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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９日，中共安徽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安徽省教育厅厅长程艺教授在合肥学院召
开的教育部审核评估专家反馈会上，发表了这篇很有深度的讲话。文章提出的“深度转变”观点，对于引

领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型大学转型发展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从“身躯的转型”到“灵魂的转变”
———地方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思考

程　艺
（中共安徽省委教育工委 安徽省教育厅，合肥　２３００６１）

摘　要：新世纪以来，我国诞生了一批新建本科院校，是模仿老的大学发展之路，还是探索新路，另辟蹊径，这是
摆在这些高校面前的重大抉择。安徽省新建本科院校，结合实际，较早地实现转型，走应用型大学发展之路。

但如何从“身躯的转型”到“灵魂的转变”，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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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之交，安徽省一批高校通过合并、重组，升格为本科院校，这些院校升格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该
办成什么样的大学？或者说，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趋势下，在同质化倾向相当突显的背景下，哪里才有这

类新建本科院校的生存空间？对此大家倍感压力，苦苦探索。合肥学院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开始了新的

尝试，取得了较好成效。这也是安徽省新建本科院校改革的第一个成功案例，自身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

这个案例坚定了安徽省新建本科院校的决心：我们必须要有所改变！因此，安徽省新建本科高校开始了

全方位地向应用型转型的大胆尝试，合肥学院起到龙头带动作用。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将安徽

省新建本科院校和合肥学院的改革称之为“合肥模式、安徽现象”。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３０日，李克强总理到访该校时，听取了对该校情况的简要汇报后，十分高兴，并指示将
该校建设成中德教育合作示范基地。这是对合肥学院的肯定，也是对我省向应用型转型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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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省其他新建本科高校也在根据自身特点，大力推动转型发展。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的

今天，规模和数量的扩张已经不能满足公众需求，“大众化”更加需要人才培养方式的多样化，培养质量

的多样化，以期达到学生能力的多样化。要把学生的未来放在首位，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如果培养出

的学生不具备生存的基本能力，毕业后不能适应社会需求，甚至找不到工作，我们如何向社会交代？但生

存问题不仅仅是大学生有，农民工也有，从某种角度讲，农民工的生存能力比大学生更强。但受过高等教

育的群体有别于其他群体的是：在解决生存问题后，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有更强的创新能力和智

慧。所以，我们的培养目标就是要让大学生在未来的人生旅途中唱好“生存、发展、创新”的人生三部曲。

如果说大学生如此，那么对于新建的本科高校又何尝不是这样？所以从那个时候安徽省提出了转型

发展。

关于转型，安徽省最初的导向就是在人才培养上，贴近市场需求，满足学生就业，不断提高质量。因

此，我们抓住学科专业结构调整这个主线，关闭了２０００多个设置重复、规模过大、内容陈旧、就业面窄的
专业，开设了一些适应市场需求的新专业。虽然新专业开设过程中采取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

件也要上”的做法，但是经过多年的努力，使得新的专业逐步达到了基本要求。现在看，虽然问题仍然不

少，但也取得了积极效果。安徽省大学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始终保持在８９％左右。数据的背后，体现了
新建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所取得的成效。学科专业结构的调整可以说是一种“有形”的转型。这种“有形”

的转型，效果也是有限的。我们的改革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仍然需要更加艰苦的探索。

为此，省政府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要向应用型“深度转变”的新要求，为此我有以下几

点感想。

第一，创新是“深度转变”的驱动力。李克强总理在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要“鼓励部分地

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鼓励有条件的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这对

长期以来探索应用型发展的我们来说，是一个莫大的鼓励。从“转型”到“转变”，虽一字之差，但却是一

种更高的要求，是从“物理反应”向“化学反应”的转变。因此，不能仅仅局限在调整优化一些学科专业，

也不能仅仅局限在让学生学习几门实用性的课程，而是在继续推进学科专业等载体和平台结构的“有

形”的“转型”过程中，更加注重学生知识结构、能力结构的转变，更加注重从知识传授向培养学生创新创

业能力的转变。同时，更加注重教育教学方法、人才培养观念、教育管理模式的转变。紧紧围绕以学生的

知识结构、能力结构的转变为中心，在转变中创新发展，在创新中寻求新的转变。这个“转变”，是一种

“无形”转变，是触及灵魂的转变，是刀刃向内的改革。比如，大学生毕业论文问题，已经是历次评估指出

的老问题，如果不能改革现有的教学安排，不能够转变传统的教育观念，这个问题就不会有解。中国科技

大学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即学生在二、三年级就开始进入实验室，跟随老师做课题研究，这个传统后来上

升为“大学生研究计划”等制度性设计。学生在实验室经过长时间工作，既能对书本知识融会贯通，又学

到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研究创新的新知识、新方法，还为完成毕业论文进行了长时间的准备。这也是国

内外很多著名大学招收研究生时，青睐中国科大毕业生的重要原因。我们不能生搬硬套，但是思想和方

法可以学习。实验室不仅校内要有，社会、企业、公司都应是我们的实验室。如果学生从二、三年级开始，

有针对性、系统地进行实习、实训，为毕业论文开始准备，为提高工作能力进行锻炼，不仅能大幅度提高毕

业论文质量，也会为今后就业打下基础。相信企业、用人单位会十分青睐这样的学生。再比如模块化教

学的改革，创意很好，应该说也经过其他学校和国外高校多年的实践。既然拿过来，就应该动员全校教师

深入研究，吸收模块化教学好的做法，改革课堂教学陈旧模式。但是如果课程体系不改革，教材教案不改

革，教学方法不改革，绩效办法不改革，所谓“模块化教学”就是“换汤不换药”。

第二，为“转变”创造“条件”，“有条件”的要大胆“转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鼓励有条件的

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也就是说，不是学校办不下去了，或者说办学水平差，就要转型或者转变。教育

决不能像一些商人，一个产品今天卖不出去了，明天换个招牌接着卖。我理解中央的精神有两层含义：一

是“转变”必须要有“条件”，二是一些具备条件的高校也要主动向应用型转变。什么是“条件”？怎样才

能具备“条件”？在经过多年实践后，应该更加注重改善办学条件、仪器装备建设、校企合作机制等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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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建设；更加注重师资转型重构、课程体系再造、培养模式改革等内涵条件建设；以及更新教育观念，统

一思想认识，形成改革合力等思想认识建设。特别强调的是，所谓“有条件”，不仅是经费的投入，更重要

的是改革，改革出效益。另一方面，一些具有相当长办学历史的高校，也就是具备较强办学条件的高校，

也要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重新思考自己的办学定位，克服盲目追求“高、大、上”的思想，大胆探索

适合于自身发展的深度转变。目前，安徽省正在积极谋划“双一流”、“高水平”建设。这里所说的“一流”

也好，“高水平”也好，决不能僵化地理解成单一标准的“高、大、上”，古人云“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应用型也有“一流”，转变中也能办出“高水平”。

第三，师资水平是“深度转变”的关键。总体来说，安徽省高校的师资水平在数量上、质量上、结构上

都是十分薄弱的，不可能指望短期内就能够很好地解决师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事业单位人

事制度问题始终是一个老大难问题。这是我们左右不了的事情。目前，安徽省已经在六所学校开展“编

制周转池”的改革试点，不久将在全省高校推开。这已经是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向前迈了一大步。我们的

任务是紧紧围绕学校需求，用好用活这一政策。既要解决师资短缺问题，更要解决质量结构问题。每一

个编制都十分宝贵，谁能用好，谁就能用出成效。当今时代，不可能通过人员流动解决师资质量与结构问

题，但要注意现有师资的培训和“转变”问题。学校向应用型“深度转变”，关键因素是教师队伍的转变。

只有全校教师思想统一，立志“转变”，才能达到转变的“深度”目标。

第四，建立先进的教育教学管理是“深度转变”的基本保障。我们时常遇见这样的情况，每当谈起改

革的思路，就会觉得热血沸腾，摩拳擦掌。一旦结合本校实际，却又感到无能为力，无从下手。我国改革

开放之初，人们常常感慨“月亮还是国外的圆”，时至今日，还觉得“投入水平不如人”。事实上，多年的改

革告诉我们：怨天尤人，不如奋起改革。把改革的刀刃朝向那些习以为常的旧习，朝向阻碍发展的观念。

好的管理制度，能使各种先进的思想观念得以实现，能使各方积极性充分调动，能使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及

时修正。比如说，如果学校还只会通过课堂学时机械地计算教师的工作量，前文提到的学生毕业论文、模

块化教学的改革就难以实现，教师的积极性就无法调动。如果没有全新的学籍管理制度，学生自主选择

专业就会成为空话，甚至走形变味。如果没有明确的引进人才目标和主动出击、四处寻才的进取心，再多

的编制都发挥不了作用，甚至可能使学校成了亲戚朋友权贵子女的安插之地。如果没有把有限的经费向

教学一线倾斜，“深度转变”的条件将难以完善。如此等等，说明学校管理制度的改革不是不能改，而是

有没有决心改。不管是合格评估，还是审核评估，问题还是那些问题，究其原因，是思想观念的更新不到

位，管理制度的改革没动真。事实上，真正的“转变”才是全校广大师生最期盼、最切身的利益。

以上是对安徽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一点总结和思考。安徽地方高校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如果既能重

视“身躯的转型”，也能更加重视“灵魂的转变”，就一定会创造新的“安徽模式”。

［责任编辑：李德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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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应用型大学共同体

时　伟
（阜阳师范学院 教务处，安徽 阜阳　２３６０３７）

摘　要：分类发展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政策走向，应用型大学已成为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有条
件的大学顺利实现转型发展的前提在于形成大学共同体。应用型大学是一个天然共同体，事实上，从其价值取

向、集体行动、团队情感来看，当前大学在应用型转变过程中远离了共同体身份。大学能否按照应用型定位精

准施策，顺利实现应用型大学办学目标，需要通过理解本质、坚守共同的学术信仰，改进路径、构筑共同的制度

体系，多措并举、营造共同的生活家园，为形成应用型大学共同体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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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Ｇ５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６－２０４５（２０１６）０３－０００４－０５

Ｏｎ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ＨＩＷｅｉ
（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ｆｆａｉｒｓ，Ｆｕｙａ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Ｆｕｙａｎｇ２３６０３７，Ａｎｈｕ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ｓ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ｙｔｒｅｎｄ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ｆｏｒｍ，ｓｏｔｈａｔａｐ
ｐｌｉｅ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ｈａｖｅｂｅｃｏｍｅ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ａｒｔｏｆ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ｃｏｍｍｕ
ｎｉｔｙａｓ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ｉｒ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ｐｐｌｉｅ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ａｒｅａｎａｔｕｒ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ｂｕｔ
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ｏｓ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ｉｓｎｏｔｉｎｌｉｎ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ａｓｆａｒａｓｉｔｓ
ｖａｌｕ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ｏｎ，ｔｅａｍ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ｒｅ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ｔｈｅ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ｓｏｌｉｄ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ｉｓｔｏｂｅｌａｉｄｆｏｒ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ｄｈｅｒ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ｂｅｌｉｅｆｓ，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ａｃｏｍｍ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ｃｒｅ
ａｔｉｎｇａｃｏｍｍｏｎｈｏｍｅｆｏｒ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ｏｍｍｏｎｌｉｆ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ｐｐｌｉｅ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针对高等教育同质化现象，从高等教育发展规
律出发，结合高校发展的现实状况，我国高等教育

作出了转型发展的战略部署，提出了应用型大学建

设的政策导向，引导有条件的地方高校转型发展，

从而形成类型多样、分工明确、相互支撑的高等教

育新体系，适应产业结构调整与劳动力市场变化对

人力资源的现实需求。然而，基于高等教育长期发

展过程中人们形成对精英大学的偏好，以及大学自

身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先天惰性，应用型大学作为一

种新型大学形态，仅仅靠政策导向，难以顺利实现

转型发展，其前提在于能否形成大学共同体。事实

上，应用型大学具有大学的一般属性，是一个天然

共同体，然而，从其价值取向、集体行动、团队情感

来看，当前大学在应用型转变过程中远离了共同体

身份。大学能否按照应用型定位精准施策，顺利实

现应用型大学办学目标，需要通过理解本质、坚守

共同的学术信仰，改进路径、构筑共同的制度体系，

多措并举、营造共同的生活家园，为形成应用型大

学共同体奠定坚实基础。

１　大学是一个天然共同体
共同体概念源于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于１８８７

年出版的《共同体与社会》，他基于社会发展过程中

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形式，考察了历史进程中作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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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生活与乡村生活特点，分析了具有较强凝聚力的

以宗教为特征的城市生活，区分出不同空间形式下

社会形态，即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两种类型。前者

是亲密无间的、与世俗绝对排外的共同生活，内部

成员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有着共同的善

恶观念、共同的朋友和敌人，存在着“我们的”意识，

而后者则是更多的理智与工于心计，注重契约与个

人主义。［１］７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不同，在礼俗社会

中其成员依托于地域，但又不受限于地域，不以利

益为目的，而是出于一种共同的精神和情感基础，

体现了共同体典型特征。他认为“共同体是持久的

和真正的共同生活，社会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和表面

的共同生活。因此，共同体本身应该被理解为一种

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社会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机械

的聚合和人工制品”［１］５４。可见，共同体起初是根置

于小地域与强情感的社群组织，随着社会分工不断

精细化，人们生存与发展场域扩散到更远的空间，

生活方式也发生变化。对于现代社会来说，真正的

共同体已不再可能，没有哪一种权力能够让人们无

保留地分享同一种价值观，按照同一种律令与规则

行事。然而这并不影响人们对于共同体的信仰与

探讨，恰恰相反，经过多次演变之后，以地域为依托

的人际关系向外扩散，形成了新的地域共同体与关

系共同体。

特别是在现代信息技术支撑下，网络社会成为

一种新的交流形式，共同体已突破传统意义的家

族、邻里关系与城市空间，发展成为融入网络、资本

与权力等多种元素参与的功能性组织。一个集公

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虚拟关系与现实关系共存在形

态，成员间在平等基础上呈现出差异发展的趋势，

是一个异质性与包容性共存的集合体。有学者在

梳理了不同共同体之后，如学习共同体、科学共同

体、法律职业共同体、实践共同体以及学术共同体，

认为共同体是一个基于共同体和自主认同、能够让

成员体验到归属感的人的群体。［２］由于共同体成员

的目标多元化、身份多样化以及与此相关的空间移

动化，使得共同体由静止稳定变得动态复杂。如果

社群成员在交流过程中形成了统一的思想与集体

感情，把成员的人格和特征表现出来，［３］建立良好

的自由参与与交谈氛围，形成了内部人身份认同与

联结纽带，符合共同体价值追求与本真意义，就可

以发展成为新的共同体。

从乡村社群邻里亲情、经过社区紧密型关系、

再到公共平台依托的松散结合，共同体样态发生历

史变迁，共同体原初目标及意义得以在新的形态下

继续传承下去，成为人们沟通与交流的精神寄托，

成为群体生存与发展的公共空间。由此可见，判断

一个公共空间能否成为共同体，关键是看这一新的

社群结合形式，是否带有共同体的本质特征。首先

是共同发展的愿景。共同体作为精神的联合体，要

有明确或隐含的指向，使每一位参与者都能够从中

认识到共同体发展的路向，借此成为参与者未来发

展的风向标，并在共同愿景引领下使参与者在同其

他社群的比较中呈现优势，并引以自豪。其次是共

同享用的空间。相对稳定的空间提供了参与者相

互交流的平台，无论是传统意义上乡村，当下的城

市社区，还是网络平台支持的专业社群，如果参与

者以明确身份出现在共同空间，找到相对稳定而又

无需设防的交流群体，就会经常享受着沟通与交流

带来的快捷与便利，并把这一空间作为安身立命的

精神家园。再次是共同生活的愿望。共同体原初

生态情境本身就是为了和谐与安详的生活，其矛盾

与冲突最终还在共同生活的境遇中得以化解，从而

回归正常的生活方式。随着共同体样态的新变化，

以及工作与生活一体化的发展态势，新的社群期望

依托共同的交流平台，把共同空间中的生活履历以

及相同社区的工作经验呈现在互信的平台上，释放

着内心的冲动与激情，体验着生活的愉悦与幸福。

应用型大学作为大学分类发展中出现新的样

态，或者作为大学在长期发展历史中事实存在的一

种类型，天然地具有大学共同体性质。（１）共同的
学术旨趣。大学不同于其他组织机构，专业是大学

的基本单元，师生围绕专业进行着高深知识的探

究，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并行，决定了大学不同于

以效益为核心的企业和以效率为核心政府，是一个

典型的学术组织，学科发展与专业建设成为大学发

展的主要任务。大学始终把人才培养置于核心地

位，把应用型学科发展摆在大学的龙头地位。（２）
公共的交往空间。除了特大型大学与多校区大学

外，包括大量新升本院校在内的应用型大学，其教

职工聚集在相对较小的空间内，形成了人数较少的

自己人领地。基于大学共同的生存空间，大学人通

过各种渠道进行交流，既有专业型的学术活动，有

解决特定问题的行政会议，也有基于社团组织的文

体活动及网络交流，大学提供了教职工多样化沟通

的空间与机会。（３）惬意的生活环境。大学作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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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组织凸显了高深学术问题的探究取向，质疑与反

思不仅是大学人的工作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学术自由成为大学人典型的文化性格。正是这种

平等与自由文化性格增进了成员间的感情，拉近了

彼此间的距离，形成了心灵交融的群体氛围。可以

说，在没有完全彻底量化性绩效考评方式下，大学

师生过着相对安静与舒适的生活，其实，大学育人

的长效性与学术发展的长期性又无法把应用型大

学置于清晰的绩效评价中，大学将持续表现出组织

无纪律的活动方式，应用型大学师生的工作与生活

将在应用学科的统领下实现有机融合。

２　应用型大学共同体缺失
应用型大学具有大学的共性特征，使得应用型

大学天然地具有共同体特质。由于多数应用型大

学由新升本高校转型而来，原有的价值取向发生变

化，先前的生活方式也有所不同，尽管应用型大学

同属于大学的范畴，但产生于原有文化基础上的新

的大学样态，受文化固有惯性与文化发展的渐进性

影响，应用型大学转型过程中难以在短时间内形成

全体师生广为认同的价值取向、发展理念以及富有

情感的集体行动，使天然共同体形象的应用型大学

笼罩着阴影，在某些薄弱环节上打开了大学共同体

的缺口。

首先是难以达成共识。价值取向是共同体内

部集体的意愿与选择，不论共同体成员有什么样的

看法与舆论，一经讨论与辩驳，共同体内部总能够

达成共识，凭借一致的价值认同维系着成员对共同

体的依赖，把共同体成员继续留在社群之内。从传

统同质化的普通教育转型而来的应用型大学，在知

识的功用与取舍上，面临着人文主义与工具主义的

两难情结。人文主义强调大学普适性教育追求，知

识包括技术只是师生交流的媒介，而非学习的目

的，教育最终的结果是当人们忘记教育而留下来那

些稳定的品质。因此，大学是一个作为人的理智培

养的地方，而不是单纯传授知识的场所。体现在课

程上，如永恒主义对于理性的终极追求，要求开设

更多的古典作品，倡导名著阅读计划，从传统永恒

的思想中汲取营养。［４］我国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基于
素质教育导向，以华中科大试验人文教育与科学教

育融合为代表，鼓励大学保留更多的人文教育内

容，着力于培养大学生的综合素养，这一思想与观

念深深根置于传统普通教育之中。与人文主义不

同，工具主义把知识与技术培养作为教育教学的目

标，作为人才培养的标准与评价尺度，专业教育质

量优劣同学生的行业或具体岗位操作能力紧密相

关，把人的职业适应性作为最终目的。对于自身的

发展而言，工具主义目标向外，而非指向于学生个

人发展的内在尺度。在一定程度上，同质化的普通

型教育与应用型个性化发展目标之间的差异较大，

也就使工具主义成为转型发展高校所秉承的理念。

但对于多数教师而言，仍然依恋传统的教育观念，

一旦大学转型发展过程向下传导压力时，两种观念

会相互碰撞与激荡，甚至出现对峙与冲突，短时间

内难以形成共识性价值取向。

其次是缺乏有效的集体行动。共同体在达到

共识的基础上，要能够采取一致行动，继续维护共

同体声誉与利益。在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的政策导

向下，国家鼓励有条件的高校向应用型方向转型，

多数新升本高校加入了应用型转型队伍。处在转

型期的应用型大学，通常是采取自上而上的路径，

提出学校改革与发展的行动策略，在相对较短的时

间内确立学校应用型办学定位与发展目标，快速出

台推进转型发展的各项具体举措，激励全体教职工

树立应用型发展的价值取向及其相应的集体行动。

事实上，应用型转向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

方方面面，除了在价值取向上保持一致之外，从专

业结构优化、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办学条件保障以

及教育教学评价等方面，需要同步跟进，全方位调

整。这些变化不是修补式改进，而是阵痛式变革，

同原有的结构、内容与模式差异较大。如果说制度

属于静态层面，可以凭借理论与技术路线提供规则

支持，那么这些制度如何执行与落实，则需要各部

门各单位协同作战。当下，处于转型期的大学内部

各部门在推进工作时有时利益制衡，教师在行动时

选择集体沉默，安于现状，这些现象较为普遍，致使

制度的理念与规则运行在大学变革过程中困难

重重。

再次是维系关系的情感薄弱。从共同体的原

初意义来看，共同体成员基于经常的互动与交流，

人与人之间达成了默契，有着较深的情感依赖，形

成了较为牢固的情感关系，进而上升为一种团队精

神引领着共同体的存续与发展。处于转型期的应

用型大学，由于缺乏价值观念的集体认同，在行动

上同学校的发展战略不能相向而行，甚至严重滞后

或背离学校的发展规划。这种现象折射了在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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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内大学内部缺乏深厚的情感基础，难以形成

实现转型发展所应付出的责任意识，没有改革前行

的勇气与动力。以教学改革为例，应用型发展需要

教师首先转型，打破原有的教学方式，在传统理论

教学的基础上，增加实践教学的因素，把行业企业

的案例与情景融入到教学过程中，使理论教学与实

践教学相互补充、相互促进。这就需要教师不仅要

加大教学改革力度，同时还要深入行业企业现场，

尽快实现由单一教学型向“双能型”身份转变，制度

的强力推进必然打破了原有平静安逸的生活状态，

消解了传统稳定有序的教学方式，这就同教师原有

的生活习惯发生矛盾，教师自然而然对学校转型发

展抱有抵触情绪。

３　应用型大学共同体走向
在大学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应用型大学要实现

顺利转型，需要尽快形成共同体意识，凝聚共同体

精神，共同走向真正的联合体。而形成应用型大学

共同体绝非易事，从应用型大学价值取向开始、经

过融入决策制度，最后到决策有效实施，直至形成

良性的决策循环与发展模式，都需要秉承大学的本

质，按照合理的发展路径，把共同体文化内化于心，

最大限度地调动成员的积极性，逐步实现应用型大

学的发展目标。

理解大学本质，坚守共同的学术信仰。大学本

质属性在于建立在专业教育基础上的学术性，孙绵

涛教授则认为大学的本质就是学术自由，大学建设

与改革要在此基础上进行，［５］学术自由是基于大学

本质属性的价值追求与活动方式。当下，大学已自

觉建构包括了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以及教授治校等

相关价值观念与治理体系，这就要求在信仰上要给

予高深知识以特殊地位，承认知识探索的艰辛，悦

纳学术的独立与崇高，最大限度地宽容失败，体现

大学的学术自由；要求对待教师特别是教授群体除

了保护其学术自由外，承认知识拥有者的专业地

位，不去人为干涉本属于知识领域的事务，尊重与

彰显教授治学。无论是何种类型的大学，都离不开

大学传统精神的信仰与守护，应用型大学的价值取

向理应如此，这是禀承大学本质属性的必然结果。

不过，不同类型的大学对待学术态度倾向有别，应

用型大学偏重于应用型的学术性价值，把应用型大

学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方案调整以及质量评价等建

立在应用性学科发展基础上，而非传统的学术性学

科观念。但这种学科的性质差异不是由其层次决

定的，而是由其办学定位、发展目标及其类型所决

定，两种学科性质共同展现了本科高校的基因，体

现了本科高校应有的学术标准，不能把应用型本科

等同于高等专科院校的职业教育。只不过，其人才

培养方向与学术性本科高校不同，侧重于以应用型

专业为主体、以应用性学科为支撑培养行业工程

师，彰显本科教育应有的学科深度以及作为行业标

准应有技术高度。显然，应用型大学发展目标及其

内在理论基础都是建立在大学的本质属性上，只有

这样，全体教职工才能明了本科应用型大学应有的

发展趋向，进而以学生的发展倒逼教师转型，以学

生的成就激发教师内心变革的冲动，唤醒教师专注

于学生发展与学校声誉的职业伦理。

改进发展路径，构筑共同的制度体系。应用型

大学共同体的形成涉及到不同层面，应有不同的发

展路径。一是在宏观层面，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

应用型大学有着自身独有的文化特质，需要在长期

发展过程中不断积淀，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形成。但

在特定的转型时期，即由文理专业结构向理、工及

文科应用型专业调适，由单一学术性学科向应用型

学科迈进，由就业为主转向创新创业为重，不断强

化应用型改革的先导性与主动性，需要从学校层面

突出“应用为本、创业为魂”的应用型大学核心价

值，加强制度建设，形成集大学使命、专业结构以及

管理体制为代表的开放型组织体系，［６］从校风、校

训与大学精神等方面展现标志性的应用型文化。

二是在微观层面，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应用型大

学共同体的主体是广大师生，学校发展的规划与制

度建设要同广大师生在教育教学活动相结合，在经

常性的业务学习与实践中，不断加深印象，促进相

互了解，通过反思行动转变传统观念，改进教育教

学行为与方式，切实履行各自的职责与使命，汇聚

富有应用型大学特色的教风与学风。与此同时，师

生在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诉求，经常会借助学术会

议与网络平台，间接推动大学不断完善制度，提出

更富有成效的发展理念、改革策略与重大举措。不

过，这种自下而上的自发状态需要学校切实尊重广

大师生的意愿与诉求，主动收集意见与建议，改进

制度体系与实施策略，进一步激励师生采取集体行

动。三是在中观层面，上下结合与调适。学校职能

部门是应用型大学共同体建设的关键环节，为了增

强应用型大学建设的科学性与针对性，需要在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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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建设上，如教学管理制度、科研管理制度与人

才队伍建设制度等方面，提出应用型大学建设的有

效举措，有机融入应用型大学的建设理念，在后续

的行动中倾听广大师生的意见与建议，明确下一步

工作改进的思路，增强制度在支持应用型大学共同

体发展中的预见性与实效性。

采取多措并举，营造共同的生活家园。首先形

成应用型大学的认同感。应用型大学共同体建设

根源于内部成员对于大学本质的理性认识，而对于

本质属性的认识属于大学的理性层面，由于广大师

生对大学的认识信息来源多样，可能会形成诸如大

学教育产业化、本科教育专科化、专业发展工具化

等的观念，致使应用型大学建设的制度理念不同，

规章制度多样。这就需要加强大学本质属性的宣

讲，通过深度解读，让广大师生认识到大学的本质

属性，以及大学应有的价值与功用，特别是应用型

大学的分类与应用型大学特有的应用性学术本质，

自觉地把应用型特质内化到物质建设、制度建设以

及精神文化建设过程中，为培养卓越教师、工程师

与农林人才汇聚共同体智慧。其次，明了职业发展

的生活意义。借用杜威提出的教育目的存在于教

育运行过程的思想，［７］根据大学文化特性与学术性

本质，使师生明了育人工作理应具有的教育价值与

生活意义，把大学教师的专业发展融入到育人的整

个过程，淡化大学教师外在工具理性，克服紧张劳

碌甚至疲惫的悲苦形象，创生一个富有专业魅力而

又轻松自信文人标识，把教师职业成就同生活意义

有机结合。再次，沟通方式生活化。如前所述，应

用型大学共同体是一个生活的家园，如果广大教职

工能够感受到大学如同家庭成员一样，围绕内部事

务，可以自由交流与表达，可以适度争吵与发泄，就

会催生改革发展的正能量，增强应用型大学共同体

的内聚力。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大学成员以兴趣

与专业为单元，参与到不同的网络空间，通过ＱＱ或
微信平台等媒介，对大学转型发展过程中的热点问

题自由表达，畅所欲言，如果能够对这些网络平台

为主体的社团组织进行有效引导，在生活的情景中

发挥“群主”的领导力，或者融入社团组织，同师生

一道致力于事关学校发展的重大问题，回应师生在

学校转型发展中的利益诉求，消除师生应用型就是

职业化的误解，引导师生交流的主体意识与主体责

任，树立荣辱与共的大局意识，引导师生舆论朝向

师生共济的社群发展，共同打造健康向上和谐有序

的生活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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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引导和高校自身发展需求
的双重力量驱使下，应用型高等教育的发展势头良

好，实践探索与理论探讨相互促进，一批地方性本

科院校转型发展势在必行。但也毋庸讳言，当前应

用型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不少制约性

因素，对这些问题需要系统地加以研究。

１　应用型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问题
这是发展应用型高等教育必须要做好的一项

基础性工作。众所周知，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实践

探索需要理论引领，理论研究成果能够推动实践的

长远发展，同时，实践也能够反作用于理论，实践经

验及其成果也可以为理论研究提供研究思路、研究

素材和发展范式。理论上如果模糊不清难免会造

成实践上的失误，而科学与正确的理论，是指导实

践成功的有效保证，二者相辅相成。

当前，我国应用型高等教育的研究呈方兴未艾

之势，一批有远见卓识的高等教育研究专家，在教

育理念、培养模式、人才规格、评价体系以及普通高

校转型发展等方面都作了较为全面的探讨；与此同

时，一些高等教育界的管理者和专家，在实践层面

也对师资队伍建设、校企合作、教学改革以及创新

创业教育的路径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但是客

观而论，我国虽然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

果，但总体来看，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仅数量上有

限，而且在体系上也不够完备，内容上也有待深化。

换言之，我国的应用型高等教育研究目前还没有形

成整体规模，研究氛围也不够浓厚。

在我国，由于发展应用型高等教育历史较短，

试点院校不多，且原来对于理论研究重视不够，只

是学习借鉴甚至照搬了一些发达国家（如德国）的

做法，因此适合中国的应用型高等教育发展道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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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还需要加以研究。我国的应用型高等教育是

典型的“后发外生型”，正如有专家指出的：“我国高

等教育的发展属于后发外生型，我国高等教育现代

化需要利用‘后发优势’，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但只

有立足中国实际、服务中国实践才有旺盛的生命

力。”［１］尤其是在一大批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

领域转型发展的情况下，特别需要一整套应用型高

等教育理论的指导。

首先，需要在理论上弄清的问题是应用型大学

的内涵与本质属性是什么？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

的问题。目前有不少人在质疑：传统的技术应用特

征明显的大学或专业难道不是应用型的吗？如工

学院、农学院、医学院以及师范学院等，它们不就是

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吗？甚至还有人说，即使名牌大

学如同济大学、清华大学也是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

的。与此同时，还有些人把职业院校和应用型大学

混为一谈。之所以会出现这些模糊的认识，就是因

为对应用型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和传播不够，要从

根本上解决这些困惑，必须要在理论澄清应用型大

学与创新型大学以及技能型高校的不同。不仅如

此，还要在人才培养规格、人才培养模式、人才质量

标准以及人才培养理念等方面阐述清楚应用型、研

究型、技能型院校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理念变迁

是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前置性因素。教

育理念对高等教育发展进程的影响是深层次和全

方位的，历史上每一次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的转变，

都意味着以新的理念和视角来重新审视教育发展，

以新的范式来认识和重构教育体系，以新的方式来

重组教育活动。”［２］有学者提出有关学校的内涵建

设“主要是关于‘人’的建设”［３］的观点，是很有见

地的。什么是应用型高等教育人？抑或应用型高

等教育需要什么样的教师和什么样的管理者？培

养什么样的学生？对这些层面的问题必须真正弄

明白。其次，为了有效推动一批地方本科院校成功

转型，还必须要在转什么、怎么转、谁来转等方面加

以研究和探索。要弄清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通过

什么样的渠道、利用什么样的资源来育人。在转型

发展过程中，有相当一批院校比较茫然和盲目，有

的随大流或照葫芦画瓢，有的凭感觉或依惯性运

转，这些都不是真正的转型发展。据此，有必要形

成一套应用型高等教育理论用以系统指导这些院

校转型发展。

总之，应用型教育发展理论与学术型高等教育

发展理论是有很大差异的，如果以学术型教育发展

理论指导应用型高等教育发展，无疑是“文不对

题”，将可能导致“四不象”的尴尬局面。

２　应用型师资队伍建设问题
教师是培养学生的第一重要资源。一般而言，

有什么样的教师就会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培养

应用型人才要求相应的应用型师资队伍。那么，何

谓应用型师资，其核心是什么？如何建立应用型师

资队伍？这无疑是具有前提性的问题。

所谓应用型师资，是指不仅理论知识渊博，而

且在知识、能力结构方面与传统师资相比存在显著

差异，其实践指导能力较强，具有较为丰富的实践

工作经验或实战工作经历，了解企业情况，能够把

握行业发展的动态，善于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能

力的一类“双能型”高等教育人才。应用型师资具

有如下职业特征：

（１）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即这类人才既具有以
高学历为标志的专业知识素养，又具有较为丰富的

实际工作经验，能够解决一线工作出现的技术难题

或管理问题。一般来说，他们或来自于企业，具有

亲身工作经历，或在企业深入实践，了解一线生产

和管理情况，对行业发展态势和实际问题十分

熟悉。

（２）了解地方经济社会具体情况。应用型人才
主要服务于地方发展尤其是企业发展需要，因此，

了解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特别是企业生产和管

理所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是应用型大学师资必须

具备的基本功。

（３）善于将知识转化为能力。这是应用型师资
的独特优势。理论联系实际并应用于工作实践，将

知识输入式教学转变成能力输出式教学，是应用型

大学不同于传统大学的根本区别。在这一过程中，

应用型师资将知识转化为能力的方式方法和教学

教育技能至关重要。在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教学

方式灵活务实，课堂气氛非常活跃，“课堂传授重点

是如何运用知识；学生可以随时打断老师进行讨论

或提出问题；课堂上和课后作业有很多团队合作任

务；教师履行的是导师职责，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

能力”［４］，这对教师素质和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

建立一支应用型师资队伍是办好应用型大学

的重要保证，对此，高等教育界已经形成共识。但

是，由于受传统教育理论的影响以及大学教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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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规定方面的限制，我国拥有应用型师资的数量

极其有限。这相对于蜂拥而来的本科院校转型发

展大潮而言，可谓杯水车薪，供不应求。据此，造就

一支应用型师资队伍就成为当前发展应用型高等

教育必须解决的课题。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

面着力。

一是抓紧制定应用型教师任职条件。应用型

大学与传统大学是相同层次但分属于不同类型的

大学，彼此的人才培养规格和办学定位均有差异，

因此，二者对于师资的要求条件就不应该完全相

同。但遗憾的是，目前应用型大学的教师准入条件

与传统大学并无二致，这严重影响了应用型人才的

培养质量（主要表现为当下我国应用型人才特质不

明显）。要改变这种尴尬局面，必须从源头抓起，即

在国家层面制定应用型教师任职条件，严格应用型

师资准入制度，将具有实践能力或一线工作经历作

为要素条件之一，以从根本上保证应用型人才培养

质量要求。

二是改革应用型大学教师职称评定办法。教

师任职条件是门槛设置问题，而职称评定标准则是

师资发展导向问题。应用型教师评定讲师、晋升副

教授和教授等，除了应具备担任应用型大学教师的

基本条件外，还应该具备应用研究、设计开发、社会

调研方面的成果，以及要在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方

面取得实际工作业绩，即应有一套适合应用型人才

培养目标要求的教师职称评定办法，用以规范、引

导和激励教师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了解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需求，深入行业企业调研，开展应用型研究，

以及花大力气指导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活动等方

面。国际上一些富有影响力的大学的做法值得我

们借鉴，譬如，美国“具有较长高等教育发展历史、

高等教育较为发达的国家，都形成了特色的教师激

励模式”。［５］与此同时，“对教师施加较强的问责、奖

惩压力，形成了筛选体系，教师‘非升即走’。”［５］这

种大学内部的市场化机制促进了教师的快速成长

以及使其长期保持者较强的敬业精神和竞争力。

三是开展校企深度合作，共同打造“双能型”师

资队伍。构建“双能型”师资队伍是应用型大学发

展的一个必然要求，而校企深度合作，则是打造“双

能型”师资队伍不可或缺的条件。所谓“双能”，是

指既具有教学能力，同时又具有实践能力，即既能

传授专业知识，又能指导实际操作。当前，我国高

校缺乏“双能型”教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校企合

作流于形式，缺乏深度合作机制，双方专业技术人

员无法打通、交流。如企业的工程师很难进入大学

教师行列，而大学教师也不能真正深入企业任职或

深度参与大企业的创新团队。这种局面的形成，既

有校企双方自身的屏障，又有国家政策和法律层面

的障碍因素。对此必须加以研究解决。

３　应用型课程体系构建问题
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关键在于课程体系的改

革。任何类型的学校教育，其优劣成败主要取决于

两大核心要素，一是教师水平，二是课程质量。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专家认为，教育改革的根本在

教师，关键在课程。也就是说，教师和课程决定了

教育质量的命脉。

课程体系规定着教学内容的设置，理论教学与

实践教学的比重，课堂教学与课外自主学习的学时

分配以及实验、实训、实习和第二课堂活动的安排

等等，可见，这是整个育人目标实现的依据。不同

类型的大学其课程体系构成是不同的，研究性大学

强调厚基础、宽口径、综合性和创新性，因此这类大

学一定会将理论性、基础性、前沿性的知识类课程

贯穿于整个人才培养方案之中，课堂理论教学学时

数也必定占较大比重。与此相对应的是，应用型大

学强调的是基础知识够用，专业基础知识管用，专

业知识适用的“三用”原则，因此，其课程体系一定

会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强调学生自主学习环节，重

视毕业设计（论文）和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应用

型本科教育的课程建设应体现以下几个思想：一要

体现以学生为中心。教师的重要任务是激发学生

学习的动力和教会学生学习的方法。二要突出实

践教学。要让学生有大量的时间参与实践，使他们

通过实践学习达到发展能力和提升素质的目的。

三要体现大教学观。不能认为只有课堂教学才是

教学，要充分发挥不同课程类型的教育作用。”［６］

应用型课程体系构建必须重视课程内涵的改

革与创新。应用型大学课程的内涵应该不同于学

术型大学课程的内涵，其知识结构、教学体系、叙述

风格、授课形式等都应该有所区别。因为彼此对学

生的思维训练重点不同、培养学生的能力类型不

同、要求学生掌握的学科知识和专业素养也不同。

因此，应用型课程体系要以时代为背景，“以产业技

术和职业技能要求为导向，依托政产学研深度合作

平台，整合校企资源共建课程资源，利用‘互联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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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线上线下形式，通过信息技术推进课程体系

和教学内容改革。以国际化职业岗位标准开发课

程教学资源，充分利用国内外现代优质教学资源，

优化重构课程体系结构”［７］。只有这样，才能从根

本上重塑应用型大学的课程体系，从而全面创新课

程内容，提升其内涵建设质量。同时，创新产教融

合的课程体系是学校转型发展的重要环节，只有进

行实质上的课程改革，才能保证学校真正意义上的

转型。“从课程门类的产教融合入手，不断完善学

校课程的结构，开设的各类课程的总体结构和生产

一线所需要的各类课程结构充分融合，在现有课程

中加大实践型课程所占的比例，实现课程结构性融

合。”［８］

教材建设与课程体系构建密切相关，据此，应

用性教材建设是应用型大学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教材是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理论蓝本和重要参

考书。可以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应用性教材，就

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应用性大学教学。但是，目

前在我国应用性教材非常稀缺，并且已经成为制约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一个主要瓶颈。不言而喻，应用

性教材无论是在内容选取上，还是在体例编排上，

乃至在呈现形式上都应与传统教材不同，主要应该

围绕大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实践动手能力、创新

创业能力的培养来组织编写。同时，在“互联网＋”
的时代背景下，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手段丰富应用

型教材建设的内涵，提高教材对当代大学生的吸引

力。“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已经全面
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和工作领域，它必将深刻改变着

人们的学习方式以及内容。湖南城市学院“加强微

课建设，在针对实践性教学环节所牵涉的知识点录

制微课的基础上，开展理论课程的微课制作”［９］，取

得了良好效果。

近年来，合肥学院以模块化教学改革为切入

点，全力推进应用型课程体系建设，并初步取得成

效 。所谓“模块化教学改革”，是指围绕大学生应

用能力的培养与提升，将其划分为若干个能力要素

单元，针对各个能力要素单元的培养，设置相应的

“模块化课程包”———既包括相应的知识要点，也包

括必须的实践、实习、实训环节，还包括相应的案例

剖析和自主学习书目以及练习、作业，等等。在此

基础上，组织有经验的教师（主要是模块化课程项

目负责人）编写适用的模块化教学教材。目前，该

校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成果获得了教育部门的

充分肯定，并赢得教育界同仁的普遍推崇。

４　应用型人才质量评价问题
首先是应用型人才的质量标准。应用型大学

培养的人才规格标准与传统大学培养的人才规格

标准到底有何不同？换言之，应用型人才的特点、

优势是什么？如何进行具体考量和评价？这是最

为实质性的问题。目前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仅仅

是定性的描述，如动手能力较强，能够解决实际问

题，等等。如仅停留在这一层次，不仅说服力不强，

而且对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也缺乏应有的指导价

值。因此，当前有必要建立一套应用型人才质量评

价指标体系。但目前的基本状况是“在质量标准方

面，有的学校对于课堂教学、实践教学、课程设计、

实习实训、毕业设计（论文）等基本教学环节还没有

明确的可检测的质量标准，有的学校还缺少专业建

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等教学基本建设的质量标

准。缺少质量标准，就难以对教学环节或教学建设

给出明确的评价，所以建立质量标准是建立健全教

学质量保障体系的前提”［１０］。当前在认识上还存

在着另外一种偏向，即简单地认为应用型本科院校

主要任务是培养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强的一线工

作岗位人才，整体看来似乎并没有错，但是这里却

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应用型人才的其他方面的要求

标准或条件，如综合素养和适应能力等。在经济转

型、社会变迁、产业结构调整和人才市场瞬息万变

的形势下，这些能力和素养可能更加重要。有专家

将其称之为“通识性能力”：“通识性能力包括两个

维度，一个是综合素质，如创造力、想象力、创新意

识、眼界视野和数理思维等……第二个维度是通识

技能，包括计算机应用能力、信息获取能力、不同语

言表达能力”［１１］等等。因此，在建立应用型人才质

量标准时必须要考虑这些要素。

其次是应用型人才的质量评价主体。即应用

型人才培养质量由谁评判？这实在是一个至关重

要的问题。应用型大学是人才培养单位，显然不应

该作为评价主体，否则，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难

免会影响评价的客观性。由教育主管部门制定人

才质量标准并担任质量评价主体当然是可行的，这

不仅具有权威性，而且也能保证公正性。但问题

是，应用型人才是为社会尤其是为企业服务的，对

人才培养质量如何用人单位最具发言权。因此，应

用型人才质量评价主角应由行业协会或其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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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担当最为合适。

再次是应用型人才质量评价的原则与方法。

应用型人才质量评价一是应坚持全面性原则，即要

全方位、多维度、大样本地评价应用型大学毕业生

的培养质量，要从知识、素质、能力等各方面考量和

对比应用型大学毕业生与学术型大学毕业生的优

劣。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评价的客观性，科学性。二

是要坚持动态性原则，既要看毕业生对岗位适应程

度的快慢，又要看他们在专业上发展潜力的大小。

同时，随着社会及行业的发展，用人单位对人才质

量要求的标准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对应用型人才

的评价要与时俱进，不能固守一个考评指标。在评

价方法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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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人才质量是个复杂的有机

体系，有些方面可以量化，但有些方面却难以量化；

有些方面可以具体分析其构成要素，而有些方面则

是综合要素的体现。因此，对人才质量予以评价其

操作起来很不简单，只能抓住几个重要的指标，从

适应性、实践性、创新性、发展性等方面进行对比分

析和加权计算。

总之，为了更加有效地推动地方本科院校向应

用型大学转变，必须建立和完善相关的应用型人才

培养质量标准，设立与之相关联的应用型高等院校

办学条件要求、应用型高校教师从业资质，等等。当

务之急，是要建立和完善应用型大学相关本科专业

人才培养质量标准、研究生相关学科学位授予基本

要求，其目的是“推动高校确定专业人才培养定位，

制订专业人才培养标准，修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提升人才培养对行业企业人才需求的适用性”［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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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制造２０２５”战略的实施关键在于人才，为了满足制造业发展和转型对应用型技术人才的需求，地
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势不可挡。通过分析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面临的困境，提出推进应

用型转型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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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２０１３年德国政府提出“工业４．０”战略，其目的

是为了提高德国工业的竞争力，在新一轮的工业革

命中占领先机，保持德国在全球制造装配领域的领

导者地位。德国“工业４．０”在全球范围内，对制造
业的发展和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学习和借鉴

的机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处于持续快速发展

阶段，并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支撑着我

国世界大国的地位。然而，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并

非是制造业强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制造

业仍然处于落后地位，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和挑战。

在全球新一轮的工业革命背景下，国务院于 ２０１５
年提出了“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发展战略，其是中国实

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

“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战略规划的实施，关键是要
有升级版的劳动力结构与之相适应。［１］“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明确提出中国制造业的主攻方向为智能制
造。智能制造发展的关键在于人才，对技能者的素

质提出了新的要求，即需要大量相关高技术研究、

管理和服务一线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２］人才是我

国实现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根本。据此，国

家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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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

用型转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１　部分地方高校向应用型转型势在
必行

　　“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背景下的智能制造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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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是简单的操作工人，而是集产品设计、生产系

统管理、创造等于一体的高复合技术型人才。然

而，目前“中国制造２０２５”所需要的高复合技术型
人才严重匮乏，且人才在培养过程中存在诸多问

题，这些都将制约我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

跨越。

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为现在化建设提供了大量

人才，为现在化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随着经

济的发展，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新常态环境

下，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存在的重理论轻应用、重学

问轻技术，重文凭轻能力等问题进一步突出，培养

的人才与产业需求不对接，导致人才供给与社会需

求关系的矛盾进一步升级，使得社会陷入大学毕业

生就业难、企业用工荒的两难困境。国内一些名牌

高校的发展方向主要为综合型、研究型，且相当一

部分高校为了适用“潮流”，向名牌本科高校靠拢，

把学校发展成研究型大学作为办学目标。然而，地

方普通本科高校不论是在学生生源质量、师资队伍

方面，还是在硬件设施、学科发展等方面都处于劣

势，如果盲目追求学术化，向研究型大学发展，只会

增大和学术型名牌本科高校的差距，且加剧高等教

育结构同质化、低水平重复建设等矛盾，使地方普

通本科高校失去其自身发展的优势，发展的道路越

来越窄。

为了解决人才培养结构、质量和经济结构调

整、产业升级不适应的问题，符合条件的地方普通

本科高校要从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服务

创新驱动发展的大局出发，在机遇与挑战降临之

际，审时度势，主动适应制造强国战略对应用型、

创新型、复合型技术型人才的需求，切实增强对转

型发展工作必要性、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积极

参与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院校的转型，努

力培养出一批高素质、复合型、创新型、应用型技

术人才。

２　部分地方高校向应用型转型面临
的困境

　　为了推动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１日，国家正式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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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相当一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仍处于观望状

态，对转型发展犹豫不决，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方面。

２．１　缺乏相应法律政策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在学生生源质量、师资引

进、专业设置、评估、评优、职称评聘等方面，与老牌

本科高校相比，均存在巨大差异。尽管国家非常重

视工程教育，但是由于国家缺乏相关的基本法律保

护政策，对地方普通本科高校政策导向和资源分配

方面存在偏差，从根本上影响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

的长远发展。

在生源方面，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在学生生源质

量和招生规模上不占据优势。在师资引进方面，高

水平和具有行业实践经验的人才引不来。在评优、

立项和职称评聘方面，全国本科院校均按一个标准

进行衡量，甚至和“２１１”“９８５”老牌本科高校进行竞
争，没有进行分类指导。在此激烈的竞争环境下，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很难争得一席之地，从而在很大

程度上限制了发展。

２．２　学校对转型缺乏正确认识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尽管把办学目标定位为培

养应用型人才，但受传统办学理念的影响，重理论

轻应用，重学问轻技术，重文凭轻能力等问题仍然

比较突出，并未将“应用型”真正内化到教育教学实

践中，［３］导致人才培养模式模糊，阻碍了地方普通

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的步伐。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对社会、企业及自身缺乏正

确的认识、准确的定位，即使口号上呼应应用型转

型，但实际上培养出来的人才结构、质量和经济结

构调整、产业升级仍然是脱节的。长此以往，地方

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只是形式化，不利于地

方普通本科高校的生存和发展。上述问题的存在，

有可能是由于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具有办学资源短

缺、发展诉求、社会认可度不高等多方面的压力，迫

使其偏离应用型培养目标。

２．３　师资队伍不健全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的教师大部分是从传统的

研究型大学引进的，受研究型大学教育教学模式的

影响，这部分教师的教学习惯性地偏重于理论教

学，而忽略实践教学。学校不论是专业学科、课程

设置，还是课堂教学都以理论教学为中心，而实践

教学由于经费、场所、和安全等方面的原因，不少学

校的实践教学要么是形同虚设，要么是走走过场，

其实践教学大打折扣，导致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严

重脱节。

健全的师资队伍是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开展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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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教学的保障。因此，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要想培

养出合格的应用型人才，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具备

一批“双能型”师资队伍，开展理论和实践并重的

教学。

２．４　企业缺乏积极性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大学转型的主要

目的是解决人才培养结构、质量与经济结构调整、

产业升级不适应，高复合应用型技术人才紧缺的问

题。企业作为人才的接收方，如果没有参与到人才

的培养中，势必会使得应用型转型的目标不准确或

转型失败。企业在高校向应用型转型中起到至关

重要的引导作用。

虽然转型指导性文件一再强调，政府应根据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整体布局结构，制

定应用型转型发展的实施方案，积极推动高校的

应用型转型，但是相当一部分企业以学生安全、经

济效益等理由拒绝学生到企业实习，缺乏参与办

学的积极性，对企业在工程教育中起到的作用认

识不足。由于企业在高校向应用型转型中起到至

关重要的作用，国家应该制定相关的鼓励政策，让

更多的企业参与进来，推动高校向应用型转型的

发展。

３　部分地方高校向应用型转型的措施
　　国家要紧紧围绕“中国制造２０２５”重大战略，
找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发展的着力

点、突破口。

３．１　建设“双能型”师资队伍
“双能型”师资队伍是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

用型转型的重要资源、保障，应用型人才的培养需

要大量的高质量“双能型”教师。

对于“双能型”教师可以理解为：一是“双职称

型”，即同时具有教师资格和工程师等技术职称的

人员；二是“双素质型”，即教师既要具备理论教学

的素质，也具备实践教学的素质。“双能型”教师要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既能教书育人，又能进行职

业指导等方面的素质和能力；具备与讲授专业相对

应的行业、职业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实践能力；具

备根据行业分析、职业及职业岗位群分析，调整和

改进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的能

力。因此，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师资队伍建设要改变

重理论轻实践的传统观念，教师的学术经历和企业

经历要同步培养，两者缺一不可。教师除了能够胜

任理论教学外，还要了解本学科前言、市场需要，开

展理论和实践并重的教学。

为了培养“双能型”教师，学校可以定期地安排

青年教师到企业实习、挂职，增加教师的实践经历。

学校还可以通过校企合作，建立科研平台，组织教

师到企业生产一线进行科技开发，共同完成研究项

目。除此之外，学校可以从相关领域、企业引进一

批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兼任实训教

师，这样有利于和“传统”教师进行互补，取长补短。

或建立人才激励机制，加大对“双能型”教师的表彰

和奖励力度，努力打造一支结构合理的“双能型”师

资队伍。

３．２　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的人才培养定位是应用型

高素质人才，因此在培养方案中要加强实践性教学

环节，改变以往实践教学局限于验证性、演示性的

运行状态，在保证理论课教学质量的前提下，开设

设计性、工艺性等应用性强的实践课程，培养学生

的动手能力、实践能力，这也正是应用型本科高校

的特色。

河海大学文天学院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学院规

定机械类人才培养方案实践性教学学时达到３５％
以上，其中包括金工实习、各门课程实验、课程设

计、相关课程实习、认识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设计

等。且针对机械类专业的重要教学环节—毕业设

计，学院强调尽量用真实的课题做毕业设计，所以

指导老师可根据学生实习单位的性质确定毕业设

计的题目，使学生身临其境，感受完成毕业任务的

良好氛围，为做好毕业设计和今后到企业工作做好

准备。

３．３　以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办学目标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的教学模式大部分偏向于

理论教学，培养出来的学生走向工作岗位后往往是

“学非所用”，与企业人才需求和实际产业脱节，相

当一部分企业需要重新花费时间、人力、物力培训

人才。高等教育的本质就是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提供技术支撑，因此，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应以服务

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办学目标。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应以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

需求为目标制定人才培养计划。这就要求地方普

通本科高校明确本区域经济发展的动态，加强与本

区域特色行业的合作，与本区域技术创新需求、企

业人才培养对接，将人才培养的重心放在解决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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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及其应用等实际问题上。

依据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布局结构和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制定具体的应用型转型方案，根据地方经

济社会的现状，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科研，把传统

封闭式办学、理论教学向社会开放协同发展、应用

型转型，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出一批解决实际

问题的一线技术应用型人才和素质高、组织协调能

力强的创新型人才。

３．４　校企协同育人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的关键在于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４］通过建立具有鲜明特色的

校企合作、协同创新的科研机制，协同育人，其与传

统研究型大学相比较，更加注重实际应用。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的科学研究主要是围绕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面向产业、行业发展开展科

学研究，与此同时，注重科研成果向技术应用的转

化，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创造出生产力，解决实

际生产中难以克服的技术难题。

校企合作、协同创新的科研机制，需要建立行

业、企业、学校共同参与的合作办学、合作治理结

构；建立多学科融合的研发与应用平台，形成政产

学研战略联盟和协同创新体系。

只有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从本质上明确

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和怎样培养人才，才能实现前言

技术创新，培养出紧缺的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技

术人才，最终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为企业

提供技术支持，为社会发展培养合格的人才。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是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

成功的必经之路。

德国制造业之所以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很大的

一个原因是德国注重相关部门与产业的协调发展，

坚持把创新科技和产业相结合，各个环节都关注产

学研之间的紧密合作。［５］

３．５　政府的支持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是需要企业、高校、政府通力

合作才能完成的一项重要事业。政府作为全国高

等教育的管理者，有责任也有义务推动地方普通本

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的发展。地方普通本科高校

的转型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政府在高校转型发展中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是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的转型需要政府给予

经费的大力支持。我国高校教育结构被社会划分

成不同的层级体系，新建地方本科高校的地位处于

本科教育高校的最低层次。由于所处层级低，社会

声誉不高，从市场中获得的发展资源不足，从政府

获得的办学资源也有限等因素，直接限制了地方普

通本科高校的发展，转型发展更是面临很大的阻

碍。转型改革需要各级政府增加对应用型大学的

教育经费拨款，给予地方普通本科高校一定的经费

支持；且要改变现有对高校财政的拨款方式，按照

分类指导原则，根据学校的类型确定财政拨款

标准。

二是为高校学生提供实习岗位。应用技术型

人才的培养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高校需加强实践

性教学环节，但实践仅依靠院系教育部门是远远不

够的，还需要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人才的培养是

高校、企业、政府甚至是全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和

义务，而专业实践和实习是培养应用型技术人才的

关键，落实专业实践、实习岗位是专业实习的重要

保障。因此，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政策加以规范和要

求企业接受高校学生的实习，为其提供相应的实习

岗位。

以德国为代表的“双元制”、以美国“社区学

院”与英国“学徒制”为代表的“社会本位”等人才

培养模式［６］均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其中德国大学

著名的“双元制”人才培养模式，采取理论和实践交

叉的教育方式，使得学生学习的理论在实践中得以

应用，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达到了强化

实践教学环节的目的。

我国政府切实做好专业实践，可在部分企事业

单位设立高校实习试点；制定相应的措施，鼓励企

事业单位接纳高校学生实习，尽可能多地为学生提

供专业实习岗位。

４　结　论
我国实现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需要大

量专业型、实用型、研究型、创新型的高素质应用型

技能人才，这就需要高等教育结构做出相应的调

整，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大学转型势不可

挡。“中国制造２０２５”背景下，机遇与挑战面前，地
方普通本科高校应明确自己的定位，根据其自身发

展的特点、服务对象，履行应尽的职责，产教融合，

校企共赢，完成向应用型大学的转型。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是高等教育

内部改革的需要，也是适用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高校应对应用型转型发展做出科学合（下转第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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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推动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成为当前乃至今

后相当长时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题词。在这

场大变革中，民办本科院校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

成部分，无疑不应置身其外。具体说，民办本科院

校在对接产业，服务地方的进程中，应如何发挥自

身优势，培养合格的应用型人才，实现顺利转型，值

得认真思考。另外，政府在推动地方本科院校转型

发展的进程中，也不应该忽视对民办本科院校的有

效指导。基于以上思考，本研究从学校与政府两个

层面提出了民办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１　把握“四力”：民办本科院校转型发
展的对策选择

１．１　有定力：不高攀不低就，坚定不移走应用型人
才培养道路

张大良认为，当前向应用型转变，是从“伪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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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向“真应用型”转变，从形式上的应用型向内涵

上的应用型转变。这是对原有办学理念、办学格

局、办学传统、办学思路的重大调整与变革，是对

“有应用型之名而无其实”现象的矫正。［１］对于民办

本科院校的转型发展，更是如此。

１．１．１　应瞄准应用型一以贯之，不攀高求大
在民办本科院校的建设发展过程中有两种倾

向：一是建校伊始总想追求传统高校的“正规化”

“高大上”，自觉不自觉地以学术型大学人才培养为

标杆，犯了贪大求洋的错误；二是通过本科高校教

学工作合格评估以后，不顾自身条件，认为既然本

科教育已经合格，就应该也可以提高办学层次，进

入到研究生教育领域了，犯了盲目攀高的错误。实

际上，不仅应用型高等教育的探索刚刚起步，其内

涵建设还远未完成，更重要的是，对于民办本科院

校来说，只有在应用型本科教育的探索中持之以

恒，不断发展才有可能办出特色，成为一流。实践

已经证明，不论是跟在传统大学后面亦步亦趋，还

是不切实际的超越发展阶段而盲目追高都是错

误的。

１．１．２　应坚持应用型培养标准，不降低规格
高教法规定的本科教育人才培养规格，当然也

适用于民办本科院校。但是我们注意到，由于民办

本科院校的生源素质相对偏低，一些民办本科院校

就以学生本位为借口，打着深化教学改革的旗号，

实际上已经偏离了本科教育的轨道，降低了本科

人才培养的规格标准。这是十分危险的。转型发

展当然强调以学生为本，但这不是抽象的概念，而

应当是以学生成才为本。把学生培养成行业急

需、优势突出、特色鲜明、具有竞争力的高素质应

用型人才，才是家庭满意、社会欢迎、学生所需的。

尤其是《中国制造２０２５》为我们描绘的未来信息
化、工业化的壮丽画卷，对人才的规格不是降低

了，而是内涵更丰富了。由此，民办本科院校只有

在主动对接地方支柱产业和产业集群中不断深化

教育教学改革，使学校的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

会服务同产业发展聚好焦、接好轨，［１］着力为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和支柱产业输送高素质应用型人

才，提供高水平科技服务和咨政服务，才能获得不

断发展前行的动力。

１．２　有活力：不唯上不唯书，充分发挥民办学校体
制机制灵活性

办学体制机制灵活，是民办本科高校的突出优

势，在转型发展进程中更应以此优势推动民办本科

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创新。

１．２．１　应坚持市场导向，凝练办学特色，不唯上
民办本科高校创新发展必须注重凝练办学特

色，走特色发展之路。这就要求发挥民办本科院校

在教育教学中扁平灵活的决策机制、优胜劣汰的用

人机制、多劳多得的分配机制、自主管理的纠偏机

制的优势。比如，目前就全国范围来看，学科专业

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同质化倾向仍然比较严重，民办

高校要扭转这一局面，关键要根据产业与市场的变

化和需求，科学合理地定位，注意扬长避短，注意与

公办高校开展“异轨竞争”。本着“紧贴市场、补缺

需求、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原则，通过改造传统

老专业、设置复合型新专业和新兴交叉专业等，建

设与凝聚符合地方产业发展需求，又契合自身办学

定位的应用学科专业集群，等等。总之，通过灵活

配置教育资源，打造办学特色。

１．２．２　应坚持突破前人，推进理论创新，不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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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等问题的研究都还处在起步阶段。因此，鼓励民

办本科院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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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重点就应用型高等教育的

本质属性、建设任务、建设路径等一系列重大理论

问题进行探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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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民办本科院校向应用型转变的进程

积极稳妥、健康有序、少走弯路。比如，当年日本的

私立早稻田大学，其培养目标就敢于独树一帜，与

当时的以培养政治精英和科学精英的帝国大学背

道而驰，而是以培养中下层普通人员为己任。最终

树立起自己的品牌。

１．３　有魄力：不拘一格不惜代价，建设“双师双能
型”教师队伍

不论公办还是民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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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转型也很

难顺利进行。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下

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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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意见”）明确指出：

教师转型发展的目标就是建设“双师双能型”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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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２］在这方面，民办本科院校应该大有作为。

１．３．１　应坚持唯才是举原则，不拘一格抓教师队
伍建设

所谓唯才是举、不拘一格就是不唯学历、不重

“出身”。只要符合能力本位的“双师双能型”教师

要求，就应当大力引进。当前尤其应注重引进行业

领域的技术精英充实教师队伍，加快改变目前以

“三门”教师为主的师资队伍现状。在这方面，民办

本科院校有公办院校不可替代的优势。除此之外，

还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要采取校企合作，内培外引措施。通过企业

挂职、校企互聘、定期轮岗、项目研发等一系列措

施，鼓励教师深入社会、深入一线在服务企业技术

创新过程中，提高教师的实践动手能力。

二要建立和完善激励竞争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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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三要实施培训效果评价反馈。建设“双师双能

型”教师队伍，教师培训不可或缺。但目前培训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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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要改进培训的

内容和方法，还要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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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３．２　应坚持人才强校战略，不惜代价建技术精
英团队

毋庸置疑，薪酬待遇是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重

要环节。建立合理的与市场对接的薪酬标准与制

度有助于引进高层次人才，并稳定教师队伍。有远

见的民办本科院校举办者，就应该把人才强校战略

放在学校发展的首要位置，不惜代价把教师队伍建

设好。除了合理的薪酬待遇之外，还应该考虑其他

一些关联要素。比如适当提高各种保险金比例，解

决住房困难以及子女入学问题，等等。总之，解决

教师的发展关切，为教师提供事业发展的平台，教

师才能安心地在学校工作。由吉利集团举办的三

亚学院得到海南省和三亚市大力支持，签署了省市

共建协议，成为省市共建的民办大学，并计划投入

一亿元用于师资队伍建设，此举在民办教育界影响

颇大。［４］

１．４　有创造力：不失时机不破不立，强力推进人才
培养模式创新

应用型高等教育的制约因素之一就是人才培

养模式陈旧，始终没有走出传统教育的“阴影”。鼓

励民办本科院校积极行动起来，大胆探索走出一条

真正的校企合作育人的新路。

１．４．１　应珍惜当前良好环境，推进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绝不丧失良机

《中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民促法”）

适时修订，“指导意见”及时出台，《中国制造２０２５》
正式发布，这一系列文件为民办本科院校未来发展

描绘了壮丽的图景，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可以说，

现在是应用型高等教育改革、建设与发展的最好时

机。民办本科院校应当积极行动起来，不失时机的

抓住机遇，强力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一是通过建立相应的组织管理机构抓对接。

产学研合作育人是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主

要内容。要实现真正的合作教育，高校要积极作

为，触发企业的兴奋点，使企业也成为人才培养的

利益相关者。而在这方面民办本科院校有优势。

建立专门的机构与企业对接，就是要在服务企业的

双赢中实现产学研合作育人。［５］

二是通过实施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工程抓落实。

实践证明，通过必要的工程管理的形式，推进教育

教学改革行之有效。因为工程管理的特点就是目

标明确、任务分解、责任落实、节点控制、量化验收。

实施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工程就是要对上述各环节

提出明确的要求，然后逐一抓落实。为此，要分析

当前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然后对症下药

做好顶层设计。目前人才培养模式的最大问题表

现为学校的办学定位尚未落地：进课程；培养的路

径尚未固化：进方案；校企合作尚未深化：进校园；

课程标准尚未细化：进大纲；等等。

１．４．２　应大胆破除传统思维，重构能力导向教学
体系，强调不破不立

重构能力导向的教学体系，就是要着力构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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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应贯彻“６４４”精神重构教学体系。即，强
调６个对接：专业设置对接产业链；培养方案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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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链；课程设置对接技术链；能力培养对接项目

链；教学环境对接生产链；质量评价对接社会需求

链。实施４个引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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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落实

４个结合：教学目标与岗位要求相结合；教学过程与
岗位流程相结合；教学场所与岗位现场相结合；教

学要求与岗位质量标准相结合。

二是要进一步扩大学生的学习自主权，逐步扩

大学生自主选择专业和课程的权利。［２］全面引入

“项目伴随”式等各种形式的教学方法。大力探索

“互联网＋”环境下应用型人才培养新模式，以及国
际上流行的德国的“双元制”模式、加拿大、美国的

ＣＢＥ模式等。
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是民办本科高校核心竞

争力的关键来源。民办本科高校必须准确认识自

身的竞争潜力，建立自己的竞争优势，以创新求生

存，以创新求发展。

２　法制引导：对政府促进民办本科院
校转型发展的建议

２．１　宏观治理，法制促进民办本科院校规范办学
我国民办本科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一个历史

发展的新阶段。在推进民办本科院校向应用型转

变的进程中，进一步完善与之相适应的法制体系势

在必行。

２．１．１　健全法制，完备法律
尽快通过并颁布实施《民促法》（修正案），同

时修订《中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更重要

的是地方政府应加快地方性民办教育配套法规建

设，健全法律体系。

在民办本科院校实际运行中，确保学费收入用

于教学是关键。而目前虽有这方面的法律规定，但

由于比较笼统很难真正落实。特别是没有防范恶

意抽逃学费或挪用学费用于其他非教学行为，甚至

变相转变学费用途等的规定。应出台相关实施细

则，明确规定设置学费收缴的银行专户，专款专用，

足额用于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所谓营利性学

校，不应指学费收入，而应是通过校企合作、社会服

务等产生的收入。这部分收入可以依法取得回报。

另外，对民办学校教师与公办学校教师同等地位的

法律保护，也由于缺少细则而难以落实。比如，目

前民办高等教育教师实际上仍然等同于企业员工，

无法落实公办学校教师事业编制的相关待遇，

等等。［６］

２．１．２　自觉守法，强化执法
守法和执法是法律实施的两个途径，两者相辅

相成，共同维护法律权威。

要加强教育执法监督工作，敦促民办本科院校

依法办学。特别要加强对民办本科院校的宏观管

理和服务指导，建立民办本科院校教育与公办本科

院校统筹协调、共同发展的体制。［７］尤其要保障民

办本科高校的办学自主权，落实民办高校与公办高

校平等的法律地位，保障民办本科院校举办者、校

长、教职工和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８］政府部门应

建立市场意识，让教育市场发挥应有的作用，为民

办高校与公办高校的竞争提供公平良好的环境。

教育主管部门要建立教育信息共享机制。通过建

设相关数据库，向社会和高校定期发布有关信息，

如高校各专业建设、毕业生就业等信息，社会行业

岗位各类人才需求信息等，对民办本科高校进行

指导。

２．２　扶强扶优，政策支持民办本科院校转型发展
法律是民办本科院校的守护神。但是如果没

有政策的细节化、具体化规定与保障，法律规定很

难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政策是维持民办本科高

校生命的营养剂。

２．２．１　促转型发展，政策先行
地方政府应该根据三部委“指导意见”，尽快出

台符合地方发展实际的，促进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

型转变的实施意见。尤其应明确规定在转型发展

过程中，民办本科高校与公办高校一视同仁。地方

政府要在建立规范有序、公平竞争的教育市场机制

方面主动作为。

一是应考虑给予参与转型发展试点民办本科

高校自主招生的权利，允许其自行确定招生计划和

招生范围，保证获得稳定、优质生源。

二是制定相关支持政策，加强高校与大中小企

业的联系，促进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为毕业生创

新创业与就业提供条件。

三是充分利用民办高校体制新、机制活的优

势，为民办本科院校深化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调整学科专业结构，优化课程体系，加快教学

内容、教学方法和评价方式的改革等，提供积极的

政策支持和保障。［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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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抓典型引路，经费优先
在抓转型发展试点中，政府应在坚持公益导

向、质量至上、扶强扶优三大原则基础上，尽快按照

一视同仁要求，落实对转型试点民办本科院校的经

济资助政策。即，使资助金优先流向那些转型发展

意愿强烈，教育质量上乘，社会信誉优良的民办本

科院校。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设立专项资金或者以

多元化投资渠道筹集社会资金，为民办本科高校提

供低息贷款；给予财政补贴；按学生人数、办学水平

给予生均教育经费补贴和转型发展试点专业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等等专项扶持资金。政府还可以根

据需要实施优惠政策，加大吸引民间资本对教育的

投资力度，实现学校与社会发展融为一体，教学与

经济转型良性互动的局面。陕西省在“十二五”期

间拨付１５亿元用于支持民办高校的教学、科研和
师资队伍建设，在全国树立了地方政府用真金白银

支持民办高校的典范。［１０］

３　质量保障，建立民办本科院校的退
出机制

　　民办本科高校在竞争中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
体制下的正常现象和必然选择，社会对此应有理性

认识。但教育毕竟是公益性事业，对于民办本科学

校，不能像对待一般企业那样，放任自流，任其自

生自灭。［１１］对于那些陷入困境的学校，如果处理不

好，很可能影响稳定的大局。为此，建立一套切实

可行的民办本科院校质量监管与预警，重组与退出

机制，确保民办本科高等院校健康有序发展，已成

为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３．１　建立质量标准，加强监管与预警
加强内涵建设，提高教育质量是高等教育的永

恒主题。在转型发展进程中，能否建立行之有效的

教育质量保证机制，将直接关系到民办本科高校的

转型发展。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调研，建立

适应经济新常态下的质量体系和质量标准，指导民

办本科高校开展教学质量的常态监测。要加快落

实政府对民办本科高校管理、办学和评价的管办评

分离机制，引入第三方评价，为民办本科高校提供

独立的评估和鉴定，并定期向社会公布评估结果，

以引导社会和家长对民办本科高校的客观评价和

正确认知，提高其办学质量。［１２］

３．２　强化政府引导，适时重组与退出
借助市场调节和政府引导的交互作用，建立民

办本科高校的重组和退出机制，对办学出现重大问

题不能维系的民办本科院校，允许合并重组，以实

现教育资源优化配置。

一是允许和鼓励民办院校之间兼并重组。政

府可以有选择地推动一批优质民办本科高校，兼并

部分办学水平达不到要求，办学力量薄弱的民办本

科高校，实现院校间的资源重组。这样，既可实现

资源的优势组合又可以解决一些学校存在的诸多

问题，也有利于民办学校进一步做大做强。当然，

院校合并应是实质性的资产合并，而不是松散型的

“独联体”或“挂靠”关系。

二是引进优质投资者，稀释股权，加强现代企

业制度的建设，增强融资能力。民办本科高校许多

投资人比较单一，因此资金来源也较为单一，学校

也尚未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许多还停留在家族

性的企业管理阶段。可以由政府出面协调，引进新

的战略投资者，使原有投资方整体或部分转让其所

拥有的学校产权，完全或部分退出。对于受到自身

资源条件和办学能力的限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

势地位的民办高校，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逐步或

部分退出民办高等学历教育市场。［１１］

三是终止办学。教育行政部门应加强监管，对

少数办学行为极不规范，甚至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导致严重后果的，虽经责令整改仍未能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消除影响的民办高校，应依法对其做

出吊销办学许可证的处罚，或取消其办学资格，实

施强制终止；对个别资不抵债无法继续办学的民办

高校，依法启动破产清算程序。［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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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学院与施特拉尔松德应用科学大学共建孔子学院

　　２０１６年８月３０日，德国总理默克尔来到施特拉尔松德市，为安徽省在西欧的第一所孔子学院———由合肥学院共建的
施特拉尔松德孔子学院揭牌。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３０日，中德两国总理共同访问了安徽合肥，在他们见证下合肥学院与施特拉尔松德应用科学大学签署
了共建孔子学院执行协议。揭牌前，默克尔首先在孔子学院签字薄上签名留念，并在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国家汉办主

任许琳等陪同下饶有兴趣地参观了去年其访问合肥学院的图片展，更愉快地回忆起了当时的情形。校党委书记蔡敬民代

表合肥学院向默克尔展示并赠送了由去年她与李克强总理共同访问学校期间与师生合影制成的纪念品，默克尔欣然接

受，并对合肥学院在促进中德高校合作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表示赞赏和欣慰。

揭牌仪式上史明德代表中国政府致辞，他对默克尔在百忙之中出席揭牌仪式表示衷心感谢，指出默克尔出席仪式不

仅体现出德国领导人对中德良好双边关系的重视，也是对中德文化交流的认可。史明德同时对该孔子学院的未来发展表

示良好的祝愿。

许琳在致辞中肯定了合肥学院与德方高校在共建该孔子学院过程中所做的努力，并表示国家汉办将为其发展提供强

有力的帮助与支持，以期推进中德两国人文及经济的进一步交流与合作。默克尔在致辞中首先回忆了去年与李克强总理

在合肥学院的友好会面，并表示，很高兴看到合肥学院与德国高校间合作的良好发展，以及促成孔子学院最终落户施特拉

尔松德。她希望这所孔子学院能为增进两国人民的交流和理解作出贡献并且对该孔子学院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双方致辞后，默克尔与许琳等共同为孔子学院揭牌，这是默克尔本人及德国现任总理首次为孔子学院揭牌。

合肥学院党委书记蔡敬民在接受中德媒体采访时表示，作为中方共建高校，合肥学院将尽全力支持该孔子学院发展，

不仅把它作为语言教学机构，还要打造成双方人文交流的平台，努力使其成为中德两国交流的强有力推手。

施特拉尔松德市市长亚历山大·巴德罗曾两次访问合肥学院。他相信通过该孔子学院，施特拉尔松德能够为中德关

系的稳固和深化作出贡献。

施特拉尔松德是默克尔的主选区，她在致辞的最后表示，“今后我肯定会充满自豪地说，我们的选区也建有一所孔子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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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大学校企协同育人评估体系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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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构建应用型大学校企协同育人评估体系，科学评估协同育人情况，发现并解决校企协同育人过程
中的问题，最终达到提升校企协同育人效果的目的，不论是对学校、教师还是学生的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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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应用型大学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

地方应用型大学在发展初期将主要精力放在筹措

教育资源以应付规模快速扩张上，教育教学质量有

所下滑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地方应用型大学

提升教学质量很大程度上在于结合教学实际适时

修订人才培养方案。不难发现，目前大部分地方应

用型大学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很大程度还是照搬照

抄传统研究型大学的人才培养方案来进行人才培

养，这种“重学科、轻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对应用

型大学学生的就业对接和职业发展考虑不够，一定

程度上导致了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造成“就

业难”与“用工荒”并存，这个问题必须得到高度重

视。［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校企协同育人无疑是一

个可行的选择与尝试。鉴于学界更多从校企协同

育人的内涵、模式和体系等对校企协同育人进行理

论探索，本文尝试在现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应

用型大学校企协同育人评估体系的建构，以便科学

地评估应用型大学校企协同育人情况，改善校企协

同育人的不足之处，不断提升校企协同育人效果，

从而有利于应用型大学完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

培养模式，进而有利于更好地进行应用型人才的

培养。

１　校企协同育人及评估的涵义
校企协同育人是指学校与企业通过相互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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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配合，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充分利用双方各自的教学资源，提高学生的实践能

力和创新能力，培养能适应和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和行业、企业必须的高级专门人才的一种应用型

人才培养模式。［２］

校企协同育人评估是指基于一定的理论、原则

和指标体系，对校企协同育人的现状与效果加以评

定的过程。校企协同育人评估是应用型大学实践

教学过程中十分重要且必要的环节之一，对提升应

用型大学实践教学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

意义。

２　校企协同育人评估的意义
２．１　有利于打破人才培养“千校一面”的局面

基于历史原因和层次原因，地方应用型大学在

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的时候往往相互调研、互相借

鉴，导致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难以避免地出现了“千

校一面”、大同小异的同质化现象，且同质化的倾向

有愈演愈烈之势。同质化导致学校“定位不清、特

色不明”，很难培养出行业、企业所必须的多样化、

差异化人才。应用型大学要破除人才培养，特别是

应用型人才培养过程中“千校一面”的同质化现象，

必须结合学校定位和地方行业、企业对应用型人才

的需求不断修订人才培养方案，特别是通过强化校

企协同育人打造与其他高校差异化的，能真正体现

学校应用型办学定位的实践教学培养方案。校企

协同育人能够避免学生完全不接受专业化实习实

训，企业也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对学生的专业实践

能力进行全方位“对接化”培养。因此，进行校企协

同育人评估有利于打破地方应用型大学人才培养

“千校一面”的局面。

２．２　有利于提高实践教学质量
通过校企协同育人评估，应用型大学专业教师

可以在生产实践中发现自身在实践教学中存在的

一些问题：如教学内容是否贴近实际？教学方法是

否恰当？学生学习兴趣是否浓厚？学生接受程度

如何等。［３］通过进行校企协同育人评估，应用型大

学教师可以根据企业、行业的实际情况适时调整实

践教学培养方案，选择贴近实际的应用型教材。这

一点可以向德国的应用科技大学取经，德国应用科

技大学的教材最多１８个月就要进行更新，这样才
能够保障学生接触到最新的专业知识体系。培养

方案和应用型教材的更新能够针对性地解决实践

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促进实践教学质量的不断

提升。可见，进行校企协同评估有利于提高实践教

学质量。

２．３　有利于更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教师的实践教学水平高低会直接影响到学生

的学习兴趣与能力培养，校企协同评估其中一个环

节就是考察学生参与和受益情况。让学生积极参

与到校企协同评估过程中，不仅可以发现实践中的

问题，形成解决方案帮助教师提升实践教学效果，

而且更有利于师生双向互动，这种在实践中的互动

更直接，更有针对性，因此更有效果，更能够提升实

践教学改革的成效，更有利于达到教学相长，这对

于激发和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有裨

益。可见，进行校企协同评估有利于更好调动学生

的积极性。

２．４　有利于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
通过校企协同育人评估，应用型大学教师可以

更加清楚地了解学生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学生实

践操作能力的水平状况以及教师自身教学方法和

教学效果的好坏。正面积极的评价能够激发教师

的工作热情，进而提升其工作原动力，实现教学教

研能力的提升；负面消极评价会使教师反思自己实

践能力的不足，在反思的基础上改进和提高，能够

持续不断地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可见，校企协同

评估能够激发教师的热情，能够促使教师对实践教

学进行反思，从而有利于提升教教学能力的不断

提升。

３　应用型大学校企协同育人评估体
系的建构

３．１　构建依据
３．１．１　最优化理论

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是把教学过程看作一个

系统来进行分析研究，同时对构成该系统的各个有

机联系的组成部分进行综合考察。巴班斯基认为，

在现代条件下，最优地组织教学过程，“应该是使各

个班级每一个学生，在掌握教学内容方面，达到他

当时实际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优、良或合格），同

时在可能的范围内，提高他的教育水平和发展水

平”［３］。

最优的教学过程并非是最理想的教学过程，但

就目前条件来看，是最符合教师和学生实际可能性

的教学过程。构建应用型大学校企协同育人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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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不仅是要考察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和其他诸

多方面，更主要是通过评估反馈结果使教师认识到

自身不足，发现自身教学方面的“短板”，并采取相

应的方法进行提升和改善，尽可能实现实践教学过

程的最优化。

３．１．２　发展性理论
发展性评价不是结果性而是形成性评价，其最

终目的不是为了奖励或惩罚教师，而是为了促进教

师的全面发展，从而达到学校的发展目标。［３］发展

性评价的主要特征是：注重教师的未来发展，强调

教师评价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应用型大学通过校企协同评估，可以发现教师

在实践教学中的不足，可以在教师能够接受的范围

内适当“加压”，如委派专业教师到企业、行业进行

一定时间的挂职锻炼，到国外应用科技大学或国内

有特色的地方应用型大学进行相关的学习、培训

等。通过外部“加压”和内部挖潜，可以不断提升教

师的实践教学水平，进而使教师的教学能力得到更

好地发展和提升。

３．２　构建原则
３．２．１　科学性原则

科学性原则首先表现为全面性，对应用型大学

校企协同育人的评估不能只局限于评估某一方面

或某几方面，而应对有可能影响到校企协同育人的

全部因素进行评估；科学性原则其次表现为客观

性，在制定评估体系时，应保证相关行政部门、评估

专家、同行、学生等各相关主体都能参与到评估过

程中去，这样才能确保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只有兼

顾到评估工作的全面性和客观性的统一才能保证

评估方案的科学性。

３．２．２　层次性原则
应用型大学校企协同育人评估指标体系是一

个复杂的评估系统，必须按照一定的规律和逻辑关

系进行层次化的指标分解。通过明确地层次性分

解，实现对校企协同育人全面、准确的描述与分析，

进而形成全面、科学的评估报告。同时，层次性原

则可以对评估任务进行较为详细地分解，细致的任

务分解能够保证在评估过程中既有统一领导，又能

够各负其责，从而确保评估工作有条不紊、有序

推进。

３．２．３　必要性原则
校企协同育人作为实践教学的手段在绝大多

数应用型大学都在不断地尝试与探索，但从目前来

看，校企协同育人的效果究竟如何，对应用型人才

培养的贡献究竟多大，很难从理论总结上和学术探

索中得出客观、明确的答案，只有通过具有操作化

的指标进行实际评估以后，这些问题才能够通过相

关的数据支撑给出相对客观的答案。同时，校企协

同育人评估本身就包含有对实践育人效果的全面

检验。所以说，对应用型大学校企协同育人进行评

估是十分必要的。

３．２．４　可行性原则
应用型大学在设计校企协同评估指标、选定评

估人员、确定评估内容等方面必须坚持可行性原

则，相关指标设定必须与学校的实际情况相吻合，

即必须从学校目前的办学实际出发构建和完善评

估体系，既不能只看到校企协同育人的不足，妄自

菲薄而裹足不前，更不能只看到校企协同育人的成

效，盲目自大而好高骛远。否则不仅达不到预期效

果，还会成为实践教学的负担。

３．３　构建过程
３．３．１　评估目的

评估目的是整个评估工作导向性的指引，是评

估工作的最终指向，通过最优化和发展性理论为指

导；坚持科学性、层次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原则；利

用相关具有操作性的指标体系对校企协同育人进

行评估，可以促进应用型大学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的

提升和学生实践能力的强化。因此，校企协同评估

的根本目的在于帮助学校和教师查找校企协同育

人中的优势与不足，为学生应用型能力提升设计出

一条合作培养的可行性路径。整个校企协同评估

应以有利于学校实践教学水平的提升，有利于激发

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和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

性为终极依归。

３．３．２　评估指标体系
校企协同育人评估指标体系具体包括７个一

级指标，２０个二级指标和３３个观测点，具体指标体
系见表１。
３．３．３　评估人员

评估人员应该是一个由不同角色组成的综合

性体系，具体包括行政领导部门人员、评估专家、教

学督导、教师和学生等。评估人员的多元化，有利

于地方应用型大学拓宽评估渠道，开阔评估视野，

可以从多个视角提供校企协同育人的数据，使校企

协同育人评估结果更具客观性和系统性，从而也更

具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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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校企协同育人评估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观测点

１．协同育人思路与领导作用

１．１协同育人思路

１．２领导作用

１．３人才培养模式

１．１．１校企协作
１．１．２校地协作
１．２．１领导能力
１．２．２人才培养地位
１．３．１人才培养思路
１．３．２模式创新

２．师资队伍

２．１数量

２．２结构

２．３教学水平

２．４教师培养

２．１．１具体数量
２．１．２生师比
２．２．１年龄结构
２．２．２“双师型”结构
２．３．１知识水平
２．３．２能力水平
２．４．１教师培养培训

３．教学条件
３．１实践教学

３．２实践教学经费

３．１．１校企共建实验室
３．１．２实习场所建设
３．２．１实践教学经费投入

４．专业与课程建设

４．１专业建设

４．２培养方案

４．３课程教学

４．１．１应用型专业建设
４．１．２专业群对接行业、产业
４．２．１应用型培养方案改革
４．３．１企业课堂建设
４．３．２学生掌握程度
４．３．３毕业设计

５．质量控制

５．１制度建设

５．２质量控制

５．１．１规章制度
５．２．１教师评学
５．２．２学生评教
５．２．３企业评价

６．学生指导
６．１组织保障

６．２学生服务

６．１．１组织机构
６．１．２相关制度
６．２．１学生满意度

７．教学质量

７．１专业基础 ７．１．１专业基础知识
７．２专业技能 ７．２．１专业技能提升
７．３社会评价 ７．３．１社会满意度
７．４就业质量 ７．４．１就业满意度

３．３．４　评估实施
应用型大学校企协同育人评估大致包括三个

阶段性的工作：第一阶段，学校各部门认真学习校

企协同育人评估工作的有关文件、熟悉评估方案的

基本内容，掌握评估的内涵及目的，结合学校校企

协同育人的实际，制定评估计划，落实评估任务；第

二阶段，根据评估工作要求，学校开展全面的自我

评估，在此基础上形成学校的自评报告，重点分析

学校校企协同育人的优势与不足；第三阶段，协助

评估专家做好正式评估，并根据专家反馈的结果制

定行之有效的评估整改方案。如条件允许，应在完

成整改任务后再次进行一次跟踪评估，以检验评估

和整改工作的效果。

３．３．５　评估结果反馈
应用型大学校企协同育人评估的最终目的在

于提升学校的实践教学水平，提升教师的实践教学

能力和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因此，对评估结果

的反馈是十分必要的。所以，首先必须建立健全反

馈机构并形成反馈信息系统，保证评估结果能够得

到正常的反馈。其次，学校要高度重视反馈结果，

并要求教师将相关的建议融入到实践教学过程中，

以利于实践教学效果的提升。此外，学（下转第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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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引领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新模式
—以南京工程学院“电气工程领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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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南京工程学院“电气工程领域”实际情况，围绕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的需求，着重探讨服务特需人
才创新培养模式。从教学模式的创新、多元协同打造师资队伍、深度融合、构建实践平台等方面阐述了南京工

程学院近年来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的特点和经验，为进一步做好工程类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提供可借鉴

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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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０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财
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供给侧改革”，指

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十三

五”规划建议的专家认为，“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

涵是解放生产力，在优化“供给侧”环境机制过程

中，强调以高效的制度供给和开放的市场空间，激

发微观主体创新、创业、创造的潜能，构建、塑造和

强化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而要实现

创新型国家、实现经济再一次腾飞，必须实现人力

资源强国，人才是第一生产力。高等教育作为科技

创新和人才聚集的高地，必须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

有力的科技和智慧支持。研究生教育作为高等教

育的顶端，要主动适应新常态，发展新常态，引领新

常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２０１１年开展了“服务
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项目”———学士学位授予单

位开展培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试点工作。按照

“择需、择优、择急、择重”的原则，择重安排少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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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水平较高、特色鲜明的高等学校，在一定时期内

招收培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人才培养项目。

这是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坚持从“服务需求、提

高质量”出发，从供给侧进行主动改革，调整结构，

优化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一项重大政策调整，是改

变“千校一遍”的高等教育同质发展格局重要举措，

对以市场、行业为导向，推进高校转型发展具有重

要影响。［１］

南京工程学院是一所具有近百年办学历史的

高水平应用型大学。２０１１年获批为“服务特需”硕
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试点高校，是本项目试点

高校联盟副理事长单位。学校坚持“需求导向”，从

教育供给侧深化改革。围绕新能源、智能电网、轨

道交通装备、数控机床和工程机械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方向，面向高层次应用型人才新需求，通过

实施“多元协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优化培养途

径，改革培养方法，丰富培养载体，强化学生工程实

践能力和职业能力培养；通过创新体制机制，建立

了完善的支撑保障体系。电气工程是我校开展“特

需项目”试点工作的两个领域之一，立项以来积极

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的改革和探索，取得

了明显成效，本文针对本校电气工程领域服务特需

人才的创新培养模式做了如下几点总结。

１　教学模式的创新：多方联动，全过
程革新课程体系

　　特需人才项目体系下的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
教育既不同于传统学术型研究生，也不是应用型本

科生教育的加强版，而是依据“特需项目”的需求导

向、以应用研究和职业能力为主要特征的高层次专

业教育，其培养特征一定是职业性、学术性的有机

统一。培养目标是把创新思想蕴涵于研究生教育

之中，以职业性为导向，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创新

精神和创新能力，而不仅仅是流水线上墨守成规、

固步自封的产业技工。本校电气工程领域专业学

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面向电力行业，服务智能电

网与新能源产业发展，培养基础扎实、素质全面、工

程实践能力强并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应用型、复合

型高层次工程技术人才和工程管理人才。传统的

教学模式注重的是知识的传授，“以知识为中心，

以教材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教学过程比较死

板，缺乏互动性、实践性。灌输式的课堂教学，侧重

纯理论讲解，缺乏实务培训和技能训练的方法和经

验，或怠于实务训练，这些将可能直接导致专业学

位硕士培养质量难以达到客观要求。如何构建新

的课程体系以培养既具职业能力、又具学术能力的

优秀专业性人才？在教学环节需要进行一定的改

进和创新。

由于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最终需要和产业

发展对接，需要优秀的创新和实践能力，在设置创

新的人才培养环节和考评体系过程中，优秀的企业

无疑最有发言权。［２］学校与南瑞继保、国电南自等

１１家行业领军企业共同组建了工程硕士研究生教
育指导委员会，从课程体系建设、教学内容改革、教

学方式转变等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突破传

统“三段式”课程体系，通过强化核心课程，整合一

般课程，开发新型课程，突出工程实践教学，重构了

以人才规格特征和岗位需求为导向的模块化课程

体系。电气工程领域学位课程包括公共基础模块、

专业核心模块；非学位课程包括专业方向模块、职

业素养模块。公共基础课为必选课，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选修课在导师指导下根据各自的研究方

向、学术背景进行选课。工程实践模块包括认知实

践、综合创新训练和专业实践（具体见图１）。
　　为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学校不
仅加大了实践教学的学时数和学分比例（占总学分

的２８％），还十分重视实践教学的系统性和实效性，
构建了以“统筹规划、贯穿全程、项目载体、交替互

补”为特色的实践教学体系。研究生学习的三年

里，各种基础实验、工程实训、企业见习是交替进行

的，课程案例教学为他们提供初级经验系统，校内

实验平台提高了专业实验技能，校外工程实践训练

提升了工程实践能力，项目训练激发创新能力。重

点构建了三年不断线的实践教学体系贯穿于研究

生培养的全过程。

２　突破传统导师制，团队协同，多元
化打造师资队伍

　　我国目前高校的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大部
分都是毕业于重点大学的学术型硕士或博士生，

理论基础扎实，但往往缺乏工程实践锻炼经历，由

于他们自身工程实践能力的不足，加上长期的学

术型培养经历容易导致其培养工程硕士过程中出

现学术型倾向。［３］建设一支符合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的师资队伍，是保证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

量的关键。工程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学科交融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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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电气工程领域课程体系

补日益加深，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指导工作仅

仅依靠学校导师或者大多数教学单位采取的双导

师制度已经不能满足需求。南京工程学院一改往

日师徒传承的传统指导方法，积极推行“专家领

衔，导师负责、团队指导”的导师队伍建设模式（见

表１）。充分利用合作企业人才优势资源，遴选学
术水平高、工程研究能力强的导师，组建若干由领

衔专家、责任导师（校内）、企业导师（校外）、协作

导师构成的多元协同培养团队。领衔专家由知名

教授或企业知名专家担任，主要负责研究内容与

培养方案的制定与审核，定期组织开展重要的学

术研讨，传递行业前沿的最新动态等；责任导师全

面负责学生培养进程中的具体工作，全面把控学

生在校期间的课程学习，校内实践，筛选确定研究

方向和论文相关开题工作；企业导师主要负责学

生的企业实践、工程训练和学位论文的指导；协作

导师由相关学科和实验教师担任，研讨确定重要

环节的培养方案，对论文工作进行阶段性指导和

评议，协助责任导师和企业导师把关学生整体的

研究进程和论文工作。这就意味着，在整个学习

环节，每名学生都至少有３～４名导师可以面对面
地传授知识和技术。

表１　导师队伍整体情况简表（电气工程）

类别 人数
职称

正高 副高

学历

博士 硕士

年龄

４５岁以下 ４５—６０
校内 ３２ ２３ ７２％ ９ ２８％ ２２ ６９％ １０ ３１％ １５ ４７％ １７ ５３％
校外 ２６ １１ ４２％ １１ ４２％ ８ ３１％ １６ ６２％ １９ ７３％ ７ ２７％
合计 ５８ ３４ ６６％ ２０ ３４％ ３０ ５２％ ２６ ４５％ ３４ ５９％ ２４ ４１％

３　深度融合，全方位构建实践平台，
积极推动企业联合培养基地的建设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行业的技术含
量、知识含量、文化含量明显提高，对从业人员应具

备的素质、知识、能力等要求越来越高；一些行业的

职业准入标准越来越严，也越来越具有一致性。［４］

专业学位教育面向社会特需项目培养人才，有明确

的实践导向，学校不再是人才培养的唯一主体和参

与者，而需要与社会、企业、科研院所的共同参与。

“工程实践”是贯穿于整个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

核心环节。工程实践能力的提升除了教学团队、教

学环节设置、课程优化等软件的配置，还需要硬件

条件的配合，必须依托结构完整、衔接紧密、运行流

畅的实践平台作为支撑。

电气工程领域坚持多元协同，联合行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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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内外资源，创新培养途径和培养载体。与企

业深度合作，共建了国家级工程技术中心、省级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等６个科研与实践平台和５个研
究生培养工作站；持续深化校企共建，与南瑞继

保、国电南自、南瑞集团、江苏省电力公司（电科

院）等行业领军企业共建了１２个体现行业先进技
术水平的实验室；积极争取中央与地方财政支持，

建设了中央与地方共建“电网实时仿真实验室”

“变电站数模混合仿真实验室”“变配电新技术实

验室”“交 －直流混合型微电网实验室（筹建）”等
一批高水平实验室和工程训练中心；整合校内资

源，成立了集基础实验、工程训练、项目教学、技术

研发于一体的大型工业中心和创新学院（见表

２—３）。校内实践平台一方面最大程度地还原工
程现场的实际情况，进入工业中心的各个实验室，

学生仿佛进入了各大企业的研发现场和生产线，

相当于把工程现场搬进了校园、搬进了课堂。另

一方面，校内实践平台还能够提供有些企业没有

的实验环境，学生可以在实践中思考，实践中学

习，实践中创新，科研水平、实践能力、创新思维得

到质的提升，受益匪浅。经过几年的建设，一个多

元协同、内外整合、优势互补、学研用相融的优质

育人平台已经形成，较好地满足了本领域研究生

工程实践能力、职业能力和科研能力的培养。其

中一名在江苏省张家港市骏马钢帘线有限公司实

习的研究生深有体会，他感悟到：“我的课题是研

发超高碳特高强度钢丝，产品仍处于试验阶段，实

验时经常会用到学校有而企业没有扫描电镜设

备，学校实践平台与企业需求的结合，让我的学习

和研究都更有价值。”

表２　电气工程领域校外教学、科研和实践基地一览表（部分）

基地名称 共建单位 主要功能
支撑领域研究方向

１ ２ ３ ４
配电网智能技术与装备协同创新

中心
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

工程实践、科研能力

培养
● ● ●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实践、科研能力

培养
● ● ● ●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国家级

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实践、科研能力

培养
● ●

新能源与配电网技术实验中心 江苏省电科院
工程实践、科研能力

培养
● ● ● ●

博瑞电气实习基地 常州博瑞电气有限公司 综合训练、专业实践 ● ● ● ●

表３　电气工程领域校内教学、科研和实践平台（基地）一览表（部分）

平台名称

平台类型

教学科

研平台

实践

基地

主要功能

支持领域研究方向

１ ２ ３ ４
仪器设备价值

（万元）

配电网智能技术与装备协同创新

中心
● ●

工程实践、科研

能力培养
● ● ● ● ８００

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国家级认

定企业技术中心
● ●

工程实践、科研

能力培养
● ● ● ● ４０００

电力仿真与控制工程技术中心 ● ●
工程实践、科研

能力培养
● ● ● ● ４００

机电综合工程训练中心 ● ●
工程实践、科研

能力培养
● ● ４０００

南京工程学院工业中心 ● ●

校内中和实践

训练、创新项目

训练

● ● ● ● ４０００

　　注：表２－３中领域研究方向分别指 １：电力系统运行与控制；２：新能源发电与储能技术３：有缘配电网监测与保护；
４：智能配电网新型电力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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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证明，这个创新培养平台在解决企业技
术、生产等重大问题的同时，正在成为学校科学研

究和技术创新的助推器，成为学校高层次实践型人

才培养的重要渠道，是实践创新的孵化器。目前，

这个多元协同平台已经为研究生提供了４０多项技
术研发课题，有些课题甚至是企业生产中面临的

“急、重、难、新”的问题。真正做到了产学研结合，

实现了学校培养与企业需求的对接；科学研究与实

践生产的对接；课堂学习与职业背景的对接。在南

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实习的研究生的校外导师李

广华高工多次表示：“学校的培养方式实现了学科、

科研、社会需求的三位一体，有助于带动企业的生

产技术提升到一个新高度，能够创造更多的经济价

值和社会价值，公司也非常欢迎这样的学生毕业后

直接进入企业工作。”

４　强化专业实践考核，构建多元学位
论文评价体系，引导创新实践

　　教育部在《关于做好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

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在培养

方式和培养环节上要重视和加强实践教学，在学

分、学时及教学内容上要保证实践教学的相当比

重。［５］为了凸显专业实践在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环节的重要性，学校在培养方案中制定了相

应的考核环节。规定专业实践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是工程认识实习和工程综合技能训练，

在课程学习期间，第一学期开设工程认识实习，

第二学期开设工程综合技能训练。第二阶段是

校外专业实践，到校外实践基地（企业研究生工

作站、产学研基地、工程中心）实习一年（见表

４）。专业实践结束后，研究生本人应提交总结报
告，经考核合格后，计入相应的学分。研究生在

校期间应积极参与各类学术交流活动，特别是研

究生处或专业领域举办的学术交流活动。须结

合专业实践活动及论文工作至少作二次专题讲

座（含开题报告），参加五次以上学术讲座，并提

交书面材料，经导师考核合格，专业领域和研究

生处备案。

表４　实践教学计划及情况实施表（电气工程）

模块名称 实施时间 依托平台 实施目的 实施内容 考核方式

认知实践
第一学期２周，
１学分

校外基地
了解电力骨干企业现状、

技术及文化

企业培训、跟运

行、设备检测
答辩＋报告

综合训练
第二学期２周，
１学分

工业中心
提升对电力行业各环节

的综合

保护调试，模发电机运行

控制配电安装等

答辩 ＋报告 ＋实
物作品

创新项目
第二学期课余

时间１学分／项
创新学院

领域基地

提高学生研究工程问题、

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

以项目为载体，实现从立

项、计划、实施、结题的全

过程项目化实训

报告 ＋创新作品
（论文、专利、实物

等）

专业实践
第三－五学期总
计１年，６学分

校内平台

校外基地

接受综合的工程训练，全

面提升学生的工程素养

依托工程项目，结合毕业

论文，开展有机交叉、不

间断岗位实践

中期考核 ＋末期
答辩 ＋报告 ＋作
品（论文、专利、实

物等）

　　在研究生的开题论证中，不但有学校的教授
把关，还规定了至少有三位行业专家参加评审。

论文选题应直接来源于生产实际或具有明确的

工程背景，其研究成果要有实际应用价值，论文

拟解决的问题要有一定的技术难度，论文要具有

一定的理论深度和先进性。论文选题可来源于

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新产品的研制与开发；

技术攻关、改造、应用与推广；引进、消化、吸收和

应用国外先进技术项目；应用基础性研究、前期

预研专题；比较完整的工程管理项目或工程技术

项目的规划或研究；工程设计与实施等领域。正

是源于从论文源头的把关，２０１２届研究生毕业
论文选题都源于生产实际、立足于解决实际问

题，非常的接地气（见表５）。立足于企业在生产
实践中面临的实际问题，真正实现了特需项目所

要求的“促进高层次应用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

行业需求紧密结合”这一核心理念，更是彰显了

我校独特的培养理念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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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２０１２级电气工程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一览表（部分）

序号 研究的论文题目 论文形式 课题来源

１ 具有主动谐波治理功能的光伏并网控制器设计 应用研究 江苏省电力科学研究院

２ 配电网公共信息模型研究及高级应用开发 应用研究 江苏电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３ ＩＥＣ６１８５０过程层网络通信分析诊断与网络冗余研究 应用研究 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

４ 输电线路覆冰建模及预测方法研究 应用研究 杭州临安供电公司

５ ２０ｋＶ配电网中性点灵活接地方式研究 应用研究 浙江临海供电公司

　　在授予学位的考核中，学校突破了传统的“唯
文章论”，结合专业学位的特征，用人单位的需求，

培养过程的侧重点，建立了多元化的评价体系，不

仅仅局限于传统学术型研究生考核的文章数量和

层次，而从文章发表、专利设计、软件著作权应用、

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等全方位、多层次的考核研究

生的研究成果和实践能力。这样既能契合专业学

位研究生的培养理念和特需项目的设立初衷，也能

激发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个性特点，因人而异，发挥

个体所长，激发创新实践潜能。２０１２级１７名研究
生参与导师科研项目２０余项，其中产品开发并通
过形式试验２项、企业项目通过验收７项；申请发
明专利１５件，实用新型专利８件；发表论文３２篇，
其中ＳＣＩ／ＥＩ期刊３篇，核心期刊９篇。同时，这些
优秀的毕业生也深受用人单位的欢迎和好评。电

气工程领域研究生就业主要面向电力行业，２０１２
级１７名研究生中，１４名学生参加国家电网公司
２０１５年招聘考试，成绩均超过各省录取线，通过面
试，已被江苏、浙江、安徽、山东和福建等省电力公

司提前录用，２名学生分别被南瑞科技公司、金佰利
中国公司录用，１名学生报考博士研究生。更为欣
喜的是，毕业生的创新能力、研究能力、实践能力、

职业操守等方面受到用人单位的好评。从而肯定

了学校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理念和成果。

５　结　语
高等教育的供给侧改革强调的是优化结构、提

升质量为基本目标的教育改革，推动教育结构与经

济发展需求和消费需求相适应。从提高培养质量

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教育结构调整，更好满足

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专

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南京工程学

院在培养过程中结合其独特的培养理念，从供给侧

的课程创新、团队建设、平台搭建等多方面实施创

新，从国家与社会需要出发，紧密结合实践，多层次

不断探索，切实提高了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质

量。为服务国家特需人才项目的顺利开展和下一

步的验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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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德国模块化教学模式的专业实践与创新

赵茂俞，蒙争争，王学军
（合肥学院 机械工程系，合肥　２３０６０１）

摘　要：专业实践训练与创新是高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点和难点环节。基于德国模块化教学模式的实践教
学研究，结合机械工程专业探索培养学生专业能力和职业素质的实践教学环节，注重教学内容的应用型、能力

导向，应用知识与理解、知识应用、选用解决问题的方法、交流与沟通、自主学习的教学理念，培养学生的工程实

践与创新能力。最终表明，模块化教学模式能显著地提高学生工程实践与创新思维，为专业优秀人才的实践教

学改革，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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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前　言
学生的实践与创新能力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

重点和难点。借鉴德国应用科学大学实践教学的

成功经验，即模块化教学模式，研究实践与创新能

力培养的教学规律。传统的教学体系是以课程为

基本的教学单位，教学内容设置强调理论知识的系

统性，本质上属于以知识输入导向构建课程体系。

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强调对学生专业能力和职业素

质的培养，注重教学内容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强化

对学生工程能力和职业素质的训练，要求改变传统

的以知识输入为导向的课程体系构建思路，转而以

知识输出为导向的教学体系，德国应用科学大学

（Ｆａｃｈ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ＦＨ）的模块化教学模式正好体现
了以知识输出，培养学生能力为导向的教学体系理

念。［１－４］

通过分析模块化课程，应用型大学非常重视学

生实践与创新能力的培养。通过系列实践模块教

学，要求学生独立思考，培养动手与创新能力，训练

学生应用理论知识，分析、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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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与手段，将知识与理解、知识应用、选用解决问题

的方法、交流与沟通和自主学习能力教学理念贯彻

于整个模块的教学过程中。［１，５－９］德国应用型大学

的实践教学模块化课程包括实验教学、项目、毕业

实习、毕业设计，其中项目、毕业设计题目来源于教

师与企业合作项目中的技术难题。本文借鉴德国

应用型大学的模块化教学模式，分析合肥学院机械

工程专业的企业实践和项目训练、毕业实习、毕业

设计的教学实践与创新。

１　模块化实践教学
模块化是基于应用型能力培养为出发点进行

设计，将知识与理解、知识应用、选用解决问题的方

法、交流与沟通和自主学习能力教学理念贯彻于整

个模块的教学过程中，把知识输入为导向的教学模

式转变成知识输出为导向，强调以能力培养为目

标，当学生修完某模块后，能够获得相应的能力，而

这种能力又能促进学生的知识学习、知识应用、方

法选用、交流与沟通和自主学习能力，如图１所示。

图１　模块化实践教学理念

１．１　实践教学模块学分分析
德国应用型大学非常重视学生实践与创新能

力的培养。例如，德国汉诺威应用科技大学的机械

制造专业实践教学模块化课程，包括实验教学（１８
学分）、项目（８学分）、毕业实习（１８学分）、毕业设
计（１２学分），其中项目、毕业设计题目来源于教师
与企业合作项目中的技术难题或少量来自教师的

科研项目，学生必须在企业毕业实习３个月以上。
汉诺威应用科学大学的机械制造专业学士学

制为７学期，共２１０学分，一个学分由１６个课堂课
时、１６个自主学习课时组成；合肥学院的机械专业
学士学制为９学期，共２４０学分，专业课一个学分
为１６课堂课时、１４个自主学习课时。对比它们的
机械专业实践模块所占学分，可见两个高校的实

验、项目模块学分差别不大，而毕业实习、毕业设计

实践模块学分有较大差别。合肥学院机械专业的

实践模块所占总学分为５１学分，而德国汉诺威应

用科学大学机械专业的实践模块总学分为 ５６学
分，如表１所示。

表１　实践模块所占具体学分 学分

模块
学校 实验 项目

毕业

实习

毕业

设计

实践

模块

汉诺威应用

科学大学
１８ ８ １８ １２ ５６

合肥学院 １７ １０ ６ １８ ５１

１．２　实践模块教学实践
１．２．１　模块合理调整

为了在人才培养中充分提高学生的实践与创

新能力，需对相应模块进行合理调整。

（１）专业模块学分可适当调整，改革模块中的
过程考核内容与形式，体现难度的层次性、综合性

和创新性。

（２）公共基础模块可适当整合。例如，工程制
图、力学模块等内容整合为专业性与非专业性模块

两个方向选修模块。

（３）增加专业方向必选模块。可布置在不同学
期，使专业方向具有系统性、多样性和特色性。

１．２．２　实践模块
合肥学院机械工程专业借鉴知识与理解、知识

应用、选用解决问题的方法、交流与沟通和自主学

习的现代国际先进教学理念，贯穿于专业的实践模

块教学过程中。项目和企业实践训练、毕业实习、

毕业设计的教学实践与创新叙述如下。

（１）加强项目和企业实践训练，培养学生工程
实践能力。

通过应用已学的专业知识，学生进行企业实践

和项目训练的模块学习。同时，要求根据布置的任

务，学生需运用交流与沟通和自主学习，循序渐进

地分析、解决企业工程问题。项目和企业实践训练

是学生认知企业产品设计、生产、管理、销售、企业

文化与交流沟通等重要途径。教师须积极与企业

合作，进行产品研发与技术攻关。

例如，合肥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

业的企业实践和项目训练模块的教学安排内容如

下。在合肥锻压机床有限公司，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专业卓越工程师班３０名学生进行１０周
的企业实践和项目训练，其中４周时间为企业课
程学习，１周时间为参观企业，５周时间为项目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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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企业课程学习。
通过与合作企业联合开发学习课程，引入行业

发展前沿技术和规范，并将其融入到专业模块的教

学内容中，根据企业对人才知识与能力需求的变

化，动态更新和维护模块教学内容，适应技术发展

的要求，如表２所示。
企业工程师给学生讲授现代最新液压机机

械结构、设计技术和常用液压机设备；目前流行

的液压机结构、特点、安装和使用；液压机电气设

计等。

表２　融入各专业模块教学的企业学习课程

企业课程 联合开发企业 主要内容 融入的专业模块

液压机设计
合肥锻压机床有限

公司

液压机的结构和工作原理、主机结构与设计计

算、液压缸结构与设计计算、机身和液压缸有限

元分析、典型液压系统分析及液压系统设计、电

气系统设计、焊接结构设计、液压机的相关标

准等

液压与气压传动

企业实践和项目

训练

毕业设计

　　２）企业参观。
由企业与学校制定具体的参观实习计划，进行

为期一周时间的参观学习。在企业现场，工程师给

学生介绍企业情况，熟悉企业发展历史、产品类型、

车间布置、加工工艺与设备、生产管理、企业文化

等，为学生了解企业项目设计背景打下良好的

基础。

３）项目训练。
将学生分配２人一组，学校教师指导４～８个

学生，全面负责学生的项目设计内容与设计说明书

撰写格式；企业工程师参与指导学生的设计过程，

解答学生的疑问。最终，由５名教师和１名企业工
程师组成答辩小组，要求学生进行项目设计答辩，

并给予设计评语、成绩。

最终，使学生完成液压机设计项目训练内容，

掌握设计方法、机械加工工艺，培养具有团队协作

精神等实践综合能力。

（２）毕业实习模块。
德国应用型高校学生必须在企业毕业实习 ３

个月以上。将毕业实习的学生安排到相应企业中，

在企业高级工程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进行为期３个
月以上的毕业实习，进一步熟悉企业产品设计与制

造流程。企业对学生考核，并要求学生撰写毕业实

习报告。

通过已学的专业知识，基于企业实践和项目训

练模块的基础上，学生应用专业知识，进行毕业实

习的模块学习。同时，要求学生运用交流与沟通和

自主学习，进一步熟悉企业产品设计、制造与管理

情况。

例如，合肥学院机械工程专业进行６学分的毕
业实习，进行四周时间的毕业实习。安排在大四下

学期，作为一门单独的模块。采用的是“自主实习”

和“统一实习”相结合的实习方式。自主实习是已

经与用人单位签订工作协议的部分学生到工作单

位实习。统一实习是对于暂时还未找到工作或未

签订工作协议的部分学生，则由学校统一安排到各

实习基地实习。

在大四上学期期中，即公布毕业设计（实习）

选题计划，学生可以充分利用假期时间开展毕业

实习，老师指导实习的题目方向，学生带着选题实

习，目的更加明确。实习单位、实习内容与选题密

切相关。同时，采取校内与实习单位双导师合作

培养的模式，学生可以从不同层面、多角度、系统

地思考问题。通过实习，学生可对课题的认识逐

步清晰。学生根据指定的课题实习，或来源于单

位实习的课题，有些来源于教师的科研问题。教

师制定明确的实习内容、要求和任务。教学规定

校内与实习单位导师围绕毕业设计题目背景，共

同制定实习内容、计划和考核形式。例如，针对汽

车覆盖件模具毕业设计题目，学生应到相应的汽

车模具制造企业实习。以毕业实习培养大纲为目

标，学校指导教师与企业工程师共同制定覆盖件

模具毕业实习内容、计划与考核形式。如表 ３
所示。

毕业实习成绩独立考核，内容包括毕业实习表

现、实习报告、实习答辩以及实习单位评价等。可

见，合肥学院的机械工程专业的毕业实习与德国应

用型大学实践教学理念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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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毕业实习安排、内容与考核形式

序号 时间 实习内容 考核形式

１ 第一周

在汽车制造车间实习，熟悉钼钒合金铸铁模具材料，以及车

削、平面磨削、内外圆磨削、数控削铣削、数控曲面磨削、高速

加工中心等加工工艺、工序流程、加工文件、车间管理文件

指导教师口试并讨论

２ 第二周
在企业工程师和加工师傅指导下，进一步熟悉第一周的实习

内容，并参与数控机床的编程、加工工作

撰写毕业实习报告的实习内

容，工程师口试并讨论

３ 第三周

到汽车模具设计部实习，运用在学校所学的三维ＣＡＤ设计软
件，结合Ｄｙｎａｆｏｒｍ板料成形软件，熟悉模具 ＣＡＤ、ＣＡＥ设计
过程

指导教师口试并讨论

４ 第四周
进一步熟悉模具ＣＡＤ、ＣＡＥ设计，并参与模具在成形设备上
调模

撰写毕业实习报告的实习内

容，工程师口试并讨论

　　（３）毕业设计模块。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毕业设计题目来源于企

业的技术难题，少部分来源于教师的应用型科研项

目。教师将企业项目中的技术问题分解，把任务分

配给学生，要求学生制定毕业设计计划与进度，并

与教师讨论、修改，直至被认可。由学校教师和企

业工程师共同指导，完成专业技术工作，着重提高

学生解决工程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工

程应用创新意识和精神。在企业工程师与学校教

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独立完成毕业设计。

依据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模块化培养模式，合

肥学院机械工程专业毕业设计要求学生应用已学

的专业知识，合理选择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与

他人交流与沟通，自主学习相应知识，完成毕业设

计所规定的任务。

例如，合肥学院机械工程专业要求毕业设计（论

文）选题应符合专业培养目标，体现专业特点，选题

要有实用性、先进性和创新性，避免简单的重复。指

导教师布置来源于企业的工程问题课题，对学生进

行毕业设计训练，培养学生具备综合应用现代设计

方法，解决机械结构设计，零件加工工艺编制，具备企

业应用型工程师的素质。毕业设计实施时间为１２
周，教学安排内容和部分依托企业如表４所示。企业
工程师指导学生毕业实习和设计见图２。

表４　毕业设计教学安排内容与能力和素质

名称 时间 教学安排内容
所要培养的知识、

能力和素质

依托企业

（部分）

毕业

设计
１２周

　　毕业设计真题真做，项目来自企业实际问题，由学校教
师和企业工程师共同指导，完成专业技术工作，着重提高学

生解决工程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工程应用创新

意识和精神

（１）机械产品设计的知识与技能
（２）工艺过程的知识与技能，包括典型零件的加工工艺

过程，并能分析解决现场出现的一般工艺问题

（３）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应用的知识以及专业软件
的深层次应用

（４）工程基础知识，工程技术问题的实践解决能力
（５）工程推理和解决复杂机械工程问题的能力，从工程

实践中探寻专业知识及文献调研、归纳能力

（６）项目及工程管理，包括现场技术服务和技术管理的
能力、沟通与交流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组织能力

（７）行业政策法规，职业道德，以及相关企业文化、核心
价值观

机械产品设计方法

机械加工工艺编制

机械制造自动化

数控加工编程

现代ＣＡＤ设计能力
现代ＣＡＥ设计能力
工程项目技术管理

机械工程师素养

（１）合肥锻压
机床有限公司

（２）合肥三洋
电器有限公司

（３）合肥车桥
有限责任公司

（４）安徽江淮
专用汽车有限

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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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企业工程师在指导学生毕业实习和设计

　　通过应用知识与理解、知识应用、选用解决问
题的方法、交流与沟通和自主学习的现代国际先进

教学理念，达到培养专业人才的实践教学目标。同

时，与企业合作培养专业人才，可调整相应的课程

设置，修改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与手段，考核方

式等。通过系列的实践模块学习，学生在校期间，

就能融入到企业工程技术中，参加企业机械产品设

计与制造。另外，为了进一步改进与验证教学效

果，持续提高教学质量。向学生问卷调研，不断地

完善与维护模块教学内容。通过评价，验证该模块

化课程教学效果和学生的满意度，揭示教育教学的

规律。

２　结　论
借鉴德国应用科学大学模块化教学模式，应用

知识与理解、知识应用、选用解决问题的方法、交流

与沟通和自主学习的教学理念，通过合肥学院机械

工程专业的实践模块教学设计，系统训练学生的动

手实践与创新思维，将知识转化为能力和综合素

质，促进课程体系的重构，教学内容的重组，教学过

程的改革和评价教学方法的革新，能解决学生实践

与创新能力的高等教育应用型技术人才教学的难

点和重点。尤其是重视通过来源于企业工作内容

的实践模块学习，使学生在校期间，能融入到企业

工程背景中，参加企业工程项目设计。因此，应用

模块化教学模式，重视实践教学环节，能有力地推

进教育模式的创新。但是，在培养高级工程人才方

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有特色的专业方向的教学

改革，满足国家对行业人才的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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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随着社会发展、经济增长以及建设创新型国家

战略的实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要求在不断提

高。我国高等教育法第５条明确规定：“高等教育
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

门人才”。［１］目前我国大学生就业压力和竞争日趋

激烈，不少地方高校毕业生都面临着就业和择业困

境，而企业方面需要却招不到合适的人才，其根本

原因在于高等教育与产业发展不适应，高校培养的

人才理论脱离实际，实践能力不强，很难适应企业

对技术性人才的需求，而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就是

校企合作，校企合作是利用学校和企业两种不同的

教育资源和环境，最大限度地发挥双方优势，摒弃

双方劣势，推动高校和企业的双赢。［２－４］

蚌埠学院是一所以工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的

普通本科院校，学院以“就业”为导向，创造条件，积

极进行校企合作，探索新的人才培养体系，不断提

高教育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本文以蚌埠学院生物

工程专业学生培养为例，探讨校企合作下应用型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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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１　校企合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面
临的困惑

１．１　学校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等方面不适应
企业需求

传统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无法满足企业的需

求，对学生创新和创业能力的培养也未完全体现，

同时也缺少相对应的实践教学体系作为支撑，对学

生的实践技能、创造能力和就业能力的培养不够，

与企业需求的技术性人才还存在相当的差距。学

生就业后需要企业继续进行技术培养，影响了企业

用人和学生顺利顶岗。

１．２　校企合作中企业参与的意识淡薄，合作层次
较浅

企业是以盈利为目标的市场经济主体，与高校

合作办学企业需要安排专人来管理，这样会浪费企

业人力资源，而为学生提供实习地点及照顾学生在

企业的生活则会大量增加运营成本。因此，在没有

相应政策的激励下，企业不愿直接参与高等教育。

校企合作就会停留在较浅的层次，没有进行深层次

的交流合作。很多企业仅仅是为毕业生提供实习

岗位，经常会出现毕业生只是为了实习而进行实

习。校企合作未能从培养目标、专业设置、实训基

地建设、课程开发等方面形成有效的合作模式，会

使学校教育和企业需求之间存在脱节，无法达到应

用型创新人才培养的要求。

１．３　校企合作教材开发较少，“双能型”师资力量
培养不足

学校使用的教材多偏理论，而工厂企业则偏实

践，学校教材不能完全适应企业生产实际的需求。

校企合作、产学结合的这类实践教材较缺少，购买

的教材不能满足专业的需求，急需校企合作编写实

践性工程化教材。

“双能型”教师是指既能从事教学科研，又有实

践经验的老师，这需要教师深入企业生产一线，了

解企业最新技术，这些都离不开企业的培训和支

持。大部分高校教师都是博士或硕士毕业后直接

进入高校教书，没有企业实践经验，不能承担学生

工程化实践技能的培养任务，“双能型”教师队伍

急需建设。

１．４　校企合作反馈机制需要完善
校企合作中，高校负责校内教学，而企业则

负责实践和工程化指导，由于没有形成长效的合

作和信息反馈机制，学校和企业的交流合作相对

较少，对人才培养上也很难达成一致的目标，信

息不能得到及时反馈，也不能根据市场和企业需

求及时调整教学内容，这容易使学科建设和学科

调整与社会实际脱节，影响教学内容的调整和教

学手段的改革，培养的人才也无法满足企业的特

殊需要。

２　校企合作下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的构建

２．１　明确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内涵及特点
校企合作地方本科院校培养的应用型创新人

才既要有知识、有能力，更要有使知识和能力得到

充分发挥的素质。

（１）培养专业基础知识扎实，知识面广，有发展
潜力和后劲的学生。

（２）培养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学生，即有较强
的技术应用能力，具备科学探索、创新和创业能力，

具备技术转化与开发能力。

（３）培养具有道德素质、专业素质和职业素质，
在服务和管理等方面具有一定协调和管理能力的

学生。

２．２　校企合作平台建设
按照合作的深度，校企合作可分为三个层面的

模式，即浅层次合作模式、中层次合作模式及深层

次合作模式。［５］浅层次合作是指企业配合学校，提

供相应的实习岗位或者校外实习基地；中层次合作

是指在高校人才培养中实行校企合作，联合培养人

才，企业要参与讨论和制定人才培养目标和教学体

系，由企业来制定学生在企业进行的实习和实训任

务；深层次合作模式即“校企实体合作型”模式，企

业给学校投资，全方位参与学生的培养，参与学校

的办学和人才培养，“教学—科研—开发”三位一体

得到真正体现（校企合作平台建设如图１所示）。
近年来，蚌埠学院与本地和外地不少龙头企业合作

交流频繁，在校企合作下本着“交流学习，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原则，构建校企合作全方位平台，取得一

定进展，例如学校和安徽丰原集团成立了丰原发酵

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蚌埠学院分中心等。根

据学校发展和企业需要，探索不同时期的校企合作

模式。校企双方在合作共建中，充分发挥各自专业

技术和人才优势，以期建立长期的互助共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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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校企合作平台

２．３　校企合作下生物工程“卓越计划”人才培养
方案的制定

可行性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是校企合作的第

一步，有着重要的意义。方案的制定既要符合学校

教书育人的基本原则，也要符合企业的生产管理需

求。要充分考虑双方在校企合作中的立场和出发

点，多调研、多考察、多讨论、多安排专家对人才培

养方案进行论证，再由校企双方领导团队进行最后

审定。

蚌埠学院一直积极进行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

式的探索，已组织校企专家对制定的蚌埠学院生物

工程“卓越计划”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讨论论证，该

方案目前正在顺利实施中。该方案将教学课程进

行分工，由校方来安排理论教学，由企业来安排专

业性实践教学。综合培养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对能

力的运用，将教学与企业的生产设备和技术能力相

结合，以生物工程专业毕业生的市场需求和企业岗

位要求为出发点来制定和实施教学内容。低年级

进行专业基础学习，高年级则根据企业的要求开设

不同专业方向，这样既保证了学校对于专业培养的

准确性，又能使培养的人才更具备针对性和适

用性。

２．３．１　校企合作生物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的
确定

（１）培养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和德、智、体、美
全面发展的人才。

（２）通过在企业实训和分阶段学习，培养具备
生物工程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

德和工程意识的人才。

（３）培养获得工程师基本训练和素质的高级工
程人才。

（４）培养区域生物化工产业所需要的，掌握生物
化工生产工艺和过程，在生物化工及相关企业和部

门从事生产运行、质量控制、生产管理、技术开发、工

程设计和科学研究等方面工作的工程技术人才。

２．３．２　校企合作实践教学模式的构建
实践教学环节分成实验、实习、实训和毕业设

计４个部分，由层次基础实验层（基础实验模块）、
专业技术层（专业技术类实验模块）、综合技术层

（综合工程训练模块）和创新实践层（工程类实训模

块）支撑。在实践教学组织实施中，循序渐进，让学

生逐步掌握实验技能、专业技能、复合能力和综合

创新能力的培养。如图２所示。

图２　实践教学培养模式

　　企业培养方案中，实践环节分为四个部分，如
图３所示。

（１）工程认知实习。
学生需要了解企业的文化、企业的现状、产品

性能、工艺流程、企业销售和研发，需要了解企业各

部门的分工与职能、企业的管理制度，了解企业在

环境、安全等方面的工作。

（２）现场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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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企业现场填写实习报告，组成技术讨论

小组，对实习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向指导老师请教，成

绩由两部分构成：实习报告８０％＋现场表现２０％。
（３）企业轮岗实习。
学生可以组成技术小组，在企业３～５个不同

部门或岗位进行轮岗实习，接受工程师基本训练，

掌握生物化工生产工艺、过程，培养生产运行、质量

控制、管理、工程设计和技术开发的能力。轮岗时

间为２个月，学生在企业不同岗位学习后均要完成
该岗位的实习报告，要针对生产中存在的问题积极

讨论，认真思考，提出自己的看法、体会及合理化建

议，实习总成绩由企业工程师（７０％）和学校指导教
师（３０％）共同评定。

（４）毕业设计。
实习结束后的毕业设计，由校企双方教师共同

指导。毕业设计题目可以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拟

定，也可以是某一产品技术的改革。校企双方可以

根据课程设置构建企业需要的实训项目，根据毕业

设计要求进行指导，使企业得到人才，学生得到技

能，学校得到发展，从而实现学校与企业“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三赢效

果。［５－６］

图３　企业培养计划

３　校企合作改革措施与实践
３．１　出版校企合作实践指导书及构建“双能型”教
学团队

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深刻理解“大工程”“大实

践”的内涵，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为社会和企

业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本科人才，根据蚌埠学院实

际情况，积极开展校企合作实训教材的编写工作。

目前获得省级规划教材立项的由生物工程专业课

程建设小组和丰原发酵技术有限公司合作编写的

《发酵工程综合实训》教材已经印刷出版，即将投入

使用。

校企合作是高校教师提高“双能型”能力的最

好途径，学校积极实施“请进来”和“走出去”的措

施，［７］一方面选派优秀教师深入企业参加培训或者

挂职锻炼，与企业开展科研合作，同时开展多形式

的专业教师实践技能培训，和学生一起参加实践实

训，积累生产经验，改善和提高教师实践能力，为理

论教学提供实践素材；另一方面从企业选聘有实践

教学和指导能力的工程技术人员作为实践指导教

师，承担实践教学和毕业设计指导，充分发挥他们

实践技能强的优势。蚌埠学院生物工程教研室每

年都会派出２～４名教师到企业挂职或培训，充实
和增强 “双能型”教师队伍。

３．２　对教学质量进行监控，促进校企合作可持续
发展

合作办学的校企双方都必须参与到整个教学

的过程中来。学生在学校先进行基础专业知识的

学习，然后企业再为学生提供一个实践锻炼的平

台。企业现场教学往往是企业工程师或技术员来

指导，学校老师进行辅助，合作教育中出现的任何

问题都需要双方及时了解、及时沟通、协商解决，因

此建立可持续发展的质量监控体系和管理条例是

必须的，对学生在企业中实地操作的课程也需建立

一个考评机制，及时给予学生评定成绩，企业与学

校也可共同举办技能竞赛等活动，用资金、奖赏来

激发学生的求知欲。［８］

３．３　校企合作实验室和实训基地的建立
校企合作，共建校内校外实验室和实训基地，

形成整体推进、立体交叉、共建共赢的合作实践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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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企业可以为学校提供校外实习和实训岗位，而

校内实验室、实训中心则是学生实践技能充分锻炼

的重要保证。［９］蚌埠学院与本地龙头企业合作交流

频繁，校企双方在共建过程中，充分发挥各自专业

技术和人才优势，建设全方位合作平台，达到资源

共享、人才共育、教学互补、科研互助和经验互学的

目的。校企共建的校内生物工程专业发酵工程实

训中心是高质量实训基地，学生可以方便地在学校

就能接受到企业化的培训。

３．４　大学生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对教学中存在的教学形式单一、教学范围较

窄、缺乏创新能力培养等问题不断改革，将创新创

业课程纳入通识课程教育体系，逐步增加创新创业

能力培养课程。通过举办各种讲座，开设就业指导

等课程，不断激发和提升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通

过改革，学生的创新创业实践教学效果不断增加，

学生积极参加专业竞赛，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申

报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等，获得各种荣誉，国家级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申报与获批数目每年递增。

蚌埠学院鼓励学生的创新创业，积极支持和资助大

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并为他们的发展争取和创造条

件。以科研项目为基础和依托，开展大学生创新创

业训练，有利于提高科研水平，提高学生的创新能

力和创业意识，为大学生的学习、就业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４　结束语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提出高校本科教育的重点是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着力提高大学生服务国家和人民的

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

的实践能力。［１０］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成

功需要高校的积极推动，更需要企业的积极参与和

配合。校企合作也存在很多困难，例如缺乏相应的

制度和法律制约，缺乏校企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受益

的具体的实施规则等。［１１］政府也应加大政策出台和

资金支持，吸引更多的企业走进校园，共同培养出

企业需求的应用型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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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应用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践与探索
———以铜陵学院为例

倪国爱
（铜陵学院，安徽 铜陵　２４４０００）

摘　要：应用型本科高校担负着为地方培养高素质、创新型应用型人才的任务，铜陵学院积极践行“四型”教育
（办学定位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创新型”、教师建设的“双能型”、学生发展的“创业型”），深入实施创新创

业教育改革。同时，学校针对诸多亟待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力争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创新人才培养体

制、机制与制度，构建完善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加强“双能型”师资队伍建设，夯实拓展实践教育基地，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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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为响应国家创新驱动战略，贯彻落实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的实施意见》和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

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等文件

精神，全国各高校在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提

高大学生自主创新创业能力等方面进行了很多有

益的探索和尝试。［１］近年来，铜陵学院紧紧围绕创

新创业教育的特点、模式和运行机制，主动将创新

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积极践行“四型”教

育（办学定位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创新型”、

教师建设的“双能型”、学生发展的“创业型”），大

力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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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围绕“四型”教育实施创新创业教
育改革

１．１　围绕“应用型”，加快推动学校转型发展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逐步从“精英型”向“大

众化”过渡，地方高校顺应形势，基本上坚持走“应

用型”发展道路，以培养具有创新创业精神和实践

动手能力的应用型人才为主要任务。近年来，铜陵

学院历经多次教育思想观念大讨论，牢固树立“应

用型、地方性、开放式”的办学定位，加快向“应用

型”高校深度转变。设立了实践教学管理处、创新

创业教育学院等职能部门，成立了教育教学研究所

和区域经济研究所等机构。２００９年，学校获批为省
级示范应用型本科院校立项建设单位。２０１２年获
批为安徽省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示范校，同年

获得“安徽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标兵单位”

称号。２０１３年获批安徽省大学生 ＡＡ级创业孵化
基地，并获基地项目孵化基金８０万元。２０１５年，学
校获批为安徽省地方应用型高水平大学立项建设

单位。

１．２　围绕“创新型”，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型国家建设，需要“创新型”人才的支撑。

近年来，学校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着力提高创

新创业教育水平。

一是在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中，坚持把创新创业

教育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为实现创新创业教

育和专业教育的有机统一，学校将学生的观察力与

想象力结合起来，把创新创业实践与培养大学生合

作能力联系起来；把创新创业精神融入教学组织形

式，把创新创业理论融入课程教学内容，把创新创

业实践融入人才培养模式，有力促进了学校的创新

创业教育改革。

二是在教学课程安排上，把创新创业教育嵌入

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将《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投资学》《创业学》《理财规划》等课程作为必修课

程列入教学计划，有的作为公共选修课程供全校学

生选修。管理类、经济类专业都在人才培养方案中

安排为期三周以上的创业模拟实训或创业训练。

三是在实习实训平台建设上，把“校企合作”作

为主要形式和方法。３年来，学校与地方企业合作
共建了“铜加工及其关键技术”“光电子技术研究中

心”等５个协同创新中心。与德国博世力士乐、美
国ＧＥＦａｎｕｃ公司、浙江华为、河南许继集团等国内

外企业合作共建校内实验实训场所，累计投入建设

经费达６０００多万元。加强与企业、行业联系与合
作，先后申报并实施了“卓越会计师班”“卓越法律

人才班”“卓越电气工程师班”等７个卓越人才培养
计划项目，共同建立实践教学体系及其质量保障

体系。

四是在毕业综合训练上，把深化毕业论文（设

计）改革作为着力点。为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意

识和实践能力，学校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毕业

论文（设计）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倡并鼓励学生以

与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学科与技能竞赛作品、大

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创业计划书等创新性实践成果

替代毕业论文（设计）。

１．３　围绕“双能型”，努力打造高水平教师队伍
建设一支既具有应用型人才培养能力，又具有

产学研合作能力的师资队伍，是培养“创新型”应用

型人才的关键。为此，学校在“双师双能型”师资队

伍建设方面采取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一是由注重

教师学术水平向建设“双能型”教师队伍转变，制定

了“双能型”教师队伍培养办法、“双百计划”实施

方案等，大力拓展教师的实践背景和提升教师的应

用能力。近３年，学校选派９０多位教师到地方挂
职锻炼，聘请企业行业教师 ２３０多人来校兼职授
课。目前，学校“双师双能型”教师占专任教师的比

例达４０％以上。二是大力加强创新创业导师培养，
目前，学校拥有省级创业培训师１１名、省级创业指
导师１２名，创业模拟实训师７名（还有２０名教师
正在接受培训）。三是注重教师结合教育教学与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开展应用性研究，鼓励教师在

积极申报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的同时，踊跃开

展产学研横向课题的研究，以科研促进教学、服务

教学和反哺教学。

１．４　围绕“创业型”，全面优化学生创新创业环境
学校注重营造氛围、优化环境，努力使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深入人心。

一是坚持以教育培训为基础，积极开发大学生

创新创业潜能，广泛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和培训活

动，目前在校大学生接受创业教育和创业培训的人

数达 ３０％以上。二是大力开展创业培训。２００９
年，学校与铜陵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共建了省

内首家大学生ＳＹＢ创业培训基地，目前已培训学生
８０００余名。

二是坚持以创新创业指导为抓手，丰富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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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实践。建设大学生创业模拟实训中心，目前，

先后取得创业模拟实训证书的学生有２４００多名。
成立了大学生创业协会，聘请校内创业导师担任协

会指导教师。鼓励社会上成功创业者、知名企业

家、专家学者等担任兼职创业导师。学校与铜陵市

职业经理人协会长期合作，联合开展“ＣＥＯ１＋１工
程”活动。

三是坚持以创新创业竞赛为平台，激发大学生

创新创业热情。近２年，先后举办１２场次校内比
赛活动，参与学生５２０人次。２个学生创业团队在
铜陵市“你创业，我支持”创业大赛中获基金资助。

２名学生在全国大学生创业模拟大赛中获奖，３个
创业团队获省级奖项。

四是坚持以实施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为抓手，发

挥项目驱动作用，推进大学生创新创业。近３年，
铜陵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共立项３７１
项，其中国家级 １２８项、省级 ３２３项。学校实施了
“未来企业家”培养计划，设立专门的创业扶持专项

资金，积极促进大学生创新创业。

２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面临的问题
近年来，铜陵学院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虽然取得

了一定成绩，但由于学校创新创业教育仍处于起步

阶段，创新创业改革还面临着很多问题，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方面。

２．１　创新创业教育模式有待进一步完善
创新创业教育的模式应该是以课堂教学为主

导，以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参与为前提，以提高学生

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为重点，为学生提供实践场

所、政策扶持和跟踪指导等全方位一体化的教育模

式。但在实际的创新创业教育过程中，目前大多情

况下仍然以教师讲授，学生“被动”接受为主，学生

很少亲身参与创新创业实践。此外，部分二级教学

院部目前仍然将创新创业教育定位在学生第二课

堂的层次上，没有将其真正纳入到人才培养方案规

定的教学体系之中，教育教学效果并不理想。

２．２　创新创业教育的课程体系有待进一步健全
规范、合理、科学的课程体系是教学活动有效

开展的基础，如何将创新创业教育所涵盖的内容科

学合理规划是实施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关键环

节。［２］目前学校虽然开展了与创新创业教育相关的

讲座、公选课等，但是还没有将这些独立的课程有

效组合，相互贯通，使之成为支撑创新创业教育理

论的课程体系，这些课程与其他课程之间的关联性

和逻辑性还需进一步完善，学生无法系统全面地掌

握创新创业所需的知识结构，无法真正提高学生的

创新创业能力。

２．３　创新创业教育师资力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虽然目前学校在“双师双能型”师资队伍建设

方面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但是

能够胜任创新创业教育的教师整体数量还是不足，

特别是具有创新创业实践经验教师的数量更少。

由于缺乏必要的实践动手经验，因此对学生的创新

创业教育也仅仅是停留在书面的理论层次上，尚不

能使用一些生动鲜活的实际案例和经验与同学们

分享，教学效果受到影响。

２．４　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平台建设有待进一步强化
铜陵学院作为一所新建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

历来重视对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能力的培养，但在实

际的应用型人才培养过程中，由于缺乏必要的设

备、人员和资金等要素，学校已建成大学生创新创

业中心规模较小，使用率也不高。创新创业教育实

践基地建设不够多样化，专业的指导教师跟踪指导

力度也不够，无法开展多元化的创新创业实践

活动。

３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具体对策
实施创新创业教育改革，高校教师必须进一步

改进教育教学观念，充分认识到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的本质是综合素质教育改革，必须以培养和提高大

学生创新创业精神、意识和实践能力为主线，以“育

人”为目标，最终达到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３］

３．１　构建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管理和评估机制
为促进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建立规范、科学、系

统、合理的管理平台显得尤为重要。学校已成立了

创新创业学院，可以会同教务部门，指导二级学院

制定具体的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方案，人事处、科研

处、学生处、团委等职能部门参与其中，负责做好创

新创业教育改革的教学保障和服务协调工作，形成

“多方参与、齐抓共管”的创新创业教育协调机制，

确保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的顺利实施。

目前，安徽省已把创新创业教育工作列入高校

党建和发展的重要考核指标之一，学校应该因势利

导，建立科学合理的创新创业课程教学质量保障体

系，对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的教学质量进行科学严谨

的督导，通过管理部门评价、教师互评、学生评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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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对教师的教学态度、水平、方法和效果等方面

进行全面考核。同时由教务部门牵头，制定相应的

教学评估指标体系，对学校各二级学院开展的创新

创业教育改革成效进行全面的评估，做到以评促

改，以评促教。

３．２　建立完善合理的课程体系
实施创新创业教育改革，需要不断地构建、完

善并改革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

应将创新创业教育课程融入专业教育课程体系当

中，在开展专业培养的同时，积极开展创新创业教

育，探索新的教学模式，并根据应用型本科高校的

特点将课程分为理论课和实践课，建立全过程、立

体化、多层次的课程体系。

理论课方面，融合就业指导和职业生涯规划等

课程内容，开设创新创业基础课程，将其纳入公共

必修课。同时，开设“ＧＹＢ”“ＳＩＹＢ”等专业度较高
的培训课程，根据不同专业的特点和人才培养目

标，将创新创业类课程与专业课程体系有机结合。

此外，还可以开通网络课程，方便学生随时随地听

课学习。

实践课方面，低年级学生以开展基础层次的行

业企业认知实践为主，如到企业参观、认知实习，开

展双休日拜师学艺等；中高年级学生可以结合专业

特点，组织参加学科竞赛、创新创业计划大赛等，积

极开展创新创业技能培训；毕业班学生则可以结合

毕业综合训练，开展企业实践和创新创业实践活

动，入驻基地进行项目孵化等。

３．３　进一步加强“双师双能型”师资队伍建设
创新创业教育对高校教师跨专业领域的要求

比较高［４］，首先，学校可以通过引进高层次人才为

依托，成立专门的教学组，对全校创新创业课程进

行科学规划、组织和论证。然后，安排校内相关专

业教师承担法律、经济学、心理学等模块的专题教

学。随后，在校内选拔一批青年教师，对其进行创

新创业教育知识技能、教学方法的培训，使他们熟

练掌握创新创业教育的基本方法和技巧，成为学校

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的稳定力量。

３．４　拓展夯实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基地建设
在校内实践基地的建设方面，除了保证基础的

硬件设施、相关仪器设备之外，可以通过多种方式，

形成基地内的良性竞争，促进学术氛围。对于需要

扶植的项目，建立规范完善的保障制度，确保创新

创业孵化项目顺利实施，基地要配备专业的指导教

师，全程跟踪指导孵化项目。同时，要出台相应的

保障制度和措施，保证师生的参与热情和权益。［５］

此外，学校应该积极拓宽校外创新创业教育实

践基地，积极寻求和整合各方资源，发挥自身特长，

在产教融合、校企（地）合作方面做一些延伸和探

索，各学科、专业发挥资源优势在地方特色经济开

发区、产业园、科技园等经济产业密集区积极开拓，

为学生打造专业的校外实践基地。

３．５　强化制度保障
继续推行小学期制，保证三周时间专门进行创

新创业教育；加强教学管理制度建设，加强创新创

业学分管理；继续推行“未来企业家计划”，办好创

业培训班、创业兴趣班、创业实验班和创业实践班；

深化教学二级管理，完善绩效工资制度，收入分配

上向创新创业教育倾斜，从而调动广大教师从事创

新创业教育教学的积极性。

总之，地方应用型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学校在不断优化体制机

制、创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同时，还需要借助

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力量优化教学外部环境。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

能一蹴而就，也无法在短时期内获得立竿见影的成

效，需要高校在具体的教学实践过程中逐步摸索和

实施。学校上下只有齐心协力，齐抓共管，不断吸

引广大师生广泛参与，形成良好的教学氛围。只有

这样，地方应用型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事业才

会迈向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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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高校合作创建应用型人才培养基地的实践探索
———以上海电机学院中德智能制造学院建设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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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第四次工业革命呼唤加快培养智能制造领域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上海在落实“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国家
战略和“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精心打造临港国际智能制造中心。上海电机学院密切结合产业发展趋势和
临港智能制造企业的现实需求，着力建设中德智能制造学院。学院的人才培养定位于一线现场工程师，与德国

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深度合作，定制开展职前职后人才培养培训，产教融合培养智能制造领域的高素质人才，

服务临港区域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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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６月，上海电机学院中德智能制造学院
正式成立。中德智能制造学院引入德国智能制造

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致力于培养智能制造领域高

素质的工程技术应用型人才，通过中德应用技术大

学和智能制造领域校企间的合作，共同助力上海临

港国际智能制造中心建设。

１　中德智能制造学院的建设背景
１．１　第四次工业革命呼吁加快培养智能制造领域
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

工业革命是现代文明的起点，使人类生存方式

发生根本性的变革。经历了“蒸汽时代”“电气时

代”和“信息时代”，全球掀起了第四次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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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在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和联邦经
济技术部的联手资助，德国国家工程院、弗劳恩霍

夫协会（Ｆｒａｕｎｈｏｆｅｒ－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西门子公司
（ＳＩＥＭＥＮＳ）等德国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建议和推动
下形成了“工业４．０”项目，并逐渐上升为国家级
战略。２０１４年１１月，李克强总理访问德国，中德
双方发表《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共塑创新》①，宣布

两国将开展“工业４．０”合作，从此“工业４．０”成
为中德两国未来产业合作新方向。２０１５年３月李
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做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制定‘互联网 ＋’行动计
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

与现代制造业结合②，工业互联网正在从消费品工

业向装备制造和能源、新材料等工业领域渗透，全

面推动传统工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在国家的整体

布局下，上海正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中心，临港地区对接“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和“上
海科创中心建设”，正着力打造国际智能制造中

心，进行产业升级。［１］

上海电机学院中德智能制造学院的建设契合

了时代大背景，符合我国发展目标和临港地区的需

求，是顺势而为的时代选择。

１．２　人才为本的发展战略和现实需求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中明确提出：“坚持把人才作

为建设制造强国的根本，改革和完善学校教育体

系，建设和强化继续教育体系，加快培养制造业发

展所需的专业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技能人才，

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制造业人才

队伍。”③

通过对上海临港集团、上海电气集团、上海

汽车集团等企业的走访调研，我们发现，由于互

联网和移动通信的广泛应用，工业结构、经济结

构和社会结构日趋向扁平化、分散化转变，结构

的变化不仅没有弱化人的因素，反而将人才置于

更重要的地位，构筑人才高地是企业未来发展最

重要的支撑要素，智能制造领域高素质的工程技

术人员和管理者需要更加从容的实现广泛的人

机合作和协同。

上海电机学院具备深厚的行业背景，与制造业

企业在产学合作、学生实习、员工培训等方面联系

密切，行业企业的技术专家和技术骨干常年在学校

兼职指导学生实习实践，有利于保障高质量工程技

术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１．３　当前我国在中德合作智能制造领域人才培养
方面有较大发展空间

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于２０１６年７月通过了若
干项中德智能制造合作的试点示范项目④，其中就

有临港管委会联合上海市经信委共同申报的“中德

合作智能制造临港综合示范区”。区域产业和社会

经济发展对中德智能制造人才培养有强烈期待。

德国在全球工业和制造业领域具有引领地位，

德语是欧盟及世界范围内的技术语言。当前开设

德语的院校和招收人数较少，精通智能制造专业技

术，又能运用德语的复合型技术人才更是少之又

少。“智能制造技术 ＋德语语言”的模式有效弥补
了纯工科专业语言上的缺憾，让德语作为工具助力

专业前沿的学习，有利于满足对培养复合型智能制

造人才的迫切需求。［２］

２　中德智能制造学院的目标与任务
２．１　培养目标：智能制造领域高素质、应用型、国
际化人才

高素质、应用型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是中德智能

制造学院的宗旨，学院致力于培养既懂德语又精通

智能制造类专业，对接德国标准，紧跟世界智能制

造业发展水平，深入掌握技术原理，熟练操控设备，

并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创新改造的复合型人才。

２．２　中德高校联合定制人才培养方案
２．２．１　 原汁原味引入德国应用技术大学课程标准
和原版教材

在企业调研和职业能力分析基础上，中德双方

的专家组共同商讨确定人才培养方案。引进德国

大学课程能力模块（Ｍｏｄｕｌｂｅｓｃｈｒｅｉｂｕｎｇ），所有专业
学生入学集中学习德语和大类基础课，专业课程采

用全德语教学，即由德国教授使用优秀德国原版教

①
②

③
④

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共塑创新［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４－１０－１１（０２）．
人民日报．解读：李克强政府报告中的“互联网 ＋”是什么［ＤＢ／ＯＬ］ｈｔｔｐ：／／ｓｃｉｔｅｃｈ．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２０１５／０３０５／ｃ１００７－

２６６４４４８９．ｈｔｍｌ，２０１５－０３－０５．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Ｒ］．北京：国务院，２０１５．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公布中德智能制造合作 ２０１６年试点示范项目名单的通知［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ｉｉｔ．ｇｏｖ．ｃｎ／

ｎ１１４６２９５／ｎ１６５２８５８／ｎ１６５２９３０／ｎ３７５７０１６／ｃ５２３２７４３／ｃｏｎｔｅｎｔ．ｈｔｍｌ，２０１６－０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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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力求原汁原味的引入德方课标，体现德国工程

教育的优点，使学生与智能制造技术发展同步，同

时学习德国高校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和严谨务实

的态度作风。

２．２．２　突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基本定位
深入把握德国应用技术大学在人才培养目标、

专业设置和科研方面的应用型导向，注重与临港地

区的经济和产业结构接轨，将临港打造智能制造中

心的优势转化为学校在学科建设上的特色，以培养

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为目标，保证实践性教学和应

用取向，培养学生掌握专业技能和方法，以应用和

实践为本，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学生在大学第一年强化德语，兼顾一些智能制

造大类的专业基础课，在第一学年结束后选择专

业。经过一年的大学适应后，综合自身现有学习情

况、兴趣爱好和职业理想，更理性和从容地进行专

业选择，把握未来的职业方向。

２．２．３　畅通中德双方学生的互换实习
德国课程标准的引入使学生海外交流学习更

加便捷和畅通，课程内容实现对接一致让中方学生

能够自由选择“２＋２”“３＋１”或“４＋０”的学习模
式，达到毕业要求可获双方学士学位或中方学士学

位＋德国高校课程证书。同时，德国合作院校的学
生也可至上海进行海外学习或实习，所获学分受德

国高校认可。

２．２．４　 探索灵活多样的培养模式
中德智能制造学院为每位学生配备学业导师，

导师专业背景各不相同，涵盖了机械、电气、数理、

工业技术、社会人文等几大领域，学生依照自己的

兴趣和需求选择导师，导师能够在学习、生活和素

质拓展等方面对学生给予指导，同时建立导师、任

课教师、辅导员之间的例会沟通机制。建立每位学

生专属的成长手册，多视角、分阶段的成长记录，有

利于细化综合素养评价。［３］同时，搭建多样化学习

和展示平台，组织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通过展览

参观、企业走访、讲座聆听、活动策划、体育竞技来

充实和丰富学习。

３　中德智能制造学院的建设保障
３．１　高水平的工业４．０综合实验实训平台

学校着力打造高水平的工业４．０实验实训中
心，采用模块化形式，能够根据开设的课程，灵活增

添最新的实验设备仪器，通过智能制造系统集成技

术、产品生命周期管理技术、无线射频识别技术和

工业机器人控制技术四项关键技术对接和保障实

验实训平台的高水平。其中，“工业４．０”智能工厂
示范生产线真实还原现实工厂的所有关键要素，智

能制造系统集成技术将智能工厂的虚拟环境和物

理环境联系起来，形成了从客户下单、产品设计、原

材料采购、制造加工、数据追溯分析的完整闭环。

工业４．０综合实验实训中心将学生动手实践、
教师教学、前沿技术模拟培训、校企联合科研等四

大任务整合成一个平台，并形成联动效应。一方面

让学生在校学习期间能对接德国和世界的前沿技

术；另一方面提升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为校企合作

研发提供高水平支撑，服务临港智能制造产业发

展，起到辐射带动作用。

３．２　稳固的校企合作长效机制
校企合作是保证实践性教学、应用性科研、科

技成果转化和促进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关键。

作为曾经的行业大学，上海电机学院在校企合作方

面具有天然优势，利用这一渊源，中德学院广泛联

系落户临港地区的智能制造企业，从学生实习、企

业技术专家聘任、科研合作、实验室共建、继续教育

培训等方面搭建起长效合作的平台和机制，一方面

提升中德学院的办学质量和水平，一方面在理论实

践创新方面给企业以支撑，在合作共赢的背景下助

力临港区域经济的发展。

中德学院从以下方面与临港企业开展紧密有

效的合作：第一，企业为学生提供实习的岗位和企

业导师，学生在工作现场实践知识，培养技能，获得

指导；第二，校企共同进行项目教学和教学方案研

制，依据真实的工作场景提供实践教学项目的课

题；第三，校企合作进行应用性科研，教授团队与企

业合作解决生产中的问题，提高生产效率和产能，

实现技术互赢；第四，邀请企业共同参与工业 ４．０
综合实验室的建设；第五，企业派遣技术专家作为

兼任师资；第六，为企业提供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

培训，针对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在中德

两地分别开展工业４．０、智能制造的培训，同时引入
德国智能制造职业资格证书，针对企业一线的技术

骨干，提升操作水平和职业能力。

３．３　高水平、国际化教学师资队伍
为保证教师的教学质量，教师拥有良好的学科

专业能力、持续不断发展自己的能力等素养，中德

智能制造学院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进行了考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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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判，具有多元化和国际化的特点。第一，中方师

资由拥有智能制造专业背景的德国海归学者担任，

具备良好的德语语言能力和专业学术水平；第二，

德方师资由德国高校智能制造领域的教授担任，在

专业领域有深入的研究；第三，企业师资由智能制

造行业的资深技术专家担任，能基于实践解决实际

问题；第四，德语师资由资深德语教学专家担任，确

保强化德语教学质量。

这四类师资从德语语言学习到全德语智能制

造专业的理论和实践学习，提供支撑和保障，此外

在师资和学术交流的过程中，也有助于提高学校在

专业和系所建设上的水平，密切与企业的联系，提

升国际化程度。

３．４　丰富多彩的素质拓展
学生在学校中除了获得专业知识上的学习外，

综合素质的培育也至关重要，主要表现为应具备的

社会修为、应变能力和正确积极的价值观，中德智

能制造学院倡导以学生为主体，鼓励学生的自主性

和探索性。为扩展学生学习视野、丰富兴趣爱好，

中德学院为学生建设了科创实验室，让学生在紧张

学习之余，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成立科技创新小

组，动手进行３Ｄ打印、制作小型智能机器人，启迪

学生思维。同时，学院定期组织学术系列讲座，邀

请资深德语学者和智能制造行业专家进行专题系

列讲授，培养学生在德语学习方面和专业领域的兴

趣。学院倡导“环境育人”，让学生在良好的学习氛

围和生活环境中，自觉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人文

素养。

上海电机学院中德智能制造学院地处上海临

港，毗邻洋山深水港和自贸区，未来将与区域经济

发展一路同行，为创建国际一流的智能制造中心提

供人才保障，成为上海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又一张靓

丽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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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应用型高校秘书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

丁增武
（合肥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系，合肥　２３０６０１）

摘　要：以秘书学专业实践教学为例，分析了地方新建本科院校中秘书学专业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构建了包
括４个一级指标、１２个二级指标、２８个三级指标的实践教学指标体系，并简要分析了评价方法的使用与现状，
力求为新建秘书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建设及其评价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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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秘书学专业发展现状与专业实践
教学体系构建的困境

　　２０１２年，教育部颁布的最新本科专业目录中，
首次将秘书学专业作为特设专业增列其中，位于

“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这一举措不仅使

得长期徘徊游离于秘书学专业领域的相关本科专

业如文秘教育、汉语言文学（文秘方向）等得到了规

范与统一，也使得应用型中文人才的培养在本科专

业教育层面首次得到落实。

２０１３年起，全国部分高校开始招收秘书学本科
新生，但扩展速度并不快。以安徽省为例，２０１３年
度有安徽师范大学、安徽财经大学、安庆师范学院、

阜阳师范学院和合肥学院５所高校开始首次招收

秘书学新生，其中只有合肥学院一所地方新建本科

院校。２０１４年，安徽省并没有增加新的招生高校。
看来，秘书学作为培养应用中文人才的新建本科专

业似乎并没有迅速赢得高校与市场的青睐，普通高

校特别是地方新建应用型院校对如何办好这个新

专业还是持有相当审慎的态度。仔细推究，还有一

些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新办专业还是专业改造？这是一个难

题。众所周知，秘书学专业基本都开设在中文院

系，而这些院系都有传统的基础专业：汉语言文学。

这两个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的内容设计是有交集

的，主要表现在汉语言、文学、写作部分课程的设置

方面存在交叉现象。从中国秘书职业的发生史看，

“儒”和“秘”同出于“巫史传统”，同源共生。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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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古代封建政治体制中，二者血缘相似，角色经常

互换，有所谓“儒秘同源”之说。［１］这也形成中国秘

书根深蒂固的“文秘”特质，可以视为秘书学专业列

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的基本背景。而

汉语言文学专业作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培养写作

技能的基础专业，之前一向被视为培养秘书的摇

篮。这就导致许多高校特别是新建应用型院校的

中文系都在考虑是将“汉语言文学”专业改造成“秘

书学”专业，还是直接申报后者？

其次，秘书属于应用型中文人才，市场的需求

有其独特性：一方面，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由于

辅助管理的需要，有长期而稳定的职业岗位需求；

另一方面，由于秘书职业的特殊性，年度岗位的需

求量相比较而言有限且分散，且有其他诸如哲学、

历史等文科专业人才的挤入。如此，对“秘书学”专

业的招生规模构成了限制。

第三，秘书学作为应用型专业，其应用型人才

培养方案中的实践教学环节的落实则是各类型实

践技能培养的关键。秘书职业按照岗位可以细分

为涉外秘书、行政秘书、商务秘书、文字秘书等实用

类型，由于秘书岗位的分散性，使得教学计划中的

实践教学在多数情况下无法统一实施。作为后果

之一，秘书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已经成为制

约该专业发展的主要瓶颈。直接原因如下。

１．１　实践教学平台的搭建
实践教学平台包括相关的实习基地，通常分为

两类：校内与校外。校内平台的搭建相对容易，比

较困难的是校外实习基地的建设，因为无论党政机

关还是企事业单位都无法在固定时间内接受大量

的实习学生，来组织从事与秘书学专业相关的专业

实践教学活动，况且这些专业实践教学活动很难与

学生的最终就业挂起钩来。以合肥学院秘书学专

业为例，依托于学院行政上隶属于合肥市所获得的

资源优势，２０１３年合肥学院与合肥市人大、政协合
作共建了秘书学专业实践教学基地，作为该专业的

一个主要实践教学平台，以服务于合肥市每年的

“两会”及日常工作为主要目标，但显然远不能满足

该专业面临的实践教学的需要。在其他实践教学

基地的推进方面也困难重重。

１．２　实践教学师资的培养
“应用型”师资目前正在成为新建应用型本科

院校师资建设工作的重点，以满足大量的实践教学

环节的需求。但困难的是“应用型”教师的培养，就

目前的情况看，很多企事业单位尚不俱备或无很强

烈的意愿来和学校共同承担培养大量此类教师的

任务，校企之间有限的产学研合作平台解决不了问

题，对于办学层次不高的新建本科院校更是如此。

在秘书学专业的实际教学过程中，许多实践（实验）

类课程的教师是极度缺乏的，这就使得专业实践教

学课程体系难以稳定和固化下来，影响人才培养方

案目标的实现。

　　此外，新建本科院校在硬件投入、第二课堂活
动开展等方面的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秘书

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完善。

２　秘书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创新
思路与举措

　　面对上述短时间内难以解决的问题与困难，秘
书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显然需要创新思路

与举措。

２．１　探索设置以“模块化”为核心的创新课程体系
市场经济的新发展对应用型中文人才的专业

能力与职业素养提出了新要求，传统的课程体系已

经难以适应这一新变化，必须重新构建新的课程体

系。“在课程设置上，以提高应用能力为导向，围绕

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知识、能力和素质的要求，坚持

通识课程实用、学科基础课程适用、技术基础课程

管用、专业课程能用的原则设置课程体系。”［２］根据

市场的需求，梳理出秘书学专业核心能力要素是关

键，也是前提。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合肥学院秘书学
专业申报建设期间，经过细致、深入的调研，向合肥

市行政、企事业单位（含部分安徽省属行政事业单

位）共发放调查问卷１０００余份，经过梳理，根据各
不同类型的岗位实践需求对该专业核心能力进行

了一个归纳。围绕这些能力，再进行相应的模块课

程的设置，充实教学体系的基本框架。详见表１。
　　表１九类专业核心能力的提炼比较集中地体
现了秘书学专业注重应用人才培养的定位目标，突

出了“实践教学”在整个人才培养体系中的基础作

用，是构建新的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前提和先导。

２．２　实践教学过程环节的创新设计
２．２．１　“应用型”课堂教学设计

“应用型”课堂教学基于变“知识输入”为“能

力输出”的教学理念，在秘书学专业实践（实验）教

学过程中以培养学生应用能力为主要目标。因此，

可以把此类课堂设计为“教师任务（项目）引导→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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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专业核心能力与课程模块对应关系

专业核心能力 基于专业核心能力的课程模块

人文素养与审美能力 以中国文学、语言类等课程为核心的人文教育模块

秘书专业理论基础 以秘书史、秘书学概论等课程为核心的专业基础模块

秘书事务处理能力（办文、办会、办事） 以秘书实务、文书与档案管理等课程为核心的实务课程模块

秘书写作能力 以基础写作、秘书写作系列等课程为核心的写作模块

人际交往与组织协调能力 以公共关系学、组织行为学等课程为核心的交际模块

社会调查与分析能力 以社会学、社会调查与ＳＰＳＳ应用、调查报告写作等课程为核心的调研模块
信息采集与处理能力 以社科文献检索、办公自动化等课程为核心的信息处理模块

辅助管理能力（行政、商务） 以行政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等课程为核心的管理课程模块

涉外事务处理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 以商贸外语、英文函电、跨文化交际等课程为核心的涉外模块

生自主学习→突出实践应用”的教学模式。这种模
式依托于一定的实验室或相关实践（实验）教学场

所，极为注重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的互动、启发式

学习，甚至师生合作共同完成项目任务。具体教学

方式可以采取教师指导、分组合作、独立完成等形

式，项目任务既可由教师设计，也可由产学研合作

单位或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提供。通过此种教学模

式可以较好地培养学生的独立动手解决问题能力

和自主创新能力。

２．２．２　专业技能实训
专业技能实训是实践教学过程中的基本环

节。当下秘书行业的发展也越来越由传统的文

字、文书工作向技术规律、行业规律乃至市场规律

靠拢。因此，适合不同岗位需求的技能培训要和

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基本目标结合起来。具体到秘

书学专业来说，就是在学生的专业第二课堂活动

中，以办文、办会、办事、语言表达（书面与口语）

和社会调查等专业能力为核心，集中强化相关写

作技巧、办事规则与流程、办公设备与专业软件的

学习、训练。同时，在实践基地有限的情况下，强

化情景模拟训练，注重情景任务的仿真性和模拟

的实效性，在规定的时间内和岗位环境中完成模

拟训练任务。［３］２１１－２１５

２．２．３　课程考核方式的改革
合肥学院在课程考核方面目前采取名为“Ｎ＋

２”的过程考核方式，其一个重要目的在于提高实践
（实验）学时在课程结构中的比重。以秘书学“文书

与档案”课程所采用的“Ｎ＋２”考核方式为例：“Ｎ”
即平时成绩（５０％），主要包括：期中测试（１０％）、实
验成绩（２０％）、课程论文（１０％）、出勤、讨论等
（１０％）；“２”主要包括：期末考试（４０％）、课堂笔记
（１０％）。显然，这种考核模式更加注重学生的平时
积累和专业实践能力，由考核方式的转变出发来倒

逼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由此带来的额外教学工作量统一计入年度教学绩

效考核，也极大地增强了实验教师投入实践教学的

积极性。

２．２．４　实用性与实践型教材的选用
教材建设是构建实践教学体系的重要内容，也

是衡量专业师资和教学质量的重要标准。就目前

情况看，现有的秘书学主干课程教材或受限于知识

体系，或受限于权威意见，大量鲜活的经典或现实

案例没有进入教材之中，实务与技能训练内容跟不

上时代的快速发展，体例编排受限于传统的、表面

上看来比较完善的知识体系，很难反映变动不居的

秘书岗位现状对教材建设提出的要求。针对这种

情况，一个是“选”，教师在征订教材时尽量选用实

用性强的教材，不能过于追求知识体系的完善；一

个是“编”，组织师资力量，根据专业核心能力模块

的培养架构与目标，重新设计实践型的而非理论型

的体系来编排新的教材。

２．３　分阶段、多层次的强化实习模式
正如前述，校外实习基地数量不足限制了秘书

学专业实习工作的全面铺开。在此前提下，合肥学

院借鉴德国应用科学大学（ＦＨ）的实践教学模式，
自２００９年起在国内高校创新性探索了一种实习类
型即“认知实习”。具体来说，在本科学生第四学期

和第五学期之间，专门开辟一个“认知实习学期”，

时间以暑假为主体，再加上第四学期的两周时间，

共１０周左右。这样就丰富了本科实践教学中专业
实习内容的阶段和层次，在不减少专业理论教学的

前提下，对专业实习进行了“强化”。

２．３．１　初期专业见习
主要安排在第一学年，时间不少于１周，可分

散于不同学期，具体时段可由专业教研室统一安排

执行，指导教师灵活掌握。主要内容为安排学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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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职业场所和就业岗位参观学习，其主要目的在

于了解专业就业前景和职业岗位要求，为今后专业

学习选择做准备。

２．３．２　专业实习与实践
主要安排在第二学年，时间不少于３周，可分

散于不同学期，和学生平时的专业第二课堂活动结

合起来，由专业教研室统一安排执行。具体内容可

结合课堂教学多样化，校内校外均可，由指导教师

灵活掌握。其主要目的在于指导学生运用专业知

识，从事调研、竞赛等各种专业实践活动。

２．３．３　认知实习
由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在规定时间内由院

系指导专业教研室统一安排执行，主要为校外岗位

实习。由于时间集中且长，采取专业教师负责制，

事先动员，全程指导，事后总结，并汇总相关支撑

材料。

２．３．４　毕业实习
作为对学生专业实践能力的综合检验，毕业实

习通常安排在大四下学期，１０周左右。近年来高校
毕业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毕业实习逐渐和就业挂

钩，也成为普遍的导向。随着合肥学院近年来对学

生专业核心能力的强化训练，近８０％的学生在毕业
实习期间落实了就业岗位，这也是对专业实践教学

体系构建的一个现实的反馈。

２．４　“应用型”师资队伍建设
“应用型”师资队伍建设对合肥学院等新建本

科院校来说，其核心任务还是立足于提升现有教师

的实验与实践教学水平。合肥学院的主要做法之

一是借鉴德国的“教师实训计划”：要求青年专业课

教师每个任期内有一年以上企事业单位挂职工作

经历，专业基础课教师至少有半年企事业单位挂职

经历，通过有计划选派青年教师出去挂职锻炼，让

他们直接感受教学和实践的差距，及时了解岗位一

线对专业人才应具备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的要求，

为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和实践课程设置提供可靠信

息。［３］５１因此，推进校企合作是培养应用型人才和师

资的必由之路。

２．４．１　“双进双培”，共建实践教学平台
学校实践教学基地进企事业单位，培养教师实

践教学能力和学生专业实践能力；企事业单位的主

管部门技术中心和研发中心进学校，建设“嵌入式

实验室”，培育行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教师产学

研合作能力。

２．４．２　“双聘双挂”，共建应用师资队伍
主要是企事业单位建立“双聘”（学校聘任企事

业单位人才人兼职教师，企事业单位聘任学校教师

担任行业部门主管和技术人员）、“双挂”（教师到

企事业单位挂职，企事业单位高级人才到学校挂

职）制度，强化“双能型”的师资队伍建设。［４］合肥学

院秘书学专业与合肥市人大、政协已经就“双聘双

挂”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制度，在人才培养方案修订、

小型实践课程教学及实习、毕业论文写作指导等方

面充分发挥作用，成效显著。

３　秘书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中评价
指标体系的构建

　　评价指标体系是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的必
然和必要的内容，前者必须由一系列的测量指标来

体现，这些测量指标必须是对专业实践教学资源、

潜力和成效的全面、综合的考量。由于各个高等院

校办学条件之间的差异较大，故而这些测量指标的

设定成为一个难题。

基于上述构建秘书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创

新思路，笔者结合实践教学实际推进的流程，重点

突出了实践课程设置、实践教学环节、实习评估、师

资队伍建设四个主要的关键指标，来统摄整个指标

体系。本文在具体测量指标的选取过程中，既注意

了整个指标体系的全面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同

时还兼顾了各个具体指标的代表性、独立性和动态

演变可能，力求客观、真实、全面、准确地对整个专

业实践教学体系进行测量和评价。至此最终形成

了一个包括４个一级指标、１２个二级指标、２８个三
级指标的秘书学专业实践教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详见表２。
　　关于多指标体系的评价方法，有主成份分析
法、聚类分析法、因子分析法等等多种可以参考，其

中因子分析法在教学综合评价方面应用较多。

因子分析法被视为主成份分析的一种推广，其

主要目的在于用少数几个因子 Ｆ１、Ｆ２、Ｆ３…Ｆｍ去
描述许多变量之间的关系，被描述的变量 Ｘ１、Ｘ２、
Ｘ３…Ｘｐ是可以观测的显在变量，而这些因子是不
可观测的潜在变量。因子分析是基于信息损失最

小化而提出的一种方法，把众多的指标综合成较少

的几个因子指标，以较少的因子来反映原资料的多

数信息。

　　因为各指标量纲不同，在对这些指标进行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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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秘书学专业实践教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实践

课程

设置

课程

结构

能力

培养

单个课程实验与理论学时比

实践课程与总课程学时比

实践课程与总课程学分比

学生发表专业相关作品数

学生参加专业实践活动获奖数

学生综合测评加权平均值

实践

教学

环节

实验教

学条件

专业能

力实训

教材配备

教学效果

课程考核

秘书专业实验室经费投入额

学生人均拥有实践教学仪器设备量

学生人均拥有实践教学仪器设备额

秘书类职业资格认证通过率

学生参与第二课堂活动成果数

国家级、省级教材规划使用比例

实践类教材使用比例

“学生评教”加权平均值

学生实验总成绩

实验成绩占课程成绩百分比

实习

评估

实习条件

实习成果

校外实习基地数

校内实习基地数

实习基地数与学生总数比例

学生实习成绩优秀率

学生一次性就业率

师资

队伍

建设

师资力量

师资结构

教师成果

专业实验教师数

校外企事业单位受聘客座教授数

教师参与专业实践培训与校外挂职数

专业实验教师与专业教师比

专业实验教师与专业学生比

专业实验教师参与产学研活动次数

专业实验教师教研及科研成果数

集成之前，首先要对原始的数据信息进行标准化

（即无量纲化）处理。然后是确定因子变量，先采用

主成份分析得到特征变量及特征值，一般根据因子

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８５％的规则确定主因子。接
着是采用方差最大法进行因子旋转，其目的是使得

因子的变量尽可能减少，提高载荷，这样，一个因子

变量就能成为几个变量的代表。再接着是因子值

的计算，通过将因子变量表示为线性组合进行观

测，据此进行计算。因子值取代各因子变量成为后

期分析研究的基础，从而实现降维的目的。最后是

以因子变量方差贡献率作为权数，计算体系内各项

指标的综合得分。

虽然评价方法很多，但由于这些方法的高度专

业性，在实践教学活动中可操作性并不强，难以普

及推广并在实践中产生持续的指导作用。据调查，

目前８０％以上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在实践教学中采
用的仍然是粗放式的考核方式，评价标准不具体，

主观随意性较强，无法体现公平性，不宜调动学生

的积极性和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也严

重抑制了教师从事实践教学研究的热情。［５］因此，

在目前地方本科院校办学条件不充裕的前提下，对

于新建的、具有较强应用性的秘书学专业来说，构

建一个既相对完备的实践教学体系，又能完善与之

相适应的、可操作性强的指标评价体系，二者相互

配合与补充，才能推动秘书学专业既好又快地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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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应用型转型已经成为当下高等教育特别是
地方本科院校的一个现实问题。［１］当前，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已经步入转型的关键阶段，城乡规划专业

教育更应围绕应用转型要求，持续推进应用型人才

培养改革。规划技术的突飞猛进、学科的交叉融

合，使得规划的技术方法及技术平台不断升级，所

研究内涵的广度与深度也在不断扩展。［２］作为工科

专业，近年来城乡规划专业教育的目标和方法更需

要不断调整，在既有的工程教育基础上提升综合能

力教育，以培养优秀的综合应用型人才。

设计类课程作为城乡规划专业的核心主干，贯

穿于为期五年专业教学的全过程，承担了从规划入

门到综合能力培养的主要职能。［３］城乡规划专业设

计类课程一般包括城市详细规划、城市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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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设计和毕业设计等专业设计类课程，是城乡规

划专业最重要的核心课程，其教学质量直接影响学

生的技能水平、综合素质和就业方向。［４］传统城乡

规划专业教育中以工程教育理念为指导的模式，过

于偏重工程能力，综合能力和素质培养严重不足，

已经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尤其是设计类课程，更应

该进一步更新理念，注重学生综合能力提升，不断

进行优化和调整，合理组织教学安排，提升教学质

量，以更好地培养应用型人才。

１　高层次人才培养背景下的城乡规
划设计课程教改的新要求

１．１　从工程技术向具有公共政策属性的教育理念
转变

我国城乡规划专业院校中约有６５％是依托于
建筑学的学科背景办学、发展的。［５］传统的西方城

市规划来源于建筑学和建造工程学科，十分偏重于

通过工程技术手段解决城市发展问题，受其影响，

我国的城市规划学科一度也曾作为工程技术教育

而长期存在。《城乡规划法》施行之后，从法律上明

确了城乡规划是政府引导和调控城乡建设和发展

的一项重要公共政策，是具有法定地位的发展蓝

图。这一转变同时要求城乡规划设计课教育应改

变工程设计为主的思想模式，转向以“社会问题研

究—发展目标确定—提出规划方案—制定实施政

策”为主的模式，以适应行业和社会转变需要。

１．２　从以城市为主体向城乡整体空间的教育对象
转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施行后，城乡规

划的重点已经由原来的城市逐步转向为城乡统筹

发展，由重点区域的规划转向为对行政区域的全覆

盖，进一步强化空间资源管控，实现“加强城乡规划

管理，协调城乡空间布局，改善人居环境”的基本任

务。城乡规划对象及空间范围的转变，则要求在城

乡规划设计课教育中，从宏观层面入手，针对性的

加强关于区域发展、城乡统筹发展、一体化建设以

及城乡整治与保护等的相关概念和设计方法教育，

为后期的规划方案设计阶段的教育打好基础。

１．３　从物质形态规划向城市社会整体规划的教育
内容转变

现代城市规划学科的产生以１９８９年霍华德的
《明天：一条通向真正变革的和平道路》（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ａｐｅａｃｅｆｕｌｐａｔｈｔｏｗａｒｄｓＲｅａｌＲｅｆｏｒｍ）专著出版为标

志。［６］而后，柯布西埃、芒福德、沙里宁等众多国外

有关规划思想被引入中国。但是，当时的规划比较

偏重于物质形态的土地和空间形态规划，而当前城

市逐渐走向多元化、整体化、特色化、生态化发展，

历史文化、景观形态、风貌特色等非物质空间要素

越来越被重视。因此，在城乡规划设计课教育中，

不能仅仅局限于物质空间，培养“构图匠”，必须明

确规划理念与指导思想，把生态、历史、文化、风貌

等非物质空间领域要素统筹考虑，以多学科、综合

型的理论基础教育结合设计进行实践教育，从而全

面提高学生的综合设计能力。

２　传统设计类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２．１　课程设置关联性不足

设计类课程教学，往往需要大量的相关理论课

程作为支撑，否则学生没有掌握足够的理论基础，

盲目学习规划设计无异于“无头苍蝇”，无法把握住

重点和方法。如城市总体规划设计相关的理论非

常广泛，包括城市规划原理、城市地理学、城市经济

学、市政工程、城市生态学和区域规划等。［７］由于课

程设置问题，多数院校城乡规划专业的相关理论教

育一般安排在四、五年级进行，而城市总体规划设

计课程一般在四年级上学期开始，相关理论教育的

缺失，使得学生缺少全面综合把握城市各相关要素

的能力，在面对城市总体规划时感觉到无从下手。

各相关理论课程在授课过程中，往往以单纯的理论

教育为主，需要将理论与城乡规划问题结合起来，

围绕城乡规划这条核心主线进行理论教育，避免理

论越讲越多、与城乡规划关联越来越少的尴尬

局面。

２．２　课题选择针对性较弱
设计类课程的设计任务一般是由授课教师制

定。授课教师常常受困于掌握的城市资料有限，如

何选择有针对性、适应本科学生能力的课题，是一

个长期存在的难题。国内多所院校的城市总体规

划设计课程，多是选择镇（乡）作为设计课题，这是

由于镇（乡）数量多，必备的相关基础资料容易获

得，能够提供较多的课题给学生，但是不足之处在

于镇（乡）的规划设计问题相对简单，现状问题、发

展要求、核心问题、成果内容等均与城市的总体规

划差别较大。一些新理念如生态文明、文化传承、

产城融合、ＴＯＤ模式等，以及综合交通、公共服务设
施、地下空间利用等内容难以在规划中落实，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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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建立起对总体规划设计较全面的认识，难以达

到既定的教学效果。

２．３　研究分析和表达能力训练不足
城乡规划专业设计类课程长期按照固定模式

进行教育，即由授课教师布置设计任务，学生进行

资料收集、现场调研等基础准备，然后在授课教师

指导下，进行规划设计，经过不断优化最后确定规

划方案。这一授课模式对于建筑设计、修建性详细

规划设计来说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对于总体规划

设计、控制性详细规划设计等课程来说却不是最有

效的。在城市总体规划设计中，城市发展涉及到众

多问题，需要进行分类梳理、分项研究后方能找出

症结，然后对症下药，才能制定科学的规划方案。

授课过程中，方案设计不再是最重要的内容，如何

根据城市复杂问题，经过研究分析判断，得出较为

合理的结论，进而指导规划方案设计才是最合理的

方式。同时，众多的分析、研究需要耗费大量的时

间，仅利用授课时间是无法完成的，需要授课教师

打破固定模式，改革教学方法，围绕研究分析能力

提升，不断优化规划设计教学模式和方法。

３　设计类课程教学目标优化
３．１　具备综合的知识运用能力

城市本身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决定了城市问题

的形成通常不是单一因素的简单影响，而是多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要引导学生从城市问题的表象入

手，分析导致问题产生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资

源、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及其相互作用的机理；引导

学生用战略的、系统的、综合的、科学的观念与方

法，分析与解决城市总体规划问题，培养学生对复

杂城市问题的综合分析能力。［８］以相关理论课程教

学为基础，在设计课程中引导学生运用综合知识去

分析、研究城乡发展问题，探索规划解决路径，是新

时期规划设计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对复杂城

市问题综合分析能力的提升，才能使相应的规划设

计内容突出科学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３．２　具备综合的规划设计能力
城乡规划具有公共政策属性，公共政策的选择

性决定了城乡规划是多种政策的选择过程，没有唯

一性。学生通过综合知识教育、系统认知能力和综

合分析能力提升，能够将理论知识与对复杂问题的

综合分析结合起来，发展、寻求城市发展中的症结

所在，这是科学规划的基础。当前时代背景下针对

城乡特定区域所进行的规划设计方案，并不具有唯

一性，如何规划设计出最佳方案，对规划师们也是

一个更高的要求。如城市总体规划设计中所重点

关注的空间形态、空间结构及城市生态、交通、公共

服务设施等问题，往往需要通过多种方案的比对并

不断优化后，以期寻求最佳方案。培养学生能够从

综合的、多角度方面构筑不同的规划设计方案，培

养综合的规划设计能力，是成为优秀规划师的基本

能力。

３．３　具备综合的沟通表达能力
实际运作中，规划设计过程是一个不断沟通协

作、汇报表达的过程。城乡问题涉及到多学科，非

城乡规划专业人员可以独立完成的，更不能期望某

一个规划师独立解决问题；城乡规划的编制过程需

要经历调研、汇报、评审等复杂的过程，还要与不同

部门、不同级别政府进行多次深入沟通。同时，城

市总体规划等规划作为法定规划，成果表达需要高

度的规范性，尤其是规划文本需要按照法律格式和

语言来表达。因此，规划师需要同时具备较强的分

工协作、汇报表达、图纸表现与文本写作能力等，方

能更好的应对以上工作要求。这就要求教学中，不

仅仅注重研究分析和设计能力培养，同时需要针对

性的加强沟通和表达能力，包括汇报表达和书面表

达能力的教育。

４　设计类课程教学内容优化
４．１　加强课程关联性

这是在授课体系中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环节。

在以往的理论教育中，往往重视的是相关课程的开

设，而对具体授课内容缺乏有效管控和指导，实际

中容易导致授课教师自行把握授课重点、不同课程

中相关内容重复和脱节，造成教育效果大打折扣。

城乡规划专业应根据教学计划安排，在教学大纲制

定中重点针对各门课程的授课内容与其相关课程

的关联性方面进行优化，使理论课程能够与设计课

程紧密结合起来。如将城市规划原理分解为区域

规划概论、总体规划原理、城市设计概论、控制性详

细规划原理、修建性详细规划原理，区域规划概论

与总体规划原理直接对应城市总体规划设计课程；

同时在其他相关课程中，明确其针对总体规划设计

层面的知识要求，真正使多门理论课程在总体规

划、详细规划、城市设计等城乡规划主要设计方面

串联成一个体系，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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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突出课程设计的专题训练
在总体规划设计过程中，除基础资料分析、现

场调研分析等，在确定规划主要内容和构筑规划方

案之前，还必须对涉及城市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专

题研究，以期能发现和明确城市发展的目标、路径

及模式等。如进行区域协调发展、城市发展定位专

题研究、经济与产业发展、空间形态演变（拓展）、滨

水地区开发建设、特色风貌研究等专题研究等。如

在教学中期阶段，安排专门的城市总体规划课程设

计周，学生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针对设计课题提

出适宜的专题研究报告，由授课教师进行指导，并

且至少完成１个专题研究报告。从专题方向、专题
架构到内容编写，由学生为主进行，授课教师全过

程的参与讨论并采用集中点评的方式，系统训练学

生的认识甄别能力、逻辑思维和撰写能力。既锻炼

了学生专项问题研究、归纳、总结能力，也能更好的

推进后期城市总体规划设计内容的深化和成果完

善，全面提升教学效果。

５　设计类课程教学过程与方法优化
５．１　注重先修课程安排

总体规划设计需要具有综合知识背景，即对城

市问题、发展支撑、功能与交通组织、空间布局等方

面需要多学科综合分析，否则总体规划设计仅仅是

一种“构图”。因此，城市总体规划先修课程的安

排，宜从二年级下开始，安排中外城建史、城乡道路

与交通、城乡社会综合调查研究、区域规划概论、城

市总体规划原理、城乡生态与环境保护、城乡规划

管理与法规、城乡基础设施规划、历史名城保护与

城市更新以及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城市地理

学、交通工程学等理论课程作为先修课程，为学生

充分打好理论基础，使学生能够针对城市问题具备

综合的认知、分析能力，指导学生进行后续的规划

设计。

５．２　合理确定课时安排
城市总体规划设计作为城乡规划专业的三大

核心课程之一，相对应的其课时安排也需要有针对

性。如安徽建筑大学２００８年以前，该门课程安排
在第８学期，课时安排总量为４８课时，周学时８，共
６周结束。过短的课时安排使得教师授课费力、学
生学习吃力，难以实现教学效果。应按照每个学期

只安排１个大设计课程原则，将总体规划设计课程
提前到第６学期，将所有先修课程安排在第６学期

之前进行；总课时量调整为 ６４课时，虽然增加不
多，但是将授课时间调整为１～８和１１～１８周（９、
１０为计周），周学时为４。在２０１５年按此进行调整
后，教学周期拉长保证了学生在课下有足够的时间

进行调查、分析、研究，课堂上教师则重点以辅导扶

正为主，有效提升了课堂教学效果。

５．３　改革为小班制教学模式
大部分院校城乡规划专业每届学生控制在５０

－６０人，每班人数控制在２５－３０人，每班设计课授
课老师多为２位。但是在规定学时内，授课教师难
以对所有学生进行针对性辅导，有时候还会出现２
位教师同时指导１位学生的情况，集体汇报、评图、
评讲和讨论耗时偏大，效率偏低。可将设计课改为

小班制为主的教学模式，即每个班级再细分为２个
小班，一届学生共分为４个小班，每个小班１２～１５
人，按小班配备１名指导教师，指导教师可根据需
要安排硕士研究生助课。除通用知识、集中讲解、

集中评图、集中汇报与答辩等环节按大班进行外，

主要的设计和教学过程全部按照小班制进行。而

在总体规划设计教学过程中，可根据课题情况再将

每个小班可以分为２～４组，就形成了类似设计院
的项目组的组织模式，更加符合设计院实际生产实

践中的模式。教师不必大班统筹兼顾，专门辅导小

班的各小组，确保教师具备足够的精力和时间辅导

学生；而且对各小组的具体教学过程能够十分熟

悉，能够针对性的辅导小组和学生个人。

５．４　分阶段抓好教学重点
总体上，可按照“认知分析—规划设计—成果

制作—模拟评审”４个阶段来组织总体规划设计教
学的全过程。在认知分析阶段，着重学生对于基本

理论知识与城市发展背景、城市发展目标和路径等

方面的引导，突出专业规范要求与城市发展规律认

知培养，尤其强调基于背景和要求下的城市发展目

标和路径的引导，这是突出总体规划不再是工程设

计手段、突出公共政策属性的重要思想引导，也是

后续规划设计的基础。在规划设计阶段，着重按照

发展目标和路径，进行空间安排等一系列规划内

容，培养学生从理念到方案的有序落实。在成果制

作方面，突出总体规划设计成果的规范性和完整

性，加强协作能力培养，学生分组完成规划文本、图

册及说明书的全部内容，提高学生对于设计成果的

制作和方案表达能力。最后，在学生作业考核环

境，模拟真实的项目评审会流程，让学生充分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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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思想、展现设计成果，给学生提供更多的汇报锻

炼机会的同时，也能促进各小组之间更好的交流互

动和学习。

５．５　多种教学手段并进
按照上述四个阶段划分，每个教学阶段采用多

种教学手段。首先，以案例教学、课堂讨论改进认

知分析阶段教学。总体规划设计中，学生最难掌握

的是城市宏观发展规律的认知，这时通过采用课堂

案例讲解、课下案例自研、课堂讨论城市发展相关

问题等，重点针对宏观问题、社会发展问题等难点

进行针对性辅导，使学生建立起关于城市发展的基

本概念，才能更好地推进后续设计教学。其次，围

绕学生思路进行方案设计，通过多次汇报加强沟

通。本科教学的基本目标不仅仅是能够培养学生

做出一个好的设计方案，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掌握

设计的方法和步骤，同时鼓励学生积极创新。因

此，在方案设计阶段，鼓励学生按照个人思路进行

方案设计，在确保可操作、可实施的前提下可以适

当强调个性；同时，对于构思、草图、定稿方案组织

学生进行三次汇报，学生之间互通有无、互相借鉴

和比较，扩展学生视野的同时锻炼汇报讲解能力。

最后，按照规范完成整套成果内容，加强协作能力

培养。总体规划设计是五年专业教育中为数不多

的团队共同作业的机会，在成果制作阶段，按照小

组划分，共同按照专业规范要求完成全部设计成

果，重点培养学生的协作能力，让学生充分体验到

“团队协作大于个人能力”。

５．６　优化课程教学考核方式
传统设计类课程考核，多以授课教师打分为

主，考核成绩常常受制于教师水平和风格所限，难

以做到客观公正，学生也很难弄清楚最终作业成果

的水平和存在的问题。为提高设计类课程与实际

项目运作模式的全面对接，可改革为外聘为主、公

开点评的课程考核模式。如城市总体规划设计课

程的考核，可邀请相关设计单位或规划管理部门的

具有副高以上职称、长期从事总体规划设计的专家

学者为主要成员，组建课程考核小组。考核之前，

由授课教师统一向考核小组讲解设计课题要求、过

程要求和成果要求，确保考核小组掌握教学的基本

情况和要求；考核过程采用“学生公开汇报—专家

学者公开点评—专家学者打分”的模式，既客观公

正地给予考核成绩，对学生设计作业进行较为全面

的总结，同时也能够让学生更好地掌握社会最新要

求，间接促进规划专业学生早早进行职业规划。最

后，考核小组可根据考核情况，就设计课题选择、规

划设计过程管理、规划设计成果表达等方面提出改

进意见或建议，促进城市总体规划设计教学手段和

方法的不断改进。

６　加强设计类课程教学团队和教学
资源建设

６．１　强化教学团队建设
为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发挥老教师的带头作

用、稳定年轻教师的研究方向，可鼓励城乡规划专

业进行团队建设。可鼓励以规划设计课程为核心

建立起相对稳定的教学团队，即根据城乡规划编制

内容分为“总体规划与设计”“详细规划与设计”

“城市设计”等教学团队，由教授或副教授总体负责

设计类课题类型，每学期均按照设计课程的课题类

型和培养要求，由负责人在团队中选定具体授课人

员。负责人主要承担课程大纲、培养目标、设计任

务选择、具体授课教师组合等工作，并根据需要指

导相关课程的授课，每年根据需要进行还应适当调

整；团队成员则负责按照负责人要求，完成具体课

程的授课任务，并在负责人指导下进行专业的深化

和延伸。这种方式既保持能保持理论课程与设计

课程的紧密结合，同时也加强了针对性，根据社会

需要不断更新和调整，促进教学效果的不断提升。

６．２　建立教学资源项目库
总体规划设计有其特殊性，需要较为详实、全

面的基础资料作为支撑，否则学生只能“假题假

作”，难以保障教学效果。城乡规划专业应依托院

校资源，充分发挥与社会企业的合作优势，积极建

立覆盖省内城市、县、镇、乡的教学资源项目库。如

本学院先后与省内外２０多家甲级规划设计研究院
建立了合作关系，并设立实习基地，其中一个很重

要的作用就是根据教学需要，能够积极提供教学所

需的基础资料，基本能够覆盖从省内各主要城市、

县城和建制镇，根据教学要求可以安排包括皖南山

区、皖中水乡、皖北平原以及如历史文化名城等不

同类型的城镇作为设计课选题对象，大大丰富了教

学资源，为开展针对性教学奠定了基础。

７　结　语
高等教育应用转型，不仅仅是将理论转化为实

践，通过理论教育更好的指导实践、提升学生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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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综合素质是核心。设计类课程是城乡规划

课程体系的顶层课程，对学生基本技能的提高、创

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９］设计类

课程教育应结合转型要求、转变趋势，针对以往教

学环节中的问题，围绕学生综合能力培养，通过多

种方式推进教学优化，不断提高设计类课程的教学

质量。但是，设计类课程教学改革需要结合时代背

景要求，持续推进改革和探索，还需要进一步在课

程过程管理、成果考核、实践强化等方面继续研究

和完善，以推动城乡规划专业设计类课程教学质量

的不断提升，培养出综合的、全面的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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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学院牵手全球５００强企业
试水德国“双元制”高等教育

　　２０１６年９月７日，正在德国汉诺威访问的合肥学院代表团在参加中德（安徽）经贸合作推介会期间，与德国埃姆登／里
尔应用科学大学、德国大陆集团轮胎事业部就合作设置中国国内首个“双元制”高等教育专业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德国“双元制”高等教育专业开设于高等教育环节，主要以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职业型人才为目标。近年来，德国应

用科学大学逐渐设立了大量高等“双元制”课程，其毕业生具有很高的市场竞争力。此次，合肥学院拟联合在德友好学

校———埃姆登／里尔应用科学大学、合肥学院友好合作企业———德国大陆马牌轮胎有限公司，共同于合肥学院设置“大陆
班”，执行“双元制”高等教育课程。首届项目班３０名学生的遴选工作也即将开始，这将是我国境内“双元制”高等教育的
首次尝试。

合肥学院党委书记蔡敬民教授、埃姆登／里尔应用科学大学校长盖尔哈德·克鲁伊兹教授、大陆马牌轮胎事业部高级
执行副总裁博卡·科勒先生代表签署了上述协议。安徽省省长特别代表、省政府副秘书长汪莹纯，下萨克森州经济、劳动

和交通部部长奥拉弗·利斯、中国驻汉堡总领馆总领事孙从彬等见证了协议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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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背景下高校大学英语课堂教学改革探索

顾晓琳
（长春光华学院 教师发展中心，长春　１３００３３）

摘　要：面对转型发展，高校的大学英语教学中存在诸多问题和困惑，急需进行改革，现阶段大学英语课堂教学
改革应以满足经济社会的发展为主要方向。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主要从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的内容改革、

教学模式和方法改革、考核方式改革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力求为应用型人才培养和高校转型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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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高等教育的改
革成为必然。早在２０１０年我国颁布了教育规化纲
要，教育部开始着手我国高等教育体制和结构的改

革，２０１４年教育部要求６００多所新建的地方本科高
校（含民办高校）向应用技术类或职业教育类转型。

地方本科高校的转型是非常紧迫的，转型发展要求

高校培养应用型、技能型和职业型人才，为实现这

一目标，高校发展的方方面面都要进行转型和改

革，而课堂教学改革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在众多课

程的课堂教学改革中，大学英语的课堂教学改革也

是刻不容缓的。

１　大学英语课堂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１．１　在人才培养目标中的地位和作用

国际间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日益增加，经济

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强，作为复合型人

才培养的重要课程———大学英语在高校中的地位

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大学英语作为高等院校的基

础课程，是为专业课程服务的，在高校的学科建设

和人才培养中有很高的地位，起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另外大学英语在高校学生的就业、可持续发

展、出国和考研等诸多方面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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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国社会发展对大学英语的教学提出越来越

高的要求。

１．２　传统课堂教学的弊端
在传统的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教师是课堂授

课的主角，学生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整个课堂教

学过程都是教师讲授，在这种填鸭式授课模式中学

生的参与度不高，这种授课模式培养出的学生英语

应用能力较弱，很多大学毕业生在英语四、六级中

获得了高分，但在工作中却无法将大学所学到的英

语知识应用到工作实践中去。这种学习与应用的

脱节无法体现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

１．３　 社会发展的需要
随着中国加入ＷＴＯ，国际间的交往和合作日益

频繁，对高水平外语人才的需求逐渐增大。中国需

要大量的能够熟练运用外语，同时又具有一定专业

知识，且能与外商洽谈业务，签订合同的人才，需要

大量懂国际法、国际贸易法和世贸组织规则的高等

人才。以夯实语言基础为主的大学英语教学显然

已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大学英语课

堂的新一轮教学改革势在必行，只有进行彻底的、

符合实际的、行之有效的大学英语课堂教学改革才

能满足经济社会和国家发展的需要、学生工作和学

习的需求、高校学科发展的需要。

２　大学英语课堂教学改革的实施策略
２．１　教学内容的改革

在选择教材方面，很多普通本科高校照搬一些

９８５或２１１高校的一些英语教材，这些英语教材无
论从难易程度还是从应用性上来说都不适合普通

高校的学生。作为转型背景下的普通高校应根据

本校学生的实际特点，选择适合培养学生英语的实

际应用能力的教材。例如不同学科的学生可以选

择不同的教材；同一本教材在面向不同层次的学生

讲授时，可以适当进行删减或添加内容。另外要加

强课程服务意识，大学英语作为一门公共基础课是

为专业课程的学习打基础和服务的，所以教师可以

选取与学生所学的专业知识相关的英语内容进行

讲解。例如，在经管类专业学生的视听说课上可以

适当增加面试、谈判、商务合作等英语会话的练习。

此外，有些传统的大学英语课堂的授课内容比

较陈旧，与学生们所熟悉的社会和生活脱节，学生

学习英语的兴趣和积极性得不到激发，因此会经常

出现课上教师独讲的尴尬局面。所以，教师应该随

时更新知识，与时俱进，用新的教学内容来激发学

生学习的兴趣。

２．２　教学模式和方法的改革
普通本科高校需要根据各自的校情和学情，在

向应用型高校转型的背景下，为实现应用型人才培

养目标，在大学英语课堂上进行教学模式和方法的

改革，课堂教学应由传统的教师为中心转变成以学

生为中心，提高学生英语的实际应用能力，以学生

为中心的大学英语课堂教学可以采取多种行之有

效的模式和方法。

２．２．１　任务驱动教学法
任务驱动教学法可以使每一位学生都能根据

自己对当前问题的理解，运用共有的知识和自己特

有的经验提出方案和解决问题，可以使学生处于积

极的学习状态。在大学英语课堂上具体的做法是

可以在课前给学生布置任务，如与授课内容相关的

问题、查阅相关资料等，让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准备

课上内容，向课外要功夫，向课内要状态，提高课堂

的教学效率。例如，在讲一个新的内容之前，可以

让学生课前通过网络等渠道查找相关信息和一些

相关问题，课上以提问的方式让学生课上分享，借

此来增加学生对所讲内容的了解，同时增加自主学

习英语的能力，提高课堂讲授的效率。另外还可以

向学生推荐手机应用软件（ＡＰＰ）和英语学习网站，
使学生可以通过手机随时随地自主地进行英语学

习。例如，百词斩、趣配音、扇贝英语、ＴＥＤ、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双语新闻等，定期布置任务，定期检查。
２．２．２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翻转课堂是将知识放在课前学习，在课上对知

识进行巩固和讨论的一种教学模式。翻转课堂在

高校大学英语课上的应用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教学顺序的翻转；二是教学主角的翻转。教学顺

序的翻转主要指的是突破传统教学中课上讲授知

识，课后消化吸收的模式，而是让学生课前带着任

务和教师录制的短小视频提前自主完成所要学习

的内容，课上由教师组织学生对所学内容进行提

问、讨论和总结。学生在课前进行自主学习，课上

教师的讲授时间得到大大削减，从而给学生以更多

时间在课堂上进行消化吸收。例如，在讲授内容之

前，让学生课前自主学习知识点和背景知识，课上

由教师组织讨论，课前存在的疑问在教师和同学们

的讨论中得到解决。

教学主角的翻转主要体现在改变传统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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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为课堂主角的模式，课堂的教学主要是学生的

讨论和交流，教师只负责教学进度的掌控和教学内

容的引导、答疑。这种教学模式中学生是英语学习

过程的主角，而教师只是其中的引导者和组织者，

师生间这种角色的转变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英

语的兴趣，增加了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同时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提高了教学

的效果。例如，在英语课文讲解之前可以让学生课

前自主学习，对文章中的一些问题或者知识点进行

归纳总结，课上由学生进行讲解，教师在学生讲解

的基础上进行补充。

２．２．３　分组教学法
在大学英语的授课过程中也可以进行分组教

学，将学生分成５～６个小组，每组选出一名组长，
在布置任务时可以把任务分配到各个小组，再由组

长将任务分配到个人，教师在组织教学的过程中可

以根据小组和个人的表现分别给予成绩。在小组

完成任务时，内部成员为了共同的成绩，分工协作、

互相沟通和帮助完成任务。在课上可以将小组的

学习成果以英语的形式展现给老师和其他学生，提

高了英语的实际应用的能力，同时也增强团队的合

作能力。

２．２．４　第二课堂活动
将第二课堂活动作为大学英语实践教学环节

列入教学大纲，把大学英语的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

有机结合。加大教师对第二课堂的组织和指导，规

范第二课堂活动的形式，组织或鼓励学生参加各级

的英语比赛，如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各级演讲比

赛、英语写作比赛、阅读比赛、朗读比赛、英语职场

情景剧比赛、英文电影配音比赛、英文歌曲比赛等。

同时还可以组织一些英语日常活动，如英语角、英

文原声电影赏析等。教师根据学生在实践教学环

节参与的程度给学生打分，并在大学英语的总成绩

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学生在第二课堂一系列活动

中将第一课堂所学到的知识应用到英语实践中，极

大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培养了学生英语的实际

应用能力。

在高校大学英语的教学改革过程中，通过问题

引领、学生分组、任务分配、课外准备、课堂汇报、课

堂讨论、第二课堂活动等，实现学生课外的组内研

讨、查阅英文资料、自主准备、课上自主展示，增强

学生自主学习的内在动力，训练学生多种能力。通

过这一系列的教学模式和方法的改革，可以有效提

高高校学生自主学习英语的能力、英文文献查阅能

力、问题整理能力、问题研究能力、英文汇报材料与

ＰＰＴ制作能力、英语表达交流能力和团队合作能
力，而这些能力的提高正是应用型人才培养所必

须的。

３　考核方式的改革
传统的大学英语的考核方式多以笔试为主，考

核方式的改革主要是改变“期末一张卷”的单一考

核方式，采取多点式、多元化的考核模式进行考核，

侧重考过程。

３．１　考核形式的多元化
在转型发展过程中高校大学英语的考核方式

要实现多元化，可以通过对用人单位发放问卷和走

访了解目前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中各行各业

需要哪些方面的英语应用能力，根据需求设计考核

内容和形式。例如可以适当增加英语口试、撰写学

习报告、对话表演、职场情景剧、英语辩论等形式。

这种考核形式的多元化可以促使教师和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注重应用能力的提高，努力将所学的英语

知识进行应用，从而达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

３．２　加大形成性考核的比重
在传统的大学英语的考核中，期末试卷的考试

成绩占总成绩的比重较大，这就使得学生在平时的

学习过程中不重视平时的知识积累，而是期末突击

复习通过考试。这种考核形式极大地挫伤了学生

平时学习英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能动性。针对高

校学生学习的特点，在大学英语课堂教学改革中，

应加大形成性考核的比重，可以将平时成绩提升到

５０％或６０％，同时增加听、说、读、写、译五大应用能
力的考核次数，让学生重视英语的平时积累和应

用，真正做到培养应用型人才。

４　结　语
高校大学英语的课堂教学改革是一个长期而

复杂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挑

战，因此要在改革的过程中根据社会经济发展趋势

和高校转型发展的需要，同时根据高校的校情和学

情，在课堂教学中不断地进行探索和实践。要充分

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思想，以不断激发学生学

习英语的兴趣为准则，以培养学生的多种应用能力

为目标，积极选取适当的教学内容，大胆探索和尝

试更多元、更有效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实现多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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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模式，完成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促进普通本

科高校向应用型的顺利转型。

参考文献：

［１］ＢｅｒｒｅｔｔＤａｎ．Ｈｏｗ“Ｆｌｉｐｐｉｎｇ”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ｃｔｕｒｅ［Ｊ］．Ｔｈ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Ｄｉｇｅｓｔ，２０１２
（８）：３６４１．

［２］饶华宏，鲁芮汐．翻转课堂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研究
与实［Ｊ］．海外英语，２０１５（２３）：６１６２．

［３］李艳华．大学英语课程体系改革探索———以吉林农业
大学为例［Ｊ］．农业教育研究，２０１５（４）：４４４６．

［４］翟海静．浅析高职高专公共英语教学所面临的问题
［Ｊ］．安徽文学，２０１３（７）：１５５１５６．

［５］张婧．元认知在翻转课堂模式下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
用［Ｊ］．新丝路，２０１６（２）：６４６５．

［６］崔艳辉，王轶．翻转课堂及其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
用［Ｊ］．中国电化教育，２０１４（１１）：１１６１２０．

［７］鲁昕．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２０１４”
上的讲话［Ｊ］．国土资源高等职业教育研究，２０１４（２）：
５６．

［责任编辑：文　竹］

（上接第２７页）生也应该知晓评估结果，以便对教师

实践教学改进情况进行监督，进而有利于教学

相长。

４　结　语
应用型大学校企协同育人评估体系的构建对

于提高学校人才培养质量，提升教师的实践教学能

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都有着深远的

影响，学校应本着提升教师自身素质和人才培养质

量的目的开展评估活动，作为教师要客观、科学地

认识评估最终目的，并利用评估反馈的结果提升自

身的实践教学水平和能力，从而有利于应用型人才

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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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建设的必要性，分析当前地方师范院校实习基地建设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了在新形势下加强师范生实习

基地建设的创新策略，希望对师范生实践教学能力的提高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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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实习基地建设是保证师范生参加专业实
习的有力措施，直接关系到教育教学理论与实践

的结合程度以及师范生综合能力的提高。随着办

学规模的扩大、办学层次的转变以及人才培养目

标的变化，体现其办学能力等综合水平的实践教

学基地建设问题的重要性及迫切性就凸显了出

来。这些问题已成为制约着地方师范院校师范生

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因此，为了全面解决地方

师范院校转型发展中教育实习基地建设中存在的

问题，思考教育实习基地建设的相应对策是地方

师范院校提高实践教学质量和培养优秀准教师的

重要课题。

１　地方师范院校教育实习基地建设
的必要性

　　地方师范院校要想提高教育教学实习质量，必
须营造高质有效的教育实习环境，签署优质的校外

教育实习基地，这既是搞好教育实习的前提条件，

也是保证教育实习质量的关键因素。加强教育实

习基地建设对地方师范院校、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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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中小学校以及师范生实习都具有十分重要的

现实意义。［１］

１．１　有利于提高实习基地学校教育教学质量
在师范生教育教学实习基地建设中，地方师范

院校可以为中小学实习基地学校输送前言的教育

理念和专业教育新技能，以及临时承担专业学科支

教任务，帮助实习学校完成教学计划和提高教育教

学质量，促进教师教育专业化发展，不断夯实中小

学实习基地学校教师教育教学能力和提高教育科

研水平。因此，加强师范生教育实习基地建设不仅

对提高地方师范院校教育教学实习至关重要，而且

对中小学实习基地学校教师专业发展也具有重大

意义。

１．２　有利于提高师范学生的教育教学技能
教育实习是师范学生践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过程，同时也是对师范生自身素质和地方师范院校

教学质量的检验过程。［２］在教育实习试讲阶段，实

习学生必须深入研究教材，充分挖掘教材的内涵，

通过从实习指导教师那里得到大量的反馈信息，使

其能及时纠正所存在的问题；在课堂教学中，认真

分析学生，做到因材施教，及时处理课堂教学的突

发事件，全面把控课堂教学秩序，让学生学到更多

的知识；在班务工作方面，实习学生可以通过讨论、

协商，共同开设各具特色的主题班会，认真搞好班

务管理工作。只有不断加强师范生的实践教学能

力，才能社会培养合格的准教师。

１．３　有利于提高师范专业教育实习质量
加强师范生教育实习基地建设，建立优质稳定

的实习基地，既可以深入了解基层中小学实习基地

学校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做好教育实习计划，

落实好毕业实习教学实施方案，也可以提高实习指

导老师的教育教学经验和强化实践教学综合能力，

促进基层中小学实习基地学校对实习生的管理达

到合理化、科学化和制度化，进而有利于保证师范

生的教育教教学实习的质量。

２　地方师范院校教育实习基地建设
中存在的问题

　　地方师范院校实习基地建设中普遍面临着
许多复杂难办的问题。例如重理论、轻实践的现

象，导致实践教学环节的处于停滞状态，这样与

加强师范生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努力

提高师范专业教育教学能力，为社会输出高质量

的合格人才的目标是不协调的，甚至更多的实践

教学趋于形式。

２．１　 师范专业教育实习基地建设困难
地方师范院校师范专业建立校外实习基地，需

要与周边的中小学多方沟通，以落实实习管理到各

个学校，是否愿意接受毕业实习学生到其学校教育

实习牵涉很多方面的因素。很多中小学结合本校

实际教学情况，在保证正常教学运行下，才允许学

生进入学校课堂实习教学。面对当前实习教学资

源相对紧张的情况下，毕业实习生到实习基地实

习，地方师范院校需要对学生的人生安全、生活食

宿、交通安全等方面全盘考虑，而且规模和教学水

平较高的实习基地学校不愿意成为高校的实习基

地，认为学生教学能力有限，扰乱了正常的教学秩

序，对高校学生实习的内容安排和上台讲课的机会

有很多限制性的要求。

２．２　教育实习基地数量少，且地区分布不均，导致
实习教学监控困难

近年来随着高校发展改革，地方师范院校数

目增多，师范生的规模也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师

范生的教育实习质量也成为地方师范院校高度

重视的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地方师范院校不

得不采取集中实习和分散实习相结合的形式，这

在短时间内有利于解决教育实习问题。有些基

层中小学即使曾经接受过地方师范院校的实习

学生，受到办学规模的制约和生源流失的影响等

原因，也不能长期地承担地方师范院校教育实习

任务，造成实习基地建设稳定性差，教育实习基

地区域分布相对分散，教育实习安排相对复杂多

变，导致实习教学监控困难，严重影响了教育实

习的质量的提高。

２．３　缺乏政策支持，教育实习基地经费投入不足
教育实习基地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其需要

基层教育行政部门、基层中小学校和地方师范院校

三方的共同努力。地方师范院校师范生教育教学

实践能力的培养没有得到高度的重视，实践教学经

费相对缺乏，严重制约了实习基地建设。同时，由

于基层教育行政部门对地方师范院校教育实习基

地建设缺乏政策性支持和鼓励，缺少教育实习基地

建设专项经费预算；就基层中小学实习学校而言，

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没有专门的实习基地建设经费，

其自身发展压力也很大，根本无力顾及地方师范院

校教育实习基地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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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地方师范院校教育实习基地建设
中的管理策略

３．１　坚持互利双赢的原则，建立教育实习的长效
机制

３．１．１　签署实习基地协议，制定实习基地建设
规划

双方要签署教育实习基地合作协议，明确实习

基地建设双方的义务和责任，实现“产、学、研、用”

一体化相结合。地方师范院校要制定实习基地建

设规划，编制每年度的实习基地建设计划，负责对

教育实习基地进行情况调查、条件审核、形成拟建

和已建教育实习基地的原始材料；负责教育实习基

地协议签定及授牌；负责教育实习基地的使用分配

及质量评估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适应知识

经济时代对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只有全面进行

教育实习基地建设规划才有利于实践教学的正常

开展，促进实践教学基地基本条件的改善对建设项

目重点扶持，建设资金相对集中，实现互惠双赢、共

同协作、各施其职，建立教育实习的长效机制。

３．１．２　地方师范院校要为教学实习单位开展科研
合作并提供技术支持

地方师范院校要充分发挥高校人才和技术的

优势，以实习单位作为服务平台，积极开展教育科

研合作，提升中小学的办学质量和教育品牌。高校

以前沿的科研知识普及于中小学的教育教学中，以

现代化的课堂教学管理模式促进中小学教育改革

创新，让先进的教育管理理念在中小学生根发芽，

不断引进适合中小学发展的科研课题，进一步提高

部分中小学在当今素质教育的高速发展中取得立

足之地。

３．２　强化双方的沟通与交流，建立优质稳定的教
育实习基地

面对当前基础教育蓬勃发展，素质教育是未来

教育发展的主要方向。在教育实习基地建设中，地

方师范院校和基层中小学校都要有高度的认识，妥

善处理好高校实践教学开展，确保基层中小学校日

常教学有序进行。

３．２．１　落实实践教学经费保障制度，稳步提高教
育实习质量

地方师范院校要建立长期稳定的教育实习

基地．必须加大对实践教学经费的投入，加强对
实习经费使用和监管，确保有限的专项经费发挥

更大的效益，保证各项实习教学各项工作的顺利

开展 。只有建立和完善实践教学专项经费保障

制度，才更有利于各项实习教学项目顺利开展。

３．２．２　加强联系与沟通，定期开展顶岗置换研修
培训

地方师范院校在教育实习基地建设过程中，要

全面加强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基地学校之

间的联系与沟通，定期安排教师与师范生的顶岗置

换工作，进一步加强对中小学一线优秀教师的现代

教育前沿理论知识的培训与指导，实现互派优秀的

实习指导老师跟岗研修学习，确保教育实习指导与

实习管理的各项工作有序进行。积极开展地方师

范院校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基地学校教

育科研的合作，指导他们进行教育教学科研论文的

撰写、区域性科研课题的研发以及中学习校本特色

课程的开发等多种项目课题的合作。鼓励中小学

一线经验丰富的教师到高校课堂为师范生分享经

典的教学案例，加强在校师范生与中小学优秀教师

的交流与合作，探讨适合当前中小学教育教学科学

的教育方式和教学方法。选派优秀的实习生到中

小学基地学校跟岗学习、课堂观摩、班会课、活动课

等相关课程的组织，在与指导老师的沟通和交流过

程中不断提高和完善师范生的教学教学技能，为后

期圆满完成实习任务做好铺垫。

３．３　创新实习基地管理模式，加强实习教学的质
量监控

地方师范院校就必须改革创新实践教学管理

模式，实习基地建设须紧密结合学校的办学指导思

想，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充分整合校外的教

学资源，加强实践教学质量的监控。

３．３．１　创新教育实习管理模式，注重培养师范生
的教学技能

地方师范院校要按照人才培养方案，主要课程

实习和教育见习应采用集中实习为主的方式进行，

统一安排实习基地学校、统一选派实习指导老师带

队、统一实习教学内容、组织统一考核和管理，加强

师范生的教学技能的训练，按照实习指导教师的要

求做好实习听课笔记，认真落实写新教案，通过听

课、评课、说课、讲课这一系列过程来强化师范生的

专业技能。［３］同时，地方师范院校师范专业允许学

习能力强、自身素质高、专业知识扎实的学生深入

基层中小学一线参与教育观摩，进一步增强师范生

的教学技能。 （下转第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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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德国工程师协会能源与环境分会（ＶＤＩ－ＧＥＵ）人才培养与进修专业委员会的一个工作组举办的一次
研讨会上，专家们提出了关于在环境技术专业中采用研究式教学与学习方法的一些建议，目的是在学生学习期

间就通过创造与学生今后在日常工作中会遇到的相似情境，使学生获得传统教学模式难以传授的知识转化技

能，进而形成项目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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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动　因
　　现今，应用科学大学在环境技术领域的工程师

培养面临着多种挑战。一方面，入校新生的知识水

平越来越参差不齐；另外一方面，我们必须向学生

在大学时期就传授各种不同的专业及跨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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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能，培养他们具备各种行动能力（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ｓ
ｋｏｍｐｅｔｅｎｚｅｎ）。这个学科领域里各专业人才培养的
特色应当是既以科学、社会和经济的要求为导向，

也同时要兼顾学生对专业本身的兴趣。

博洛尼亚进程对工程类人才培养体制产生了

深远并广泛的影响。但是，高等院校各个专业的继

续发展和提高不能滞留于只是改革框架条件，我们

更应当利用这些新的框架，在教学上采用多种形式

的教学方法，促进我们对本科和硕士学生的能力

培养。

教学理论与方法只有在与专业上的要求相互

匹配时才能被广泛接受。在此前提下，德国工程师

协会能源与环境分会人才培养与进修专业委员会

的一个工作组推出了这样一些新型的教学方案，我

们称之为“环境技术领域的研究式教学与学习

（ＦＬ２ＵＴ）”。
这些方案能够促进学生形成应具备的能力，促

进教师拓宽自身能力，并且也适合把它们用于环境

技术领域新型专业的模块化课程体系中。

２　环境技术领域学术教育的要求
环境技术类专业的毕业生就业范围十分广泛。

他们的就业单位不仅可以是工程师事务所和规划

事务所、私营或者地方的能源供应企业以及废物处

理机构、协会组织、回收企业、机械及设备制造企

业、能源企业、化工与制药企业、食品与生物技术企

业，还可以是公共服务领域、经济咨询处与环境管

理领域的公共服务机构。他们将来的主要任务是

在上述领域规划、实现、监控、实施环境技术工艺、

设备和流程，同时也包括管理与此相关的过程。另

外一个十分重要的工作领域是企业里的环境保护，

以及出于环境保护目的对工业流程和工作流程的

优化。［１］因此，环境技术工程师的工作领域明显超

出人们目前的普遍认识，也就是说，它不局限于再

生能源、资源有效利用、废物与回收和水经济领域，

而是远远超出这些范畴。

环境技术领域的高等教育涵盖了人才培养的

以下方面：知识与认知、工程学方法、研发与设计、

检验与评价、工程师实践、关键能力。学生应当获

取工程技术、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广泛的知识与技

能，这些知识和技能应使毕业生可以胜任并负责职

业中需要运用科学知识和方法的工作。学生特别

应当能够为了避免对环境造成负担或者为了采取

相关环保措施，可以在兼顾企业经济、环境和安全

技术要求的同时，把在工程和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的

新成果转化到工业与企业生产中。在此，我们人才

培养的目标是学生能够对环境技术工艺流程进行

经济性的规划、管控、优化、监控，并能够研发并运

作相关设备和装备。［１］

为了使我们将来的环境工程师具备上述素质

与能力，通过不同的传统课堂形式我们在人才培养

中区分三个层次，即知识的获取、技能的掌握与发

展、各种能力的形成。传统的教学方式以讲授课为

主。此外，在应用科学大学，研讨课也非常重要，学

生在研讨课上可以以小组工作的方式与教师进行

对话，并因此能够较好地加强知识性学习。实验课

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种教学形式，在实验课上，学生

可以在实验室、电脑前操练实践技能。另外，理论

知识的传授还需配备一些专门的练习课（特别是针

对数学和自然科学而言）和辅导课。

３　研究式教学与学习
３．１　定义与目标

传统的教学方式，如讲授课、研讨式课堂、实验

课、练习课和研讨课虽然在标准化的知识与技能传

授方面有很强优势，但另一方面，在才能与能力的

培养方面却较为欠缺。为了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

今后能够满足日常工作的要求，向他们传授社会能

力，并引导他们能够独立工作，开拓思路，我们展开

了一些关于研究式教学和学习的探索。

我们在展开对“环境技术领域的研究式教学与

学习”之思考时，在“（知识与技术）转化”这个概念

上找到了切入点。特别是在联邦各州的高等院校

法里，这个概念很明确地也适用于应用科学大学：

“应用科学大学通过应用导向型的教学完成这些任

务（发展科学）；他们从事应用型研究，可以实施研

发计划。高等院校促进知识与技术的转化。（莱茵

兰－普法尔茨州高等院校法，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０日版
第２款，第２段与第６段）

然而，对知识与技术的转化人们往往有不同的

理解。

知识与技术转化不是仅由高校确定方向的单

行道，也就是说，高校不能单独决定什么是对企业

有益的，企业和研究机构之间更多的是应当建立一

种研发伙伴的关系。知识与技术转化也不仅仅局

限于由企业把研究机构的研发成果实现为适合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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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销售的产品。

研究式教学与学习的理念是学生在其学习期

间应当积极赢取新发现、新认识，并因此创造出新

知识。另外一方面，教师也应当参与到终生学习的

过程中。他们必须保持并发展自身的专业素养和

能力，在自己经验和能力的基础上向学生传授关键

能力（软技能），同时在教学方法上持续不断地进行

提高，通过不同渠道获得新的见解。教师和学生之

间在此相互紧密的依赖性也得以彰显。

知识与技术的转化主要通过以下形式进行：

委托科研；
合作；
人员交换；
信息交换；
培训与进修。
这些知识与技术转化的活动也为本科专业，特

别是硕士专业的学生创造了新的、具有吸引力的活

动领域。在高校教师或者高校的一个研究所与企

业或某些机构进行的项目中，可以让学生参与进

来，或者学生可以以做科研论文、本科毕业论文、硕

士毕业论文的形式独立从事一个项目。

与认证机构的要求相符，这样不仅可以向学生

传授理论知识，还可以向他们传授如何目标明确地

应用所获取知识的技能，而这一点是传统教学课堂

不能完全实现的。学生越是独立地进行知识与实

践之间的转化，他们确实能够形成各种能力的机会

也越多，也就是说在已掌握技能的基础上通过积攒

经验形成各种能力。

教师通过做项目，即教学与实践之间的转化，

也从其中积攒的经验受益，因为他们会因此为学生

分析潜在的就业市场的需求，并目标明确地培养学

生，使学生能够满足这些要求。

３．２　ＦＬ２ＵＴ的项目管理
３．２．１　项目管理

根据ＤＩＮ６９９００标准，项目管理（ＰＭ）是开展、
进行一个项目过程中所有领导任务、领导组织、领

导技术与方法的总和。项目具有以下特征：目标导

向性、唯一性、错综复杂性、合作性、组织性、重要性

与时间限制。

在应用科学大学，从项目管理的角度评价学生

的毕业论文，主要是根据项目的性质，以企业的、客

户的，或者项目参与人的角度为标准。因此，一个

项目可以／必须首先以客户或者流程为导向。由于

项目具有唯一性的特征，所以，项目类型的数量实

际上正如项目本身存在的数量一样多，在科学领域

当然主要是科研与研发项目。

高校从教学方法的视角来看，展开项目工作可

以加强跨专业合作、提高现有资源的有效使用度，

同时也是对学生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负责要

求的体现。

项目组成员的数量须根据具体项目的规模而

定。一般来说，参与一个项目的人数在 ３～７人。
在进行项目目标描述时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目标描述应当准确，但不显露倾向于采用何
种解决方案；

目标应当具有实操性，即明确、易于理解、可
以检验；

对目标做出的描述应当与目标方向一致，并
且目标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可以达到。教师应当特

别对此负责。

在目标层级中我们区别成果目标、工艺目标、

必达目标和期望目标，其中应当优先考虑的是期望

目标。项目管理以含有子目标和工作包的项目构

架计划（Ｐｒｏｊｅｋｔｓｔｒｕｋｔｕｒｐｌａｎ）为基础。真正的项目计
划则由里程碑、费用分类表、流程与时间规划、资源

与支出规划，以及规划优化与风险分析构成。学生

需要证明他们能够运用经济性评价标准，例如效益

值分析、不同种类的摊提计算、收支平衡分析，或者

投资回报率等分析方法。一般来说，一个由学生组

成的项目团队，其项目计划很少会达到这个深度。

项目阶段流程由项目前期阶段、问题分析阶段、方

案与方案细致规划阶段、项目实现与项目收尾阶段

构成。在项目的每个阶段都会出现问题解决周期，

而项目管理方法也需要用于每一个问题解决周期，

采用适当的工具和工作方法在此也必不可少。表１
根据项目阶段和功能分类，示范性地展示了可以采

用的工作方法。

３．２．２　对项目论文的评价
在高校对人才的学术教育领域，评价项目，或者

说评价项目论文可以采用不同的评价标准。如果着

重评价项目论文本身，那么创新度、原创性／创造性、
实际利用性和研发潜力都可以用作为评价标准。

如果以人为焦点进行评价，则可从客户的视

角，或者从项目团队、高校的视角出发来衡量项目

论文的达标程度。也可以把主要目标和附属目标

的达标程度与此挂钩。此外，还可以对选择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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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方法（参见表１）、成果报告、成果质量、时间的 遵守情况等进行评价。

表１　项目管理中的工作方法

工作方法

↓应用于→

阶段

问题

分析

制定

方案

制定细

化方案
实现

项目

收尾

功能

管控
寻找

思路
分析

评价／
决策

规划 监控

创新方法

卡片问询法（集思广益） ＋ ＋ ＋ ○ ＋ ＋ ＋ ＋ ＋ ＋ ＋

头脑风暴法 ＋ ＋ ＋ ○ ＋ ○

举隅法 ＋ ＋ ○ ＋

德尔菲法 ＋ ＋ ＋ ＋ ＋

形态分析法 ＋ ○ ＋ ○ ○

心智图法 ＋ ＋ ○ ＋ ＋ ○

分析方法

采访／问卷调查 ＋ ＋ ○

文件分析法 ＋ ＋ ○

组合分析法 ＋ ○ ＋ ＋

情景模拟分析法 ＋ ○ ＋ ＋

关联树法 ＋ ○ ＋ ○

因果图 ＋ ＋

风险分析 ＋ ○ ＋ ＋ ＋

决策方法

审核内容清单 ○ ＋ ＋ ＋ ○ ○ ＋

ＡＢＣ分析法 ＋ ＋ ＋ ○

价值分析 ○ ＋ ○ ＋ ＋

效果律 ○ ＋ ○ ＋ ○ ○ ＋

决策树 ＋ ＋ ＋ ＋

规划方法

构架规划 ＋ ○ ＋

条形图 ＋ ＋ ＋

要径分析法 ＋ ＋ ＋

监控方法

趋势分析 ○ ＋ ＋ ○ ○ ＋

成本－时间图 ○ ＋ ＋ ○ ○ ○ ＋

里程碑－趋势分析 ○ ＋ ＋ ○ ○ ○ ＋

规定日监控 ＋ ○ ＋

　　注：＋＝推荐，○＝可以应用，来源：ＩＨＫ。

３．２．３　纳入教学计划：模块说明
我们建议实践项目分别在本科和硕士专业里

采用以下的“模块样本”，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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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模块样本

模块名称 项目学习

代码 ＸＸＸ

学期

专业 本科

模块负责人（用下划线标注）和教师 教务主任，所有教授

属于本模块的教学活动（每周课时） 项目学习 （４ＳＷＳ①）

授课语言 德语

内容／标准（应当传授哪些专业内容、方
法、专业实践内容以及跨专业内容）

以团队形式展开项目工作：

－　调查项目课题的相关信息
－　现状分析、定义目标
－　制定工作计划
－　实施工作计划
－　展示结果及建议
－　必要时举例

力求达到的学习成果（知识、技能、能力，

例如：学生熟悉、知道、能够……）

学生结束本模块的学习后能够：

－　领会本学科的内在复杂关联性和任务
－　拟订不同的解决方案
－　从经济与环境视角出发评价不同的解决方案
－　应用项目管理、项目工作、规划工作流程的方法
－　应用其在团队工作、时间管理、独立工作以及工作系统化与条理

化方面的经验

学习形式 研讨、自主学习、项目工作

媒体形式 －

考察学习－／考试形式 考试形式：口头报告或者论文（４０小时），或者设计（４０小时）

学分 ５

学习量
出勤：　ＸＸ小时
自主学习：　１５０－ＸＸ小时
总量：　１５０小时

模块的时长与提供频率 １学期，每年冬季或者夏季学期

学习条例中规定的修本模块的前提条件 第１学期和第２学期共取得了６０学分后方可修本模块

建议应具备的前提条件

（例如：基础知识）
无

必修／限选／任选 限选

教学计划所属专业 环境技术本科，或者诸如此类的专业

文献 公布项目课题时公布文献

① 译者备注：ＳＷＳ是指授课期间的周课时，１ＳＷＳ为１个课时，即４５分钟，４ＳＷＳ为４个课时，即每周３个小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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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模块名称

副标题
项目模块

模块代码 ＸＸＸＸ
ＥＣＴＳ（欧洲学分互认体
系）学分

１２

专业 硕士

规定学期 模块开始 （ＷＳ／ＳＳ②） ＳＳ＋ＷＳ

模块提供机构 简称 ＰＲＯＪ

模块负责人
模块类型 （必选／限选／
选修）

必选

修本模块的前提

教学活动
　　－项目工作

－项目演示报告
教师 ＸＸＸＸ，专业教师 （项目导师和本专业其他模块的教师）

教学内容

项目管理基本原理

以小组工作的方式展开项目工作：

－　就项目课题查找信息
－　现状分析、定义目标
－　制定工作计划
－　展开所计划的研究和活动
－　演示汇报项目成果和建议

力求达到的学习成果

（知识、技能、能力，例如：

学生熟悉、知道、能够…）

学生结束本模块的学习后能够：

－　在研发项目中形成独立的思想
－　提出科学假设或者发展目标
－　系统化开展专业领域的项目，并采用项目管理的方法监控
－　在项目团队里独立组织工作的分工
－　独立分析实践中广泛出现的问题
－　将项目的不同视角联系起来
－　就有争议的问题形成自己的看法并能够抗辩
－　把自己得出的结果与科学和技术现状进行比较并独立分析、展开科学性与

技术性的讨论，并能够质疑得出的结果

－　根据项目成果的具体用途采用相应方法展示成果

教学形式 讲授课和研讨课 （ｘｘ％），小组辅导 （ｘｘ％）

文献／资料 不同项目课题适用不同文献

学习量

讲授课堂与研讨课堂的出勤时间：ｘｘ小时
小组座谈：ｘｘ小时
自主工作：ｘｘ小时

考察学习－／考试形式 项目成果展示 （口头、书面）

使用性

备注

３．３　ＦＬ２ＵＴ项目的实践案例
３．３．１　苏德布克能力中心有限公司的最佳实践案例

奥斯法利亚应用科学大学和苏德布克奥斯法

利亚应用科学大学的几位教师作为股东成立了苏

德布克能力中心有限公司，下面介绍的便是与这个

公司合作的最佳实践案例。

② 译者备注：ＳＳ（夏季学期）相当于中国的春季学期，ＷＳ（冬季学期）相当于中国的秋季学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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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水经济与土壤管理硕士（Ｄｉｐｌｏｍ）专业里
有一门项目课，课时量为每周６个课时，现在在本
科专业是５个学分的学习量。学生应当通过这个
模块学习如何进行项目工作。我们要求每两个学

生在一起做一个具体的项目。

举例如下。

任务：通过预先热处理是否能够提高淤泥垢的

沼气采获量？

组织：从项目学习小组中挑选出一名优秀的

学生。

实施：挑选出来的学生在一家垃圾场企业委托

的项目中参与活化污泥设备的实验。

结果：在涉及的委托项目中，这名挑选出来的

学生以做硕士（Ｄｉｐｌｏｍ）毕业论文的形式为这个项
目的开展做了准备工作。学生独立自主地与垃圾

场企业相关负责人进行了对话，规划了实验，并评

价了实验结果。学生做这些工作也获得了劳酬。

这名毕业生接下来在高校的一个鉴定中心得

到了一份工作，继续从事项目工作。这个工作岗位

的期限先是两年，之后可以再延续。从事这个工作

也意味着他要独立招揽项目。

３．３．２　莱茵－美茵应用科学大学（威斯巴登、鲁斯
海姆、盖森海姆）的最佳实践案例

学生应当尽可能在切实可行的条件下在一个

层级制结构的小组里，并在一个预先确定好的时间

段内做一个结合实际的项目。这个小组由一名教

师负责指导，小组必须通过民主选举选出两位项目

主管。通过项目学习，能够培养学生在限定时间内

独立完成专业任务的能力。

举例如下。

任务：一个小城市的能源效率。

搜集一个小城市的能源消耗数据，由此预测出

这个城市减少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潜力。

这是一个跨学科的课题任务，时间限定为４个月。
组织：第５学期的１５名学生组成一个小组，通

过民主选举选出 ２名项目主管，同时建立 ５个分
组，每个分组由２～３人组成，负责一个子项目。特
殊之处：要求学生面向居民做问卷调查。

实施：

 项目启动由教师主持；
 检查学生的基础知识；
 各个分组自行与小城市的代表进行联系；
 经常并定期与教师、各分组、小城市的代表

交流信息。

学生要总结中期成果，并有相应的文档记录。

成果：分组的组长向小城市的代表通过 ＰＰＴ展
示“鉴定”结果。

项目主管评价每个组的结果展示报告并打分，

同时陈述给分的理由。令人吃惊的是，项目主管的

评分与指导教师的评分极为吻合。

３．３．３　“一个猪圈的能源优化”项目，不来梅应用
科学大学

这是一个针对一个本科专业第 ３学期及第 ４
学期学生的项目，共３０个学分，由４～５名教授指
导，分为５个模块。

任务：一个猪圈的能源优化。

组织：在第一堂启动课里，教师首先通过 ｐｒｏ
ｊｅｃｔ－ｉｄｅａ－ｎｏｔｅ（项目概念书）“的方法（每个项目
最多两页）向学生介绍了多个项目，然后教师离开

教室，学生必须自己平均分配人员建组，每一组承

担一个项目。在第３学期，学生与教授签订一份项
目委托协议书，教授是项目委托人。

实施：首先，学生在学期开始时制订一份义务

书／任务书交给教师审阅，以此作为学生提供项目
服务的意向书。之后，学生在这个基础上对要完成

的任务做出具体描述、确定项目的进行阶段、提供

项目流程计划表。最后，学生与教授签订含有上述

内容的项目委托协议书。这些工作必须于第３学
期末时结束。

学生在第４学期里根据签订的项目委托协议
书按照项目进度计划实施项目工作。项目主管根

据参与人的能力分配任务，学生们确定里程碑，制

作中期报告并撰写会议记录。教师在项目进行过

程中给予学生指导。

成果：项目结束时学生做了一个成果展示，并

撰写了项目报告。

如果项目确实是由第三方委托，并且第三方也

从项目成果中受益，那么他们会承担学生的路费，

并组织一个项目结束庆祝会。

４　结论与建议
我们提出上述教学方法的倡议和建议，目的是

促进应用科学大学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教师应

当使学生在大学期间就可以接触到将来他们结业

后会遇到的日常职业情境，让他们熟悉在这种情境

下如何工作，并引导他们展开实践导（下转第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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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学结合一体式专业（ｐｒａｘ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ｉｅｒｔｅＳｔｕ

ｄｉｅｎｇｎｇｅ）①的特点是在人才培养方案中规定了须
有相互交织吻合进行的大学理论学习阶段与企业

实践阶段。这类专业的学生在整个大学学习期间

都有一家固定的实践接收单位（企业或者行政部

门）。理想情况下，前半个学期学生先在大学学习

基础理论知识和技能，接下来把后半个学期的时间

用于在实践单位里深化、扩展并应用这些基本理

论、知识与技能。人才培养方案中提出的理论学习

与企业实践须相互衔接进行的要求可通过下面两

种途径得以实现。

（１）在实践阶段里，学生在实践单位通过实际
应用领会并检验其在自主学习（自己决定、自己负

责）过程中学习的教学内容（例如应用在流体力学

课程中学到的知识———分析排烟系统的性能），从

而实现教学内容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

（２）学生通过做项目深化并应用学习到的知
识，在此项目内容必须明确，且是与学校商定过的，

学校给予指导并最后给项目评分，学生在做项目的

过程中需要运用科学方法展开项目工作，例如运用

工程技术领域的科学方法。

由于这类专业的学生在学校学习时间有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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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我们针对他们采用的教学方法应当能够促进学

生掌握具有持久性和广泛应用性的知识和技能，并

且，由于学生的背景特征和能力是在不断变化的，

因此，采用的教学方法也应当与之相适应。表１简
要地展示了西方世界不同时代人的性格特征，这对

于我们思考应当采用何种教学方法也具有一定的

参考作用。

表１　不同时代人群典型特征的比较

婴儿潮时期 Ｘ时代 Ｙ时代 Ｚ时代
出生年代 １９５０年起 １９６５年起 １９８０年起 １９９５年起
基本观念 理想主义 怀疑论 乐观主义 现实主义

主要特征
实现自

我价值

看不到

前景
工作投入 浮躁

扮演角色 集体主义 个人主义 集体主义 个人主义

活跃程度 中等 不强 中等 很强

人生定位 只有职业

个人生活

（尽管有

职业）

职业（与

个人生活

分不开）

私人生活

与 职 业

（相互分

离）

　　注：以ＳＣＨＯＬＺ为依据②

　　可见，现在大学里的教师主要是婴儿潮时期和
Ｘ时代的代表，学生则大多属于 Ｚ时代的人群。不
同时代人对待人生的态度不同，以及自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以来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数字化和信息化改

变了人际沟通和信息获取的方式，这些也都影响着

教学效果与学习效果。大量的辍学率在此是可以

找到一些原因的。尽管经验证明，传统的教学方法

并非已经完全过时，但最好是有其他现代的教学方

法作为补充，使学生达到个人的最佳学习效果并确

实获取就业能力（Ｅｍｐｌｏｙａｂｉｌｉｔｙ）。以下，本文便以
一个工程技术领域的专业为例，介绍我们开发的一

个教学方法和其具体措施，以及对这个方法的

评价。

１　教学方法的理论基础
我们开发的教学方法以混合式教学方法中的

翻转课堂教学（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法为理论基础。
翻转课堂教学法要求学生在传统的面对面课堂以

外就通过不同的渠道（例如纸质或者电子书籍、讲

义、学习视频、播客等方式）先自己学习知识点，接

下来由教师灵活处理教学内容，使学生能够以问题

为导向应用这些知识。③根据笔者的经验，我们不能

把现有的课堂教学直线性地转换到翻转课堂，而是

必须事先缜密地规划教学内容与学生掌握知识的

每个阶段（包括反馈环节），并准备详细的教学材

料。总体来说，混合式教学把面对面的教学方式与

网络学习（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相互结合起来，而翻转课堂
教学模式也是混合式教学的一种特殊方式。④⑤尽

管翻转课堂教学的理念不需要电子网络支持也可

以实现，但是，事实表明，一方面，采用网络平台的

方式可以促进学生独立规划其自主学习阶段，另外

一方面，现在的学生也更加接受这种学习方式。为

了能够成功引入这种教学模式，ＣＺＡＲＮＥＣＫＩ认为
有必要实施以下７个步骤：

（ⅰ）确定学生学习内容的范围，目标是学生能
够基于网状思维方式了解各个知识点之间承上启

下及其与上一个知识层级的关系。

（ⅱ）确定学生的学习目标，通过要求学生回答
问题，或者完成用于加强理解的作业引导学生完成

自主学习环节。

（ⅲ）就自主学习中每个知识点在专业领域的
归属及其实践意义进行交流（这一点尤其对于应用

导向型的专业来说非常重要）。

（ⅳ）选择能够有效传授知识的方法和能够激
励学生自主学习并检验学习效果的方法。

（ⅴ）定义并设计一些具体的、能够促进以下不
同认知技能发展的活动：感知与注意力（例如观看

具体实验活动的视频）、创造力与记忆力（例如在已

获得知识的基础上解决较难的任务）、规划能力（例

如在实验室完成实验任务）、记忆力（例如检验个人

知识的掌握情况）。

（ⅵ）展开适合情境的面对面教学，先激活学生
在自主学习中已获得的知识，然后展开以问题为导

向的教学，以此为基础处理教学内容。举例来说，

②

③
④

⑤

ＳｃｈｏｌｚＣ．，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ＺＷｉｌｌｋｏｍｍｅｎｉｎｄｅｒＡｒｂｅｉｔｓｗｅｌｔ，ＶｏｒｔｒａｇａｕｆｄｅｍＳＡＰＦｏｒｕｍｆü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３．２０１３，Ｋａｒｌｓｒｕｈｅ
（ＳＡＰ人力资源经理论坛上的报告：欢迎Ｚ时代踏入职场，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０日，卡尔斯鲁厄）．

ＣＺＡＲＮＥＣＫＩ，Ｓｔ．（２０１６）：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ｔｓ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国大学报）（２０１６）０６，Ｓ．６９７１．
ＢＥＲＧＭＡＮＮ，Ｊ．；ＳＡＭＳ，Ａ．（２０１２）：ＦｌｉｐＹｏｕｒ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ＲｅａｃｈＥｖｅｒｙＳｔｕｄｅｎｔｉｎＥｖｅｒｙＣｌａｓｓＥｖｅｒｙＤａｙ（翻转教室：激发学生有

效学习的行动方案），１．Ａｕｆｌａｇｅ，ＩＳＴＥ，Ｅｕｇｅｎｅ，Ｏｒｅｇｏｎ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Ｄ．Ｒ．；ＶＡＵＧＨＡＮ，Ｎ．Ｎ．（２００８）：Ｂｌｅｎｄ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ｉｎ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高等

教育中的混合式教学方法：构架、原理、指南），ＪｏｓｓｅｙＢａｓｓ，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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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采用的方式有：学生可以共同或者单个与老师

展开讨论；相互协作或者个人独立地完成提出的任

务、分析案例；让学生做简短报告等。

（ⅶ）让学生思考已上完的课，特别是从不同视
角复习已处理过的教学内容，目的是确保学生能够

长久保持并随时调动已获得的知识和能力。

关于上述最后一点，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凯
勒（ＫＥＬＬＥＲ）就提出了找出知识缺口的方案，即个
人化教学系统 ＰＳＩ（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Ｉ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⑥。依据这个教学模式，每一个教学单元都要
以一个知识测验来完结。学生通过了测验才可以

继续学习接下来的内容。学生如果没有通过测验，

则应当重新学习这一单元的内容，直到通过了一个

新的测验为止，以此证明知识水平达标。这种方式

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即每个学生可以尽可能个性化

地根据自己的步调自主管理学习，并保证学生能够

达到要求的最基本的知识深度和广度。这个方法

的有效性已经通过实际试验得到了证实（例如 ＫＵ
ＬＩＫｅｔａｌ．⑦）。但是，应用凯勒式教学法要求教师在
时间上也要有很多的投入。然而，通过利用基于互

联网的学习平台来生成考试成绩或者自我测验可

以明显减小投入。因此，学生在证实确实已掌握

“所学知识”后才能继续学习后续知识单元，这种基

本的检验方法是不应当轻易放弃的。尽管我们不

可能完全排除这种网络检验方式中会出现舞弊现

象，但是，如果把网络学习和面对面教学中的知识

审查结合起来，可以证明这种方法是很成功的。

接下来，笔者将详述这种教学方法在一个工程

学专业的具体应用。下面的实例涉及的是一个模

块的教学，其专业领域是木材的结构以及木质复合

材料的物理、化学及加工特性。

２　教学方法的实施
根据上面描述的实施步骤，首先把这个模块的

教学内容分成了几个知识单元。每一个知识单元

首先以一个启动课为开端，其中特别介绍这个单元

的知识点与接下来教学内容的关联关系、这一部分

内容的范围、以及对科学工作与实践工作的意义。

举例来说，我们在启动课上首先介绍一些基本关

系，例如材料微结构与物理性能之间关系的基本规

律。接下来便是学生自主学习的阶段，在这个阶段

里，学生可以从图书馆借阅必读文献和更多的补充

文献、观看教学视频，并在网络学习平台 ＯＰＡＬ上
做用来检验学习情况的测验。学生的自主学习主

要以教师提出的一些问题为导向，通过这些问题可

以把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重要的学习内容上来。

依据凯勒式教学法原则，每个学生可以在 ＯＰＡＬ网
络学习平台上通过选择题式的测验检验自己的学

习情况。如果答案不正确，会出现相应的文献提

示，以便学生可以有针对性地学习没有掌握的知

识。每个测验学生最多只能重复三次，并且每次重

复测验里的问题与前次测验都不同，因为每次测验

里的题目是从一个题库里随机组合而成的。基于

我们为学生网络学习选择并确定的注册程序，教师

可以查阅每一名学生的答题情况和测验结果（学习

进度），并对之作出相应反应。因此，教师在接下来

的研讨课上，可以着重对待每个学生身上出现的特

别问题进行教学，以此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和理解

能力。

在接下来的研讨课上，教师在第一部分里首先

面向所有学生，激活他们已有的，即在自主学习阶

段掌握的重要教学内容。然后，在第二部分里，教

师展开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主要讨论科研或者企

业实践中出现实际问题，并进一步地让学生以小组

合作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之后由各组介绍他们找

出的解决方案。采用这种教学方法可以让学生有

较高的积极性和参与性。下面列举的是一个教师

提出的课题。

制造符合下列特性的轻型木质材料：

·　含有用于置放功能性元件的空腔；
·　制造过程中技术环节少，材料损失小；
·　与自然状态下的木材相比有较好的溶胀

特性。

请讨论为实现以上要求，您将如何入手、采用

何种方法，并请介绍这种方法。

每一个研讨课都以一个测验来结束。测验的

成绩可以作为学生学习这个模块的附加分对待，但

附加分不得超过期末考试满分的１０％。在教学的
进行过程中，这个外在动力不仅激励了学生的学习

⑥
⑦
ＫＥＬＬＥＲ，Ｆ．Ｓ．（１９６８）：Ｇｏｏｄｂｙｅｔｅａｃｈｅｒ…（老师再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Ｖｏｌ．１（１），１９６８，Ｓ．７９８９．
ＫＵＬＩＫ，Ｊ．Ａ．ｅｔａｌ．（１９７９）：Ａ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Ｋｅｌｌｅｒ＇ｓ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凯勒个人化教学系统研究

成果的荟萃分析），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ｔ，Ｖｏｌ３４（４），Ａｐｒ１９７９，Ｓ．３０７３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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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趣，而且他们也积极利用了这一机会，尽管获取

的附加分不会提高期末考试的成绩。因为学生取得

的附加分最后是和期末考试成绩相对应列出的，所

以，这样的附加分不会使期末考试成绩失真，但同时

又达到了促进学生深入研究学习内容的积极性。

即便在学生的自主学习阶段，我们也仍要求他

们不断熟悉工程实践中对实际问题进行数学描述

和计算的方法。学生在这个学习阶段也应当同样

可以自己检验计算结果，或者在有必要的情况下，

可以获得解题的提示。此外，在作为补充的面对面

计算练习课里，学生还需要报告并阐述自己的答

案。接下来，教师会逐步提高问题的难度，学生在

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教师当然也会给学生提供个性

化的辅导。最后，学生要阐述他的答题路径，或者

就一些其他可选的路径进行讨论。举例如下。

若采用真空加压处理方法，请您确定松树边材

对浸注剂理论上的吸收度。在这种工艺中，浸注剂

通过技术方式产生的压力注入木材中。浸注剂的

浓缩度应当多高，才能达到６ｋｇ／ｍ３结晶盐的应有
吸收度。计算中请采用以下设定指标，

干燥木材密度： ４９０ｋｇ／ｍ３

松树的最高溶胀率： １３．８％
浸注开始时的湿度： ７０％
浸注剂的液压 （１ｂａｒ＝０．１ＭＰａ）： ０．８ｂａｒ
用于排除空气进行的真空加压： ０．２ｂａｒ
边材所占比例： ６０％

　　为了引导学生完成实验任务，我们为学生编订
了内容详尽的电子版实验指南。这份指南里包含

了实施实验的基本内容、具体任务和建议。学生在

开始操作实验前需要先通过一个理论测验，目的是

确保学生为实施实验已经在理论方面作了充足的

准备。这种做法因此也改善了以前的教学方式，原

因是对实验的理论基础知识进行前期把关可以确

保学生顺利实施实验，所以就不再有学生需要重复

做实验。学生须在实验结束时提交实验报告，可以

采用纸质形式，或者以电子文档形式把实验报告上

载至ＯＰＡＬ的一个专有区域。学生提交纸质实验
报告和电子实验报告的比例是６７∶３３，由此可以看

出，学生并非理所当然地首选电子沟通形式。

针对教学中理论部分的内容需要转化到实践

阶段进行应用的要求，我们确定了以下重点：

第一，学生能够分析并评价所使用材料的使用

性能和加工性能，以及是否可以选择其他材料；

第二，加深学生对材料在用途不同时有相应适

用标准要求的理解。

以后，每个学生会就此得到一个具体任务。任

务完成后，学生要把它在由 ＯＰＡＬ设置好的被称为
ＷＩＫＩ的领域进行编订，这个ＷＩＫＩ领域基本上是按
照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的原则运作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促
进知识的再次推广，使所有的学生都可以在这个平

台上了解到来自本行业不同领域的经验和知识。

理想情况下，为了完全发挥工学结合一体式专

业的优势，期末考试应当在企业实践阶段结束后进

行。但是，目前为止，这一点还未得实现。

３　资源与投入
针对上述“材料结构与性能”模块设计混合式

学习方法，我们用了两年时间。我们首先在一个著

书项目的范畴内为学生编订了用于自主学习的材

料⑧，这个学习材料涵盖了特别适合工学结合一体

式专业学生需求的内容和所有重要的教学内容，以

及进阶阅读文献。学生学习这份材料实际应当跨

越大约１４个月，须用近５６０个小时。在初期试验
阶段，我们一开始向学生提供这份材料的目的是帮

助他们为预习传统的研讨课和计算练习课使用。

总体而言，这个其实更多是传统的方法与至今存在

的教学方式（在学习指南里列出阅读文献、学生去

图书馆阅读纸质或者电子书籍、传统教学形式）相

比，就学生知识和能力的增长而言，取得的效果并

不明显。在项目进行的第二阶段，我们使用萨克森

州高校的网络学习平台 ＯＰＡＬ⑨（Ｏｎｌｉｎｅ－Ｐｌａｔｔｆｏｒｍ
ｆüｒＡｋａｄｅｍｉｓｃｈｅｓＬｅｈｒｅｎｕｎｄＬｅｒｎｅｎ学术教学与学
习网络平台）制作了网络学习单元。这个网络平台

的核心来源于由苏黎世大学开发的公开资源学习

管理体系（Ｏｐｅｎ－Ｓｏｕｒｃｅ－Ｌｅｒ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
ｔｅｍ）ＯＬＡＴ。ＯＰＡＬ在这个体系之上附加了认证和

⑧

⑨

Ｈｎｓｅｌ，Ａ．；Ｌｉｎｄｅ，Ｈ．－Ｐ．（Ｈｒｓｇ．）：ＧｒｕｎｄｗｉｓｓｅｎｆüｒＨｏｌｚｉｎｇｅｎｉｅｕｒｅ，Ｂｄ．６，Ｈｏｌｚｗｅｒｋｓｔｏｆｆｅ
!

Ｐｒüｆｕｎｇ，Ｓｔｒｕｋｔｕｒ，Ｅｉｇ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木
材工程师基本知识，第６册，木质材料：检验、结构、性能），２．Ａｕｆｌ．２０１４，ＬＯＧＯＳ，Ｂｅｒｌｉｎ

Ｒｉｃｈｔｅｒ，Ｆ．；Ｍｏｒｇｎｅｒ，Ｓ．：ＯＰＡＬ．ＤｉｅＬｅｒｎｐｌａｔｔｆｏｒｍｓｃｈｓｉｓｃｈｅｒ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ｎ．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ｓｃｈｓｉｓｃｈｅｎ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ｎ．Ｓｔｒｕｋｔｕｒｅｎ
－Ｐｒｏｊｅｋｔｅ

!

Ｅｉｎｓａｔｚｓｚｅｎａｒｉｅｎ．（萨克森州网络学习：构架
!

项目－使用模式，萨克森州高校学习平台）Ｈｒｓｇ．Ｆｉｓｃｈｅｒ，Ｈ．；Ｓｃｈｗｅｎｄｅｌ，Ｊ．
ＴＵＤｐｒｅｓｓ，Ｄｒｅｓｄｅｎ２００９，Ｓ．１６３１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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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机制 “Ｓｈｉｂｂｏｌｅｔｈ”，从而使联网高校的用户数
据库可以互相连接、可以制作专用的版面、创造出

更多用户信息技术之间的交接区。使用 ＯＰＡＬ平
台的高校需要交费。德累斯顿国家职业学院目前

每年须交９３０４欧元，分摊到这个开发出的课程大
约１００欧元。为学生提供网络学习的准备工作，例
如整理出课程的附件、为学生注册课程做准备、整

理出并输入课程每一个单元的文档、定义使用权限

等，需要花费大约８个小时，这其中还没有加入为
熟练使用系统而进行必要培训的时间。设计这样

的培训需要大约８个工作日。我们为了让学生能
够自己检验学习效果而制作了网络测验题，这在当

时是非常耗时的。但是，ＯＰＡＬ现已得到了进一步
的改善，以后用于这一部分的时间会明显缩短，估

计将来只需大约２个工作日就可以完成全部测验
题的制作。用于准备启动课的内容花费了２４个小
时。把教师所有用于准备网络学习的时间加起来，

共计６７０小时。因此，这就超出了在我们的州职业
教育学院教师一年额定授课量的１０％。这些必要，
但却是额外的工作量是不作为老师的工作量来计

算的，所以，老师需要有内在的动力驱动才会采用

这种教学方法。

４　成果评价
为了评价项目是否成功，我们参考了以下标

准：学生做自我测验的情况 （每个网络学习用户可

以识别出来）、对要求提交的实验报告作出的评价、

对两个期末考试成绩的比较。后两项中，比较对象

是引入混合式教学法试点项目之前的一级学生和

本试点项目结束后第一次体验这种教学法的一级

学生。

（１）学生做自我测验的情况。
如前所述，检验知识的掌握情况属于学生自我

负责／自我管理的领域，也就是由他们自己决定。
下表２显示的是学生是否做了网络测验的情况。

表２　学生做网络测验的情况

测验 １ 测验 ２ 测验 ３

已做 ３５％ ７８％ ９３％

　　从上表可以明显看出，至少是出于为了顺利通
过接下来的研讨课并取得期末考试附加分的目的，

学生认识到了测验的价值。至于学生在做错题时

多大程度上查阅了网络上列出的文献，以及较好的

成绩是通过“尝试”还是外来帮助而达到的，在此就

不得而知了。

（２）实验报告的评价。
实验的目的是准备、实施、分析不同的试验（见

上），分析的环节包括分析统计量，如离差、置信区

间等，此外，学生还要能够通过援引文献来解析实

验结果。让学生分小组做实验可以促进他们在组

织分工和寻找共同结果的过程中形成社会能力。

实验课的满分是 ６０分。下表 ３展示了学生的
成绩。

表３　引入混合式教学法前后实验课成绩的比较

教学方法

实验报告成绩（分数）所占百分比

＞２９分
３０－３６
分

３７－４５
分

４６－５４
分

＞５５分

不及格 及格 满意 良好 优秀

传统式 ０ １４％ ５２％ ２２％ １２％

混合式

教学法
０ １６％ ４６％ ２４％ １４％

　　从成绩的整体分布情况来看，引入现代教学方
法后没有观察到学生的实验课成绩有明显提高。

但是，如果细观不同成绩档次的分布，就可以看出

略微变化。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在同一个成绩档

次里（优秀、良好等），学生取得的分数有普遍提高

的倾向，也就是说老师对实验报告的评分有所

提高。

（３）期末考试。
我们把引入混合式教学法之前与之后的比较

小组所取得的期末考试成绩进行了相互比较，结果

显示如下图１。首先可以得出的较为乐观的结论
是，尽管考试不及格学生的数量保持相同，但是，总

体来说，学生的考试成绩有所提高。

分析数据时，我们对数据列采用了ＧＲＵＢＢＳ检
验法检验偏差值，并借助 ＤＥＳＴＲＡ瑏瑠软件做了正态
分布的检验。没有检验出偏差值。此外可以确定

数据的正态分布。接下来，采用 Ｆ检验法作了方差
齐性检验，也得到了同样统计学上证明。以原假设

Ｈ０进行的单尾μ检验
Ｈ０：μａｌｔ＞μｎｅｕ

瑏瑠 进一步信息参阅：ｈｔｔｐ：／／ｗｗｗ．ｑ－ｄａｓ．ｄｅ／ｄｅ／ａｎｗｅｎｄｕｎｇ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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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μａｌｔ是传统教学方法下学生的平均成绩；
μｎｅｕ是 引入现代教学方法后学生的平均成绩。

从统计学上看两组考试成绩之间有十分明显

的区别（α＝０．０１％），并且现代教学方法下学生的
考试成绩有了明显提高。关于具体使用的统计方

法请参看相关文献。瑏瑡表４总结了数据记录情况。
能够得出的结论是，学生是可以接受以混合式

教学理论为基础发展出的这种新型教学方法的。

与以前的教学模式相比，学生的学习效果也有了明

显提高。但是，通过对学生所做实验的评价而体现

的学生开展科学实验方面的能力，就此目前还不能

证明有明显可以衡量得出的提升。

图１　比较小组的成绩分布：上图是引入混合式教学法之
前，下图是引入混合式教学法之后 ，Ａｎｚａｈｌ－数量，Ｎｏｔｅｎ
－成绩

表４　总结了数据记录情况

教学方法

传统式 引入混合式教学方法后

数据记录总数 ２１ ２８

成绩平均值瑏瑢 ３．１ ２．５

方差 ０．９４ １．０４

５　总结与展望
实践证明，为了提高学生掌握知识的质量，在

一个具体模块中引入所述形式的混合式教学方法，

是行之有效的。把理论知识的学习转移到学生自

主学习的范畴能够使学生通过深入研习教学内容，

从而促进他们牢固掌握知识、提升他们的能力。现

在还需要做的是应用和深化知识的实践阶段从时

间上实现与理论学习的接轨。此外，为了使学生更

好准备和实施试验，我们目前正在开发这一领域的

自主学习单元。再下一步是我们将对现有的教学

录像进行补充，也就是首先录制那些处理不易理解

的教学内容的讲授课，这样使学生在自主学习时有

一个更多的渠道用来学习知识。视频的录制将由

德累斯顿州职业教育学院的音频与视频技术实验

室完成。

（翻译：陈　颖瑏瑣）

［责任编辑：张永军］

瑏瑡 ｓ．ｚ．Ｂ．Ｈｎｓｅｌ，Ａ．Ｌｉｎｄｅ，Ｈ．－Ｐ．（Ｈｒｓｇ．）：ＧｒｕｎｄｗｉｓｓｅｎｆüｒＨｏｌｚｉｎｇｅｎｉｅｕｒｅ，Ｂｄ．１，ＥｉｎｆüｈｒｕｎｇｉｎｄｉｅＭｅｔｈｏｄｅｎｚｕｒＶｅｒｂｅｓｓｅｒｕｎｇｖｏｎ

ＰｒｏｄｕｋｔｅｎｕｎｄＰｒｏｚｅｓｓｅｎ（木材工程师基础知识第一册：产品及过程优化的方法导论），ＬＯＧＯＳ，Ｂｅｒｌｉｎ，２０１２

瑏瑢 译者备注：德国的成绩分类为：１优秀，２良好，３满意，４及格，５不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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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高校的国际化进程
———细观应用科学大学的国际化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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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奥斯纳布吕克　德国　４９０７６）

摘　要：在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必然属于一个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国际化也应当是高等院校发展
战略中的核心任务。德国高校，包括具有地方性特征的应用科学大学，国际化程度已达到了较高水平。在国际

化进程中，德国高校的重点是要把国际的、跨文化的、全球的维度融合到高等教育的目标、功能和服务中，例如

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的一些国际化举措。中国高校在实施国际化战略时，可以借鉴德国的一些做法，并

应当在与德国高校的合作中清楚对方的行为方式与国际合作的目标。

关键词：德国；应用科学大学；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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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
不断突显并深入发展。一国若要积极参与２１世纪
的全球化进程，并在对优秀人才、资金和创新技术

日渐剧烈的国际竞争中长期处于优势地位，其作为

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为科技发

展提供动力的高等院校也必须应对这一趋势。在

此背景下，国际化早已成为了世界上先进国家高等

院校发展战略中的核心任务，高等教育国际化同时

也是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之一。①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德国高校的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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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了系统化、全面战略化发展时期，经过２０多年
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就。２０１６年２月，英国文化
教育协会 （ＢｒｉｔｉｓｈＣｏｕｎｃｉｌ）发布了一项名为 “Ｔｈｅ
Ｓｈａｐｅ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全球高等教育状
况）”的调查研究，证明了德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程度在被调查的２６个国家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特别是在以下领域，如协调处理国际化战略、高校

构架、质量保证、流动性和资助措施之间相互交织

的关系方面，德国高校表现得尤为突出，甚至领先

于美国和英国的高校。此外，具有开放的姿态、高

水准的研究和教学，以及紧密的国际研究合作关系

网络也是德国高校鲜明的特色。②

从德国高等教育对外国学生的吸引度来看，德

意志学术交流中心于２０１６年公布的统计数据③显
示，在全球最受留学生青睐的国家中，德国位居第５
位。至２０１５年底，德国有共计４２６所高等院校，学
生人数近２８０万④，其中外国学生共计３２１，５６９名。
在应用科学大学注册的外国学生较２０１４年增长了
１２％，在综合性大学注册的外国学生增幅为 ６％。
大部分外国留学生都想取得德国学历，其中只有

１３％在综合性大学和８％在应用科学大学的外国学
生属于短期留学生或者交换生。２０１５年，在德国的
中国留学生首次超过了３０，０００人，中国又再一次
远超其他国家，仍为留学生的主要来源国。德国同

时也是一个强大的留学生输出国，很多德国大学生

都乐于出国拓宽国际视野，大约３７％ 的德国大学
生在毕业前都到国外学习过。

在德国高校的国际化进程中，虽然综合大学是

主力军，但很多应用科学大学，例如奥斯纳布吕克

应用科学大学，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刚建立后不久
就积极地参与这一进程，并不断加快了其国际化的

步伐。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于２０１４年做出的调查
显示，德国应用科学大校的国际化程度现在已达到

了较高的水平。⑤ 因此，研究德国高校国际化的发

展及特征，特别是应用科学大学在这一方面采取的

具体措施，对于中国高校，尤其是地方本科应用型

院校的国际化能够起到参考和比较的作用。

需要明确的是，对国际化这个概念有很多不同

的理解和定义，本文的研究和分析是建立在国际上

得到普遍承认，由 Ｋｎｉｇｈｔ于 １９９７年提出⑥，并于
２００４年进一步扩展的定义，即国际化是指把国际
的、跨文化的、全球的维度融合到高等教育的目标、

功能和服务中的过程。⑦简言之，研究国际化，实际

上是研究一个动态的渐进过程，考察的是高校的各

个组成部分对国际化的、跨文化的和全球化的思

维、理念与行动不断吸收的过程。需要跨出的误区

是，虽然不同利益相关人会对高校国际化持有不同

的目的，但高校国际化的最终目的不应当是单纯提

高国际学生的比例和学生的出国留学率，以及提高

英语授课课程的比重，也不应当是单单增多具有国

际内容或涵义的课程，或者不断增加友好学校的数

量。尽管这些内容可作为反映一所高校国际化程

度的指标，但他们不是目的本身，国际化更多的应

该是一种内涵建设。⑧ 归根到底，从高校最基本的

任务，即以人才培养为出发点，德国高校校长联席

会议（ＨＲＫ）对国际化目的的理解是：作为对全球化
进程的回应，高校国际化的首要目的是培养能够应

对国际化挑战的“世界公民”，此外，高校的各个组

成部分，即从教学、学习、科研到行政与服务，都必

须加入到国际化进程中，从而使高校作为一个整体

能够立足于全球化的世界，同时又能够服务于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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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ｉｎｄｅｒＷｅｌｔｕｎｄｆüｒｄｉｅＷｅｌｔ）。⑨

为使读者理解德国高校国际化的背景和特征，

本文首先在第一部分对德国高校的国际化进程做

一个历史回顾，并简要介绍现阶段的发展状况。接

下来，在第二部分里着重分析德国应用科学大学国

际化的趋势。第三部分将以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

学大学为实例，介绍并分析其国际化的一些具体举

措。在第四部分里，笔者针对中国高校的国际化进

程，特别是与德国大学的合作进行了粗浅思考，提

出了几点建议。

１　德国高校国际化进程的历史回顾
与现阶段发展状况

１．１　历史回顾
谈起高校的国际化进程，学者 Ａｌｔｂａｃｈ认为，高

校自诞生以来便是一个具有全球化传统的机构。瑏瑠

德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大学，如海德堡大学、埃尔

福特大学、科隆大学、莱比锡大学等，于１４世纪末、
１５世纪初就建立了。基于知识无边界的本质，在中
世纪时，这些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便为了寻求新知识

和在科学上有新发现远行到其他大学访学、探讨、

交流。因此，现在在评判一个高校国际化程度时经

常提及的师生“流动”早在中世纪就有雏型。并且，

由于当时大学有自己设立并授予学位的权利，造成

了不同大学颁发的学位也有所不同。因而在当时

也就有了大学之间相互承认学位的现象。瑏瑡

１９世纪初，著名的高等教育改革家威廉海姆·
洪堡于１８１０年提出了新的大学理念，这个办学理
念在当时便被北欧、中欧和东欧国家纷纷效仿，成

为了“出口热销产品”瑏瑢。当时在此基础上对德国

高校进行的改革也取得了辉煌成就，使德国成为了

一个享誉国际的科学国度，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和影

响力。

不幸的是，在纳粹政府当政期间（１９３３—
１９４５），很多优秀的学者逃亡到美国。德国大学在

此期间也屈服于独裁政府的统治，以纳粹政府的民

族主义为办学理念，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更是寥寥无

几，德国至２０世纪初在世界高等教育领域和学术
界的领先地位断然消失。

二战结束后，在原西德地区，高校的主要任务

是重新恢复洪堡办学理念。当时只设立了两种学

位，即硕士（Ｄｉｐｌｏｍ，Ｍａｇｉｓｔｅｒ）和博士学位，大学生
一般来说要学习５—７年，才能拿到硕士（Ｄｉｐｌｏｍ，
Ｍａｇｉｓｔｅｒ）学位。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德国开始建立
高等专科学校（Ｆａｃｈ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也就是后来于
２００４年开始逐渐改名为应用科学大学（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
ｆüｒＡｎｇｅｗａｎｄｔｅ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的高等院校类型。
这类学校当时只颁发高等专科学校硕士（Ｄｉｐｌｏｍ
ＦＨ）学位。附加ＦＨ，即高等专科学校的字样，是为
了和综合性大学的硕士学位证书进行区分。２０世
纪６０年代开始到８０年代初，西德的高校就与西方
国家的高等院校逐渐建立了联系，特别是与德语国

家高校的交往已经频繁存在。但德国高等院校的

学制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一样，这就使学生不

仅很难毕业，也阻碍了学生去其他国家留学，或者

是外国学生到德国留学。因此，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开始就有呼声，提出了改革德国的学位制度，引入

分段制，即向英、美看齐的本科、硕士和博士三段

制。但在当时，这个倡议遇到了很多阻力，无法实

现。在此阶段，德国（西德）高校的国际交往通常是

建立在学者自己学术交流的兴趣和个人关系之上，

甚至很多情况下他们展开国际合作是不与学校协

调的，并且很少有高校制定国际化发展战略。瑏瑣也就

是说，这是一种自下而上（ｂｏｔｔｏｍｕｐ）的发展。
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随着西欧国家继续推进

欧洲经济、政治一体化，欧洲范围内的科研项目和

人员交流也变得具有吸引力。１９８７年，欧洲引入了
史无前例的伊斯拉莫计划，这个计划提高了欧洲高

等院校的学生和教师的流动性，也明显改变了高校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ＤｉｅｔｅｒＬｅｎｚｅｎ，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ｎｉｎｄｅｒＷｅｌｔｕｎｄｆüｒｄｉｅＷｅｌ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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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氛围。高校应当具有国际性也成了共识。为了

支持这一发展趋势，许多高校采取相应的措施，扩

展了促进高校国际化发展的服务。德国高校的国

际化进程从此进入了一个系统化发展阶段。

随着东西德于１９８９年的合并和东欧政治体制
的解体，以及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经济、政治
的全球化发展，德国高校的国际化进程也进入了一

个崭新的，可以被称为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主流化）的阶
段。为了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欧洲许多国家达

成了通过提升高等教育和科学体系的国际竞争力

从而提高自身竞争实力的共识，因此，基于欧洲和

德国国家层面政策与法律的影响，德国高校的国际

化进程自此加入了自上而下（ｔｏｐｄｏｗｎ）的元素。
１９９８年５月，为了更好地利用欧洲高校资源，提高
学生和教师的流动性，高校德、法、意、英四国教育

部长签署索邦宣言后，开启了建立欧洲高等教育区

的博洛尼亚进程。这一进程促使德国加大了高校

体制改革力度，为此，德国修订了相关法律，完善了

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为高校的国际化进程打造了良

好的框架条件，例如，联邦议院为使高等教育机构

对全球化和国际化带来的挑战做好准备，于 １９９８
年６月通过了《高等院校框架法》的第四次修改法；
２００２年，修订了《高等教育结构法》，改变传统的二
级学位制度，引入三级学位制度，从而确定了学位

制度的改革，为取消综合性大学和应用科学大学颁

发学位证书的区别奠定了基础。同时，为了实现欧

洲高等教育区内学分的互认，引入“欧洲学分转换

系统ＥＣＴＳ”；同年，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出台了
《教育与研究向世界开放：通向国际化实现创新》的

文件，制定了促进德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目标与措

施。在下面第二部分里，本文将重点介绍现阶段的

框架条件。

纵观德国高校的国际化发展阶段，可以得出以

下结论：首先，德国高校国际化的动因来自于学术

发展、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因素。由于德国高等

教育的理念之一是教育公平，公立大学都不收学

费，所以，增加高校的收入来源不是德国高校国际

化的驱动力瑏瑤；其次，高校国际化大力推动了紧靠内

力很难实现的体制改革，例如对学位制度的改革；

最后，德国高校国际化的发展模式具有先是从下到

上（ｂｏｔｔｏｍｕｐ），然后是从上到下（ｔｏｐｄｏｗｎ）与从下
到上（ｂｏｔｔｏｍｕｐ）相结合的特征。
１．２　现阶段发展状况

现阶段，有很多机构为德国高校的国际化发展

提供战略支持、咨询服务和资金资助。各机构虽然

制定的战略与提供资助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但它们

相互衔接、相互补充、各有特色。德国的高校在履

行法律、法规和与政府签订的目标协议中规定的义

务以外，不受其他机构的制约，可以自行选择其国

际化发展重点，申请相应的资助。

联邦教研部主要从联邦政府和国家的角度出

发，为整个高校和科研体系确定战略发展方向。例

如在２００８年的《加强德国在全球知识型社会的角
色》瑏瑥中，确定了以下四个宏观目标，即加强与世界

上最优秀的科研机构进行研究合作；在国际背景下

开发创新潜能；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在教育、科研和

发展领域的可持续合作；承担国际责任、应对全球

性挑战。之后，联邦教研部又在２０１４年新的《国际
合作行动计划》中对上述四个宏观目标做了补充，

就德国未来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科研合作的目标和

实施策略进行了详细描述，提出了合作应更具流动

性（学生、受培训者、学者等）、有效性（简化合作与

资助程序，排除合作中的障碍）、效率性（与国内、国

际、各个层级的行为人建立联系）、重点性（注重质

量、精益求精与合作共赢）和更强的提升德国竞争

实力的意识（从提高德国科学技术与经济的竞争实

力出发）。瑏瑦 此外还提到的目标有应当尽量简化国

际合作与资助程序，使其变得更有效率，应当更加

注重国际合作的质量和实施精英计划，以及进行国

际合作时更多从加强德国经济竞争实力的角度考

虑等。

联邦与各州政府主管部门也共同确定高校国

际化的细化战略目标。例如在２０１３年发表的共同

瑏瑤

瑏瑥

瑏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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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瑏瑧中确定了要实施９个目标，这９个目标涉及
的领域有：支持高校制定自己的国际化战略、提高

学生的流动率、改善高校国际化的法律框架条件、

本土国际化、扩展国际博士项目、改善战略性科研

合作的资助体系，以此促进国际科研合作、科研及

行政人员的流动性、建立海外校园、加强在国际上

推广德国高校的活动。在学生流动性方面，确定了

提高学生流动性的具体目标，即每年在德国留学生

的人数要达到３５０，０００人，至２０２０年，要有５０％的
德国大学生在毕业前都在国外学习过。

联邦外交部有制定对外文化教育政策的权限，

在２００９年提出的“学术领域外交政策之倡议”瑏瑨里
提出了例如设立研究与教学精英中心的政策。关

于外交部指定的政策，其具体执行则是由各种基金

会与协会等非官方机构负责。对高校国际化来说，

最重要的这类中介机构便是歌德学院和德意志学

术交流中心（ＤＡＡＤ）。其中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作
为德国高等院校的联合组织和德国文化与高等教

育政策的对外执行机构，其主要任务是通过咨询服

务和资助项目帮助德国和其他国家大学生及学者

之间进行交流，开展科研项目，并以此来促进德国

大学同国外大学的联系。瑏瑩

德国高校联席会议（ＨＲＫ）虽然也制定高校国
际化的战略目标，但主要任务是为高校提供个性化

咨询并审计其国际化战略，帮助高校定制符合自身

特色和需求的国际化战略并找出具体行动领域和

可以采取的措施。瑐瑠

总体而言，通过上述制度的设计，德国高校现

阶段在其国际化进程中，从宏观发展方向定位到具

体举措都有丰富的专业机构引导、为其提供个性化

咨询与研讨平台、给予资金资助，但同时也保障了

高校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步伐和特色影响其国

际化进程，因此，德国高校的国际化“是一项协调较

好的过程”瑐瑡。现在，大部分德国高校都制定了国

际化战略，国际化对多数高校来说已不是边缘任务

或者是属于某一部门的专有任务，而是成为了高校

每一分子在执行其任务时都要考虑的维度。

２　应用科学大学的国际化进程
作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发展起来的德国应用

科学大学，虽然远不及许多综合性大学那样具有悠

久的历史和国际影响力，但越来越多的应用科学大

学也展开了国际合作，确定了清晰的国际化发展战

略，并在国际化发展方面已成为了综合性大学强有

力的竞争对手。总结起来，以下五个方面体现了德

国现阶段应用科学大学国际化的特征和发展趋

势瑐瑢。

（１）专业输出具有优势。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着重进行以实践为导向的

学术教育，其毕业生实践能力强，又有学术工作能

力，因此普遍受到企业的欢迎和赞誉。现在，越来

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了这种高校类型的优势，那些与

就业市场需求紧密相关的专业也成为海外高校引

进的对象。２０１３年，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针对德国
高校在海外提供专业的资助中，应用科学大学就争

夺到了超半数。由此可见，德国的应用科学大学在

出口专业这一领域获得了较综合大学相比更高的

认可度。

（２）地方性与国际性相得益彰。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具有很强的地方性特征，这

是因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德国经济高速发展，为
了满足包括偏远地区对人才的大量需求，应用科学

大学也被设立在这些地区，它们是当地经济及社会

发展强有力的后盾。９０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经济和
就业市场的全球化，以及德国经济越来越高的出口

瑏瑧

瑏瑨

瑏瑩

瑐瑠
瑐瑡

瑐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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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程度，德国很多扎根于地方的企业也在海外有

业务或者建立了分公司，因此，应用科学大学意识

到了他们也必须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国际经验和跨

文化能力的毕业生，使他们适应全球和地方就业市

场对毕业生提出的要求。就这一层意义上看，对于

很多应用科学大学来说，他们自身的国际化发展恰

恰也是促进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们存在

的使命之一。

（３）多数应用科学大学制定了明确的国际化
战略。

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于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２年向其
所属的高校做了关于国际化战略的调查报告。

２００８年的调查结果表明，当时仅有１０．５％的应用
科学大学制定了国际化战略，而２０１２年这个百分
比上升到了６０％。对３９份战略的研究显示，大多
数应用科学大学都认识到国际化是世界人才竞争

中的一个重要交叉任务，其中提到了以下因素为其

国际化的目标或者动因：科学和经济体系在全球的

交织性；为全球化的劳动市场培养人才；地方企业

需要有国际视野和能力的员工；为地区发展做贡

献；提升自身的声誉和知名度；国际性是高校重要

的竞争力；教学的国际视角；改善高校服务的质量。

（４）以“本土国际化（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ｉｅｒｕｎｇａｔ
ｈｏｍｅ）”为重点。

大多数应用科学大学都把“本土国际化”作为

战略重点来看待，目的是让不能出国留学的学生，

或者是留学生在出国之前就能够接触到国际氛围。

其具体内涵是教学计划的国际化，即在教学计划中

设置外语课、含有国际内容的课程、用外语讲授的

专业课等；聘请国外学者来校讲座、授课；招收外国

留学生，使本国学生与留学生有交流机会；为教师、

学生和行政人员开设外语课、跨文化能力培训

课等。

（５）缺乏与国外高校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和科研方面的国际合作 。

调查表明，与海外高校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对很多应用科学大学来说似乎不重要。在３０％的
战略方案中几乎都没有提及这一点。建立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的主要目标是共建合作专业，改善合作

的质量管理，以及实施共同的科研及博士生培养计

划。但应用科学大学对此并不很感兴趣。另外，多

数应用科学大学还是以和欧洲国家的高校合作为

主。德意志学术中心认为，应用科学大学应当把欧

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也作为自己国际化的战

略国来对待。

尽管有超过一半的高校想在科研项目层面也

进行国际化，但是缺乏具体措施和项目。有些应用

科学大学虽然有促进教师进行海外科研项目的措

施，并为申请项目资助提供帮助，或者一些高校也

通过利用合作科研的方式与国外的综合性大学联

合培养博士生，但总体来说，科研项目的国际化合

作还不普遍。

３　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国际
化的具体措施

　　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是德国下萨克森
州最大、科研实力最强的一所应用科学大学。瑐瑣它是

欧洲大学协会（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的
成员之一，也是在国际上代表德国有最高教学与科

研水平应用科学大学的“德国７所精英应用科学大
学联盟（ＵＡＳ７）”瑐瑤的成员，具有明确的国际导向
性。下面具体介绍的是几项实践证明较为有效的

国际化措施。

（１）教学计划里设立项目周和海外留学学期。
为了提高学生的流动性和项目管理能力及团

队工作能力，学校几乎每个专业的教学计划里都要

求学生在大学期间至少参加过一次项目周的活动。

从学期安排上来看，以经济与社会学院为例，每个

学期期中的时候都有一周专门被设为项目周，在此

期间，停止所有其他教学活动。项目周的授课老师

以本校老师为主，但也可以邀请友好学校的老师来

主持这周的项目教学。项目题目可以由老师任意

选择。学生参加项目周的教学活动可以获得 ２．５
个学分。本校老师如在这周提供项目教学，可以把

教学地点设在学校，也可以带学生去校外考察，或

者海外游学。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学生、教师出国

开阔国际视野，也可以通过把海外教师请进来的方

法实现本土国际化。

瑐瑣

瑐瑤

２０１４年年度报告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ｈｓ－ｏｓｎａｂｒｕｅｃｋ．ｄｅ／ｆｉｌｅａｄｍｉｎ／ＨＳＯＳ／Ｗｉｒ／Ｗｉｒ＿ｓｔｅｌｌｅｎ＿ｕｎｓ＿ｖｏｒ／Ｗｉｒ＿ｉｎ＿Ｍｅｄｉｅｎ／ＰＤＦ／Ｊａｈｒｅｓｂｅｒｉｃｈｔ－
２０１４－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Ｏｓｎａｂｒｕｅｃｋ．ｐｄｆ，以及科研报告，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ｈｓ－ｏｓｎａｂｒｕｅｃｋ．ｄｅ／ｆｉｌｅａｄｍｉｎ／ＨＳＯＳ／Ｗｉｒ／Ｗｉｒ＿ｓｔｅｌｌｅｎ＿ｕｎｓ＿ｖｏｒ／Ｗｉｒ＿ｉｎ＿Ｍｅｄｉ
ｅｎ／ＰＤＦ／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ｓｂｅｒｉｃｈｔ－２０１４－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Ｏｓｎａｂｒｕｅｃｋ．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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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学生有时间出国留学，在那些特别需要

毕业生有跨文化能力的专业里设置了海外留学学

期，学生在友好学校期间取得的学分和成绩受到

承认。

（２）在教学计划里设置项目模块 。
学校很多专业的教学计划里都有一个１５学分

制的项目模块。如果有教授和海外友好学校的教

授有专业上的良好合作关系，便可以共同开设一个

国际项目模块，也就是让两国的学生在一起共同做

一个为期一学期的项目。一般来说，先在一个学校

召开项目的启动会议，结束时则在对方学校举办成

果报告会。这两次会议是老师和学生都要亲自参

加的，而学期间的交流主要通过互联网、电话等方

式。这个模式的优势是一方面可以促进老师和学

生的流动，另外一方面也达到了培养他们在跨文化

团队的工作和交际能力。

（３）组织的国际化。
为了让尽可能多的人参与到学校的国际化进

程中来，让国际化的理念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头脑，

学校在校园网上设置了国际化建议留言板，老师、

学生都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此外，例如经济与社

会学院设有一个国际事务委员会，由民主选举出来

的来自教师、行政人员和学生的代表组成，这个委

员会共同决定学院的国际化战略、制度和重大事

项。主任由学院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院长担任。在

学校层面有一名副校长主管学校的国际事务。此

外，学校的每位老师都可以主动进行国际合作，可

以向学院的国际事务委员会提出与某国外高校建

立友好学校的建议。如果批准可以与这所高校建

立友好学校关系，则这位老师一般会被任命为友好

学校关系委员，负责协调与该友好学校的合作交流

事务，为想去该校留学的学生提供咨询。

（４）服务的国际化。
国际办公室（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ｆｆｉｃｅ）是执行国际事

务委员会决定事项的重要部门，其承担的主要任务

是为去海外的学生和来校的外国留学生提供咨询、

组织相关流程、协调学校的国际来访、组织好友志

愿者项目（ＢｕｄｄｙＰｒｏｇｒａｍｍ）等，因此它是一个行政
服务部门。

为了使想去国外学习的学生和想来校的留学

生尽可能做好准备，学校实施一个有缜密时间规划

的流程，下图以学生出国留学为例，具体如下：

　　例如一名学生想要在２０１７年秋季出国留学，
那么他必须提前一年就做准备，也就是说他要在

２０１６年秋季学期一开始的时候先参加海外留学资
讯会，了解申请海外留学的程序、前提条件、合作院

校的相关情况等，有了校方对海外留学做出的基本

介绍后，学生还有机会从刚刚留学回来的学生那里

询问他们的留学经历，接下来他可以根据自己想选

择的国家和友好学校参加有关具体合作院校的资

讯会，这类资讯会原则上都是由友好学校关系委员

主持。至此，学生应当对其所想去的国家和具体合

作院校都有了较为详尽的了解，如果仍有问题，他

可以随时与国际办公室或者友好学校关系委员联

络、请求给予单独咨询。学生一旦确定了自己的目

的学校，便可在网上申请，且必须提前一个学期申

请。申请的截止日冬季学期是１月底，夏季学期是

８月底。即这名学生要在２０１７年秋季留学，那么他
的申请必须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底前提出。学校收到
所有学生申请之后，将在２月初学期结束时确定留
学人员名单，之后，学生须与校方签署学习协议，明

确将在友好学校学习的课程以及换算的学分。为

了使学生能够尽快适应在海外的学习和生活，学生

在前往海外留学之前，学校还会提供相应的跨文化

培训。学生到了友好学校后，随时可以与友好学校

关系委员和国际办公室联络，此外，友好学校关系

委员也可以去探望学生，实地了解学生在海外留学

的情况。学生海外留学结束后，根据签订的学习协

议便可以把在海外取得的学分和成绩进行相应的

转换。

对于外国留学生也适用相应的流程，为了使外

国留学生尽快适应国外生活，国际办公室会组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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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志愿者帮助留学生。

此外，学校无论在哪一个领域工作的行政人员

都可以用英语交流。学校官网的内容也都可以用

英语阅读。为了提高老师和行政人员的语言和跨

文化沟通能力，学校也特别为他们开办语言班和跨

文化能力培训班。

４　对中国高校国际化的建议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 （ＢｒｉｔｉｓｈＣｏｕｎｃｉｌ）于２０１６年

２月发布的 “ＴｈｅＳｈａｐｅ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全球高等教育状况）”的调查研究证明，中国高校

的国际化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中国高校开放的

姿态尤为受到好评，但在质量保障方面还有些欠

缺。瑐瑥因此，借鉴德国高校国际化的经验，笔者提出

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高校国际化是一个意识问题，只有当学

校的每一分子，即学生、教师、行政管理人员都理

解、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愿意积极参与时，

才能够形成整个高校的国际化。

对学生来说，比如说可以让学生听跨国公司的

管理人员讲座或者去这类公司实习，从而意识到具

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能力对今后的就业十分重要，

并让他们了解到随着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走出去，

具有国际视野的毕业生在中国也就有更多的就业

选择。

对老师来说，学校应当给教师提供机会和经费

多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与国外友好学校进行教学、

科研方面的交流。同时也为老师提供英语班和跨

文化能力培训班，让他们有能力参与国际交流。老

师看到自己专业领域在国际上的发展，有了国际比

较，才会努力提升自己，更对国际合作感兴趣。

对行政人员来说，学校也可以提供让他们去友

好学校交流的机会，从而了解友好学校的一些行政

流程。笔者观察到，国际合作中的很多问题是发生

在具体实施中的，中国高校的很多操作缺乏时间的

预先规划性和流程标准性及细致性，因而不能与德

国的高校接轨，例如中国很多高校不能提前确定好

下一个学期的课程安排，假期时间很难找到行政办

公和管理人员、没有严格遵守时间安排的报名程

序，以及规则制定较为随意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可

能影响国际合作的质量和顺利进行。

借鉴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的做法，在教

学计划中设置项目周、项目模块和海外学期，以此

促进老师和学生拓宽国际视野，培养他们的跨文化

能力。

其次，国际合作和交流处可以为老师、学生的

国际交流多提供服务，多了解各种促进国际交流与

合作的资助可能，并把这些信息公布出来。

再次，由于德国高校的国际化进程原先是自下

而上发展的，所以若要与德国高校进行合作，必须

找到愿意从事这样合作的专业教授才可以。有些

中国学校特别想在某一专业领域促进国际合作，但

找到的中国教授可能和德国的专业教授之间专业

不对口，或者建立不了合作关系，而使项目搁浅。

所以建议中国高校派团到德国寻找国际合作伙伴

时，尽可能也把有兴趣的专业教授一同带上，这样

可以使专业教授之间进行更多的交流，从而避免将

来的合作走弯路。

第四，重视国际合作与交流的质量，不急于求

成。很多高校为了显明其国际化程度，盲目发展国

外友好学校的数量，但不重视之后真正的项目操作

和进展，因而违背了国际化的本质。有些中国高校

国际化目标过于宽泛、过大，例如很多大学急于一

开始便与德国大学建立双学位专业，但因为德国教

授多较为谨慎、未做事前会先看到很多障碍和风

险，尽量事前解决，这与很多中国大学先签合同，再

谈具体操作的工作方式有很大区别。由于德国的

大学是宽进严出，学生淘汰率和辍学率较高，在很

多工程领域甚至５０％的学生就在第２学期被淘汰
了，而外国学生因为语言难、学业难而毕不了业的

现象更是普遍。此外，如果要合办专业，还需要经

过认证机构的认证，所以一系列繁琐的手续使很多

大学在谈到开办双学位制专业或者合作专业后都

望而生畏，况且德国大学与国外大学合办普通学历

专业不像英、美高校可以收取高额学费，这在德国

是禁止的，因而学校和老师都没有经济利益，能找

到想进行这样合作的老师就少之更少了。鉴于此，

笔者建议中国的大学在与德国大学合作时，应当从

小目标开始，比如先开展师生的短期项目交流、共

同举办专业领域的学术研讨会、相互邀请对方教师

进行讲座、让对方的学生在自己的实验室做毕业论

瑐瑥 ＴｈｅＳｈａｐｅ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全球高等教育现状），Ｐ．９，Ｂｒｉｔｉｓｈｃｏｕｎｃｉｌ，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ｒｉｔｉｓｈ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ｒｇ／ｓｉｔｅ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ｆｉｌｅｓ／
ｆ３１０＿ｔｎ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ｆｉｎａｌ＿ｖ２＿ｗｅｂ．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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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等。只有相互之间有了彼此了解，建立了信任关

系后，再谈大目标才会有基础，能够确保项目较为

顺利的进行和质量。

最后，对中国应用型大学来说，鉴于德国高校

的国际化战略鼓励高校教师在国际上进行科研合

作，笔者建议可以利用中国庞大的市场，多鼓励本

校教师与德国教师进行科研方面的合作，同时让中

国企业参与进来，并给予参与的德国教师实现知识

与技术转化，参与经济效益分配的机会。这样同时

也可以带动中国高校教师发展应用型科研，并把这

样的经验转化到教学中，自然就会形成实践导向型

的教学，另外还可以促进地方企业的发展。

［责任编辑：张永军］

（上接第７６页）向性强的学术工作。让学生独立自主

地完成一项时间上和内容上有规定的任务，这需要

学生具备较好的自我管理、时间管理和项目管理能

力，但这种做法同时也可以促进他们形成这些方面

的能力。

我们在实践中的初步经验显示，在有限的经费

预算和授课期规定的时间范围内，我们设定的目标

是能够达到的。

学生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成功地练习跨学科的

工作方式，他们也必须证明其团队工作能力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我们特别建议应用科学大学在应用导向型的

本科和硕士专业里设立（职业实践型）项目模块。

我们的最佳实践证明，通过按照欧洲学分转化标准

５～１５个学分设立的模块训练便可取得显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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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留学大学生人格特征研究

沈克祥１，任　彬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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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研究出国留学大学生群体人格特征，为提升大学生学业生涯发展与心理健康水平提供科学依据。
采用卡特尔１６ＰＦ人格测验量表对某高校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届４３２名出国留学大学生进行调查，分析研究其人格特
点及性别差异性，并与未出国大学生群体进行对照比较。结果显示：出国留学大学生群体人格特征在有恒性、

敢为性、怀疑性、兴奋性、敏感性、幻想性特征上与未出国大学生群体存在不同程度差异；出国留学群体中男生

较出国女生更有恒负责、独立自主，出国留学女生较出国男生更好强固执。

关键词：出国留学；大学生；人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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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ｖｅｒａｎｃｅ，ｓｏｃｉａｌｂｏｌｄｎｅｓｓ，ｓｕｓｐｉｃｉｏｎ，ｉｒｒ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ｓｅ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ｏｙ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ｒｅｍｏｒｅ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ａｎｄ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ｔｈａｎｇｉｒｌｏｎｅｓ，ｗｈｉｌｅｇｉｒｌｓａｒｅｍｏｒｅ
ｓｔｕｂｂｏｒｎｔｈａｎｂｏｙ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ｔｕｄｙａｂｒｏａｄ；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随着教育国际化合作的日益广泛和深入，出
国留学深造成为诸多大学生学业生涯发展的理想

选择之一。如今赴国外留学的中国大学生渐趋增

多，但是不同的文化背景、语言环境以及地域风俗

差异对出国留学大学生内在个人特质提出了诸多

挑战。近年来，对于大学生群体人格特征研究成

果较多，曹晓平、任百利等对卡氏１６ＰＦ中译常模
２０余年的变化趋势进行研究，发现大学生群体的

人格特征思维敏捷、好强固执，有主见，活泼愉快、

精明能干和不拘泥于现实，批评激进，愿意接受思

想和新事物。［１］潘芳、张红静等进行不同专业大学

生人格测试分析，发现不同专业（医学专业、文科、

艺术）大学生人格因素具有显著性差异，当代大学

生人格变化的多元化趋势明显。［２］王挺，杜文东等

研究发现，当代大学生的个性特点随着时代发生

了巨大变化，原有全国常模已经不适用于现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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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群体。［３］可是当前对于出国留学大学生这

个特殊群体人格特征的研究尚未多见，通过对出

国留学的大学生人格特征研究，了解这一优秀群

体与其他群体大学生个性差异，不仅有利于更好

地对其进行引导和帮助，也有助于探索出国留学

大学生典型人格特征，以期对高校大学生学业生

涯深入发展有现实指导意义。

１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　象　
选取某大学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届出国留学大学生

４３２名，其中男生２９０名，女生１４２名；平均年龄１８．
９６±１．２４岁。选取未出国学生５８６名，其中男生
４８０名，女生１０６名作为研究对照组，平均年龄１９．
２６±１．３３岁。
１．２　方　法　

调查工具采用卡氏１６ＰＦ问卷［４］，根据该大学

理工科专业人数分布抽取班级集体施测。卡特尔

十六种个性因素测验（Ｓｉｘｔｅｅｎ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Ｆａｃｔｏｒ
Ｔｅｓｔ），简称１６ＰＦ，是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心理学家
卡特尔教授经过几十年的系统观察、科学试验，并

用因素分析统计方法慎重确定和编制而成的一种

精确可靠的心理测验。测验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和效度，广泛应用于教育及教育辅导、人才选拔和

培养以及了解个体心理障碍的人格特征原因等。

该测验由１８７题组成，人格特质包括１６种因子，分
别是乐群性（Ａ）、聪慧性（Ｂ）、稳定性（Ｃ）、恃强性
（Ｅ）、兴奋性（Ｆ）、有恒性（Ｇ）、敢为性（Ｈ）、敏感性
（Ｉ）、怀疑性（Ｌ）、幻想性（Ｍ）、世故性（Ｎ）、忧虑性
（Ｏ）、实验性（Ｑ１）、独立性（Ｑ２）、自律性（Ｑ３）、紧
张性（Ｑ４）。在１６ＰＦ测验里，使用是１－１０的标准
分。１－３分为低分特征；４－７分为平均特征；８－
１０分为高分特征。调查结果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对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

２　出国留学大学生人格特征分析

２．１　出国与未出国大学生的人格特征比较分析
结果显示，出国留学大学生群体的人格特点在

兴奋性（Ｆ）、有恒性（Ｇ）、敢为性（Ｈ）、敏感性（Ｉ）、
怀疑性（Ｌ）、幻想性（Ｍ）等方面与未出国大学生有
显著性差异（见表１）。对显著性因素与出国与否
进行线性相关检验，结果表明影响出国留学大学生

群体个性特征重要程度依次为有恒性、敢为性、怀

疑性、兴奋性、幻想性和敏感性。

表１　 出国、未出国大学生人格特征比较

因素
未出国

（ｎ＝５８６）
出国

（ｎ＝４３２）
ｔ值

乐群性Ａ ３．５７±２．６４ ３．５１±２．６６ ０．４３７
聪慧性Ｂ ６．４２±２．５１ ６．５０±２．３４ ０．６１６
稳定性Ｃ ５．４７±２．７２ ５．５１±２．６７ ０．２７７
恃强性Ｅ ４．１３±２．４４ ４．３４±２．４４ １．５３９
兴奋性Ｆ ５．０１±２．８１ ４．６０±２．８４ －２．６０２

有恒性Ｇ ５．７３±２．７２ ６．４４±２．６５ ４．６２１

敢为性Ｈ ４．１３±２．７２ ４．７７±２．７９ ４．１６８

敏感性Ｉ ５．０８±２．６４ ４．７５±２．７１ －２．１７

怀疑性Ｌ ４．６７±２．５２ ５．２１±２．６２ ３．７４７

世故性Ｎ ４．７４±２．４９ ４．７２±２．６１ ０．１４３
忧虑性Ｏ ６．１６±２．５６ ６．１４±２．５４ ０．１５５
实验性Ｑ１ ５．６１±２．６１ ５．８３±２．６４ １．５１７
独立性Ｑ２ ５．３４±２．７４ ５．２４±２．７１ ０．６６２
自律性Ｑ３ ５．１１±２．６２ ５．０５±２．５９ ０．４４５
紧张性Ｑ４ ５．９６±２．６８ ６．０５±２．７０ ０．６０１

　　（备注： 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下表

同）

２．２　不同性别出国留学生群体的人格特征比较
　　结果显示，出国留学大学生群体中男生较女生
更具有恒性（Ｇ）和独立性（Ｑ２），女生较男生更具恃
强性（Ｅ）特点（见表２）。

表２　出国留学男生和女生人格特征比较

因素
女生

（ｎ＝１４２）
男生

（ｎ＝２９０）
ｔ值

乐群性Ａ ３．４４±２．７７６ ３．５４±２．６０７ －０．３８４
聪慧性Ｂ ６．３９±２．２５３ ６．５６±２．３８２ －０．７１５
稳定性Ｃ ５．５５±２．６８１ ５．４９±２．６６２ ０．２１８
恃强性Ｅ ４．８０±２．３１３ ４．１２±２．４７３ ２．７５

兴奋性Ｆ ５．０７±３．０５４ ４．９８±２．６７９ ０．３０５
有恒性Ｇ ５．８０±２．６１８ ６．７５±２．６１４ －３．５３

敢为性Ｈ ５．０２±２．８２２ ４．６４±２．７６８ １．３１９
敏感性Ｉ ４．８８±２．４７４ ５．１８±２．７２１ －１．１１８
怀疑性Ｌ ５．４５±２．６５７ ５．０９±２．５９７ １．３４７
幻想性Ｍ ４．７０±２．６２５ ５．０４±２．８１８ －１．２０７
世故性Ｎ ４．７２±２．７３５ ４．７２±２．５４５ －０．０２２
忧虑性Ｏ ５．９４±２．５５７ ６．２３±２．５２６ －１．１２
实验性Ｑ１ ５．９４±２．５７２ ５．７８±２．６６９ ０．５９５
独立性Ｑ２ ４．８３±２．７５７ ５．４４±２．６６９ －２．１９６

自律性Ｑ３ ４．９３±２．６４９ ５．１０±２．５６３ －０．６５５
紧张性Ｑ４ ６．００±２．８１６ ６．０８±２．６５１ －０．２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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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３．１　出国与未出国大学生人格特征有显著性差异

具体而言，高有恒性意指这个群体的目标理想

和责任感，说明在总体上留学大学生群体做事更有

耐心和恒心，能坚持到底而不中途放弃。对于出国

来说从准备、实施到完成阶段，整个时间持续２—３
年，过程艰难而枯燥，需要坚守初心。对于学业生

涯发展中选择出国的学生，出国努力过程中更需要

拥有明确的理想和目标意识，并对目标坚守而不轻

易改变，需要真正的“立长志而非常立志”，这是对

学业目标有恒负责、一往直前的充分体现，也是这

个群体能够取得留学成功的基础素质保证。

相对于其他大学生群体来说，敢为性是出国留

学大学生群体另一项重要特质，即冒险敢为。选择

出国留学可谓是竞争激烈、压力巨大，不仅需要学业

成绩保持非常优秀，还需要有勇气和胆略面对出国

后“文化休克”现象的适应考验。现实中，在高校选

择出国留学意味着要放弃保送研究生的大好机会，

是一项挑战与机遇并存、风险性很高的博弈。这既

是对学生在学业水平上的挑战，也是对学生人格成

熟稳定的考验，需要有敢作敢为的精神，能经历艰辛

而保持毅力，在智商和情商上实现自我突破。

怀疑性特质是出国留学大学生群体不可或缺

的又一项重要特质。相比较而言，出国留学大学生

在职业生涯规划目标选择上大多锁定在科学研究

和技术探索方面，从事的是探索世界的原创性工

作，这种科学研究工作需要对事物发展规律和已有

科研结果大胆存疑，有勇气面对权威提出新思想，

保持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和好奇之心，在怀疑精神的

引导下博取更高的科学研究成就。

在兴奋性上，出国留学大学生更显严肃、审慎、

冷静、寡言。他们行动拘谨，内省而不轻发言；喜深

思熟虑，又近乎骄傲自恃，这与现实社会中科研工

作者的个性特质近乎一致。在幻想性上，出国留学

大学生更具幻想特质，关注事物本身动机以及自我

兴趣等因素为行为的出发点，富有创造力表现而不

拘泥于眼前固有答案。在敏感性上出国留学大学

生更显理智，着重现实，多以客观、坚强、独立的态

度处理当前的问题，相信事实和实证数据，甚至可

能表现为过份自恃，冷酷清高。

３．２　出国留学大学生中不同性别有显著性差异
从生物、文化和环境因素综合角度来看，男女

性别差异存在心理特征基础性不同，男性更具有支

配性、攻击性和自信感，女性更具保守性、依赖性和

含蓄特点。对于出国男生群体来说，也大致如此，

他们有恒负责、自立自强特征也非常明显，更能当

机立断、自我做主，独自完成自己的工作计划，较少

依赖别人，也不太受社会舆论和周围环境的约束，

这也是这个优秀群体具有明确理想和目标意识的

重要个性特质表现。

出国留学大学生群体中，女生在恃强性上表现

突出，更显好强固执。在当今人人平等的时代，男

女性别差异慢慢在弱化，早已摆脱传统思想束缚，

女性尤其显现出一些新的时代特征。比如敢于追

求梦想，不再依附于男性；思想勇敢果断，有想法和

主见；不甘人后，活跃在职场和商海的台前。对于

出国留学女大学生群体而言，她们是拥有智慧和能

力的知识女性，在学业发展过程中不断取得优秀成

就。不言而喻，内心能量强大让她们不甘居人之

后，追求男女公平，好强固执个性特质也充分得以

展现。

４　结　论
出国留学大学生是一个特殊优秀群体，他们人

格特征总体上呈现目标有恒与责任担当、怀疑好奇

与敢想敢为、理智客观与严谨审慎等特点。Ｂｌｉｋｌｃ，
Ｇ．实验证实，大学生的学业成绩与其人格特征存在
相关，人格因素对学业成绩有一定的影响。［５］显然，

这些个性品质符合科学技术研究和探索工作的需

要，有助于学业生涯发展取得更大成功。

出国留学大学生这个群体正值青春年华，也是

个性不断发展和稳定的关键时期。虽然他们表现

出了一些积极的优秀个性品质，但是出国留学背井

离乡、远离亲人，在跨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下也容易

产生很多心理不适应的现象，是对青年学生人格成

熟和稳定的考验和挑战，需要他们学会变通，灵活

应对。因此，学校应加强对他们的科学引导和教

育，有针对性地进行出国留学大学生人格训练和塑

造，提升心理素质和水平，以应对环境、文化、学业

和语言等急剧改变而带来的压力，使之能健康、愉

快而有意义的生活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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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２　建立健全实习管理制度，加强实习质量的
监控

加强教育实习基地的制度建设，促进教育实

习基地建设的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是提高

实习基地建设质量的关键环节。地方师范院校

要制定周密的实习教学计划，落实好实习教学实

施方案，编写好实习教学大纲，各院系通过召开

实习动员大会，进行有效的组织安排学生参加教

育实习，加强教育实习监控力度。各带队指导教

师要深入学生实习教学一线，加强教育教学能力

指导，按要求指导学生填好实习记录手册和毕业

实习鉴定表，认真做好学生实习成绩评定，给出

公平、合理的实习成绩，进而全面提高教育实习

质量。

４　构建优秀的指导教师队伍，提高师
范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

４．１　加强指导教师的选择与培训，构建稳健的教
育实习指导教师队伍

地方师范院校许多教师没有从事过基层中小

学教育工作，对基层中小学校的教学一线实践教学

缺乏经验，导致在实践教学中难以胜任实习指导教

学工作；同时，在基层中小学校实习指导教师的选

派上，由于自身教师专业发展能力不强，难以胜任

教育实习指导工作，使师范生的教育实习很难达到

预期效果。针对该情况，在教育实习基地建设中，

必须加强指导教师的选择与培训。地方师范院校

要加强师资培训，选派思想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

教师来承担实习指导任务，基层中小学校在选择指

导教师时要尽可能选派教学经验丰富、实践教学能

力强的教师承担教育实习指导任务。［４］

４．２　培养师范教师专业技能，全面提高师范生的
综合素质

地方师范院校要不断加强师范生的教师专业

发展训练，提高师范生的实践教学能力，必须认真

学习好专业教材教法课程，积极开展模拟教学活

动，增加教育见习次数，加强学生的师范生基本素

养的训练，使师范专业学生能有更多的锻炼机会，

以便更好地适应教师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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