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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2011 年 3 月,安徽省应用型本科高校联盟

(“行知联盟冶,下同)第三届年会在滁州学院召

开,滁州学院从合肥学院手中接过了接力棒,成为

联盟第三届轮值主席单位。 一年来,在省教育厅

的领导下,在常任主席单位及其他各兄弟院校的

支持和共同努力下,安徽省应用型本科高校联盟

进一步完善了《行知联盟章程》,选举产生联盟常

任主席单位,发表了《安徽省应用型本科高校校企

合作宣言》,以“大力推进实践教学体系建设冶为主

题开展了系列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现总结如

下。

一、大力推进“实践教学小学期制冶改革

“实践教学小学期制冶是高校利用小学期开展

大学生实践教学活动的教学模式,是以培养大学

生职业素养、提升实践能力为重点,以专业实习实

训、学科竞赛培训、产学研合作和辅修专业、双学

位教育实践性教学环节学习等为主要内容,以适

应社会对高素质、强能力人才的需求。 推行实践

教学小学期制是高等学校一项重要的教育教学改

革,较好地实现了不同高校、不同专业、不同时间

的资源共享,是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一种有

效途径。
在广泛调研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安徽省教

育厅于 2011 年 4 月下发了《关于同意安徽省应用

型本科高校联盟实行实践教学小学期制的批复》
(皖教秘高也2011页27 号)文件,批准安徽省应用型

本科高校联盟从 2011 年起实行实践教学小学期

制度。 遵循“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冶的原

则,联盟高校之间互相开放实验室及实习实训基

地,充分利用各高校间的优势和特色专业,搭建资

源共享的实践教学平台,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小学

期实践教学活动,收到可喜的教学效果,得到网络

等媒体 40 多次报导,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
2011 年暑假,联盟高校共组织 8000 余名师生

开展校际、校企、校内等各形式的实践教学小学期

活动。 在活动中,各高校注重教学的内容、时间、
模式等方面创新,保证了实践教学实效。 其中,参
加跨校小学期实践活动的学生近千名,涉及专业

达十多个,真正实现了“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冶。
在本次实行小学期活动中,许多联盟高校还

积极利用实习基地,开展了校企合作的小学期活

动,涉及学生数达 500 余人。 同时联盟各高校还

开展了多形式的校内小学期活动,涉及范围更广,
参与的学生人数更多。

二、积极开展辅修专业及双学位教育

为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创
新型和应用型人才,拓宽学生就业渠道,增强学生

的社会适应能力和在人才市场竞争力,联盟许多

高校相继开展了校内辅修专业及双学位,收到了

良好效果。 为进一步加大联盟内教育教学资源的

共享与开放力度,提高办学水平和效益,适应经济

社会发展对多样化人才的需求,培养高素质应用

型人才,经省教育批准,联盟高校实行进一步互相

开放并试行辅修专业及双学位教育。
2011 年 12 月 30 日,由淮南师范学院牵头召

开了安徽省应用型本科高校联盟辅修专业(双学

位)工作专题研讨会,起草了《安徽省应用型本科

高校联盟学生修读辅修专业(双学位)实施办法》,
并就跨校辅修专业及双学位教育的修读年限、学
时学分、修读时间、食宿、安全、授课方式、联盟高

校间优势专业的协调、辅修专业(双学位)证书认

证系统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达成了初步共识。
会议商议在 2012 年暑假全面开展联盟内跨校主

辅修专业及双学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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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入合作开展质量工程项目建设

联盟内各高校联合开展 2011 年省级质量工

程项目申报,共获批省级质量工程项目 7 项,其
中,高校合作联盟建设和分类管理改革试点项目 1
项(由合肥学院牵头);省级示范实习实训中心 3
项(分别是由滁州学院牵头的“地理信息工程实习

实训中心冶、淮南师范学院牵头的“艺术实习实训

中心冶、铜陵学院牵头的“经济管理类实习实训应

用平台冶);省级特色专业 3 项(分别是由安徽科技

学院牵头的机械电子工程专业、铜陵学院牵头的

财务管理专业、巢湖学院牵头的动画专业)。 项目

牵头高校高度重视发挥本校办学优势和特色,强
化对联盟高校的责任和义务,对成员高校作出多

项服务(如接受小学期制、跨校辅修专业及修读学

位、共享实验室、提供优势师资等)的承诺。

四、进一步加强应用型教材建设

联盟高校坚持应用型办学定位,积极探索应

用型人才培养需要的教材建设,9 月 30 日,在安徽

科技学院召开了安徽省应用型本科高校联盟食品

学科教材研讨会议,来自合肥学院、蚌埠学院、黄
山学院、滁州学院等联盟高校代表与出版社专家

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会议着重探讨了联盟高校教

材、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的编写思路和想法,讨论

并确定了教材的编写任务,保证高规格、高起点,
创新体系,编写出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教

材。
联盟部分高校还结合重点学科、特色专业建

设和人才培养模式实验区建设,积极与企事业单

位开展实验实训教材编写。 比如滁州学院与企事

业单位和政府有关部门合作编写的《GIS 应用技

能》等 4 部实践教学教材已交付出版。

摇 摇 五、强力推进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

摇 摇 在试点基础上,联盟多所高校进一步开展模

块化教学改革;滁州学院地理信息与旅游学院探

索“三. 三冶实践教学模式,得到了同行的认可。 经

过激烈竞争,安徽科技学院、合肥学院和合肥师范

学院分别开展的农业推广硕士、工程硕士(环境工

程领域)和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试点获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实现了我省应用型本科

高校开展研究生教育的新突破。

六、进一步加快国际化的步伐

联盟高度重视加强国际合作,进一步开阔办

学思路,加快 “联盟冶 国际化的步伐,2011 年 11
月,组织联盟高校有关专家、领导赴德国参加安徽

省—下萨克森州第四届“中德应用型高等教育论

坛冶,实地考察德国应用科技大学等不同类型高

校,对德国大学定位、发展规划、学科专业建设、人
才培养、社会合作、国际化等诸多方面有了较为全

面了解,加强了与德国高校的合作,拓展了办学思

路。
此外,在成员高校共同努力下,安徽省应用型

本科高校联盟交流平台进一步完善,交流渠道进

一步拓展,合作交流也更加的频繁。 本年度建立

了安徽省应用本科院校联盟网站(由联盟常任主

席单位合肥学院负责),发行 4 期《安徽省应用型

本科高校联盟通讯》(由联盟轮值主席单位滁州学

院负责),利用这此资源共享、互惠互利平台,不仅

实现了联盟兄弟院校资源共享、共同发展,也给广

大师生带来了真正的实惠。

七、联盟下一步工作思考

1、进一步深化联盟实践教学体系建设,扩大

跨校开展“实践教学小学期制冶的范围,强化实践

教学实效,研究和探讨产学研合作教育新模式。
2、在试点探索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联盟内跨

校开展辅修专业和双学位教育模式,进一步落实

修读时间、授课方式、学分互认等工作环节。
3、继续把专业交流建设成联盟交流的长效机

制和重要载体,联合开展专业(类)质量标准建设

和人才培养效果评估,建立健全联盟内部质量保

障体系,进一步在联盟内开展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工作和共享课程建设,促进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

培养质量的全面提升。

二茵一二年三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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