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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作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加拿大,高等教育已有 350 年历史积淀。 其融多种模式于一体、以公立

教育为主体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发展的法制化推进、以省为主的高等教育地方分权体制、合作教育的后

来居上、结构严谨的立体化教学质量保障体系、高等教育中介组织作用的发挥、高等教育的多元文化特质、对大

学排名工作的重视、通过国家创新战略吸引高端人才的新世纪举措等十大高等教育发展经验,在打造有中国

(安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推进高教强省建设、加强国际化与本土化的有机融合、加速高端人才引进、深化拓

展产学研合作诸方面,都给安徽正在建设中的应用性高等教育体系以借鉴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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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缘起

2012 年 5 月,在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省教育厅的精心组织下,笔者有幸作为安徽省

高教类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赴加拿大学

习培训团的一员,赴加拿大参加为期三周的学习

培训。 在学习培训期间,培训团通过听专家报告、
参加专题座谈会、进入教室、实验室与图书馆现场

学习、文化参访等多种学习培训方式,较为系统地

了解了加拿大高等教育的体系布局、管理体制、大
学管理模式、专业与课程设置、国际交流与合作、
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产学研合作、中介组织作用等

基本情况,培训团领导与专家还分别就我省高校

发展成就与特色、我省与加拿大有关高校与机构

合作事宜进行了交流探讨。 培训结束后,笔者代

表学习培训团,执笔学习培训总结报告。 因此对

加拿大高等教育有些感性认识与基本思考。
2010 年,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出台

《关于建设高等教育强省的若干意见》 (皖发

[2010]9 号),提出建立具有安徽特色的应用性高

等教育体系;2011 年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

府出台《安徽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皖发[2011]5 号),提出了到 2020
年,“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实现由教育大省向教育

强省的跨越,实现由人力资源大省向人力资源强

省跨越冶的战略目标;2013 年,为加强高等教育内

涵建设,安徽省教育厅、财政厅出台《安徽省支持

本科高校发展能力提升计划》和《安徽省高等教育

振兴计划》(皖教办[2013]8 号),将建设目标锁定

为打造具有安徽特色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
具有安徽特色的应用性高等教育体系究竟该

如何建? 他山之石,可以璞玉。 在此,笔者拟根据

对加拿大高等教育机构的所见所闻及目力所及的

中英文有关文献资料,谈一谈加拿大高等教育的

发展经验,并结合安徽的高等教育发展实际,略述

其对安徽高等教育发展的借鉴与启示。

二、加拿大高等教育的十大发展经验

加拿大是 G8 工业国和世界十大贸易国之一,
国土面积 998 万平方公里,位列世界第二,仅次于

俄罗斯。 全国分 10 个省和三个地区(Territory),
目前人口 3300 多万,其中英裔、法裔居民占其 2 /
3。 GDP 总值 1. 563 万亿美元(2010 年),人均 4. 6
万美元(2010 年)。 加拿大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

国家之一,以笔者管见,其高等教育的主要发展经

验至少有十:
(一)350 年历史积淀,融多种模式于一体

相对于加拿大 1867 年建国的时间,加拿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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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的发端要早于其 204 年。 1663 年,时任加

拿大新法兰西主教拉瓦尔神父为培养本地牧师创

立魁北克神学院,该学院的创立标志着加拿大高

等教育的发端(备注:1852 年,为纪念拉瓦尔神父,
学院更名为拉瓦尔大学)。 故加拿大建国 146 年,
而高等教育至今已历 350 年。

1787 年与 1789 年,经过英国议会批准,两所

国王学院在新不伦瑞克自治领地的弗雷德里克顿

和新斯科舍的温莎创办,开加拿大英属殖民地高

校之先河,1802 年温莎国王学院正式获得颁发学

位的特许状(charter)。 但是这些早期的加拿大高

校都属于宗教院校。 其中 1 所天主教会大学———
拉瓦尔大学,12 所基督教教会学院,此时加拿大高

等教育的发展业已初具规模。 (一说为到 1867 年

加拿大联邦成立后的一年,加拿大共有 18 所能授

予学位的大学,大部分是教会大学[1])
由于教会派别之间的斗争以及生源的局限,

导致早期的高校发展受到教会的掣肘。 此间,为
摆脱教会势力对大学发展的限制,加拿大的大学

走上世俗化发展道路,转而努力寻求世俗政府的

支持。 1849 年,加拿大议会通过大学法案,宣布将

多伦多国王学院更名为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

院、女王学院作为其分校,此举揭开了加拿大教会

大学世俗化的序幕。 1852 年曾深受圣公会影响的

麦吉尔学院向英国皇家议会争取到了富有弹性、
较为灵活的课程设置特许状,这标志着该校的教

育世俗化;1859 年,新不伦瑞克省议会通过大学法

案,将弗雷德里克顿国王学院更名为新不伦瑞克

大学,改组学校管理机构,废止神学教授职位,宣
布教育与宗教分离[2];1877 年,三所学院合并组

建无教派属性的曼尼托巴大学,直接成为世俗

的省立大学;1868 年,安大略省议会颁布法案,
宣布对教会学校停止拨款,1887 年,安大略省

议会通过《大学法案》 ,同意成立多伦多大学联

盟,并决定为大学联盟提供财政资助。 大学的

世俗化为大学赢得了省级政府的财政援助,促
进了大学的发展。

二十世纪上半叶作为西方集体成员的加拿大

卷入两次世界大战,加上接踵而至并穿插其间的

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战争与经济危机在财政

经费、高校生源与课程专业设置上影响到了加拿

大高等教育的已有发展势头。 如“一战冶爆发的

1914 年,安大略省政府将多伦多大学的经费拨款

削减一半,多伦多大学一度陷入财政困境。 当然,
面对挑战,联邦政府采取了建立军事高等院校,为
退伍军人提供教育机会;采取战时政策,稳定在校

生人数;成立大学咨询委员会,战争期间研究大学

生军事动员方案,战后研究安置退伍军人。 各省

级政府也纷纷采取应对举措,如安大略省 1920 年

成立大学拨款委员会,出台大学财政资助的长远

规划。 各高校纷纷采取开源节流,改善办学条件;
调整办学方向,改革课程设置,以主动适应经济社

会发展需求。
“二战冶以后,伴随着加拿大成为西方经济发

达的大国进程,加拿大高等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

展,如教育经费占 GDP 比重长期维持 7%左右,经
费保障充足,努力探索国际化与本土化高等教育

协调发展道路,将高等教育的英国模式、法国模

式、美国模式有机融入加拿大国家高等教育架构

之内,并自成一体,保留自己独特的高等教育体

系,走在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前列。
(二)以公立教育为主体的高等教育结构体系

加拿大的教育主要由初等和中等教育(包括

学前教育)、职业教育、中学后教育 ostsecondary
Education,即高等教育)三大板块构成。 多数省份

在各个层次都提供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课程。
加拿大的中学后教育指在中等教育以后所实

施的所有形式的正规教育,其教育机构包括大学、
大学学院与社区学院等。 大学与大学学院是指有

权授予学位的中学后教育机构。 大多数东部地区

的大学是加拿大最早的大学,是由宗教机构建立

起来的,而西部地区的大学则是后来由省政府建

立起来的。 社区学院是中学后不授予学位的教育

机构,始建于 20 世纪 60 年代,在 70 年代后得到了

迅速发展。 目前加拿大全国有 90 多所大学、120
多所大学学院、300 多所社区学院或实用技术学校

以及 500 多所私立职业学院。
对于加拿大的高等教育系统,人们习惯持大

学与社区学院两分法,实际上这只是一种粗线条

的划分。 2004 年加拿大统计署将加拿大的高等教

育机构(即中学后教育机构)分为五大类型:大学

与可授予学位的教育机构(Universities and Degree
-granting Institutes)、学院(Colleges and Institutes)、
举办成人教育或中学后教育项目的学校(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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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ards that Operate Adult and Postsecondary)、政府

创办的特种学院(Government Institutes)和私立职

业学院 rivate Career Colleges)。 其 90 多所大学又

分为本科教学型大学、一般综合性大学和有医学

院的研究型大学三种类型;其他 120 多所左右的

学位授予机构主要包括为印第安土著人开设的学

位授予机构、宗教性神学学位授予机构(占绝大多

数)和艺术、音乐等特殊学位授予机构;300 多所社

区学院主要提供 3 年或 3 年以下学制的文凭与资

格证书项目,绝大多数是由省政府直接开设与监

控的公立机构。
从高等教育学制看,加拿大的社区学院学制

为 2 -3 年,大学本科学制 3 -4 年,硕士学制 l -2
年,博士学制 4 年;从学位看,加拿大的学位主要

分为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级。 社区学院属职业教

育性质的高等院校,主要提供社会急需的各种技

术和职业培训,但也开设为学生毕业后转入大学

深造所需的课程,学生授大专毕业文凭与各种证

书(Diploma),但不授学位。 硕士学位是要在取得

学士学位资格后才可申请。
虽然加拿大各方面深受其南方近邻美国的影

响,但要论其高等教育体系与美国最大的不同,也
许要数其高质量的公立高等教育体系。 尽管早期

加拿大高等教育几乎无一例外地打上教会大学的

烙印,但是经过 19 世纪的大学世俗化以后,除屈

指可数的规模不大的教会院校外,由于省级政府

长期不允许私立大学的建立,使得加拿大具有学

位授予权的机构几乎清一色都是公立院校,优质

高等教育集中于公立大学,这应该是加拿大与美

国高等教育最大的区别之一,直到二十世纪八九

十年代各省才对私立院校的学位授予开禁。
(三)立法推进,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法制保障

1867 年,英国议会批准的《不列颠北美法案》
是加拿大建国的基本法律文件,它奠定了加拿大

的联邦制度与联邦法制基础。 据此,加拿大获得

了自治权。 由于当时全国学生仅 1500 人,故当时

的高等教育不被纳入中心议题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是,该法案度对加拿大高等教育的发展至关重

要,它在加拿大教育立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它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明确了地方政府和联邦政

府的主要管辖权,事关国计民生的商业贸易与国

防事务等由联邦政府负责,而当时相对次要的医

疗保险与教育事务则赋以各省政府。 故该法案第

93 条将主要教育职责划归各省管辖,而联邦政府

的教育职责仅限于土著居民教育和军事教育。
“从联邦法的角度,它不仅保证了地方管理教育的

合法性,而且确定了加拿大教育体制是以地方办

学为主的格局冶 [3]。 按此规定,地方各省依法施

教,并进一步加强了具有各省特色的教育制度建

设,地方教育立法体系也逐步完善。
应该说 1867 年的《不列颠北美法案》仅对各

级政府的教育管辖权进行了规范界定,但对公民

个人的教育权益缺乏规定。 而作为加拿大 1982
年宪法主体部分的《权利与自由宪章》的颁布,对
当代加拿大教育的影响深远,被加拿大学者认为

是对当代加拿大教育最有影响的宪法部分。 宪章

颁布之后,教育不仅是公民的基本义务,而且被视

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各级政府必须采取有效

措施保证每一位公民受教育权的实现。 该宪章不

仅完善、丰富了教育法的权利内容,而且对各省教

育起到了整合作用,推动了教育的联邦化。
以地方分权为主的联邦体制决定了加拿大省

级地方立法在教育法制建设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

作用。 各省教育法一般由教育法(省议会制定)、
教育行政法规(省教育部制定)及地方教育法规

(各地方议会制定)组成。 各省自 19 世纪下半叶

以来,相继颁布了《教育法》或《学校法》等教育基

本法,确立了各省的教育基本制度和特色。 如不

列颠哥伦比亚省(BC 省)省级政府对中学后教育

的立法形成了四级结构:一是规范四所大学运行

的《大学法》;二是加拿大皇道大学和汤普森河大

学的自我立法;三是规范公立学院的 《学院法》
(College and Institute Acts);四是规范学位颁发的

《学位授予法案》(Degree Authorization Acts),各私

立院校在授予学位时按此管辖。
同时,在高校内部治理上,各校也普遍在依法

治校理念下进行运作,以法制途径来解决办学过

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利益冲突。 以笔者培训期间

走访过的多伦多大学为例,该校“采取聘请法律顾

问与律师帮助学校依法办学,共聘请了校内 7 位

律师和校外 10 位核心律师以及 40 多位辅助律

师冶 [4],帮助学校把大到学校的行政规定、小到学

生考试作弊处理等一切事务均纳入法律轨道内解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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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地方分权体制使各省高等教育自成

体系,高校自主办学各显神通

加拿大是一个联邦制国家,根据《不列颠北美

法案》,高等教育的立法权和管理权主要在省级政

府。 除私人创办院校外,加拿大高校都是省辖大

学,各省都有自己的高教管理系统,负责制定全省

的高教发展规划及拨款事务。 与其他多数主要发

达国家不同的是,由于加拿大联邦政府没有统一

的中央级教育部发挥作用,教育事务主要由联邦

政府国务秘书部负责。 13 个省(区)形成了各自

不同的教育运行与管理体系,各省在高校学制、学
位项目设置、课程设置、考试评价等方面不尽相

同,省级政府在加拿大高等教育发展中扮演了最

重要的角色,联邦政府则通过立法、财政拨款与和

项目资助等方式有限参与高等教育事务。 对此,
难怪加拿大高教研究专家格兰·琼斯(Glen A.
Jones)要发此感慨,“在发达国家,加拿大或许是唯

一一个从来没有国立大学、没有全国性高等教育

法案、甚至没有一个指定负责高等教育事务的(联
邦)政府部长的国家。冶 [5]

以加拿大阿尔伯特省为例,到 1995 年该省中

学后教育体系由以下六种亚系统构成:(1)阿尔伯

特大学、卡尔加里大学等四所大学;(2)阿尔伯特

艺术学院等 12 所公立学院;(3)阿尔伯特学院等 5
所私立学院;(4)南、北阿尔伯特技术专科学院组

成的两所技术专业学院;(5)四所职业学院;(6)
班芙继续教育中心等其他学校,3 所护理学校、90
所左右的私立职业学校、几所宗教学院、4 所土著

人学院、85 家社区学习协会、4 个社区联合办学

实体。
再如,曼尼托巴省 1967 年前为消除宗派主义

的冲突,90 年间实施一所大学政策(One Univer鄄
sty),直到 1967 年新的两所公立大学的出现;与其

他省份不同的是,该省至今仍保留从英国引进的

大学拨款委员会模式( the Universities Grants Com鄄
mission,简称 UGC),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一位

教育部副部长被任命为 UGC 的主席,这意味着该

委员会在性质上已经演化为准自治的官方机构,
而且成员也主要由省政府挑选。

在加拿大,诚如上文对 BC 省高教立法体系的

分析,所有大学都是依法设立的,大学主要是由各

个省专门立法批准设立的学术实体(Academic en鄄

tity),大学内部的管理与运行体制则通过大学章

程的设立来规范大学内部的治理结构。 虽然绝大

多数高校是省属的公立高等教育机构,但在法理

意义上却被界定为私立的非营利性法人机构所创

建,即“属于私法人 rivate corporations),由省级立

法机构授权,在立法机关制定的框架内,自主进行

管理和运作,自行聘任教师并确定薪金,独立处理

大学内部事务冶 [6]。
大学依法设立,依法自治管理,独立处理内部

事务,各校享有较充分的办学自主权。 具体到各

高校内部的治理结构,多数高校是“两院制冶治理

模式,这可能与西方大学权力之间的“分权冶与“制
衡冶理念有关。 其一是其最高权力机构———董事

会(Board of Governors),负责任免大学校长,筹资

与财政政策监督,处理大学的有关法律问题等;其
二是评议会(Senate),是与大学董事会并列运行的

学术决策机构,专司学术事务与教学管理决策。
当然,也有 “一院制冶 与混合制治理结构的,如

1995 年对加拿大 45 所大学的调查中,39 所为“两
院制冶,5 所为“一院制冶,还有一所则为混合治理

体制。 至于校董会与评议会的平均规模,分别为

27 人与 58 人[6]。
当然,对于同一所大学而言,在不同的历史时

期,其内部治理模式可能发生微调乃至嬗变。 如

多伦多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变化就较为经典而富

于启发意义。 多伦多大学的前身可以追溯到 1827
年英皇乔治四世给上加拿大省允许在多伦多市创

办英皇学院的特许状,故皇家理事会一直是其决

策机构。 1850 年,加拿大省政府首次通过新的大

学法案,将英皇学院更名为脱离教会势力的多伦

多大学,强化省政府对大学的管理。 随着时间的

推移,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日渐紧张,到 1905 年,为
界定两者的权力边界,安大略省政府组建的七人

大学改革委员会在审议多伦多大学章程基础上,
于 1906 年初提出了一份在加拿大大学教育史上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报告,报告建议将旧有的大学

评议会职权一分为二:董事会+评议会。 当年,省
立法机构通过新的大学法案,由此奠定了多伦多

大学“两院制冶治理模式的基础。 时间到了 60 年

代,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突飞猛进与大学民主化浪

潮风起云涌的双重影响下,主政校长比索尔为彻

底解决“两院制冶治理中董事会只管财务监控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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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睬学术发展、评议会只管学术决策而置财务实

务于不顾的“两张皮冶决策体制,提出“集中单议会

制冶治理理念,倡设融董事会、评议会权力于一体

的“大学理事会冶 (Governing Council),1970 年多

伦多大学的 146 名正式代表召开大学 “制宪会

议冶,原则通过“一院制冶治理改革方案,1971 年安

大略省立法会通过这一新的多伦多大学法案。 这

一决策体制的改革“是一种适应时代潮流的创举,
引起了世界各大学的注意冶 [7]。

具体就大学自主办学而言,大学的自治性和

独立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自主招生,
加拿大高等院校的招生没有统一的规定,不同省

份的学校甚至一个学校的不同院系都可以根据自

己的需要和条件制定不同的招生章程;(2)自主设

置专业和专业方向,学校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

要对专业及时予以调整;(3)自主设置课程及学

分,加拿大的高等学校普遍实行了弹性学制和学

分制;(5)自主聘任教职员工;(6)自主进行联合

办学;(7)自主开展国际教育与合作交流等。
(五)“合作教育冶后来居上,50 多年积淀成效

明显

“合作教育冶一词系由英文“Cooperative Edu鄄
cation冶翻译得来,它是一种以项目推进的教育形

式,作为正式教学计划的一部分,将课堂学习时段

与校外公私立机构的真实工作时段分段实施,是
一种将校内的理论性学术训练与校外的实地工作

经验有机结合的教育策略。 国内高校目前多用产

学研合作教育或产学研合作指称之。 合作教育虽

然发端于 20 世纪初叶的英美,至今已积百年之

功,但是最能以合作教育著称于世的当属加拿大

安大略省的滑铁卢大学,该校目前拥有世界第一

的合作教育规模,而且该校自 1957 年创校之初就

将发端于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的合作教育思想作为

立校发展的战略。 目前,加拿大的合作教育历经

50 多年的发展,呈现出以下诸特点:
1、后来居上,覆盖面广,部分高校规模庞大。

1957 年起步;60 年代在社区学院中得以推行;
1973 年成立加拿大合作教育协会( The Canadian
Association for Co -operative Education,简称 CAF鄄
AE);到 1987 年约 60 所高校的 2. 77 万名学生参

与合作教育计划;到 2004 年,全加拿大共有 78 所

高校的超过 78550 名学生参与合作学习。 至于滑

铁卢大学,目前拥有学生约 3. 4 万人(其中本科生

2. 9 万人,研究生 0. 48 万人),已经启动的合作教

育项目超过 120 个,有一半以上的本科生接受合

作教育项目训练,参加三个学期以上合作教育项

目的学生已达到 1. 73 万人,提供合作教育岗位的

雇主人数达到 4500 人。
2、集中、分散、集中与分散结合管理等多种管

理模式并存。 集中管理模式即学校设有独立建制

的合作教育管理机构统一管理全校的合作教育事

务,由部门主管直接负责,最终对学术或行政副校

长负责;分散管理模式即由开设合作教育项目的

各个学术院(系)自己配备管理机构或专职人员单

独进行管理,合作教育事务由各自所属院系的负

责人直接负责,而学校层面缺乏独立建制的合作

教育管理机构的统一管理;集中与分散管理相结

合模式即在学校层面设有独立建制的合作教育管

理机构,在院(系)层次还同时配备有专职协调员,
他们既对各自所在院(系)领导负责,同时还要接

受校级合作教育管理机构的指导。 当然,除此以

外,合作教育在管理上还要兼顾与职业生涯教育

办公室工作的对接,同时还存在一种自我指导工

作团队管理模式。
3、工学交替进行模式最为常见。 加拿大合作

教育的最常见模式是理论课程学习与实际工作之

间工学交替进行模式。 在加拿大高校,每一学年

多分为 F、W、S 三个学期,每学期四个月:秋季学

期(9-12 月,F)、冬季学期(1-4 月,W)、夏季学期

(5-8 月,S)。 以滑铁卢大学的建筑学、纳米技术、
软件工程等工科类专业为例,典型工学交替模式

安排如表 1 所示[8]。 大体上每一学年由两个理论

课程学习学期与 1 个参与合作教育的工作学期构

成,呈“薄三明治冶模式,学生约五年毕业,理论学

习三年,工作实践 2 年。
应该说,合作教育在学校、雇主与学生甚至于

社会之间建立了多方有机的联系。 因此,在加拿

大高校,合作教育是多方受益共赢的。 如学生在

个人专业发展、提升就业与社会实践能力、直接获

得劳动报酬等方面就受益匪浅,堪称最大的受

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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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滑铁卢大学工程类专业合作教育的安排模式

学科专业

领域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第五学年

秋 冬 春 秋 冬 春 秋 冬 春 秋 冬 春 秋 冬 春

建筑学 1A 1B ﹡ 2A 工 2B 工 3A 工 3B 工 工 4A 工 4B

纳米技术 1A 1B 工 2A 工 2B 工 工 3A 3B 工 工 4A 4B -

软件工程 1A 1B 工 2A 工 2B 工 3A 工 3B 工 4A 工 4B -

摇 摇 备注:“﹡冶表示一个学期内学生不在滑铁卢大学注册,也不在合作的工作期,即假期;“-冶表示不适用,A、B 及其序号

表示理论学习学期,“工冶表示合作教育安排。

摇 摇 (六)建立了结构严谨的立体化高校教学质量

保障体系

对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问题,由于高等教育

的地方化,联邦政府的实际介入并不多。 但是各

省级政府行动积极,总体构建了由省级教学质量

保障、大学内部教学质量保障、专业协会的专业人

才质量认证、外部社会的教学质量监控的立体化

高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当然像教育部长理事会

等全国性中介协调机构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从而

总体上形成了如图 1 所示的质量保障体制[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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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摇 加拿大大学教学质量保障机制

1、CMEC 等的学位质量框架。 由于没有全国

性联邦级教育部,加拿大教育管辖权主要在省级

政府。 为加强跨省级政府的省际教育事务交流与

协调,1967 年加拿大各省教育部长组成了加拿大

教育部长理事会(Council of Ministers of Education,
Canada,简称 CMEC)。 为加强对教育质量的共同

关注,2004 年下设质量保障专门委员会,2007 年

CMEC 发表《加拿大学位资格框架》(Canadian De鄄
gree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CDQF)声明,从程序

与标准上对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的学程提出

了明确要求。
作为跨加拿大诸大学间的行业性自律组织的

加拿大大学与学院联合会(Association of Universi鄄
ties and Colleges of Canada,简称 AUCC)作为大学

的代表,也对教育质量保障问题发表原则宣言,提
出自己的指导意见。

2、省级学程质量保障体系。 就加拿大各省的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而言,管理重心主要着眼于学

位质量,即所谓的学程 program)质量。 每个省均

设立了高等教育质量的管理机构,如安大略省的

安大略省中学后教育质量评估委员会 ostsecondary
Educ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Board,简称 PEQAB)、
魁北克省的魁北克大学学程委员会(Comit佴 des
pprogrammes universitaires,简称 CPU)、不列颠哥伦

比亚省学位质量评估委员会(Degree Quality As鄄
sessment Board,简称 DQAB)与阿尔伯塔省的阿尔

伯塔大学教育质量委员会(Campus Alberta Quality
Council,简称 CAQC),而新布伦瑞克省、新斯科舍

省、爱德华王子岛省三省则成立了统一的机构海

洋省份高等教育委员会(Maritime Provinces Higher
Education Commission,简称 MPHEC),负责管理学

位质量。
3、大学内部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根据吴言

荪等的调查研究[9],大学内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主要由四部分组成:一是建立校、院、系三级管理

体制,教学质量由学术副校长兼教务长总负责,学
院院长是院级教学质量负责人,直接归教务长领

导,院长的主要工作是定期开展学程评估,全院的

学程评估在院长领导下,由各系主任分别实施;二
是定期开展两种评估———单位评估(Unit review)
和学程评估 program review),前者是针对院长或系

主任任期届满时对其工作业绩的行政性评估,这
是大学对院长或系主任任期内的工作业绩的全面

评估,后者是针对学程 program)的学术性评估;三
是设立作为质量保障咨询服务的校级机构———教

学咨询机构,如麦吉尔大学的教学服务中心、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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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学与技术中心等,它们会同

有关科系,组织教师间的教学交流,期末组织学生

评教;四是设法改善本科教学质量,如不列颠哥伦

比亚大学就斥资 1200 万加元,启动旨在提高本科

生理科教育质量的科学教育计划。
4、专业协会的专业人才质量认证机制。 为保

证各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与服务水准,加拿大的建

筑、工程、医生、护士、律师、会计等 49 个专业协会

对专业人才均设有专业认证门槛要求。 各专业协

会除通过对从业人员组织考试认证外,其重要的

工作就是对大学有关学程 program)进行认证(Ac鄄
creditation)。 如加拿大建筑师协会与工程师协会

分别通过加拿大建筑认证委员会(CACB)与工程

认证委员会(CEAB)负责对全国所有本科建筑学

与工程学程 program)进行专业认证。
5、外部社会的教学质量监控机制。 为追求大

学的绩效,外部社会相关力量也对大学教育质量

进行相应的监控。 大学排行就是其重要的手段之

一。 如加拿大国内的麦克林大学排行榜 ( Ma鄄
clean爷 s University Rankings),由麦克林杂志每年

对各大学的办学绩效定期组织评比,列出排行榜,
同时引入世界大学排行榜体系作为衡量一所大学

办学水平的重要参考指标。
(七)注重发挥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作用

加拿大高等教育强烈的地方分权特点决定了

高教中介组织在省际之间、省域内部、校际之间居

间调停、沟通交流、协调整合、对外联络、自我权益

保障诸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 20 世纪初开

始,加拿大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开始陆续出现,早期

大多是纯粹为了单纯的联系和交往目的而由民间

发起成立的,如加拿大大学和学院联合会与加拿

大大学生运动员联合工会的产生。 二战以后,随
着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各种具有咨询功能的调

查、评估类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得到了大规模的发

展。 如加拿大皇家委员会、安大略省大学事务委

员会、BC 省麦克唐纳教育规划委员会等,它们或

隶属于政府职能部门,或属于中立性独立机构,共
同建构了现代加拿大高教中介机构的框架结构。
到了六七十年代,加拿大有中介性质的咨询评估

组织开始蓬勃发展起来。 到八十年代以后,为在

更大视野审视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问题,很多

中介组织开始进行内部调整和改革。

根据组织成员覆盖的范围与影响面,加拿大

的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可以划分为全国性组织、部
分省域间协作的区域性组织以及省域内中介组

织。 全国性组织的会员遍及全加拿大,且特定领

域的影响力波及全国,影响大者如 1906 年成立的

加拿大大学体育联合会(CIS)、1911 年发起并于

1917 年正式成立的加拿大大学和学院联合会

(AUCC)、1951 年成立的加拿大大学教师联合会

(CAUT)、1967 年成立的加拿大教育部长理事会

(CMEC)、1972 年成立的加拿大社区学院联合会

(ACCC)等;区域性高等教育中介组织中比较有代

表性的如 1974 年成立的加拿大海洋省份高等教

育委员会(MPHEC),它代表新不伦瑞克省、新斯

科舍省和爱德华王子岛三省的高等教育系统,在
省内、省际之间居间发挥协调作用,并代表三省参

与联邦政府教育事务;省域内高教中介组织如

1962 年成立的加拿大安大略省大学评议会(前身

为安大略大学校长委员会),代表安大略省 17 所

大学与 2 所准会员大学的共同利益诉求。
应该说,这些高等教育中介机构在加拿大高

等教育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在综合协调、决
策与咨询、评估与认证、合作与沟通、信息处理、对
外联络与国际省际互动、相关权益保护等领域发

挥了很好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由于文化

差异和分权政治制度引发的教育制度本身的局限

性和不足。
(八)与多元民族文化特征相匹配的高等教育

多元文化特质

从发展史看,加拿大经历了一条从“盎格鲁-
萨克逊文化冶到“多元主义文化冶的曲折历史轨迹。
作为一个有着 130 多个种族和民族族裔的移民国

家,自从 1971 年 10 月加拿大时任总理特鲁多宣

布联邦政府实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以来,多元文

化教育就成为各级学校的职责与义务,延伸到高

等教育领域时,就赋予了加拿大高等教育一个多

维度发展的体系。 到 1988 年《加拿大多元文化

法》的颁布,它虽非专门的教育立法,但是却对此

后 20 多年来加拿大高等教育所具有的多元文化

教育特质产生深远的影响。
1、高教管理的多元化与地方差异性。 在高教

管理体制上,因为缺少联邦政府层次的教育部的

统辖,总体上看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事务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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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有限,以各省自主管理为主,属于典型的地方

分权制,同时大部分大学内部也采取分权化管理

模式,各大学、各院(系)有很大的办学自主权,这
就使得加拿大高等教育的办学目标和人才培养规

格在适度体现国家的指导要求基础上,能够最大

限度地反映地方政府和社区发展的需要。
2、高校学位课程设置的多样化。 加拿大地理

和文化的多样化也充分体现在大学课程设置方

面。 那些数万规模的综合大学往往全方位提供博

士、硕士、学士三级学位课程,而那些规模不足千

人的特色高校仅提供文学学士学位课程。 至于社

区学院的课程设置则更为灵活。
3、高校办学模式与培养方式灵活多样。 在办

学模式上各省、各校一直在探索灵活多样的联合

办学模式。 对此,学者王北生将之概括为四种模

式[4]:一是大学与学院之间的直接联合,资源共

享、学分互认、共同发展,如圣力嘉学院在与约克

大学联合办学中,将一个分院建在约克大学校园

内,两校资源共享、学分互认;二是大学与学院在

合作中衍生出新的办学机构,如格尔夫大学和罕

伯学院在联合办学中所形成的新的办学实体———
Guelph-Humber 分院,该院拥有自己的董事会,财
政独立;三是多所大学共建新的合作联盟,如安大

略省十所大学共建的《护士联盟》;四是依托学院

发展组建新大学,如安大略科技学院在与通用汽

车公司合作发展基础上,经省政府批准,建立了安

大略大学。
至于各校的人才培养方式更是灵活,“以学生

为中心冶的办学理念日益深入到课堂与教学,教学

气氛活跃。 入学申请时,学校设有为新生服务的

专门网站,提供信息服务;新生开学,学生获得“一
卡通冶;学生学习,学校专设有学习服务中心;对某

些成绩差的学生举办专门的补习班;对少数族裔

学生进行语言强化训练;对残疾学生提供特殊服

务;对经济困难学生提供助学贷款;对学生的毕业

就业,学校设有专门的就业指导中心与生涯教育

办公室,在学生与用人单位之间牵线搭桥;有特色

的合作教育项目更是以工学交替方式在校园生活

与真实社会实践之间搭建直接沟通的平台。
4、语言教学的多元化。 受其官方语言双语制

的影响,目前加拿大大部分高校使用英语教学,部
分完全使用法语授课,部分则使用英法两种官方

语言教学,同时允许在某些英语大学里的法裔学

生使用法语提交论文,参加考试。
(九)相当重视国内与国际大学排名工作

从学习培训中与加拿大有关大学的直接接触

交流情况看,目前加拿大各省、各校对大学排名工

作是相当重视的,尤其当排名体系中对自已院校

有利的情况下。 就国际排名而言,他们也越来越

重视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独立研制的世

界大学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鄄
ties)(500 强)。 以 2010 年为例,在世界大学方阵

中,加拿大各校的世界排名、国内名次、在北美地

区的名次如表 2 所示,共有 23 所大学入选全球

500 强,其中 4 所进入 100 强,8 所进入 200 强,18
所进入 300 强。 进入 100 强的多伦多大学、不列

颠哥伦比亚大学、麦吉尔大学、麦克马斯特大学分

列第 27、36、61、88 名。 就国内大学排名而言,麦
克林大学排行榜(Maclean爷 s University Rankings)
是其权威指向标,它将加拿大大学分成医学博士

类大学(Medical Doctoral Universities)、综合类大学

(Comprehensive Universities)、基础类大学 rimarily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三大系统进行排序,
2011 年前 15 名排名情况如表 3 所示。

表 2摇 世界大学 500 强中的加拿大排名情况(2010 年)

国内名次 英文校名 中文校名 世界排名 北美地区名次

1 University of Toronto 多伦多大学 27 20

2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36 29

3 McGill University 麦吉尔大学 61 43

4 McMaster University 麦克马斯特大学 88 53

5-6 University of Alberta 阿尔伯特大学 101-150 59-76

5-6 University of Montreal 蒙特利尔大学 101-150 5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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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TheUniversity of Calgary 卡尔加里大学 151-200 77-100

7-8 University of Waterloo 滑铁卢大学 151-200 77-100

9-18 Dalhousie University 达尔豪斯大学 201-300 101-133

9-18 Laval University 拉瓦尔大学 201-300 101-133

9-18 Queen爷s University 皇后大学 201-300 101-133

9-18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西蒙·弗雷泽大学 201-300 101-133

9-18 The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西安大略大学 201-300 101-133

9-18 University of Guelph 圭尔夫大学 201-300 101-133

9-18 University of Manitoba 曼尼托巴大学 201-300 101-133

9-18 University of Ottawa 渥太华大学 201-300 101-133

9-18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 萨斯卡彻温大学 201-300 101-133

9-18 University of Victoria 维多利亚大学 201-300 101-133

19-23 Carleton University 卡尔登大学 401-500 163-187

19-23 Concordia University 康考迪亚大学 401-500 163-187

19-23 University of Quebec 魁北克大学 401-500 163-187

19-23 University of Sherbrooke 谢布鲁克大学 401-500 163-187

19-23 York University 约克大学 401-500 163-187

表 3摇 2011 年麦克林大学排行榜

医学博士类大学排名 综合类大学排名 基础类大学排名

排名 校名 排名 校名 排名 校名

1 McGill 麦吉尔大学 1 Simon Fraser 西蒙·弗雷泽大学 1 Mount Allison 蒙特埃利森大学

2 Toronto 多伦多大学 2 Victoria 维多利亚大学 2 Acadia 阿卡迪亚大学

3 UBC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3 Waterloo 滑铁卢大学 3 UNBC 北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4 Queen爷s 皇后大学 4 Guelph 圭尔夫大学 4* Lethbridge 拉斯布里奇大学

5 Alberta 阿尔伯塔大学 5 Memorial 纽芬兰纪念大学 4* UPEI 爱德华王子岛大学

6* Dalhousie 达尔豪斯大学 6 New Brunswick 新布伦瑞克大学 6
St. Francis Xavier 圣弗朗

西斯泽尔大学

6* McMaster 麦克马斯特大学 7 Carleton 卡尔顿大学 7 Trent 特伦特大学

8 Calgary 卡尔加里大学 8 Windsor 温莎大学 8 Bishop爷s 主教大学

9 Western 西安大略大学 9 York 约克大学 9 Saint Mary蒺s 圣玛丽大学

10* Ottawa 渥太华大学 10 Regina 里贾纳大学 10 Winnipeg 温尼伯格大学

10* Saskatchewan 萨斯卡彻温大学 11 Wilfrid Laurier 劳里埃大学 11* Lakehead 湖首大学

12* Laval 拉瓦尔大学 12 Concordia 康考迪亚大学 11* Laurentian 劳伦森大学

12* Montr佴al 蒙特利尔大学 13* UQAM 魁北克大学 11* UOIT 安省理工大学

14 Sherbrooke 谢布鲁克大学 13* Ryerson 瑞尔森大学 14 St. Thomas 圣托马斯大学

15 Manitoba 曼尼托巴大学 15 Brock 布鲁克大学 15* Brandon 布兰登大学

15* Moncton 麦克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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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十)新世纪启动国家创新战略,高端人才吸

引机制成功遏制人才外流

虽然是西方最发达工业国之一,科技和经济

实力雄厚,但因毗邻美国太近之故,长期深受高端

人才频繁流失美国之困扰,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

尤甚。 据加拿大统计署统计,1999 年 16 岁以上移

居美国的加拿大人口中,49% 以上为本科以上学

历[10],丰厚的科研经费吸引不少拔尖人才南下美

国,高校深受人才外流冲击。 为此,进入新世纪以

来,为应对知识经济浪潮对国家创新体系的强烈

诉求,遏制住高端人才外流趋势,并吸引国际高端

人才,2002 年加拿大联邦政府出台旨在提高科技

创新能力的《加拿大创新战略》,具体由《知识至关

重要———加拿大人的技能与学习》、 《 追求卓

越———投资于国民、知识和机会》、《加拿大的优

势———为国民建设强健的经济》和《推动科学技

术———彰显加拿大的优势》等四部分构成。
该战略实施的核心是实施“首席科学家冶项目

(Canada Research Chirs,简称 CRC),由加拿大联

邦政府于 2000 年设立,计划于 2008 年前设立

2000 个首席科学家职位,每年投入 3 亿加元用于

人才引进,直接为大学吸引人才、培育科研梯队提

供支持。 CRC 作为当前加拿大一项专为高校吸引

和培养学科带头人的人才计划,分为两个级别:第
一层次为具有国际领先水平者提供 7 年聘期的

CRC,每年资助 20 万加元;第二层次为有杰出潜质

的青年学者提供 5 年聘期的 CRC,每年资助 10 万

加元。 为成功吸引人才,不少省份还提供相关配

套资金。 该项目的设立在成功挽留了一大批学术

精英的同时,也吸收了世界各地的杰出学术精英,
并使部分流失人才回流。 据统计,在已经到位

1641 名首席科学家中,多伦多大学、麦吉尔大学、
BC 大学、阿尔伯特大学、蒙特利尔大学各获得

227、138、123、98、94 席,占其总数的 40%以上。
该战略的第二项政策举措是推出加拿大创新

基金会项目,专门资助大学与科研机构改进科研

设施,基金会与省政府各资助项目经费 40% ,大学

自筹 20% 。 该项基金连同加拿大联邦政府原有的

加拿大自然科学和工程研究基金会(NSERC)、加
拿大社会和人文科学研究基金会(SSIIRC)、加拿

大健康卫生研究基金会(CIIIR)等三大基金会、有
关专项政府基金以及各省区设立的基金会共同为

大学的科研注入研发经费。
当然,与此同时,一些省份还提供相关个人收

入所得税专项减免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吸引卓越

人才到本省服务;各大学有专人负责新聘外籍教

师的移民事务;同时为保护教学科研人员的积极

性,还提供灵活的知识产权政策和激励措施;有的

高校还采取“感情冶留人手段,在各方面提供细致

入微的人性化服务。

摇 摇 三、对安徽省应用性高等教育体系建设
的借鉴与启示

摇 摇 (一)进一步研究总结加拿大高等教育的发展

经验与特色,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

育发展道路

在笔者看来,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

等教育发展道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

系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强国梦的核心

主题,而有安徽特色的应用性高等教育体系建设

与安徽的高等教育强省梦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与

建设主题之一。 在探索过程中,当然离不开对国

外尤其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经验的借鉴与吸

收。
而长期以来,国内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研究,尤

其是重要国别的研究,大多主要集中与聚焦于美

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含原苏联)六
国,至于对同样作为西方“七国集团冶的加拿大高

等教育的研究大多作为美国的“影子冶明显相对不

足。 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和《安徽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2010-2020)的全面实施,全国和全省的

高等教育发展蓝图已然绘就,关键是如何贯彻落

实。 在这方面,加拿大高等教育发展经验及其所

走过的道路,在不少领域值得借鉴与汲取。 如大

学以公立为主体、现代私立大学起步较晚的发展

模式就与美国、日本模式存在极大的反差,而这恰

恰与“985冶院校、“211冶院校、地方重点大学全为中

央与省属公办大学的中国情况极为相似(尽管加

拿大没有国立大学一说),因此加强对加拿大公立

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发展经验的研究与存在问题

的分析,对于中国与安徽省公立高等教育的发展

不无裨益;同样,按照《高等教育法》与规划纲要精

神,高等教育加强省级统筹是大势所趋,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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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主要以省为主的省级管理模式,各省结合

省情所打造的省域高等教育发展经验与特色推进

战略,其中确有不少值得安徽借鉴汲取的成分。
(二)借力中央与省一系列促进高教发展的政

策举措,全力推进安徽高教强省建设进程,为“三

个强省冶建设提供智力支撑

加拿大高等教育最重要的发展成就之一就是

紧密结合国家与地方发展需求,由联邦政府与省

级政府出台重大战略政策,为加拿大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高等教育的强劲支撑。 如 1887 年安大略

省《大学法案》、《1907 年多伦多大学法案》就奠定

了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前加拿大高等教育“公立+自
治冶的发展传统;进入新世纪以来,《加拿大创新战

略》与《学习型加拿大:2020》为其打造 21 世纪世

界一流高等教育强国描绘了蓝图,开好了局。
目前安徽省的高等教育发展势头良好。 《国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2010 -
2020)》的强力推进,国家促进中部崛起战略、皖江

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如火如荼,中西

部高等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正在推进。 就我省高等

教育政策推进而言,2010 年《中共安徽省委、安徽

省人民政府关于建设高等教育强省的若干意见》
出台,安徽省扎实推进“双百工程冶和“质量工程冶
建设,全面推进高教强省建设进程;2011 年中共安

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出台《安徽省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 2020 年

教育强省的建设目标;2013 年安徽省教育厅、财政

厅出台推进安徽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两大计

划———《安徽省支持本科高校发展能力提升计划》
和《安徽省高等教育振兴计划》。 这一切都为省委

作出的“着力打造‘三个强省爷,奋力建设美好安

徽冶这一重大战略举措、为安徽高等教育的加快发

展注入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撑元素。 当前,安徽高

等教育的发展,一定要用足、用好中央政府与我省

的政策资源,抢抓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新契机,全面加强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力争办出

有安徽特色、安徽气派、安徽风格的高等教育,为
“三个强省冶建设、加速安徽创新崛起提供强劲支

撑。
(三)借鉴加拿大发展经验,深入推进有安徽

特色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的有机融合道路

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毗邻美国的现实,一方

面加拿大英法文化教育传统的混合、美国文化教

育气息的影响无处不在;另一方面,加拿大又博采

众长,推陈出新,摸索出了一条尊重多元文化、多
元借鉴吸收、探索有自身特色的国际化与本土化

融合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 这方面,当前中国与

安徽省正在全力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国际化建

设进程,如何既主动融入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在
师资、课程、生源、理念诸方面立足国际视野,主动

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与国际国内的竞争;同时,又推

陈出新,将之与中国高等教育传统、社会主义高等

教育特色、安徽高等教育现实的有机融合,应该

说,在高等教育的“徽风皖韵冶打造方面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
(四)学习借鉴加拿大“引智冶举措,进一步加

大高端人才建设力度,推进人才强省建设进程

全球人才竞争日益加剧。 在新世纪之初,加
拿大联邦政府出台国家创新战略,设立 2000 个

“首席科学家冶岗位,在全球范围吸引高端人才的

举措,无疑为加拿大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人才强校

战略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冶。 这方面,虽然国家出

台了诸如“千人计划冶、“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冶,安
徽省也出台了“皖江学者冶等人才计划项目,但是

在国际、国内、高校间人才竞争日趋激烈的新形势

下,中央、地方政府与各高校应该进一步加大力

度,启动一批“首席冶科学家、“首席冶教授之类的

领军人才计划,一方面成功吸引全球高端人才来

华来皖执教,一方面培养与留住国内省内优秀拔

尖人才,为安徽高等教育强省建设、人才强省建

设、创新安徽试点建设注入新的正能量。
(五)进一步探索体质机制创新,打造政产学

研合作、共育人才的高校与社会相互“反哺冶新机

制,推进应用性高等教育体系建设

加拿大以滑铁卢大学等为核心代表的“合作

教育冶后来居上发展模式,成功探索了一条“产冶
“学冶结合、“工冶 “学冶交融、共育人才的产学合作

教育道路。 当前对于安徽高等教育发展来说,由
省教育厅、科技厅牵头,与各省辖市政府、一线企

业对接的“产学研冶合作项目推进方式无疑是一种

成功的产学研合作模式之一。 下一步,安徽省在

继续巩固这一改革创新成果的同时,还应该与当

前的文化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美好安徽建设

等社会发展领域的探索结合起来,以更加开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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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推进政学研、产学研合

作,并借鉴加拿大“合作教育冶模式,将单纯的“产
学研冶合作项目推进深入推广到解决产业发展需

求、技术研发引领、人才培养同步跟进的“政产学

研用冶立体化推进道路,尤其是需要将高校单纯的

反哺企业技术创新这一单一模式尽快向高校与企

业间互相反哺、共育人才的合作新模式转型升级,
“合作育人、合作办学、合作就业、合作发展冶的多

方合作共赢模式理应成为当下安徽推进应用性高

等教育体系内涵发展的新的路径选择。 如何将高

校的学术与技术资源“反哺冶社会与社会获益后又

“反哺冶高校的人才培养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以积

淀实践育人的正能量,这方面,安徽的应用性高等

教育体系建设亟待出台新政,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引导政府、高校、企业三方协力推进,共同书写协

同创新、实践育人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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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6 页)于 2009 年 8 月在皖西学院组织召开

了应用型本科数学类课程教材建设研讨会,邀请

了中国高等教育学著名专家潘懋元教授作应用型

课程建设专题报告。 目前所编六本教材已在联盟

内十三所高校试用两年,明年将正式出版发行。
(五)教师教育课程改革整体联动,服务皖西

地区教育发展与课程改革

2007 年我校启动“教师教育改革工程冶,成立

教师教育改革工作领导组,2008 年出台《关于加强

和深化教师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改革的意见》,指导

教师教育改革。 2009 年将教师教育课程作为五大

课程模块之一正式纳入人才培养方案,统一设置

教师教育课程模块不少于 29 学分,其中教育通识

课程不少于 4 学分,教育理论课程 16 学分(其中

必修 10 学分,选修 6 学分),教师技能与项目课程

7 学分(其学分认定以教育学院组织的教师技能达

标认证考核为准)。 2009 年《地方综合性院校教

师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获得省级人才培养

模式创新实验区立项建设,2012 年创新教育实验

班开班标志着创新实验区项目“点上突破冶取得成

效。 我校修订 2012 级人才培养方案时,按照教育

部教师教育课程新标准设置教师教育课程,延长

教育课程开设时间,注重教师养成教育,实现教育

实习 1 学期。 一连串的教师教育课程改革取得的

成果是喜人的,在第一届、第二届安徽省师范生教

学技能竞赛中我校学生获得省级特等奖、一等奖、
二等奖、三等奖 32 人次,在四届皖西学院师范生

教师职业技能竞赛中 120 名学生分获一、二、三
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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