要的人才而言是非常不利的。

要扭转这种风气显然也非易事。今天校园要

对学生进行严格管理似乎已经不合时宜。似乎高

校招生政策受到了“消费者是上帝”的影响，已经不

敢大胆地提出对学生的要求，通过标榜“为学生服

务”的口号而放松了作为教育机构的责任。在这种

情况下，该如何树立严格质量管理的观念呢？这是

对当今大学教育提出的一个棘手的难题。

但不管怎么说，靠知识灌输的方式无法促进学

生品格的培养。一个根本的途径仍然是从激励学

生求知兴趣出发，让学生真的能够体验到知识的价

值，特别是知识所带来的美感，从而促进他们开始

重塑自我形象。如果不能激发学生的内在求知动

机，仅靠外在的灌输就很难起到作用。因为学生都

已经是成人，已经具备了基本的辨识能力，对各种

教条都已经有了很强的厌恶心理，只有当真正打动

他们内心的时候，才能激发起他们的行为动力。这

对教育者是一个严肃的考验，当然更是对教育管理

者的重大考验。也只有教育者自身对知识本身是

热爱的，才可能点燃学生的求知的热情，否则一切

都流于空洞的教条。

当学生开始真正的探索知识，那么学生的能力

就处于一个自动生成的状态。能力培养绝对不是

靠一种机械训练过程就能够完成的，它必须依赖对

学习者的主体性的激发，必须依靠学生的创造性的

参与，必然是在挑战困难的过程中形成的。
［５］
没有

这个基本过程，就无法形成学生的真正能力。因

此，学生知识获得过程决不是一个被动接受灌输的

过程，必须是一个主动进行探索的过程，唯如此，

他才能成为自觉的有责任心的人，所（下转第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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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本科的特征和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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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高等教育类型的多样化。目前，教育部正在积极
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型转变，应用型高校研究成为热点之一。但什么是应用型人才？应用型人才有

哪些特征与属性？这是理论界长期争论的话题。应用型本科的特点主要有七个方面：办学定位突出“地方性”

和“应用型”；专业设置紧密联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构建能力导向的课程体系；培养模式强调校企合作教育；强

化实践教学；建设“双能型”教师队伍；树立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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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高校向应用型转变，这既符合高等教育多
样化发展的规律，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方

面，２１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实现了
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大众化高等教育应该

分类发展，这也需要地方院校向应用型转变；另一

方面，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对高等教育培养

多样化人才的需求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对应用型人

才的需求，因此，大力培养应用型人才是现阶段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地方高校向应用型转

变已经成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时

代命题。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三部委于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联合下发了《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
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随后，在党的

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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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鼓励具备条件的

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２０１６年，李克强总
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推动具备条件的

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

应用型本科院校作为高等院校的一种类型，致

力于走出区别老本科高校的发展新路，与学术型大

学实施错位发展，它有区别于其他类型高等院校，

应有自己的鲜明特征和属性。

１　办学定位：突出地方性、应用型
办学定位对于一所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和未

来发展具有方向性、引领性和全局性的作用，缺少

合理的定位，学校各项工作就会失去方向。应用型

本科高校办学定位应该明确为地方培养应用型人

才，概括起来就是“地方性”“应用型”。

“地方性”是指应用型本科高校人才培养要面

向地方，学科专业要适应地方，科学研究服务地方，

文化传承要引领地方。应用型本科服务地方是由

区域经济社会需要、高等教育发展以及学校自身特

色所决定的。经济一体化使区域经济成为国家参

与全球竞争的重要单元，在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

知识和技术始终是形成区域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

知识、技术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人才智力和支撑，

而这都需要高等教育的支持，高等教育已成为促进

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引擎”。随着经济转

型，产业转移和升级，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应用型

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作为生于地方、长于地方

的地方本科院校，服务于地方责无旁贷。地方性是

指办学要立足地方，在服务面向、学科专业设置、招

生和就业等方面要为地方服务，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接地气”，但地方性不是封闭性，视野不能狭隘，要

不土气，要用一种开放的胸怀，借鉴国内外教育教

学理念，办高水平的地方大学。

“应用型”主要是指高校要培养应用型人才，开

展应用型科学研究。大学分类有多种分法，大学根

本任务是培养人才，如果从人才培养这一标准来分

类的话，大学就可以分为学术性和应用型。学术性

和应用型只是人才类型的差别，没有层次的高低。

学术型人才主要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应用型人才主

要是服务于地方社会经济建设，综合运用所学专业

理论知识解决生产、管理、服务一线遇到的关键技

术难题，同时具有较强实践操作的能力、产品应用

开发与创新能力，以及技术使用、推广、转换能力。

但是，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分类方法的逻辑起点是

学校教师科研能力的强弱，如果某所高校教师科研

能力强，那么这所高校就是研究型大学，科研能力

较强就被定位为研究教学型。以此类推，学校分别

被定位为教学研究型、教学型等。然而，自从德国

教育家威廉·冯·洪堡创办柏林大学，就提出教学

与研究相结合，教学和科研就是现代大学的根本任

务，不进行教学的大学不能称之为大学，不进行科

研的大学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学术性大学

既要开展科研，也要重视教学。应用型高校也同样

如此，只不过是学术性大学的科学研究主要侧重于

基础理论研究、原理的发现和研究，应用型高校主

要面向社会、生产一线，开展应用型科学研究。

２　专业设置：紧密联系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

　　高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而人才培养需要
专业来组织实施教学，所以专业是高校办学的基础

和根本。学校办学定位不同，专业设置的思想、原

则也不同。应用型本科的最重要特征就是“服务地

方”，要实现这一目标，专业设置就要围绕地方来布

局和优化，这也是世界上发展比较好的应用型高等

教育的经验之一。以德国为例，应用科学大学一般

都设在中小城市及偏远地区，专业设置与地方产业

结构紧密相连。在传统的纺织工业城———明兴格

拉特巴赫（Ｍｏｅｎｃｈｅｎｇｌａｄｂａｃｈ）开设了纺织应用科学
大学及相关专业；沃尔夫斯堡（Ｗｏｌｆｓｂｕｒｇ）和东弗里
士兰应用科学大学都有汽车专业，而且还很强，这

是因为大众汽车、帕萨特汽车总部在那里；奥登堡

应用科学大学处在德国和荷兰交界处，需要围海造

田，所以那里就会有水利建筑专业；哥廷根应用科

学大学有林学专业，因为当地有大片的山区、森林。

而在旅游景点一般也会开设旅游类应用科学大学

及其专业。

在我国，应用型本科高校围绕地方需求设置专

业也是实现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布局的需要。

１９９８年以前，我国本科高校高度集中，近 １／１０的集
中在北京市，近１／５集中在４个直辖市，１／３以上的
本科高校集中在１０个城市，１／２以上集中在２０个
城市

［１］，很多地级及以下城市没有本科院校，这使

得地方经济发展得不到智力和人才支持。为了改

变这一状况，我国本科高校布局推行两个倾斜：向

中西部倾斜、向非中心城市倾斜。经过十多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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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我国高等教育布局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基本实

现了每一个地级以上城市有一所本科院校的目标。

国家实施这一战略布局，一方面是解决高等教育公

平问题；另一方面是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所

以，地方应用型高校应该坚持以区域经济发展的需

求为目标，围绕地方产业布局设置和调整专业，建

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专业设置、动态预警机制。开展

人才需求预测工作，将学校的发展和地方需求紧密

结合，将专业链与产业链、创新链对接，根据就业市

场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制定科学合理的专业建设规

划，实施专业结构和布局调整。灵活设置直接服务

于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专业，主动、及时地

优化和调整专业结构，支持地方重点产业和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

３　课程结构：构建能力导向的课程
体系

　　培养应用型人才与学术型人才之间存在明显
差异。应用型人才是指能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和专

业技能应用于与社会生产、生活密切相关领域的一

类高级专门人才，是熟练掌握社会生产一线的基础

知识和实践技能，主要解决生产一线出现的关键技

术问题和实践难题的专业人才。学术型人才是以

学科为基础，主要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强调的是理

论创新能力。而应用型人才培养是以知识为基础，

以应用能力培养为导向，强调的是知识的应用能力

和专业实践能力。所以，能力培养是应用型人才培

养的主要特征之一。传统的学科课程体系根据学

科自身的内在逻辑体系构建课程内容，重视以学科

为中心，会出现过分注重系统的学科理论知识传

授，忽视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和课程内容重复率较高

的问题。实践证实，传统的以学科知识内在逻辑来

组织教学内容的课程体系不适合应用型人才培养，

需要进行模式与体系的全面改革创新。
［２］
应构建能

力导向的课程体系，要以应用能力为重点，重视专

业实践能力培养。

因此，应用型本科院校在课程建设方面要坚持

“能力本位”的课程观。这种课程观起源于美国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对本国技术工人的培训，于 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又应用于职业教育的师资培训，随后
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由加拿大传到我国。能力本位
课程观强调能力是课程设计的主线，也是课程开发

的核心。“必需、够用”是其课程设计的原则，重视

学生动手能力和应用能力的培养，强调实践教

学。
［３］
它体现的是以专业为导向而不是以学科为导

向，不过分重视某门学科的内在逻辑结构，围绕行

业所需的知识、技术或能力来组织课程内容，依据

专业培养目标将能力培养贯穿到人才培养的全过

程。可以说，能力本位课程观的提出是对以学科或

知识本位课程观的反思。对于应用型高校来说，提

高学生的能力是摆在其面前一项迫切的任务，但是

不能停在口头的讨论和呼吁中，而是要真正落实到

课程体系构建中。能力本位课程要根据一定能力

观来分析、确定能力标准，并将这些能力标准转为

课程，我们可以采取模块化课程来实现这一目

标。
［４］
原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高等教育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著名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教授

曾经这样说过：精英高等教育的课程是由教授们关

于一个有教养的人或一位称职的专家所应具有的

素质的观点来决定的，具有高度严密和专门化。大

众教育阶段，课程趋向模块化，更加灵活，更容易接

受，所取得模块课程的学分可以互换。学生在主要

的学习领域或高校之间更加容易流动。模块化课

程打破了传统依据学科逻辑结构构建的课程体系，

围绕某一能力和素质培养目标，构建融合不同理论

知识和实践教学于一体的教学单元。每个模块就

是一个教学单位，完成某一模块的教学任务，学生

就应该形成某一方面的能力或素质。不同的模块

之间应有内在联系，不同模块组合构成完整的课程

体系。

那么，现实中如何构建这样的模块化课程呢？

模块化课程的构建主要分为宏观模块、中观模块和

微观模块三大模块。制定时，首先要进行深入调

研，研究专业对应的岗位群，然后分析岗位群所要

求的知识、能力、素质，对某种能力需要具备哪些知

识，需要强化哪些能力进行研究，将专业所对应的

每个能力要素分解，即一个能力要素对应一个微观

模块。微观模块是整个模块的基础，在微观模块构

建基础上，按照适中的原则，由若干个微观模块构

成一个中观模块。中观模块构建的依据是能力分

析，它是构成宏观模块的基础，又是对各微观模块

的统领，是整个模块化体系的核心。宏观模块由若

干个中观模块组成，它指导整个专业的模块化设

计，是整个专业模块体系的顶层设计，可分为基本

素养模块、一般能力模块、专业能力模块、个性拓展

模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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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培养模式：强调校企合作教育
产学研合作育人是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

重要途径。应用型院校主动参与到行业、企业的生

产研发过程中，有效地培养了学生实践能力和动手

操作能力，体验和熟悉工作环境，接受相关职业生

涯的实践培训，丰富了学生实践技能经验，同时也

增强了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和应用研究能力，有助

于培养“双能型”师资队伍。它体现了高校密切关

注社会和学生的实际需求，积极主动与企业、行业

相联系，将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提高

学生的未来就业能力。在工程教育开展得很好的

德国，从法律上明确企业应该参与学校人才培养，

企业把参与工程师后备力量的培养视为一种社会

义务。
［５］
由此可以说明实施产学研合作教育是提高

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途径。

但是，在我国，目前应用型高校关于产学研合

作育人的有效机制尚未形成，产学研合作方面还存

在一些问题。第一，在机制上，学校没有打破学校、

企业及专业、课堂之间的边界，校企、校际之间没有

实现全方位深度融合，进而也就无法形成高效的合

作育人机制。学校没有与企业形成实习、实训、科

研全方位的校企合作，学生不能深入生产实践一

线，实践技能没有很好地得到锻炼培养。第二，在

教学资源建设上，实验室、实习基地建设是实践教

学质量的重要硬件条件保证。目前校企共建实验

室缺乏，学生实习基地不足。还有个别呈零星分

布，没有形成体系。企业考虑到自身方面的原因，

不愿意参与产学研合作育人，大多数实践教学基地

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往往流于形式，徒有一个虚名而

已，应用型高校实验室、实习基地建设达不到高素

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要求。学校一味地站在自身

角度，要求企业或市场为人才培养提供更多的支持

和服务，校企之间没有达成很好的协议而形成一种

互利互赢的合作状态。第三，在组织管理上，没有

设置专门负责产学研合作的组织机构，缺乏系统有

效的管理。第四，产学研合作育人缺乏相关的政策

和制度支持。学校在开展产学研合作方面缺少相

关制度和政策建设，缺少有效的激励措施，导致教

学部门和教师积极性不高。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要积极采取措施推进校

企合作教育，学校与企业联手共同培养高素质的应

用型人才。第一，在教学内容上，学校与企业联合，

共同研发企业学习课程，融入模块化课程体系，并

将其纳入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过程中，学校和企业

共同承担教学活动，共同编制学生学习任务。通过

企业课程学习，增强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第二，

校企共建实验室。为了不断促使应用型高校实验

室建设达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要求，学校在校企合

作中可以发挥自身资源优势，本着互利互惠原则，

主动提供相应场地、优惠政策鼓励企业来学校创办

实验室，引进企业资金、技术和设备，在校内建立

“嵌入式实验室”或研发中心，改善学校实验室条

件，提高实验室设备利用效率，为提高学生动手实

践能力培养提供良好的实验平台。第三，校企合作

育人，建立相关组织机构。学校让企业参与制定人

才培养方案，校企共定人才方案。学校可以成立由

学校教授和行业、企业界人士组成的专业指导委员

会，参与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并根据专业

需要聘请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作为专业建设顾问

和兼职教授，让他们在模块化课程能力的点教学上

参与设计和指导。
［６］
实施“双挂”“双聘”制度，从企

业引进部分高水平技术人员进入学校并承担相应

的教学量，从学校教师里选派中青年教师到企业挂

职锻炼，提高实践教学水平和应用研究能力。在毕

业论文（设计）的选题上要注重生产实践相结合，毕

业论文实现“真题真做”（即毕业论文选题来源于生

产活动第一线，具有现实经济意义）。由学校教师

和来自企业的导师共同指导完成毕业论文（设计），

由学校教师和来自企业的导师共同组成的评定委

员会来审核学生论文答辩成绩。第四，国家以及学

校可以进一步出台有关政策加以引导和支持校企

合作。

５　教学环节：强化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包括实验、实训、实习、毕业论文等一

系列教学环节，它是应用型高等学校整个教学活动

中的重要环节，具有很强的直观性和操作性，在应

用型人才培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系统而高效的

实践教学可以系统地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创新意

识以及提升学生的职业素质。

当前应用型院校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以下几点。第一，对实践教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很多高校一直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教学

上重视知识传授，忽视学生能力培养。课程设置

上，首先安排理论教学，在理论教学得到保证后，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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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实践教学，实践教学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验

证。第二，学校实验室基地建设不合要求。生均教

学科研仪器设备值及新增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所占

比例没有达到国家办学条件要求，学校实验室、实

习场所和附属用房面积不能满足人才培养的需

要。
［７］
第三，实践教学内容和方法陈旧。实验课教

学中综合性、设计性、研究性实验较少；教师讲解过

多，学生动手实践的机会少；专业实践环节，学生接

触不到实际生产环节和实际工作岗位；毕业论文选

题大而空，缺少与生产实际相联系。第四，实践教

学组织安排不合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

合格评估》中规定：理工农医类专业的不低于

２５％，人文社会科学类的专业的实践教学学分（或
学时）不低于总学分（学时）的 １５％，师范类专业教
育实习不少于 １２周等下线比例。［７］很多学校没有
达到要求。实验室开放率没有达到教学大纲规定的

９０％，开放时间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第五，实践教
学指导教师力量不足。缺乏一支高水平的指导实践

教学的师资队伍，实验教师队伍地位和待遇不高。

实践教学环节对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鉴于当前应用型院校实践教学存在较

多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革。第

一，更新教育观念，重视实践教学。对于实践教学

改革，首先我们要在观念上进行更新。实践教学不

是附属于理论教学的，要充分认识到实践教学和理

论教学地位平等且都是应用型本科教学的重要组

成部分。第二，加强实验室基地建设。一方面学校

可以主动提供场地、制定优惠措施来吸引企业与学

校共建“嵌入式实验室”；另一方面，学校内部通过

整合内部资源，提高实验设备利用率，实现资源利

用最大化。第三，教学内容上减少演示性实验，开

设综合性、应用性和设计性实验。开设与专业、课

程相对应的实验课。实行“少台套，大循环”的教学

模式，提高实验室设备利用率，提高学生探究、解决

问题的能力。课程设置上，将原有的８个学期改为
９个学期，在大学二年级期末的暑期增加一个认知
实习学期，约为８～１２周，让学生经历“理论”—“实
践”—“理论”的过程，通过循环往复的学习、锻炼，

提高学生的能力。毕业论文（设计）的选题做到“真

题真做”。第四，在实验室管理上，实行开放式管

理。延长实验室开放时间，保证学生有足够的时间

进行独立思考、独立设计研究方案和自主分析实验

研究结果，并充分利用实验室资源开展第二课堂实

践教学活动，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实验研究环

境。第五，强化教师实践能力，保证实践教学质量。

应用型院校必须建立一支高水平的指导实践教学

的教师队伍，既要具备较强的专业理论知识传授能

力，也应具备较强的实践指导能力。学校与企业建

立“双聘”“双挂”制度，学校从企业引进优秀人才，

也选派青年教师到企业，进行实践技能和应用研究

的培训。另外还要重视实验师资的培养，提高实验

教师的地位和待遇。

６　师资队伍：建设“双能型”教师队伍
教师专业发展水平体现的是一所学校办学的

能力，是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最重要的保证，是

应用型高校能否办出特色的关键所在。应用型院

校人才培养目标，决定了其对教师的发展要求与研

究型大学对教师要求有所不同。应用型高校要想

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必须建设一支“双能

型”教师队伍。所谓“双能型”师资是指教师不仅要

具有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能力，还要具有应用性科学

研究的能力。

专业实践能力对应用型院校教师来说非常重

要，直接影响人才培养质量。在应用型院校的师资

队伍专业实践能力建设方面我们可以向德国学习。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向来十分重视教师的实践能力，

学校要求教授不仅需要较高的理论水平，还需要充

足的实践经验。《德国教育总法》及各个州相应的

教育法规规定：应聘应用科学大学教授必须具备以

下两个条件：一是博士毕业（或有从事艺术工作的

特殊能力）；二是拥有５年以上的实际工作经验，其
中三年以上必须在非高校领域。因此，应用技术大

学的教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在承担教育教学任务

方面能理论联系实际，传授知识、指导实践，从而能

保证了较高的教学水平。同时他们与企业紧密合

作，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是企业产品开发和技术

创新的重要力量。在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师资队

伍中有部分是来自外校的特聘讲师（Ｌｏｈｒｂｏａｕｆｌ
ｒａｇｔｅｒ），他们非学校直接雇员，承担大学教授某门课
程或多门课程的教学工作，约占教学任务的２５％。
因为他们来自企业，实践工作经历丰富，具备相关

职业技能训练。应用科学大学师资队伍中，拥有工

程师资格的实验工程师也是其中很重要的组成部

分，主要在实验室教授实验课程，并承担实验室的

日常维护和保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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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目前我国很多应用型院校在师资队伍上

面临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现有师资队伍中教师实践教学和应用能力普遍较

弱。因为目前的教师主体主要是学术型高校的毕

业生，大多是从学校到学校，进校之前基本上没有

相关专业的实践工作经历，对企业环境不熟悉，缺

乏相关的职业技能训练，实践教学经验不足。第

二，实践教学指导教师力量不足。部分应用型院校

实践课教师配备严重不足，实验课教师地位相对较

低。这主要是由于职称评定导向问题，我国高校设

置的职称评定规定，实验室工作人员只能评工程师

或实验师系列职称，最高也只能评副高职称，造成

很多教师不愿意从事实践教学。有的学校实验课

的教师只是那些不能上理论课的教师顶替上来的。

因此，实验课教师在学校普遍被认为地位不高。

针对目前应用型院校师资队伍建设存在的问

题，我们要有新的发展思路。一方面，应用型高校

要注重引进有实践经验的专业人才作为专业顾问

和兼职教授，以此来充实实践教学队伍。加强与企

业合作，聘请一批兼职的从事实践教学的校外教

师。另一方面要加强培养自己的“双能型”师资队

伍。有计划地选派部分中青年教师到国内外知名

企业进行实践技能培训，让教师及时了解企业对人

才所具备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的要求，提高实践教

学能力和应用科研能力。我们要改变对实践教学

教师的偏见，充分认识到实验教学和实践教学的教

师对应用型院校的重要性，平等对待实验教学的教

师和理论教学的教师，改变“重学术，轻实践”的教

师观。同时，为实验教师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平

台，调动其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吸纳优秀的研究

生和博士生到实验教师队伍中，形成浓厚的学术氛

围和优良的实验环境；同时有计划、有针对性地提

升实验教师学历结构和业务水平，选派人员到国内

外知名高校进修、访学；鼓励理论课教师发挥带头

作用，积极从事实验教学工作，推动实验教学水平

提高。

７　质量监控：树立应用型人才培养质
量观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已经成为当前我国高等教
育发展最突出的主题，也是高校工作永恒的生命

线。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学校由于培养目标不

同，其质量标准也不一样；质量标准不同，其质量监

控的体系和方法也不尽相同。针对应用型人才培

养的特点，应用型院校要特别重视对人才培养方

案、实践教学评价标准和课堂教学内容与方法的监

控。要看人才培养方案是否符合应用型院校的办

学定位，是否有利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包括课程

设置是否合理、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的过程是否科

学）。对课堂教学内容与方法的监控包括教学内容

与课程目标和专业培养目标的符合度，教学方法是

否有利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更要重视对实践教学

的监控，包括对实验教学、实习实训、第二课堂活

动、考核方式、毕业论文（设计）等的监控。

由于我国对应用型本科教育存在认识不足，很

多应用型本科院校是新建本科院校，它们都是由以

往专科院校升格和合并而来的，办学历史短，办学

经验不足，办学特色不明显，经费不足，社会地位较

低。很多学校处在转型期，对应用型人才培养基本

处在探索阶段。因此大力加强教育教学质量监控

体系的建设是摆在应用型院校面前重要课题。但

是，目前这些高校在教学质量监控上还存在诸多问

题。第一，评价系统不符合应用型办学定位，主要

沿袭传统学术型大学。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化教

育阶段步入大众化教育阶段，高等教育走向多样化

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趋势。不同类型院

校的办学定位不同，其人才培养目标就不同，教学

质量标准也就不同。应用型本科院校培养的是应

用型人才，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强调学生的实践

能力和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但就目前而言，我国应用型院校的教学质量监控还

是借鉴学术型大学的办法，过分注重知识传授的系

统性和完整性，过分注重知识内容的深度和难度，

过分注重教师的科研能力，过分注重教师理论知识

教学技巧；过分注重学生“考研率”，这些都不符合

应用型院校的办学定位。在说到上述问题时候，我

们用了“过分”，意思是说，并不是说这些指标不重

要，而是对于应用型院校来说，更强调的是知识的

应用和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否则教学质量监控就

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第二，理论教学质量监控相对

完整，实践教学质量监控相对薄弱。实践教学是一

个独立的教学环节，对于应用型人才培养非常重

要，所以应用型高校要特别重视实践教学环节教学

质量监控工作。但各应用型院校普遍重视理论教

学的监控，相对忽视实践教学环节的监控。

鉴于应用型院校教育教学质量监控出现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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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首先就要树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质量观。第

一，重新建构课堂教学监控新体系。一是结合学校

办学定位，逐步完善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围

绕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从目标系统、组织系统、制

度系统、标准系统、信息系统、评价系统与调控系统

几个部分建立学校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二

是遵循现代教育思想，着眼长效，确立“三全两化”

的教学质量内部监控与评价体系，即构建以“全员

参与、全程监控、全面评价”为一体的“常态化、信息

化”的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的长效机制。三是建立

健全教学质量监控组织与机构，明确划分各级监控

组织、机构的监控职责。四是抓好常规检查，促进

教学工作不断规范化。将常规检查贯穿学年始终，

确保能及时了解教学状态并及时将有关信息和建

议反馈给教师本人和相关部门。建立教学检查制

度，在学期初期、中期、期末均开展三段式常规教学

检查，安排校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深入课堂，了

解教学秩序和教师授课状况及教学管理方面存在

的问题；五是开通各种信息平台，多途径收集分析

教学督导、学生信息员、教学质量管理员以及广大

教师所反映的有关课堂教师教学、教学管理、学生

管理、后勤保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时反馈给二

级学院，督促其整改。第二，加强实践教学质量监

控。树立全面的教学质量观。实践教学监控分为

实践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和实践教学管理体系。

实践教学评价指标由“一轴四翼”的五个模块组成。

“一轴”是指实践教学计划评价指标，“四翼”分别

是实践教学大纲评价指标、实习实训评价指标、实

验评价指标、毕业论文（设计）评价指标组成。实践

教学管理监控包括实践教学管理与评价制度体系、

实验室建制管理办法、重点实验室管理办法、实验

教学管理规定、实验室开放管理办法等。
［８］
第三，注

重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考核。课程考核以能力为本

位，将过程考核和终结性考核有机结合起来，重视

过程评价，改变学生死记硬背，以多种形式激发学

生创新意识和提高实践能力。

应用型高校究其本质是属于应用性高等教育，

它是相对于学术性高等教育而言的一种高等教育

形式。它追求多样化的应用型人才培养，其本质是

以就业、创业为导向的培养高级专业人才的教育系

统。应用型高校具有鲜明的技术应用型特征，有其

本质特征和属性，地方本科院校在向应用型转变的

过程中要牢牢把握应用型高校的七大特征，学校的

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些特征开展，努力构建具有地

方特色的应用性高等教育体系，加快推进地方本科

院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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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大众化时期应用型大学管理制度的外部诉求

柳友荣
（池州学院 校长办公室，安徽 池州　２４７０００）

摘　要：我国正处于迈向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后大众化时期，但是，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发展与经济社会的需求还
不相称，应用型大学内外部管理制度基本还固着在精英教育的制度范本上。当前，国外应用型院校管理制度研

究表明：分类评价是应用型大学获得应有地位的途径。大学技术转让是现代大学的社会职能，大学教师的公务

员身份不利于现代大学发展，大学的管理文化规定着学者的行为，企管主义（ｅｎｔｅｒ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ｉｓｍ）思潮进入大学
的管理应适可而止。应用型大学普遍存在着填补组织运行的“立法真空”，应强化“归还”而非“下放”办学自主

权的意识，明确行业企业成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新主体”，社会公众层面要自觉维护应用型大学守正创新的空

间，重视应用型大学内部治理体系建设等多重外部管理制度诉求。

关键词：后大众化；应用型大学；管理制度；大学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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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代社会里，包括经济、教育向来与整个社
会生活紧密相连，成为社会生活的一个有机部分。

正如英国１８３１年出版的《机器的成绩》里写的：２００

年以前，一千个人当中没有一个人穿袜子。可现在

一切都颠倒过来了，一千个人当中恐怕没有人会不

穿袜子。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社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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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一项经济或者教育活动可以纯粹地孤立

存在，它都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那么，当下中国

经济“供给侧”改革会给处于冲击“双一流”和“应

用型”转型的中国高等教育带来什么样的震颤呢？

这一点，应该是未来一段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理

论界和实践领域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

截至２０１５年，我国在校大学生已经有３５５９万
人，居全球第一；２８２４所高校，数量也只仅次于美
国，列世界第二。２０１５年的大学毕业生人数达到
７４９万，就业压力仅次于２００９年，成为第二个高峰
值。与此同时，大量的企业“用工荒”又令人费解。

仅浙江省２０１５年７月的数据，企业总需求人数６０．３
万人，而同期的求职总人数却只有３５．４万人，用工
缺口达到２５万人。因此，要破解高等教育的“产能
过剩”问题，解决大学生毕业的结构性失业的现象，

政府对高等学校应进行政策性引导，以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为突破口，积极主动走出“象牙塔”，对接

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服务区域，贴近行业，围绕

产业链、创新链设置与调整学科专业，催生一批特

色鲜明的应用型大学。

２０１６年 ３月１０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十二
届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上说，转型发展究其本质来

说，是中国高等教育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转型的

关键是调整专业设置，核心是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方法是试点推动、典型示范。应该说，作为我国最

高教育行政长官和资深学者，袁部长结合我国目前

的应用型本科院校转型发展情况，从办学定位到专

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画出了精准路线图。但是，路

线图的真正付诸实施，绝对不是纸面上写出来的这

么简单，路线图关涉的外部制度环境、社会支持、内

部动力都将直接影响它的可操作程度。

毋庸讳言，时下，从高等教育“供给侧”现状，特

别是应用型大学转型的社会整体环境来看，是不能

令人满意的。高校外部制度环境条块分割，甚至自

说自话；政府部门之间、部门与高校之间越位、缺位

现象普遍存在；高校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失

衡，学术权力边缘化、隐身化现象相当严重；教师教

学精力与学生学习精力投入不足，课堂教学质量总

体状况堪忧；毕业生就业难与企业用工荒的双重压

力同时存在；有悖于教育公平的央属高校属地化招

生现象，如此等等，
［１］
都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的满意

度与幸福感，都呼唤着高等教育的“供给侧”改革，

呼唤着建立与应用型大学相适应的生存发展条件

和外部制度环境。

１　后大众化时代：倾听普及化的声音
２０世纪末，中国高等教育启动了大众化进程。

在短短的不到２０年的时间里，我们实现了高等教
育毛入学率３７．５％，预计在未来４～５年内，或者说
“十三五”期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将会迈入普及化

阶段。
［２］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后期———普及化时代前

期，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新要求，引起大学定位、目标

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未来的大学将为大多数人提

供终身教育。那时大学将不仅是知识产生的中心，

也将是为学习型或知识型社会提供培训和技术发

展的服务中心。”
［３］

众所周知，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推动是

一种国家战略，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接受高

等教育的需求，缓解就业压力，推动经济发展的“自

上而下”的国家行为。在这一点上，与发达国家的

高等教育大众化发端于经济社会发展客观需求的

“自下而上”模式相比，存在着先天性、基因型的缺

陷。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是经济社会发展

的阶段性产物，是一种客观实在的需求，是作为一

种“衍生物”的现实存在；我国的大众化是为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国家战略，是一种手段。随着人

们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固然能够推动经济的增长，

但是它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与经济社会需求之间

适应不良、结构性错位的“基因型”不足。尽管我国

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具有很强大的纠错功能，然

而，纠错的前提是准确地认识错误、把握错误，特别

是面对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等诸多功能显效上的

滞后性，更加存在着误判错判的风险，更加存在着

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

学科专业设置与产业升级业态变更不相适应。因

此，我们必须警惕认识上的两个误区：

误区之一是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一个结

果”。马丁·特罗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根据毛入学率
划分了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把毛入学率达到１５％
和５０％分别看作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标识，
但这绝不意谓着毛入学率达到１５％就是实现了高
等教育大众化这一结果。“化”本质上是一个过程，

毛入学率从 １５％ ～５０％都是大众化动态的水平。
无论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推动的，大众

化进程都需要与技术革新、产业升级、业态变更，特

别是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都有一个不断调试、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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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对焦、合辙的过程。

误区之二是“以己大众化之躯学人普及化之

神”。可以这么说，在最近２０年里，我国高等教育
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始终还处

在大众化阶段，不能把我们在现在发达国家看到的

高等教育治理模式、发展路径，不加辨别地套用在

我们的高等教育发展上。只有从我们自身高等教

育发展需求出发，知雄守雌，选择适合我们的发展

路径，才能知止不殆。

引导部分本科院校向应用型大学转型发展，这

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与经济社会发展型

态调试、对焦的过程，是解决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

行业企业需求结构性错位问题的根本举措。从国

家政策层面上理解，地方本科院校转型似乎是大势

所趋。但在现实层面上，多数高校的怀疑观望，既

有对高等教育本质理解上的差异，也有对国际范畴

内的技术教育的误读，更有对转型外部制度环境建

构的期待。众所周知，“威斯康辛思想”推倒了大学

的围墙，催生了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我们的理解

是：转型不是政府说、高校演的“双簧”，也不是高校

内部的“独角戏”，它需要利益相关方的角色重新定

位与调整。
［４］

“十三五”期间将是我国高等教育由大众化走

向普及化的关键过渡期。克拉克（ＢｕｒｔｏｎＲ．Ｃｌａｒｋ）
在《高等教育系统》一书中谈到：“对各高等院校进

行分工已经变得越来越有必要，因为这有利于不同

单位全力投入不同的工作。不同层次的专业培训，

不同类型的、适合于不同学生的一般教育，复杂程

度不等的研究，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因院校分工后产

生了各类相应的组织结构而得到承担。”
［５］
因此，“十

三五”期间，我国高等教育的功能必将发生新的嬗

变，高等教育的地区结构将逐步均衡，层次结构将更

加高效有序，科类结构更加稳定合理，形式结构更加

灵活融通。这些结构的变化通过高等教育内外部协

同合作的模式，实现高等教育向非传统功能、非传统

生源的扩张，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

２　应用型大学：在理想与现实间蹒跚
克拉克曾坦言：“英格兰高等教育的真正复苏

是与大学几乎无关的新兴教学和研究机构的兴起。

这说明了这样一条真理：如果社会不能从原有机构

中获得它所需要的东西，它将导致其他机构的产

生。”
［６］
在精英教育的制度框架里，学术型大学和培

养学术型人才既是大学的必然型态，也是社会的不

二选择。高等教育大众化在升级大学职能的同时，

也丰富了大学的办学形式、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

式。因此，准确地说，应用型本科院校是大众化高

等教育的必然社会选择，它的存在首先表现出来的

并不是国家意志，而是高等学校自身对生存状态和

发展路径的规划与定位。早在２００１年，学者马树
杉就以“应用型本科教育：地方本科院校在２１世纪
的新任务”

［７］
为题，呼吁发展应用型本科教育。此

后，应用型高等教育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探索

都在如火如荼地铺开。如果说我国高等教育大众

化是“自上而下”的国家行为，那么，应用型高等教

育路径的选择与应用型高等教育类型的创办则完

全是大学自身的自觉与选择。至于２０１４年２月国
务院部署“引导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

校转型”，其实更多意义上是对地方本科院校转型

方向、所面临的问题、政策支持等方面给出了原则

意见，对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

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人才培养模式，赋予明确的规

定性，是对应用型本科院校办学行为的指导与支

持，当然更是为了帮助当前应用型本科院校在应用

型办学制度与环境、办学定位、专业设置、人才培养

规格、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走出现实困境，创设理

想的办学条件。

北京大学钱颖一教授说过：近年来，中国大学

在办学经费、人才培养方式等方面发展速度很快，

但在大学管理体制，包括大学治理问题，仍然困扰

着中国大学。这些问题可能在应用型本科院校的

办学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应用型本科院校的

特色化发展愿景与同质化发展现状之间存在矛盾，

学科覆盖偏高，学科层次较低，存在低水平重复建

设现象。造成应用型大学办学理想与现实之间落

差的原因，有些是应用型大学自身成熟不足和内部

制度建设缺失造成的，而更多地则是外部管理制度

环境不能很好地适应“应用型”办学要求导致的，其

根本表现在法律供给、管理队伍、人事编制、机构设

置、专业设置、招生取向、人才培养、经费来源等方

面普遍存在着高校办学自主权缺失，政府行政权力

越位、缺位现象。

目前，我国应用型本科院校普遍存在以学术资

格为主要标准的师资队伍、以学科逻辑为串联的课

程体系、以知识习得为基调的课堂教学；还缺乏举

办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法律保障，在大学组织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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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方面还基本处于“立法真空”，尤其在保障应用

型本科院校与行业企业深度融合、“双主体”育人方

面缺少针对性的法律法规。由于应用型本科院校

大多数都是２０００年以后设置的，而此后很快进入
飞速发展期，编制和机构设置存在明显的滞后性，

不能满足高校实际办学需求；对高校基层业务干部

的使用刻板套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

例》，行政意味和官僚气息难以适应现代大学的办

学需求；专业设置权下放高校已经多年，但实际上

是把“备案”变相成为“审批”，不能利用或采信“第

三方”评估机制来规范专业设置；理论上说，应用型

本科院校招生应该更加强调“实践经验”，对于中高

职学生和有“经验”的普通高中毕业生应有优先录

取机制，但是在实际招生中因为缺乏“实践经验”的

有效考核，难以成为招生的有影响权重，如此等等。

由此可见，应用型本科院校不应固着在精英教

育的制度范本上，也不能简单地囿于“应用型”的办

学移位里，而更应该在办学制度、管理制度、教师聘

用制度、学术制度、招生制度、学籍制度、资金运作

制度、校地合作制度等体系化制度变革上，取得一

系列突破。

３　国外应用型大学管理制度研究新
进展

　　那些迄今为止几乎被奉为金科玉律的一些原
则，比如大学自治权、大学民主、教职工的地位乃至

研究工作的重要性等，并非像我们希望的那样被大

家广为接受。如今，不乏卓越的大学体制和学院存

在，它们并没有很多人认为是不可或缺的单一标

准。换一句话说，不同国家的办学环境是不一样

的，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适用于所有的大学管理。

但是，从一些研究或者实践中得到管理新型应用型

大学的启示，对我们作为大众化乃至普及化“后发

国家”的高等教育来说是尤为重要的。

首先，分类评价，并以此进行经费供给，是新型

大学（ｎｅｗ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获得国家地位的途径。［８］世
界各国都在研究如何利用有效的大学拨款方式的

变革，来刺激大学的办学主动性和效益。比较一致

的看法就是，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通过对大

学的分类评价，作为大学拨款的主要依凭。这种方

式抓住高等教育多样化、教学质量多元化的本质，

保障了不同类型的大学在相互各异的评价指标面

前，得到几乎一致的公平拨款机制。这些评价指标

中，也有效地包含了“新大学”的完整身份，如教学

的完美程度，通过广泛参与对社会平等做出地贡

献，通过延伸与合作促使社区发展。通过这种方式

使不同的角色与优势根据不同的指标获得奖励，而

加强一元评价、等级主导的拨款方式使绝大多数非

精英大学面临严重的身份危机。这些大学有时候

不得不颠覆自己的办学定位，趋同地参与到“千校

一面”的竞争中。

其次，大学技术转让是现代大学的社会职能。

博克（ＤｅｒｅｋＢｏｋ）认为：“一所大学要完全认识到自
己在今天社会中真正的作用与目的，那么它就必须

审视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９］
一直以来，大学

都非常重视知识的教学与发现，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意识保持高度的警觉，期望通过转让知识产权获得

利益。据澳大利亚一项历时 ３０年的调查显示，以
新南威尔士大学为例，在它拥有的知识产权中，只

有不到 １％的技术转让给大学带来了超过１００万澳
元的收入，而另外大部分产权转让是不能令人满意

的，其中有８５％的转让存在亏本的现象。据统计，
在大学里，只有 ５％ ～１０％的知识产权有着比较明
确的商业价值，另外超过９０％的产权只能用于与企
业建立长期的科研伙伴关系中，来显示间接价值。

新南威尔士大学通过“产权直通车”（ＥａｓｙＡｃｃｅｓｓ
ＩＰ）来处理９０％的剩余产权，将其免费让渡给企业；
企业因为得到这些免费的潜在资本而确定并稳固

了与大学的积极伙伴关系，在设立基金、赞助经费、

咨询服务、人员培训、学生培养等诸多方面给予大

学回报；企业因此还不断与大学就有关科研合作、

产品研发等方面进行会商、咨询，充分显示了大学

对业内思想的领导能力。

第三，大学教师的公务员身份不利于现代大学

发展。享有公务员身份大学教师习惯性地认为自

己是“在大学工作的专业人士，而不是为大学工作

的专业人士”（ｗｏｒｋａｔ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ｒａｔｈｅｒｔｈａｎｆｏｒｉｔ）。
如果教师队伍是政府雇员，就要受到校园之外太多

的规章制度的管制，不利于现代大学体制，大学就难

以做到自治。大学教师享有国家公务员身份那种根

深蒂固的感觉，造成了教师对学校、学生、教学往往缺

乏责任意识。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世界上最好

的公立大学并没有为其雇员提供公务员身份。

第四，大学的管理文化规定着学者的行为。不

同的大学体制产生了不同的治理办法，这些方法成

为我们今天治理与管理大学的基础。一项对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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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法国———西班牙国家大学领导的调查结果说

明欧洲存在三种不同的大学文化。调查结果显示，

大学治理观点在国家的历史和经验中形成，而非当

前发展的产物。当被问及大学是否有可能在２０１０
年获得更大的自治权时，在英国这个有着自治权传

统的国家，大多数受访者给予了否定的回答。在德

国这个有着学术传统但缺乏财政自治权的国家，

２７％的校长作出了肯定的回答。而在法国和西班
牙这些具有大学中心文化的国家，４１％的受访者也
予以肯定。关于大学领导是否应该由专业学者推

选的问题，各国受访者的看法差别很大。大学体制

受国家的掌控越多，学者反对大学领导由外部选举

的声音越大。在英国，４５％的受访者赞同由专业学
者选举大学领导，而在法国和西班牙这些对大学掌

控较强、有着深厚传统的国家，多达９７％的受访者
赞同内部选举。大学自治是组织服务的一种根本方

法。它既不是一种原则，也不是学术自由的延伸。

尽管有很多论据支持大学自治，但国家干预高等教

育也有许多充分的理由。大学自治通常被认为是管

理大学体制的最佳途径，普遍认为，国家无可争议地

在发展如此重要的服务时有责任参与其中，不过国

家应该采取与大学自治兼容的间接方法。

第五，企管主义思潮进入大学的管理应适可而

止。经营主义（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ｉｓｍ）与企管主义（ｅｎｔｅｒ
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ｉｓｍ）思想在不断地向大学渗透，尤其是新
型的应用型大学。虽然大家普遍认为大学应该更

多地使用管理技术，然而也有共识认为管理大学不

应该像管理公司那样。采用管理主义应该有个度，

超过这个度会对大学产生致命的影响。我们不能

将学校培养人的品质与企业生成产品的品质等而

视之，把企业一整套质量管理制度和标准引入大学

的管理中，显然是不太合适的。
［１０］
对每一个生产单

位行为实施管控，确实有助于企业生产效率和产品

质量的提升。但是，教学过程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机

械流程，对教学过程的管理中套用企业式的管理流

程和质量理念，是对教师劳动的复杂性、创造性、艺术

性、反思性的无视，忽视教师培养人才这一“生产”过

程的“非线性”特质，只能役使教师成为“生产流程”

的附庸，反而对教学质量的提高起阻抑作用。

４　应用型大学的外部管理制度诉求
曾经担任剑桥大学校长的阿什比（ＥｒｉｃＡｓｈｂｙ）

认为，大学的管理具有相当的专业性和高度的技术

性，外行人可以要求他们做出什么样的贡献，但不

能指导他们如何教学，就像外行人不能指导医生开

处方一样。高等教育是以“高深知识”为逻辑起点

的专业性很强的活动，学术自治是大学的精神，所

以归还大学的办学自主权，释放大学的自主空间，

是增强大学的办学活力、办出高水平大学的基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就把处理好政府和市场

的关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明确使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十三五”规划将“深化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单列一章，从简政放权、加强监

管、优化服务等三个方面转变政府职能，释放社会活

力；明确划定政府与市场、社会的权责边界，加强事中

事后监管，创新政府服务方式。这无疑是一种信号，

对教育界，尤其是高等教育界将会产生深远影响。

应用型本科院校外部制度环境从行政化向市

场化转变，将会促使大学基于自身利益考量，主动

适应以市场化为基本特征的办学制度环境和新型

大学治理生态，并积极重构与政府、社会和市场之

间的关系，重塑大学的外部治理结构。从国际经验

来看，众多的政府都着手建立新型的府学关系，放弃

过往“主管者”（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身份，履行“引导者”（ｆａ
ｃｉｌｉｔａｔｏｒ）的新角色。那么，应用型本科院校作为我国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标志性符号，在国家新的政

策面下，对外部制度环境的建构有哪些期待呢？

首先，填补大学特别是应用型本科院校组织运

行的“立法真空”。行政主导的制度环境是催生大

学行政化的关键性制度因素，应用型本科院校走向

共同治理，必须正视外部制度生态的改良。从我国

高等教育生态来看，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构成了

大学外部治理结构的核心内容。期待出台以《高等

教育法》为上位法以大学章程为下位法的《大学组

织法》《大学行政规程》，明确行业企业对人才培养

的责任等法规，以权力清单的方式和契约管理的理

念明确政府和大学的管理权限和边界。政府不能

一方面要转变职能，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要求各

高等院校制订和完善“大学章程”，在依法治国的大

背景下“依法治校”；另一方面却仍然习惯于行政化

管理，习惯于运动式推进。应该不断完善相应的下

位法律法规，撤除行政性机制造就的高校间资源分

配上的层级差异，把高校建设成为真正的面向社会

依法办学的法人实体，让市场竞争机制在高校办学

资源竞争中起决定作用。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基于

一种信念，即市场对大学体制的导向将刺激大学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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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教育和研究质量，提高学术生产力，鼓励教学创

新，总体上说，就是提升高校服务社会的能力。政

府不能对高等学校管得过多，统得过死，大包大揽

的越俎代庖，要“统筹兼顾”，而不是编制、人事、财

政等各执一词，条条管理，更不能“大包大揽”。建

议尽快修改和完善教育、经济、劳动３个领域的法
律法规，在目前中央倡行的引导地方本科院校“转

型”发展中，要避免高校唱“独角戏”，明晰政府、高

校、社会、企业在高校“转型”体制下的责任和义务，

规范各自的法律关系，确立行业企业在“转型”中的

主体地位，明确企业参与、社会监督的义务。

其次，强化“归还”而非“下放”办学自主权的

意识。我国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早在１９８５年的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１９９８年的
《高等教育法》中就得到了明确：“扩大高校的办学

自主权……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

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然而，长期以来，我国

高等学校实质性的自主权极其有限，大学管理受制

于条条块块的钳制非常明显，政府的强势与高校的

无奈一目了然。政府必须要划清自己的权利边界，

在“管教育”与“办大学”间找准自己的位置，政府

依法行政，学校依法办学，不能停留在欲言又止、欲

说还休的权力“归还”上。笔者不同意现在屡现文

件、报刊的所谓“下放”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提法，理

由很简单：权力３０年前就在法律的框架下属于高
校，政府已经越俎代庖了几十年，现在满脑子“下

放”权力，就自然会存在“担心高校管不好”的想法。

政府各部门宜尽快确立“归还”意识，把原本属于别

人的东西还给别人，把自己的某种忧虑化作一种

“监督”和“服务”，理顺政府与高校的权责关系，特

别是要归还人事管理、岗位设置、教师聘任、招生考

试、专业设置等方面的自主权。研究表明，自治要

求大学提高内部效率，改进内部管理体制，做好质

量保障措施，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等等。在过去１０
年，整个欧洲实施的质量评价和保障体系明显是责

任不断增强的结果。在美国，未来几年政府在制定

教育政策方面将优先考虑建立机制，激励大学提高

生产力，改进效率和增强责任感。
［１１］

早在２０１１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颁布了《关
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将高等学

校列为“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授权“可部分由市

场配置资源”。由此可见，政府已经意识到高等学

校在办学自主权方面的制度需求，主动调整、逐步

减少对高校的行政干预，但是事实上依然控制着

高校办学不可或缺的学术、人事、财力等分配权。

作为利益相关方，市场的力量、社会的参与在大学

治理过程中还居于边缘地位，特别是应用型本科

院校的学术权力和学生权益等方面依旧缺乏有效

的制度化表达，或者治理权的现实体现。更为糟

糕的是，各级各类管理部门对高等学校必要的办

学资源（如人才、岗位、编制、经费等）握有处置、

分配、决定权，很大程度上高等学校的自主权只是

停留在文件上，自主空间受到挤压，依附关系明

显，独立地位缺失。当然，截至２０１５年，教育部已
经“下放”了 ４３％的行政审批权，但是不少就像
“专业审批权”改为“备案制”一样，实质上是形失

神留，知刚守柔。２０１５年５月，北京市创新事业单
位编制管理，尝试打破“铁饭碗”，充分释放高校办

学的动能，关键在于政府的政策面要全面协调、配

套，不能一枝独秀。

第三，通过立法立规，建立协同机制，明确行业

企业成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新主体”。２０１４年４
月，１７８所新建本科院校共同发布了《驻马店共识》
呼吁：行业企业积极主动参与地方高校转型发展，

共同面向产业转型升级，建立基础研究、科技创新、

技术应用和产业化服务协同创新体系。国际经验

表明，应用型高等教育的发展离不开行业企业的主

体性参与，高等学校与行业企业“双主体”是全球应

用型大学良好发展的题中之义、弦内之音。转型的

核心是“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而“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最优路径。产业行业

企业与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过程深度融合，超越职

业与教育、企业与学校、工作与学习的疆域，实现人

才培养与岗位需求、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

程与生产过程对接，建立起行业企业参与的治理结

构，最大程度地激发高校活力。
［４］
笔者的一项研究

表明，产教融合最有效的形式是产教融合共建模

式，实现融合的途径是依托地方政府的引导，服务

地方经济社会，鼓励支持高等学校建立相应的研发

机构、实验室等实体；域内企业与高校合作兴建或

共建技术研发、产品开发等实体；高校学生在“企业

课堂”完成后实践性学习环节，企业技术人员任教

高校或接受基于在职研修的业务培训活动等，推行

高等学校与行业企业“双主体”的育人模式。
［１２］

第四，社会公众层面要自觉维护应用型大学守

正创新、返本开新的空间。众所周知，由于我国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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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本科院校基本都是新世纪之后建立起来的，多方

面因素使得他们不能不面临着来自招生和就业两

端的办学压力，应用型大学的主体价值———经世致

用（为国家政治、经济建设服务）得到高度放大和凸

显，然而求真育人的本体价值却濒临被忽略、被淡

化、被边缘化的困境。应用型大学倚重人才培养规

格的职业性、操作性无可厚非，但是忘却“大学”的

内在逻辑，淡化博雅通识的“大学之道”，追逐技能

至上，岗位唯尚和“作坊式”培训的急功近利、粗糙

短视之举就是十分片面的了，也是对大学本质内涵

的窄化与曲解。英国新大学在经历了创建时的激

情之后，提升生存能力的目标让它们逐步开始转

向。从表面上看，是不止步于知识的超级市场，是

对传统大学的妥协，从注重工商业实务，到增设人

文课程，强调博雅教育，尊重高等教育内在逻辑，拓

展自己的生存空间。由此观之，我们可以做出这样

的判断：新的高等教育形式在起始的生存动机驱使

下，受制于“需求约束”，以获取更多的社会支持。

但是，从大学的发展来看，违背内在逻辑是行不通

的，必须遵从“价值约束”的标准，这是大学内在属

性的刚性约束。

新型大学既不能游离于社会之外，又需要与社

会保持一定距离以维护自身的独立性。美国教育

学者弗莱克斯纳曾告诫说，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

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应去满足社会的需求

（ｎｅｅｄ），而不是它的欲望（ｗａｎｔｓ）。换一句话说，大
学也应该坚守其本质。大学应该与社会保持一种

“不即不离”的关系。现代大学显然不能远离社会、

自命清高，但大学与社会“零距离接触”也是不可取

的。
［１３］
德国高等教育体系为“双元”结构，是应用型

高等教育办得最成功的国家。然而，我们知道的德

国的应用科学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ｃｉｅｎｃｅ）做
的是 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而不能被窄化曲解
成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德国的应用科学大
学坚守“为职业实践而进行科学教育，而不是带有

某些理论的职业教育”办学理念。

应该承认，我国的应用型大学的理论研究明显

落后于办学实践的探索。需要集结学术力量深入

探索应用型大学的外部政策需求，以及内部办学标

准，不能仅仅提出“转型”，却不解决“往哪儿转”

（应用型大学是什么）、“怎么转”（应用型大学的实

现路径）等问题；坚持管、评、办分离，鼓励“第三方”

介入应用型高等教育的评估，充分发挥省级统筹的

作用，倡行先行先试，大胆探索评价方式方法；要对

政府、行业企业、高校在应用型高等教育中的角色

定位和履职空间给予明确的规定，并辅之以监督、

考核、评估手段，充分调动多方参与应用型高等教

育的积极性，保证转型发展落地。

第五，重视应用型本科院校内部治理体系建

设。一所大学，其章程、规划对其自身的影响是巨

大而深远的。我们正走在依法治国、依规行为的路

上，大学章程、规划越来越引起高等学校管理层的

高度重视，也越来越规制着大学利益相关者的办学

行为。但是，就目前的现实来看，还不是特别令人

满意，大学章程和大学发展规划不能深入人心，大

学章程的认同性偏低，被束之高阁的现象还是客观

地存在，不少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组织特性和运行态

势表现出明显的行政化倾向。

政府角色的转变，很自然把大学的管理权很大

程度上从外部让渡到内部，澳大利亚的做法或许对

我国应用型本科院校未来的内部治理有所启示。

澳大利亚大学获得了充分的自主权之后，高等教育

并没有呈现无序的型态。虽然联邦政府很少过问

大学的具体事宜，而各州政府更是因为对大学几乎

没有投入，对大学的事务也基本不去干预。这倒使

得澳大利亚大学保持了类似于英国大学的传统，外

部制度环境建构的高度自治，让大学很快学会了从

利益相关者那里获取治理的智慧。与此同时，澳大

利亚大学非常重视“战略规划”，他们把密密麻麻地

写在战略规划上的文字，用很灵动而简洁的核心词

予以凝炼。像阿德莱德大学“启迪之光”、澳大利亚

国立大学“发现”、斯文本大学的“创新”等。大学

一般都成立专门的宣讲团，宣讲规划，战略规划的

理念在大学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闪烁，从校长、副校

长，到各学院院长、系主任、教职人员，对自己大学

的发展战略规划都能谙熟于心，并且高度认同。让

师生员工对大学的愿景和目标了然于心，而且成为

所有部门的工作目标和指南。像阿德莱德大学甚

至还制定了《阿德莱德学生体验章程》，章程以学生

为中心确立标准，包括员工比例、学生与教师的交

流频率等。章程还包含一份《毕业生素质声明书》，

明确阐释毕业生能够向雇主展示的价值观和技能。

员工在执行过程中对自己的职责非常清楚，增强目

标的认同感和员工的效率意识，提升了员工的责任

感，使得战略规划具有的全员性，生发出实现愿景

的智慧和力量。 （下转第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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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方本科院校向以应用型为核心特质的新型大学转型，迫切需要推进外部和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就新
型大学的内部管理体制改革而言，要正确认识转型与发展的关系、转型与改革的关系、理念与体制的关系以及

宏观、中观、微观层面推进的关系，把握好改革中符合共性还是体现特殊性、顶层设计还是摸着石头过河、整体

推进还是重点突破、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等方法论层面的问题，并通过确立问题导向、制定行动计划、加强团

队建设、推动组织转型和重构制度体系等关键环节，务实推进新型大学内部管理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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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是地方本科院校积极
应对或主动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和内部发展需求的

一种自觉选择，主要表现为学校发展方向、办学类

型的转型以及由此引发的院校办学方式变化、人

才培养规格变化及其管理体制改革等各方面的转

型。地方本科院校转型的目标取向和发展趋向是

要构建一种新的高校形态即新型大学，我们将相

对于传统研究型大学而言的、以我国高等教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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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化背景下兴起的新建本科院校为主体的、以应

用型为核心特征和办学理念的、与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紧密联系的、以培养高素质应用型本科人才

为根本指向的新型高校，称之为新型大学。新型

大学的价值取向和组织目标因其战略、定位的不

同呈现很大的差异性，也必然导致大学内部组织

结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的不同。新型大学不

能照搬研究型大学和高职高专院校的组织体系与

管理制度，必须结合自身的历史、类型、层次和区

域环境等，积极探索适合新型大学特征与发展要

求的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在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探

索与推进过程中，必须理清对与转型改革相关的

若干重要关系的认识，把握好改革中若干方法论

层面的问题，并通过抓好改革的几个关键环节与

要素务实推进。

１　理清转型视域下新型大学内部管
理体制改革的几个关系

　　转型视域下新型大学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
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转型与发展的关系。笔者接触过不少地

方本科院校校领导，他们对于当下推进转型发展非

常重视，但是缺乏对转型发展的准确深入的认知与

判断。甚至有的院校校长对笔者说，“学校正在迎

接本科教学合格评估，等评估通过后再抓转型”。

虽然从工作推进所处的阶段来说，可以有所侧重、

有所先后。转型与评估、与学校发展中的大事要事

却不可分割。显然，这位校长错误地理解了评估与

转型的关系，对推动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和以本科教

学合格评估促进学校建设与发展缺乏应有的认识

与理解。接受合格评估，建设一所合格的本科院校

是地方本科院校新建时期的首要发展目标和重要

任务，合格评估中的“两个突出”是“突出服务地方

（行业）经济和社会发展，突出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办

学定位”，明确提出引导新建本科院校走培养应用

型人才、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型道路。其指

标体系中关于应用型的办学定位、校地互动校企合

作产教融合的战略路径、产学研合作教育的人才培

养模式等等，与三部委７号文件关于引导部分普通
本科院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方向、内容及要求是吻合

一致的。同样，推进向应用型转型与编制和落实学

校“十三五”发展规划、接受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参

加工程专业认证、争取成为全国或省域应用型本科

院校示范单位、争取成为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单位

等学校发展中的大事要事也是不矛盾的。转型发

展是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转型不是也不

能游离于学校发展，转型本身就是学校科学发展的

重要内容，转型可以为学校确定新的发展方向、奠

定坚实的基础，可以促进学校新一轮更好更快地发

展。所以，地方本科院校在向新型大学转型过程

中，要善于做好顶层设计和全面谋划布局，一手抓

转型，一手抓发展，以转型带动发展，以发展助推

转型。

二是转型与改革的关系。地方本科院校转型

是一场涉及到办学理念、办学定位、办学方式、人才

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各个方面的深刻而全面的变

革，相对强调院校办学类型、办学形态、办学内涵等

方面的转型。学校综合改革从总体来说，包括教育

资源配置的改革、教育教学改革、管理体制改革；就

大学自身而言，综合改革必须从培养模式改革、评

价体系的改革、学科科研体制改革、人事制度改革、

治理体系改革多个方面综合推进。
［１］
一些校领导坦

言，处于新建期的地方本科院校办学任务艰巨，在

向新型大学转变过程中，面临着转型发展和综合改

革双重的艰巨任务。对地方本科院校来说，首要的

是要解决“类型”的问题，没有明确应用型为主定位

的院校，当务之急是要推动转型发展，已经明确应

用型为主的办学类型定位，需要推进向应用型深度

转变，深化实化细化应用型的定位，并落实到高校

办学的各个方面和人才培养的各个要素与环节，在

此基础上建构和完善应用型办学理念体系，特别是

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与此同时，要推进与转型方

向相一致的综合改革，在应用型这一办学类型与

形态下进行改革，在推进向应用型深度转变的同

时深化综合改革，而不能在类型、形态不转变的情

况下实施综合改革。也不能片面地理解转型，孤

立地推动转型，而不实施与之匹配和相呼应的综

合改革。转型与改革在内涵范畴上具有较高一致

性，其共同点是：两者都涉及到传统观念的破除和

既有利益的调整，都需要将最大程度地发挥广大

师生转型改革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需要给

予转型改革必要的定力、合力与时间、空间。新型

大学的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既是转型的应有之义，

也是高校综合改革的重要内容。转型发展也必然

涉及到高校内部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配套改革

的跟进。所以，地方本科院校在向新型大学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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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要通过改革促进和保证转型，通过转型深

化和落实改革。

三是理念与体制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大学内

部管理体制改革的观念理性让位于社会惰性与思

维、行动惯性，大学内部管理的种种积习在一定程

度上依然存在”
［２］。一些院校在转型发展和体制改

革过程中，缺乏顶层设计、理论研究和深入把握，大

多数院校是模仿或照搬别校的经验和具体做法，陷

入拿来主义、经验主义的泥淖。如笔者到过一所院

校考察转型发展工作，该校转型工作方案和校长汇

报中通篇未见“学科”“科研”词汇及其相关内容，

问其原因，该校方案是在其他院校方案上稍加修

改，而被参照院校片面地理解转型发展中的“淡化

学科、强化专业”，甚至误以为本科高校转型只要人

才培养、专业建设，不要学科建设与科研工作。有

个别院校领导认为学校不缺少理念，甚至认为理念

就在校领导脑中，忽视战略规划、院校研究等辅助

决策、参谋咨询与智囊智库机构设置与人员配备；

也有不少院校有停留在口头上的理念，没有落地的

行动，没有建立与向应用型转型相一致的管理体制

和制度体系，更没有开展相应的综合改革；还有一

些院校转型与改革或零敲碎打或单面推进，导致转

型与改革的支离破碎、半途而废、无果而终。根据

笔者调研考察，转型与改革比较成功院校的经验、

比较成熟理性的院校领导层的决策都不外乎的是

善于抓好推进转型变革的两个重要方面：一是转理

念观念，转型与改革的第一难在理念偏差、固有思

维与陈旧观念的转变。首先要进行理念转型，地方

高校要牢固确立应用型的办学定位，充分认识地方

高校向应用型转变，既不是大学的降格，也不是大

学理念的异化，以先进的办学理念治校。其次要把

握转型发展的内在特质与根本指向，确立“应用型”

始终是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的内在特质，始终以培养

符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为转型发展和改革的根本指向。最后要正确认识

并接纳职业教育，注重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职业

需求导向，主动吸纳现代职业教育中有利于应用本

科教育的元素和因子，使应用型教育成为伴随职业

发展与专业成长的高等教育。
［３］
二是建体制机制，

向应用型高校转型体现了国家分类指导、分类发

展、分类评估、分类拨款的导向，呼唤建立相应的校

内外管理体制。从外部来说，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

应在分类管理与考核、专业设置、专业学位授予、经

费支持等关键问题上有明确的导向，使这类院校通

过政策导向逐渐明晰改革的方向；对院校自身来

说，也应当建立和完善适应新型大学发展需要的制

度体系和管理机制，以保障转型与改革的推进。只

抓转理念观念，不抓建立体制机制，转型和改革难

以深入持续；不转好理念观念，只抓体制机制，转型

和改革就会如坠云雾之中。如果说转理念观念是

推进转型与改革的基本前提，那么建立相应的体制

机制则是推进转型与改革的重要保障，两者在推进

向新型大学转型发展和深化综合改革中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四是宏观、中观、微观层面推进的关系。任何

一项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必然涉及到宏观、中观

和微观三个层面，新型大学的转型与改革也不例

外。在院校改革的实践中，经常会遭遇微观的积

极探索（二级院系）受制于中观（学校或区域）和

宏观（国家与主管部门）层面的体制性障碍，顶层

设计与底层实践在语境、需求、行为方式、关注角

度、努力方向等方面存在明显的错位，致使许多看

来理想、合理的改革探索无法操作和落实。
［４］
宏观

层面的院校改革往往是政府、行业企业、社会及办

学利益相关方以及高校内部自身合力推动的。柳

友荣教授撰文认为，政府是转型的“引导者”，行业

企业是转型的“新主体”，社会应当履行“第三方”

监督职能。
［５］
在２０１６年１月在合肥召开的应用型

本科院校管理体制改革研究学术研讨会上，柳友

荣教授提出：新型大学的管理体制改革有其外部

管理制度诉求，他呼吁应当尽快填补应用型高校

发展的立法真空，用政府顶层设计的长效性来坚

定导向性、保证转型改革的合法性，强化政府“归

还”而非“下放”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意识，行业企

业应成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新主体”。笔者非常

认同柳教授侧重宏观层面对推进地方本科院校转

型与改革的真知灼见，这些观念对新型大学内部

管理体制改革同样具有深刻启示。目前政府投

资、大学评价、项目评审分配、院校排行、辅助性的

评价体系、拨款体系等都依然是以科研型、学术型

为导向，转型后社会的评价、上级职能部门的考

核、财政经费的划拨、政策上的区别等，尚处在探

索、尝试阶段。因此，笔者认为：在新型大学发展

与改革的政策制度尚未完备成熟或相关的外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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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条件正在向利好改变的情况下①，新型大学应当

在改变自身小环境上下功夫，在改革的中观、微观

层面有所作为，必须积极寻求和实现使管理制度、

组织架构、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学校精神理念等

与服务社会（产学研结合）协调一致的内部变革，

不能习惯于坐等外在环境变化、配套改革到位、政

策资金到位，而应当在现实需要为之且学校能为、

可为的情况下，以主动积极的创业姿态，从所在高

校内部规划、设计、推动校内转型发展和相应的管

理体制改革。综言之，新型大学内部管理体制改

革需要兼顾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不同利益与关

系，注重宏观、中观和微观三方面相结合、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将改革落到实处。

２　把握新型大学内部管理体制改革
的方法论

　　在基本理清认识层面的几个关系的基础上，需
要进一步把握新型大学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中方法

论层面上的若干问题。

第一，符合共性还是体现特殊性？新型大学内

部管理体制改革与其他改革一样既有其共同性又

有其特殊性，也就是说，既要遵循一般改革的基本

原则、高等教育发展规律、高校办学与人才培养的

基本规律，又要能够顺应院校转型发展的大势，把

办学思路真正转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来，转

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办学体制机制与主要路径

上来，转到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根本任

务上来，转到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这一人才培养

的核心能力上来。新型大学的内部管理体制改革

还要符合“地方性、应用型、重特色”的办学定位，能

够支撑和保障院校发展的战略目标与主要任务。

这一改革的特殊性从高校自身来说，应当聚焦和体

现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上、实

施产学研合作的新教育模式上、开展应用型科研与

提升服务能力上、有利于建设双师双能型师资队伍

的导向上。值得一提的是，安徽省基于所在省域高

等教育生态的研判，大力发展应用型本科教育，积

极探索应用性高等教育新模式，在引导、鼓励、支持

新型大学建设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并形成了卓有成

效的改革成果，如：行知联盟的成立与有效运行；发

起成立长三角应用型高校联盟；合肥学院“地方性、

应用型、国际化”的办学经验；国内首家《应用型高

等教育研究》期刊的创刊；等等。

第二，顶层设计还是摸着石头过河？顶层设计

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已成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

的一个重要方法论。顶层设计意味着对改革的系

统思考、整体谋划、宏观布局，摸着石头过河意味着

对一定时期改革关键问题的把握、困境难题的探索

和重点部位的突破。
［６］
改革鼓励在整体谋划中寻求

重点突破，在理念创新中开展实践探索。在实践

中，一些院校的综合改革成了各个单项改革的综合

与累加，缺乏系统思维与整体设计，忽视了改革及

其涉及到的各个方面内在的关联性、系统性的、整

体性，使综合改革成为了碎片化的改革的综合。比

如说，有些院校制定了向应用型转型发展方案，而

没有制定相应的学校综合改革方案，或者制定了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方案，没有制定与之匹配的师资队

伍建设、科研管理体制、资源配置改革等一系列方

案，使得单个的方案在实践中缺乏呼应和支撑，难

以有效推进，往往不了了之。以新型大学最关键的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为例，这项最具挑战性的

改革，其难点在于体制与利益。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理念的确

定、观念的更新，更需要体制、机制和制度的保障，

还涉及到校内外政策制度、环境条件等等。仅仅从

校内来说，教学管理部门要推动组织实施，规划、人

事、财务、设备、后勤和质量监控与保证体系以及学

生工作等方方面面都要提供相应的保障与支持，各

种资源要得到有效整合和配置，真正服务于应用型

人才培养。在绩效评价机制上，要努力做到将为应

用型人才培养服务、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作为

①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三部委［２０１５］７号文件《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
见》明确提出了高校分类办学、分类指导的顶层设计，透出了将向应用型转变发展的地方普通高校充分放权的强烈信号。２０１５年１２
月，国家发改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编报“十三五”产教融合发展工程规划项目建设方案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提出：

“十三五”期间，全国范围内拟分别支持高等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各１００所左右。对应用型本科高校按每所１亿元标准予以补
助。省级政府应设立省级专项资金配套支持高职院校和应用型本科高校项目建设。分类办学、分类指导的政策文件终于即将落地，不

再止于一纸空文！一旦出现真金白银的利益竞争，不只是新建本科院校甚至是应用型的老牌本科、地方综合大学也将加入竞争的行

列，可以预言，三部委７号文件、三部委工程推出的同时，也必然将迎来地方本科院校新一轮的资源竞争、质量竞争、品牌竞争！作为推
动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型转变的落地项目与配套工程，我们当然希望政府及相关部门走出“马太效应”，将这些项目和资金优先投入于

率先探索应用型、一直坚定应用型定位、真正走产教融合办学之路并取得较好影响与成效的地方本科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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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标准。从利益导向上来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同样会触动到管理者和教师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

比如，对教学资源的整合必然涉及权力和利益关系

的调整，对人才培养环节的优化、对课程体系的调

整同样会触及部分教师的切身利益。因此，应用型

人才培养改革仅仅靠教学管理部门单兵作战、孤立

推进是难以持续深入的。

第三，整体推进还是重点突破？改革呼唤顶层

设计、宏观设计、实践创新，还呼唤整体推进、协同

作战、重点突破。管理体制改革不是局限于学校发

展与改革中的某些个别问题，而是同时涉及到学校

全方位的转变，需要选择局部推进、重点突破再到

全面推进的策略。也就是说，改革要坚持全局和局

部相配套、渐进和突破相促进，要以重点突破带动

整体推进。新型大学校内管理体制改革涉及高校

转型发展、建设改革的各个方面，其中内部管理体

制改革的重点不外乎两个层面。一是内部治理结

构层面的改革，可以说是改革自身的顶层设计，主

要涉及以下方面：省市共建地方高校机制、校政行

企合作办学机制、校政行企协同育人机制以及校院

两级管理体制、内部组织机构设置等方面的改革；

二是学校内涵建设层面的改革，更多地侧重院校改

革的实践层面，主要涉及人才培养管理体制、师资

队伍建设与评价、科研管理体制、教学管理质量监

控体制、人事制度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如前述，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一直是新型大学改革的重点、难

点，可以此为突破点，带动学校人事师资、学生工

作、服务保障等方面的系列改革的推进与落实。又

如：探索构建行业企业参与学校治理、专业建设、课

程设置、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相应的绩效评价制

度，这一项改革涉及到政府、行业企业等办学利益

相关者、政府内部职能部门还有高校内部条块单

位，任何各自为战、单打一的改革和局部突破是难

以持续推进的，必须要开展综合改革，做好顶层设

计，更加需要整体推进、协同推进、全方位推进。同

时，我们还应当认识到，在新型大学转型改革的不

同阶段和时间，有不同的使命与目标，有不同的工

作任务与改革的侧重点。升本５年内的院校工作
重点一般是顺应应用型办学方向、明确应用型本科

定位、初步形成应用型本科的构架、建立应用型本

科规范、准备本科教学合格评估；升本１０年内的院
校工作重点一般是坚持应用型方向、坚定应用型类

型、持续推进应用型办学的改革创新、培育办学特

色、接受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升本１０年以上的院校
工作重点一般是基本实现向应用型转型、初步形成

应用型为主的办学特色、形成若干办学特色、打造

院校品牌、提升内涵建设水平、提升办学层次、提升

办学声誉，保持稳健发展，进入发展新常态。

第四，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受高校发展的

内部逻辑和外部逻辑的相互作用，管理体制改革呈

现由内到外和由外到内、由上到下和由下到上等多

重交织的互动态势。仅就高校内部管理体制而言，

自上而下的改革推进往往与事关重大重要领域、紧

要迫切问题相关，这种方法的改革具有较强的行政

性和较高的管理效能，但也会因为对基层单位情况

不明或过于强势的组织推进引起消极甚至逆反心

理。自下而上的改革往往源于基层单位组织或教

师群体基于自身情况和改革愿望的自主探索，这种

方法的改革有利于调动改革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

热情，也可以影响校内其他单位的改革和学校上层

的决策。这两种方法改革的策源点与路径不同，但

不分孰优孰劣，校内管理体制改革大多是自上而下

和自下而上共同协同推进的。校内管理体制改革，

可以是学校层面顶层整体设计、自上而下地推进，

如可以设立校内管理体制改革特区、试点区等，也

应当允许并鼓励二级院系自主探索、基层创新，形

成鼓励改革创新的氛围与机制，进而形成自上而下

与自下而上有机联动、合力推动改革的良好局面。

就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而言，从人才培养类

型、规格、理念上可以学校层面明确总体要求，提出

指导意见，引导推动改革，而涉及到应用型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的课程体系、实践环节、校企合作、教材

选用、教学方法、毕业论文设计、考核方法等相关的

一揽子改革，就不能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指导

意见不可能面面俱到，这恰恰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

程，需要二级学院充分发挥办学实体作用，真正落

实“学院办大学”的理念，还需要靠每一个系和教研

室、每一位教师落实学校指导意见，积极参与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国外创业型大学组织转型发展的

案例给我们的启示是：大学的转型改革，有些是先

从大学的基层单位和整个大学的若干人开始的，他

们通过有组织的创新，经过若干年的努力，逐步影

响和改革大学的结构和方向，因此教师或教师群体

能够启动或推动一所学校的转型发展；教师是学校

办学的主体，也是教学改革的主体，在学校有了顶

层设计以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真正落实和推动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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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依靠更多的教师参与；同时，大学发生转型不会

因为单个创业者获得权力，从上而下办一切事情，

大学的重点都在基层，抵抗力往往自下而上，离开

了教师的认同和参与，少数人的改革往往难以成

功。
［７］

在理清认识层面和方法层面的若干关系后，新

型大学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应当在明晰改革目标思

路，突出改革重点难点的同时，把握好以下推进改

革的几个关键环节：一是确立改革的问题导向，坚

持从实际出发，系统梳理制约新型大学发展中的现

实问题，破解体制机制上存在的发展和改革瓶颈。

二是制定改革的行动计划，精心设计改革方案，按

行动计划逐项推进。三是加强改革的团队建设，重

视新型大学校级和中层干部队伍建设，形成强有力

的驾驭核心和管理团队，增强改革的执行力。四是

推动改革的组织转型，借鉴创业型大学的发展理念

与模式，建立创业型组织和相应机构，推进由行政

化向学术化转型、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型、单一治理

结构向共同治理结构转型，加快新型大学的组织形

态转型。五是加强改革的制度建设，按照建立现代

大学制度体系和新型大学校内制度体系的要求，进

一步理顺关系、明晰职责、完善制度，提高制度的合

理性、严肃性和执行力，以制度体系保障转型和改

革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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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层面上的问题往往源于政策层面，政策层
面的问题往往源于理论层面。凡是没有在正确的理

论指导下制定的政策往往都是短命的，凡是没有在

正确的理论指导下开展的实践往往都是盲目的。高

等教育在１９９８年以后迎来大扩招大发展，很多方面
的理论和政策准备不足。在这期间，安徽省高等教

育大胆改革，积极实践，不断探索，初步走出了一条具

有安徽特色的地方应用性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路，并

进行了粗浅思考。现特以此文，请求各位专家指导。

１　实践探索
１．１　适时提出并实施高教强省战略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安徽只有不足３０所高校，其

中三分之二是师范类院校，三分之二是专科院校，

工科类院校极少，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基本

没有直接支撑作用。１９９７年，安徽省委省政府召
开全省高教工作会议，提出“刻不容缓地发展高等

教育”。在这样的历史机遇下，安徽高等教育得到

快速发展，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１９９８年的５．２％
上升到２００４年的超过１５％。２００６年安徽省委省
政府提出实施“建设一百所高校，拥有一百万在校

大学生”的高等教育“双百工程”。为了在规模高

速发展的过程中保证高等教育的质量，安徽又于

２００８年全面启动“高校教学改革与质量提升工
程”，高等教育进入规模与质量并重的阶段。２０１０
年４月，在“双百工程”顺利完成的基础上，安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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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建设高等教育强省的若干

意见》
［１］，正式提出“高教强省”战略，大力发展应

用型高等教育。２０１２年，安徽加入了长三角教育
合作组织，加强安徽与长三角地区在教育方面的

联系，扩大安徽教育的影响力。目前，安徽共有普

通高校１０８所，其中本科高校３３所（含部属高校２
所），高职高专院校７５所，另有独立学院１１所、成
人高校６所，高校数量位居全国第５位、中部第２
位，在校学生数居全国第９，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
到３７．９％。
１．２　在大发展中调整优化高等教育结构

基于对接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的需要，安徽还

须着力于优化高等教育结构的改革。一是优化高

校结构。对全省高校实行分类管理，引导高校合理

定位，克服高校办学同质化倾向，将师范类院校由

１９９８年占全省高校数的 ６７％调整到当前的不足
８％；引导新建本科高校面向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
养应用型人才，引导老本科高校面向地方支柱产业

和战略新兴产业特色办学，培养行业急需人才。二

是加强学科专业结构改造力度。主动围绕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需求，建立动态调整机制，２００８年以
来，共停招停办１２９２个专业点，大幅增设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急需专业点１７９５个，占现有招生专业点
的４０％，应用型专业占７５％以上。２０１３年以来，
遴选了１２８个服务支撑地方支柱产业和战略新兴
产业的新专业，省财政连续三年共投入３．４亿元
资助建设，同时对停招停办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的专业进行奖励，每个停招停办专业奖励２０
万元。三是调整在校学生结构。大力发展应用特

色鲜明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本科和高等职业教育，

推进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培养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急需和新兴产业紧缺人才，目前，安徽

在校学生中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

超过９０％。四是改善资源配置结构。引导高校在
建设应用型高等教育过程中，科学调整优化配置

师资、课程、实训等教学资源，注意向应用型专业

的倾斜，尤其是要大幅提高“双师”“双能”型教师

比例，提升应用型高校教师的“双师”水平和“双

能”素养。

１．３　大力发展应用型高等教育
在安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

的过程中，伴随着安徽省经济社会加速发展，高等

教育多样化的实际需求与高校趋同发展的矛盾不

断凸显。为了走出一条有别于老本科院校的发展

新路，２００３年，以合肥学院为代表的一批新建本科
院校重新思考办学定位，寻求新的发展道路、发展

模式。经过摸索，合肥学院提出了“地方性、应用

型、国际化”的办学定位，围绕学生应用能力、实践

和创新能力构建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开展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与此同时，皖西学院、铜陵学院等新

建本科院校也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地方性、应

用型的办学定位成为新建本科院校共识，开启了自

下而上的自发转变之路。

２００８年安徽省提出了“科学定位、分类指导、多
元发展、特色办学”的发展方针，创立了以新建本科

高校为主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合作联盟，举办了中德

应用型高等教育发展合作论坛，开启了自上而下的

自觉转变之路。２００９年，根据安徽省教育厅厅长程
艺提出的“大力发展应用性高等教育，服务安徽奋

力崛起”，确立了安徽科技学院、宿州学院等５所本
科院校为省级“应用型示范本科院校”立项建设单

位。《关于建设高等教育强省的若干意见》提出了

建设应用性高等教育体系的高教强省奋斗目标，标

志着建设应用性高等教育体系已成为省委、省政府

的决策。２０１３年，出台“安徽省支持本科高校发展
能力提升计划”和“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实施分类

建设地方高水平大学。２０１４年，由安徽牵头的长三
角地区应用型本科高校合作联盟成立，构建具有区

域特色的现代应用性高等教育体系工作正在长三

角各省、市全面展开。

１．４　分类立项建设高水平大学
２０１０年，安徽省委省政府出台的《关于建设高

等教育强省的若干意见》中，确立了建设应用性高

等教育体系的高教强省战略目标。为了实施高教

强省战略，发挥高等教育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服

务、支撑和引领的作用，在总结“应用型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和“高等教育分类管理改革”两项国家级改

革试点项目工作的基础上，２０１３年，安徽省出台“高
等教育提升计划”和“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围绕

“地方性、特色化、高水平”三个核心内涵，提出在全

省高校分类建设一批地方特色、地方应用型和地方

技能型高水平大学，并出台了《关于地方高水平大

学立项建设分类发展的意见》。“地方性”是高水平

大学的发展根基，“特色化”是高水平大学的价值追

求，“高水平”则是在“地方性”与“特色化”融合之

下的奋斗目标。目前，全省已立项建设了８所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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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高水平大学，９所地方应用型高水平大学，１６
所地方技能型高水平大学。

１．５　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破解创新创业教育
难题

创新是高校的灵魂，加强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的培养是高校人才培养的战略性问题，围绕创新创

业人才培养所开展的教育教学改革，是高等教育综

合改革中最核心的部分。

安徽秉持“教学改革是核心，体制改革是关键，

评价改革是突破口，思想观念改革是先导”的理念。

一是将如何培养创业人才的教学改革放在核心地

位：教学改革本身就是综合性的改革，涉及到目的、

任务、内容、方法、载体、场所、教师、学生等诸多要

素。目的方面，由“教改”转移为“学改”；任务方

面，由“教师教”转化为“学生学”；内容方面，由“知

识为主”转变为“能力为主”；方法方面，由“灌输”

更新为“指导引导”；载体方面，由“黑板”延伸到

“网络”；场所方面，由“传统课堂”拓展到“第二课

堂”（社会课堂、企业课堂、网络课堂、国际课堂

等）。
［２］
二是以改革体制机制为解决教学改革核心

问题的关键。改革干部人事制度，调动教师、干部

的积极性。改革人才培养体制，建立校企合作的招

生、培养、就业的联动机制，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

性；改革学生管理制度，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改

革院系管理制度，充分发挥院系在人才培养、科学

研究、服务社会方面的积极性。三是以评价机制的

改革为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解决好学校、好院系、

好教师、好学生的评价标准问题，全面转变学生评

价机制，注重对学生学习过程和实践能力提升的考

核；全面转变教师评价机制，改变以论文、项目数量

为标准的单一评价方式；全面转变课程评价机制，

着力体现课程的实用性；全面转变高校评价机制，

将人才培养质量作为衡量高校办学水平的根本标

准，引入报考率、报到率、就业率、成果转化率等评

估指标。四是以改革思想观念为评价改革的先导：

在高校中充分落实人才培养工作的中心地位观念，

树立先进的质量观、人才观、教育观、高等教育观、

人才观，将诸项改革的出发点放在创新创业人才培

养及其质量的提高上，明确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１．６　构建应用型高等教育一体化质量保障体系
安徽在全国率先提出并组织实施了以“五个

度”为主要内容的审核评估和个性评估。“五个度”

即高校办学定位与社会需求的符合度；高校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对办学定位

的支撑度；高校人才培养目标、方案、教学运行、质

量及质量监控之间的吻合度；高校师资队伍、教学

仪器设备、实践教学基地、图书资料等教学资源对

教学水平的保障度；学生、社会、用人单位、政府对

教学质量的满意度。经教育部同意，在安徽开展了

２所本科院校和１２所高职院校的个性评估，帮助学
校转变方式，实现内涵发展，全面构建质量保障体

系，确保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

２　理论思考
２．１　克服“两化”

所谓“两化”，是指高校的“同质化”与“异化”

的问题。高等教育的质量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包括

宏观质量和微观质量。宏观质量是一个国家或一

个地区的高等教育质量，微观质量是指高校的办学

质量，而无论宏观、微观，高等教育的核心质量都是

人才培养的质量。所谓“同质化”，主要是体现在宏

观质量方面，是指一定区域内众多高校的趋同发展

问题，包括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等方面的趋同；所

谓“异化”则是体现在微观质量方面，是指高校在发

展中脱离了高等教育本质的问题，即在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等四大职能

上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高校“同质化”是高校定位不清、特色不明、“千

校一面”，导致的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多样化

需求与高校趋同发展的矛盾。２００８年以来，在构建
具有安徽特色的应用性高等教育体系过程中，我们

引导高校就自身的实力、定位和目标进行规划，根

据自身的优势和特色来寻求合适的发展空间，强化

自身的独特性，鼓励特色发展、错位发展，减少同质

化竞争的威胁，形成不同于其他学校的比较优势，

从而逐步破解了高校同质化问题。从宏观上看，安

徽高等教育无论是规模、结构，还是质量、效益，进

步都是巨大的。

高校“异化”，指大学在发展中被利用，被改造，

使其逐步背离传统和本源，进而使目的、职能、精

神、理念发生的变化，涵盖了政治异化、经济异化、

职能异化和管理异化四个层面。政治异化，是指大

学被政治绑架，文革中曾把教育当成政治传声筒，

当下则有把高校当成社会管理机构，呈现行政化特

征的趋势；经济异化，是指把大学当成赚钱的机器，

从而失去教育本性，呈现商品化、市场化、产业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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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职能异化，是指大学的核心职能错位，造成事实

上的科研首位；管理异化，是指学校管理决策偏离

人才培养中心，学生管理偏离学生学习中心，学术

管理偏离教学中心，后勤管理偏离育人中心。
［２］

高校“异化”势必造成“干部不干（育人）、教

师不教、学生不学、大学无学”的严重后果，最终导

致高校所培养的人才与社会需求产生较大的差

距。因此，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就显得尤为重

要和迫切。

２．２　落实“两本”
所谓“两本”，是指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要落

实“以教师教学为本，以学生学习为本”。“以教师

教学为本”是在“以师为本”的基础上，坚持教师以

教学为本，克服教师异化问题。“以学生学习为本”

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要坚持以学生学习

为中心和学生的主体地位，自觉遵循学生的成长规

律，服务学生的就业创业需求。

教师队伍是教育的第一资源，是决定教育质量

的关键环节，没有教师的质量就没有学生的质量。

由于高校软环境建设特别是在治理架构、人事制

度、人才培养机制、科研体制、资源约束上受到的制

约日益增强，导致部分教师没有统筹处理好教书与

育人的关系，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关系。在教

育教学过程中，有的教师备课不够认真、师生交流

互动太少、教授给学生特别是给本科生上课少；有

的教师上课来去匆匆，学生有问题找不到人，特别

是有新校区的高校就更为突出；还有个别教师忙于

当专家、评项目，没有把心思放在学生培养上，教育

教学水平得不到保证。因此，必须进一步创新体

制，全面落实“以教师教学为本”的理念。教育的目

标是“德才并重，以德为主”。要引导教师，宁静淡

泊，潜心育人，全力打造高水平师资队伍。

落实“以学生学习为本”的理念，则要着力解决

“五学”问题：一要让学生“愿学”，解决学生厌学或

自我放松的心理、思想等；二要让学生“想学”，给学

生选择专业、课程更多的自由，更大的空间；三是要

让学生“会学”，变传授知识为主为培养学生学习能

力为主；四是要让学生“好学”，启发学生的思维习

惯和钻研精神，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能力；五是要

让学生“能学”，将传统课堂延伸至第二课堂，包括

社会课堂、企业课堂、网络课堂、国际课堂等。
［２］

著名教育家梅贻琦说过，“大学者，有大师之

谓，非有大楼之谓也”，道理浅显而含义深刻。

２．３　坚持“两性”
所谓“两性”是指高校的“学术性”和“应用

性”。一所学校区别于其他社会单位的本质特征是

知识传承与人才培养，而一所高校区别于其他高校

的本质特征则是知识传承和创新与创新型人才培

养，所以创新性和学术性是高校的灵魂。学以致

用，所以，学术性和应用性是每一所高校内在统一、

缺一不可的本质属性，就像一个人体内的雄性激素

雌性激素同时存在一样。

目前，高校的分类应由过去的“教学型”和“研

究型”，转变为 “学术型”和“应用型”。学术性起决

定作用的高校就是学术型高校，培养目标是学术创

新人才，注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关注的是战略性、

长期性目标，服务面向是国家战略性需求，主要进

行原始创新，学术成果转化周期长、转化率低、成果

价值高、服务范围广。应用性起决定作用的高校就

是应用型的高校，注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培养目

标是应用型人才，关注的是战役性、现实性目标，服

务面向是地方现实需要，主要进行二次创新和集成

创新，学术成果转化周期短，转化率高、成果价值相

对较低、服务范围小。

安徽省近年来一直强调应用型人才培养，引导

部分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构建应用性高等教育

体系。但并不代表学生就不需要一定的文化素质，

不能因为强调“应用型”，而忽视了“学术性”，不能

把学术性与应用性对立起来，两者更不是成反比例

关系。要有“学”、有“术”，“学”与“术”有机统一，

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在“学”的基础上凸显“应

用”，不能有“术”而无“学”，或过于重“学”而无

“术”。在人才培养上，应坚持“知”与“行”的统一，

更注重“行”、注重“实践”，但也不可以只有行动、

无知识，重实践，轻理论。应用型高校培养的是适

应社会需求的应用型人才，其知识、能力、素质结构

具有鲜明的特点，不是要求知识的全面系统，而是

要求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的最佳结合，根据经济社

会发展需要，培养大批能够熟练运用知识、解决生

产实际问题、适应社会多样化需求的应用型创新人

才。
［３］

２．４　实现“两升”
所谓“两升”，是指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最终目

标是要实现两个“提升”：一是要提升高等教育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二是要提升高等教育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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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的子系统，高等学校不可能离开一定

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而存在，高等学校的一切活

动都要适应社会发展，为社会发展服务，这是高等

教育发展的外部规律。因为高等教育与专门知识

和科学技术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知识与经济结合更

加紧密的时代，高等教育必然成为服务社会经济发

展的重要力量。同时，也应看到，人才培养始终是

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和首要职责，提高高等教育质

量的核心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这是高等教育存在

和发展的基础。因此，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

第一资源结合点，高校的两个基本职能是服务社会

发展和服务人的全面发展。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

和文化发展具有持续的服务、支撑和引领推动作

用，对人的全面发展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高等

教育质量的根本评判标准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

撑度、对人力资源建设的贡献度和人民群众的满

意度”。

实现两个“提升”并不意味着在不同类型高校

发展战略中，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居

于同样重要的地位，学术型高校应侧重于提升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的能力，而应用型高校则应侧重于提

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应用型高校必须主

动适应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和经济建设的需要，一

方面坚持以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主要的服

务方向，根据地方经济和产业结构的特征建设学

科、设置专业，成为地方的人才培养中心、科技创新

中心；另一方面尽力以地方为依托，不断拓展学校

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这是区域和行业经济发

展对应用型高校的客观要求，也是学校自身赖以生

存和发展的根本所在。学术型高校则应侧重于理

论的探索和研究，以科研推动教学，培养理论基础

扎实，专业知识面广，综合素质较高，具有良好自学

能力、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的研究型、学术型人才。

各类高校要根据大学使命和生源基础，遵循高

等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为每个学生提供

适合的教育，培养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

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科

学构建起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保持高等教育系统的

生态多样性，实现高等教育促进社会发展和人的全

面发展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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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建设教学服务型大学：意义与贡献
１８６２年美国《莫雷尔法案》的颁布和随后的增

地运动，从国家制度上催生了服务型大学，其中最

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时任校长范·

海斯提出“州的边界就是大学校园的边界”的办学

理念。从那时起，社会服务成为继人才培养、科学

研究之后高等学校的第三个职能，并且在世界范围

内得到认同。

在我国，长期以来对高等学校的上述３大职能
都是认同的，自２０１１年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
百年校庆讲话中提出“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

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
［１］
后，高教

界把“文化传承与创新”列为我国高等学校的第四

个职能。虽然高校的职能是清晰的，但是从现实上

看高校办学自我封闭、与社会相脱节的现象还是比

较普遍的，高校为社会服务的意识不强、能力不够、

作用不明显的问题也是比较普遍的。

２００７年，刘献君教授在《教育研究》第 ７期发
表的《建设教学服务型大学———兼论高等学校分

类》
［２］
一文中首次提出建设教学服务型大学，为后

来很多高校探求学校定位、确定发展方向开辟了一

条新路，也为高校更好地落实社会服务职能、提高

办学实力和水平提供了有力的抓手。目前，以武汉

纺织大学、黑龙江科技大学、浙江树人大学、宁波大

红鹰学院和贵州铜仁学院为代表的一批本科院校，

已明确定位为教学服务型大学并开始了行动研究

与实践。教学服务型大学的提出以及有关高校的

率先实践，不仅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并且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１．１　对高等学校分类的贡献
国内对于高等学校的分类，有三分法、四分法

等多种研究成果，其中的主流分法是将高等学校分

为研究型、教学研究型、教学型和高职高专 ４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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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分法，以学术水平高低把高校分成了４个层
级，明示学术水平越高层级越高，所以在一定程度

上引导各类高校都走学术化、封闭式的办学道路，

学校与社会相脱节，教师评价重在学术论文，学生

培养都采用学术型方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３］（以下简称《纲
要》）强调指出，“高校要牢固树立主动为社会服务

的意识，全方位开展服务”。要“引导高校合理定

位，克服同质化倾向，形成各自的办学理念和风格，

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为了

实现这样的要求，就需要在高校分类方面有明确的

导向。教学服务型大学的提出，完全符合《纲要》的

要求，既能够引导高校树立主动为社会服务的意

识，全方位开展服务，又引可以导高校合理定位，克

服同质化倾向。按照刘献君教授的分法，教学服务

型大学应该位于教学研究型和教学型大学之间，这

样可以对这两类大学强化社会服务的意识和职能，

有利于改变学术导向的层级攀升。教学型大学通

过提高社会服务能力提高教师的科技研发能力，从

而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进而提高学校的办学

水平；教学研究型大学通过增强社会服务提高对经

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从而提高社会价值和办学水

平。可见，在现有的四分法中加入教学服务型大学

这一层，是对完善和优化高等学校分类的贡献。

１．２　对优化高等教育结构的贡献
国家对人才培养结构的总体要求是明确的，就

是要求培养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数以千万计的高

级专门人才和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这是一个

三层塔型结构，也是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求结构。

从人才培养类型来分，高校还可以分为学术型、应

用型和职业技能型，大体上应该与上述的三层塔形

结构对应。然而多年来，受利益驱动、社会评价等

影响，盲目攀高风气盛行，中升专、专升本、本申硕、

硕申博、争“２１１”、进“９８５”，各自都在寻求自己的
“发展和进步”，各类本科高校都要走学术型的办学

道路，结果使得本应是“塔形”的高等教育结构几乎

成了一个“桶型”，使得不同层次、不同使命的高校

办成了“千校一面”。高等学校缺乏特色、低水平重

复，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企业用工荒，很大程度上都

是这种结构性矛盾的结果。国家提出部分本科高

校向应用型转变，其主要背景之一就是要解决这个

结构问题。如果一大批高校按照教学服务型大学

来定位和建设，就会更加注重面向社会需求确定自

己的人才培养类型和规格，从而有助于实现《纲要》

中明确要求的高等教育要“重点扩大应用型、复合

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有助于学校在战略发展

中准确定位、注重特色，从而有助于调整和优化高

等教育的结构。

１．３　对增加优质教育资源的贡献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到来，青年学子上大学

的矛盾已经不突出了，但是考生上好大学的愿望和

要求更加强烈了。中学生课业负担越减越重，各种

课外班屡禁不止，青少年一代饱受应试教育的重

压，其主要原因就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不足，这

成为新时期高等教育与社会需求之间的主要矛盾，

也成为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使命。为了解

决这个矛盾，最重要的就是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可供

选择的高水平大学。在“９８５”“２１１”这类知名的重
点大学不可能一再增加的情况下，解决这一矛盾的

主要出路就是走优质多元高等教育资源建设之路，

除了已有的国家重点大学之外，还要建设好一批高

水平的行业大学和一大批高水平的地方特色大学。

这里的高水平，主要就是学校的服务能力和质量，

一是为学生提供的教育服务质量，二是为社会提供

的直接服务质量。教学服务型大学的提出和实践，

无疑对促进这些高水平大学的建设对增加优质多

元高等教育资源，缓解新时期高等教育与社会需求

之间的主要矛盾做出了贡献。

２　教学服务型大学转型发展：思路与
措施

　　作为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战略部署，国务院在
２０１４年５月提出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
转型；２０１５年１０月，教育部、发改委和财政部联合
发布《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

变的指导意见》
［４］；李克强总理在２０１６年政府工作

报告中明确要“推动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

用型转变”；各省相继确定本省试点院校，落实转型

发展在国家及各省全面部署及运作。

教学服务型大学建设与向应用型转型发展，本

质上是一致的。对于向应用型转变，教学服务型大

学在办学定位、发展道路、培养模式等方面比其他

本科高校先行一步，按政府工作报告，应该是更加

具备转型条件，所以理应成为首批转型高校。

教学服务型大学都是把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在

应用型，从培养目标上没有转型的问题。然而，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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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是一个过程。从人才培养角度，培养目标可以即

刻确定，而办学道路、专业设置、培养方案、培养模

式、教师队伍这些要素不可能一下子转到位，难免

存在着与应用型培养目标不相符合、不能支撑的问

题，所以需要在这些方面加快转型。转型的过程，

也是加速教学服务型大学建设的过程。

２．１　转型要做好７个对接
（１）学校与地方对接。教学服务型大学都是地

方院校，服务地方是学校的使命。学校落在哪里就

要融入哪里，对接那里的需求，为那里服务。

（２）专业与行业对接。每个专业都要明确自己
所对应和服务的行业，并且与行业需求对接，与具

体的合作伙伴对接。转型发展都要走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的路子，这样的办学道路要落实到各个专

业。专业性质不同，合作的对象和方式也会不同。

（３）课程内容与岗位群对接。作为本科教育，
课程教学仅对接岗位可能过窄，为了使学生具有一

定的适应性和发展潜力，可以对接岗位群。专业课

直接对接，基础课间接对接。基础课为专业课服

务，专业课为行业及岗位群服务。

（４）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教学过程以行
业运行过程和产业生产过程为背景，全面推行案例

教学、项目教学，提高真实任务、真实案例在课程教

学中的覆盖率，把行业企业的真实过程和实际课题

作为毕业设计选题来源。

（５）证书与职业对接。加强对学生的职业导向
和职业训练。学生毕业时拥有两类证书：一是代表

学历的毕业证和学位证，二是代表职业训练水平的

职业资格证、学科专业大赛获奖证以及对口行业的

技术技能证。

（６）教师与“双能”对接。教师缺少实践经历
和能力是不可能培养出高质量应用型人才的。“双

能”比“双师”更强调经历和能力。“双能型”教师

既能课堂讲授，又能指导实践；既能传授知识，又能

应用知识；既能理论教学，又能产学研实践；既有教

育经历，又有行业（企业）经历。

（７）学生与健康成长对接。转型的最终目的是
受益于学生，所以要把有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作为

转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学生上大学是来成长的，

而且要健康地成长。

作为本科学生，从总体培养目标上，既要强化

就业能力，又要具备发展潜力；既要适应社会需要，

又要适合自身成长；既要发展个性，又要全面合格；

既强调能力为重，又要求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

展。为了使培养目标有抓手，可以把知识、能力、素

质在学生身上形象化、具体化为“４有２能”的培养
规格：一是心中有情，有情感、重情商；二是眼中有

活，有责任心，负责任；三是身上有劲，在状态，有干

劲，这三条代表人的素质；四是胸中有才，有知识，

求智慧，这一条代表知识和智商；五是出手能做，能

实践、会做事；六是张嘴能说，善表达，会交流，这两

条代表的是能力。这样的目标落起来更有抓手。

２．２　转型的路径与措施
２．２．１　学科专业转型：面向行业与区域需求构建
与调整专业设置和专业方向

一是调整和改造传统专业，基础理科专业转向

发展应用性理科专业，文科专业转向发展应用性文

科专业，积极拓展工科专业，发展新兴学科专业，使

所培养的人才适应社会相应岗位职业要求。二是

设置应用型专业方向。通过市场调研了解本专业

毕业生的需求方向，定向培养。三是加强专业群建

设，按行业需求组建跨学科专业群。每个专业都要

开展人才需求调查，重新审视、调整和建设专业或

专业方向。下大力气办好自己的专业，争相成为特

色优势专业。

２．２．２　培养道路转型：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这项工
作须落实到专业

每个专业都要实行合作教育，充分用好校外优

质资源，在行业企业的真实环境中为应用型人才培

养创建新的培养基地和平台。根据专业特点合作

方式可以多样化，校内外培养基地相结合，保证每

个学生都有置于或贴近行业企业背景的专业实践

岗位。建立行业企业参与的治理结构，每个专业都

要组建教学指导委员会，负责人才需求调查、培养

方案制定和课程体系的建设，其中校外同行专家至

少占５０％。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方式应该是多样化的。

一是订单式培养，学校按照企业需求制定培养方案

定向培养，可以是以企业冠名的某某班，学生毕业

后到指定企业就业；二是建立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学生进入基地进行认识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及

其它实习实训；三是企业在校内建设生产基地，学

生带着实习任务或者课程实践任务上岗实践；四是

企业向学校捐赠实验设备或者实际运行设备，学生

在真实设备情境下进行专业实践；五是以行业或企

业环境（数据、流程）建设校内实训基地或仿真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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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经管类专业大多采用这种方式；六是学生进

入企业教育集团在真实环境下进行课程学习和专

业实践；七是学生在企业顶岗实习，但是在同一个

岗位时间不宜过长，避免把学生作为简单操作工使

用；八是学生跟随教师参加企业科技研发项目，进

行真实的创新实践。

学校与行业企业的合作教育，需要取长补短、互

惠互利，这样的合作才能持续发展。应找准双方的

利益共同点与结合点，处成伙伴关系。除了上面各

种合作形式中行业企业也能有所收获外，学校还应

努力发挥服务功能，使对方更多受益。一是直接为

行业企业培养所需的人才；二是通过科技攻关为企

业解决技术难题；三是为行业企业员工提供专业培

训；四是通过合作扩大合作伙伴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２．２．３　培养方案转型：面向行业需要和岗位群需
求设置培养方案及其课程体系

（１）需求导向的课程设置逻辑。将过去按知识
体系的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的设置逻辑转

向按行业、企业岗位群要求的专业课、专业基础课、

基础课设置逻辑，实现课程设置逻辑的 １８０度转
向，同时设置一定的通识课程。

（２）能力导向的模块化课程体系重构。按照注
重能力的应用型人才培养原则，根据专业所对应的

岗位群要求设定专业核心能力，以专业核心能力为

模块重构课程体系，并且以专业核心能力为行、以

主要课程为列构建能力矩阵，由此明确每门课程除

了传授知识外还应完成的能力培养任务。

（３）任务导向的课程教学大纲。为了强化每门
课程对如何完成课程培养任务的设计和落实，重构

后的课程体系后面应安排新的教学大纲。新大纲

不仅有教学内容和重点难点处理，而且应明确本门

课程要培养哪些专业核心能力、要实行什么样的教

学方法改革和考核方式改革。

（４）合作导向的课程安排。培养方案体现合作
教育，哪些课程是校企合作、校地合作完成，包括到

校外教学和请校外教师来校内教学，大力提高行业

企业对专业核心课程的参与率。

（５）综合导向的实践环节。减少验证性、零散
性的课程实验，增加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实验、

实训，强化学生综合、设计与创新能力；增加行业企

业真实环境下的专业实践；实践教学学分不低于总

学分的３０％。
（６）兴趣导向的第二课堂创新实践。把第二课

堂有关专业实践活动纳入培养方案，规定最低学分

要求，超过的学分可以置换选修课或公选课学分。

通过开发和用足第二课堂，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

趣，注重个性培养，强化能力训练。

２．２．４　教学模式转型：强化教学改革
（１）面向行业企业强化教学改革。积极推行基

于实际应用的案例教学、项目教学和虚拟现实技术

应用，专业课程运用真实任务、真实案例教学的覆

盖率尽可能高。

设计问题式、项目化、任务驱动的教学模式，以

行业能力训练为核心，以技术设计、产品开发能力

培养为主线，设计面向产业的技术需求，集能力实

训、综合设计、产品研发为一体的任务驱动式实训

项目体系。

（２）面向学生强化教学改革。采用最能调动学
生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教学模式。

教学服务型大学包含的范围宽、跨度大，各自的

发展历程、办学环境、行业背景、具体校情不尽相同。

人家的路子，只能参考，不好抄袭。重要的是闯出自

己的路子，做最好的自己。面对应用型培养目标和

本校的学苗，适合的教育或许是最好的教育。

第一，做中学比坐着学更适合。理论教学注重

实践背景；实践教学真正给学生动手做的任务和机

会；有的课程适于搬到实验室去完成，边讲边练（例

如单片机、程序设计类课程）；大力加强第二课堂的

专业实践活动等等。听过的会忘记，见过的能记

住，做过的才真正明白。背会不算会，体会与做会

才算会。这是人的认知规律，对应用型人才培养更

合适。

第二，目标驱动比知识灌输更适合。如何提高

学生学习的内动力，如何变“要我学”为“我要学”，

对诸多院校的学生培养是典型的课题。强迫不成，

单靠说教也不灵，而一旦学生树立了自己的目标，

有了明确的任务，建立了检查验收和鼓励激励的机

制，其内在的潜力和动力就会迸发，就会泉涌。

任务驱动式课程教学改革。对学生组建学习

小组；对课程的每个主要阶段梳理与构建问题，将

问题变成任务，布置给每个小组；由小组课后查阅

资料，组内研讨，形成报告，课内上台汇报演讲。实

现学生课外的组内研讨，查阅资料，自主准备，课上

自主展示。调动学生内在动力，训练学生多种能

力。对学生向课外要功夫，向课内要状态。

这种课程改革强调三个转变。一是教师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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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传授者向学习的促进者转变。不仅下功夫备

课、讲课，还要下功夫组织和引导学生参与到教学

中来，实现有效的任务驱动：下功夫梳理问题、提出

任务；严格要求学生团队学习与研究；指导学生课

外阅读并认真准备汇报；精心组织学生登台演讲；

热心点评学生们的汇报成果，把组织和引导好学生

看得比讲好课还重要，因为过去是对自己的讲课负

责，现在要对师生共同体负责，对课程的总体效果

负责，对学生们的真实收获负责。二是由以教为主

的评价向以学为主的评价转变。评价教师“教”得

怎么样、“改”的怎么样要看学生“学”得怎么样，看

教师把学生调动得怎么样，看学生们课上是不是都

精神起来了，课后是不是都忙起来了，是不是都对

这门课程学得很来劲儿了。三是由以教师授课学

时计量向以学生学习小时计量转变。不仅注重教

学投入，更要注重学习产出。向学生课外学习要潜

力，向学生的学习状态要潜力。

第三，个性引导比共性要求更适合。对应用型

人才培养更应强调个性发展。“合格加特长”可能

是一个可以倡导的模式。为此就要给学生提供更

多的机会和资源，由他们来选择和运用，搭建更多

的平台让他们来历练和展示。

２．２．５　教师队伍转型：双师双能型
使双师双能型教师占专任教师的比例逐步提

高，同时通过有计划地选送教师到企业接受培训、

挂职工作和实践锻炼增加教师的实践经历。

将引进优秀企业或行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担任专兼职教师作为校企合作的重要内容。在教

师绩效考核、职称评聘等方面向双师双能型教师

倾斜。

加强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有多种渠道：

（１）到企业或行业集中锻炼半年以上，或分散
锻炼一年以上。

（２）青年教师到校后先到实验室实践半年，熟

悉本专业的实验内容和设备使用。

（３）利用校内外实习基地指导实践教学。
（４）指导学生课外学科竞赛，积累和提高自己

的实践经验。

（５）承担科研课题深入工程实际中积累工程经
验，提高工程能力。

（６）考取国家权威部门认定的有关专业资格
证书。

２．２．６　实践教学条件转型：加强实验实习实训基
地建设

由验证性、分散性实验设备和实验组织形式向

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实验设备和实验组织形式

转变，由校内封闭式教学实践向行业企业真实环境

的教学实践转变。按照真实生产、服务的技术和流

程建构知识体系、技术技能体系和实验实习实训环

境。建设校内工程实践中心，用好合作单位的实训

条件，积极引进企业科研、生产基地，建立校企一

体、产学研一体的实验实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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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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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

合下发了《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

型转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１］
至此，

应用型高等教育建设与发展作为国家战略，成为未

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的工作

重点。一时间各地方本科高校都在认真思考，面对

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转型发展应该如何切入，如

何发力？笔者提出应从开展１０项建设任务入手，
实现地方本科高校从“新建”向“新型”的转变。

１　加强应用型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
应用型高等教育作为一个新的教育类型，对其

本质属性和特征，建设内涵和路径，人才标准和评

价等等问题的研究都还处在起步阶段。因此，应整

合高等教育学领域的研究力量，特别注意发挥一线

教师的作用，积极开展应用型高等教育的理论研

究。当前，应重点就什么是应用型高等教育、应用

型本科高校的建设任务、如何建设应用型高等教

育，等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在充

分调研的基础上，研究制定适合对接产业需求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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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才培养规格标准、专业建设布局、理论与实践

课程体系、“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内涵，以及

应用型高校转型发展的评价体系，等等。着力引领

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进程，使这项工作积极稳

妥、健康有序、少走弯路。

２　实施应用学科专业建设工程
要大力加强应用科学与应用技术研究，以适应

经济发展新常态为导向，以对接、融入、引领地方产

业链、创新链、技术链、人才链为重点，在对地方社

会结构及经济结构特点、重点产业及关联产业发

展，以及高校自身办学历史积淀和专业建设优势充

分调研的基础上，本着“紧贴社会、对接产业、补缺

需求、扬优抑劣”的原则，通过应用学科专业的建设

工程，改造传统老专业、设置复合型新专业和新兴

交叉专业等。力争在较短的时间里，遴选与地方重

点产业相对应的学科专业类别，建设一批重点应用

学科，凝聚一批相关的应用学科专业类别方向，覆

盖建设一大批相关专业，以实现转型学校的应用学

科专业占专业总数的７５％以上。鼓励高校努力建
设自己的应用学科专业集群。

通过实施应用学科专业建设工程，以点带面，

学校应力争建设若干个满足创新型国家建设需要

的高水平应用科学与技术研究创新平台。通过协

同创新中心、创新创业基地等建设，建成一批支撑

“重点产业、骨干企业、核心项目、关键技术”的技术

创新高地，并以此带动各地方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

基地、高水平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基地等建设；并

在工作机制和运行模式上取得突破，形成高校和地

方经济社会联动的格局；最终形成对接产业、布局

合理、优势突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应用学科专业

集群。

３　实施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工程
人才培养模式，说到底就是通过特定的方法与

路径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可以说，能

否实现从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成功转型，关系到学

校转型发展的成败。因此，要通过实施应用型本科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工程，着力构建以职业需求为导

向、以能力培养为核心、以产学结合为途径、以“创

新、创业”为特征的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坚

持实基础、强能力、高素质、多样化，为各类专业学

生的成长成才、创新创业提供机会，创造条件。要

大力实施“四个引入”工程：大胆引入职业资格标准

修订人才培养目标；大胆引入产业行业标准修订人

才培养方案；大胆引入企业核心技术重构专业课程

体系；大胆引入社会各类机构参与人才培养过

程。
［２］

《意见》也提出，要进一步完善政府教育及行业

主管部门指导、学校和企业、社区深度融合、共同参

与的人才培养联盟机制，把企业技术革新项目作为

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把行业企业的一线需要作为

毕业设计选题来源。要进一步扩大学生自由选课、

自愿组合、自主学习的权利，全面推行案例教学、项

目教学。大力探索“互联网 ＋”环境下应用型人才
培养新模式，大力推进信息化教学、虚拟现实技术、

数字仿真实验、在线知识支持、在线教学考核等等

新技术应用。通过校校、校企合作，联合开发在线

开放课程，逐步创造条件，扩大学生自主选择专业

和辅修双专业的权利。
［１］

４　实施“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
工程

　　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基础始终是教师，没
有教师的转型，学校转型就很难顺利进行。教师应

如何转型呢？我们知道，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人才

培养质量得到公认。而其实在德国应用科学大学

并没有我们所理解的校企合作育人，学生去企业实

习完全是企业公开招聘，学生自主应聘，以准员工

的身份进入的，校企之间也没有共同制定的实习计

划或方案。但是，德国应用科学大学产学研结合培

养应用型人才又做得最好的，得到世界公认。关键

是他们的教师全都来自于企业，与企业有着很深的

血脉联系和历史渊源。在德国应用科学大学，教师

与企业共同开展研究，开发项目是普遍现象，教师

把这些项目带到学校，让学生广泛参与其间。实现

了真正意义上的真题真做，项目伴随式教学。很显

然，我国从本科门到硕士（博士）门，再到高校门的

“三门”教师仍占主体。这样的教师很难做实校企

合作育人。所以，培养应用型人才要求能力导向，

教师就应当符合“双师双能型”要求，即：不仅具有

教学能力，而且具有产学研合作能力。归根结底是

能够有效指导学生参与工程与社会实践。因此，应

大力实施“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工程。

一要采取校企合作，内培外引。高校应积极采

取企业挂职、校企互聘、定期轮岗、项目研发等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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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措施，鼓励教师深入社会、深入一线服务企业技

术创新。要把教师下企业完成一次技术研发，或与

企业技术人员共同完成一个项目，作为新入职教师

试用期的必备考核条件。同时，畅通从行业、企业

引进紧缺技术精英的渠道，通过必要的培养程序，

使其成长为骨干教师和专业带头人。

二要完善竞争机制，优胜劣汰。应用型本科高

校的教师强调技术研发，实际上具有学校教师和企

业员工的双重特质。因此，可以引入企业现代人力

资源管理理念，促进高校教师专业化发展。一方面

可以在教师的引进、培训、考核、薪酬、晋升、辞退等

方面尝试建立标准化流程，确保管理过程的科学、

高效和公平；另一方面科学制定人力资源管理制

度，摒弃原有人事管理制度重在约束教师的做法，

重点开发教师的潜能，激发教师的活力，力求使每

个教师都能积极、主动、创造性的工作。
［３］

三要构建培训效果的评价反馈机制。实施“双

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工程，教师培训不可或缺。

近几年来，各高校虽然普遍加大了教师培训的经费

投入，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培训。但培训效果并不令

人满意。关键原因在于现在的教师培训依然沿用

过去“三重三轻”模式：重形式、轻内容；重过程、轻

结果；重总结、轻改进。因此，在促进应用型教师队

伍转型发展的进程中，要引入教师专业化发展的理

念，要改进培训的内容和方法，尤其是要研制培训

绩效考核指标体系，致力于对培训效果的评价与内

容方法的持续改进。具体说：第一，提出着眼于教

师专业化发展的培训理念。第二，提出运用企业员

工一体化培训理论创新培训模式。所谓一体化培

训的方法、路径，应是将学校和企业打通，以项目为

纽带，使教师在与企业共同完成项目的过程中提升

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第三，提出建立培

训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培训效果究竟如何，是衡量

培训质量的重要方面。而以往的教师培训很少对

培训效果进行评估，当然也就很少进行持续改进。

实施教师培训效果评价与反馈，不同于以往对培训

情况的定性描述、简单总结，而是建立培训评价指

标体系，对培训的内容、方法、效果逐一量化考评，

增强了评价的针对性和操作性，可有效提高培训

质量。

“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的目标，应是培育

和引进一批高层次创新型领军人才，组建若干以高

水平技术领军人才为核心的创新团队，造就一批具

有行业领先水平并符合地方主导产业需求的应用

学科专业带头人。力争建设一支结构合理，数量充

足，素质较高，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的“双师双

能型”教师队伍。

５　全面修订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
人才培养方案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纲领性

文件，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就目前而

言，人才培养方案还是脱胎于学术型高等教育人才

培养方案的修修补补。因此，在转型发展的进程

中，深化人才培养方案改革，全面修订应用型人才

培养方案，显得尤为重要。修订好人才培养方案，

首先应建立以社会适应性为核心的教育质量观和

人才观，其次应建设能够敏锐地反映社会需求的人

才培养体制机制。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新的人才培

养方案要体现“三个三”精神。即落实三个培养环

节：培养方案的主要环节；社会实践的辅助环节；创

新创业的孵化环节。强化三项教育指导：一年级的

职业生涯规划指导；二年级的创新意识培养指导；

三年级的创业实践孵化指导。建立三大运行体系：

项目伴随学习体系；学分约束管理体系；资源整合

平台体系。这既是转型发展的主要内涵，也是当前

深化教学改革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６　重构能力导向的课程体系
重构能力导向的课程体系，关键是变知识输入

为知识输出设置专业核心课程，即：要从培养学生

对探求知识的兴趣出发，转变为培养学生对应用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的兴趣出发。前者着重强调知识是

如何被发现的，后者则着重强调知识是如何被应用

的。
［２］
实现这一目标，就是要彻底打破传统的学术

型人才培养的教学体系，将工作过程设计引入课程

大纲，然后通过具体的工作情景来进行理论与实践

紧密结合的课程教学，这种既与系统知识紧密结

合，又与实际工作密不可分的课程方案是全新的模

块化课程。

实现模块化课程设计，一要要优化课程结构。

突出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为学生构建合理的知

识、能力和素质结构。其核心是专业公共知识适

用，专业基础知识管用，专业核心知识会用，专业拓

展知识有用，以满足解决生产、服务一线实际问题

的需要。二要重构教学内容。即要做到对传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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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内容的删、减、增、融；更加专注培养学生的技术

技能和创新创业能力。使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

高素质既相对独立，又有机地结合起来，体现多层

次、个性化的培养特征。要在建设体现应用型人才

培养特色的模块化课程基础上，及时固化改革成

果，出版配套的教材。

７　打造现代产教融合实践教学平台
校企合作育人的平台究竟建在企业还是建在

高校？答案应该是后者。因为，且不说企业与高校

的使命不同，就是学生进入企业，其生产的人身安

全和产品质量也缺乏有效的保障，尤其像石油、化

工等等类型的企业更是如此。因此，企业不可能大

规模接收和培养学生。所以只有把企业的研发机

构引入高校，校企合作育人、“无缝对接”培养人才

才能真正做实。如果说把洪堡当年引领高等教育

走出象牙塔，迈出学校服务社会的关键一步，称之

为高等教育的一次革命，那么今天，我们把企业等

社会机构引入高校，建设嵌入式实验室，以职场服

务教育，则可以称之为高等教育的二次革命，而且

是意义更深远，影响更持久的深刻变革。
［２］

由此，鼓励学校打破高校与社会间的壁垒，建

立企业有效参与的良性运行机制，按照知行合一、项

目伴随的要求，根据生产技术流程的真实场景和环

境，整合高校与行业、企业的优质资源，在校内建设嵌

入式实验室，并做到整合功能、共享资源，以达到充分

开放、高效运作的目的。形成人财物有序流动、科研

要素跨界集聚，科技成果合作转化的良性机制。最

终建成完整的专业和跨专业的学生实验实训实习体

系，为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提供有效保障。

８　扎实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在大学生中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是全新的事业，

是一项关联性很强的系统工程。要认真贯彻落实

教育部《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

施意见》，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一要加强制度建设。设立相关管理机构，为开

展创新创业教育提供组织保障。要加强创新创业

教育政策研究与制定，为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提供政

策依据。要从我国高校的实际情况出发，以创新思

维探索创新创业相关教师队伍培养培训的路径，建

设一支既有相关专业知识，又有一定创新创业实践

能力；既专兼结合，又相对稳定的创新创业教育师

资队伍。

二要科学确定创新创业教育目标。该目标应

该包含：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培育学生的创业精

神，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创业教育不仅要解

决学生对创新创业理论知识的认知问题，还要解决

学生对创新创业实践的动手操作问题。由于创业

过程是个实践过程，因此创新创业教育更应注重引

导学生做到理实相融、知行合一。

三要构建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应根据创

业教育的理念与目标，设计与安排增强创业意识、

了解创业知识、掌握创业技巧、规避创业风险等相

关的理论与实践课程体系。尤其要对学生进行合

伙经营、产权保护、税收担保、企业登记等涉法常识

和政策等的系统教育，着力培养学生分析、解决创

业问题的能力。

９　深化教师职称评聘制度改革
“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以能力内涵为主要建

设目标，这一建设目标仅靠目前以科研项目和论文

评价为主很难实现。对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教师，要

从主要以学术研究成果为主，即以发表论文、著作

和承担科研项目的数量、质量等评价为主，转变到

主要以取得技术研究的成果为主，即以专利、图纸、

配方、诀窍、物质产品和设施，以及与企业、社会机

构共同承担项目的数量、质量的评价为主。通过改

革职称评聘制度，完善职称评审体系，有效激发应

用型师资队伍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要研究并制定“双师双能型”师资队伍建设标

准和与之相适应的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标准。

把教师的工程或社会实践经历和成果作为职称评

聘的必备条件。充分调动教师紧紧围绕社会需求

和一线需要，深入社会、深入企业、深入社区开展研

究的积极性、创造性。允许高校根据办学实际需

要，在核定的编制总量范围内，按照国家、地方有关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中的岗位设置和人员聘用等规

定，从社会、行业、企业自主选聘和辞退人员，按照

有关规定评聘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职称，根据

所聘岗位确定工资及福利待遇。鼓励学校积极推

进分配制度改革，采取灵活多样的分配形式和分配

办法，坚持绩效工资倾斜的原则，即向学校具有核

心竞争力的优势岗位、向在教学和产学研活动中起

到关键作用的教师和技术精英人才，以及优秀创新

团队倾斜，充分发挥绩效工资的激励导向作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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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完善校内评价和质量监控保障
体系

　　形成具有应用型本科高校自身特色的质量保
障体系和教学评估制度，不仅是转型发展的重要内

容，而且是衡量转型发展成败的要素之一。

一要加强教学管理制度建设。应针对转型发

展的办学定位和目标，依据国家有关教育方针政策

和教育发展的要求，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

订并完善教师教学工作规程，以及学生评教、考试

管理、试卷管理、教学事故处理和教学督导等一系

列教学管理和监控制度，为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正

常运行提供可靠的制度依据。

二要完善人才培养质量标准。针对应用型人

才培养规格和质量标准，不断优化教学质量监控与

评价指标体系，尽量使所选指标能全面地反映与应

用型人才培养相适应的质量监控与评价的价值和

特性，能满足质量监控目的，尤其是对标准的要求

具有明确性和操作性。确定权重应遵循由粗到细

的赋值原则。使之真正成为衡量教师教学、学生学

习状况的标尺。

三要建立教学监控运行机制。重要的是信息

收集、反馈与改进。一方面完善教学督导制度，加

大各级领导听课及教师互评等教学监控力度。另

一方面完善学生评教组织，加大学生参与管理力

度。发挥学生在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中的主体作

用。目前各校普遍使用网络化教务管理系统，学生

评教的参与率得到很大提高。

总之，上述１０项任务，可以成为近期应用型高
校启动转型发展的有力抓手。不难看出，上述任

务，虽然绝大部分学校可以独立完成。但也有个别

的需要政府的作为。《意见》指出：转型的责任在政

府，转型的主体是学校。
［１］
所以实现转型发展，地方

政府同样要发力：一方面要进一步落实高校的办学

自主权，使高校在转型发展进程中，真正发挥主体

作用。另一方面要加大地方政府的统筹力度，研究

制定促进高校转型发展的相关政策，出台切实有力

的措施，解决发展中的有关重大问题，使地方普通

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步伐更加稳健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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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ｔｈ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ａｌｕ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ｏｒ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Ｔｈｅ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ｏｒ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ｈｉｇｈｅｒ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ｎｇｔｏｎｏｔｏｎｌｙ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
ｂｕｔａｌｓｏｐｕｒｐｏｓｅｍｏｒ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ｒａｔｉｃａｌ；“ｈｉｇｈｅｒ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大学是探究“高深学问”的场所。“高深学问”
既包括纯粹知识———纯理性知识，也包括专门化

的、解决人类社会生活与生产问题的知识———功用

性或实践性知识。功用性知识或实践性知识是纯

理性知识（或学术成果）的应用转化生成的，属于实

践性“高深学问”或“实践科学”的范畴。应用型或

职业型取向大学必须探究纯理性知识（或学术成

果）的应用转化问题，生成实践性“高深学问”。这

是应用型或职业型取向大学实现其功能与价值的

基础。我们知道，无论纯理性知识还是功用性或实

践性知识，都具有“人为性”，而具有“人为性”的

“高深学问”总是“学”与“术”的统一体。功用性或

实践性知识不仅强调合规律性，更强调合目的性。

大学在完成纯理性知识的应用转化时，需要发现各

知识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按照“人”或社会

的意图或目的，摆脱既有社会活动和解决问题方式

的束缚，超越现实人类实践方式，将纯理性知识转

化为具有特定潜在功能的、能够改善“人”生存环境

或社会实践活动形式的“人为的”新事物、新方案与

新对策。

１　学术：“学”与“术”的统一
　　对“高深学问”或知识的追逐是人的本性的自
然流露。人类知识的价值是人类主体在与知识相

互作用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满足。

也就是说，人从知识的探究和学习中，获得精神与

智力上的满足；人运用知识生产出新的物质产品，

可以获得物质上的满足；人运用知识构建出民主、

平等的社会秩序，可以获得社会团结、和谐；人运用

知识创造艺术的过程和创造的艺术成果，让人心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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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怡、赏心悦目。

亚里士多德将人的灵魂运作分为“努斯”（或

“神学智慧”）、“智慧”（或“哲学智慧”）、“明智”

（或“实践智慧”）、“科学”和“技艺”五种形式。
［１］１６９

人应该富有“智慧”（或“哲学智慧”），“智慧显然是

各种科学中的最为完善者……智慧必定是努斯与

科学的结合，必定是关于最高等的题材的、居首位

的科学”
［１］１７５。因此，亚里士多德把知识分成四类：

一是逻辑学或辩证法，它是进行理论科学和实践科

学研究的方法和工具；二是理论知识（即哲学），它是

以求知本身为目的的知识；三是实践知识（即实践智

慧），它是探求作为行为标准的知识；四是制作（生

产）知识，它是寻求制作具有实用价值的东西与有艺

术价值的东西的知识（或“技艺”）。他认为，第一、二

类知识是纯理性的知识；第三类知识是理论与实践

联系在一起的知识；第四类知识是纯技术的知识。

可见，第三、四类知识是功用性或实践性知识。

学术或学问与专门知识相关联，专门知识构成

一个特定的人类文化领域的理论基础；在这一理论

基础中，各知识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有机

地结合起来，形成具有一定结构的整体。这一专门

知识整体，因其特有的结构和内容而对人或社会产

生特定的功能。一个知识系统往往具有多方面可

能的或潜在的功能。知识系统功能的选择并不是

随机的，它常常取决于人的意图或目的。美国学者

赫伯特·Ａ·西蒙把这类“似乎只是靠目的或意图
而作为一个系统纳入其生存环境之中才得以生存”

的事物，统称为“人为的”
［２］
事物。西蒙指出，当人

们的意图改变时，人为事物随之而改变，人们的意

图与人为事物有着相互作用。也就是说，人们的意

图或目的变化时，人们对事物功能的期望也随之而

改变；为了实现某些特定的期望功能而淡化其他功

能，一般就要求系统结构变化，反之，系统结构发生

了涨落或变化，系统的功能也会发生变化。即“学

术”具有“人为性”。人们进行学术活动时，其学术

行为及学术活动的结果常常受自己的学术观念的

影响，都具有“人为性”。

纯理性价值取向的学术观认为，学术不受情感

或功利的人际关系、价值取向的影响和支配。照这

样理解，学术活动主体，不管其社会角色、职业、使

命如何不同，其学术行为的唯一目的就是“为学问

而学问”。苏格拉底认为，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

任何实用的目的，即不为任何其他利益而寻找智

慧，这是求知的最高境界。维布伦认为，人的本能

是人的“无所事事的求知欲”和“手艺的本能”。他

说：“‘无所事事’在某种意义上是指关于事物知识

的探究，与如此获得的知识的任何潜在用途无

关。”
［３］
赫钦斯认为，大学教育的终极理想“是智慧

与至善，任何不能指引学生更接近此目的的研究，

皆不能在大学中立足……根据形而上学，学生可发

现其对宇宙的理性观，及其本身在宇宙中的角

色”
［４］。

但是，任何学术活动主体不仅是一个“知识

人”，还是一个“社会人”。其实，“所有知识和思想

都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是某个社会结构或历

史进程的产物”
［５］。“人根本就找不到一个阿基米

德支点来使自己脱离社会关系和人类知识之间的

相互限定”
［６］。由于具备与众不同的品质，“社会

人”在社会关系中承载着与众不同的社会职能，扮

演与众不同的社会角色。每一社会角色个体都被

社会确认为，具有或者他自信具有在正常角色扮演

过程中所必不可少的理论知识和技能基础。获得

这种必要的知识是通过被称作“教育过程”的角色

准备阶段完成的，但这一部分并不是角色成长中的

最重要的部分。因此，社会根据学术活动主体的社

会角色不同而对其寄予不同的期望，并对其知识结

构提出不同的要求；学术活动主体本身也根据自己

所执行的角色，建构符合社会要求的知识结构。可

见，“为学问而学问”的学术活动只是学术活动的一

个方面，它不能够排斥生成实践性“高深学问”这类

功用性学术活动。

功用性价值取向的学术观则认为，学术活动必

须直接针对个人或社会的现实需要，以获取有用或

实用的知识和技能为目的。这虽然带有某种工具

理性的色彩，但当我们认为学术都具有“人为性”并

从其目的或意图来考虑学术活动的功用时，则功用

性价值取向的学术观也不无合理性。在后现代主

义者看来，知识必须转化成批量的咨询信息，最终

成为可操作和运用的资料，而一切不能转化成可被

操作和输送的知识则将被淘汰；对于学者来说，隐

藏在这类学术探究活动背后的社会需要、价值期

望，都在一定程度上规定着他的探究兴趣、他的猜

想和他的预期。当然，功用性价值取向的学术观也

过于片面。因为同一知识在不同时代的应用性和

可操作性是不同的，也许“为学问而学问”的功用性

价值就是为未来某个时候“储备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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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先生在讲到“学术”时，对人们习惯经常

连用的“学术”一词中的“学”和“术”在意义上加以

区别对待。他认为，大学是研究学理的机关，而大

学的文理二科，“专属学理”；其他各科，如工商、法

律、医学，非但研求学理，并且讲求适用，“都是术”，

术是以文理两科为基础的。
［７］
他既区别了两种研究

活动，也肯定了这两种研究的同等重要的地位，它

们都应该成为“学术”研究。１９１２年，蔡元培作为
教育总长主持制定《大学令》，确定了大学“教授高

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的宗旨，作了

“学”与“术”的分离，确定了大学以文理两科为主

的综合性，确立了大学设评议会、各科设教授会，形

成所谓“教授治校”的制度。

可见，“学术”一词有丰富的内涵。“学术”对

应的是两类专门知识———纯理性知识与功用性知

识，这两类知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具有一定

结构的人类知识整体。功用性知识因为其特有的

结构而内含特定的现实或潜在的社会功能，人们根

据人的主观意图或目的，通过具有“人为性”的学术

成果的应用转化活动，改变人赖以生存的外部环

境，从而满足人们对事物功能的特殊要求。应用型

或职业型取向大学的价值与学术性就体现在运用

实践性“高深学问”培养人才，从而探究实践性“高

深学问”和将实践性“高深学问”转化为社会产品或

社会治理策略。

２　实践性“高深学问”：合目的性与合
规律性的统一

　　亚里士多德也把知识分为实践理性知识和理
论理性知识两个大类。他认为理论理性追求的是

事务普遍的、必然的规律性或规定性，而实践理性

满足于对具体的、当下的事情处理的合理性或可操

作性。虽然亚里士多德推崇理论理性而贬低实践

理性，但是，他自己也开展了包括政治学、伦理学等

方面关于实践的大量的学术研究。

贝尔纳说：“科学如果不明白自己的社会意义，

就会沦为要它背离社会进步的方向的力量手中工

具而无法自拔，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毁坏了它的精

神。”
［８］
我们把跟“明智”或“实践智慧”“技艺”有关

的社会科学学问、技术科学学问统称实践性“高深

学问”，实践性“高深学问”研究也是“人”的重要探

究活动。社会科学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例如，

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法学、教育学、心理学、民

族学、社会学等，其任务是研究并阐述各种社会现

象及其发展规律。技术科学（又称应用科学）以改

善人类的生存状况为目的，通过方向性强、目的性

明确的技术、工艺、产品等的创造与发明，服务人类

实践活动、满足人的需求，例如，抽象形态的技术、

物化形态的技术（人所创造的工具、设备、仪器等）、

功能形态的技术（加工、改造方法）等。

伯纳德·巴伯认为，“社会科学主要关心分析、

预见和控制行为与价值”
［９］，社会科学的方法是对

人类行为和价值的分析与控制。技术科学则是用来

改善人类生存与实践方式、实现社会繁荣发展的。

实践性“高深学问”的研究问题起源于社会需求，其

研究内容是具体的、境遇性的实践知识，它既追求

价值与意义的探询，更追求“实践的合理性”。实践

性“高深学问”研究源于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和社会实践引发的认知与价值冲突，源于当人们面

向“事情”和“进入事情”时产生的种种生存困境。

实践性“高深学问”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实然的人的

社会行为与人之间关系的现象、事情的描述与因果

性解释，因此，实践性“高深学问”研究又成为具有

现象、事情、实践基础的形上知识探究，以寻求实践

的合理性。

“当我们谈到合理思想、认识、行为和行为效果

的时候，作为现实人的合理的思想、认识、行为之能

力的合理性，往往是预先设定好了的。……如果没

有人的‘合理性’的安排处置，世界也就无所谓合理

的东西。”
［１０］
马克斯·韦伯特别重视对人的社会行

动的研究。在他看来，人的社会行动可以分为四

类：工具理性的，价值理性的，情绪理性的，传统理

性的。
［１１］
在合理性中，他特别关注的是工具合理性

和价值（目的）合理性，并把人们的行动相应地分为

工具合理性行动和价值合理性行动。

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于实践来理解合理性问

题。从“实践的合理性”的角度来看，实践性“高深

学问”的合理性是基于合目的性、合规律性的统一。

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

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

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

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

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

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
［１２］
实践性

“高深学问”的价值目标是主体利益与客观规律的

统一，是主体理智地对主体利益与客观规律进行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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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思考和分析的结果。主体总是选择用最小的代

价取得最大的效果的理想结果为价值取向。价值

目标能否实现，首先取决于它是否符合客观规律和

社会主体的利益，取决于它是否既“合目的”又“合

规律”。

即使对于科学而言，人们也常常感叹“科学的

本真意义被遮蔽，人们仅仅钦佩科学的成就，却不

明白科学的奥义”，人们甚至断言“只有极少数人能

够把真正的科学精神带进实际的思考之中”
［１３］。现

代社会追求科技理性，是因为人们认为科学除了具

有实证的特征之外，还具有逻辑与辩证的特点。人

类早期对知识等级的划分和原来知识之间的界限

已逐渐模糊，人们相信，无论知识如何分类，无论知

识应不应该划分等级，唯有人是永恒不变的、多样

化的主体。实践性“高深学问”当然更应该突出其

对人的意义。实践性“高深学问”是使人类更好地

“认知”“做事”“共同生活”和“生存”的学问，“合目

的性”意味着人的生存境界的不断提升和对人生命

的终极目的———自由、幸福和善———的有价值的考

量，“合规律性”意味着按照事物客观的、内在的规

定性开展理性的、非急功近利的行动。

３　“面向事情本身”：实践性“高深学
问”创新的条件

　　克拉克·克尔（又译克拉克·科尔）曾经说：与
周围社会环境的和谐相处是现代美国多元化大学

存在和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它在服务先进文

明社会的众多领域方面所作的贡献与其在维护、传

播和研究永恒真理方面的作用，在探索新知识方面

的能力一样，都是无与伦比的。
［１４］２９

美国大学特别

是应用型或职业型取向大学的快速发展，跟大学

“面向”社会的“事情本身”和对经济、社会、科技、

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服务与贡献密不可分。美国“赠

地运动”的开展，意味着大学在接受社会支持的同

时，必须利用其“高深学问”（特别是技术科学研究

成果）的应用转化为社会服务。英国教育家阿什比

对此评价道：“美国对高等教育的贡献是拆除了大

学校园的围墙。当威斯康星大学的范海斯（Ｃ．Ｒ．
Ｖａｎｈｉｓｅ）校长说校园的边界就是国家的边界时，他
是在用语言来描述大学演变过程中的一个罕见的

改革创举。”
［１５］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斯坦福大学率先

划出７．５％的校园土地出租给从事高科技生产的企
业，并逐步形成了以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为中心的“硅谷”，使大学的研究成果源源不断

地在这里得到转化。斯诺感叹道：“现在，美国正以

我们所有人都为之惊奇的速度不断取得科学成就。

想一想，人才的惊人集中，尤其在自然科学方面，都

分布在从伯克利和斯坦福到帕萨迪纳与洛杉矶的

加利福尼亚海岸。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的人才像

这里一样集中。有时，欧洲人惊讶地意识到，在美

国竟有那么多人在进行西方纯科学的研究。足以

引起人们好奇的是，美国人自己也常常对此感到惊

奇。粗略估计，这个比例可能达到８０％左右，也许
更高。”

［１４］６６
显然，产业界与大学的合作极大地推动

了地方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同时，区域经济与

科技的发展又反过来推动了大学技术科学研究的

快速发展。

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进一

步强调：“这里的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
［１６］
钱

学森也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里的科

学技术包括社会科学，而且在我国目前，社会科学

比自然科学更有关键性。”
［１７］
亚里士多德认为，“世

上一切学问（知识）和技术，其终极（目的）各有一

善；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

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

的至善”
［１８］。１８０６年普鲁士遭受到毁灭性打击，费

希特发表一系列学术演讲，“以期这个沉沦的民族

能靠振作自己，走向新的生活”
［１９］２５９。“这些演讲的

总目的在于给已被击溃和精疲力竭的人们流入勇

气和希望，给深为悲痛的人们宣示欢乐，引导他们

轻松的、平安地度过陷入最大困境的时刻。”
［１９］２６５

他

说：“我作为维护德意志民族生存的惟一手段提出

的建议，就是完全改变迄今的教育制度。”
［１９］２６１

费希

特本人后来成为柏林大学的教授与第一任校长。

１９２９年开始的西方经济危机的解决，很大程度有赖
于凯恩斯（Ｊ．Ｍ．Ｋｅｙｎｅｓ）的经济理论研究。凯恩斯
在１９３６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
要扩大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利，采取财政金融措施，

增加公共开支，降低利息率，刺激消费，增加投资，

以提高有效需求，实现经济的充分就业均衡。
［２０］
大

学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成为国家政治的“思想库”与

“智囊团”、“第一生产力”的“支点”、“道德”与“正

义”的“灯塔”。当然，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也对于社

会的正义、公平、伦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实现实践性“高深学问”（包括技术科学研究

成果与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创新的过程中，虽然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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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开政府、行业和企业的资助，但是，政府、行业和

企业对学者研究自由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如果政

府、行业和企业过多地介入学者践行“高深学问”的

研究工作，会冲击着学者的“学术自由”。应用型或

职业型取向大学的“智囊团”或“智库”所提供的

“咨询报告”或“建言献策”，会促进社会和谐、人民

幸福；应用型或职业型取向大学所提供的“技术转

让”，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些都为应用型

或职业型取向大学促进社会科学研究和技术科学

研究创造了机遇，由此获得的回报又促进了实践性

“高深学问”的研究。但是，有时候政府、行业和企

业的需要与学者的需要是不一致的，“咨询报告”和

“技术转让”会对学术研究的质量造成危害，导致应

用型或职业型取向大学学者不考虑学术价值，不选

择最具挑战性的学术探究，更多地考虑因课题获得

的经济回报，甚至有可能放松其他形式的学术研究

及教学活动。尽管学者可以自由进入社会参与社

会服务，但他们总会受到相关制度的约束。因此，

应该以应用型或职业型取向大学为整合主体开展

社会服务活动。

总之，应用型或职业型取向大学实践性“高深

学问”的创新需要政府、行业、企业和大学合作，政

府应该在制度、政策、法规等方面提供保障，行业组

织应该在行业内建立公平合理的技术竞争机制和

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企业和应用型或职业型取向大

学应该在执行合同方面“信守诺言”。当然，应用型

或职业型取向大学应该在设法保护学者的正当权

益和学术自由，同时，也要在大学营造良好的学术

道德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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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创新创业人才培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

改革，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习近平总书

记在致２０１３年全球创业周中国站活动组委会的贺
信中指出：“创新是社会进步的灵魂，创业是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青年学生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创

新创业的有生力量。”
［１］２０１５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

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造

成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前行的“双引擎”之一
［２］。随

后，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

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

高校的“双创”教育何以必须？又何以可能？

这个问题的回答虽然见仁见智，但仍然有一些值得

梳理的共性特质。

１　创新创业教育的历史轨迹是大学
本质不断凸显的过程

　　从创新和创业的本质来看，创新与创业相互联
系，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创新创业教育的核心内

容。创业的本质是创新，创新的价值通过创业来体

现。其核心是培养大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能

力，这就要求高校不断更新教育观念、改革人才培

养模式，从注重知识传授向更加重视能力和素质培

养的转变。
［３］
其宗旨主要在于培养学生的创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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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开拓精神，让学生学会像企业家一样去思考，绝

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引导学生创办企业，是一种创建

企业的教育。这实际上是将创新创业教育的庸俗

化。从创新创业教育的历史轨迹看，其发生、发展及

至被现今推崇的过程，就是大学本质不断彰显的过

程，就是人才培养是高校的根本任务这一理念不断

强化的过程，也是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教学改革的

核心地位、教学建设的优先地位不断落实的过程。

创新教育是和创造教育联系在一起的，也可以

说，创新教育的前身就是创造教育，是创造教育在

新的历史时期的延续与发展
［３］，其内涵与外延都有

了极大的改造。创造教育是由英国心理学家高尔

顿（１８２２—９１１）首先提出的，在其《遗传的天才》
（《天才的遗传》或《遗传天赋》）、《对人类才能及其

发展的调查研究》、《自然的遗产》等著作中，都有不

同程度关于优生学、创造学的思想体现。随后，他

的思想在美、日、德等国家得到发展。但主要是在中

小学教育领域中，在高等教育还鲜有涉及。二战后，

创新教育的理论体系初步形成了，包括理论体系、课

程体系、实践体系等，在高等教育领域也有不少实践。

陶行知先生是我国创新教育的拓荒者。在其

《创造的教育》中就指出：“创造的教育……就是

‘以社会为学校’、‘学校和社会打成一片’，彼此之

间，很难识别的。社会含有学校的意味，学校含有

社会的意味。”
［４］
这既对创新教育的内涵做了深刻

的揭示，又对其方法做了很好的注释。但是，由于

战争等一系列历史原因，创造教育没有得到真正落

实。建国后，由于学习前苏联高等教育模式，注重

过窄过细的专业教育，不重视通识教育，更不要说

创造教育了。直到１９８５年５月２７日，中共中央下
发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才将具有“创造精

神”列为我国教育所要培养的人的基本规格之一。

１９９９年６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其主
题是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
［３］，这一点在 １９９９年 １

月１日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也
有体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广义上将创业教育定义

为“培养具有开创性的个人，它对于拿薪水的人同

样重要，因为用人机构或个人除了要求受雇者在事

业上有所成就外，正在越来越重视受雇者的首创、

冒险精神，创业和独立工作能力以及技术、社交、管

理技能”
［５］。美国最早开展创业教育。我国的创业

教育开始２０世纪９０年代。１９９１年开始在基础教
育阶段试点。１９９８年清华大学举办了第一届创业
计划大赛，是高等教育领域创业教育实践的肇始。

２００２年，教育部在清华大学等９所高校开展创业教
育试点工作，这标志我国对创业教育进行理论与实

践层面的双重探索。２００９年，高教学会创新创业教
育分会成立。２０１０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大力推
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

的意见（教办［２０１０］３号）》。２０１５年，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

施意见》，标志着创新创业教育在高等教育领域全

面展开，渗透到人才培养的方方面面。

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是加快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的迫切需要，是推进高教综合改革的突破

口，是推动高校毕业生更高质量创业就业的重要举

措。创新创业教育的提出，回答了高等教育的两个

基本问题：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怎样培养这样的

人。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任务，教学工作是大学

的中心任务，所以创新创业教育是大学根本的回归

与灵魂的凸显。

２　创新创业教育何以必须
创新创业教育是现代大学功能的深化。１２世

纪中叶，欧洲建成了一批大学，大学里主要有神学

院、法学院、医学院等。作为学者的行会，大学主要

是教授高深学问和传播知识，因此，大学只有人才

培养的单一职能。１８１０年，洪堡创立了柏林大学，
确立了教学与科研为一体的办学宗旨，大学要进行

科学研究，倡导学术自由，开启了研究型大学发展

的新篇章。从此，科学研究成为大学新的职能。

１８６２年，美国国会颁布了《莫利尔法案》。１９０４年，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校长查尔斯．范海斯提出著名的
“威斯康星思想”（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Ｉｄｅａ），导致美国部分
大学不仅进行教学、科研，同时加大社会服务的比

重，社会服务成为大学的第三职能，大学功能逐渐

拓展，以大学的先进科技在引领促进着经济社会的

快速发展。

创新创业教育的提出，契合了这一时代要求。

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不仅使得大学的功能

在更高的层次上复合、聚集，使高等学校在一些重

点领域成为培养和造就一流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

才的摇篮，成为培养拔尖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

技能型人才的基地，成为知识创新和推动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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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中心，成为推进文化大发展大

繁荣的阵地。
［６］

创新创业教育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客观要求。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

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

核心位置”
［７］，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

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

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

要求“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营造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
［８］。高

校要大力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创业能力的高素质人

才。创新创业教育能够催生大学生自主创业，促进

大学科技示范园的快速发展，提高学生的创业意

识、竞争意识和对市场的敏锐度，从而有效推动新

发明、新产品的不断出现，从而创造新的需求，促进

我国科技、制度的创新。

创新创业教育是促进高校毕业生充分就业的

重要举措。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办学规模不断扩大，

再加上政府和企业单位减员增效、下岗人员增多、

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使得毕业生面临巨

大的就业压力。有研究表明，接受过创业教育的创

业者无论在企业建立初期，还是在企业发展进程

中，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得更好。大学生是最具创

新、创业潜力的群体之一，通过创新创业教育，能够

增加他们进行创业的意愿，培养创业精神，使他们

实现自主创业。这样不仅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提升的毕业生就业的竞争力，更是拓宽了毕业生就

业的渠道。

创新创业教育是高等教育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高等教育显现出区别于以往的新常态，体现在人才

市场的供需关系由高校为主导的供给驱动变为行

业企业为主导的需求驱动，高等教育的角色定位从

过去的支持服务逐步转向服务和引领同步，发展方

式从以规模扩张为特征的外延式发展转向以质量

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
［９］
高等教育要实现向创

新创业形态的转变，就必须改革传统的教育理念，

动态调整人才培养方案，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教育

环境，健全创新创业政策和相关制度，构建系统的

完善的创新创业教育专门课程体系和专业课程体

系，加强创新创业教育与创业就业指导专兼职师资

队伍建设，建立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平台，构建创新

创业教育主体责任，建立多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与

管理机制。

创新创业教育是实现“双一流”建设的重要推

手。建设一流本科教育，是“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基

础。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是人才培养，一个大学对

待教学和本科教育的态度，标志着其成熟水平。早

在１９８６年美国也曾提出“本科教育重建”。３０年
来，围绕这一理念，美国走出了精彩的一流大学之

路。一流大学的本质是一流的本科、一流的人才培

养，而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提高中存在一个很关键的

短板———本科教育的质量。《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都

聚焦人才培养，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作出了全面部

署。创新创业教育是大学本科教育的重点，是人才

培养的重要方式，是“双一流”建设的一个重要

推手。

３　创新创业教育何以可能
３．１　破解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困难与问题

当前，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还存在诸多的困

难与问题。首先是观念问题。社会上普遍存在功

利性的创新创业教育观念，认为创新创业教育最终

的成果只是极少数大学生能实现自主创业，不能真

正理解其在人才培养中深层次的价值问题。其次

是资源问题。师资力量缺乏，大多数教师缺乏实战

经验。课程体系结构不合理，脱离实际，较多停留

在对创业计划竞赛的指导和就业指导层面上。第

三是组织保障问题。组织领导的机制不完善，政策

措施支持不到位，宣传不到位，资金和政策支持不

到位，导致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氛围不浓厚。

高校要紧紧围绕创新创业教育的重点环节、主

要领域、关键能力和核心要素，紧紧抓住办学体制、

管理体制、人才培养体制、教育教学改革重要内容，

开展广泛深入持久的教育思想观念大讨论，不断提

高学校办学定位与社会需求的符合度，学校的四大

职能对办学定位的支撑度，人才培养目标和各教学

主要环节之间的吻合度，教学资源对人才培养质量

的保障度，学生、社会、用人单位、政府对人才培养

质量的满意度。

３．２　用创新创业教育统领高水平大学建设
分类建设地方高水平大学，是安徽省高等教育

的共同历史使命。建设高水平大学，要将创新创业

教育贯穿其中并作为核心内容，要分类建设一批在

全国同类高校中有特色和竞争力的高校、学科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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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积极引导各类高校立足办学实际和地域优势，

科学定位，发展特色，使得高等教育规模、结构、质

量和效益进一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

求，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度、对人力资

源强省与科技成果转化的贡献度、人民群众的满意

度显著提高，完善具有安徽特色的现代应用性高等

教育体系，基本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

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好办学基础、经济社会发

展急需的本科特色专业点，使其在发挥专业优势和

办出专业特色方面取得重大突破，部分专业达到国

内一流；重点建设一批紧贴产业发展、校企深度合

作、社会认可度高的高职骨干专业，使其在人才培养

质量、校企合作、社会服务、技能大赛、招生就业、创新

创业等方面在同层次同类别专业中达到国内乃至世

界一流水平；面向全体学生开发、开设研究方法、学科

前沿、创业基础、就业创业指导等方面的必修课和选

修课
［１０］；高校之间共同开发体现新理论、新知识和新

方法的新课程，高校与科研院所合作开发体现科技

进步、文化繁荣的新课程，高校与企业（行业）合作开

发体现社会生产与职业需求的新课程。

３．３　用创新创业教育引领高校综合改革
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一定要牢记立德树人这个

根本，围绕提高质量这个核心，用创新创业教育改

革来倒逼高等学校进一步转变教育思想观念，以体

制机制改革为关键，以评价机制改革为突破口，真

正搞清楚“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培养这样的

人”的问题；科学回答什么样的教师是好教师、什么

样的学生是好学生、什么样的职工是好职工等问

题。从战略高度，密切关注经济社会发展大势，全

面分析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科学研判新时

期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通过改革，实现学校内部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

现代化，构建责权明晰、运行顺畅、自我约束、自我

发展的责、权、利相匹配的校院两级管理体系；构建

引培结合、优劳优酬、国际惯例的人才政策，进退有

序、动态管理的选人用人机制；形成体系开放、机制

灵活、渠道互通、选择多样的人才培养体制，
［１１］
开放

合作、协同育人的人才培养机制，学思结合、知行统

一、因材施教的人才培养模式，师生互动、教学相长

的人才培养制度，构建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构建面

向三农、顶天立地的学科、科研和社会服务机制；构

建绩效任务导向、按需配置、市场调节的资源配置

方式；建立健全新型大学推广模式；提高合作开放

和国际化办学水平；完善分类指导、多元发展的师

生评价体系。

３．４　用创新创业教育引导高校向应用型高等教育
转变

　　地方高校转型发展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
发展的一个重要时代命题。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正

处在转型发展的关键期，需要我们冷静思考，理性

应对转型发展中存在的相关问题，探索转型发展的

有效路径。

向应用型高等教育转变，是对传统的高等教育

的发展方式的一种扬弃，体现在转变教育思想、更

新教育观念、转变发展方式、转变高等教育结构、转

变人才培养体制、转变评价机制等诸多方面，从而

实现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从培养学

术型人才为主向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从基础研究

向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科学技术研究、从学科学术

本位向专业职业本位、从重知识传授向重能力培养

转变，由以扩大规模为主的外延式发展向以提高质

量为核心内容的内涵发展转变；由封闭自主发展为

主向开放合作发展转变；由趋同发展向分类、多元、

特色发展转变；由适应向服务、支撑、引领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转变。

在河南驻马店召开的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

座谈会上，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同志深刻剖析了当前

地方高校转型发展中存在思想观念转变难、学校理

念转变难、专业建设难、师资队伍建设难、教材建设

难、学校布局难等六大难题。诚然，推动地方高校

转型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

过程，既需要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更要充分发挥

省级政府统筹权，建立相应的配套政策体系。

３．５　用创新创业教育倒逼教育教学改革
　　制订本科各专业教学质量标准，使创新精神、
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成为评价人才培养质量

的重要指标。
［１０］
细化创新创业素质能力要求。根据

培养目标制定相应专业的毕业要求，根据毕业要求

制定相应的课程教学要求。制定人才培养各环节

的质量标准，分类建立拔尖创新型人才、应用型、复

合型人才及高端技能型人才质量标准，形成系统的

人才培养标准体系。

动态调整人才培养方案，提高人才培养方案的

弹性、灵活性和学生学习的自主性、选择性，完善依

次递进、有机衔接、科学合理的创新创业教育专门

课程体系和融入创新创业教育内容的专业课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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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设置合理的创新创业学分，建立创新创业学分

积累与转换制度。
［１０］
加大按照专业门类和大类进行

课程整合的力度。建立在线开放课程学分认证和

学分认定制度，引进和建设一批资源共享的创新创

业教育在线课程。重视创新创业教育教材的编写

工作。改革学籍管理制度，规范学生转专业管理，

优先支持参与创新创业的学生转入相关专业学习。

加强专业实验室、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和实训中

心、创客实验室建设。

３．６　用创新创业教育支撑高等教育的现代化
国家的现代化最终取决于人的现代化，而人的

现代化显然要仰赖教育的现代化。教育之中，高等

教育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又具有特殊的作用。人

的现代化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体现就是学生的全面

发展、综合素质的前面提高、创新创业能力的前面

增强。只有培养的人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

才能让人才发挥最大的潜能。

教育现代化的一些问题已经为政府所重视，正

在着手解决。而如何适应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产

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培养更具创造力的青年人

才，如何面对越来越多的多样化青年学生，培养他

们创业就业的综合能力，是各级各类学校必须深刻

思考的改革课题。高等学校再也不能延续那种刻

板式的教育教学方式，培养那些千人一面的人才。

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求那样，把学生培养

成创新创业的有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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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应用型人才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 ＡＨＰ－模糊综合评价模型的建立

童　杰１，李　郡２

（１．上海金融学院 发展规划处，上海　２０１２０９；２．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 项目处，上海　２０００３２）

摘　要：构建科学、合理、可量化的应用型人才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是检验和改进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核心和
关键，对于实现高校、企业和社会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上的无缝对接和紧密合作，解决不同层次院校在应用型人

才培养上定位交叉、层次交错、分类模糊、培养目标不明等问题，培养真正符合企业和社会所需求的应用型人

才，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构建应用型人才综合评价体系，从知识、能力、素质三方面出发，运用ＡＨＰ层
次分析法及模糊综合评价，提出可供量化的评价方法，研究可作为高校对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改善的参考。

关键词：本科应用型人才；评价指标；评价体系；ＡＨＰ－模糊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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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１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及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

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教发［２０１５］７号），

对引导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进行具体

部署。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关于高校转型培养

应用型人才的顶层文件，也是国家高等教育战略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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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发展的重大部署，必将成为推动和引导地方本科

院校向应用型转变的重要力量。很多地方高校已

认识到应用型人才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并意

识到企业对应用型人才需求的缺口。因此，相继开

展应用型人才培养。但高校所培养的应用型人才

与社会需求的不匹配导致应用型人才质量不高，出

现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结构性矛盾，成为横亘在

我国高等教育培养方面的一大难题。建立科学、合

理的综合性应用型人才评价方法，定期对高校培养

人才的质量进行检查和评价，找寻高校应用型人才

培养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短板，并进行动态调整和完

善，是提升高校应用型人才质量的关键。

１　国内外应用型人才评价研究综述
纵观国内应用型人才评价体系相关研究文献，

诸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应用型人才评价做了有益

探索。评价指标方面，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四种。

一是吴阿林
［１］
从应用型人才的属性入手，提出应用

型人才评价指标体系的四维空间（知识维、技能维、

管理维、创新维），并指出社会实践平台是应用型人

才四维空间的“耦合体”。二是陈文远、潘玉驹
［２］
从

“学业因素”和“非学业因素”两个方面评价本科应

用型人才，要求在学业因素中更突出学生运用专业

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非学业因素中更突出

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创新能力、意志品质、团队合作

能力与个性化能力的评价。三是从知识、能力、素

质三大指标出发，构建应用型人才评价体系。如邱

妘
［３］
从知识面、能力面及素质面对国际化应用型创

新人才进行界定和评价。四是王鸿政
［４］
提出的市

场标准，用核心竞争力标准和单位企业标准来评价

应用型人才。评价方法方面，主要有层次分析法

（ＡＨＰ）、模糊综合评价、量化评价、写实审核评价、
加权平均法等。从搜索的文献来看，运用最多的是

层次分析法，其次是模糊综合评价和加权平均法。

国外应用型人才培养起步较早，发展至今，已形成

比较成熟的各具特色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如

美国ＣＤＩＯ工程教育模式［５］、英国大学与企业的产

学合作与互动模式
［６］、德国应用科学大学“双元制”

模式
［７］
等。国外发达国家重视培养应用型人才的

理念贯穿整个培养过程，强调理论知识的实际运

用，重视实践性教学，重视评价学生的实践应用能

力。评价内容不仅包括专业理论知识，还包括实际

应用能力，以能力为主导，采用多种评价方式，全面

客观考察学生综合表现。

相比国外，国内应用型人才培养尚处于起步阶

段。应用型人才评价体系还不健全，相关研究还比

较少，已有评价体系多以智力考评为主，偏重知识

轻能力，评价方法大都理论性偏强，可操作性较弱，

很难运用到实际教学活动中去。未来，应注重能力

评价，以能力培养为导向，建立符合应用型人才培

养模式的科学有效的评价体系，促进应用型人才培

养目标的实现。

２　我国应用型人才评价体系设计
２．１　评价目的　建立应用型人才评价体系，一是
要通过评价，使教师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应用能

力，以能力培养为导向，以理论学习为支撑，培养学

生不仅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又具备运

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能力。二是要通

过评价，引导学生注重理论学习与实际运用的联

系，注重培养自身实践能力，通过理论知识学习与

实习实训实践相结合，成长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

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三是要通过评价，发现高校人

才培养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和存在不足，根据评价结

果持续改进和完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以有效保

障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

２．２　评价原则　为构建科学、合理、有效的本科应
用型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实现上述评价目的，促进

地方高校通过评价，不断改进和完善应用型人才培

养模式，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优质人才，应遵循如

下评价原则。

２．２．１　多元主体评价　为培养真正适应社会所需
高素质应用型人才，高校应坚持多元化评价，将人

才培养过程中的相关主体都纳入人才评价活动中

来，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综合评价。如用人单位评

鉴、学生互评及自评、辅导员评价等，打破评价主体

单一，评价标准唯一，评价活动自上而下的权威格

局，倡导多元、民主、平等的评价氛围。

２．２．２　动态化评价　应用型人才与社会对于具体
人才的需求较为紧密，随着时代的发展及技术的变

革，社会对于应用型人才的定义和要求也较为不

同。因此，在具体指标选取和相关权重设置时，应

当体现动态化原则，实时对评价体系的具体指标和

权重进行动态调整，以满足时代发展需求。

２．２．３　可操作性评价　评价指标体系要以定量为
主，要综合考虑具体指标的可评判性、可操作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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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性。指标选取要体现重点、少而精。指标设置

要借鉴以往研究成果，但是指标数据要易于获取，

有较好的可比性、可测性和可量化，以体现客观、

公正。

２．２．４　系统性评价　评价指标体系要能真实客观
全面反映应用型人才的各个方面。评价指标体系

结构上应该是一个系统全面、层次分明、有机结合

的整体，设置指标时，应能综合考虑应用型人才检

验标准的方方面面，充分体现人才的应用型。

２．３　评价体系设计　基于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深
入研究，根据高校应用型教育的培养目标及社会对

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本文从知识、能力、素质三大要

素对应用型人才展开评价。为使评价具体化及可

操作，运用 ＡＨＰ层次分析法，将指标进行逐层分
解，并根据指标重要性，分别赋予相应权重。首先，

将知识、能力、素质作为一级指标进行分解，得到 ９
个二级指标，其中知识分为主修成绩、辅修成绩两

方面，能力分为语言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及专

业技能四方面，素质分为品德素质、身体素质及心

理素质三方面。再对二级指标进行分解，得到 ２０
个三级指标，从而构成完整的本科应用型人才评价

指标体系（详见表１）。对这指标进行选取和设计
时，既考虑指标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也考虑指标的

可操作性与导向性。

表１　本科应用型人才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分值

４ ３ ２ １
三级指

标权重

二级指

标权重

一级指

标权重

知识

（Ａ１）

主修成绩

（Ｂ１）
辅修成绩

（Ｂ２）

基础课成绩（Ｃ１）
专业课成绩（Ｃ２）
辅修课成绩（Ｃ３）
学位课成绩（Ｃ４）

０．４
０．６
０．５
０．５

０．７

０．３
０．３

能力

（Ａ２）

语言能力

（Ｂ３）

实践能力

（Ｂ４）

创新能力

（Ｂ５）

专业技能

（Ｂ６）

外语课程成绩（Ｃ５）
外语能力证书（Ｃ６）
企业实习（Ｃ７）
社团活动（Ｃ８）
社会实践（Ｃ９）
文章发表（Ｃ１０）
创新大赛（Ｃ１１）
专利证书（Ｃ１２）
计算机等级（Ｃ１３）
职业证书（Ｃ１４）

０．６
０．４
０．５
０．３
０．２
０．３
０．３
０．４
０．６
０．４

０．２

０．４

０．１

０．３

０．４

素质

（Ａ３）

品德素质

（Ｂ７）
身体素质

（Ｂ８）
心理素质

（Ｂ９）

遵纪守法（Ｃ１５）
诚实守信（Ｃ１６）
体育课成绩（Ｃ１７）
综合体检（Ｃ１８）

心理测试水平（Ｃ１９）
人际交往能力（Ｃ２０）

０．５
０．５
０．４
０．６
０．４
０．６

０．４

０．３

０．３

０．３

２．３．１　一级指标评价要点　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
强调能力与知识并重，以能力培养为导向，培养学

生成为专业基础知识扎实，实践应用能力较强，素

质全面发展的应用型人才。相比知识和素质，能力

显得更重要点，因此赋予能力０．４的权重，赋予知
识和素质各０．３的权重。（见表２）

表２　本科应用型人才评价一级指标评价要点

一级指标 权 重 　　　　　　　评价要点

Ａ１知识 ０．３ 主要考察学生的文化知识学习与掌握情况。包括“主修成绩”和“辅修成绩”两块

Ａ２能力 ０．４
主要考察学生是否具备实践应用能力，运用所学解决实际问题。包括语言能力、实践能力、创

新能力及专业技能

Ａ３素质 ０．３ 主要考察学生素质是否全面，身心是否健康。包括品德素质、身体素质及心理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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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　二级指标评价要点　根据大学课程体系结
构，将知识细分为“主修成绩”和“辅修成绩”２个二
级指标。“主修成绩”对应学生的主修专业，需要学

生投入大部分甚至全部精力和时间进行攻读，而

“辅修成绩”是学生在主修专业学有余力的情况下，

自发选择其他专业学习的成绩。根据两者的重要

性悬殊，赋予主修成绩０．７的权重，辅修成绩 ０．３
的权重。（见表３）

表３　二级指标Ｂ１～Ｂ２的评价要点

二级指标 权 重 　　　　　　　　评价要点
Ｂ１主修成绩 ０．７ 主要考察学生主修专业的理论知识与专业技能的掌握程度。它包括基础课成绩和专业课成绩

Ｂ２辅修成绩 ０．３
主要考察学生主修专业之外，依据自身兴趣或未来职业考虑而辅修的其他专业课程的成绩。

根据是否取得第二专业学位，分成辅修课成绩和学位课成绩

　　从能力的不同方面考虑，将能力分为“语言能
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专业技能”４个
二级指标。在这四项能力里面，评价应用型人才首

要看重的是实践能力，即是否能运用专业所学解决

实际问题；其次是专业技能，是否熟练掌握了专业

基本技能；再者是语言能力和创新能力。因此，分

别赋予实践能力０．４、专业技能０．３、语言能力０．２、
创新能力０．１的权重。（见表４）

表４　二级指标Ｂ３～Ｂ６的评价要点

二级指标 权 重 　　　　　评价要点
Ｂ３语言能力 ０．２ 主要考察学生的外语掌握水平，分外语课程成绩和外语能力证书

Ｂ４实践能力 ０．４ 主要考察学生参与校内外各类实践的情况，分企业实习、社团活动及社会实践

Ｂ５创新能力 ０．１ 主要考察学生是否具备创新精神，分文章发表、创新大赛及专利证书

Ｂ６专业技能 ０．３ 主要考察学生的专业技能掌握情况，分计算机技能和职业证书

　　从素质的表现形式来考虑，将素质分为“品德
素质”、“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３个二级指标。
秉着先培养成为高尚的“人”再培养成为可用之才

的原则，赋予品德素质０．４的权重，身体素质和心
理素质各０．３的权重。（见表５）

表５　二级指标Ｂ７～Ｂ９的评价要点

二级指标 权 重 　　　　　评价要点
Ｂ７品德素质 ０．４ 主要考察学生的道德修养水平，分遵纪守法和诚实守信两部分

Ｂ８身体素质 ０．３ 主要考察学生的身体健康程度，分体育课成绩和综合体检两部分

Ｂ９心理素质 ０．３ 主要考察学生的心理健康程度，分为心理测试水平及人际交往能力两块

２．３．３　三级指标评价要点
（１）二级指标Ｂ１“主修成绩”，分Ｃ１“基础课成

绩”和Ｃ２“专业课成绩”２个三级指标。“基础课成
绩”主要考察学生本专业基础课的修读情况；“专业

课成绩”主要考察学生本专业主要核心课程的修读

情况。评价标准见表６。
表６　三级指标Ｃ１～Ｃ２的评价标准

三级指标

评价分值

Ｃ１基础课
成绩

Ｃ２专业课
成绩

４ 优秀 优秀

３ 良好 良好

２ 合格 合格

１ 差 差

　　（２）二级指标Ｂ２“辅修成绩”，分为Ｃ３“辅修课
成绩”和Ｃ４“学位课成绩”２个三级指标。“辅修课

成绩”指未取得第二学位，所学专业之外而辅修其

他专业的课程的综合成绩；“学位课成绩”指取得第

二学位所修读课程的综合成绩。评价标准见表７。

表７　三级指标Ｃ３～Ｃ４的评价标准

三级指标

评价分值

Ｃ３辅修课
成绩

Ｃ４学位课
成绩

４
未取得学位，辅

修成绩优秀

取得学位且成

绩优秀

３
未取得学位，辅

修成绩较好

取得学位且成

绩较好

２
未取得学位，辅

修成绩一般

取得学位且成

绩一般

１
辅修成绩不合

格
－－

　　（３）二级指标Ｂ３“语言能力”，分为Ｃ５“外语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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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成绩”和Ｃ６“外语能力证书”２个三级指标。“外
语课程成绩”主要考察学生的外语学习能力，指在

校修读语言类课程的综合表现；“外语能力证书”主

要考察学生的外语掌握水平，根据证书级别不同，

赋予 １～４不同分值。证书级别越高，分值越大。
评价标准见表８。

表８　三级指标Ｃ５～Ｃ６的评价标准

三级指标

评价分值

Ｃ５外语课
程成绩

Ｃ６外语能
力证书

４ 优秀 八级

３ 良好 六级

２ 合格 四级

１ 差 －－

　　（４）二级指标 Ｂ４“实践能力”，分为 Ｃ７“企
业实习”、Ｃ８“社团活动”及 Ｃ９“社会实践”３个
三级指标。“企业实习”主要考察学生在校外企

业实习的情况，包括实习企业、实习时间、实习岗

位、实习成果等因素；“社团活动”主要考察学生

参与校内社团活动的情况，根据参与社团级别和

担任职务不同，赋予不同分值；“社会实践”指参

与学校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的情况，如暑期社会

实践、贫困地区支教、大型活动志愿服务等。评

价标准见表９。

表９　三级指标Ｃ７～Ｃ９的评价标准

三级指标

评价分值

Ｃ７企业
实习

Ｃ８社团
活动

Ｃ９社会
实践

４

实习单位

较好且实

习评鉴为

优秀

社团负责

人
三次以上

３

实习单位

较好且实

习评鉴为

良好

社团干事 三次

２

实习单位

一般且实

习评鉴为

优秀

社团优秀

成员
两次

１

实习单位

一般且实

习评鉴为

良好

社团成员 一次

　　（５）二级指标 Ｂ５“创新能力”，分 Ｃ１０“文章发
表”、Ｃ１１“创新大赛”及 Ｃ１２“专利证书”３个三级
指标。“文章发表”主要考察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

在校期间是否公开发表过文章；“创新大赛”主要考

察学生的创新意识与能力，是否积极参与校内外各

类创新大赛并取得一定成绩；“专利证书”主要考察

学生的创新成果，在校期间是否有任何创新技术或

作品获得专利证明。评价标准见表１０。

表１０　三级指标Ｃ１０～Ｃ１２的评价标准

三级指标

评价分值

Ｃ１０文章
发表

Ｃ１１创新
大赛

Ｃ１２专利
证书

４
核心２篇
及以上

参与创新

大赛并获

一等奖

有专利证

书

３ 核心１篇
参与创新

大赛并获

二等奖

－－

２
非核心 ２

篇及以上

参与创新

大赛并获

三等奖

－－

１
非核心 １

篇

参与创新

大赛
－－

　　（６）二级指标Ｂ６“专业技能”，指在校期间所取
得的各种专业技能证书，分 Ｃ１３“计算机等级”和
Ｃ１４“职业证书”２个三级指标。“计算机等级”主要
考察学生的计算机运用熟练程度；“职业证书”主要

考察学生的就业能力，是否取得人才市场认可的某

些职业证书。评价标准见表１１。

表１１　三级指标Ｃ１３～Ｃ１４的评价标准

三级指标

评价分值

４ 三级以上 高级

３ 三级 中级

２ 二级 初级

１ 二级以下 资格证

　　（７）二级指标 Ｂ７“品德素质”方面，分 Ｃ１５“遵
纪守法”和 Ｃ１６“诚实守信”２个三级指标。“遵纪
守法”主要考察学生的纪律意识与法律意识，是否

存在违反学校规章制度及社会法律法规的情况；

“诚实守信”主要考察学生的为人处世。评价标准

见表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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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　三级指标Ｃ１５～Ｃ１６的评价标准

三级指标

评价分值
Ｃ１５遵纪守法 Ｃ１６诚实守信

４
严格遵守各项

规章制度

诚实守信，起到

模范作用

３
较好遵守各项

规章制度

诚实守信，具有

良好道德品质

２
违规行为偶有

发生，且程度较

轻

不诚实守信行为

偶有发生，需进

一步约束自己

１
存在严重违规

行为

诚实守信不够，

需继续努力

　　（８）二级指标 Ｂ８“身体素质”方面，分 Ｃ１７“体
育课成绩”和Ｃ１８“综合体检”２个三级指标。”体育
课成绩“主要考察学生参与体育学习与体育锻炼的

表现；”综合体检”主要考察学生的整体身体健康状

况。评价标准见表１３。

表１３　三级指标Ｃ１７～Ｃ１８的评价标准

三级指标

评价分值

Ｃ１７体育
课成绩

Ｃ１８综合
体检

４ 优秀 优

３ 良好 良

２ 合格 中

１ 不合格 差

　　（９）二级指标 Ｂ９“心理素质”方面，分 Ｃ１９“心
理测试水平”和 Ｃ２０“人际交往能力”２个三级指
标。“心理测试水平”主要从理论角度考察学生的

心理健康水平，以在校心理测试结果来体现；“人际

交往能力”主要从实际生活考察学生的心理健康水

平，以人际交往的融洽程度来体现。评价标准见表

１４。

表１４　三级指标Ｃ１９～Ｃ２０的评价标准

三级指标

评价分值

Ｃ１９心理测
试水平

Ｃ２０人际
交往能力

４ 非常好 非常好

３ 比较好 比较好

２ 一般 一般

１ 不太好 需提高

２．４　评价方法　应用型人才评价体系的设计关键
在于实施。评价实施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方面：评

价指标方面，上表１评价体系所选取的指标及设置

的权重供参考和借鉴，高校可根据自身办学特色和

培养目标设置个性化评价指标，评价指标应具有激

励与导向功能，实现以评促学、以评促教。权重赋

予方面，可根据评价指标对培养目标的重要性赋予

不同分值，并结合学校人才培养现状及人才市场需

求标准，适时进行动态调整。评价主体方面，考虑

评价的全面性和科学性，由评价对象的参与方———

教师、辅导员、同学、用人单位等作为评价参与的主

要成员。评价方法方面，应结合评价指标的不同特

征，采取适当的评价方法，如量化评价、质性评价、

模糊综合评价、层次分析法等，对每个三级指标的

情况进行科学评价，并依据评价结果不同，分等级

进行分值评判。如可将评价结果分为“优秀”、“良

好”、“合格”及“差”四个级别，依次给予“４”、“３”、
“２”、“１”分值。分值越高，表示指标完成情况
越好。

我国应用型人才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为探索性

研究，部分指标提取难度较大。因此，在 ＡＨＰ层次
分析法的基础上结合运用模糊综合评价对应用型

人才培养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即建立 ＡＨＰ－模糊综
合评价模型，以了解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实

效性，具体步骤如下。

（１）确定评价指标因素集 Ｕ＝﹛ Ｕ１，Ｕ２，Ｕ３，…
Ｕ２０﹜。根据应用型人才特点与培养途径，将应用型
人才评价指标分为知识、能力、素质３个一级指标，
再逐步分解成９个二级指标和２０个三级指标，组
成完整的应用型人才评价指标体系，详见表１。

（２）确定评价指标因素的权重分配。一级指
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权重见表１。

（３）进行指标评价。对每个三级指标进行评
价，根据结果好坏确定分值。Ｖ＝【４、３、２、１】，“４”
表示指标完成情况“非常好”、“３”表示指标完成情
况“较好”、“２”表示指标完成情况“合格”、“１”表示
指标完成情况“差，即 Ｖ＝【非常好、较好、合
格、差】。

（４）确定模糊综合评价矩阵。

（５）进行模糊综合评价，计算最终评分。Ｘ１表
示应用型人才综合评价为非常好的比例；Ｘ２表示应
用型人才综合评价为较好的比例；Ｘ３表示应用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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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综合评价为合格的比例；Ｘ４表示应用型人才综合
评价为差的比例。

［８］

Ｘ＝ＶＲ＝［Ｘ１，Ｘ２，Ｘ３，Ｘ４］

３　开展应用型人才评价的相关建议
　　随着应用型人才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践运用，评
价指标体系将越来越科学、完善，必然要求评价工

作实施越来越规范系统，评价结果越来越真实可

信，真正实现以评价促发展的目的。做好本科应用

型人才评价，不仅要科学设计评价指标体系，还应

注意做到以下几点：

３．１　评价设计与人才培养方案相结合　人才培养
方案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关乎人才培养质量和学校

未来发展。应用型人才综合评价体系的设计应结

合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在评价目的和评价指标上发

挥评价的导向和检验功能，引导学生朝着学校及院

系的培养目标努力学习，增强能力，全面发展。同

时通过评价检验人才培养方案的实施效果，并反过

来依据评价结果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不断调整和

优化，两者结合，互相促进，以共同提升应用型人才

培养质量。

３．２　评价过程与人才培养过程相结合　一是将人
才培养过程中的相关主体和主要内容纳入到评价

活动中来，围绕评价指标开展多元化评价，不仅评

价主体多元，而且评价方式方法、评价内容也多元

化，实现以评促教，以评促学，促进学生“知识、能力

与素养”的全面发展。二是结合人才培养过程，开

展过程性评价，关注学生学习的过程，而非只关注

学习结果，适时给予反馈性评价，既肯定成绩，也发

现问题，通过评价引导学生养成良好学习态度，注

重理论结合实际，培养实践能力，提升综合素养。

３．３　评价结果与师生奖励相结合　可按学期或学
年进行评价，将评价结果与师生奖励相挂钩。依据

评价结果，对表现优秀的学生进行物质和非物质奖

励，激励学生不断提升自身能力和综合素养。奖项

可分单项和综合项，以鼓励学生个性化全面发展。

对教学良好的教师同样给予物质和非物质奖励，可

设教师交流中心，开展优秀教师分享会等促进教师

之间的沟通交流，帮助共同提升教学质量。

３．４　依据评价结果优化教学过程　构建应用型人
才评价体系，主要目的就是评鉴学校应用型人才培

养的成效，通过评价学生的学习绩效，结合校外企

业的人才需求，反过来发现学校人才培养过程的薄

弱环节和不足之处，并及时根据评价结果调整和优

化教学过程，发挥评价的诊断、调节和改进功能，从

而不断优化学校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因此，评

价结果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奖励部分表现优秀的

师生，促进教学相长，更重要的是，要依据评价结

果，发现和补齐学校人才培养过程中的短板，如优

化专业培养方案、改进教学方式方法、加强实践教

学环节、提升师资队伍质量等，以提升学校应用型

人才培养质量。

总之，本文探索设计本科应用型人才评价体

系，目的在于帮助开展本科应用型教育的学校对学

生的知识、能力、素质情况进行较客观全面的评价，

通过评价检验培养质量，通过评价促进学生发展，

通过评价优化培养模式，以提升应用型人才培养质

量。本文研究仅为理论研究成果，为高校开展实际

评价工作提供了大致的思路框架和评价标准，具有

一定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希望后续研究进一步

探索，研究制订更加科学合理、更加全面有效的评

价指标体系，发挥教育评价在应用型人才培养过程

中的作用与功能，通过评价引导和激励学生成长为

时代和社会发展所需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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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应用科学大学体制
　　　———对中国也是一种成功模式？

ＨｅｎｄｒｉｋＬａｃｋｎｅｒ①
（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下萨克森州 德国　４９０７４）

摘　要：基于德国在４５年前成功建立起的为地方经济提供了高素质专业人才的应用科学大学体制，尝试对德
国应用科学大学模式做一论述，并对中国教师时常问及的一些问题予以解答。文章呼吁，通过继续共建专业、

加强师生交流、共同开展研究和继续教育以及建设性的会议形式和创办公开刊物，从而持续深入加强德中应用

科学大学领域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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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ｔｈｉｓｓｙｓｔｅｍｍｏｄｅａｎｄａｎｓｗｅｒｔｈｅｑｕｅｔｉｏｎｓ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ｂ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ｉｒ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ｒ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Ｉｔａｐｐｅａｌｓｉｎｔｈｅｅｎｄｔｈａｔ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ｅｒｍａｎｙａｎ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
ｒｉｅｎｔｅ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ｐｒｏｍｏｔ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ｃｏ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ｅａｃｈ
ｅｒｓｔｕｄｅｎ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ａｒｒｙｉｎｇｏｕ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ｓｅｔｔ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Ｇｅｒｍａｎｙ；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Ｇｅｒｍａｎｙ

０　引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着手进行一种极具战略意
义的教育、科学领域的转变。在国家教育发展的政

策层面，建设一个与职业及实践紧密相连、以应用

型教学、研究及发展为重点的高效能的高等教育体

系现在已被提到非常高的位置。２０１５年 １０月 ３０
日，中国总理李克强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访问合

肥学院并参加了下萨克森州的应用科学大学与合

肥学院友好合作三十周年庆典，进一步肯定了这种

改革。②按照中国总理的规划，在中德教育合作领

域，合肥学院将被建成一所国家示范高校。在德方

的帮助下，与实践高度结合的卓有成效的“应用大

学科学模式”也将在中国全面付诸实施。

当那些闻名于世的中国顶尖大学如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已在国际大学排行榜上超过诸多德国顶

尖大学时，中国的应用科学大学领域尚处在转型或

起步阶段。本文通过回顾德国在４５年前成功建立
起的为地方经济提供了高素质专业人才的应用科

学大学体制，对德国应用科学大学模式作一介绍，

①

②

作者简介：Ｐｒｏｆ．Ｄｒ．ＨｅｎｄｒｉｋＬａｃｋｎｅｒ，德国下萨克森州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对华高等教育中心主任，公法、行政法学教授，
中国政法大学德国公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政府网：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３０日新闻报道。ｈｔｔｐ：／／ｅｎｇｌｉｓｈ．ｇｏｖ．ｃｎ／ｐｒｅｍｉｅｒ／ｐｈｏｔｏｓ／２０１５／１０／３０／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８１４７５２２３５４７９４５．ｈｔｍ。德国联邦总理
府新闻网：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３０日新闻报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ｕｎｄｅｓｋａｎｚｌｅｒｉｎ．ｄ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ＤＥ／Ｒｅｄｅ／２０１５／１０／２０１５－１０－３０－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ｅｔ－ｈｅｆｅｉ．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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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作者在为中国高校教师作报告或进修培训时

常被问及的一些问题予以解答：应用科学大学与其

他形式的高校、特别是传统的立足于基础研究的综

合性大学究竟有什么区别？应用科学大学教育与

双元职业教育体制框架中的职业教育的区别何在？

通过总结那些能够表明应用科学大学体制最重要

的结构特征及成功因素，有关应用科学大学体制的

基本概况基本可以被呈现出来。本文认为，通过继

续共建专业、加强师生交流、共同开展研究和继续

教育以及举办相关能够产生广泛影响的会议③和创

办公开刊物，④从而可以持续深入加强德中应用科

学大学领域的合作。

１　德国高等学校种类
下文将对德国现行的不同形式的高等学校作一

概括的介绍，见表１。
表１　德国高等学校类型⑤

类型 数量

高等学校总数 ４２７
综合性大学 １０７
应用科学大学 ２１７

行政管理应用科学大学 ２９
师范类高校 ６
神学类高校 １６
艺术类高校 ５２

　　数据表明，综合性大学和应用科学大学尽管不
是唯一的，但却是与其他类型有着明显距离的最重

要的高等学校类型。与那些最早可以回朔到１４世纪
时期创建的第一批综合性大学（如１３８６年创建的海
德堡大学）相比，德国应用科学大学是一种相对较为

年轻的高等学校形式。现今在德国，应用科学大学

的数量约为综合性大学的两倍，这说明德国应用科

学大学作为独立的高校类型已在德国高校体系里成

功地建立起来了。

１．１　综合性大学
最初作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共同体的综合

性大学，从历史上看，在过去几百年里被视为唯一

的高等学校形式。作为综合大学，它们拥有了那时

所存在的全部学科门类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ｌｉｔｔｅｒａｒｕｍ）⑥。
综合性大学至今仍承担着培养科学后备力量的任

务。⑦ 这一点最明显地体现在博士授予权和教授资

格授予权直至今日仍然归属于综合性大学。在德

国拥有高等院校法领域立法权和行政权的１６个联
邦州所制定的高校法中对此均一致作了这样的规

定。其间，对学生就业能力（ｅｍｐｌｏｙａｂｉｌｉｔｙ）的培养
也作为高校的一项基本任务被赋予给了综合性大

学。⑧ 自二战结束以后，起源于综合技术学校以及

建筑和商业学院的技术类高校、医科类高校、经贸

类高校、矿山学院和在汉堡和慕尼黑的两所军事大

学也享有了综合性大学的同等地位。⑨

１．２　应用科学大学
应用科学大学通过教与学、继续教育及与实

践紧密联系的研发服务于应用性的科学或艺

术瑏瑠。

（１）创办动机。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创办起源于１９６８年１０月
３１日德国联邦州为统一应用科学大学教育事业所共
同签署的协议。这种新兴的、独立的高校形式得以

创办是基于不同社会因素的错综交织存在：当时，德

国应用科学大学的很多前身，其中特别包括那些具

有很悠久传统的工程及经济类学校，要求把其地位

从中等学校提升至高等学校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并

且，１９６０年发起的教育扩张导致了综合性大学的容
纳能力严重不足，遇到了瓶颈。此外，各行各业里日

新月异的技术发展也带来的了对受过系统科学知识

教育的专业人才需求的迅猛增长。瑏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例如德中应用高等教育论坛，每年由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和合肥学院共同举办。详见 ｈｔｔｐ：／／ｏｌｄ．ｈｓ－ｏｓｎａｂｒｕｅｃｋ．ｄｅ／
４１６７３．ｈｔｍｌ。

例如由合肥学院创办的公开刊物《应用型高等教育研究》。

德国联邦统计局关于高校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学年冬季学期学生人数的报告：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ｓ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Ｆａｃｈｓｅｒｉｅ１１Ｒｅｉｈｅ４．１，Ｓｔｕｄｉｅｒｅｎｄｅａｎ
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ｎ，Ｗｉｎｔｅｒｓｅｍｅｓｔｅｒ２０１４／２０１５，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２０１５，Ｓ．１２。

参见ＡｒｎｅＰａｕｔｓｃｈ，Ｋｏｍｐｅｎｄｉｕｍｚｕｍ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ｕｎｄ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ｒｅｃｈｔ（高校及学术法概要），２０１１，Ｓ．２７。
关于应用科学大学博士资格授予权的讨论参见ＡｒｎｅＰａｕｔｓｃｈ，ＮＶｗＺ（行政法期刊）２０１２，６７４ｆｆ。
例如 §３Ａｂｓ．１Ｓ．１Ｎｒ．２Ｎｉｅｄｅｒｓｃｈｓｉｓｃｈｅｓ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ｇｅｓｅｔｚ（德国下萨克森州高校法第３条第１段，第１句第２项）。
参见ＡｒｎｅＰａｕｔｓｃｈ，Ｋｏｍｐｅｎｄｉｕｍｚｕｍ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ｕｎｄ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ｒｅｃｈｔ（高校及学术法概要），２０１１，Ｓ．２７。
参见 §３Ａｂｓ．４Ｓ．２Ｎｉｅｄｅｒｓｃｈｓｉｓｃｈｅｓ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ｇｅｓｅｔｚ（德国下萨克森州高校法）。
参见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Ｈｏｌｕｓｃｈａ，ＤａｓＰｒｉｎｚｉｐＦａｃｈ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ＥｒｆｏｌｇｏｄｅｒＳｃｈｅｉｔｅｒｎ？（应用科学大学，成功还是失败？），Ｍüｎｓｔｅｒ２０１３，Ｓ．７３ｆ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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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应用科学大学（Ｆａｃｈ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瑏瑢概念的
演变。

“Ｆａｃｈ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最初是指“高等技术专业学
校”（Ｔｅｃｈｎｉｓｃｈｅ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ｎ）、“高等农业经济专
业学校”（Ｌａｎｄ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ｎ）、“高等
经济与贸易专 业 学 校”（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ｕｎｄＨａｎ
ｄｅｌｓ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ｎ）以及“艺术、音乐、矿山和森林高等
专业学院”（Ｋｕｎｓｔ－，Ｍｕｓｉｋ－，Ｂｅｒｇ－ｕｎｄＦｏｒｓｔａｋａｄ
ｅｍｉｅ）等。也就是说，“Ｆａｃｈ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原本是对那
些学科特色型教育机构的总称，并且那时这个称谓

下的教育机构在学术层次上较之于以前的中等专

业学校（Ｆａｃｈｓｃｈｕｌｅ），如中等工程学校（Ｉｎｇｅｎｉｅｕｒｓ
ｃｈｕｌｅｎ），更接近于综合性大学。当１９７１年在德国
成立第一批现今意义上的同样名为“Ｆａｃｈｈｏｃｈｓ
ｃｈｕｌｅ“的应用科学大学的时候，最初的那些被称为
“Ｆａｃｈ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但实际上是学科特色型的高等
学校已经大部分不是被转变成为了综合性大学，就

是被赋予了与综合性大学同等的权利和地位，或是

被纳入了已有综合性大学，成为了其中的一个系。

人们之所以在１９６８年决定对这一类型的高校起名
为“高等专业学校”（Ｆａｃｈ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主要是因
为其前身也同样具有学科特色性，即首先是在工程

和经济领域。由于德国“Ｆａｃｈ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的专业设
置在过去几十年里扩展得非常迅速，比如出现了诸

如“卫生健康及护理”等专业，因此，“高等专业学

校”（Ｆａｃｈ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的概念就显得太狭隘并不合
时宜了。基于此，德国联邦州的高校法便以“高等

学校”（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这个上位概念，或者“应用科学
大学”（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ｆüｒａｎｇｅｗａｎｄｔｅ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
这个名称取代了“高等专业学校”（Ｆａｃｈ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
这一概念。瑏瑣 很多这一类型的学校为了突出自己

的办学定位和特色取名为“经济与技术应用科学

大学”（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ｆüｒ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ｋ）瑏瑤、

“经济与环境应用科学大学”（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ｆüｒ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ｄＵｍｗｅｌｔ）瑏瑥、“技术应用科学大学”
（Ｔｅｃｈｎｉｓｃｈｅ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瑏瑦、“经济与法律应用科
学大学”（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ｆüｒ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ｄＲｅｃｈｔ）瑏瑧

等。后来几乎所有的德国此类高校都统一被冠以

英文名称“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即“应
用科学大学”。而英文“ＨｉｇｈＳｃｈｏｏｌ”（高级中学）
的称谓则完全不适合于此，因为从教育层级上来

看那是一种第二级的教育机构，而应用科学大学

则属于第三级的教育机构。

（３）应用科学大学与职业学校以及双元制职业
教育的区别。

应用科学大学以极强的与实践高度融合性、与

经济紧密相连性及应用导向性为其最明显的特色。

然而，人们不得将其与在德国同样特别成功的职业

教育（职业培训）体制混为一谈。最为重要的区别

就是应用科学大学教育的学术性：应用科学大学的

学生如要通过硕士学位考试、则须通过能够独立开

展学术工作、能够以其具备的科学知识解决问题来

证明其能力；而在职业教育领域，应当通过井然有

序的训练进程的实施向学生传授那些将来可以直

接过渡到实际工作环境所必须的技能、知识、能力

（职业行为能力）。瑏瑨 双元制职业教育是一种把企

业职业培训环节与职业学校学习环节紧密结合起

来的一种职业教育体制，受培训者者（学徒）要同

企业签订协议，每月从企业获取薪酬，并通过毕业

考试来证明其是否具备职业行为能力。受培训者

（学徒）若顺利通过考试则可获得一个证书，但不

能获取任何学术性头衔（学位）。德国一些联邦州

高教法也规定，如果大学申请者具备顺利完成三

年职业教育，又能够证明其在所学职业领域有三

年的就业经历，则可因其所受的此等职业预备教

瑏瑢

瑏瑣

瑏瑤
瑏瑥
瑏瑦
瑏瑧
瑏瑨

译者陈颖备注：“Ｆａｃｈ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由“Ｆａｃｈ”和“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两个词组成，“Ｆａｃｈ”通常被译为“专业、学科”，“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的翻译是
“高等学校、大学”。当“Ｆａｃｈ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这个词被用来指德国的高校类型时，现今的主流翻译是“应用科学大学”，即本文采用的翻译。国
内对该词常见的翻译还有“高等专业学校”“应用技术大学”“应用科技大学”等。通过本文作者Ｌａｃｋｎｅｒ先生在此对该词概念演变的介绍，
相信读者也就可以理解为何现今主流采用“应用科学大学”的翻译了。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ＤＡＡＤ）驻京办事处主任 Ｓｃｈｍｉｄｔ－Ｄｒｒ在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２日召开的第七届中德应用型高等教育研讨会上特别就对“Ｆａｃｈ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的理解和翻译作了报告，并多方论证了“应用科
学大学”这个翻译的科学性，受到了参会学者们的一致赞同。

译者陈颖备注：因此，便于从名称上就可以直观辨认出大学的类型，我们的做法与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一样，是把含有“Ｈｏｃｈｓ
ｃｈｕｌｅ”和“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ｆüｒａｎｇｅｗａｎｄｔｅ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的大学名称都翻译为应用科学大学。　

如柏林经济与技术高等学校（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ｆüｒ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ｋＢｅｒｌｉｎ），详见ｗｗｗ．ｈｔｗｂｅｒｌｉｎ．ｄｅ。
如纽特林根－盖斯林根经济与环境高等学校（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ｆüｒ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ｄＵｍｗｅｌｔＮüｒｔｉｎｇｅｎＧｅｉｓｌｉｎｇｅｎ），详见 ｗｗｗ．ｈｆｗｕ．ｄｅ．
如科隆技术高等学校（Ｔｅｃｈｎｉｓｃｈｅ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Ｋｌｎ），详见 ｗｗｗ．ｔｈｋｏｅｌｎ．ｄｅ。
如柏林经济与法律高等学校（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ｆüｒ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ｄＲｅｃｈｔＢｅｒｌｉｎ），详见 ｗｗｗ．ｈｗｒｂｅｒｌｉｎ．ｄｅ。
参见ｄｉｅｇｅｓｅｔｚｌｉｃｈｅＺｉｅｌｂｅｓｔｉｍｍｕｎｇｉｎ§１Ａｂｓ．３Ｂｅｒｕｆｓｂｉｌｄｕｎｇｓｇｅｓｅｔｚ（德国职业教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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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ＢｅｒｕｆｌｉｃｈｅＶｏｒｂｉｌｄｕｎｇ）获得入学资格（“３＋３”
模式）。瑏瑩

（４）应用科学大学与职业学院的区别。
应用科学大学不仅不同于职业培训体系（Ｂｅ

ｒｕｆｓａｕｓｂｉｌｄｕｎｇｓｓｙｓｔｅｍ），也和职业学院（Ｂｅｒｕｆｓａｋａｄｅ
ｍｉｅｎ）有区别。与此相关的规定在德国各联邦州大
不相同，在一部分联邦州甚至完全没有职业学院。瑐瑠

下萨克森的职业学院不具备高等学校地位，然而归

属于第三级教育领域。职业学院一般是非国立性

质的教育机构，它们开展至少为期三年的相关科

学知识的教育以及以实践为导向的职业教育。这

种形式的教育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学生在企

业或者类似机构接受实践培训，另外一个部分是

学生在与企业合作的职业学院进行与实践培训步

调吻合的学习（双元教育）。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

况下，职业学院可以设置一些教学专业，这些专业

的学生毕业时可获得附加专业方向的学士学位。

前提是，所开设的专业需经过独立的高校专业认

证机构的审核认证。在达到其他认证条件的同

时，必须满足一项师资力量的基本条件，也就是，

至少有 ６０％的教师要具备应用科学大学教授
资格。

２００９年，在巴登 －符腾堡州，国立职业学院转
变为巴登 －符腾堡双元制应用科学大学，校址位
于州府斯图加特市。瑐瑡

１．３　行政管理应用科学大学
行政管理应用科学大学，又被称为公共行政

与司法行政应用科学大学，均为各联邦州的内部

高校，其任务是培养将来从事高级行政管理事务

的公务员后备力量。学生在学习期间与政府之间

处于可撤销公务员劳动关系并领取预备公务员工

资。在过去几十年里，各联邦州越来越多地发生

转变，将这些后备力量的培养任务外部化，即转到

国立应用科学大学去，这除了有教育政策方面的

考虑外，首先还是出于财政预算政策的原因。瑐瑢

１．４　师范类高校
师范类高等学校在德国属于从属角色，除了

巴登 －符腾堡州以外，它们均已纳入到已有的综
合性大学里。在巴登 －符腾堡州，师范高等学校
主要开设培养各类教师和涉及校外教育科学的专

业。瑐瑣

１．５　神学类高校
天主教和基督教教堂的神职后备力量主要由

国立综合性大学的神学系培养，而教会高等学校

的教育则聚焦于社会工作和社会教育领域。瑐瑤

１．６　艺术类高校
艺术类高等学校致力于呵护音乐、美术、造型

艺术领域的所有艺术，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表现

方式，以及传播艺术知识和传授艺术技能，并为学

生今后从事文化与艺术领域的职业，以及需要具

备特别艺术技能的艺术教育职业做准备。瑐瑥 在履

行这些任务的范畴内，艺术类高等学校也开展

研究。

２　统计概况
下面用一些统计数据来简要描述一下德国高

校在校学生人数、入学学生人数的发展以及高校

教工人数的基本情况，见表２，表３。

表２　学生总人数（包括德国学生和外国学生）表瑐瑦

学生人数 总人数 综合性大学 应用科学大学 应用科学大学所占比例／％
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冬季学期 １８７２４９０ １２４６９０７ ３９５４４４ 　　　２１．１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冬季学期 １９６３５９８ １３７２５３１ ５２３８０８ 　　　２６．７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冬季学期 ２６９８９１０ １７３３０４８ ８９６１８７ 　　　３３．２

瑏瑩
瑐瑠
瑐瑡
瑐瑢
瑐瑣
瑐瑤
瑐瑥
瑐瑦

参见 ｄｉｅＲｅｇｅｌｕｎｇｉｎ§１８Ａｂｓ．４Ｓ．２Ｎｒ．１Ｎｉｅｄｅｒｓｃｈｓｉｓｃｈｅｓ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ｇｅｓｅｔｚ（德国下萨克森州高校法）。
有关基本规定可参见德国下萨克森州职业学院法（ＮｉｅｄｅｒｓｃｈｓｉｓｃｈｅｎＢｅｒｕｆｓａｋａｄｅｍｉｅｇｅｓｅｔｚ）。
德国巴登 －符腾堡州双元制教育机构法（ＧｅｓｅｔｚｚｕｒＥｒｒｉｃｈｔｕｎｇｄｅｒＤｕａｌｅｎ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Ｂａｄｅｎ－Ｗüｒｔｔｅｍｂｅｒｇ）对此有统一规定。
参见 ＡｒｎｅＰａｕｔｓｃｈ，Ｋｏｍｐｅｎｄｉｕｍｚｕｍ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ｕｎｄ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ｒｅｃｈｔ（高校及学术法概要），２０１１，Ｓ．３０。
参见德国巴登－符腾堡州高校法 §２Ａｂｓ．１Ｓ．３Ｎｒ．２Ｌａｎｄｅｓ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ｇｅｓｅｔｚＢａｄｅｎ－Ｗüｒｔｔｅｍｂｅｒｇ。
参见 ＡｒｎｅＰａｕｔｓｃｈ，Ｋｏｍｐｅｎｄｉｕｍｚｕｍ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ｕｎｄ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ｒｅｃｈｔ（高校及学术法概要），２０１１，Ｓ．３１ｆ。
参见德国巴登 －符腾堡州高校法 ｄｉｅＡｕｆｇａｂｅｎｂｅｓｃｈｒｅｉｂｕｎｇｉｎ§２Ａｂｓ．１Ｓ．３Ｎｒ．３Ｌａｎｄｅｓ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ｇｅｓｅｔｚＢａｄｅｎ－Ｗüｒｔｔｅｍｂｅｒｇ。
德国联邦统计局关于高校２０１４—１５学年冬季学期学生人数的报告：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ｓ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Ｆａｃｈｓｅｒｉｅ１１Ｒｅｉｈｅ４．１，Ｓｔｕｄｉｅｒｅｎｄｅ

ａｎ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ｎ，Ｗｉｎｔｅｒｓｅｍｅｓｔｅｒ２０１４／２０１５，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２０１５，Ｓ．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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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性大学和应用科学大学学生人数的发展
趋势表明，自１９９４年以来，应用科学大学学生人数
占学生总人数的比重由五分之一强增长到２０１４年

的三分之一以上。在此期间，应用科学大学的学生

人数绝对数翻了两番多，在相同时期里，综合性大

学的学生人数增长不到４０％，见表２。

表３　入学学生人数（包括德国学生和外国学生）表瑐瑧

学生入学人数瑐瑨 总人数 综合性大学 应用科学大学 应用科学大学所占比例／％
１９９６学年 ２６７２６１ １６４８７６ ６９９８５ 　　２６．２
２００６学年 ３４４９６７ ２２３０６７ １０９１８９ 　　３１．７
２０１４学年 ５０４８８２ ２８８４２０ １９９９７３ 　　３９．６

　　在过去２０年里，综合性大学的学生入学人数
的增长进程也由于应用科学大学的发展而被减缓

了。应用科学大学学生入学人数占总入学人数从

１９９６年的２６％强增加到２０１４年的近４０％。在对
德国的创新力和科技领先地位产生重要影响的工

程学领域，应用科学大学的传统优势凸显。在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学年冬季学期，选择工程学专业的新入
学的学生人数为９４３５１，其中５５８１８人在应用科学
大学，３８３３６人在综合性大学，应用科学大学的新
生人数占总入学人数约六成，瑐瑩见表４。

表４　高校教工人数表瑑瑠

高校教职工人数 总人数 综合性大学 应用科学大学 应用科学大学所占比例／％
教授岗位

２０１４年
４５７４９ ２４００１ １８５７３ ４０．６

学术和艺术人员

总人数

２０１４年瑑瑡
３８１２６９ ２７４３４２ ９２６００ ２４．３

以学术和艺术

工作为主职业的人数

２０１４年瑑瑢
２３６３６４ １９６５０１ ３２６０８ １３．８

　　应用科学大学教授人数占德国高校教授总人
数的比率为４０．６％，这是一个较高的水平。因此，
应用科学大学教授对学生的比例要比综合性大学

的教授学生比好一些：２０１４年，应用科学大学１名
教授可指导４８名学生，而综合性大学１名教授需
指导７２名学生。不过，在这里也不应忽视，综合性
大学的教学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由讲师、助教、科

研辅助人员以及承担特殊任务的教师来承担的，而

在应用科学大学里，此类人员尚不足四分之一。如

果将所有教学人员计入的话，综合性大学的师生比

在２０１４年为６∶３，而应用科学大学为９∶７。应用科
学大学里以学术和艺术工作为主职业的总人数比

重明显小于综合性大学，这是因为在应用科学大学

的中层学术人员极为稀少。

３　应用科学大学的入学条件
德国高校的入学资格是由各联邦高校法来规

定。在下萨克森州，申请者进入一个普通本科专业

学习需要具备相应的入学条件。瑑瑣 除了普通高校入

学资格（高级中学毕业考试 Ａｂｉｔｕｒ）以外，获取应用

瑐瑧

瑐瑨
瑐瑩

瑑瑠

瑑瑡

瑑瑢

瑑瑣

德国联邦统计局关于高校２０１４—１５学年冬季学期学生人数的报告：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ｓ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Ｆａｃｈｓｅｒｉｅ１１Ｒｅｉｈｅ４．１，Ｓｔｕｄｉｅｒｅｎｄｅａｎ
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ｎ，Ｗｉｎｔｅｒｓｅｍｅｓｔｅｒ２０１４／２０１５，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２０１５，Ｓ．１４。

一个学年的新生人数包括夏季学期和次年冬季学期入学的新生数。

德国联邦统计局关于高校２０１４—１５学年冬季学期学生人数的报告：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ｓ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Ｆａｃｈｓｅｒｉｅ１１Ｒｅｉｈｅ４．１，Ｓｔｕｄｉｅｒｅｎｄｅａｎ
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ｎ，Ｗｉｎｔｅｒｓｅｍｅｓｔｅｒ２０１４／２０１５，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２０１５，Ｓ．４０，１３４ｕｎｄ１６５。

德国联邦统计局关于２０１４年高校教师人数的报告：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ｓ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Ｆａｃｈｓｅｒｉｅ１１Ｒｅｉｈｅ４．４，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ａｎ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ｎ，２０１４，
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２０１５，Ｓ．２０，４０。

属于此类的人员包括教授、讲师、助教、科研辅助人员和承担特殊任务的教师，参见德国联邦统计局关于２０１４年高校教师人数的
报告：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ｓ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Ｆａｃｈｓｅｒｉｅ１１Ｒｅｉｈｅ４．４，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ａｎ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ｎ，２０１４，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２０１５，Ｓ．１２ｆ。

德国联邦统计局关于２０１４年高校教师人数的报告：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ｓ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Ｆａｃｈｓｅｒｉｅ１１Ｒｅｉｈｅ４．４，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ａｎ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ｎ，２０１４，
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２０１５，Ｓ．７０。

参见 §１８Ｎｉｅｄｅｒｓｃｈｓｉｓｃｈｅｓ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ｇｅｓｅｔｚ（德国下萨克森州高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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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大学入学资格（专业高中毕业考试Ｆａｃｈａｂｉｔｕｒ）
也便可以申请上应用科学大学。应用科学大学入

学资格，即允许在任何一所应用科学大学的任何一

个专业学习的资格，是由学校教育和相关职业教育

两部分组成。比如说，学校教育部分的证明可以是

一所１１年级制高中的毕业证书，而相关职业教育
证明则是完成至少不短于一年的实习。瑑瑤 若申请者

即没有普通高校入学资格（高级中学毕业考试Ａｂｉ
ｔｕｒ），也没有应用科学大学入学资格（专业高中毕业
考试 Ｆａｃｈａｂｉｔｕｒ），则职业预备（ＢｅｒｕｆｌｉｃｈｅＶｏｒｂｉｌ
ｄｕｎｇ）则可作为专业相关或专业非相关的高校入学
敲门砖。瑑瑥

与综合性大学不同，在应用科学大学学习的超

半数以上的学生是来自于非知识分子家庭，是家庭

中的“第一代大学生”。基于这个背景，可以说，应

用科学大学还扮演了了一个重要的社会政治角色，

因为它们使得通过教育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即社

会流动及机会公平性成为可能瑑瑦。

４　博洛尼亚进程的影响
所谓的博洛尼亚进程使德国高等教育领域发

生了持久的变化。１９９９年６月１９日在意大利城市
博洛尼亚，来自３０个欧洲国家的教育部长签署了
博洛尼亚宣言，在之后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又不断

对此继续完善，从而奠定了欧洲高等教育区的基

石，在此期间，属于这一区域的国家也发展到４７个
欧洲国家。博洛尼亚进程的最基本目标可概括为

以下几点：

引入一个容易理解以及可以比较的学位体系；

引入学士、硕士学位分级学业体制；引入可以最大

程度促进学生流动的学分体制；促进欧洲高等教育

区内学生和教师的流动。

５　专业类型、学位和通过率
５．１　学士学位专业类型

在德国应用科学大学里主要设置学士及硕

士学位专业（Ｂａｃｈｅｌｏｒ－ｕｎｄＭａｓｔｅｒｓｔｕｄｉｅｎｇｎｇｅ）。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学年冬季学期，德国的应用科学大学共
开设有５２４２个专业，其中９８．７％为学士学位专业
（共３２３４个）或硕士学位专业（共１９４０个，其中包
括４１６个继续教育硕士专业）。瑑瑧以前，学生在应
用科学大学学习的是典型的单一硕士专业

（Ｄｉｐｌｏｍｓｔｕｄｉｅｎｇｎｇｅ），学业结束时学生可获得世
界闻名的德国“硕士 Ｄｉｐｌｏｍ（应用科学大学 ＦＨ）”
文凭，在博洛尼亚进程的实施及引入学士 －硕士分
级学制的过程中，这些单一硕士专业完全被本科、

硕士专业所取代。根据高校框架法第１９条第二段
第二句的规定，本科专业的法定学业学习时间至少

三年、最长四年。据此，德国应用科学大学有着不

同的具体做法。约一半的应用科学大学本科专业

的学业时间为７个学期，近４０％的应用科学大学本
科专业的学业时间为６个学期，仅有１０％的应用科
学大学本科专业的学业时间为８个学期。瑑瑨

传统的高校学习形式是学生主要在高校上课

学习，并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除此以外，应用

科学大学也在不断增加创新型的、可以采用其他学

习形式来攻读的本科专业：

（１）双元制专业。
恰恰在应用科学大学中，那些作为“双元制学

业”提供的本科专业显得特别重要。双元制学业把

在高校的学习与职业教育或职业实践联结在一起。

与非全日制学习不同，这种制度下，学生的职业生

活，或者说得更准确些，即其在职场的操练，是属于

人才培养方案里规定的必修部分。这一部分的含

量可以从包含在学业内的企业实践扩展到一个完

整的职业培训，即在完成学业的同时也完成职业培

训。那些含职业培训的专业就是把在应用科学大

学的学习和一个受承认的职业培训联结在一起。。

学生毕业时，在获得学士学位的同时还可获得第二

个证书，即一个受承认的职业培训证书。学习含职

业培训的专业的入学条件是，除了高校入学资格以

外，还要与一家企业签订职业培训协议。

瑑瑤

瑑瑥
瑑瑦
瑑瑧

瑑瑨

参见 §２９ＶｅｒｏｒｄｎｕｎｇüｂｅｒｂｅｒｕｆｓｂｉｌｄｅｎｄｅＳｃｈｕｌｅｎ，ＮｉｅｄｅｒｓｃｈｓｉｓｃｈｅｓＧｅｓｅｔｚｅｓ－ｕｎｄＶｅｒｏｒｄｎｕｎｇｓｂｌａｔｔ２００９，Ｓ．２４３（德国下萨克森州
关于职业教育的法律和规章）。

参见本文第１部分关于“３＋３模式”的内容：ｄｉｅＡｕｓｆüｈｒｕｎｇｅｎｕｎｔｅｒＩＩ．２．ｃ）ｚｕｍ“３＋３－Ｍｏｄｅｌｌ”。
参见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Ｈｏｌｕｓｃｈａ，ＤａｓＰｒｉｎｚｉｐＦａｃｈ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ＥｒｆｏｌｇｏｄｅｒＳｃｈｅｉｔｅｒｎ？（应用科学大学，成功还是失败？），Ｍüｎｓｔｅｒ２０１３，Ｓ．１７１。
根据２０１４年１月发布的德国大学校长会议“关于德国高校专业统计数据报告 ：”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ｒｅｋｔｏｒｅｎｋｏｎｆｅｒｅｎｚ，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Ｄａｔｅｎ

ｚｕＳｔｕｄｉｅｎａｎｇｅｂｏｔｅｎａｎ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ｎ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ｋｅｎｚｕｒ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ｐｏｌｉｔｉｋ１／２０１４，Ｂｏｎｎ２０１４，Ｓ．１０。
根据２０１４年１月发布的德国大学校长会议“关于德国高校专业统计数据报告”：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ｒｅｋｔｏｒｅｎｋｏｎｆｅｒｅｎｚ，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Ｄａｔｅｎｚｕ

Ｓｔｕｄｉｅｎａｎｇｅｂｏｔｅｎａｎ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ｎ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ｋｅｎｚｕｒ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ｐｏｌｉｔｉｋ１／２０１４，Ｂｏｎｎ２０１４，Ｓ．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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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在职大学学习。
在职学习专业的学生都有自己的全职工作，即

他们是用全职工作之外的时间来进行学习的。因

此，学生的大部分学习负荷（ＳｔｕｄｅｎｔｉｓｃｈｅｓＷｏｒｋ
ｌｏａｄ）并不集中在当面教学，而是自学，并辅之以主
要集中安排在周末的学习研讨会、虚拟教学（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及教师提供的学习讲义或参考资料。

（３）远程学习。
远程学习是一种有引导的自学学习，它在时间

上和空间上不依赖于教师。主要教学方式包括通

用的媒体（如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或教师的辅导信件等）和调
减到最低限度的必要的当面教学。

（４）非全日制学习。
这是为那些仅能保证有５０％的时间完成学习

任务的学生仍有机会从事大学学业而提供的一种

方式。这种学习方式不像双元制专业那样要求学

生利用其可支配的所有时间。非全日制学习必然

导致学业时间的延长。

（５）国际专业。
国际专业要提供至少４０％的用外语开设的必

修课，其教学内容不仅要传授生活用语，还要传授

专业外语。。此外，还必须要有在协议上商定的两

个学术头衔（学位）来结束学业。国际专业的人才

培养方案须和一个或多个外国院校达成一致，共同

设计和开办是最理想的情况。

５．２　硕士专业
（１）延续式硕士专业。
延续式硕士专业不仅可以继续、深化或延展本

科专业的内容，也可以跨专业拓展或偏离从原专

业，也就是说，它们在专业内容上不必是叠加的。

本科、硕士专业学习可以在不同高校、也可以在不

同形式的高校进行，还可以在第一和第二学习期间

就业。应用科学大学本科专业的毕业生可以像综

合性大学毕业生一样在综合性大学进行硕士阶段

的学习，同样的，综合性大学的本科毕业生也可以

到应用科学大学完成其硕士阶段的学习。

（２）继续教育式硕士专业。
攻读继续教育式硕士专业的前提条件是在取

得一个高校的毕业资格之后拥有不短于一年的职

业实践经验。继续教育式硕士专业的内容特别兼

顾学生已具备职业经验并以此为起点。

（３）学位。
应用科学大学可以颁发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

但独立拥有博士授予权的机构（至少）目前仍被综

合性大学所垄断。所以，应用科学大学在过去没有

博士授予权。个别联邦州已开始尝试，允许应用科

学大学研究能力特别强的教授在一个有综合性大

学参与的以保证质量为宗旨的过程中享有同等权

利地参与博士生的培养。瑑瑩 由博洛尼亚改革带来的

本科、硕士分级制的引入使得应用科学大学和综合

性大学所颁发的学士、硕士学位完全等值。每个应

用科学大学拥有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可以毫无障碍

地在综合性大学申请攻读硕士专业，拥有应用科学

大学硕士学位的毕业生也可以申请在综合性大学

攻读博士学位。

（４）直接升硕过渡率。
所谓直接升硕过渡率，是指在高校里获得学士

学位后直接进入硕士专业学习的学生人数占全部

取得第一级职业资格证书的学生人数的比例。应

用科学大学毕业生中的这一过渡率约为５０％，而综
合性大学的过渡率接近７０％。也就是说，在应用科
学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直接进入职场的毕业生的

比例要比综合性大学的高。满三分之一的应用科

学大学毕业生，在决定继续进行硕士阶段的学习

时，选择去综合性大学。瑒瑠

６　教授的招纳———应用科学大学教
授的任职条件

　　应用科学大学是一种紧密联结职业实践的高
校类型。应用科学大学是否能够做出成绩关键就

取决于其教授是否有能力把学术和职业实践这两

个不同的世界相互连接在一起。只有同时出身并

成长于这两个世界的人才能够在其间建立一个可

以负重并持久性的联系。因此，应用科学大学的教

授必须具备双重资格，一方面他们要具备独立从事

高深学术性工作的能力，通常这个资格需要用超出

平均水平（优 ｍａｇｎａｃｕｍｌａｕｄｅ或者 最优 ｓｕｍｍａ
ｃｕｍｌａｕｄｅ）的博士研究来证明；另一方面，要有将科

瑑瑩

瑒瑠

参见ＲｏｌｆＦｉｓｃｈｅｒ，ＡｕｆＡｕｇｅｎｈｈｅＤａｓｎｅｕ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ｓｋｏｌｌｅｇＳｃｈｌｅｓｗｉｇＨｏｌｓｔｅｉｎ”ａｌｓＣｈａｎｃｅｆüｒｄｉｅＦａｃｈ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ｎ，ＤｉｅＮｅｕｅＨｏｃｈｓ
ｃｈｕｌｅ１／２０１６，Ｓ．２８ｆ．；ＭａｒｔｉｎＷüｎｄｅｒｌｉｃｈＤｕｂｓｋｙ，Ｆａｃｈ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ｎｉｎＨｅｓｓｅｎｍｉｔｎｅｕｅｍＮａｍｅｎｕ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ｓｒｅｃｈｔｆüｒ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ｓｓｔａｒｋｅＦａｃｈ
ｒｉｃｈｔｕｎｇｅｎ，ＤｉｅＮｅｕｅ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１／２０１６，Ｓ．２７．

参见ＳｕｓａｎｎｅＦａｌｋ，ＤｉｅＮｅｕｅ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新的高等学校），Ｈｅｆｔ３／２０１５，Ｓ．９８ｆ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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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知识和方法成功地用于实践的的经历，一般至少

要求有五年以上的职业实践经验，其中完全在应用

科学大学以外工作的时间应不短于三年。瑒瑡 除此之

外还有第三个聘用条件，就是需要通过教学实践

经验证明申请者在教育和教学方面适格。从这个

角度来看，也可以有权说应用科学大学的教授需

要具备三重资格。通常情况下，应用科学大学教

授在任职前都已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教学经验，例

如通过担任兼职编外教师。教学法能力的考察在

教授聘用过程中非常重要，申请者必须通过试讲

来证明。对试讲会做出评价，学生也会对其做出

评估，这一结果可能会在接下来的聘用程序中起

决定性作用。

６．１　应用科学大学教授学术自由的特权
联邦宪法法院现已做出了非常正确的判决，即

不论是综合性大学的教授还是应用科学大学的教

授，他们在教学和科研方面作为一个学科领域的独

立代表，都可以享有学术、教学和科研自由的权

利。瑒瑢 学术自由的核心是，让权力所有人独立开展

属于自己专业领域的教学和研究，抵御来自国家的

过度干预，为其提供一个自由的空间。瑒瑣 联邦宪法

法院做出这个判决的理由是应用科学大学的科研

任务不断加强、对应用科学大学教授能力素质的要

求越来越高，并且法律确定了应用型科学大学和综

合性大学很大程度上拥有相同的人才培养目标，且

颁发一样的学位。

６．２　应用科学大学教授的薪酬及兼职工作
　　教授需要履行至少一部分的国家任务，这一点
特别体现在在考试方面。在德国，教授一般是作为

终身制公务员聘用的。公务员薪酬的制定属于各

联邦州的立法权限，这就导致了不同联邦州的教授

薪酬不尽相同，有时差别甚至很大。按照２００２年
的《大学教授薪酬改革法》规定，对公务员身份的大

学教授执行Ｗ－薪酬制。据此，大学教授得到的是

一份固定的，并与工龄不挂钩的基本工资，在此基

础之上，还可获得绩效及职能津贴。绩效津贴是基

于聘用或留任谈判，或者在教学、科研和继续教育

方面做出的特殊成绩而给与的支付的工资。应用

科学大学教授的工资级别绝大多数是Ｗ２级。瑒瑤 在
下萨克森州，现在 Ｗ２级教授的基本工资为每月
５３６９．４４欧元。瑒瑥

鉴于多年的实践和职业经验以及在教学、科研

工作过程中产生的多元化且相互作用的联系和切

合点，应用科学大学教授在企业实践界一般都拥有

较为宽泛的关系网。这些原则上均可以为个人从

事兼职工作所用，只要不对其所服务的学校产生不

利影响。兼职不必经过批准，仅需履行报告义务。

兼职工作的方式和范围不得影响高校教师正常履

行本职工作的义务。如果一个教授从事一份或多

份兼职工作的时间每周超过了８个小时，则无论如
何都是不可接受的。瑒瑦

６．３　应用科学大学教授的教学义务
在大多数联邦州，每位应用科学大学教授的法

定教学工作量基本上都是每学期周１８个课时（Ｌｅ
ｈｒｖｅｒａｎｓｔａｌｔｕｎｇｓｓｔｕｎｄｅｎ），每课时 ４５分钟。这几乎
是综合性大学每位教授教学工作量的两倍，根据各

联邦州的不同要求，综合性大学教授每周的教学工

作量为８～９学时。如果看到德国应用科学大学教
授承担较高教学工作量而被认为当然，是因为应用

科学大学的教授都是典型的教学型教授，那么需要

了解的是，在应用科学大学的实际情况仅部分地反

映了这一印象：各联邦州制定的《教学义务规章》

（ＬＶＶＯ）规定了多种减免教学工作量的情况。教学
工作量的减免不仅适用于教授在高校学术自治的

范畴内担任特别职能，还特别适用于教授从事研发

工作。瑒瑧 对学生毕业论文的指导也可以减免教学工

作量，一般最多减免量为 ２课时。州高校法还规

瑒瑡

瑒瑢
瑒瑣
瑒瑤

瑒瑥
瑒瑦

瑒瑧

参见德国下萨克森州高校法“关于任职条件的规定”：ＺｕｄｅｎＥｉｎ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ｓｖｏｒａｕｓｓｅｔｚｕｎｇｅｎｆüｒｄａｓＢｕｎｄｅｓｌａｎｄＮｉｅｄｅｒｓａｃｈｓｅｎｓｉｅｈｅｎｈｅｒ
§２５Ａｂｓ．１Ｎｉｅｄｅｒｓｃｈｓｉｓｃｈｅｓ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ｇｅｓｅｔｚ。

参见德国联邦宪法：ＢＶｅｒｆＧＮＶｗＺ２０１０，９４８ｆｆ。
参见德国联邦宪法：ＢＶｅｒｆＧＮＪＷ２００９，２１９０ｆｆ。
２０１４年在德国应用科学大学共有Ｗ２级教授９，８０４名，Ｗ２级教授３１８名。详见德国联邦统计局关于２０１４年高校教师人数的报

告：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ｓ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Ｆａｃｈｓｅｒｉｅ１１Ｒｅｉｈｅ４．４，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ａｎ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ｎ，２０１４，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２０１５，Ｓ．４０。
根据德国下萨克森州薪酬法：Ａｎｌａｇｅ２Ｎｒ．３ｄｅｓＮｉｅｄｅｒｓｃｈｓｉｓｃｈｅｎＢｅｓｏｌｄｕｎｇｓｇｅｓｅｔｚｅｓ。
根据德国下萨克森州公务员法及高校教师兼职的规定：ｄｉｅＲｅｇｅｌｕｎｇｉｎ§７１Ａｂｓ．１ＮｉｅｄｅｒｓｃｈｓｉｓｃｈｅｓＢｅａｍｔｅｎｇｅｓｅｔｚｓｏｗｉｅｄｉｅＶｅｒ

ｏｒｄｎｕｎｇüｂｅｒｄｉｅＮｅｂｅｎｔｔｉｇｋｅｉｔｄｅｓｂｅａｍｔｅｔｅｎ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ｎｕｎｄｋüｎｓｔｌｅｒｉｓｃｈｅｎ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ｓａｎ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ｎ，ＮｉｅｄｅｒｓｃｈｓｉｓｃｈｅｓＧｅｓｅｔｚｅｓｕｎｄ
Ｖｅｒｏｒｄｎｕｎｇｓｂｌａｔｔ２０１２，Ｓ．７６。

根据德国下萨克森州的统一教学义务章程（ＬＶＶＯ）第９条规定，承担科研工作最多可以减免每周８学时的教学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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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应用科学大学教授在合理的时间段内可安排一

般为一个学期的时间不承担教学工作，而将时间全

部或部分地用于执行研究计划或完成知识、技术转

化任务，这个学期被称为“科研学期”。因此，这些

可能性的存在都是尽可能为应用科学大学教授创

造必要的自由的空间，让其从事研发工作。不过，

一个人如果在教学工作中完全无法找到乐趣，而仅

对研究感兴趣，那么他就不适合承担应用科学大学

教授的工作。

７　应用科学大学的结构特征及成功
因素

　　在博洛尼亚改革的过程中，许多在过去存在于
综合性大学与应用科学大学之间的差异性特征被

去除了。两类高校现在颁发相同的学位证书。以

前应用科学大学毕业证书上被迫标明的注释“硕士

Ｄｉｐｌ．（应用科学大学 ＦＨ）”已被取消。在这一背景
下，应用科学大学的特色到底在哪儿？这就变成了

一个十分当前的问题。下文所归纳的结构特征及

成功因素尽管不完全是应用科学大学独有的特征，

但整体看来它们是可以被用来描述其内涵的。

７．１　应用为导向的教学，与实践和经济密切联系
应用科学大学应严格贯彻以应用为导向的教

学。学生在大学期间应该学习的是如何独立地、

系统地、逻辑地运用所获取的专业知识和方法去

解决来自实际的具体问题。教学的重心放在培养

获取解决问题的能力上，而不是一股脑地把理论

知识生硬地堆积起来。因此，应用科学大学对教

学方法有着特别高的要求，因为所传授知识的应

用性被不断地检验，并且还要求学生通过练习熟

练地掌握对知识的运用。所以，传统的上大课报

告式的教学模式一般就较少适用或者完全不适用

了。教学上更多地采用对话、互动、理论 －实践转
换等方法。理论转化为实践的教学方法主要通过

案例教学、模拟教学、商业游戏、远足调研或企业

观摩等形式体现。

如前文所述，瑒瑨这种以满足职业实践中的需求

为导向的教学是以教授们必须具备双重、甚至三重

能力为前提条件的。此外，将实践环节直接纳入教

学和专业的教学计划中也是必须的。应用科学大

学的学生在学习进程的第二阶段通常会用一个完

整的学期去实习（实习学期）。大多数学生会按照

自己的专业兴趣重点选择一家企业进行实习。学

生应该在其学习期间就有一段较长的时间去认识

职业中的实践操作情况。他们应该学会如何在企

业中融入一个团队、如何承担责任。这样，学生可

以将他们在学校里获得的能力在职业生活中加以

运用，同时接受来自企业实践的最新反馈，并具有

自我批判意识地进行反思，考察自己是否，以及在

哪些方面还存在知识和方法上的缺陷。实习学期

对学生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他们可以借

此与企业建立人际关系网。通常，学生都是根据自

己将来的入职考虑选择一家最感兴趣的企业来完

成实习学期任务的，在很多情况下，在实习学期期

间，学生就为自己将来的就业奠定了基础。

除了必修的实习学期外，许多应用科学大学的

专业还规定了学生必须完成一些与学业同步的实

习。这些实习的目的在于不断地引导学生接触职

业实践，并对不同企业有具体的了解。应用科学大

学的学生在写毕业论文时也几乎都是和企业进行

合作的。最为典型的是，本科论文和硕士论文的题

目都是实际问题。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保证应用性

得以严格地执行：学生根据具体问题进行工作，以

寻求解决方案。在理想的情况下，问题解决方案的

建议能够直接为企业所采用。因此，企业参与学生

论文的指导也不是绝对无私的，因为它们通常不仅

可以从学生的论文中获益，而且还能与今后的后备

人才直接建立联系。

以下方式也被证明为是贯彻应用型导向的有

效做法：通过让企业界代表兼职代课，或者在长期

从事教学后授予他们荣誉教授的称号，从而让他

们参与教学活动。此外，通过在各个专业建立专

业咨询委员会或校企合作网络，可以有目的地让

企业和其他实践机构参与到专业建设和质量管理

过程中。

７．２　小班教学原则
综合性大学的大课往往在一个大教室里有超

过５００名学生听讲，而应用科学大学坚持小班教学
原则并取得积极成效。一个班级一般平均由３０至
４０名学生组成。应用科学大学小班教学的很大优
势在于教授可直接与学生建立联系，一般还可以叫

出学生的姓名；教授可以通过研讨和对话的授课方

瑒瑨 根据德国下萨克森州的统一教学义务章程（ＬＶＶＯ）第９条规定，承担科研工作最多可以减免每周８学时的教学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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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让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中、配合学生的速

度、回答学生的问题、辨别出不同学生在理解方面

的困难、根据学生的兴趣确定教学重点。在小的教

学班里学生很难躲起来，如果一位学生不能配合老

师的课堂教学，没有做好课前准备，或是他的学习

落后了，那么这种现象很快就会被授课教师发现并

基于次找他进行个别谈话，给他提供咨询。小班教

学原则使得学生可以得到高校教师深入地、个别地

辅导。

７．３　紧凑、快捷的学习
小班教学原则的坚持及教师对学生的个别辅

导使得紧凑、快捷的学习成为可能。与综合性大学

相比，应用科学大学展现出了较低的平均学业终止

率以及较短的学业完成时间。以２０１２年作为毕业
学年来看，应用科学大学本科专业学生的平均学业

终止率为 ２３％，而综合性大学的为 ３３％。瑒瑩 在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学年冬季学期，应用科学大学里 ８３％
的学生能够在规定的学业时间内毕业，而在综合性

大学里，仅有７５．１％的学生可以做到这一点。瑓瑠

７．４　跨学科领域的专业设置
最初，应用科学大学的专业设置局限在很少的

几个核心学科领域，首先是工程学、企业经济学以

及社会工作学。应用科学大学在将非传统学科学

术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最具代表性的

是卫生健康领域的专业设置（护理专业、理疗专业

等）。在过去的发展进程中，应用科学大学在创造

性地开发新专业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将至今仍分

离的不同学科整合在一起，建成诸多跨学科的专

业，如经济法学专业、健康学领域的企业经济学专

业、经济工程学专业、经济心理学专业、经济信息学

专业以及景观建设工程学专业等。

７．５　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研发
根据各联邦州高校法就此相同的规定，应用科

学大学不仅应开展应用为导向的教学，还要通过与

实践紧密结合的研发服务于应用科学的发展。应

用科学大学教授从事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研发工作

是法律上明文规定。瑓瑡 应用科学大学教授搞研究，

这也许在几年前还是受嘲讽的例外现象，但在今天

已不会被另眼看待了。相反，应用科学大学教授搞

研究恰恰吻合了法律的愿景。应用科学大学迅速

增长的第三方科研经费总额已对此作出了证明。

２０１１年每位应用科学大学教授平均拥有第三方科
研经费额为 ２５５００欧元，比 ２０１０年增长 １０％以
上。瑓瑢 不从事研究的应用科学大学教授今天则需要

在学校里越来越频繁地为自己没有开展科研作解

释。科研能力现在已成为所有聘任教授程序中的

基本考核点。这对年轻的同事来说更是不言而喻

的。，因为在应用科学大学里开设的研究型硕士专

业日益增多，所以应用科学大学开展科研工作也越

来越重要。与经济界在研究方面的合作是必不可少

的，以便硕士研究生们尽早参加到研究项目里来。

让学生参与到研究中表明，科学和经济的合作也可

以促进教学。

特别是在工程领域，与企业紧密挂钩的委托科

研历来就非常重要。在此，企业找到应用科学大

学，目的是请大学以从事科研项目的方式研究一些

具体的问题。而这样的科研项目也恰恰是最符合

应用科学大学硕士研究生需求的毕业论文课题，因

为这些课题非常具有实践和当前性。中小型企业是

最常见的科研项目提供方，因为它们往往不具备必

要的研究能力和基础设施。

应用型研究在近些年里已成为许多应用科学

大学的形像。扎根于地方并作为创新驱动者的应

用科学大学发挥着促进经济发展及落实国家基础

设施政策的功能。

７．６　地方性的植根
与主要坐落在大、中城市的综合性大学不同，

应用科学大学也恰好出现在较小的地方。大多数

应用科学大学还分散在多个地方。应用科学大学

以这种方式特别是在中等的、部分欠发达的、乡村

的区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应用科学大学的

大部分新生来自当地、学生毕业后在当地就业。作

为地方创新伙伴的应用科学大学，通过向地方经济

瑒瑩

瑓瑠

瑓瑡
瑓瑢

参见 ＵｌｒｉｃｈＨｅｕｂｌｅｉｎ／ＪｏｈａｎｎａＲｉｃｈｔｅｒ／ＲｏｂｅｒｔＳｃｈｍｅｌｚｅｒ／ＤｉｅｔｅｒＳｏｍｍｅｒ，Ｄｉｅ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ｄｅｒＳｔｕｄｉｅｎａｂｂｒｕｃｈｑｕｏｔｅｎａｎｄｅ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ｎ（德国高校学生辍学率的发展），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ｓＺｅｎｔｒｕｍｆüｒ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ｎｄ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德国高校及学术研究中心），Ｆｏｒｕｍ
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高校论坛）４／２０１４，Ｓ．３。

德国联邦统计局关于１９８０—２０１４年高校非货币性指标的报告：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ｓ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Ｆａｃｈｓｅｒｉｅ１１Ｒｅｉｈｅ４．３．１，Ｎｉｃｈｔｍｏｎｅｔｒｅ
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Ｋｅｎｎｚａｈｌｅｎ，１９８０—２０１４，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２０１５，Ｓ．６３５。

参见德国下萨克森州高校法的规定：ｄｉｅＲｅｇｅｌｕｎｇｉｎ§２４Ａｂｓ．１Ｓ．１Ｎｉｅｄｅｒｓｃｈｓｉｓｃｈｅｓ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ｇｅｓｅｔｚ。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８日新闻报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ｓ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Ｐｒｅｓｓｅｍｉｔｔｅｉｌｕｎｇ５５／１４ｖｏｍ１８．０２．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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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高素质专业人才，是地方人才能力素质培养的

核心机构。

７．７　国际化视野
地方性和国际化并非对立的两个概念，而是一

块金牌的两面。德国应用科学大学在持守其地方

性根基的同时也坚信必须要为其毕业生适应国际

化的经济秩序做准备。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中的

很大一部分以后会在从事国际货物和劳务贸易往

来的企业就业。因此，促进外语能力的培养就被列

入了许多人才培养方案，同样的，以海外学期形式

或短期游学（如海外考察、暑期大学等）形式的国外

逗留经历也被列为必修或选修课的内容。甚至在

大多数应用科学大学里，学生的实习学期及毕业论

文也可以在国外完成。应用科学大学对外国留学

生来说也很具吸引力，这不仅是因为德国高校免收

学费，更重要的是德国品牌“应用科学大学”在国外

享有很好的声望。

８　结论与展望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自创立以来便以令人瞩目

的方式日益发展壮大，它作为一种拥有和综合性大

学同等地位的高校类型树立了以应用为导向的自

己的特色。应用科学大学在未来仍会继续不断成

长———不仅在数量上，而且也会在质量上。应用科

学大学通过与经济界密切合作，继续为企业培养实

践性强的高素质专业人才。对应用科学大学毕业

生的高需求和毕业生的高就业率证明，这种持续的

以满足实际需求为导向的高等教育的确是一种成

功的办学模式。恰恰是对当代中国来说，一个对专

业人才有着巨大需求的国家，正处在从生产型、资

源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向创新型、高技术型及可持续

发展的、拥有高效的第三产业及巨大的国内消费市

场的经济制度转换过程中，德国应用科学大学模式

应当是会让人感兴趣的。

如何组织建立这种模式的高校，例如是否应当

像德国一样，把它作为一个与综合性大学并行的、

独立的高校类型来建设，应当是个次要的问题，重

要的是其特征内涵。从组织建立的角度看，也可以

考虑建设一种总合大学模式（Ｇｅｓａｍｔ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ｍｏｄ
ｅｌｌ），即在现有高校的内部进行区分，把它分为应用
与实践导向型的一支考察这种模式时，最关键的应

是聚焦其具有示范性的特征所在。这种办学模式及

典型特征与其在组织建制方面是否属于次级的问

题无关（在德国常会有这种问题），人们也许更愿意

将其作为一种与综合性大学并行的独立的高校类

型联系在一起。

基于多年的德中紧密合作，中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在２０１４年３月访问德国期间，宣布与德国建
立全方位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及年度政府磋商机

制。瑓瑣 在科教领域，多年以来两国进行合作所取得

的成就也如繁星闪烁瑓瑤。这种背景也是对德中两

国从政策层面支持在应用科学大学领域继续开展

深入合作最好的诠释。因此我们更应充分发挥双

方优势，趁热打铁、默契配合、共创未来。

（翻　译：徐　刚瑓瑥，陈　颖瑓瑦）

［责任编辑：文　竹］

瑓瑣

瑓瑤

瑓瑥

瑓瑦

德国联邦政府网，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０日“德中合作的行为框架”（Ａｋｔｉｏｎｓｒａｈｍｅｎｆüｒ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ｃｈｉｎｅｓｉｓｃｈｅ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ａｒｂｅｉｔ）文件。
详见ｗｗｗ．ｂｕｎｄｅｓｒｅｇｉｅｒｕｎｇ．ｄ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ＤＥ／＿Ａｎｌａｇｅｎ／２０１４／１０／２０１４－１０－１０－ａｋｔｉｏｎｓｒａｈｍｅｎ－ｄｔ－ｃｈｉｎ．ｐｄｆ？ｂｌｏｂ＝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ｉｌｅ＆ｖ＝
１。

德国联邦教育与科研部（ＢＭＢＦ）２０１５年发行的“关于在中国战略中有具体路径的合作项目概览：”Ｅｉｎｅüｂｅｒｓｉｃｈｔｗｅｇｗｅｉｓｅｎｄｅｒ
Ｋ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ｊｅｋｔｅｋａｎｎｄｅｒｉｍＪａｈｒ２０１５ｖｅｒｆｆｅｎｔｌｉｃｈｔｅｎＣｈｉｎａ－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ｄｅｓＢｕｎｄｅ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ｕｍｓｆüｒＢｉｌｄｕｎｇｕｎｄ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ＢＭＢＦ）ｅｎｔ
ｎｏｍｍｅｎｗｅｒｄｅｎ，ｉｍＩｎｔｅｒｎｅｔ。详见 ｗｗｗ．ｂｍｂｆ．ｄｅ／ｐｕｂ／Ｃｈｉｎａ＿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Ｌａｎｇｆａｓｓｕｎｇ．ｐｄｆ。　

徐　刚 （ｘｕｇａｎｇ０３２２＠ｈｆｕｕ．ｅｄｕ．ｃｎ），合肥学院经济系副教授，曾于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在德国下萨克森州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
访学进修，于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在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经济系学习，获商学硕士学位（（Ｄｉｐｌ．－Ｋｆｍ），长期从事企业经济教学、德国高等教
育研究及中德高校合作交流工作。

陈　颖（Ａｓｓ．ｊｕｒ．ＹｉｎｇＬａｃｋｎｅｒ），ｙ．ｌａｃｋｎｅｒ＠ｈｓ－ｏｓｎａｂｒｕｅｃｋ．ｄｅ，德国法学硕士，持德国司法职业资格、德国法院中德文宣誓公证翻
译，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汉语教师，从事中德商业及项目咨询、项目管理、中德文翻译（尤其是法律、经济与教育领域）、汉语教学等

工作，现居德国。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６年３月　第１卷第１期　　　　　　　　　　　　　　　　　　　　　　　　　　　　　　 Ｍａｒ．２０１６Ｖｏｌ．１ＮＯ．１

作者简介：ＲｕｅｄｉｇｅｒＡｎｌａｕｆ，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技大学农业与景观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土壤和栽培基质
物理学，土壤信息系统。

德国应用型高等教育面面观

ＲｕｅｄｉｇｅｒＡｎｌａｕｆ
（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 农业与景观设计学院，下萨克森州 德国　４９０７４）

摘　要：应用型教育是德国高等院校，尤其是应用型大学的人才培养重点之一。基于学生的教育和实践背景、

师资需求、学生的实践入学资格等方面介绍德国不同类型大学在应用型教育上的差别；其次介绍应用型教育的

范例，如：实践类课程、项目教学、课程实习和与私营企业合作完成的论文。最后，提出实施应用型教育的措施，

如开展应用型研究；设立包括具备职业经验的代表在内的学习项目咨询委员会，为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提出建

议；建立职业中心，为学生提供职业规划指导。

关键词：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应用型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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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ｓｎａｂｒｕｃｋ４９０７４，ＬｏｗｅｒＳａｘｏｎ，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ｋｅｙｓｆｏｒＧｅｒｍ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ｉｓｔｉｅｓ，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ｆｏｒ
ｔｈｏｓ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ｏｎｅｓ．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ｆｉｒｓｔ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ｅｒｍａｎ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ｉｎ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ｓ，ｔｅａｃｈｅｒｄｅｍａｎｄ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ｓｕｃｈｉｓｓｕｅｓａ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ｃｌａｓｓｅｓ，ｃｏｕｒｓ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ｐａｐｅｒｓ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ｉｖａｔｅ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ｌａｓｔ，ｉｔ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ｓｕｃｈ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ｔｏｃａｒｒｙｏｕｔ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ｓｃａｒｒｙｉｎｇｏｕｔ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ｓｔｕｄｙ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ａｄｖｉｓｏｒｙ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ｗｉｔｈ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ｓａｋｅ
ｏｆ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ａｎｄｃｏｕｒｓ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ａｎ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ｔｏｏｆｆｅｒ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ｆｏｒ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Ｏｓｎａｂｒｕｃｋ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０　引　言
在德国高校，应用型高等教育既是一个讨论热

点，同时也处于如火如荼的实施中，其原因之一是

由于德国在中学、职业学校和大学阶段长期实施应

用型教育。

过去１５年与亚洲大学，尤其是与中国大学的
合作办学表明，德国大学尤其是应用科学大学的教

育方式明显区别于亚洲留学生本国高校的教育。

一项在中国留学生中展开的非具代表性调查

结果显示，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农业与景

观设计学院和中国大学在教学上存在如下差异：

奥斯纳布吕克的课堂气氛非常活跃；
学生可以随时打断老师进行讨论或提出

问题；

德国教育更加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
课堂上和课后作业有很多团队合作任务；
德国教师履行的是导师职责，注重培养学生

的实践能力，从而使知识掌握更加牢固；

中国课堂传授的是理论知识，奥斯纳布吕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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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堂传授重点是如何运用知识；

奥斯纳布吕克的考试形式多样化，如笔试、
报告、课程讨论、海报展示和口头汇报等。

尽管亚欧文化差异可以毫无疑问地解释上述

部分调查结果，但是也可以看出，中国学生已经能

够清楚地认识到两国在应用型教育教学方式上的

差异。

本文将从多方面介绍并讨论德国应用型大学

的应用型高等教育。为进一步了解其背景，首先介

绍德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尤其是综合性大学和应用

型大学的区别。文中所采用的实例均来自于奥斯

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农业科学与园林建筑学院

的园艺学与土壤学专业，同时适用于德国应用型大

学的其他专业。

１　德国的高等教育体系
同许多国家一样，德国的教育体系（图１）①起

始于非义务教育的幼儿园阶段（１～５岁），接下来
是９年制义务教育阶段，包括小学教育（６～９岁）
和中学教育（１０～１５岁）。中学毕业后，学生可以
选择继续２～３年的高中阶段学习（取决于德国不
同州政府的规定），然后参加普通大学入学考试。

希望接受大学教育的学生都要经历这一过程。

图１　德国的教育体系

　　然而，很多学生在中学毕业后感兴趣于实践型
教育。根据不同职业的需求，他们要接受２～３年
半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之所以被称为双元制是因

为该教育培训在两种场所进行：工厂企业（在岗培

训）和职业学校。双元制教育的目的是，一方面为

学生提供基础广泛的职业培训，另一方面通过系统

化的课程训练中传授必要的技能和知识，以达到在

实践中培养职业技能的目的。待业的学生可在大

约３７０种被认可的、需要正式培训的职业中选择从
事一项技术工作。２００５年，大约有 ４５％的德国中
学生毕业后参加了双元制职业培训②。学习结束

时，学生须参加政府统筹的结业考试。该考试包括

笔试和实践环节，成功通过考试的学生将获得职业

资格证书。

完成双元制职业培训后，学生可以进入特定的

高中继续学习，１年后可以获得一种特殊的大
学———应用型大学的入学资格，见图１。

德国的中学教育在高级阶段异化为两个分支，

一个分支更加系统化（普通高中），另一个分支侧重

于以实践能力培养为导向（双元制教育中的职业培

训）。同理，大学教育也存在两种类型：综合性大学

和应用型大学。

综合性大学通常设立一系列的学科专业，最常

见的有：语言和人文学、体育、法律、经济和社会科

学、数学、自然科学、医学及工程学等。其主要任务

一是从事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二是培养学

术传承人。综合性大学既可授予学士和硕士学位，

同时也有权授予博士学位。

应用型大学（简称ＵＡＳ），作为德国高等教育体
系中一种新型的教育机构，最早出现于 １９７０年。
ＵＡＳ的培养模式主要以职业需求为导向，所设专业
通常仅限于几个领域。ＵＡＳ课程设置最显著的特
色是实践训练和教学形式的多样化，如：讲座、研

讨、实践练习、工作实习和小组研学旅行。实践课

程和工作实习能够让学生在实践的环境中巩固理

论知识。除了给学生提供指导外，ＵＡＳ的任务还
包括应用型研究和发展。ＵＡＳ的学科专业包括工
程学、经济学、社会工作、行政管理、信息技术和计

算机、设计、数学、护理和公共医疗管理。ＵＡＳ仅
能授予学士和硕士学位，只有在和其他综合性大

学合作的前提下才能以对方的名义授予博士

学位。

截至到２００５年的２０年间，在综合性大学注册
的学生数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约１４０万），而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起，在ＵＡＳ注册的学生数保

①
②
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２０１５：德国高等教育研究体系注释图表，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波恩。
Ｋａｕｌｉｓｃｈ，Ｍ．＆Ｊ．Ｈｕｉｓｍａｎ，２００７：德国高等教育国家报告，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中心（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中心，特温特大学，恩斯赫

德，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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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持续上升的态势（１９９５年４５万，２００５年５５万）
（Ｋａｕｌｉｓｃｈ＆Ｈｕｉｓｍａｎ，２００７）②。２０１３年，１１０所综
合性大学的学生注册数为１７０万，而２５３所应用型
大学的学生注册数为９０万（ＤＡＡＤ，２０１５）。

学生可以在综合性大学和应用型大学之间转

学，因为彼此之间的学士和硕士学位对等。许多想

更侧重于实践学习的学生在综合性大学取得学士

学位后，进入应用型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同样，应

用科学大学的学生如果想专注于研究（或者想攻读

博士学位），在取得学士或硕士学位后，也可以进入

综合性大学深造。

综合性大学的准入条件是学生须获得普通大

学入学资格（可在高中获得）。而进入应用型大学

学习的条件则是取得普通大学入学资格或在完成

双元制职业教育培训后另加 １年高中教育（见
图１）。

应用科学大学对应用型教育的重视同样体

现在教授的资格上。在综合性大学，教授职位申

请者必须在取得博士学位后具有至少 ５年优秀
的研究工作经历，并提供证明其研究资格的论文

（ｈａｂｉｔｉ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ｉｓ）。而应用型大学的教授职位
申请者须在取得博士学位后具有至少３～５年在
高等教育领域之外某个高级职位的工作经历，以

证明他们具备卓越的实践经验。这一点既可以

将理论教学和解决实际问题紧密结合起来，也可

以保持高校和公司、私人企业及公共机构之间的

联系，见图２。

图２　德国大学的教授职位

　　应用科学大学的应用型导向同样体现在学生
的入学资格上（见图３）。具有普通大学入学资格
的学生（高中毕业）想要进入应用型大学，必须具有

和他们的学习项目相关的某个行业里２～３个月的

实践训练。在部分学习项目中，这种实践训练也可

以在大学一年级完成。

图３　应用科学大学学生实践能力准入资格

　　对于仅获得应用型大学入学资格的学生来说，
他们需具有至少１年以上的实践训练经历。许多
学生曾经接受过双元制职业教育，也就是说，学生

在某一专业已经具备了 ２～３年实践经历，因此，
ＵＡＳ的所有学生在上大学之前都已经拥有数月的、
大部分学生是数年的，实际工作经验。不管是职业

培训、１年实习期，还是注册之前完成２～３个月的
实践训练，都足以保证大部分学生了解职业现状、

明确学习动机。

２　完善以应用为导向的教育
２．１　实践类课程

近２０年来，学生只需单纯听讲座者说的讲座
数量在应用科学大学里持续减少，现在５０％以上的
课程涵盖有应用方面的内容，例如实验室课程、电

脑操作练习、温室操作、田间现场培训，诸如此类

等。很多课程与大学的实验农场上的农业活动有

关。这些课程的考核可以是口试，但更经常的是结

果报告和口头汇报。

本科课程的第一年因为要教授基础知识，所以

实践类课程数量经常较少，但是在其第二年、第三

年会逐渐增加。

这些课程的经验显示：相比较传统的讲座，这

些课程的理论输入量较少，但是学生内化和保有的

知识量却更多。

实践类课程的一个例子就是去年奥斯纳布吕

克应用科学大学农业与景观设计学院园艺本科项

目的“土壤评价和保护课”。学生的任务是评价学

校周边某个农民的田地，预测学生个人选择的一种

农作物的有效生长的可能性。试验品样本会在接

下来的几周内，在实验室里、有老师的指导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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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相同的学生组为不同的产品具体参数做分析。

每次实验室会议后，学生们都要写实验报告，描述

过程和主要结果。每三次实验室会议后有一次集

体会议，所有小组的结果报告会拿出来讨论，下一

步的实验方法会拿出来介绍。该课程快结束前，学

生们要写一份专业报告形式的家庭作业，当然这份

作业也会交到相应的农民手里以供参阅。该课程

的时间划分为：讲座和集体会议约占２０％，田间和
实验室的学生小组活动占５０％，家庭作业占３０％。
最终成绩由家庭作业（７０％）和实验报告（３０％）组
成。一般而言，一个小组内的４名成员分数是相同
的，只有在极个别和很少的情况下，他们个人的分

数会有所调整。

鉴于该课程的结构，学生不仅必须回忆起其他

课程学过的知识（例如选择农作物的要求），还能获

取新知识和信息（例如实验方法），而且他们还会学

会怎样组织、进行小组工作，锻炼科技写作。

２．２　项目教学
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农业与景观设计

的专业在第二和第三年的课题绝大多数由研究计

划构成。在课题中，学生分组合作（每组３～１０名）
以务实的态度对一个与专业问题紧密相关的课题

进行研究，而且经常会和公司合作。如果有公司直

接参与，最后的结果陈述经常要有公司代表在场才

能进行。学生课题的考核方式经常是小组报告和

口头汇报，时间跨度为６～１２个月。
它和实践类课程的主要区别在于，对于每个班

级而言，课题每年都不同，不仅如此，对学生小组自

我组织的评分在项目教学中占比更大。其教学效

率和实践课的确可同日而语。除此以外，学生还可

获取相互合作工作情境下小组工作的经验，这一般

也是德国的公司和专业机构的工作方式。

近几年开展的园艺项目的例子如下：

盆栽基质添加剂的评价（和生产栽培基质的
公司合作；实验室工作加上温室实验）；

模拟温室的自动加热系统（技术基础精加
工，模拟实验的发展）；

黄瓜霉变后加碘的效果（温室、田间实验，实
验室测量）；

苹果品质热水处理的效果（决定苹果品质的
发展和应用方法，存储实验的发展）；

水果、蔬菜的区域推广（市场调研，消费者调
查，调查的统计评估）。

２．３　课程大纲内规定的实习
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农业科学和园林

建筑学院的本科生课程设置通常在本科项目的最

后一年（第三年）设有２～３个月时间的实习。该实
习在公司（有时也会在科研机构）进行；学生实习前

必须撰写实习计划，实习后要提交书面和口头报

告。有些研究项目中，实习可以和本科论文一起进

行，最少在公司待６个月以上。
课程中的强制实习确保学生在学习中可以和

“真实世界”保持紧密联系。很多学生都在他们实

习的公司找到了他们的第一份工作。

实习机构提供给实习学生的补助从“零”（绝大

多数是政府机构）到每个月３００欧元（小型私人公
司）或６００欧元不等，一些大公司给的甚至更多。
为了评估这些数据，需要了解首先德国学生一般每

月生活支出（食、宿、个人支出）大约为 ６５０欧元
（２０１５年）。实习对学生而言通常很有诱惑性，因
为他们可以体验他们接受的大学教育所学内容的

价值。实习过程中，公司可以得到观点新颖、积极

上进的员工，并有机会“测试”一下潜在的新员工。

为了找到实习地点，学生一般会直接和有意向的公

司、机构联系。因为公司实习在德国已经有很长的

历史，找到一个适当的实习地点一般不是问题。有

时，实习也会通过教授进行联系和安排。

２．４　论　文
本科项目的毕业论文的时间期限几乎都是 ３

个月，而硕士论文经常是６个月。很多本科和硕士
论文都在私人企业里或与私人企业合作写成。论

文的第二审查人经常是来自私人企业的某个人，这

样可以进一步确保相关课题的实际操作。在公司

进行的论文工作经常会和前期的实习结合在一起。

很多学生在他们做论文的公司找到了人生的第一

份工作。

３　应用型研究
应用型教育和应用型研究紧密相关。应用型

大学的研究经常是专业实践方面的研究。典型的

研究课题并不来自基础研究领域，而是为了试图解

决实际问题。他们经常开展跨学科研究，而本科和

硕士学生也经常会参与一些研究项目。

对于应用型大学而言，几乎所有公共研究基金

获取的先决条件都经常是至少一个私人企业（有时

是公共机构）对该研究项目进行资金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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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了应用型研究，企业和公共机构可以获

得解决相关复杂问题的办法；相应地，大学也会收

到与它们的研究项目内容和发展有关的宝贵反馈。

４　咨询委员会
尽管应用型大学的所有教授都要具备在高等

教育领域之外的工作经验，以保证和实际问题不脱

节，但是来自专业实践的反馈必须是持续性输入，

以保证课程体系更新的常规性。大多数研究项目

在过去的几年里都建立了咨询委员会，以促进教学

和专业领域的合作。该委员会能激发不同经历和

观点的互通交流，成员包括来自不同工作领域、有

专业经验的代表。该委员会的功能是对课程大纲

和课程内容给予建议，建议或推荐应用研究项目融

入课程大纲，启动讨论、会议及工作坊等等。咨询

委员会、教授和研究项目的工作人员一般每年开一

次会，为期一天。

５　就业指导中心
除了科学教育，高等教育机构的任务还必须关

注学生的个人发展，帮助毕业生找到工作。因此，

越来越多的高等教育机构开始设立所谓的“职业中

心”，帮助学生进行职业定位。职业中心既提供学

生咨询，又教授与职业相关的主要资质的课程。该

中心是大学的一个服务机构，陪伴并帮助学生走向

职业生涯。作为大学和现实之间的对接口，职业中

心提供多种课程（修辞学、时间管理、陈述技巧等）、

咨询（求职培训、求职报告修改）、信息和实际接洽

等服务。同时，该中心还成为聘用方选择在校生和

毕业生去实习、工作的联络点。２０１１年底，德国高
等教育机构大约有１００座这样的中心，也就是说约
３０％的大学建立了职业中心③。

举个例子，对园艺专业来说，奥斯纳布吕克应

用科学大学农业科学和园林建筑学院的职业中心，

除了上述的功能，还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在

大学里组织招聘科研会。每年的会议都会涉及专

业实践的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参会者包括科学家、

在校生、毕业生，更重要的是有公司代表。一般而

言，相关公司会有１５～３０个供学生和公司接洽的
信息台。很多实习岗、学生的第一份工作都会在这

些会上安排下来。

６　概述和结论
应用型教育是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高

等教育范畴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知识传

输方式比单纯的消耗式学习看上去能更有效地传

授知识。不仅如此，其很重要的附带作用之一就

是：很多时候，与接受单纯学历教育的学生比较，接

受过以专业实践的要求和需要为导向的学历教育

的学生能更轻松地找到工作。有学生参与的应用

型研究、咨询委员会以及职业中心对于应用型学历

教育而言是很重要的、不可或缺的配套措施。

（翻　译：李　静，金　玉④，陈　颖⑤）

［责任编辑：文　 竹］

③

④
⑤

联席会议，２０１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教育体系２０１２／２０１３．欧洲信息交流教育政策的责任、结构、发展简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教
育部长及国家文化事务部长常务会议秘书处（联席会议），波恩。

李　静，女，合肥学院外国语言系副教授；金　玉，女，合肥学院外国语言系讲师。
陈　颖（Ａｓｓ．ｊｕｒ．ＹｉｎｇＬａｃｋｎｅｒ），ｙ．ｌａｃｋｎｅｒ＠ｈｓ－ｏｓｎａｂｒｕｅｃｋ．ｄｅ，德国法学硕士，持德国司法职业资格、德国法院中德文宣誓公证翻

译，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汉语教师，从事中德商业及项目咨询、项目管理、中德文翻译（尤其是法律、经济与教育领域）、汉语教学等

工作，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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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高校促进大学生就业做法对我们的启示

李大华，雷　声，张　亮，丁　琨，江　侠，王柏涛
（安徽建筑大学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合肥　２３０６０１）

摘　要：国外高等教育的发展政策对我国高等教育具有重要启示。在新加坡高校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中国、新
加波两国高校教育做了对比，从校企合作、师资力量、就业指导、测评体系等方面探讨了新加波高等教育的特点。

近年来，新加坡为应对大学生就业压力而采取了积极的就业促进政策，完善的教学评价体系、校企联动、合理的招

生规模和专业设置以及多样化的就业指导形式对我国大学生就业促进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新加波；高等教育；大学生就业；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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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安徽建筑大学多次组织申报骨干教师
和优秀大学生赴国外、境外培训交流项目，系统学

习国外先进的高等教育教学理念、管理模式和先进

经验，以便用国际化的视野审视安徽建筑大学的现

状，从而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２０１５年，笔者随学校组织的研修团赴新加坡新
加坡管理大学学习了半个月，调研了新加坡高校在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促进大学生充分就业方面的一

些成功做法，现成文求教于方家，以期对我国大学

生就业改革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有所帮助。

１　中新两国就业基本情况比较
新加坡现有国立高等学府 ８所，其中大学 ３

所，即新加坡国立大学（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ｉｎｇａ
ｐｏｒｅ）、南洋理工大学（Ｎａｎｙａ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新加坡管理大学（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这些大学是具有学士及以上学位学位授予
权的高校；学院５所，类似于于我国的高职大专教
育，即新加坡理工学院（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ｓ）、南洋
理工学院（Ｎａｎｙａｎｇ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ｓ）、淡马锡理工学院
（Ｔｅｍａｓｅｋ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ｓ）、义安理工学院（ＮｇｅｅＡｎ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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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０ｌｖｔｅｃｈｎｉｃｓ）、共和理工学院（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Ｐｏｌｙｔｅｃｈ
ｎｉｃｓ）。［１］３所综合性大学吸收约２０％的适龄青年，理
工学院则吸收了约４５％的适龄青年就读，可见，在新
加坡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程度较高，达到了 ６５％以
上。

［２］
多年来，各类学校的学生毕业后绝大多数都能

顺利就业。据新加坡人力部２０１５年５月份发布的第
一季度就业状况报告显示，新加坡失业率连续四个

季度保持较低水平，３月份的失业率甚至降至１．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１９７８年全国高校招生数约４０万，当时
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仅为２．７％。自１９９９年开始，
我国高校迅速扩招，至２００２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就达到１５％，进入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
段，随后一直保持增长势头。２０１５年全国高校毕业
生总数达７４９万人，比２０１４年再增加２２万。蓬勃
发展的高等教育，为现代化建设输送了大批高层次

人才，提供了智力支撑，也实现了高校的社会服务

功能。然而，由于我国大部分高校存在结构性不合

理以及教育与产业的转型升级之间的不匹配等问

题，导致大学生毕业“就业难”。大学毕业能否顺利

就业越发成为家长和大学生的关注的焦点，乃至成

为全社会的焦点。大学生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的智力资源，是否能顺利就业不仅关系到千家万

户、国计民生，更关系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学习借鉴国外大学在促进毕业生充分就业方

面的成功做法和政府的有效政策，对我们解决大学

生就业难题，保障民生，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

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２　新加坡对促进大学生就业的做法
２．１　高校的科研、校企合作和师资队伍建设与评
价情况

２．１．１　研究领域适应国家发展战略，校企合作培
养社会须要人才　新加坡政府鼓励教师从事科研
活动，他们认为高校的教学与科研密不可分。高校

的教师科研可使教师关注最新的学科信息，不断更

新自身的知识，提高教学水平。高校的使命不仅要

培养社会急需的合格人才，还要服务国家经济建

设。因此，新加坡高等学校在制定科研规划和选定

科研项目时，充分考虑了新加坡国土面积小、人力

资源不多的特点，所有研究与开发都集中在具有长

期经济效益和发展战略意义的领域。例如，新加坡

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在设立研究中心时，基本

上是根据新加坡的经济、科技和工业发展的需要，

如设立图形图像技术中心、机器人研究中心及环境

技术研究所等。这些研究机构还针对工业需要，与

工学院合作进行联合研究。
［２］
政府还鼓励教师走出

学校，同社会结合，与工商企业部门合作，开展社会

调查，提供咨询服务，从事科学研究，学习实际经

验，使教师传授的知识更有实际价值。

新加坡政府积极推进高校与企业界的合作，重

视科技及应用创新在社会经济建设中发挥的作用。

１９９１年“国家技术计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ｌａｎ）
推行的主要目的就是加强校企合作。

［３］
高校通过和

企业进行各种科研开发合作，学校出人才和技术，

企业出资金和劳力，共同经营，互利双赢。高校教

师深入企业生产部门了解产品行情，学校还设置研

究社会的课题，让学生向社会学习。这种科研、开

发、生产的一体化，既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使

高校培养的人才与实际需求无缝对接；既加强了企

业的科研实力，又增强了高校的社会服务功能，从

而有利于保持和提升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２．１．２　师资队伍强、工作任务重，教学质量监督评
价体系完善　新加坡高校在加强高校教师的挑选、
教育和管理工作的同时，特别重视用高薪聘请高水

平教师及教育专家。学校成立国际人力资源小组，

招聘网罗世界优秀人才，给他们提供高薪和舒适住

房等优惠条件，把他们充实到新加坡大专院校的科

研和教学岗位，从而提升师资队伍的整体水平和国

际化程度（南洋理工大学的外籍教师总数占学校教

师的５０％）。新加坡高校教师在享受高薪的同时也
承担着繁重的工作任务，学校安排给每位教师的工

作量中，有１／３为教学工作量，１／３为科研工作量，
剩余１／３为行政管理工作量（包括对学生的思想、
学习、生活、就业指导等）。仅就教学工作量而言，

新加坡讲师每学期一般要开两门课；副教授、教授

每学期一般要开三门课，其中至少有一门是本科基

础课或专业基础课，这与我国高校将基础课教师与

专业课教师严格分开的作法存在明显差异。更为

繁重的是，教师除按教学计划完成课堂教学外，还

要求课外辅导时间达到课堂教学时间的３倍。因
此，多数教师每周的授课时间为１０小时及以上，而在
校为学生（单独或集体）的辅导答疑时间在２５～４０
小时之间。

［３］
而且，课堂教学多为小班课，每间教室

座位数约３０个，室内座位布置整齐舒适、环境优雅宜
人（四季空调开启）、多媒体等教学设备完好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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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各高校更加注重完善教育质量评价体

系，评价教师教学质量的方法和途径：（１）建立有效
的教育过程信息反馈机制。包括学生的反馈意见、

同行之间的评议、教学录像备查、用人单位和毕业

生意见反馈等。（２）学校不仅有专业团队定期对教
师的教学效果进行评价，还根据需要适时组建部门

协商委员会评议教师。（３）邀请校外专家学者参与
评价。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和有效的教学质量监督

机制，对新加坡高等教育质量取了重要的保障作

用，也为毕业生就业择业奠定了基础。
［４］

２．２　招生规模总量调控，专业设置合理，就业指导
形式多样

新加坡只有三所综合性大学颁发学位，其他五

所理工学院只能颁发专业教育文凭，类似于于我国

大专文凭，只发学历，没有学位。

２．２．１　保持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　高等
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协调一致，这样才能体现

高等教育发展的经济价值。在对人力资源市场充

分调研的基础上，新加坡高等学校的招生规模与经

济发展速度呈现正相关，即随着经济发展的增长而

增长，随着经济放缓而减慢。政府努力将高等教育

的发展规模控制在经济需求所能容纳的范围内，力

求减少人才浪费现象。新加坡人力部指出：在目前

情况下，新加坡可适当扩大现在３所大学的招生人
数，没有必要建设第４所大学。政府鼓励青年进入
理工学院或工艺学院学习实用技能，这样一方面可

以降低用人单位的用人成本，另一方面可以节约高

等教育成本，提高人才培养的经济价值。

２．２．２　优化专业和课程设置　依据人力市场的调
查和对经济发展的预测，新加坡高校不断优化调整

专业和课程设置，在注重知识更新的同时，更注重

厚基础、培养通才。在新加坡无论是综合性大学还

是理工学院，无论是专业设置还是各专业的培养方

案都是由学校确定，政府的干预较少，其职责主要

是平衡各学科专业招生的比例和特殊类型学校的

性别比例。学校在学科调整或确定各学科招生规

模时，都必须依据人力资源市场的调查和对经济发

展的预测。新加坡高等教育在学生入学时不会急

于确定录取专业，而是让学生先进入某个学院学习

基础课程，到大二结束时才会结合个人爱好和社会

需求最终确定自己的专业与方向，类似于我国高校

的大类招生，学生到大三或大四再分专业或方

向。
［５－６］
这样，一方面在推后的两年时间里，可以让

学生有更多的时间更加理性地考虑自己的专业方

向；另一方面，学生在确定自己的专业方向时离毕

业只有两年时间，可以更成熟、更准确地预测市场

对专业人才的需求趋势。此外，由于知识更新和现

代高科技的迅猛发展，政府提出要让大学生能够获

得现代最新知识，拓宽大学生的知识面，以应对高

科技产业改组的需求，并要求每一名大学生必须同

时在两个系选修两个专业，每个专业一学期至少修

四门课程，含必修课和选修课，如此，毕业生择业的

范围更宽，在人才市场就业竞争力更强。

２．２．３　加强就业指导，重视创业教育　新加坡各
大学以及校内的各学院都设置就业服务和指导机

构，相关管理人员参与学校的办学决策。就业服务

指导机构的主要职能是开展就业培训、举办校园招

聘会，或协助用人单位举办招聘宣讲会。一般情况

下，用人单位到学校进行人才招聘宣讲所需的场地

由学校免费提供。就业服务和指导机构为毕业生开

展就业培训的同时，也为毕业生择业提供多种渠道，

如导师推荐、网上发布招聘信息、校企合作建立毕业

生就业基地等。
［７］
以新加坡国立大学为例，共设９个

培训项目，包括简历和求职信、面试、求职材料、认识

自我与求职资源分析、职业测评、沟通技巧、商业礼节

与面试礼仪、工作机会的搜索、着装与餐厅礼仪。

新加坡的公立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占主导

地位，与我国有相似之处。公立教育的主要弊端是

学校“行政化”、官僚主义和低效率，在创新方面有

诸多不足。然而，新加坡是一个重视创新创业教育

的国家，国立大学鼓励师生应用自己的创新成果设

立公司，举办多种创业活动，如商业计划竞赛、Ｉｄｅａ
ｔｏＰｒｏｄｕｃｔ竞赛等。南洋理工大学设有科技创业中
心，义安理工学院则要求每位学生必须参加创新创

业活动等。

３　对我国大学生就业的启示
我国高等教育自进入大众化以来，由于社会经

济的高速发展，导致高校所开设专业与社会的供求

不完全匹配和教育质量的下滑，进而引发大学生就

业压力。这种就业压力存在客观因素，例如：受到

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趋缓，我国

经济发展转型升级导致多年来结构性矛盾等。新

加坡虽是一个小国，但在发展过程中也曾遇到类似

的问题，他们在促进大学生就业的经验，对我们具

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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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全面深化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３．１．１　改变人才培养学非所用的现状　近年来，
我国高等院校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加，但专门人才的

素质不能适应需要。据２０００年《洛桑报告》反应，
在中国“合格工程师可获得程度”、“合格信息技术

人员可获得程度”两项指标，在３０多个国家中排名
倒数第一位。这反映出我国高等教育中学生高分

低能和“重书本轻实践”的问题严重。世界著名咨

询公司麦肯锡称：中国每年 ６００多万大学毕业生
中，真正适合到跨国公司工作的估计在１６万人左
右，不到毕业人数的３％，大多数毕业生缺少实践经
历和实用技能。当前，在高校和用人单位之间出现

一种两难的窘态，一方面高校毕业生“找工作难”、“

就业难”，另一方面是是“引进人才难”、“招人难”。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转移的进一步推进，

这种就业结构性矛盾将会更加复杂。

３．１．２　深化改革、加大经费投入，打造合格的教师
队伍　面对当前形势，我国的高等教育应全面深化
内部体制机制改革，尽快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的合格人才，让毕业生掌握现代化技术或机器设

备所需的知识技能。那么能够培养出这样人才，特

别是技能人才培养的前提是高校得拥有一大批首

先掌握了这些知识和技能的教师，同时还必须拥有

先进的实验实训条件。教师队伍的建设培养，大批

教学设备实施的采购，都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打

造优秀师资队伍的途径，除加大人才引进的力度

外，最主要的还是要注重在职教师的培训提高。新

加坡高等教育有着完善的师资培训途径，包括入职

前培训、在职培训和提高培训等。例如，新加坡国

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均设有师资培训中心，为教

师提供岗前培训和在职培训，帮助教师尽快掌握教

学技能，从而提高教学水平。

３．１．３　专业设置要与市场接轨　我国大学生“就
业难”最主要的问题在于结构的不合理，特别是我

国高等教育与国家产业转型升级之间的不匹配。
［７］

当前，我国企业都在向工业４．０转移，建无灯工厂、
智能化建筑、智慧型城市等，对人才的需求更多地

偏向软件的设计、编程、智能设备的操控维护等方

面，而这些在我国高校的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里面

则是薄弱环节，有的可能还是空白，无法满足企业

需求。大学的一些专业课程盲目设置，专业趋同、

趋热现象严重，不同层次的高校专业设置雷同，而

自身对其专业的未来发展方向认识不清，学科研究

深度积累不足，缺少办学特色。导致大学生在校学

的东西和中国经济发展不匹配，就业当然成为问

题。因此，高校特别是应用型工科高校应主动走出

象牙塔，尝试与市场接轨，注重社会合作，紧密联系

企业。目前，工科高校的教授相当一部分都是博士

毕业后就走上讲台当教师，缺乏工程实践经验。因

此，必须加强校企校地合作，结合双方资源优势联

合培养地方经济建设和企业发展需求的人才，并通

过产学研合作，既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也为教师

提供工程实践机会。
［３］
在此过程中，新加坡政府发

挥了主体作用，制定相应政策或立法保证校企合作

的顺利进行。

３．２　科学确定高校的办学定位，做好大学生职业
生涯规划教育

３．２．１　科学定位、规模适度　在新加坡，若进入不
了综合大学的学习的学生会选择理工学院或工艺

学院读书，这类大专院校接受的教育更加贴近于实

际工作的操作。新加坡各类高校的办学定位准确，

大学培养研究型人才，学院培养技能型人才，不存

在学院升格为本科大学的情况，实际上像新加坡理

工学院、南洋理工学院等的办学条件、师资队伍和

人才培养的质量都十分优异。而在我国高等职业

学校办学者的办学目标是为了升格为普通高等教

育，应用型普通本科院校都努力向研究型综合大学

奋进，但在世界任何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中，研究

型大学都只能占据很少的比例。这种办学类型定

位的不确定性，使得不少高校特别是高职教育找不

准社会服务的空间范畴。当前，我国高校应避免盲

目攀高或办学规模发展过快现象的产生；治校者应

紧紧把握时代前进的脉搏，主动适应社会多样化的

教育需求，增强教育的市场意识和国际意识，形成

自己独特的办学理念，把学校办出持色来；各级政

府、教育主管部门应该为高校办学的多样化定位创

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在严格遵守党的教育方针

的前提下，允许高校办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逐

步形成公平竞争的教育机制，使所有高校都能安于

相应的学校类型来办学，做自己该做的事。

３．２．２　做好职业规划教育，并扩大其内涵和外延
　高校应把就业课程指导纳入培养计划，正确引导
大学生树立职业规划意识。就业指导中心在大学

生选择职业时帮助他们合理定位，教育他们正确处

理个人发展、社会需要和兴趣、事业等问题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考察时，勉励当代（下转第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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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与制衡：德国高校管理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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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高校管理模式的核心问题。德国高等教育以治学严谨、人才质量高而闻名，

国家通过法律形式确定学校自治权利的同时，通过效率、竞争、评估等机制将高校教学科研及培养人才方面的

绩效作为国家对高校制衡的杠杆，形成了以大学自治与国家制衡为特点的高校管理模式，这对于我国高校管理

体制改革具有借鉴与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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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ｉｓｔｈｅｃｏｒ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ｆｏｒ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Ｇｅｒｍａｎ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ｓｆａｍｏｕｓｆｏｒｉｔｓｒｉｇｏｒｏｕｓ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ｎｔｈｅｏｎｅｈ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ｒｉｇｈｔｓ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ａｗｓ，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ｒｅｔａｋｅｎａｓｔｈｅｌｅｖｅｒｂｙｎ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Ｔｈｅ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ｗｈｉｃｈｉ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ｂ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ａｌａｎｃｅ，ｈａｓ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ｍｏｆ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Ｇｅｒｍ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ａｌａｎｃｅ

　　学术自由与国家调控的矛盾是任何国家高校
发展与管理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近年来“学术

自由”、“去行政化”一直是中国高校管理的热点话

题。然而作为“学术自由”原则源生地的德国高校，

它既是享有极大自由的学术团体，又是严格处于国

家监督之下的国家机构，并以其治学严谨与整体素

质高而享誉世界，培养了大量自然、人文科学家及

艺术家。
［１］
因此，德国高等教育成为学术自由与国

家调控矛盾成功解决的典型例子。通过对德国高

校教育管理模式的研究与特点总结，对于我们吸收

国际先进的管理理念，完善我国高校管理工作具有

启示作用。

１　德国高校管理模式概况及发展沿革
德国大学诞生于中世纪欧洲，从其诞生之初就

开始了国家化的进程。到了十七、十八世纪，国家

通过财政支持逐步接管高校的一些重要权力，成为

大学的创立者与管理者。高校在获得国家财政支

持之后，逐步成为国家的机构，丧失自主权。１９世
纪以来，德国大学为了维护学术自由原则，在管理



８６　　　　　　　　　　　　　　　　　　　　　　　 应用型高等教育研究 　　　　　　　　　　　　　　　　　 第１卷

模式上积极倡导分权自主管理，并通过法律明形式

明确学校自治权利。而国家通过权力下放，强化监

督，也有效促进高校教育质量的提高。由此，逐步

形成了今天的大学自治与国家制衡的高校管理体

制。而这一过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确定自治管理理念。１９世纪受洪堡
大学理念与改革要求的影响，德国将学术自由原则

纳入宪法之中，确定大学自治理念。１８５０年的《普
鲁士宪法》与１９１９年的《魏玛宪法》对大学学术自
由均作了原则性规定。

第二阶段，强化自治管理权利。１９４９年联邦德
国的《基本法》进一步明确了高校教师从事教学与

研究活动的自由权利，即研究自由、教学自由和学

习自由。１９６９年通过对《基本法》的修订，规定了
国家只在教学领域具有立法权，以及在教育与科学

系统发展计划上与州政府的平等对话权，不直接管

理高校具体事务。１９７６年德国政府针对高等教育颁
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一部专门法规———《高等

教育总法》，具体规定了高校自主管理权主要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一是教学自主权。高校可自行实施促

进教育发展的课程设置、教学组织、考试办法及学位

授予等一系列教学改革活动。二是学术自主权。高

校可根据需要成立下属研究机构，给予研究者相应

的保障与支持，尊重研究者的研究项目与成果。三

是管理自主权。高校可自主制定大学自治章程和设

置内部管理机构，形成自我管理与自我约束机制。
［２］

第三阶段，自治与制衡并进。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以来，受“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指导，德国对高校行

政管理又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将分权自治与责任提

升并重。１９９８年《高等教育总法》再次修订，直接
废除国家对高校教科研事务、内部管理的统一要

求，国家不再干预高校管理的具体事务，进一步扩

大高校自主权。同时将“效率”“竞争”“评估”等制

衡机制引入自治管理模式中，强化国家社会问责与

监督，增强高校责任感与服务社会意识，提高高校

自我负责的能力。

２　德国高校管理模式的特点
经过长期的教育改革，德国通过法律形式明确

了高校的自治权利与国家的监督职能。高校在教

学、科研、人事管理、财政经费，甚至招生方面都拥

有较大的自主权。国家不再是高校的直接管理者，

但是国家的放权并不意味着对高校的放任，国家对

高校的无限责任演变为以高校绩效为标准的有条

件责任。高校在教学科研及培养人才方面的成绩

与效果就成为国家对高校制衡的杠杆，效率、竞争、

评估等机制成为国家对高校制衡的手段。因此，大

学自治与国家制衡成为德国高校管理模式的典型

特点，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２．１　以绩效为导向，增加高校财政弹性
在德国，高校经费由政府拨款，实行经费一次

总付性预算制，高校负责经费的管理与使用，可以

自主决定经费的用途与分配，增加了高校财政弹

性。但是，德国《高等教育总法》第五条规定：“国家

高等学校财政以其在研究与教学、以及在促进科学

后备人才方面所取得的业绩为导向。同时也会考

虑高等学校在实现平等任务方面所取得的进步。”

德国州政府每五年与大学签定一次目标协议，以具

体发展目标的形式监督大学运行。按期完成预定

目标的高校，给予一定比例的经费奖励，未完成目

标的高校，相应减少经费。可见，德国高校在实行

财政自治的同时，采取了以绩效为导向的政府拨款

模式，教学与科研业绩，学生培养质量成为国家财

政拨款的绩效考核指标。德国“卓越计划”的出台，

就是德国政府集中财政资源，重点扶持少数已取得

发展优势并具有广阔前景的高校。

２．２　以评估为手段，扩大教学与学术自主权
德国高校作为法人团体，在教学和科研等事务

上享有自我管理权力与独立决定权，任何一级政府

或任何个人都无权对高校具体事务施加影响。高

校除可自主决定科学研究、教学改革、课程设置、考

试安排、学生学习等工作外，在招生方面也享有一

定的自主权。国家有条件地尊重高校在招生方面

的意志与权利，将一定的指标交给高校。但是，德

国《高等教育总法》第六条规定：“高等学校在研究

与教学、在促进科学后备人才以及促进男女平等方

面的工作应定期评估。评估结果应正式公布。”因

此，在充分体现德国大学自治权利的同时，评估制

度成为高校工作规范性与成效性的考核手段，促进

学校教学与科研的规范性与成效性。德国专业评

估与认证机构定期对高校开展院系评估、学科评

估、科研评估及教授资格评估工作，公布评估结果，

让学校教学、科研、人事、管理等各项工作接受国家

与社会的监督。
［３］

２．３　以竞争为机制，凸显教学科研人员价值
在德国高校，工作人员分为教学科研人员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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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科研人员两大类。其中，教学科研人员也就是

高校教师，可分为教授和教授之下的教科研人员两

个层次。教授是德国高等教育的核心，是科研和教

学活动的主要组织者、责任人、核心力量，具有相当

的威望和权力，拥有稳定而优裕的生活条件和令人

羡慕的社会地位。而教授之下的教科研人员则是

高校的骨干教师，他们独立或在教授指导下从事教

学与科研工作。他们的待遇与社会各职业阶层相

比，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在给予高校教师较高社

会地位、丰厚待遇和教科研自主权的同时，为保证

师资队伍的高素质，政府将竞争机制引入高校人事

管理过程中，对教师制定了严格任职要求与晋升办

法。要想成为一名高校教师，必须通过严格考核，

并试用半年后，方可正式录用，之后每一年要接受

教师的业务考核。在进行业务考核的同时，职称评

定更为严格，尤其在教授的评定方面表现更为苛

刻。博士学位是获取教授资格的基本条件，教授又

分为三个等级，每个级别的晋升都有年限与业务要

求，数年内必须高质量地完成教科研工作任务，发

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并通过大学教授备选资格的

考试，方可取得教授备选资格。
［４］
而教授的席位又

是根据专业需求来设置的，竞聘上岗，由地方政府

任命。这就意味着即使取得了教授备选资格，也并

不代表能获得教授职位。

２．４　以责任为准绳，加强内部自主管理权
高校自治管理的关键是提高大学的领导力与

责任力。为了提高大学的办学效率与竞争力，德国

高校日常管理一般实行校、专业领域（院系）、研究

所（教研室）三级分权自主管理体制，责任明确，按

绩获酬。
［５］
校长对外代表学校，对内负责学校管理。

院系主任担当学术委员会主任，负责评审学术著作

和学术研究成果，审查和授予博士学衔级，为聘任

教授拟定侯选人。教研室是大学的教学和科研的

基层实施单位，也是一所大学能否办好的关键。德

国教研室主任在教研与科研方面拥有很大的自主

权，教研室基础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教研室主任

（研究所所长）由一名教授担任，拥有教学和科研决

定权，在教研室（研究所）内有人事权和提级晋升

权，负责整个研究所的科学研究、课程设置、考试安

排以及教师聘用等工作。同时，可以与外国大学及

研究单位签订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项目。在加强

校长、院长、教研室主任等大学管理者行政权利的

同时，又通过制度与监督等方式强化责任意识，实

行个人负责制，要求学校的行政管理决策必须公开

透明，行政事务必须程序规范。同时设有专门的内

部监督机构与反腐工作联系人制度，定期实行岗位

轮换，制约管理者合理行使权利。

２．５　以监督为保障，强化高校国家机构职能
国家的放权，高校的自主并不意味着德国高校

脱离政府的视线，而是通过放权，强化监督达到更

好实现高校服务德国国家和社会的目的，具体体现

在以下几方面。第一，监督范围广。德国《高等教

育总法》第五十九规定：“高等学校在执行国家下达

的任务时，尤其是人事管理、经济管理、预算和财政

管理以及医疗方面，必须接受广泛监督。这条也适

用于核定高等学校的招生规模和招生人数等各项

工作”。第二，强化内部监督。德国高校内部管理

在学校层面主要由决策职能的理事会、学术职能的

评议会及行政职能的校长委员会三部分组成。其

中理事会由校内、校外人士共同组成，评议会由学

术人员、学生、非学术人员三部分组成。从其管理

机构的人员构成上，体现了权力的制衡与监督的治

理理念。第三，注重社会监督。作为公共财政支持

的高校不仅要承担社会责任，还要接受社会监督。

大学理事会，是高校的决策机构，负责选举和解聘

校长委员会成员、监督校长的管理工作、审核批准

大学发展规划、审核答复校长委员会的财务结算和

对有关报告人事的正式批准与任命。
［６］
而理事会成

员却多数由工业界、商业界和学术界等校外人士担

任，体现了学校的社会公益性与服务社会性。

３　德国高校管理模式对我国大学的
启示

３．１　树立高校绩效观，提高高校生存发展意识
新形势下，高等教育已成为提高国际竞争力、

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重要措施。国家的发展对高

等教育也提出更多更高要求，但高校在迅速发展的

社会中对新的需求却反应迟钝，人才培养与社会脱

节、教育质量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高等教

育也成为长期以来备受指责的焦点问题之一。造

成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现行的高校管理模式，使得

高校缺乏主动性，政府对高校承担了无限责任。高

校作为公益性、非营利性事业单位一直是完全靠中

央和地方财政拨款的，但是经费的使用效率如何却

是一个政府与高校都未得到有效关注的问题，高校

既无利益驱动，也无成本与风险约束，从未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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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存与发展有过担忧。因此，要改变高等教育的

现状与问题，高校必须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学术

水平与办学效益为目标导向，将办学的业绩效果与

高校生存发展相挂钩，帮助高校树立绩效观，调动

高校主动性。

３．２　引入竞争机制，加强高校自主办学权
我国高校管理模式是政府统筹指导下的高校

行政“执行化”管理，政府不仅在宏观方面对高校进

行管理，在高校的学科专业设置与发展、教科研管

理、人事管理等一系列具体业务方面也一包到底，

直接干预到高校管理的各个微观层面，大大挤压了

高校办学自主性。近年来为了使高等教育尽快适

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进行了一

些改革，政府适当放权，高校自主权有所增加，市场

机制开始在高教领域发挥作用，但效果甚微。应进

一步加大改革力度，使高教领域建立起以高校自治

为基础的竞争机制，使得高校在人事财政、教育教

学、科学研究等方面拥有更多自主权，同时将竞争

激励机制、风险约束机制引入高校运行中去，刺激

高校找到适合自己的办学之路。

３．３　健全评估制度，强化政府监督职能
高校评估其实质是政府或社会对高校实施宏

观控制的一种手段。随着政府对大学直接干预的

减少，大学自主权的扩大，质量评估越来越成为政

府对大学进行政策引导的重要手段，成为对教育资

源配置的影响因素。尽管不同国家的评估领导、机

构、标准、方法各不相同，但主旨都通过对高校办学

实施有效监控，调动高校内部人员自觉意识与行动

力，提高高校教学质量与发展水平。因此，政府一

方面应减少对高校和微观管理，推进政校分开、管

办分离，为高校自主办学多服务、多支持、多履行公

共服务的职能。另一方面应健全评估制度，加强第

三方评估机构和高校质量认证主体建设，建立常态

质量监测、院校评估、专业评估及国际评估的多维

度评估体系与基本标准、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的多

层次标准体系，提高高校的责任主体意识，建设国

家社会问责监督，提高中国高等教育的话语权与影

响力。最终形成“相对独立、相互服务、相互监督”

的高校—政府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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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彭媛．德国大学教授参与高校管理的演变［Ｊ］．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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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２页）获得的知识也才是活化的、实用的，而

非机械的、僵化的，他的心态也才是开放的和具有

合作精神的，不然的话他就变成了应试的机器，变

成一种纯粹的功利主义者甚至是唯利是图的人。

显然，这些都不是我们教育应该出现的目标。

５　高校向应用技术转型发展时不我待

　　尽管不少人对高校转型发展还存在忧虑、犹
豫、观望的心态，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已经

不允许人们再进行犹豫了。当然，不犹豫不意味着

应该盲干，它要求我们必须直面问题本身，要在探

索的过程中尝试去解决问题。显然，逃避问题决不

是一个有效的策略。为此它呼唤高校领导人要进

行大胆尝试，积极探索经验，不断地完善探索方式，

从而为高校成功转型找到一条稳妥的路线。

为今之计，必须大力破除大学统一化管理模

式，破除大学围绕排名造成的束缚，鼓励大学积极

改革教师评价体制，引导教师从事应用性知识探

索，使他们在探索过程中实现自我和社会价值，没

有这个转变，高校转型发展就不可能真正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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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王洪才．大学创新性教学的本质与实践策略［Ｊ］．中国
高等教育，２０１２（１２）：１３１５．

［４］王洪才．何谓学生中心［Ｊ］．大学教育科学，２０１４（６）：６２６６．
［５］王洪才．论大学创新教学的三要素［Ｊ］．复旦教育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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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和胡适的徽州文化认同与家乡教育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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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教育理论研究中心，北京　１０００８８）

摘　要：在徽州人看来，陶行知与胡适是徽州的两位骄子，人们看得比较多的是他们发生社会影响后的各自差
异，而对他俩相同的徽州文化渊源不甚明晰。对故乡文化的认同在陶行知和胡适的终生都有体现，尤其是早年

生活中表现十分突出，他们早期文化认同的过程与表现和晚年体现的方式与结果是各不相同的，早期的表现主

要是默契地相互支持，共同创造新文化，协力改进家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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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陶行知与胡适进行讨论的文章很多，写出新
意很难。在对陶行知三十多年的研究中，笔者一直

有写一篇有关陶行知和胡适文章的打算，但连连放

弃，原因是总感到对他俩的了解不够全面、深刻，立

论难以准确，不可能全面，还有可能陷入偏差与片

面。经反复分析、比较、筛选，在陶行知与胡适的交

往中，政治、教育、情感、身份等各种因素或许起程

度不同的作用，起统领作用的主要是乡情和对道的

见识，因后期对道的见识差异远远超越乡情，决定

了他俩最终分道扬镳。

１　徽州文化同林鸟
陶行知和胡适的早年生活确定了他们对徽州

文化的认同基础。

胡适家乡绩溪县有“礼学三胡”之称的胡匡衷、

胡秉虔、胡培翚，“作为清代名流学派，胡适很是钦

佩，他曾积极搜集‘三胡’著作，准备印行《绩溪丛

书》”
［１］１０５，胡适晚年常以徽州腔调吟诵，津津有味。

陶行知在他所写的《徽州人的新使命》一文中，充分

表达了自己对徽州文化以及朱熹、戴震等先贤的景

仰。胡适则一面宣称“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

然不算高明”
［２］，晚年却极度推崇“朱夫子”的道德

修养、治学精神和方法，以致余英时认定“通观他一

生的中、英文论著，可知他对孔子、孟子、朱熹、王阳

明等都抱有极大的崇敬之心”
［３］。１９２４年陶行知

在给人的信中强调“只问好不好，不问土不土”，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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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我们徽州的土产本来不错。你看朱晦庵、江慎

修、戴东原诸位乡贤，哪一位不是土产？现今的胡

适之先生，从头到脚也只是我们家园所出的土

产”
［４］８２。这说明他俩对徽州文化的共同认同。

当他们都从徽州走出来之后，徽州文化便是他

们认同与交往不可抹去的媒介，也因此通过一些人

员的交往交织而加深。胡适与长其２１岁曾任安徽
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的胡晋接（１８７０—１９３４）的
不少学生成为朋友，因而也与胡晋接交往密切。后

任亚东图书馆老板的汪孟邹（１８７８—１９５３）就是胡
晋接在绩溪县城汪氏家塾任教时的得意门生，陈独

秀（１８７９—１９４２）、胡适、陶行知曾一度是汪孟邹亚
东图书馆（书店）的常客，由于他们三个人都属兔，

被称为常来亚东书店的“三只兔子”，因为陈独秀正

好大一轮，又称为大兔子。汪孟邹对陈独秀的学问

十分敬佩，常称比自己小一岁的陈为“大哥”。１９０３
年汪孟邹到芜湖办科学图书社，１９０４年陈独秀办
《安徽俗话报》，第一期便是通过汪孟邹的科学图书

社发行，由于该报倡导改良教育，抨击封建伦理，被

专制官吏视为“洪水猛兽”，血气方刚的汪、陈二人

都担了很大的风险。１９１１年后陈即建议汪到上海
开书店，１９１３年亚东图书馆在上海诞生，胡适的《尝
试集》、《胡适文存》三集、《四十自述》等都由亚东

出版，陶行知的第一本书《中国教育改造》也是由上

海亚东图书馆 １９２８年４月初版，１９２９年１月亚东
又出版了《知行书信》。

细致地比较可以看出陶与胡之间一出生就存

在较大的差异。胡适出生在知州之家，陶行知的家

境几乎堪称没落，这就决定着胡适所受到的早期教

育远远优于陶行知。虽然胡适不到４岁的时候就
遭到父亲胡传（世称铁花先生）逝世的不幸，但父亲

在胡适不到三岁时就拿出教冯顺弟识字的红纸方

字教胡适认读，到胡适随母离台时已认识 ７００多
字。

［５］６
临终前，父亲给他母亲冯顺弟留下遗言就是

要求孩子一定要读书，当年才２３岁的母亲把这一
遗嘱当成了自己活下去的精神支柱，把胡适送到四

叔介如的私塾读书，并用胡适父亲编且工整书写的

四言韵文《学为人诗》、《原学》作为启蒙教材。这

些诗文是胡适父亲接受儒家伦理官宦一生为人处

世的体验结晶，字体严整恭敬，开篇即道“为人之

道，在率其性；子臣弟友，循理之正；谨乎庸言，勉乎

庸行；以学为人，以期作圣”。
［５］６
胡适母亲结合教学

给幼年的胡适讲述其父的一言一行，潜移默化地养

成胡适的品德和上进心，无疑是精准、高效、品质优

秀的教育起点，使他少年即得了邻里“穈先生”的绰

号。胡适入学后，在别的人家都只给教书先生一年

２个银元的时候，胡母亲就能靠节俭多给老师报酬，
让老师总是对胡适特别照顾。后来胡适自己都承

认，他由此所得的益处不知要比多付的这几块银元

大多少倍。胡适在回忆自己在家乡读书的经历时

说：“这九年（１８９５—１９０４）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
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

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
［６］

陶行知年少时也得到多方支持受到当时良好

的教育，但总体上比胡适晚，在程度上与胡适相比

还是有差距的。１９０４年胡适就读完《孝经》《小学》
《论语》《礼记》及五经中的四经，浏览过《资治通

鉴》，还读了《水浒传》《三国演义》之类的三十多部

小说，并到了当时中国可以找到最好学校的教育中

心上海，先后入梅溪学堂、澄衷学堂、中国公学，并

于１９０８年开始兼任中国公学英文教员。陶行知
１９０５年才读完吴尔宽的经馆进入徽州府崇一学堂，
１９０９年才进入南京汇文中学，后直升入金陵大学。
早期的出身和教育使陶行知终身以平民作为自己

社会定位，胡适意识中几乎都一直是以“先生”“圣

人”作为自己的社会定位的原因，也是导致两人投

身社会后在思想情感和政治立场上渐行渐远，在对

形而下的事和对形而上的道的见识上存在巨大差

别，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的起点。

即便如此，还是需要看到胡适与陶行知在个性

上有诸多共同点。比如较强的自我批判性，胡适因

受赫胥黎《天演论》影响将自己的原名胡洪骍改为

胡适之，用“胡适”作笔名发表文字，１９１０年考留美
官费时正式用“胡适”的名字，直至终身。陶行知先

生原名文濬，在金陵大学期间推崇明代哲学家王阳

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取名“知行”。１９３４年４３岁
时他在《生活教育》上发表《行知行》一文，认为“行

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说“陶知行死了”，并改名

为陶行知，这是一种连续再次的自我否定。这种自

我批判精神在徽州文化中依然是较为稀少的，而他

俩都具备。从胡的改名早于陶行知，并且一改而定

也可以看出，他的心智发展整体上早于陶行知。

正是由于他俩同样聪慧，在他们的求学期间均

表现不凡，胡适澄衷学堂的日记显示他在学生活动

中的“领头羊角色”。１９０６年当选学生自治会长，
在中国公学期间从尝试为《竞业旬报》写白话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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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小说，到１９０８年成为该报的主编，并开始学写
古体诗。陶行知在经馆读书时一刻钟能背下《左

传》４３行，崇一学堂的三年学业两年修完，到金陵大
学，先是为《金陵光》投稿，到后来成为主笔，主编中

文版，成为各种学生活动的积极倡导者。

还有一点为众人忽视的是陶、胡二人在青少年

时期都经历了贫困。胡适在自述中对家庭困境着

墨较多，１９０８年底在给朋友程玉樨的信中说因家境
困难，自己被迫辍学任教，“种种留学西洋研究文学

之妄想已不再入梦矣”
［７］。陶行知曾因交不起学费

辍学，还经历过到苏州的流浪，与表兄一起典当度

日，并为出国留学四处筹款遭遇“十叩柴扉九不

开”。贫困对于他俩都有很大裨益，磨砺了意志，激

发了智慧，认识了社会，以致陶行知晚年将贫穷当

朋友，以“友穷”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此外，胡适

的祖辈及兄弟、陶行知的父辈都有经商的经历，受

到徽商文化的影响，这些对他俩终身的待人处事都

有直接影响。

２　越洋同窗各自飞
由于胡适的基础教育条件比较好，他 １９１０年

先陶行知４年就到美国留学，这一年陶行知在国内
从汇文书院升入合并而成的金陵大学。

胡适考上清华的官费留美机会，当是一个重要

的台阶，而他进入康奈尔大学学农科并不符合其天

性和志趣，做出这种选择被认为一是听了二哥实业

救国的建议，二是农科不收学费，每年可节省 １５０
美元贴补家用。

［５］２９
这个不合适的起点使得胡适不

断调整，在所学农科上的兴致不高，对阅读小说、戏

剧等文学作品的嗜好再度表露出来，并有自己的思

考、判断和评价，还抽空阅读自己带出国的１３００卷
古籍，练习书法，积极参加学生活动，差点入了基督

教。１９１２年春，胡适弃农学文，转入康奈尔大学文
学院，其时恰与美国大选，胡适结合美国政治和美

国政党专题课的学习，发起选举总统的“游戏投

票”，并对过程及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美国的政

治体制，筑成此后他诸多观点的基础。

在康大，胡适锻炼出演讲才能，参加康大的世

界学生会，并于１９１３年出任世界大学生议事会主
席，与各国学生有广泛深入的接触，亲身体验议事

议会程序的主要精髓，形成世界主义思想，认为它

不同于古代哲学家只有世界没有国家的观念，而是

“爱国主义而揉之以人道主义”
［５］３５。

１９１４年１月，胡适在《留美学生年报》发表万
言长文《非留学篇》，显示其在留学问题上的远见卓

识，强调“当以输入新思想为己国造新文明为目

的”
［８］６６８。正当胡适在美国已经如鱼得水，到处演

讲，译书著文挣稿费，与赵元任、任鸿隽等人发起成

立科学社，立志回国建藏书楼，思想和行为都十分

活跃的时候，陶行知以《共和精义》为毕业论文结束

在金陵大学的学业，循着自己对“自由、平等、民胞”

的民主共和界定，笃信“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

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

非教育不出”
［９］２１３，来到美国。但一开始，他并未实

现到哥伦比亚大学学教育的心仪目标，限于经费等

困难，只能先进伊利诺大学攻读政治学，与孙科同

学。在伊利诺大学，陶行知也很活跃，出任学生俱

乐部干事。

１９１５年夏，陶行知在伊利诺大学获得都市学务
总监资格文凭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教

育，与胡适相遇，而胡适此前确定的志向是“专治哲

学，中西兼治”，“以为他日为国人导师之预

备”
［１０］１２，进入了杜威门下，“从此以后，实用主义成

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

基础”
［１１］。并在这年夏天，胡适在与梅光迪等人讨

论中国文学问题时提出“文学革命”的概念。

直到此时，陶行知和胡适才有了直接见面交往

的可能，具体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在何时，无文字可

考。１９１６年６月１６日，胡适的日记里夹了一张标
明陶行知为杜威和安庆人胡天溶拍的合影照片，胡

适还附有两行文字：“杜威（Ｊｏｈｏ－Ｄｏｗｅｙ）为今日美
洲第一哲学家，其学说之影响及全国之教育心理美

术诸方面甚大，今为哥伦比亚大学哲学部长。胡陶

二君及余皆受学焉”
［１２］３６。１９１６年７月５日胡适在

的留学日记中又夹着一张张彭春与陶行知在美国

留学时的合影，胡适在照片下方附有文字：“上图左

为歙县陶文濬（知行），右为天津张彭春（仲述）。

两君皆今日留学界不可多得之人才也”
［１２］４３。１９１６

年留下的另一张照片是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留学生

会的合影，参加合影的有孟禄、陶行知、蒋梦麟、胡

适、孙科、凌冰等人。在这个时间截面上，无论是知

识容量，还是人际交往等方面，胡适无疑都是高于

陶行知的，胡适日记中的后一句评价多少带点先生

评价后学的意味。１９１７年才有一张胡适、陶行知与
其他４名哥伦比亚同学一起的合影，从这张合影
看，胡适位于比陶行知更中心的位置。从现有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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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看不出当年陶行知直接修了杜威的课，而在哲学

系的胡适曾选修在哲学系任职的杜威的“论理学之

宗派”和“社会政治学”两门课，但可以确定当时陶

行知在哥伦比亚大学和杜威有交往，这种交往或通

过直接为其授课的孟禄等人引见，或可能由胡适通

过共同参与的活动引见。

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从现有的资料看，胡适

的能量也显然超过陶行知。他于１９１６年再次激活
文学革命的话题，并与国内的陈独秀建立联系，多

次向《新青年》投稿，并以《文学改良刍议》席卷神

州，暴得大名，在一定程度上真正成为“国人导师”，

并坚定为了祖国不能亡，“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

赖教育。故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

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

计：如是而已”
［１０］２６７－２６８。文学革命是胡适人生中的

第一个巅峰，也可以说是最高峰，后被胡适等人认

为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此时的陶行知尚未进入他

人生的巅峰，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才是陶行知人

生的巅峰，与胡适前后相差约１０年。
由上可见，虽然胡适与陶行知在哥伦比亚大学

分别学哲学和教育，实足的同学时间为两年。从胡

适近４０万字的留学日记中仅两次提到陶行知，足见
他俩在美留学期间有交往却不是非常密切的。但他

们都认同教育为解社会于倒悬的根本方式，是自己

的人生与职业选择；他们都认同杜威、孟禄等哥伦比

亚大学的进步主义教育理念和实验主义教育方法。

３　南北共造新文化
１９１７年夏，陶行知和胡适都学成回国。胡适行

前还到自己过去生活过的绮色佳向师友告别，７月
１０日就抵达上海。陶行知则由于８月２日上午要
参加博士学位特别委员会的考试，比胡适回国晚近

两个月。在回国的船上，陶行知与同行说“我的志

愿要使全国人民有受教育的机会”。

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１７日北大４９年校庆也恰是胡适
５６岁生日那天，南京的北大校友在中央饭店校庆并
为胡适做寿的时，胡适感谢蔡元培聘了他，并说道

“到北大后，发现有很多北大的学生读书很多，而且

思想成熟，于是觉得非拼命用功不可。因此，是北

大成全了我”
［５］１９７。这样的环境也使得胡适的《中

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能够在１９１９年２月由商务印
书馆列入北京大学丛书出版，这在史学革命上具有

典范意义，蔡元培在序言中给予极高评价。相对而

言，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的陶行知虽然上的课

也有多门，要求却没有那么高，加上有徽州同乡校

长江谦和哥大学长时任教务长郭秉文的关照，要轻

松得多。１９１８年代理教务主任，１９１９年与郭秉文
同步上升为教务主任，有更多的精力关注社会，也

使得他的第一本文集《中国教育改造》直到１９２８年
才出版，较胡适第一本著作出版晚了近１０年。
３．１　共迎杜威、孟禄　１９１９年陶行知与胡适在邀
请杜威来华讲学上亲密地走到一起。３月１２日，陶
行知写了现在能见到的第一封给胡适的信道：“三

个礼拜前听说杜威先生到了日本，要在东京帝国大

学充当交换教员，当头一棒，我觉得又惊又喜。”惊

的是“我两三年后所要做的事体，倒日本先做去

了。”喜的是“杜威先生既到东方，必定能帮助东方

的人建设新教育，而他的学说也必定从此传得广

些。且日本和中国相隔很近，或者暑假的时候可以

请先生到中国来玩玩，否则就到日本去看看他也是

好的。”
［４］２１４
于是二人相约南北统一起来写信邀请

杜威来华讲学，决定由郭秉文去日本的时候当面去

请。作为杜威来华的预热，胡适为《新中国杂志》向

陶行知约稿写一篇《杜威的教育学说》，后该文以

《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为题发表于３月３１日
《时报·世界教育新思潮》。胡适也直接给杜威写

信，自己于３月在教育部会场作了４次关于实验主
义的演讲，介绍了其历史、詹姆斯、杜威的学说。

１９１９年３月３１日，陶行知再次给胡适写信，说
接到郭秉文从日本的来信，“郭先生请他到中国来，

他就一口答应……杜威先生曾发表他的意思说，除

今年之外，还愿意留中国一年”
［４］２１４。如何安排好

这一年的接待，经商讨决定由江苏省教育会、北京

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五个文教团体的名义联

合邀请杜威来华讲学。

１９１９年４月３０日午后，杜威与夫人阿丽丝和
女儿罗茜抵上海，胡适、蒋梦麟、陶行知代表各团体

前往欢迎。５月１日陶行知、胡适陪杜威夫妇参观
《申报》馆，后由陶行知、胡适、凌冰等分别陪同杜威

至各地讲学并分担口译。在五月的《新教育》“杜威

专号”上，胡适发表了《杜威的教育哲学》《杜威哲

学的根本概念》《杜威之道德教育》《实验主义》等

文章全面介绍杜威的思想学说。杜威在各地讲演，

胡适等人挑选了几位很好的记录员，把全篇讲词纪

录下来，送给日报和杂志发表的文章总共有５８篇，
后来结集出版成《杜威五种长期演讲录》单行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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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发行。１９２０年４月６日起，杜威在南京高等师范
学校讲授的教育哲学十讲（宁）、哲学史十讲、试验

的论理学三讲，历时３个月，由陶行知主持并翻译。
这次讲学在中国造成了广泛的影响，最直接的影响

是１９２２年适应儿童个性发展的新学制确立，渗透
到中国文学、语言、历史、哲学，乃至自然科学等方

面的影响深刻且久远。胡适在杜威回美国的时候

说：“我敢预定：杜威先生虽去，他的影响仍旧永永

存在，将来还要开更灿烂的花，结更丰盛的果！”
［１３］

１９２１年７月，陶行知、胡适刚欢送杜威回国，又
于９月５日与黄炎培、郭秉文一道到上海码头欢迎
保罗·孟禄来中国作科学教育之调查与讲学。孟

禄参与了中国学制问题，直到１９２２年１月７日孟禄
离开中国，胡适参与了行程与调查内容的设计。陶

行知一直陪同孟禄到各地做调查，历时四个月，在

孟禄作讲座时担任口译，孟禄在中国的活动由陶行

知、胡适、凌冰编辑成《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一书

于１９２２年４月出版。
３．２　深涉“五四”运动　５月１０日，陶行知与各校
代表会见英美两国领事，表明中国人民强烈要求归

还青岛的立场。１３日，南京二十多所中等以上学校
各选择代表四人参加南京学界联合会成立大会，还

通过了会章，选举陶行知为会长。１４日，陶行知参
加了南京绅、商、学各界万余人召开的国民请愿大

会。２０日，南京各校学生响应北京学生爱国运动，
不受学校劝导，不听官府明令，自行罢课。当时陶

行知虽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不怕政府压

力，仍以学联界联合会会长名义领导各校学生进行

爱国运动。

此时，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在美国，

校务由陶行知和学监主任陈容代行。陈容极力反

对学生游行和罢课，陶、陈争辩，陈辞职离校，校务

由陶行知暂行代理。６月２日，南京各校学生因陈
容等人反对罢课，并以辞职要挟，陶行知遂脱离学

界联合会，学生独立组成南京学生联合会，聘请陶

行知为顾问。１０月中旬，南高师为在爱国运动中忧
愤国事致劳病故的南高师学生祝其祥等２人举行
追悼会，陶行知到会并演讲勉励学生。

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７日，在全国各界联合会筹备会
的推动下，南京学生联合会发起成立南京各界联合

会筹备会，陶行知以欧美同学会代表身份被推为会

长。１２月８日，陶行知参加南京各界四万余人为
“福建惨案”举行的抗议集会，被推为大会副主席，

并被公推为教育界代表与另一位商界代表一道向

苏省军民两长请愿。

１９２０年１月２３日，参与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
陆征祥等顺应民意拒绝签字，返国路经南京，陶行

知率南高师学生联合会到车站欢迎；１月２９日，天
津学生游行示威为反动当局血腥镇压，消息传到南

京，２月１日，陶行知支持南高师学生约集各校学生
分队示威游行，并做反帝演讲。当时的学生代表刘

清扬南下发动各地支持天津的学生运动。在南京，

他拜访了陶行知。

３．３　同求好政府　１９２２年，胡适起草《我们的政治
主张》宣言，想邀几个“好人”加入，陶行知首先赞

成，并担保王伯秋亦可加入，当时他们的政治观点

一致，是“很知己的朋友”
［１４］。５月１４日，《努力周

报》第２期及各大媒体发表陶行知、胡适与李大钊、
蔡元培、王宠惠、梁漱溟、丁文江、汤尔和、罗文干等

１６人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要求有一个“好
政府”充分运用政治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

利，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好政府

的三个基本原则是：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

划的政府。第一步下手工夫是：好人须有奋斗精

神；须要有决战的舆论。具体主张是：南北两方议

和；裁兵、裁官；采用直接选举制；根据国家收入统

筹支出，实行彻底的会计公开。在这些人当中，陶

行知仅与蔡元培等少数人相识。这不难看出陶主

要是由胡拉进这个圈子的。

四个月后，北洋政府直系吴佩孚支持王宠惠署

理国务总理组阁，１６人中罗文干任财政总长、汤尔
和任教育总长，加上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顾维钧博

士出任外长。一届内阁中就有４位洋博士，其中三
位参与发表《好政府》，人们期望的好政府似乎已

到，可以实行好政府的主张，便组织了每星期五举

行一次的政治讨论会。开了好几次会，王总理的大

政方针老是不宣布，大家不耐烦了。在陶行知参加

的一次会议上，蔡元培、胡适提议：“根据《我们的政

治主张》，我们请王总理宣布他的大政方针和计

划。”王登台乱七八糟说了一个多钟头的牢骚话，最

后特别响亮的说：“胡适，你要我宣布计划，我没有

计划！没有计划就是我的计划。”好政府这部戏在

蔡元培的建议下从此闭幕。陶１９３１年在《申报·
自由谈》上还撰文反思胡适的好政府设想，此时恐

怕连胡适自己也放弃这种“政治”，这个深刻教训也

使陶行知和胡适在建立理想的社会和政府上都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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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新的探索。

有趣的是，１９２１年初，梁启超将他十余年来研
究《墨子》写成的《墨经校释》一书送给胡适并致信

希望他能为此书作一篇序文。胡适很认真也很不

客气地写了一篇序文，对梁启超所采用的校勘学方

法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原本让人家“正其讹谬”的

梁启超却显得过于小气，把自序放在卷首，却把胡

适的序文放在了书后。更觉不妥的是，他将《复胡

适之书》作为附录缀于《读墨经余记》之后，却不刊

用胡适的答书。这些不近人情的举动让胡很不高

兴，多次和朋友提起此事，认为梁启超心胸狭窄，这

样做事“未免太可笑了”。更让胡适恼火的是，１９２２
年３月４日，梁启超应北京大学哲学社邀请在三院
大礼堂作题为《评胡适之〈哲学史大纲〉》的演讲，

梁讲了两天，批评都能把握重点，措辞犀利，极不客

气，却颇见风趣，第二天留下一半的时间让胡先生

当场答辩。胡对第一天的讲词似乎已看到记录，在

短短四十分钟内便轻松地将梁主要的论点一一加

以批驳，使听众转而偏向于胡，由此引发两人之间

矛盾。范源濂出面调和，办了一桌酒席，请王国维

和陶行知等人作陪，这桌酒席无心插柳地让陶行知

一生中唯一一次见到了王国维，陶将王奉为晓庄试

验乡村师范学校的“催生娘娘”。“在这一席上，我

们虽没有深谈，王先生也不一定晓得我，但他的精

神，对于我的事业，影响终是很大的。”
［１５］

在推进新文化建设中，陶行知以连发子弹的方

式在南方撰文推进实验主义新教育，注重调查、试

验、改造，着眼点在推动教育实践的改进。胡适则

有更多的学理与理念新创，诸如“小我”“大我”，在

北大参加了教育部改订大学章程的讨论以及北大

分部教授会的筹划，作各种传播新知识的演讲，为

《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国民公报》等报刊撰

稿。从陶行知从未在《新青年》等上述报刊发过文

章看，陶行知未能进入主要由北大教授组成的这个

圈子。胡适则主要在北方文化圈，偶尔在南方文化

圈活动。陶行知主要在南京、安徽等地活动，仅是

偶尔被胡适拉进北方文化圈。

胡适的家世也常给胡适的影响带来意想不到

的帮助。１９１８年６月１９日，胡适请从上海来的蒋
梦麟吃晚饭，蒋带来了江苏教育总会会长黄炎培，

席中攀谈才知两家在川沙是世交，黄父对胡父当年

就很敬佩，黄炎培一句“铁花老伯应该有适之兄这

样的后人”让胡适感到很受用，“觉得我还不致玷

辱先人的名誉”
［８］４６９。陶行知则很难有这样的机

会，只能靠自己奋斗。

４　协力改进安徽教育
陶行知与胡适都从事教育，推动教育改进是他

们共同的人生愿望，并联手做了他们共同想做的

事。１９１９年２月《新教育》杂志创刊，蒋梦麟任主
干，北大、南高等五大机关选派编辑代表，蔡元培、

胡适代表北大，郭秉文、陶行知代表南高。３月２０
日，陶行知曾以《新教育》杂志编辑的身份向胡适约

稿。
［１６］３５０－３５１。

在此后的一段时期里，陶行知与胡适共同推进

实现男女同学，创办并维持中华教育改进社发展，

致力于制定新学制，推进白话文教学，形影相随又

相互支持。

同为安徽人，对安徽的教育发展存有期待很正

常，就有文献依据的线索，胡适与陶行知共同参与

了下列安徽教育的改造活动。

１９１９年５月中旬，安徽省立第三中学（校址在
歙县）学生响应五四运动，驱逐了安徽省督军倪嗣

冲庇护的校长徐承祜（徐也为歙县人，尚任安徽省

议会副议长）。为解决校长人选问题，陶行知推荐

了自己在金陵大学的同学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

同事方振民（方新）出任该校校长。方出任校长后，

徐曾想返校继续任校长，托人写信说方是经过如何

运动当上校长，并发表在北京的《安徽旬刊》上。陶

行知于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８日致信胡适，希望他明辨：
“黑幕要打开，好人也要顾全。近来各方议论纷纭，

不免颠倒黑白、偏于刻薄的危险。北京《安徽旬刊》

颇有价值。但近来有人利用，中伤善类。务请转达

主持诸公，以后对于各处来信，须作一番明辨功

夫。”并说明方是经过再三敦劝，南高师在这件事上

“是牺牲的，并不是争权的”，陶本人“是纯粹为教育

的，并不是私利的”
［４］２１９。胡适收到此信后即交《安

徽旬刊》，并附言道：“《旬刊》记者：我接到陶知行

先生来信一封，说的很诚恳，故送上请你们看看，不

必登出”
［４］２２０。

但这件事并未就此了结，１９２０年 １２月 １１日
晚，陶行知接到屯溪来电说第三中学起风潮，方振

民提出辞职。陶行知１２月１２日写信给胡适，“主
张仍旧维持方校长”，依据教育部１９１９年 ４月 ２５
日发８７号咨文，“减少授课时间去减少教员，加增
教员薪水”

［１６］３８７－３８９
以解决路途远，薪水低，好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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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聘的问题，并请胡适致电学生挽留方校长。

与此同时，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１４日，胡晋接也写信
给胡适告知安徽省立三中出现的纠纷，请其设法慰

留已上书辞职的该校校长方振民，胡晋接认为“振

民先生为旧学界中之新人物，夙在二师，共事有年，

稔知其为人富于思想而有公德心、责任心，对乡邦

教育之改进，尤具热枕”“我徽教育界中，如振公其

人，颇不易得”
［１］１０６。１２月２６日，陶行知在致胡适

的信中再次讲到三中的情况，并说“现在皖省所最

缺的即是有能力之教员，务请在北大、北高及其他

方面注意，以便需要时可以应济”
［１６］３９０－３９２。１９２１

年，三中依然不稳定，陶行知６月３０日为家乡的这
所学校写了封三千字的长信给胡适，详尽地分析了

各方面的情况，希望胡适给省城写信。
［１６］３７２－３８４

在胡

适和陶行知斡旋慰留下，方振民继续留任三中校

长，直至１９２８年省立三中与省立二师合并。１９９２
年后，作者与住在屯溪的方振民的女儿方民有过多

次交往，历史正如陶行知所言，方振民到安徽三中

确实是牺牲的。

在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２６日这封信中陶行知还希望
通过组织学术演讲的方式激活安徽的教育“希望芜

湖与安庆二处同为学术演讲中心，每年举行若干

次，遇有学者即开讲，不必拘定日期。北方的讲员，

请兄注意预约。皖省财力艰难，最好是乘便南下时

乘便演讲”
［１６］３９０－３９２。

１９２０年底，安徽各方面邀请陶行知回皖任教育
厅长，陶行知于１９２１年２月２８日又致信胡适推荐
王伯秋：“皖省同乡及当局为改革教育事，屡嘱知行

回乡服务，知行以现任职务关系五年内不能他就之

意谢绝。但皖省教育确有彻底改革之必要，当此人

才缺乏之际，不必限定用本省人，借才异地亦无不

可。伯秋兄办事魄力，皆为同侪素所敬佩，若得王

君主持皖省教育，而吾辈全力以为后盾，则三年之

内皖教育行政必大有可观，吾兄卓识以为否？如蒙

与王抚五、高一涵二先生及京中同乡熟商赐复，尤

所祷盼”
［４］２２５。这封信显示陶行知与胡适、王星拱

（字抚五）、高一涵等人形成共同关注安徽教育改进

的小群体，但推荐王伯秋终未成。

１９２１年夏，安徽省教育会“建筑的宏伟，经费的
充裕，在中国都要算算第一……然而近来因为竞争

会长，已经到了搁浅的地步了”，陶行知与胡适、梅

光迪、光明甫等１０人联名发出《改造安徽省教育会
宣言》，主张“只有把会长制改成委员制的一个方

法，最为适当。因为会长制是武断的，是官僚式的，

是不合现代潮流的，所以容易激起纷争。委员制是

合议的，是分权的，是可以罗致各方面人才于一堂

的，所以容易成功，容易进步”
［１７］。

安徽教育行政长官连年不稳定，１９２２年，陶行
知的同乡安徽歙县人江彤侯（陈独秀崇拜者）出任

安徽省教育厅长，陶行知评价他“不避劳怨，从事革

新，一岁以还，成绩昭著”
［１８］，却因公积怨被迫辞

职，陶行知和梅光迪等人致函《申报》并电安徽省长

吕调元挽留未成。继任者卢绍刘积极配合陶行知

推行平民教育，１９２４年，陶行知写信给卢绍刘，提出
平民教育１０条，劝卢绍刘要着眼于安徽教育进步：
“还要做三千万人民之教育厅长……做平民教育厅

长”
［４］７１。卢任职时间不长又传闻教育部任命他为

甘肃省教育厅长的传闻，于是陶行知又写信给胡

适，说“绍刘厅长一切进行计划都能合乎教育原理，

他的一股百折不回的精神又能够将本省教育起死

回生”，希望胡适“老哥不能不出些力气为桑梓挽回

着重要人物。万望邀集北京的安徽同志，请教育部

收回成命”
［１６］３９５－３９９。

陶行知和胡适１９２４年还共同参与了东原图书
馆的募捐，胡适支持陶行知创办暑期学校。

１９２０年夏，鉴于中小学教职员的职业素质较
低，陶行知倡议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利用该校教师及

设备条件举办暑期学校，以提高全国教育行政人员

以及中小学教师的职业能力。他亲自主持，约请梁

启超、胡适、任鸿隽、陈衡哲等作学术演讲。５月１４
日，陶行知写信给胡适，要胡适一定在暑假到南京

为暑假学校讲讲《中国古代哲学史》《白活文法》，

他说“我并且要为你找一个适意的地方居住，包您

可以读书休息，包你可以免除一切无谓的应

酬”
［１６］３６０－３６２。在接到胡适５月２４日的信后，陶“非

常感激”，５月２８日，陶行知又再次致信胡适，希望
胡适来后多留几天，在胡适拟选的几个题中选定

《古文文法与白话文文法之比较》
［１６］３６３－３６７，说明双

方都很慎重，讲题几经商量。５月３１日、６月９日
又为讲课时间两次写信。实际上，７月３１日上午７
点半，胡适从北平到达南京，在“知行家中吃了一碗

粥，即去讲演”，胡适到暑期学校最终讲的是《研究

国故的方法》，提出四个方法：（１）历史的观念，“一
切古书皆史也”；（２）疑古的态度，“宁可疑而过，不
可信而过”；（３）系统的研究；（４）整理，“要使从前
只有专门学者能读的，现在初学亦能了解”

［５］８７。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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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讲习班各省选送学员１３００多人，由于条件限制
实际入学学员１０４１人，自７月１２日开始至８月２０
日止，历时一月余，为全国高校开办暑期学校之始。

就在这次暑期学校的期间，陶行知与胡适、王伯秋、

任鸿隽、陈衡哲、梅光迪一起在公园的月亮地上谈

论志愿，陶行知说“我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

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
［４］４１，并说自己所做的都是为

了实现这个目的。

举办暑期学校这一做法在南高师及其他高校

延续发展开来，对发展各类教育发挥了较大作用。

　　综上可见，陶行知和胡适早年的相互交往和支
持，其中某些是对故乡文化认同的过程，某些则是

对故乡文化认同的结果。离开这一贯穿其中的因

素，就很难完整地解释他们的行为，特别是对家乡

教育的深厚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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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８４页）大学生志存高远、脚踏实地，转变择业

观念，勇于到基层一线和艰苦地方去，善于在平凡

岗位上创造不 平凡的业绩。因此，高校要加强创新

创业教育，引导毕业生到基层就业；要加强毕业生

就业创业政策宣传；加强就业指导课程的学科建

设，完善就业信息服务体系
［９］；加大就业困难毕业

生就业帮扶力度；同时做好离校未就业毕业生跟踪

指导和服务。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新加坡虽是一个小

国，但其成功的高等教育及其促进大学生就业的做

法，对我国的高等教育具有一定的学习和指导意

义，如何将其更好地借鉴、吸收，并结合我国的国情

加以创新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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