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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生长新专业，还是更新课程
———兼论应用型课程开发与内容更新

何万国
（重庆文理学院 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重庆　４０２１６０）

摘　要：应用型专业受专门职业变化和新技术应用的影响大，要求相应的应用型课程要不断地吸收新知识、新
技术，这种要求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迫切。无论是生长应用型新专业，还是更新已有专

业课程体系，最关键是开发应用型新课程。应用型新课程开发，除了要遵循课程开发的一般规律外，还应遵行

五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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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建本科院校向应用型转变过程中，是生长
新专业，还是更新课程？是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问

题。一些新建本科院校为尽快摆脱学科专业结构

与地方经济社会支柱产业契合度不高问题，生长新

专业的动机强烈，增设了许多与已有学科专业相距

甚远的新专业，但由于办学经费、专业教师、实践条

件等资源不足，质量难以得到保证。与此同时，应

用型课程建设与开发，特别是课程体系与内容更新

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课程不丰富、内容陈旧、简单

重复、脱离生产生活实际、沿用学术型教材等问题

较为严重地存在，因此，科学地回答“是生长新专

业，还是更新课程？”“如何开发应用型课程？”“如

何更新应用型课程内容体系？”等问题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１　从专业、学科与课程的内在联系看
课程更新的必要性

　　大学专业是课程的有机组合，大学课程是某个
领域专门知识和技术的集成体，大学学科是分门别

类的知识体系。

大学学科根据性质不同可分为基础学科和应

用学科；基础学科包括文、史、哲、数、理、化、生等学

科；应用学科指工、医、法、商、管等。有的基础学科

也在向应用学科延伸和拓展，如应用文科、应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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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等。无论基础学科还是应用学科都在不断地进

行分化、综合与复合交叉，产生许多新的二三级学

科（进入课程计划的二三级学科即课程），这些二三

级学科有的理论性较强，有的应用性较强，于是就

有了理论型课程与应用型课程之分。

大学专业设置有的是基于学科，有的是基于职

业。基于学科设置的专业，往往是由一个主要学科

或多学科支撑，“专业的知识应该是多学科领域的，

一个专业往往以一个学科领域的知识和技术为主，

同时包含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和技术”［１］，我们把

这种基于学科的专业称之为学术型（基础）专业。

基于职业需求而设置的专业，往往根据职业岗位

（群）需要确立专业核心能力，根据专业核心能力确

定专业核心课程，再从多个应用学科（往往是二级

学科）中选择部分内容组成专业核心课程，我们把

这种基于职业需求的专业称之为应用型专业。应

用型专业受专门职业变化影响较大，一些普通职业

演变为专门职业、一些新技术新业态产生新职业，

一些旧职业的萎缩与消亡，将影响应用型专业的生

长、调整与消亡。有研究者指出：“新课程开设、旧

课程调整及淘汰的工作远远跟不上学校内外部环

境的变化。”［２］应用型专业受新技术及其迅速应用

转化的影响特别大，这要求相应的专业课程做出反

应，要求不断地纳入新知识、新技术而更新课程内

容，这种要求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比以往任何时代

都更为迫切。

２　生长新专业与更新课程体系的关
键在于应用型新课程开发

　　生长应用型新专业、更新已有专业课程体系是
新建本科院校适应地方产业调整升级而调整优化

专业结构的两条路径，两者各有利弊，并不矛盾。

但选择哪一条路径，确是需要慎重考虑的。

生长应用型新专业是调整优化专业结构通常

采用的方法，其优点是有利于拓展新的领域和调整

专业结构；其前提是新增设的专业适应产业结构调

整升级要求，有比较稳定的人才需求，符合高校的

专业规划，具备师资和实验实训等基本条件，并经

过校内外专家的充分论证；其局限性是对经费、师

资、实验实训条件等办学资源有较高的要求。适时

适度生长新专业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也

必将带来较大数量的新课程开发。但不顾条件限

制过快过多增设新专业，特别是增设缺乏学科专业

基础的新专业，则将带来巨大的建设压力，师资、实

验实训等条件难以在短期内建设到位，新课程开发

与建设也难以达到预期效果，新专业的教学质量难

以得到保证，不少新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不高是不

争的事实，一些新专业甚至不能通过学位评估和专

业评估。

更新已有专业课程体系是调整优化专业结构

的又一种方法。其具体方法有三：一是增设专业方

向模块，开发一组新课程。有学者研究中国台湾地

区科技大学的专业方向模块课程，发现“每个专业

一般都设置 ３个或 ３个以上专业方向”模块课
程［３］。二是调整培养目标和就业去向，重构课程体

系。三是校企合作开发新课程，增设更多的可供学

生选择的选修课程。这三种方法的优点是保留了

原有专业的基本课程体系架构，具有一定的师资、

实验实训条件等基础，只需开发部分新课程，难度

较小，但却能较好地增强了专业的适应性和生命

力。其局限性是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一般四年为一

个周期，课程体系调整周期较长，新课程开发力度

和增长数量有限。

无论是生长应用型新专业，还是更新已有专业

课程体系，最关键是开发应用型新课程。应用型新

课程开发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内容全新的课程开

发，二是更新部分内容的已有课程的持续开发。

３　应用型新课程开发应遵行五大策略
广义的应用型课程由传统意义上的应用型课

程、集中实践环节、潜在课程三部分组成。传统意

义上的应用型课程（狭义的应用型课程）主要包括

理实一体化课程、技能型课程、独立设置的实验实

训课程、理论课程中的实验实训部分等；集中实践

环节主要包括课程设计（论文）、专业实践、毕业实

习、毕业设计（论文）等；潜在课程主要包括创新创

业、学科、技能、文体等竞赛活动，课外科技与文体

活动，假期社会实践活动等第二课堂素质拓展活

动，这类活动获得的学分可记入毕业学分，或代替

毕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学习、部分课程学分。

应用型新课程开发，与其他任何课程开发一

样，是由课程设计（包括确定课程目标、选择组织课

程内容）、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构成的整个过程，除

了要遵循课程开发的一般规律外，还要遵循以下五

大策略。

（１）应用型课程目标设计突出实践能力、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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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意识和职业素养培养。

主要体现出为绝大多数学生就业做准备，但不

排除为少数学生进一步的深造做准备。

（２）应用型课程内容设计突出遵循“有用、可
用、管用”的原则，重构模块化教学内容。

应用型课程设计有别于理论型（学术）课程的

学科中心设计，主要采用职业中心设计，即以职业

需求和职业发展为主要根据、同时兼顾学习者特点

和学科发展来选择课程内容。内容选择与组织要

处理好以下四组关系。

一是基础性与生长性的关系。为解决学习内

容的无限性与学习时空条件的有限性矛盾，要精选

对学生必要的、可用的、管用的基础理论、基本知

识、基本技能和基本方法，突出对基础知识和基本

方法的牢固掌握和熟练运用，以期收到举一反三、

触类旁通之功效，同时，为学生后续课程学习、进一

步深造及终生学习奠定扎实的基础，具有可生

长性。

二是经典性与时代性的关系。既保留必要的

经典内容和学术界公认的知识，突出学科的基本结

构，这是通向适当的“训练迁移”的大道［４］，又吸收

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成果，及时将企业新技术、

新工艺、行业标准和企业文化纳入教学内容，课程

内容要紧跟产业技术发展，避免出现“用昨天的技

术培养明天的人才”问题，突出理论、思想、方法的

新颖性、先进性，处理好新与旧、经典性与时代性、

稳定性与可变性的关系。

三是理论性与实践性的关系。要精选学生今

后从事工作所必需的理论知识和设计具典型意义

的鲜活案例、实验实训项目，既通过案例、实验实训

操作学习理论知识，又通过运用理论知识分析案

例、指导实验实训，强化理论知识的实践应用，增强

教学内容的生动性和趣味性，突出知识与技能训练

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四是专业性与可读性的关系。要大力开发具

有专业性与可读性的应用型教材。应用型教材开

发，要在继承已有教材优点的基础上，在结构上压

缩整合理论章节，在内容上强调选择性，围绕实践

能力和创新创业意识培养选择理论知识与实践知

识，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有机融合起来，编写有

别于理论体系教材和工作体系教材的知行体系教

材［５］。在行文上力求精炼简洁，通俗易懂，突出可

读性。

（３）应用型课程实施突出实践教学，强调形成
“理论教学、实践教学、素质拓展”三位一体的培养

体系。

一是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科教协同的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突出企业、

科研院所、行业协会等资源的有效利用，确保课程

学习、专业实践、企业实习的高质量。

二是改革教学方法。广泛采用任务驱动、项目

导向、问题探究、案例教学、启发教学、操作训练等

教学方式方法，课堂教学从过去重点讲清楚是什

么、为什么，转变到主要教会学生怎么学习、怎么思

考、怎么做。

三是改革考核评价方式。要改革单一的、重记

忆的重现式闭卷考试的现状，广泛采用技能操作、

方案设计、作品创作、社会调查、案例分析等注重实

践能力和团队合作的多元化考核方式。

四是改革毕业设计（论文）。要突破单一的学

术论文写作模式，形成以科研论文、项目设计、策划

方案、产品制作、调查报告、学科竞赛、作品翻译等

多样化的毕业设计（论文）形式，并形成相应的质量

标准，强调题目来源于实践，真题真做，突出培养学

生综合实践能力、应用创新能力目标。

五是形成第二课堂素质拓展活动体系。建立

健全三级创新创业项目支持计划、三级竞赛体系，

完善学生参与科研与竞赛、创新创业、自治社团活

动、假期社会实践的体制机制，形成“学生主体、教

师辅导、学校引导”的多样化课外实践活动模式。

（４）应用型课程评价突出学生真正学懂学会了
什么。

要重点考查主要课程目标的实现程度和对专

业人才培养的贡献程度，亦即重点考察学生应用知

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能力和相应的职业能

力。既进行课程资源（大纲、教材、讲义、课件等）建

设效果评价，又进行实际教学效果评价，要从课程

目标设计、课程内容设计、课程实施保障、教学改

革、学生学习效果等方面进行综合性评价和自我

反思。

（５）应用型课程开发突出建立科学的审批与激
励机制。

一是建立科学的新课程开发审批机制。有研

究表明，美国大学有一套严密的审批规范和可操作

性强的审批程式。如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课程

审批，教师在申请开设、调整一门新课（下转第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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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落实高校教学自主权的基本路径分析

刘志波
（浙江师范大学 田家炳教育科学研究院，浙江 金华　３２１００４）

摘　要：优先落实高等学校教学自主权是建设“双一流”与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必然选择。教学自主权界
定不清，教育行政部门越位管理，制度设计的偏失与高校教学的侧移是落实教学自主权的多重困境。落实高校

教学自主权，必须系统界定高校教学自主权，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路径，健全法律章程制度

保障，重塑教学本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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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教育部发布的《教育部关于做好
２０１６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
通知》指出：“从２０１６年起所有高等学校都要设置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对全体学生开发开设创新创业

教育必修课和选修课”。但是无论是《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还是
《关于进一步落实和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

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意见》，都明确表示高等

学校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宏观政策自主开展教学

活动。教育部将创业教育课程设置与师生联络方

式等都一一明确规定，显然干预了高等学校的教学

自主权。实际上，干预高等学校教学自主权的现象

不胜枚举。然而，落实高等学校教学自主权是高等

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在诸多自主权中必须优

先落实高等学校教学自主权。

１　优先落实教学自主权的时代选择
　　落实高等学校自主权不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
过程。在诸多自主权中，必须分清轻重缓急，设计

详细的自主权落实进程及清单，有计划有步骤地落

实自主权。综合分析，建设“双一流”与深化高等教

育综合改革都要求落实高等学校的教学自主权。

１．１　建设“双一流”的必然要求　拥有世界一流大
学与一流学科是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标志，也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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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科技竞争力的重要表现。继“２１１工程”“９８５工
程”以及“２０１１计划”等项目之后，２０１５年国务院颁
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

方案》，明确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阶

段及目标。无论是一流大学，还是一流学科，都要

有一流的教学。王琪等人概括了阿特巴赫教授关

于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特征，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

遵循国际标准的高质量教学。［１］世界一流学科要有

包括生源质量和培养质量在内的一流学生质量，［２］

而培养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学科教学质量。

２００９年西安交通大学郑南宁院士在“一流大学建设
系列研讨会”上说，一流大学需要卓越的教育教

学。［３］一流的教学要求高等学校在教学中充分发挥

自身优势，独立行使教学自主权，贯彻因材施教、因

时因地制宜的教学原则，根据占有资源和办学定位

在办学层次上开展教学工作，走出创新教学的新路

子。因此，优先落实高校教学自主权是建设世界一

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必然要求。

１．２　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现实选择　自１９７９
年苏步青、李国毫、刘佛年和邓旭初在《人民日报》

发文呼吁给高等学校一点自主权起，直到２０１４年
《关于进一步落实和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

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意见》出台，历经 ３０余
年，“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是一项从未断线而一直

在路上的改革”。［４］而且，这并非中国特有现象，“世

界范围内对高校自主权的话题从来没有停止

过”［５］。２０１３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做出

了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决定，明确规定了扩大

学校办学自主权。作为一项基础性、综合性、全局

性的系统工程，［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影响因素众

多，权力与权利关系复杂，利益相关者多元，要求高

等学校有较高的自主行为能力。然而，正如丁晓昌

所言，相关部门推动改革的有效举措不多，相关配

套政策不到位，对于放权等体制机制深层次关乎切

实利益的问题未能触及。［７］张婕和张昱琨进一步指

出，高教综合改革试点的许多工作任务都是对机制

体制方面的改革，然而，学校办学自主权还没有得

到彻底有效的落实，阻碍了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深

化。［６］高等学校自主权未能如人所愿地落实的重要

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找到适切的突破口，无法从点到

线，从线到面地进行落实。落实高等学校自主权的

突破口应定位于既是高等学校非常熟悉且有很大

灵活性，又对高等学校生存和发展具有全局性影

响；既是高等学校自主权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又

是对高等学校自主权有广泛和实质影响的权力。

由是观之，高等学校教学自主权作为落实高等学校

教学自主权的突破口最为适切。因此，落实高等学

校教学自主权是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现实

选择。

２　优先落实教学自主权的四大困境
２．１　教学自主权界定不清是最大困境　要落实高
等学校教学自主权，首要的就是明确自主权的范围

并确定具体自主权清单。然而，每每谈及办学自主

权时，大家对其重要性能达成共识，但是具体而言，

高等学校自主权具体包括哪些具体权力，并没有学

者给出得到广泛认可的解释，只是重申《中华人民

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的法人资格和七项权利。

阎光才教授认为：开具详细的高等学校自主权力清

单，从立法层面进一步明确高等学校各项自主权，

并且对相关职能部门的相关权限予以更为清晰的

界定已成为宏观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改革的关键

点。［８］同理，界定不清也是落实高等学校教学自主

权面临的关键点，也是优先落实高等学校教学自主

权的最大困境。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主要依靠高等

学校的力量，必须赋予高等学校相应的教学自主权

以推动高等学校按照世界规律和人才培养思路进

行教学。

２．２　教育行政部门越位管理是直接困境　新中国
建国初期，全面学习苏联导致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

制直接效仿苏联，由教育行政部门代表政府对高等

教育进行全面管理，形成中央集权的高等教育管理

体制，高等学校没有自主权。虽然在经过多年简政

放权后高等学校自主权已有所落实，但是受计划经

济时代遗传因素的影响，我国的教育行政部门对高

等学校的管理或多或少地存续着“管得过多，统得

过死”的顽症。中国人民大学张鸣教授和中国矿业

大学（北京）姜耀东副校长就曾先后表示，“某种程

度上，中国只有一所大学，就是教育部大学。”足见

教育行政部门对高等学校权利与权力限制之严之

细。高等学校对教育行政部门的违背教育教学规

律的做法“敢怒不敢言”，如果提出抗议或抵制，其

结局就是学校声誉和资源受损，领导被批评被降

职。当高等学校无法自主履行教学职能，一切都在

上级行政部门的指挥下开展教学活动时，必然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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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中高等学校的主体性发挥不充分，畏首畏

尾。若受到违背教学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不良

思想或行为的影响，必将导致教学资源浪费、效率

不高和培养质量低下。正如钱民辉所说：“长期以

来政府形成了对大学的统筹统管和层次治理的模

式，因此大学具有了政府属性而弱化了其特有的属

性。”［９］这也直接粗暴地干涉了对高等学校自主权

的落实，阻滞了教学自主权的回归。

２．３　制度设计的偏失是内部困境　制度是协调与
维系利益相关者权责关系，其内部成员必须共同遵

守的工作规范和行为准则。高等学校内部制度的

顶层设计必须体现教学优先的原则，才能保证教学

活动与教学工作作为大学存在的基础地位。与高

等学校教学相关制度的非科学设计严重影响了高

等学校教学自主权的落实，严重束缚了高等学校的

发展提升。近年来，受到大学排行榜、建设研究型

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影响，高等学校的顶层制度设

计偏向科研、教师在职称评聘、待遇、地位和荣誉方

面，更多地与获得科研项目的数量与层次和发表成

果的平台与数量息息相关；虽然教学也在指标体系

中，但只要达标即可，并不像科研那样发挥关键作

用，多年教学无科研或弱科研者，退休或去世时仍

为讲师职称，屡屡成为新闻就是明证。这均导致教

师功利化倾向严重，追逐科研而忽略教学。这一系

列制度设计导致高等学校重科研、轻教学，妨碍了

高等学校认真思考教学自主权问题，对高等学校争

取教学自主权造成了不小的伤害。虽然建设现代

大学制度的情绪日益高涨，但是理性看待和设计现

代大学制度，纠正现有制度的偏失仍需要长期不懈

的努力。

２．４　高等学校教学的侧移是自身困境　教学是人
类传承知识与文明的主要途径，理应求真、求实、求

新、求善。然而，在现实中，由于新技术媒体的出

现，学生被网络小说、游戏、聊天等吸引，对教学缺

少了应有的重视与尊重；由于功利主义泛滥，师生

将重心转移至商业活动，谋求个人物质利益；由于

不良社会思潮的侵蚀，教学地位被贬抑；由于创业

教育的扭曲窄化，师生中兴起了狭隘的创业热潮；

由于人文精神的颓弱，教学成了高等学校中最大却

又最无趣的，甚至有时是地位最低的活动。所有这

些对于“教师敷衍教，学生讨厌学”的症状无异于火

上浇油。教学在师生中的侧移，导致教学自主权对

师生而言身轻言微，少有人顾及其落实情况。在现

代高等学校教学中，知识本位、人本位和社会本位等

不同教学价值观矛盾运动使大学教学文化呈现出了

形态各异的模式，［１０］选择适身的模式矫正教学侧移

成为优先落实高等学校教学自主权的重要保障。

３　优先落实教学自主权的选择
　　落实教学自主权是落实高等学校自主权的第
一步。高等学校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中双管齐下，厘

清高等学校教学自主权外延，采取上下兼行路径，

健全规章制度保障，复兴教学本位文化。

３．１　理论上系统界定高等学校教学自主权　高等
学校教学自主权内容丰富，范围广阔，落实高等学

校教学自主权必须首先确定其外延，明确分类，制

定实现层次与梯度。虽然很多学者对教学自主权

进行过划分，但是均为粗框架的分类，缺少详细深

入的探讨。要保障优先落实教学自主权，必须完成

三种分类：高等学校分类，学科专业分类，权利与权

力分类。首先，高等学校分类。高等学校类型多样

性，办学定位差异性，培养目标特色性，师生素质差

别化，对教学要求呈现出浓厚的个别化与多元化色

彩。不同类型的高等学校对教学自主权的具体要

求迥异，因此，在落实高等学校教学自主权时，必须

注意高等学校分类。其次，学科专业分类。尽管学

科间出现融合的趋势，彰显跨学科的特点，但是学

科专业分属于不同的知识门类或社会职业门类，学

科专业具有自身的特殊性，采用不同的方法与手

段，包含的知识体系或职业要求相异，学科专业的

特点与发展规律具有特质性。学科专业不同，对教

学的要求不同，高等学校必须根据自身的学科专业

特点锚定教学自主权的范围与落实的细则。最后，

权利与权力分类。高等学校教学自主权本质上是

关于高等学校教学的权利与权力的重新分配或再

分配，唯有对高等学校教学自主权进行清晰的界定

与划分，落实高等学校自主权才有的放矢，不会

落空。

３．２　路径上实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协同
　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的背景下，
教育行政部门必须还高等学校以教学自主权。高

等学校教学自主权的落实，有两条路径：一条是从

教育行政部门主动放权，将教学自主权还给高等学

校，即“自上而下”的下放权力；另一条是高等学校

向教育行政部门主动要求和争取，获得本应属于自

身的教学自主权，即“自下而上”的诉求权力。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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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高等学校教学自主权的落实，采取“先认知，先

行动”原则，即在高等学校首先认知到教学自主权

缺失时，可以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诉求权力，教育

行政部门经商讨决定后批准获得；在教育行政部门

先意识到教学自主权统得过多时，主动召开高等学

校听证会，探索教学自主权落实的具体途径与程序，

以行之有效的方式落实。教育行政部门的放权，可

以从教育行政部门逐级分批次下放，直至高等学校

获得教学自主权。例如，国家（教育部）将教学自主

权先放给省政府（教育厅）或部委属大学，省政府（教

育厅）再归还给省属高等学校或市政府（教育局），市

政府（教育局）再将教学自主权还给市属高等学校。

总体而言，高等学校教学自主权的落实，需要采取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路径。

３．３　保障上通过法律章程制度三保险保障教学自
主权的落实　权力的落实，离不开法律规章制度的
保障，高等学校教学自主权概莫能外。采取法律章

程制度三保险保证高等学校教学自主权确是可行

方式。在我国相应的与高等教育相关的法律主要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高

等教育法》，现有的高等教育法人身份与地位就是

在这两部法律的规约下得以实现的。厘清新的高

等学校教学自主权，亦应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高

等教育法》，以强制性的法律效力保证高等学校教

学自主权的实现。章程是统领和规范高等学校办

学，协调各利益相关者权利与权力的政策性文件，

具有约束和导引作用。高等学校教学自主权在高

等学校章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应予以明确，以确

保高等学校不脱离不羁绊教学的运行。现代大学

制度是人们对理想的高等学校发展模式的设计，与

大学章程一起规制着大学的发展方向，是高等学校

普遍的行为准则。它既包括宏观的制度设计，又包

括微观的制度操作。高等学校教学自主权的落实

必须在现代大学制度设计中得以体现，又必须在微

观的制度操作中加以规范，才能有效地落到实处。

３．４　复兴教学本位文化　英国学者泰勒认为，文
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

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他一

切能力和习惯。［１１］文化规约、引导、建构主体，辅助、

催化、激励实践。为了矫正高等学校中的教学文化

偏颇，高等学校必须重塑教学本位的文化。教学本

位文化是指高等学校的办学理念与定位、规章制

度、工作活动等都围绕着教学展开，以促进教学为

基本出发点。当然，这里强调教学本位并不否定科

研和服务工作，而是侧重于科研与服务对教学的促

进作用。高等学校应以卓越教学为目标，日臻完善

教学活动，提高教学质量；坚持教学的基础性地位，

无论是科研还是服务都不能以牺牲教学为代价；在

教师中播撒坚定的教学信念，弘扬教学理想，引导

教学价值取向，倡导教学行为，立命教学岗位。在

高等学校内部营造教学文化，有利于高等学校回归

教学，驱逐不良文化的束缚和误导，形成教学本位

的良好局面，助力教学自主权的落实。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座谈

会上说：“要加快推进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

革。结合高校特点，简除烦苛，给学校更大办学自

主权。凡高校能够依法自主管理的，相关行政审批

权该下放的下放，要抓紧修改或废止不合时宜的行

政法规和政策文件，破除制约学校发展的不合理束

缚。”高等学校教学自主权是落实高等学校自主权

的首要选择，虽然面临多重困境，但是必须迎难而

上，综合采取多种措施和策略，使其逐步落实。

参考文献：

［１］王琪，程莹，刘念才．世界一流大学：共同的目标［Ｍ］．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２．

［２］周光礼，武建鑫．什么是世界一流学科［Ｊ］．中国高教研
究，２０１６（１）：６５７３．

［３］许祖华．西安交大校长郑南宁：一流大学需要卓越的教
育教学［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１１－１０］．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
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０９－１０／１０／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２２０６９０１．ｈｔｍ．

［４］冒荣．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为什么仍在路上［Ｊ］．
江苏高教，２０１５（４）：１３．

［５］于洋．高校自主权研究述评［Ｊ］．教育学术月刊，２０１５
（７）：２５３２．

［６］张婕，张昱琨．系统设计，重点突破———“高等教育综合
改革”若干试点调研报告［Ｊ］．中国高教研究，２０１４
（９）：５１５８．

［７］丁晓昌．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破解体制机制障碍
［Ｊ］．中国高等教育，２０１３（２１）：３０３３．

［８］阎光才．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Ｊ］．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２０１４（３）：１３．

［９］钱民辉．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为何总是处在两难之
中［Ｊ］．清华大学教育研究，２０１３，３４（５）：３５４２．

［１０］别敦荣，李家新，韦莉娜．大学教学文化：概念、模式与
创新［Ｊ］．高等教育研究，２０１５（１）：４９５６．

［１１］［英］泰勒．原始文化［Ｍ］．蔡江浓，译．杭州：浙江人民
出版社，１９９８：１．

［责任编辑：张永军］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第１卷第４期　　　　　　　　　　　　　　　　　　　　　　　　　　　　　　 Ｄｅｃ．２０１６Ｖｏｌ．１Ｎｏ．４

基金项目：文山学院转型发展项目“基于学生应用能力培养为核心的课程教育改革与实践”（ＺＸ２０１５０３０１）资助。
作者简介：何芝暨（１９８３— ），女，云南富宁人，文山学院教务处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教育管理、心理教育、学前教育。

地方高校对接国家“双一流”建设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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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双一流”建设是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项战略性工程，它不仅能加速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
一流行列，更能带动地方高校实现“跨越”发展，全面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对于具有后发优势的地方

高校而言，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如何进一步发挥行业、特色优势，对接国家“双一流”建设，是地方高校在新时

期进一步发展的重要责任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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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
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国发〔２０１５〕６４号，以下简称
《方案》）中指出：“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

一流学科，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

争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１］。国家“双

一流”建设的号角吹响了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和一流学科的“冲锋号”。“双一流”建设将引导

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地方高校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和特色，破解大学身份固化的困局，促进高等教

育发展的多样性，积极营造高等教育竞争发展的

良好氛围。地方高校占我国高校总体数量的９５％

以上，是高等教育的生力军。因此，地方高校应抢

抓机遇，主动作为，根据地方特色和学校实际，制

订对接“双一流”建设的行动方案，促进地方高校

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的全面提升，引领地方

高校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全面提升我国高等教育

的整体水平。

１　对接“双一流”是地方高校增强服
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１．１　地方高校参与地方经济建设，是对接“双一流”
建设的动力之源，也是体现其社会价值的重要标志

服务社会是高等教育的第三大职能，增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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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是地方高校对接“双一流”

建设的动力之源，也是体现其社会价值的重要标

志。地方高校只有立足实际，突显自身优势，主动

融入地方，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自身发

展，才能快速提升办学水平。这既是高校自身职能

的重要体现，也是高校谋求发展的必然选择。《国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以下简称“规划”）中指出：“发挥政策指导和资

源配置的作用，引导高校合理定位，克服同质化倾

向，形成各自的办学理念和风格，在不同层次、不同

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２］。教育部在２０１５年提
出：“地方本科高校转型的关键是明确办学定位、凝

练办学特色、转变办学方式，把办学思路真正转到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来，转到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上来，转到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上来，转

到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上来”。［３］教育部对地方

高校的转型发展，核心指向是要求地方高校应在服

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转型。因此，地方高校

主动适应转型发展需求，增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能力，这既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符合

地方大学的实际，更是转型发展的客观要求。地方

高校对接国家“双一流”建设，将促进其进一步“俯

下身子”、真正根植地方、服务社会，为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１．２　地方高校对接“双一流”建设，是推动高等教
育多元化发展，促进人才培养结构与市场需求相匹

配的必然要求

高等教育的职能最终要通过人才培养来实现。

结合“双一流”建设，地方高校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努

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通过优化调整学科专业结

构，集中力量建设好与学校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相

匹配的学科专业群，把学科建设与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有机结合，培养具有较强社会适应能力和竞争能

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有力

支撑。

当前，由于地方高校的教育观念等受传统高校

的各种因素影响，部分地方高校在办学思路、办学

类型、办学层次等方面目标不清、方向不明，导致了

学科重叠、专业相同的恶性竞争。同质化竞争与地

方特色弱化的双重困境，导致地方高校人才培养与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脱节，极大地削弱了地方高校

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地方高校只有对

接国家“双一流”建设，才能进一步优化高等教育结

构，推动高等教育的多元化发展，提高人才培养结

构与市场需求的匹配度。

２　地方高校对接“双一流”建设是高
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

２．１　有利于提升办学水平，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
建设目标

《方案》明确指出：“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

一流学科建设，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

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地方高校是高等教育的生

力军，我国要实现高等教育从大国迈向强国战略目

标，必须大力提升地方高校的办学水平。在国家教

育发展战略引导下，地方高校开始向应用型大学转

型，本着“眼睛向下”的办学思路，更着力于服务地

方经济发展，更加重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更注重

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与此同时，地方高校

在转型过程中必然需要通过提升师资队伍整体素

质，提升科研服务水平，强化科技成果转化，全面提

升人才培养质量等来提升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能力。由此可见，转型发展建设思路与国家“双一

流”建设目标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双一流”建设目

标的实现将显著推动转型高校的整体办学水平。

受办学资源约束，国家只能优先支持一些部属重点

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学科”。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地方高校就不能树立“一流”的办学

目标。恰恰相反，地方大学需要志存高远，不断追

求卓越，努力向着“一流”的目标迈进。地方高校应

抢抓机遇，将对接国家“双一流”建设融入高校转型

发展战略，以“双一流”建设为抓手，将“双一流”建

设融入学校转型发展的核心环节，使之成为地方高

校提升整体办学水平的强力助推器。

２．２　有利于增加优质高等教育供给，满足人民群
众的教育需求

中国高教学会地方大学教育研究分会会长左铁

镛院士指出：目前我国只有２１个省级区域拥有部属
高校，地方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要求更大规模的高

等教育作支撑，但优质高校资源在我国省域间的不

合理分布使其难以满足各地方对高等教育的迫切需

求。［４］因此，必须“加强系统谋划，加大改革力度，完

善推进机制，坚持久久为功，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

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

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１］据此，地方高校对接国

家“双一流”建设，争创“一流”，不断增加优质教育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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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供给已成为地方高校在新时期的光荣使命。

３　加快“一流”建设是地方高校义不
容辞的使命和担当

３．１　对接“双一流”建设，能进一步激发地方高校
发展的内生动力

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人才供给与需求关

系发生深刻变化，面对经济结构深刻调整、产业升

级加快步伐、社会文化建设不断推进，特别是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高等教育结构性矛盾更加突

出，同质化倾向严重，毕业生就业难和就业质量低的

问题仍未有效缓解，生产服务一线紧缺的应用型、复

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人才培养

结构和质量尚不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要

求。［４］地方高校的发展不能一蹴而就，办学定位趋同

和缺少特色、学科专业不合理、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能

力水平低、办学经费不足、人才培养质量不高等问题

一直困扰其发展。地方高校对接国家“双一流”建设

是自身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以追赶国内一流、甚至

世界一流学科和大学为目标，将进一步激发地方高

校发展的内生动力。

经济社会发展对地方高校发展提出了更新更

高的要求，地方高校的发展必须与国家战略和地方

需求同呼吸共命运，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创建一

流的教师、一流的专业、一流的人才培养、一流的管

理、一流的校园文化环境”应成为地方高校实现自

身使命的迫切要求。“双一流”建设不仅应成为地

方高校努力发展的目标，更应成为地方高校发展的

重要着力点，通过对接“双一流”建设，着力培养具

有新时期“工匠精神”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３．２　对接“双一流”建设，将会增强地方高校转型
发展的动力，形成“百花齐放”新格局

《方案》明确指出：“实施‘２１１工程’、‘９８５工
程’以及‘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特色重点学科项

目’等重点建设，一批重点高校和重点学科建设取

得重大进展，带动了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

升，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

时，重点建设也存在身份固化、竞争缺失、重复交叉

等问题，迫切需要加强资源整合，创新实施方

式”［１］。由于历史和现实的一些原因，与重点高校

相比，地方高校整体学科水平不高，但一些独特的

地方文化资源、生物资源等也决定了地方高校在某

些特色学科上具有重点高校所无法比拟的优势。

作为地方高校，对接国家“双一流”建设，发展好优

势特色学科，以此为龙头，带动一流学科、一流学

院、一流专业建设完全符合地方高校发展实际，不

仅能成为促进地方高校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也能

成为冲击国内一流学科、甚至世界一流学科的一个

重要动力。因此，地方高校应抢抓“双一流”建设机

遇，主动作为，根据地方特色和学校实际制订对接

“双一流”建设的行动方案，促进地方高校办学水平

全面提升。从“双一流”建设的基本逻辑来看，若干

一流的学科群形成一流大学，而若干关联的一流学

科形成一流学科群。因此，地方高校创设“双一流”

的出发点应聚焦于学科。在当前形势下，地方高校

对接国家“双一流”建设，努力打造一流学科、创建

一流大学已成为地方高校肩负的历史责任和担当。

地方高校对接国家“双一流”建设，将会形成以

特色学科建设为突破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新

格局，避免重蹈重点高校“一枝独秀”局面，增强地

方高校转型发展的动力。以景德镇陶瓷大学为例，

该校属于典型的行业型地方高校，注重发挥自身独

特优势，在学科专业上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

合，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和人才培养模式，造就

了一大批著名陶瓷艺术家，形成了独特的“陶大现

象”，被誉为中国的“陶瓷黄埔”。［６］

４　地方高校对接国家“双一流”建设
是促进教育公平的必然路径

　　高校作为促进高等教育公平的倡导者与践行
者，要从自身做起，确实树立“促进高等教育公平”

的价值取向。“２１１工程”、“９８５工程”的实施，逐步
缩小了我国高等教育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但

同时，这样的重点建设也存在身份固化、竞争缺失、

重复交叉等问题，迫切需要加强资源整合，创新实

施方式。实施重点建设的 ３９所“９８５”高校和 １１２
所“２１１”高校，仅东部沿海地区就集中了７５所，占
４９．６％，而在广西、贵州、云南等中西部地区，“２１１”
高校均只有 １所。大学是人才培养基地、创新基
地、人才集聚高地，但是由于受优质资源短缺影响，

地方本科高校在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创新人才的培

养、科学研究水平的提升、科技成果的转化、服务地

方及行业等各方面存在重重的掣肘，影响制约着高

等学校的教育公平。［７］“双一流”建设的实施将加快

破除重点高校建设带来的身份固化困境，促使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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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方政府在加强“双一流”建设的同时积极促进

高等教育协同发展，充分激发地方高校提升办学特

色、争创一流的动力和活力，使更多的地方高校合

理选择“一流”建设路径，结合自身特点“借力”发

展，提升自身水平，努力成为冲击世界“一流学科”

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后备力量，从而从根本上促进

高等教育的公平，提高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实现

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

总之，地方高校在“双一流”建设进程中应主动

作为，努力做到“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

想”。［８］

参考文献：

［１］国务院．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ＤＢ／ＯＬ］．［２０１６－１１－０８］．ｈｔ
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５－１１／０５／ｃｏｎ
ｔｅｎｔ＿１０２６９．ｈｔｍ．

［２］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Ｍ］．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０：２０．

［３］袁贵仁．全面深化综合改革 全面加强依法治教 加快推

进教育现代化［ＤＢ／ＯＬ］．［２０１６－１１－０８］．ｈｔｔｐ：／／
ｗｗｗ．ｑｓｔｈｅｏｒｙ．ｃ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５－０２／１２／ｃ＿１１１４３４６５２６．
ｈｔｍ

［４］地方大学成长空间广阔 已占全国高校总数 ９４．２％
［Ｄ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１－１５］．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ｓｃｈｏｏｌ／２００８－０４／３０／ｃｏｎｔｅｎｔ＿８０７９３５２．ｈｔｍ

［５］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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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Ｂ／ＯＬ］．
［２０１５－１０－２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ｅｄｕ．ｃｎ／ｓｒｃｓｉｔｅ／
Ａ０３／ｍｏｅ＿１８９２／ｍｏｅ＿６３０／２０１５１１／ｔ２０１５１１１３＿２１８９４２．
ｈｔｍｌ．

［６］景德镇陶瓷大学．［ＤＢ／ＯＬ］．［２０１６－１１－０８］．ｈｔｔｐ：／／
ｗｗｗ．ｊｃｉ．ｅｄｕ．ｃｎ／ｎｅｗｓ．ａｓｐ？ＩＤ＝８６１９

［７］罗胜联．建议在中西部高校设立“双一流”建设专项 推
动中西部高等教育大发展［ＤＢ／ＯＬ］．［２０１６－１１－０８］．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ｇｄ．ｏｒｇ．ｃｎ／ｊｃｚｔ／ｊｊ２０１６ｑｇｌｋ／ｌｋｃｙ２０１６／
３６９３４．ｈｔｍ．

［８］陈宝生．高等教育要做到四个“回归”［Ｎ］．中国教育
报，２０１６－１０－１７（０１）．

［责任编辑：李德才］

（上接第３页）程时，在与学院领导进行讨论基础上，

提交一份课程提案（内容一般包括课程内容的介

绍、课程大纲、开设新课程的理由、生效时间等），提

案经过系课程委员会审议—系领导审议—副院长

签批—教师评议会最后审查和评议等审批流程，新

课程方获准开设。［２］借鉴美国高校的经验，建立适

合各校特点的新课程开发审批机制，形成教师与院

系领导协商—提交申请—教研室（系）主任审议—

院学术委员会审议—校课程教材委员会（校教学委

员会）审定。

二是建立新课程开发激励机制。要采用计算

工作量、课程建设立项资助、专项补贴等措施，鼓励

教师开发未进入课程计划的新课程，将科研成果、

培训成果、新技术跟踪研究成果及工程实践经验等

转化课程资源，学校要定期开展质量评估，通过评

估的新课程要适时纳入课程计划，保持课程的持续

更新。

三是建立新课程团队开发机制。要改变应用

型新课程开发是教师自发进行的个体行为的现状，

建立课程负责人牵头与教师志愿参与相结合、与同

类院校相关学科教师、行业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共同

开发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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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代学徒制的调查与思考

李强林１，２，黄方千２，赵　立１，吴菊珍１，周　筝１

（１．成都工业学院 建筑与环境工程系，成都　６１１７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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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学生、教师、企业职员、政府官员和家长等共１５２２名公众的调查表明：公众对现代学徒制的知晓
率低，仅６５．８３％，政策知晓率更低，仅５５．９８％，预期不明晰，再加之理解有偏颇，致使不足１／３的公众表示愿意
支持或参与现代学徒制，４７．５７％的公众持观望态度。因此，相关政府部门、职业院校和企业只有充分认识到建
立健全现代学徒制的机制，努力实现现代学徒制的核心内涵，并加大对学徒制的知识普及与政策宣传，提高社

会公众对学徒制的认识，才能吸引和激发学生、家长、企业和职业院校教师积极参与学徒制的推行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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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ｔｄｕｅｔｏｃｅｒｔａｉｎｍｉ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ｓ；４５．５７％ ｔａｋｅａｗａｉｔａｎｄｓｅｅ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ｏｏｎｌｙｗｈｅ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ｆｕｌｌｙ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ｔｏ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ａｎｄｐｅｒｆｅｃｔ
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ａｐ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ｓｈｉｐ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ｓｏａｓ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ｉｔｓｃｏｒｅ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ｃａ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ｐａｒｅｎｔｓ，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ｂ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ａｎｄｉｎｓｐｉｒｅｄｔｏ
ｔａｋｅｐａｒｔｉｎｉｔｓｃａｒｒｙｉｎｇｏｕｔ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ｏｄｅｒｎａｐ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ｓｈｉｐ；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ｅｎｔｉｔｙ；ｓｕｒｖｅｙｒｅｐｏｒｔ；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

　　现代学徒制包含了职业教育最本真、最朴素的
“做中学”原则。［１］２０１２年起，我国教育部将现代学
徒制纳入了年度工作要点。２０１４年２月，李克强总
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

业教育，在这次会议上明确提出“开展校企联合招

生、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２０１５年８月，教
育部正式公布了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１６５个，
说明我国新一轮的学徒制改革试点正式开始实施，

这将可能会成为推动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解决高技

术人才匮乏的历史性转折点。

建国前，我国历史上出现了民间学徒制、官营

学徒制、行会学徒制等三种形态的学徒制。建国初

期，我国９５％的技术人才都是由“学徒培训”方式
培养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国引进和基本照搬了
德国的“双元制”（“双元制”是德国国家立法支持、

校企合作共建的办学制度，是现代学徒制的另一常

用名）职业教育模式，因企业参与度低，试点效果欠

佳。１９８９—１９９５年，本土化的区域自主型的“双元
制”试验在国内产生了较大影响并取得了一定的成

功；但由于随后的经济体制转轨、企业对学徒制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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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兴趣和经费、机制、师资队伍等诸多问题，使

“双元制”在我国渐行渐弱。［２－６］近十年来，我国江

西新余市、广东中上市、陕西咸阳市、黑龙江齐齐哈

尔市等基层实践单位开展了许多“现代学徒制”试

点，取得了明显成效，为我国大规模推行现代学徒

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当前，我国已从国家层面对职业教育进行了顶

层设计，同时，也规划了现代学徒制的推行试点蓝

图，从政府、学校层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和充分准

备。但由于现代学徒制依然存在分布和发展不均

衡、核心内涵不突出、管理制度和保障条件严重空

缺等诸多问题，导致社会公众，包括企业员工、适龄

学徒、学生家长对学徒制的认知和态度仍是未知

数。现代学徒制的推行必须以企业和学徒为参与

主体，家长大力支持，才能真正取得圆满成功。因

此，本报告通过对现代学徒制各关系主体（学生、企

业、教师、政府、家长等）的１５２２名公众（其中包括
３０多个省份的１６０多个城市）进行调查和访谈，分
析了各关系主体和社会公众对学徒制的认知现状

和支持参与态度，为建立现代学徒制的长效机制，

为学徒制的推行取得圆满成功提供真实可靠数据

和建议。

１　公众对现代学徒制的认知现状
１．１　公众对现代学徒制的认知度低

对１５岁以上学生、企业职员、教师、政府官员、
农村人员等１５２２名公众（其中包括３０多个省份的
１６０多个城市）调查显示：有３４．１７％的公众不知晓
现代学徒制，有４４．０２％的公众不知晓我国正在推
行和试点学徒制（图１）。

（１）主力军对学徒制的认知度低，缺乏推行学
徒制的根基。有４４．３２％的学生和２６．６９％的企业
职员未曾听说过现代学徒制，５８．４２％的学生和
３６．２０％的企业职员不知晓正在推行与试点学徒
制。学生和企业本应该是参与现代学徒制的主力

军，可是他们对其知之甚少，何谈主力军？

（２）现代学徒制的组织、管理和实施缺乏生力
军。作为现代学徒制的组织者、管理者和实施者，

有１２．５８％的教师和２１．６２％的政府官员职员不知
晓现代学徒制，也１６．５６％的教师和３１．０８％的政府
官员职员不知晓正在推行和试点，他们很难科学全

面的宣传、咨询、组织、管理和实施现代学徒制。

（３）对学徒主体进行学徒制的知识普及和政策

宣传刻不容缓。农村和小城镇的孩子是学徒的主

体，然而有４６．５１％的农村人（或进城务工者）不知
晓现代学徒制，有５１．１６％的农村人不知道我国真
正推行和试点，作为学徒家长的主体，怎么能支持

和配合学校和企业搞好现代学徒制的教学呢？目

前我国的学徒制包括全日制教育和成人的继续教

育，主要集中在１５—３５岁的青年，然而，有３８．５３％
的这些青年都未曾听说现代学徒制，他们是很难主

动积极的报名参与学徒制的学习。

（４）对女青年进行学徒制宣传比对男青年更加
迫切。对学徒制的知晓率男性比女性高８．１１％，推
行试点的知晓率男性比女性高１０．３６％，这可能是
因为男性比较喜欢看新闻，对新鲜事物的感知更为

敏感。因此对女性的宣传更加迫切。

图１　公众对现代学徒制的知晓率

１．２　公众认知现代学徒制的信息渠道窄，拓宽信
息渠道刻不容缓

（１）网络是传播学徒制信息的主渠道。调查表
明（图２）：获取学徒制的相关信息的渠道中，网络
最多（占 ２８．４５％），听别人说和看新闻均不大于
２０％。教师（５２．９８％）、企业职员（３９．５７％）和政府
官员（３２．４３％）则主要从网上了解到，占比最高；有
５２．１１％的退休人员和３１．０８％的政府官员从新闻
上了解到，占比最高。有 ３４．３６％的中年人和
２８．１７％的青年人主要靠网络知晓学徒制；老年人
主要看新闻（占 ３９．３９％）了解学徒制。学生则主
要靠听人说（２３．８１％），其次靠网络（２０．８８％），新
闻了解最少（１０．９９％）。
　　（２）不同群体获取现代学徒制的信息渠道不
同。图３看出：获取推行和试点学徒制的相关信息
的渠道，网络最多（占 ２４．３１％），听别人说占
１６．２３％，从新闻看的最少（占 １５．４４％）。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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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７０％）、企业职员（３２．８２％）和政府官员
（３０．４１％）则主要从网上了解到，占比最高；有
４３．６６％的退休人员和２４．３２％的政府官员从新闻上
了解到，占比最高。有３１．７９％的中年人和２３．０４％
的青年人主要靠网络知晓学徒制；老年人主要看新

闻（占３３．３３％）了解学徒制。学生则主要靠听人说
（１６．１２％），其次靠网络（１５．７５％），新闻了解最少
（９．７１％）。

表２　对现代学徒制的知晓途径调查数据

图３　对我国正在推行和试点现代学徒制的

知晓途径调查数据

　　这十分符合实际情况：学生看电视、看报纸、听
广播相对较少，而上网或听宣传较多，所以对学生

而言，加强现代学徒制的校园专题宣传活动，如招

生宣传，还包括专题讲座、报告、知识竞猜、调查访

谈和校园新闻等一定能有效提高学生的知晓率。对

公司职工、教师和政府官员而言，网络宣传十分重要，

同时企业职员实行会议、报告宣传也是十分重要的

方式。还可看出，退休人员、政府官员、老年人和农村

人员看新闻获取信息是他们的主要渠道，因此较强

电视、报纸新闻宣传和专题报道也十分必要。

１．３　现代学徒制的作用
推行和试点现代学徒制，目的是能全面实施素

质教育，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和培养学生的职业精

神、创新精神、社会责任感、实践能力（教职成［２０１４］
９号）。调查发现（图４）：４０．２１％的人认为现代学徒
制最重要的作用是可以提高职业技能，人数最多；其

次是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占３０．２９％），１９．１９％的
人认为能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只有１０．３２％的人认为
可以培养学生的职业精神，人数最少。

（１）知晓者与不知者对学徒制的最重要作用的
认知明显不同。知晓者认为：提高职业技能

（４３．７１％）＞培养实践创新能力（２５．３５％）＞全面
实施素质教育 （２０．１６％）＞提高职业技能
（１０．７８％）；不知者则认为：培养实践创新能力
（３９．８１％）＞提高职业技能（３３．４６％）＞全面实施
素质教育（１７．３１％）＞提高职业技能（９．４２％）；知
晓者认为最重要的作用是提高职业技能的，而不知

晓者则认为最重要的作用是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的。四个关系主体均认为最重要的作用是提高职

业技能，占比为：教师（５５．６３％）＞企业职员
（４８．７７％） ＞学 生 （３６．２６％） ＞政 府 官 员
（３５．１４％）。由于对现代学徒制的了解和政策的认
知不同，而对学徒制的作用认知差异明显。

（２）现代学徒制对人才培养的最重要作用是提
高职业技能和实践创新能力。４０．２１％的公众认为现
代学徒制对人才培养的最重要的作用是提高职业技

能；３０．２９％的公众认为现代学徒制对人才培养的最
重要的作用是培养实践创新能力。现代学徒制体现

了职业教育最本真、最朴素的“做中学”原则，是“产

－教－学”最好的表现形式，对学徒的职业技能和实
践创新能力的提高无疑是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３）现代学徒制最不易达到的目的是培养职业
精神和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认为现代学徒制最不

易起到的作用是培养职业精神和全面实施素质教

育的公众分别高达９８．６８％和８０．８１％。国家政府
推行现代学徒制的首要目的就是全面实施素质教

育，然而，公众却不这么看。这是为什么？这可能

是受中国传统“学徒制”的影响，对现代学徒制的理

解有偏颇；也可能是我国当前的职业教育的现状挡

住了公众的视线，或者公众对现代学徒制的前途和

预期不明朗。因此，培养职业精神和全面实施素质

教育必须从各个层面加大力度，单纯依靠现代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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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推行很难达到目的。

图４　对“您认为现代学徒制能起到最重要作用
是什么？”调查数据

２　公众对现代学徒制的支持和参与
意愿不容乐观

　　（１）近２／３的公众对现代学徒制持观望态度，
支持者不足１／３。

调查表明（图５）：总体来看，全力支持在自己
公司推行现代学徒制的公众仅占３１．３４％，６４．５２％
公众都视情况而定，态度迟疑者是支持者的二倍

多；对企业职工而言，他们最有可能成为企业管理

决策者，也仅有３６．５％的人全力支持，５９．５１％的人
仍然视情况而定。

图５　对“若您是老总，您支持在您公司
推行现代学徒制吗？”调查数据

（２）学生对现代学徒制的支持意愿堪忧，超过
３／４持迟疑态度。

对学生而言，他们是最现代学徒制直接的参与

者和受益者，大多数学生将来会进入公司工作，仅

１９．７８％的学生表示全力支持，７５．４６％的学生态度
迟疑，近四倍，令人堪忧。

（３）企业和教师对现代学徒制的支持意愿不

高，近３／４持迟疑态度。
作为现代学徒制的倡导者、组织者和实施者，

政府官员（３７．８４％）、企业职员（３６．５％）和教师
（３５．７６％）的支持率都不高，其支持者略高于１／３。
这十分不利于现代学徒制的推行和试点，如果长期

如此，现代学徒制又将会渐行渐远。

（４）知晓者对现代学徒制的支持率明显高于不
知者的支持率。

对公众人来说，只有知晓和认识现代学徒制，

才能更好地认可、支持和参与现代学徒制。图５显
示，知晓者比不知者的支持率高１２．６８％。因此，只
有通过各种方式宣传现代学徒制，让公众知晓学徒

制，才能更好地支持和参与其中。

（５）现代学徒制的“校热企冷”现象并非来自
企业本身。

在知晓现代学徒制的四个关系主体中，全力支

持率：企业（４０．５９％）＞政府（３７．８４％）＞教师
（３８．６４％）＞学生（２３．０３％），支持率企业居首位，
并且在自己公司推行现代学徒制的支持率比平均

支持率还高５．２６％。由此说明：企业并不是不愿意
推行现代学徒制，也并不是在一些文献报道［３］存在

严重的“校热企冷”现象，相反，企业推行现代学徒

制的愿意相对还是最高的。

３　家长支持孩子参与现代学徒制学
习的意愿不理想

　　调查表明（图６）：总体看来，４４．４２％家长表示
很支持孩子参加现代学徒制学习，４７．５７％的家长
态度迟疑，迟疑者人数高于支持者，还有８．０２％的
家长明确表示不支持。

（１）农村家长和企业职员更支持自己孩子参与
现代学徒制学习。

四个关系主体对现代学徒制的支持意愿：企业

职员（４８．１６）＞ 教师（４７．６８％）＞ 政府官员
（４６．６２％）＞学生（３３．３３％）。值得注意的是：有
近６６．２８％的农村人很支持子女参与学徒制学习，
比例最高，实际上他们也是职业学校学生的主体；

５６．３４％的退休职工、５１．９６％其他事业单位职工和
４８．１６％的企业职工明确表示很支持，可能他们大
都从事操作性技术工作。

（２）教师和政府职员支持自己孩子参与现代学
徒制的意愿较低。

有趣的是：４６．３６％的教师和４３．９２％的政府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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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态度都迟疑，他们的知晓率最高，而支持意愿反

而较低，这可能是他们主要从事的是管理和教育工

作，而不是从事操作性技术工作。

（３）仅１／３的学生意愿参与现代学徒制，比例
最低。

学生作为现代学徒制最直接的参与者，支持意

愿最低，仅３３．３３％，态度迟疑占５８．２４％。原因何
在？对现代学徒制的支持意愿最低，态度迟疑的原

因：第一，知晓率低；第二，预期效益不明；第三，可

能受中国传统“学徒制”的影响，对现代学徒制的理

解有偏颇，认为做学徒属于“三教九流”而不属正规

教育，更不是读大学；第四，当前，我国的技术工人

的收入和社会地位普遍不高，而劳动时间较长，劳

动强度较高，对学徒制学习的发展潜力不看好。

图６　对家长支持孩子参与现代学徒制

学习的意愿调查数据

　　（４）家长比学生更支持参与现代学徒制学习。
对适龄学徒的家长（３５岁以上）是否支持孩子

参加学徒制学习，调查表明（图６）：超过半数的家
长（５３．８５％）十分支持，３８．２１％的家长态度迟疑，
７．９５％的家长明确表示不支持。然而，仅３８．７２％
的适龄学徒表示很支持，知晓者比不知者的支持率

高９．０３％，大多数学生（５２．９５％）表示不确定，不知
者态度更迟疑（高６．９５％）。这可能是学生对现代
学徒制的认知度低，不知现代学徒制是否真正适合

自己的发展，对学徒制的预期不明所致。

４　政府的资助对学生和家长的吸引
力并不明显

　　调查表明（图７）：在政府资助情况下，也仅有
４６．７８％的公众表明十分愿意自己或家人参加现代
学徒制学习，而近一半的民众（４８．１６％）表示不确

定，还有５．０６％的明确表示不愿参加。愿意参加
者：退休人员（６９．０１％）＞农村人（６３．９５％）＞其他
事业单位（６０．７８％）＞政府官员（５４．０５％）＞企业
职员 （４８．７７％）＞学 生 （３８．１０％）＞教 师
（３５．７６％）；教师和学生的态度迟疑者均比支持者
多，分别多２５．５％和１８．８６％，而其他则是支持者
比迟疑者多。原因何在？

（１）政府的资助对家长更有吸引力，５４％的家
长表示支持，近４２％学生表示支持。

对适龄学徒（１５—３５岁青年）是否愿意参加学
徒制的学习，调查表明（图 ７）：５３．０５％的态度迟
疑，仅４１．６３％的表示十分愿意，迟疑者比支持者多
１１．４２％。有５４．３６％的家长（３５—６０岁中年）表示
很支持家人参加现代学徒制学习，支持者比迟疑者

多１２．５７％。

图７　“若政府资助，您愿意或您愿意支持您家人

参加现代学徒制学习吗？”调查数据

　　（２）知晓政策者比不知政策者的参与意愿高。
图７还表明：知晓者比不知者多６．２１％的愿意

参与学徒制，其中政府官员多 ２１．１２％，农村人多
１２．０７％，企业职工多６．９５％，学生多６．８２％。政策
宣传到位是推行学徒制的必经之路。

５　我国推行现代学徒制的最大障碍
是制度不完善、缺乏制度保障

　　调查表明（图８），４０％的公众认为最大的障碍
是制度不完善、缺乏制度保障，比例最高；其次是企

业积极性不高、”校热企冷”现象严重，占２７％；１／５
的公众认为是家长、学生不积极，学徒来源无保障；

只有１／１０的认为最大障碍是无现成经验可循，比
例最小。对学徒制的关系主体调查显示，企业职

员、教师和学生都认为：最大障碍是制度不完善、缺

乏制度保障，占比企业职员（４８．７７％）＞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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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０７％）＞学生（３６．６３％）；而政府官员认识则不
同，３１．０８％的官员（占比最高）认为：最大障碍是企
业积极性不高，校热企冷现象严重。

图８　对“目前我国推行现代学徒制的
最大障碍是什么？”调查数据

６　现代学徒制合理的对策
６．１　加强知识普及和政策宣传

国家对职业教育进行了顶层设计，现代学徒制

也已经上升到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一项基本国策，

让每一个公民深入了解现代学徒制的相关知识和

政策，政府、学校和企业责无旁贷。以上调查表明，

对现代学徒制的知识和政策知晓者，对现代学徒制

的参与和支持态度坚定，反之，则表现为犹豫和迟

疑，因此加强宣传也刻不容缓。加强宣传与推广现

代学徒制，可广泛采用电视新闻、报纸新闻，专题报

道、专题讲座等，进行长期、多视角、全方位宣传和

知识普及，让学生、企业、家长和社会公众对推行现

代学徒制的目的意义、政策制度、预期效果等比较

明晰，吸引和激发主动参与，而不是被动接受。

针对不同群体选择适当的宣传渠道。由表 １
可以看出，应该大力加强电视新闻、网络媒体、报纸

和广播的宣传报道。同时，针对不同群体应该选择

不同渠道宣传报道，如学徒制的适龄学生、可以采

取校园网络媒体、讲座报告、校园广播等进行大力

宣传和知识普及。同时对家长进行广泛联系，取得

他们对学徒制的认可和支持。

表１　不同群体主要获取信息的渠道一览表

群体名称 政府机关职员 教师 学生 企业职工 退休职工 进城务工人员 农村

获取信息的主要渠

道

电视 √ √ √ √ √ √
报纸 √ √ √
网络 √ √ √ √ √

讲座报告 √ √
广播 √ √ √

　　加强移动互联网媒体宣传渠道。新媒体、特别
是移动互联网媒体是青年一代最易接受的新鲜事

物，也是最有效的交互式媒体，如建立微信关注、ＱＱ
群、电子期刊、电子海报等。［７］同时，可以发行《现代

学徒制》的期刊、杂志和报纸进行宣传报道。

６．２　建立和完善现代学徒制法律、法规和管理制
度，为其推行保驾护航

现代学徒制既是一种人才培养“模式”，又是一

种人才培养“制度”。政府必须尽快建立完善的法

律法规等、学校和企业必须尽快联合制定工学交替

的教学内容、管理办法和运行模式等制度，并做好

宣传，提高公众的知晓率，确实保障学生、企业、教

师和师傅的权益，努力实现多方共赢，才能让现代

学徒制深入人心，改革试点取得显著的成效。［８－９］

６．３　努力突出现代学徒制的核心内涵，让学生、家
长和企业享受试点成果

高等职业教育不应成为“应职教育”，而是应通

过凸显“职业性”而实现教育的外在价值，同时通过

实现教育的“高等性”从而实现教育的内在价值。

因此，现代学徒制的核心内涵是回归教育本质：以

人为本，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兼顾社

会需求和人的自我发展的需求，这也是高等职业教

育的内在价值所在。［１０］高等职业院校应整体实现高

等职业教育内、外价值的同时，还必须带有鲜明的

地方特色或行业烙印、融入先进的行业企业文化，

这就是“跨界的高等职业教育”。

近些年，高职院校在办学实践中过多地强调社

会需求，过分地强调了职业岗位对人的需求，而忽

视了学生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需求；较多地关注

了“职业性”，忽视了“高等性”，一定程度上造成职

业教育的畸形发展。［１１］以上调查表明，如果公众对

现代学徒制的政策不明晰或预期很模糊，政府的资

助也很难真正地激励和推动其试点和发展。现代

学徒制还是不能深入人心，得不到大多数民众的广

泛认可，推行和试点现代学徒制困难较大，资助也

不是最好的解决方式，而最好的方式（下转第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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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模块化教学体系以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为目标，从教学内容、教学组织形式和评价方式都有别于传统
教学体系。分析应用型高校模块化教学体系下的教学能力特点，有助于教师提高相关的教学能力以适应模块

化教学的需要，实现教师自主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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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

见》中，对提高教师教学能力提出了明确要求。教

师教学能力代表着教师素质，其水平与教学质量存

在密切的关系。应用型本科高校培养的人才是知

识、能力和素质协调发展的中高级层次的应用型人

才，其师资队伍的素质和能力必须与应用型人才培

养目标相匹配。

模块化教学体系围绕学生的能力培养，将培养

目标、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组织、教学环节、教

学评价等内容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始终，是培养本科

应用型人才的有效方法，更是必要的途径。模块化

教学体系对教师教学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对教师发

展提出了新课题。本文探讨模块化教学体系下教

师教学能力的特点和要求，以期促进应用型本科院

校教师的专业发展。

１　模块化教学体系的特点
以能力导向为特点的模块化教学体系目前在

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得到广泛应用并取得良好效果。

模块化概念源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作为现代信息技
术和工业社会发展的产物，也被应用于教育领域。

模块化课程“打破学科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围绕

某一能力和素质培养目标，构建融不同的理论知识

和实践教学于一体的教学单元。”［１］每个模块对应

某一方面的能力或素质，模块之间有内在联系，不

同模块的组合构成完整的课程体系。模块化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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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能力培养为目标，根据行业或岗位需求，基于对

原有学科课程体系的增减和整合，以学生自主学习

和合作学习为手段，通过任务型教学、案例教学、基

于问题的教学和多种形式的实践活动，培养学生自

主学习的能力、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

是培养适应社会需求、满足行业和岗位要求的应用

型人才的新型教学模式。

模块化教学体系以能力本位课程观为指导，满

足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要，适应社会对应用型人才

培养需求。模块化课程体系具有培养目标的应用

性、模块设置的灵活性、培养过程的实践性、教学方

法的针对性、学习方法的自主性和评价手段的形成

性等五大特点。培养目标的应用性：模块化教学体

系以满足社会需要和岗位能力要求为目标，注重学

生对学生将理论理论知识转化为专业应用能力的

培养。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结合构成的

教学模块，实现模块的“重组与裂变”，做到所学即

为所用，培养学生的专业应用能力。模块设置的灵

活性：模块化教学体系作为一开放的系统，其中的

模块由不同的教学活动组成，功能各异，可以不断

改造和重组成新的模块，从而使教学安排更加灵

活。［２］由于专业差异、学校定位以及行业发展都会

影响人才培养目标，因而可以根据社会发展和地方

经济的需求，针对岗位特点设置相应模块，实现学

校与社会、模块与岗位的开放性灵活连接。培养过

程的实践性：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关键是提高学生运

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归根结底，模块

化教学设计和实施的突出特点，是贯穿始终的师生

共同参与的实践活动以及其中的应用性人才培养

的实践能力指向。教学方法的针对性：模块化教学

体系采用多种偏重能力培养和能力提升的能力本

位教学方法，实现针对专业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

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培养的目标，满足学习者的个性

化需求。通过注重参与的项目教学法、情境教学法

和以解决问题为特征的创新教学法，强调学生的动

手能力、感觉能力、沟通能力、表达能力和创新能力

的培养［１］学习方法的主体性：模块化教学充分发挥

学生的学习主体作用。通过教学方法的改革，调动

课内外的学习资源，满足学生的兴趣、爱好和特长，

培养其自主学习意识、能力和策略；通过基于小组

的学习和实践，培养团队合作意识，沟通协调能力。

教学评价的形成性：根据课程特点，灵活选择相应

的考核和评价方式。通过师评、生评、自评、互评等

方式，发挥发展性评估、诊断性评估、总结性评估的

优势，提高学生的主体性和参与性，培养其批判思

维能力和综合评判能力。［１］

综上，模块化教学体系的特点通过模块课程的

教与学得以实现。就教师个体而言，模块化教学要

实现“以理论为主的教学方法向以实践应用为重的

教学方法的转变”“由知识本位的教学方法向能力

本位的教学方法的转变”“由教师中心的教学方法

向学生中心的教学方法转变”“由单一的教学方法

向多种教学方法的转变”“由死板、固定、单一的教

学方法向灵活、多样、科学组合的教学方法的转

变”。［１］这一系列的转变均以教师角色的转变为基

础，以教师教学能力的发展为前提，以教师专业发

展为目标，其中教师教学能力的提高是实现转变的

关键环节。

２　模块化教学体系下的教师教学能力
２．１　教师能力与教学能力

教师教学能力是教师能力的组成部分，也是其

核心职业能力。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起，针对教师能
力的研究随着教师的专业化和职业化进程得到国

内外研究者的关注。由于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

差异，对教师能力的定义和内涵尚未达成共识。如

ＷｉｌｌｉａｍＭｃＤｉａｒｍｉｄ认为，“ｔｅａｃｈ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指某些
具体的教学技能，如授课技能、表达技能、组织技能

等。［３］而ＣａｒｌＡ．Ｇｒａｎｔ则认为，”ｔｅａｃｈｅｒ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
既可指从外界“学习、掌握、吸收”知识经验的力量，

也指个体特有的“内在的成长、发展、履行任务的潜

能”，是教师的各项具体能力构成的“能力集合

体”。［４］显而易见，“ｔｅａｃｈ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是教师的具体
性、可为性、技能性的教学能力，而“ｔｅａｃｈｅｒｃａｐａｃｉ
ｔｉｅｓ”是教师实现职业和专业发展的抽象性、综合性
与功能性的能力。［５］

国内研究继承和发展了国外研究成果，形成了

职业能力和专业能力相结合的教师能力体系。国

内研究认为，教师能力分为一般能力、教育能力、拓

展能力三个层次。一般能力包括一般认知能力和

一般实践能力；教育能力包括教学能力和育人能

力；拓展能力包括教育研究能力、创新能力、反思能

力、合作能力和终生学习能力等。［６］此处的拓展能

力即专业发展能力。教育能力是教师的基本职业

能力，是教师个体进行教学活动必备的知识、素质、

技能和身体能力的整合，是从事教学活动的主体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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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就教师职业的专业性而言，高等院校的教师能

力具有共核性，但应用型高校的教师能力必须由

“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所需的教学能力和解决社

会生产、生活中实际问题的研究能力和服务能

力”［１］构成，具有“教师 ＋工程师”的“双师双能”
特点。

作为教育能力重要组成部分，教学能力是教师

普遍具有的运用特定教材从事教学活动、完成教学

任务的能力，是教师基于一般能力展现出的一般能

力和特殊能力的结合。［７］实证研究显示，高校教师

的教学能力由“教学内容的理解、转化与表达能力，

教学方法手段和媒体的选用能力，教学要素的整合

与设计能力，教学组织与沟通能力，调动学生学习

积极性能力，教学评价与反思能力，教学研究能力

和教学创新能力等”［８］构成，而应用型高校的教师

教学能力更加强调实践教学教学能力和教学活动

的组织及监控能力［９］。模块化教学体系下的教学

能力是高教教师普通教学能力综合体现，但更加突

出了应用型高校的特点。

厘清教师能力与教师教学能力的内涵及相互

关系，有助于明确模块化教学体系下教师教学能力

的范围和特点。

２．２　教学能力的构成
就教学能力而言，模块化教学体系决定了教师

教学能力的特殊性。模块化课程体系下，其教学目

标的应用性、教学过程的实践性、模块设置的灵活

性、教学方法的针对性、学习者的主体性和教学评

价的过程性等特点，表现为教师的教学认知能力、

实践教学能力、教学监控能力和自主发展能力。

教学认知能力是对本专业的教学目标、教学任

务和教学方法与策略以及对教学教学情境的分析

能力。［７］针对模块化课程“培养目标的应用性”和

“教学过程的实践性”特点，教师个体需要具备完备

扎实的本专业理论知识和相关的应用操作能力，熟

知模块化课程的教学特点和所承担模块的教学目

标、教学任务、教学方法和学生必需的学习方法。

具体表现为分析理解人才培养方案的能力、合理整

合及灵活使用教材的能力、针对相关模块特点、具

体教学情境和学生个性的课堂设计能力等。就教

学环节而言，可以分为教学前的设计能力、教学中

的组织能力、教学后的总结反思能力以及对教与学

的研究能力等。教学认知能力是教师实施教学的

基础，决定教师的教学准备、教学设计、教学实施和

教学效果。

实践教学能力是应用型高校教师有别于普通

高校教师的特殊能力。实践教学能力包括实践性

教学能力和运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实践性教学能力是教师为了实现教学目标、完成教

学任务过程中解决教学问题的能力，贯穿培养过程

的各环节。［１０］就模块化教学体系下的课堂教学而

言，教师的实践性教学能力主要表现为熟知本学科

的教育教学理论和技术，胜任校内外的各种实践性

教学和实训，包括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善于选择

和使用现代信息技术和教育技术的能力、操作和使

用教学设备和仪器的能力、多种方式呈现教学内容

的能力以及了解学生的认知特点、善于指导学生第

二课堂活动的能力等。运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是实现模块化教学理念的关键所在，主要

体现在企业和社会实践方面，包括教师通过在企业

的学习和调研，参与企业的攻坚项目等实践活动，

运用专业知识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了解相关行业

的发展趋势和专业岗位的人才规格，指导学生的专

业实习、参与社会实践等活动的能力等。教师的实

践教学能力离不开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和社会交

往能力。

教学监控能力是教师为了实现预期的教学目

标，积极主动对教学全过程的进行计划、检查、评

价、控制和调整的能力。［７］模块化教学体系下的教

学监控能力体现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多元化和过程

性的评估手段来实现，包括教师对自身教学活动的

监控和对学习主体的学习活动和效果的监控两个

方面，其中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的能力尤为关键。

模块化“教学的针对性”特点体现在教师关注学生

的个体智力和学习方法差异、未来的岗位差异以及

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差异，能够从本学科的基础理论

中概括归纳基本的核心内容，并能结合相关行业的

发展现状和趋势，使用相应的教学手段和方法，切

中核心技术和能力的培养。模块化“学习的主体

性”特点与模块化“教学的应用性和实践性”相联

系，体现在学生的学习主体性和教师的教学主体性

两个方面，二者紧密相关。学生作为学习主体和未

来的实践主体，其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与学习效果

密切相关。理论知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转化为应

用能力和实践能力，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和创新能力都是在实践中培养和发展的，其主体

参与性和自主性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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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化教学体系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自主学

习意识，以发挥学习的主体作用，实现提高自主学

习能力的目的。但由于受教育文化传统和应试教

育的影响，大部分学生习惯于“听命于师”和“书本

为尊”，擅长课堂听讲和应试，却怯于主动思考、提

问和参与实践。因此，教师的教学主体性就是在以

学生为主体理念指导下，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教

学资源并通过合理的教学设计，用恰当的手段和方

法启发调动学生的主体意识，发挥教师主体的支架

功能，并针对学生个性差异，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

性，提供自主学习的资源、方法和策略、教授自我监

控的手段，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教师在这一过程

中表现的则是自主教学和自主发展的能力。［１１］

自主发展能力是教学能力发展的基础，支持

和保证教师的课堂教学能力、实践教学能力、教学

监控能力发挥积极作用。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教师

能力发展与实践密切相关，但超越实践的内容和

范围，是实践知识的理论化结果，具有自主发展的

特点。自主发展能力包括关注学科和专业发展的

自觉性和敏感力，利用信息技术的能力、学科研究

能力、应用开发能力和创新能力等。自主发展能

力是高校教师的必备的能力，表现在对教学的反

思能力、教学研究能力、开发校本课程和教材的能

力以及教学团队建设能力等方面。自主发展能力

有助于教师保持良好的职业状态和专业水平，是

教师实现自我价值，体现社会价值的有效手段和

途径。

３　模块化教学体系下教学能力的发展
应用型高等教育对教师的教学能力提出了比

普通高校教师更高更全面的要求和目标，而模块化

课程体系则将“双师双能”的职责和能力落实到专

业教学的各个环节中。目前高校教师队伍年轻化、

高学历化、非师范化倾向十分普遍，给高校发展带

来巨大活力和新鲜血液，但教师的教育理论水平和

教学能力亟待提高。虽然教师能力的发展具有自

主性的特点，但教师能力发展是内因通过外因而起

作用的质变过程，需要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

重、双向作用，故教师教学能力的提高应以教师自

主发展为基础，但仍离不开教学团队以及学研共同

体的依托和学校政策和机制支持。

３．１　转变教师角色
模块化教学体系下的教师教学能力发展以教

师角色的转变为前提。这种转变涉及两个方面，一

是教师的职业重心转变，二是教师的专业角色

转变。

一方面，应用型高校教师既要承担传统高等教

育中的知识权威和文化引领的精英角色，还要为现

实社会和实际生活提供解决方案的指导者，为学生

谋生和职业选择提供专业化服务。［１２］ｘ前者的角色
定位取决于教师的专业知识、能力和素质，而后者

的任务却是教师本身要面对的教师能力发展的新

课题。应用型高校教师专业发展是以完成从传统

到现代的角色转变为前提，实现事业性、职业性与

学术性相统一的专业化过程。［１２］这一过程既需要社

会和学校的环境支持，更是教师自主发展的渐进

过程。

另一方面，应用型高校教师为了满足社会和市

场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要通过各种手段提高教学

有效性，培养综合素质高、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人

才。教师的教学能力的发展必须与教师的角色定

位和人才培养目标相一致。因此，教师既要学习并

发展具体的课堂教学能力，更要提高抽象的拓展能

力，而后者是前者提高的前提和条件。其核心挑战

是教师从善于“教”到教会学生善于“学”的过程，

其中也融入了教师从教育者到学习者转变，是教师

逐渐实现教师自主的过程。Ｓｍｉｔｈ提出教师 －学习
者的新概念，认为教师自主包含职业行为的自主和

专业发展的自主两个方面。［１３］教师的自主发展能力

直接影响教学能力的提高，而自主教学能力的提高

也决定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教师通过发展自

己的拓展能力，提高教学能力、适应模块化教学的

需要，胜任岗位能力要求。因此，拓展能力既是教

师岗位能力的发展的目标，也是提升岗位能力、实

现教师发展的条件和手段。

３．２　提升教师团队能力
模块化教学体系的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

是教师“单打独斗”可以实现的，是教学团队和教师

学研共同体以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作为基础，通过

分享和合作，经过不断内化积淀的过程。由于教师

个体的精力有限，能力优势各不相同，在模块化体

系下的理论和实践能力的发展上各有其侧重，教学

团队可以发挥学习、研究、交流和支持的作用，在具

有顶层设计的理论能力和较强的实践能力的骨干

教师的带领下，通过理论与实践兼备的团队合作和

校企合作开发校本课程和教材，形成模块化精品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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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逐渐构建全校的模块化的教学体系。处于不同

发展阶段的教师在团队中从各自的角度，建立理论

与实践者的对话，实现模块化教学理论能力与实践

能力的共同发展，并在实践中相互证实，相互促进

和提高。

３．３　营造教师发展环境
学校的教师能力发展中心要承担提高教师教

学能力的保障和支持作用。通过完善教师发展中

心的组织架构，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将提高教师

教学能力与提高教学质量和学校的生命力相联系。

应用型高校的教师专业化发展要经历新手时期和

熟手时期才能成长为专家型教师，方能胜任应用型

人才的培养重任。针对教师所学专业知识较强，但

教育学专业知识薄弱；理论思辨能力较强，但实践

操作技能较弱；对教师的考核与评价主要以科研为

主，忽视对其教育教学能力尤其是产学研合作能力

的评价等问题，制定激励政策鼓励教师积极提高教

学能力。发挥优秀教师、教学名师的作用，将思想

素质好、业务水平高、工作能力强的专家型教师作

为培养导师，合理发挥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他

主”培训的作用，鼓励不同发展阶段的教师采取个

性化、多途径和多元化的学习手段，发挥现代信息

技术作用，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职业能力、教学能

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学科研究水平，实现职业

性、学术性和事业性的高度统一。

４　结　语
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要和市场应用型人才

需求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因此，教师主动参与

学校的教学改革、提高自身的教学能力成为教师职

业要求所在。模块化教学体系下的教师教学能力

发展为教师基于教师职业和个人专业发展需求的

学习提出了有效发展路径。从纯粹的学术研究型

高校教师到具有创新思想、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的

应用型高校教师的转变是个人专业成长、实现专业

自主发展的必然过程，符合教师专业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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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学模式的关键，认为强调工程能力是两种教育理念的的共同之处，也是工程教育的潮流所向和趋势。同时

分析两者能力概念内涵的差异之处，介绍了以能力导向双循环模式为指导、旨在提高学生工程能力的数控机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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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于２０１６年６月２日成为国际本科工程学
位互认协议《华盛顿协议》的正式成员。中国高等

教育以此为契机，将进一步走向世界，真正与国际

接轨。［１］中国众多本科院校将面临工程专业认证

和工程教育教学改革。多年来，合肥学院借鉴德

国等欧洲国家的成功经验，努力实施模块化教学

改革。［２－５］在工程专业认证逐渐成为中国高校工

程教育改革的主流方向的时代大背景下，应该如

何看待模块化教学改革呢？应当如何处理两者之

间的关系呢？本文从这些迫切需要及时回答的问

题出发，对工程专业认证和模块化教学进行再审

视，分析两者的共同之处，探讨未来工程教育教学

改革的努力方向。

１　工程认证中的成果导向模式分析
《华盛顿协议》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本

科工程学位互认协议，其宗旨是通过双边或多边认

可工程教育资格及工程师执业资格，促进工程师跨

国执业。［６］工程教育专业认证遵循三个基本理念：成

果导向、以学生为中心和持续改进。这也是成果导

向教育理念（ＯｕｔｃｏｍｅＢａｓｅ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ＢＥ）的三个
要素，ＯＢＥ由美国学者 ＷｉｌｌｉａｍＧ．Ｓｐａｄｙ提出，现已
成为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的教育改革主流。

成果导向教育的“成果”理念分为三个层次：学

习成果ＬＯｓ（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Ｏｕｔｃｏｍｅｓ）、毕业时成果 ＰＯ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Ｏｕｔｃｏｍｅｓ）和毕业 ５年后成果 ＰＥＯ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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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学习成果ＬＯｓ
是另外两项成果的基础。［７］

美国学者ＲｉｃｈａｒｄＭ．Ｆｅｌｄｅｒ提出了ＯＢＥ模式下
学习成果的循环模型（见文献［８］）。学习成果的内
涵主要包括学习目标（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指导（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和评价（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三个要素。其中，学习
目标（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又包括课程成果（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布鲁姆知识分类（Ｂｌｏｏｍ’ｓＴａｘｏｎｏｍｙ）和
指导者目标（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ｏｒ’ｓＧｏａｌｓ）三个子项目。同理，
指导（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和评价（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也分别包括各
自不同的子项目。

从本质上讲，ＯＢＥ教育模式就是以学生为中
心，围绕学习成果形成的“目标—指导—评估”的循

环和持续改进。［８］

　　那么，学习成果这一概念究竟是指什么呢？美
国工程与技术认证委员会（Ａｃｃｒ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Ｂｏａｒｄｆｏ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ＢＥＴ）认为：学习成果
是完成一门后学生应该获得的能力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Ｏｕｔ
ｃｏｍｅｓａｄｄｒｅｓｓｔｈｅ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ｔｏｂｅａｔ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ｕｐｏ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ｕｂｊｅｃｔ）。显而易见，ＯＢＥ学
习成果这一概念的主要内涵就是能力。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能力是成果导向教育理

念ＯＢＥ中最重要的关键词，是教育的出发点和归
宿。例如：美国工程教育认证委员会定义了毕业生

的１１条能力；包括数学、科学及工程知识的应用能
力；设计和进行实验及分析与数据处理的能力；根

据需要设计部件、系统或过程的能力；对职业道德

及责任的认知能力；团队协作、沟通能力；雄厚的教

育基础，能够认识教育对全球环境和社会影响的能

力；终身学习的能力；与时俱进的能力。［９］欧洲认证

工程师计划规定了１２条能力。［１０］中国工程教育认
证协会发布工程认证标准，规定了毕业生应该具备

的１２条能力。［１１］

２　模块化教学分析
“能力”同样成为模块化教学理念中最重要的

关键词。

首先，模块化教学改革属于能力本位体系。这

一名称充分体现了模块化教学的特色在于教学内

容的取舍，以职业或行业所需的知识、能力为中心。

在能力本位体系构建过程中，通过对工程专业岗位

群的分析，对不同岗位所需能力经过分解、合并、解

构和重构后，按内在逻辑关系归纳出相对独立的专

业基本能力；各专业基本能力包括众多能力要素。

根据各专业基本能力在不同阶段不同方面的任务

目标进行分析，将其分解成由浅入深、环环相扣小

模块；每个小模块对应不同的能力要素；能力要素

封装后形成一个个教学模块。

在宏观层面上，模块化教学理念提出了能力本

位体系。在微观层面上，模块化教学理念提出了能

力要素概念。可以清楚看到，模块化教学理念以能

力概念为核心。

３　成果导向模式和模块化教学对比
　　将工程认证的成果导向模式和模块化教学能
力导向理念两者做对比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两者

最大的共同之处就是以能力培养做为教学的出发

点和最终目标。学习目标、、教材、评价、毕业要求

等均聚焦于能力培养。知识的整合以能力要求出

发，反向设计教学过程，使体系支撑知识结构，进而

使学习过程与能力要求相呼应。

在对比分析中，我们也注意到两者的能力内

涵的侧重点不同：模块化教学强调工程专业能力

的培养通过实践训练获得。这与德国等欧洲国家

的工程师高效务实的作风密切相关。工程认证的

能力内涵丰富，专业能力和人文素质并重；还包括

了对可持续发展所需的未来的潜能的要素。这与

西方文化价值观念中强调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密切

相关。

工程专业认证已经成为中国高校工程教育的

必然要求。“以能力为导向”成为目前普通高等学

校本科工程教育教学改革的公认的方向，这是时代

的要求和召唤。然而，在教学改革过程中如何贯彻

体现“以能力为导向”的教育理念却没有一个放之

四海而皆准的通用做法，全盘照搬英美或者欧洲德

国的做法显然是不明智的。找到适合中国国情，适

合中国不同地区的“以能力为导向”的工程专业教

育改革之路是我们目前的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合肥学院正在大力倡导并亲

身实践的模块化教学改革正是扮演了这一伟大深

刻的教育改革先锋的角色。我们的所有努力实践

是改革的勇敢探索和尝试，为新的时代大背景下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工程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宝贵的

借鉴。毫无疑问，我们应当继续坚持模块化教学，

要运用智慧创造性的将工程认证的成果导向模式

和模块化教学能力导向理念有机结合起来，走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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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有模块化特色的以能力为导向的工程专业教育

改革之路。

４　具有模块化特色的工程专业教育
教学改革实践探索

　　在探索有模块化特色的以能力为导向的工程
专业教育改革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实施了能力导向

双循环教学法，如图１所示。
　　第一个循环针对宏观专业层面，包括三个环
节：所需专业能力分析，确定人才培养目标和能力

支持培养目标。

首先，通过调研，分析整理社会对毕业生应

该具备的专业能力；其次，确立培养目标：所需专

业能力分析和确定人才培养目标这两个环节属

于静态范畴。根据能力支持培养目标这一原则

做动态调整。充分体现以能力为导向这一根本

思想。

第二个循环针对微观模块层面；其出发点是第

一个循环的人才培养目标的输出能力环节。分析

输出能力，确定能力达成途径和方法和标识。同

时，在教学之外，对学生自学给予指导，培养学生自

学能力，成为专业能力之外的有有益补充和可持续

发展之源泉。这一循环仍然强调根据能力支持培

养目标这一原则对各环节做动态调整。

下面介绍基于能力导向双循环教学法对合肥

学院机械工程系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数控

机床电气控制》模块教学改革的实践与探索。

第一，根据机械工程系确定的机械制造及其自

动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确定《数控机床电气控制》

模块的输出能力包括五个部分：（１）机械故障诊断

能力；（２）电气故障诊断能力；（３）软件故障诊断能
力；（４）测试仪器使用能力；（５）维修工具使用能
力。在这５个方面的能力之上，更重要的是拥有对
系统全面分析能力。面对机电设备，只有拥有对其

全局系统性的深刻把握，才能去控制它，才有可能

去判断出故障所在。所以我们关注从操作者按钮

开始，一直到电机运转，学生是否真正能理解这其

中控制命令信息流的传递。通过教学培养与训练，

强化培养学生的对系统全面分析能力。实现能力

对培养目标的支持。

第二，在能力达成途径中，教师本身根据工程

认证的成果导向模式下的１１种能力要求，对教材
进行调整。实现知识重组。

本模块要求先修模块为《电工电子技术》《机械

工程控制基础》《传感器与测试技术》《电气控制及

ＰＬＣ应用》《单片机原理及其应用》等。先修模块在
强电（电气工程）、弱电（电子信息）和控制等三大

方向介绍了电学基本理论和基本元件。借助控制

类模块这一红线，连接弱电和强电两点实现自动

化。尽管理论深度不能与电类专业相比，但对机械

类专业已经完全够用。我们着眼于建设下一个模

块的出发点是不再强化任何一个方向，而在于把这

三个方向的知识点串起来，落实在一个实际广泛应

用的背景中，落实在一个体现机械电气结合的平台

上。按照教学内容的要求，首先对教材内容进行重

组。指导思想是将基础理论和相应的实训项目进

行融合，形成各教学模块，贯彻基础理论为实践服

务、学习内容够用即可的原则，在有限的学时内优

质、高效地完成教学内容。知识重组应该遵循三个

原则。

图１　能力导向双循环教学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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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组原则（１）：以工程应用广泛性为依据。以
数控机床中的主轴和进给伺服系统的交流传动为

工程应用背景，系统深入的介绍交流变频传动。同

时注意到目前我国经济型数控机床中大量采用步

进电机的现实，增加对步进电机传动系统介绍。考

虑到直流传动逐渐被交流取代，有意识弱化直流传

动系统的介绍。

重组原则（２）：以满足学习深度够用为尺度。
数控机床的位置闭环控制是实现精确加工的关键

技术，其理论基础是自动控制原理和以拉普拉斯变

换为代表的工程数学。已有教学实践表明，这是难

点之一。我们以满足本模块学习深度够用为原则，

适当调整有关内容，重点放在介绍各硬件组合连

接，从而形成闭合环路，从直观感受上帮助学生对

概念正确理解。

重组原则（３）：与时俱进，介绍新器件。数控机
床中主轴和进给伺服系统的速度和和位移测量元

件种类繁多。对于基于电磁原理的旋转变压器、感

应同步器等内容，学生用已有电磁学基础可以自

学，不再多介绍把重点放在前途广阔的光电式编码

器和直线光栅尺，顺应现实科技发展的大潮流，以

开阔学生思路。

第三，在能力达成方法方面，强调理论与实践

并重。在教学内容上，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融为一

体。在教学方式上，打破理论课与实习课界限，在

教学时间上：打破理论课与实习分开的做法，将其

合为一体，边授理论边安排学生动手操作，或在较

短时间的理论教学后即让学生进入实训。注重理

论考核和实践考核并重。

第四，在能力达成标识方面，采用多种客观评

价方法。包括自我评价，师生互评等主观评价之外，

并积极考虑引入第三方评价。

第五，在学生自主学习指导方面，教与学并重，

留给学生足够的自学空间。另一方面，在学的过程

中，丰富对学生的自学指导方法和手段。采用包括

网络学习指导等多种形式加强与学生联系交流

我们努力探索有模块化特色的以能力为导向

的工程专业教育改革之路，在合肥学院机械制造设

计及其自动化专业２０１０—２０１３级实施能力导向双
循环教学法，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２０１３级学生
雷志强和周鹏等同学在传统四旋翼无人机的基础

上，创新性提出增加一对可倾转机翼的设计方案，

在继承四旋翼无人机的优良起降性能的同时，进一

步提高了飞行器巡航速度，增强了旋翼无人机的应

用能力。该设计方案以其新颖实用的特性赢得广

泛关注和积极评价，获２０１６“西门子”杯中国智能
制造挑战赛全国总决赛一等奖和第二届安徽省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这一荣誉
激励并增强了我们坚持努力探索有模块化特色的

以能力为导向的工程专业教育改革的信心。

５　结　论
本文深入对比分析了工程专业认证中的成果

导向理念和模块化教学模式两种教育理念。结果

表明强调能力内涵是两种教育理念的的共同之处，

同时对比分析两种能力概念内涵的差异之处。在

此基础上，提出了探索具有“模块化”特色的“以能

力为导向”的工程专业教育改革方向。介绍了以能

力导向双循环教学法为指导的数控机床电气控制

教学改革思路和探索实践。为工程认证的成果导

向模式和模块化教学两种理念的丰富和发展提供

了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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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工业化中后期，高等
教育从精英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一个最为引人注

目的变化是大量培养面向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

场的生产服务管理第一线的应用型人才，地方应用

型高校就为培养此类人才应用而生。就业是民生

之本，关系到千千万万家庭的幸福，地方应用型高

校学生绝大部分来自于农村，而２０１６年全国高校
毕业生将超过 ７５０万人，全球经济在曲折中弱复
苏，中国经济增长迈入新常态，就业形势更加严重。

“面对就业压力加大形势，必须着力培育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新引擎，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把

创业和就业结合起来，以创业创新带动就业，催生

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为促进民生改善、经济结构

调整和社会和谐稳定提供新动能”。［１］十八大以来，

面对我国经济迈入新常态，正大力推进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三去一减一补，大力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就要求我们高校，尤其是地

方应用型高校在新形势下加大高等教育结构性改

革，实现高等教育的供给侧改革，加强大学生创新

创业教育体系建设，为在校大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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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创业教育，把创新创业教育和社会经济需求相结

合，使创新创业带动就业倍增效应进一步释放。

１　加强地方应用型高校创新创业教
育目标体系的建设

　　地方高校，尤其是专升本的高校，服务地方区
域经济，满足地方区域发展的人才需要，起到至关

重要的作用，地方上的需要，是我们这类专升本高

校发展的强大动力，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一旦有

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

学推向前进。”［１］不仅地方上需要，在校大学生也强

烈地感受到创新创业教育对他们如此重要，他们需

要高质量的创新创业教育，对高校的发展起到强大

的推动作用。现在国家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地方应用型高校积极响应国家发展战略，结合

自身定位和学科特色，把创新创业教育放在学校教

育的先行地位。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作为整个高等

教育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在中国经济迈入新常

态，教育也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养适合社会需

求的人才；在当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把

地方应用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目标体系设计为：第

一、培养地方应用型高校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

创新创业意识是指在创新创业实践活动中对人起

强烈作用的个性心理倾向，包括动机、需要、兴趣、

情感等社会心理因素。大学是前社会，大学生最终

要走上社会，成为社会主义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

人，所以创新创业意识的确立，支配着创新创业者

的态度和行为，为学生以后走上社会，乃至人的一

生发展打下持久的重要的基础。“人的意识不仅反

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２］通过创新创业

意识的培养，形成一种终身受用的理念，让学生明

白教育不仅是接受知识，而是为了更好地改变人生

和世界，通过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这个最美丽

的花朵，积累人力资本，不断地把潜在的知识财富

转化为社会物质财富，促进社会的发展，通过创新

创业，使大学生明天的生活会变得更美好。第二、

指导学生完成职业生涯规划。“凡事预则立，不预

则废”，对职业生涯进行规划，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

对生命存在价值的体验，突显其人生生存的意义和

向度。在职业生涯规划课堂上，要对大学生的职业

性格、职业兴趣，职业能力，乃至职业价值观进行一

系列的测评，通过系统的测量和评定，使大学生不

断地认识自我，准确定位自己，真正认识到自己是

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样有助于教师结合学生所在地

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帮助大学生对职业生涯作出

合理的选择与规划。第三、培养地方应用型高校大

学生的创新创业观，形成高也能成低也能就的有效

期望值。养成适合个性特点的创新创业观，是今后

大学生走上社会，不断适应社会，不断接受社会的

挑战，能够很好地发展自己所具有的强大内心动

力。如今中国已步入高等教育大众化，大学教育由

传统的精英型向大众型转变，大学教育的结构性调

整迫在眉睫，通过创新创业观教育，形成新的理念，

破除传统的求职就业思想，使大学生清醒地定位自

己就是普通的劳动者，尤其是地方型应用型高校的

大学生，毕业之后，是服务地方区域经济的生力军。

同时要指导学生根据自己的个性、专业、特长、兴趣

等，对未来的创新创业取向建立起一个合理的期望

值，高也能成低也能就，以防毕业季时千军万马过

独木桥考公务员。第四、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方

法能力。能力是完成一项目标或者任务所体现出

来的素质的个性心理特征，在实践过程中，能力使

活动得以顺利进行完成的保障。创新创业能力是

地方型应用型高校的大学生的关键性能力，这种能

力戏称“临门一脚”的功夫，是决定大学生毕业后服

务地方经济，满足自己和社会发展的有力保证。通

过系统的创新创业教育，大学生具备一系列的诸如

对国民经济的前瞻性分析，对社会形势发展的正确

把握，把准市场经济的风口，理解创新创业的法律

法规、财务管理等多方面的能力。第五、培养地方

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健全的创新创业人格。通过创

新创业方面的心理培训，拓展一系列健全人格活

动，养成健全的创新创业人格。通过学会有意识地

调节心理情绪，让大学生学会自己不断适应日益竞

争激烈的社会，面对挫折和不顺，甚至是创业的失

败，要善于把负能量转化成正能量，始终保持乐观

积极向上心态；就是成功创新创业，也不要自鸣得

意，还要做好成功与失败的双重心理准备。通过创

新、创业意识的人格培养，引导学生从“被动适应社

会”，转变为“主动适应甚至挑战社会”。

２　加强地方应用型高校创新创业师
资和课程体系的建设

　　现在国家确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地
方应用型高校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创新创

业教育，教师是关键，是决定性因素，解决地方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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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问题，可以采

取专职为主、兼职为辅，内聘为主、外聘为辅的原

则，把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地方应用型高校也

可根据自身的办学特色，结合所在地产业发展特

点，遴选一批有创新创业实践经历的教师，经过上

岗培训转为专职的创新创业教师；也可以从学校中

其他有志于创新创业的教师中或从事学工队伍中

聘请一部分，经过培训教育，作为兼职的创新创业

教师。建设高水平的地方应用型高校，除了聘请本

校的教师外，还可聘请地方上各行各业的相关人员

作为外聘教师，尤其是当地企业的成功人士，这些

集理论与实务与一身的企业家熟悉当地的产业特

色与市场经济，这些企业精英能够把企业家精神带

进课堂，本身就能起到很好的示范与教育作用，能

起到意想不到的创新创业的效果。黄山学院２０１０
年成立省内首个“教师发展中心”，２０１１年获批省
级应用型教师教学能力发展中心。在企业中设立

“教师应用能力发展工作站”，派遣教师挂职锻炼，

参与企业创新创业实践，把研究和应用相结合，服

务地方经济，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带动学生专业

实践应用能力的提升。邀请大北农、华强文化等企

业导师到校指导，将企业创新文化送进校园。强化

应用型师资队伍建设，近三年共有３００余名教师被
认定具备“双能型”教师资格，为学校的“双创”打

下坚实基础。

“未来学家托夫勒认为，工业社会的特点是标

准化，信息社会的特点是个性化和多样化，教育也

不例外”［３］。２１世纪是信息社会，个性发展是培养
创新人才的重要条件，要使创新人才脱颖而出，必

须高度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创新创业教育的本

质是个性化教育，创新创业管理课程体系设计的主

要原则可以概括为，突出个性化教育，因材施教的

特点，重视“三个交互”，即：重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

育相交互；重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交互；重视

知识教育与能力教育相交互。

基于创新创业教育的目标定位，创新创业课程

是一个教育生态系统。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应涉及

到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心理学以及法律法规政

策等方面的知识，激发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提高

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促进学

生创业就业和全面发展，以培养和造就学生的独具

慧眼、不怕吃苦、永不言败企业家精神。黄山学院

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包括八个模块如表１。

表１　黄山学院创新创业课程体系一览表

模块 性质 具体课程／实践环节 学分

１．创新创业
通识类

必修 创新创意创造方法 ０．５
必修 创业基础 ２
必修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２

选修
创新创业网络选修课（三选

一）
２

２．创新创业
专业类

必修 专业自行开发课程 ２

３．创新创业
拓展类

选修

创业政策与法律环境

商业伦理与社会责任

新创企业团队构建与管理

新创企业融资与财务管理

新创企业营销管理

商业模式创新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创业管理

１－２

４．创新创业
实训类

选修

大学生创业模拟实训

ＳＹＢ培训
创业训练营

０．５－２

５．创新创业
辅导类

选修

创业计划书制定

创新创业竞赛辅导

创业孵化指导

１

６．创新创业
合作类

选修

校企合作类课程

校地合作类课程

校校合作类课程

校所合作类课程

１－２

７．创新创业
文化类

选修

徽商文化体验

创客文化体验

创新创业系列讲座、沙龙、座

谈会

０．５－１

８．创新创业
实践类

必修

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学科竞

赛、文学艺术创作、创新创业

训练及各类社会实践活动

８

　　该课程体系很好地体现了三个深度交互：既拓
宽学生专业口径，又促使学生适应创业环境的“通

才”，既有广博的构建复合型知识体系，又有培养学

生专业知识的“专才”本领，实现重视通识与专业教

育相交互；既强调人文社科课程与自然科学课程的

相互渗透，又重视学科间的互动和交融，养成学生

的人文精神、创业个性，促进科学技术以及管理理

念和管理模式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现科学教

育与人文教育相融合；通过各种创业管理课程教

学，加强学生创业能力的培养和训练，激发和培养

创业意识和创业精神，实现注重知识教育与能力教

育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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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加强地方应用型高校创新创业领
导体系的建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加强对创新创业工作的
领导，把促进创新创业摆上重要议程，健全政府负

责人牵头的创新创业工作协调机制，加强就业形势

分析研判，落实完善创新创业政策。”［４］创新创业

政策的落实，领导重视是关键，制度保障是核心。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互联网 ＋的新形势下，做
好创新创业领导体系的顶层设计，为全校学生提供

个性化、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创新创业教学和服务。

首先、学校应成立以校党政主要领导为主任，校分

管领导为副主任的大学生创新创业指导工作委员

会，党办、校办、学生工作及教务人事等职能部门成

为委员会成员单位，大学生创新创业指导工作委员

会是全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指导工作的领导和决策

机构，日常工作由校创新创业指导部门负责，委员

会每学期召开一到两次工作会议，听取各职能部门

和各院系对大学生创新创业指导工作的汇报总结，

提出全校创新创业指导工作要求。其次、院系应成

立以院系主任为组长的大学生创新创业指导工作

领导小组，下设院系大学生创新创业咨询与指导工

作办公室，具体负责本院系的大学生创新创业咨询

与指导工作。最后、成立创新创业学院或创新创业

研究中心，以坚实的学术研究和应用实践支撑创新

创业，如美国的 ＭＩＴ、百森商学院、、斯坦福大学等
大学都设有创业研究中心。黄山学院专门成立一

个学院、三个中心，为学生创新创业提供全程服务。

成立创新创业教育学院，协调组织全校创新创业教

育教学、实践、服务、管理与研究等工作。成立大学

生事务中心，专辟场地，用于创新创业咨询服务；成

立大学生应用能力发展中心，激发大学生应用能力

的发展意识，提升大学生应用能力的发展水平；成

立大学生创业孵化中心，为学生创业提供实战操

练场。

４　加强地方应用型高校创新创业实
践平台体系的建设

　　辩证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知识产生于人与
其周围环境的互动，知识的建构不是一成不变地与

外部世界相连，也不完全是内部心理的活动，是主

客体交互的结果，它具有明显的社会性质，是一种

高度社会化的行为。创新创业教育，让大学生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地方应用型高校须搭建一系列的

创新创业实践平台体系，为大学生提供系统的创新

创业实践训练。实践平台为学生理论和实践架起

了桥梁，力图把学生置于一个实际创业者的立场

上，从实战环境出发，来学习什么是创新创业和如

何创新创业，把潜在生产力变为现实生产力。

地方应用型高校主要面向地方发展，服务地方

区域经济。创新创业实践平台系统能够为学校与

地方、学生与企业和理论与实践架起一架桥梁。平

台系统应包括四个组成部分：一是大学生创新创业

理论平台，出版创业学方面教材，创办创业学方面

期刊，定期召开创新创业论坛，为创新创业提供理

论基础和研发平台。二是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平

台，聚焦创新能力培养，建立了国家、省、校、院四级

学科竞赛平台，鼓励开展结合专业实际的多样化创

新实践竞赛活动，组织学生参加中国“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

竞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

赛、安徽省大学生创业大赛、“创业之星”大赛等各

类创新创业大赛，提升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和综合素

质。三是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训平台，围绕创新创业

教育，大力加强实验教学中心和实验室建设，满足

专业课程实验（实训）、创新创业实践训练和学生科

研需要，为学生校内创新创业实践训练提供平台。

加强校外实践基地建设，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与

社会各行业各单位协同育人，建立学校与企事业等

单位联合培养人才新机制，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提供支撑。四是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平台，为大学

生创业者提供贴心周到的服务，包括企业入驻、培

训、资金、运营、技术支持等，能够完善的解决创业

者在企业创业发展中会遇到的一系列问题。黄山

学院积极搭建四个平台，出版创业学方面教材，特

别是黄山学院大学生创业孵化中心，该中心为大学

生初始创业者在场地、通讯、网络等硬件设施上提

供必要扶持；提供政策指导、资金申请、技术鉴定、

咨询策划、项目顾问、人才培训等多类创业的服务；

引入企业、创业投资、风险投资机构与大学生创业

对接。

系统构建面向国民经济发展主战场、服务地方

区域经济，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成功实现地方

高校转型，实现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地方

应用型高校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建设是其中的一项

重要系统工程。做好这项系统工程，（下转第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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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民办应用型本科高校人才培养方案的实践探索
———以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为例

许新华ａ，ｂ，高红英ｃ

（湖北师范大学 ａ．教育信息与技术学院，ｂ．文理学院，ｃ．图书馆，湖北 黄石　４３５００２）

摘　要：在本科转型发展的大背景下，民办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甚至重新编制）可以参照教育部关
于本科转型的的指示、理念，以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为例，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创新创业、实习实训基地、“双师

型”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做了前期探索；修订人才培养方案须明确人才类型的定位，确定专业课程体系构建的三

个指导原则；新专业课程体系体现出了课程类型设置突出实践和特长、专业教育与职业资格的对接互认、学分

制和模块化教学的特征。

关键词：民办高校；本科转型；人才培养；专业课程体系；实践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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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ｔａｋｅｓ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
ｗｈｉｃｈｈａｓｄｏｎｅｅａｒｌｙ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ｕｂｌ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ｔｅａｍ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ａｒｒｉｅｄｓｕｃｈ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ａｓｆｏｕｎｄｉｎｇ“ｐｒｏｊｅｃ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ｓｔｕｄ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ｉｎｃｕｂａｔｏｒ”ａｎｄ“ｓｔｕｄｅｎｔｃｏｍｐａｎｙ”．Ｂｅｆｏｒｅｒｅｖｉｓｉｎｇ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ｔａｌｅｎｔｔｒａｉｎ
ｉｎｇｓｃｈｅｍｅ，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ｔａｌｅｎｔｔｙｐｅｍｕｓｔｂｅｍａｄｅｃｌｅａｒｆｉ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ｕｉｄ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
ｐｌｅｓｆｏｒ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ｓｙｓｔｅｍｂｅｄｅｃｉｄｅｄ．Ｔｈｅｎｅｗ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ｒｓｅｓ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ｉｔｓｆｏｃｕｓ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ｓｅｔｔｉｎｇ，ｔｈｅｄｏｃｋｉｎｇａｎｄｍｕｔｕａｌｒｅｃｏｇｎｉ
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ｒｅｄｉｔ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ｍｏｄｕｌａｒ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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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转型背景以及对民办应用型本科
高校的指引作用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年）》提出：要建立高等教育分类管理体系，要加
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重点扩大应用型、复合

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仅

需要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还需要数以亿计的技术

技能人才，将科技进步的重大成果应用到生产、生

活领域，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向前发展。

大众化的高等教育，更需要加快先进技术的转移、

应用和积累，把培养面向现代生产服务一线的高素

质技术技能人才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

２０１４年 ２月 ２６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
院常务会议，专门部署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其中特

别提到“引导一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

型”。在其后 ３月 ２２日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上，教育部副部长鲁昕透露，中国高等教育将发生

革命性调整。１９９９年大学扩招后 ６００多所“专升
本”的地方本科院校将逐步实行转型，向应用技术

型转，向职业教育类转型。

同年４月２５日至２６日，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
际论坛在驻马店举行，会议闭幕式上，１７８所高等学
校共同发布了《驻马店共识》，共同落实国务院常务

会议做出“引导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

校转型”的战略部署，以产教融合发展为主题，探讨

“部分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和“中国特色应用技

术大学建设之路”。共识中写道：“高等教育体制和

结构改革，必须聚焦到更好地服务青年就业上，推

动高等学校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需求的紧密结合”

“应用技术型高校因时代而生，部分地方本科院校

转型发展势在必行。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证

明，不断深化的工业化进程和国家注重实体经济的

发展战略，催生了应用技术大学”“我们的学生将站

在先进技术转移、应用的前沿，充满创新创业的激

情，在社会每一个领域的进步和繁荣中创造价值、

做出贡献”。

２０１４年５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
育的决定》［１］发布，标志着新时期推动职业教育改

革发展的顶层设计已经完成，强调“加快构建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６月，教
育部等六部委联合印发《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

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２］进一步提出要鼓励举办应用

技术类型大学。

本科转型的实质是根据人才目标确立人才培

养模式，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更注重职业素质和

职业能力的培养。转型的核心问题是课改问题，应

用类专业，应该是动手能力、实训上更倾向一些。

民办应用型本科高校是应用型本科的主要组

成部分，因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关于本科转型发展

的原则、理念也是完全适用的，可以指引其发展。

办学模式的转型发展，就是要发挥其学科专业

建设优势，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养面向生产一线

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在人才培养方面，不再单

纯强调专业教学的理论性、系统性，而是强调人才

培养的针对性及实用性，更加突出社会需求、就业

导向，实施面向职业实践的人才培养方案。［３］

从而，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甚至重新编制）成

为转型实践的一个重要环节。邢广陆认为，整体

上，这种转型的中心问题还是课改。目前强调职业

教育体系，应该是非常明确的，在课程体系中，把职

业技能培养放在首位。［４］

２　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的前期探索
湖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地处工业城市黄石市，

系省属民办地方本科院校，２０１４年８月２８日，湖北
省确定１０所省属普通高校试点转型，分别为５所
省属本科院校和５所民办院校，其母体学校湖北师
范大学名列其中。［５］按照省教育部门规划，从今年

起，湖北省省属本科高校开展向应用技术型大学转

型试点，建设一批按照企业需要和岗位需求实际培

养人才，办学水平高、应用技术特色鲜明的普通本

科高校，要求试点高校与企业签订实质性合作协议

的覆盖率达到８５％以上。试点高校将获得自行设
置专业、聘请师资、一定范围内的招生自主权等办

学自主权。此前，湖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即为转型

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在行业企业调研、课程开发、

产教融合方面做了较多的探索和积累，出台了《湖

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关于修订人才培养方案的原

则性意见》，为新课程体系的构建和人才培养方案

的修订奠定了较好基础。为做好电子信息工程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工作，我们遵照本科转型的

基本要求，结合本专业、本地域、本行业的实际，做

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

２．１　校企合作，成立专业指导委员会
我们的校企合作有一定的基础，为了适应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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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需要，加大了与行业、企业合作的力度，与黄

石市经信委、湖北三丰智能输送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黄石科威自控有限公司等行业企业建立了密切

的关系，就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规格、岗

位职业技能需求、课程设置、实践课程体系、职业资

格证书、特长学分、实习实训基地等人才培养要素

开展了深入的企业调查，这样培养方案的后期讨论

和修改、撰写工作，不再由老师“闭门造车”，而是充

分吸纳行业、企业人员参与，“眼观六路，耳听八

方”。为了强化行业企业参与教学改革的机制，还

成立了专业指导委员会，１９名成员中来自地方政
府、行业、用人单位和其他合作方有１０人，比例占
５２．６％。
２．２　产教融合，着力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职业
技能

早在２００６年，本专业即认识到人才培养重理
论、轻实践的弊端，成立了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和职业技能为目标的“项目实践小组”“工作室”

（后文简称“项目工作室”），仿照“学徒制”组织，各

由一个专业业务能力强、有企业工作背景的老师负

责（“师傅”），学校提供场地和环境，学生（“徒弟”）

部分出资购买设备、耗材，课余时间在老师的指导

下，它引入真实或虚拟的工程项目，开展项目开发、

科技小制作小发明、学科竞赛、挑战杯集训、大学生

创新活动，目前有 ＡｎｄｉＯＳ工作、ＰＨＰ专题网站、电
子设计、ＦＰＧＡ设计、Ｊａｖａ荷尖角、ＩＣＴ信息通信、
ＤＳＰ软硬件开发、音响技术等项目工作室，二维动
画、三维动画、多媒体课件、影视特效、数字媒体等

工作室。经过多年的运作和学校领导的呵护，成绩

斐然，从项目工作室走出的学子普遍适应岗位快，

技术能力强，目前已有１００多名毕业同学担任公司
的技术主管、项目经理、工程师和技术骨干，充分说

明项目工作室这种“学徒制”的产教融合人才培养

模式是成功的。

２．３　创新创业，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及创新意识
我们注重将专业教育和创业教育有机结合，使

学生既掌握创业需要的技术，又具备创业意识和创

业能力。创新意识培养是贯穿创业教育始终的本

质要求。当代高等教育必须在内涵中注入创新创

业元素，将以创新意识培养为目的的创业教育作为

人才培养的重要模式，着力培养学生适应知识经济

时代发展需求的创新意识、创业素质和创业文化，

塑造学生独立的创新精神和创业人格。［６］

经过多年的积累，决定打造“项目工作室”的升

级版，以项目工作室为基础组建以学生为主体的公

司，对外承接工程，自负盈亏，公司聘请有创业经验

的人才担任“顾问”。为服务好“学生公司”，引进

了黄石聚融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它依托湖北

师范大学而成立，拥有２０００平方米的办公区域，其
中，会议室、试验室等配套设备健全，有一支高素质

的专家管理团队。该孵化器主要为黄石市黄石港

区的中小科技型企业提供创新创业平台，为辖区科

技企业提供项目申报、项目培训、项目融资、专利申

报、成果鉴定、法律咨询、财务审计、产品展销、营销

策划、企业战略、管理咨询、人才引进、高新技术企

业复审或认定等服务，进一步推动黄石港区的地区

经济发展。在该公司的“孵化”下，以项目工作室为

基础组建了黄石维动平面设计有限公司、黄石荷尖

角网络有限公司等１０余家。
我们期望，从公司走出了学生们很快成为工作

岗位创造者，而不仅仅是一般的求职者。

２．４　保障实践教学需要，建设实习实训基地
根据本专业毕业生预期的生产、服务的岗位和

工作过程建构技术技能体系和实验实习实训环境。

与黄石数码城合作共建的“计算机组装与维护”实

习实训基地，恒颖超科技有限公司湖北公司提供

“智能电子及嵌入式生产化实训”基地，还拥有一个

“教育信息技术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一个“教

育信息省级虚拟仿真实验室”。为扶持专业转型，

学校出资新建了校内计算机、网络与集成、音响装

备、嵌入式、三维动画实验（实训）室，实训实习的课

时占专业总课时的比例达到４０％，学生参加实训实
习的时间累计达到１年。实验实习实训基地建设
是新方案的技术技能体系得以落实和实现的物质

保障。

２．５　“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本专业现有专业教师１５人，其中既具有较高

的理论水平，又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的“双师型”教

师８人，同时引进优秀企业技术人员２人担任专兼
职教师，改善了专业师资队伍整体结构，近５年每
年暑期均选送教师到培训机构接受培训（２０１６年暑
期派４位专业老师到武汉誉天互联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参加华为云计算和数据中心、Ｏｒａｃｌｅ、红帽、思
科工程师认证培训），近２年每年选派２名青年教
师到企业实践锻炼。

此外，２０１６年我校成立了职业技能鉴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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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本专业的 １０名教师参加了计算机网络管理
员、通信网络管理员、用户通信终端维修员、多媒

体作品制作员、音响师、摄影师、色彩搭配师等职

业（工种）的考评员培训，获取了相关的考评员

资格证书。

３　人才培养方案内容架构及课程体
系构建

３．１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内容架构
新人才培养方案的内容架构如下：

专业培养目标与培养要求

（１）培养目标
（２）培养要求
主要课程与实践环节

（１）主要课程
（２）主要实践环节
学制与授予学位

课程结构与毕业要求

（１）课程类型分为　通识课、专业课、集中实践
环节、特长学分

（２）课程性质分为　必修、选修
教学时间安排与学时学分分配

（１）教学时间分配表
（２）分学期教学进度表
（３）分学期学时／学分分配表
课程方案

（１）通识课
（２）专业必修课
（３）专业选修课
（４）集中实践环节
（５）课外特长学分项目认定一览表（学生应修

不少于５学分）
３．２　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及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
３．２．１　明确类型定位

以前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

展，具有电子信息领域里系统、扎实的理论基础，知

识结构合理，具有创新能力的优秀工程师。

修改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

展，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动手能力、良好的思想道

德素质和文化科学素质的实用型、应用型工程技术

人才。

突出“应用型人才、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类

型的定位。

纲举目张，定位明确之后，其他工作就有了方

向，不会出偏差。

３．２．２　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指导原则
本次方案的修订，难点在于专业课程体系的构

建。以往的方案，“重理论、轻实践”，过于强调理论

体系的系统和完整，实验、实训、课程设计、实习等

工程实践类教学环节的比例明显不足，且由于实训

实习基地建设滞后不能落到实处；培养目标和规格

的描述大同小异，追求“宽口径、厚基础”而缺少个

性，课程统一刚性设置，缺乏对学生个性需求的考量。

新课程体系借鉴德国应用技术大学的做法，诸

如“双元制”，参照高职教改比较成功的“工作过程

导向”课程开发理论，按照“行业企业调研—确定专

业培养目标和人才培养规格—确定专业对应的岗

位群—根据岗位群特点和能力要求确定能力结

构—根据能力模块构建细化的教学模块—制定模

块描述，确定教学目标、内容、方法及考核方式”［７］

的课程开发流程，经过前后近１年的努力，建立了
新的专业课程体系。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课程

体系具有“依托学科、面向应用”的特点。即在 给

予学生足够的学科基础知识，尤其是跨学科的基础

知识的同 时，强调培养学生的专业应用能力，要把

专业应用能力作为专业课程体系设计的起点，将专

业应用能力的特征指标转换成课程体系、内容，要

围绕专业应用能力设置理论课与实践课，使学生既

能直接就业，又不缺乏发展后劲。其中“依托学科”

是 应用型本科课程体系与高职高专课程体系的根

本区别，“面向应用”是应用型本科课程体系与研究

型本科课程体系的根本区别。［８］

原则一：坚持“优化通识课程，强化实践能力，

引导个性发展，鼓励改革创新”的原则，在原有课程

体系的基础上，实现“两增加两优化和一突出”。

１）增加实践课：专业课的实验、实训、课程设
计、项目实践、毕业设计等占到４８％；
２）优化理论课：剔除或减少部分理论课的

学时；

３）增加选修课：选修课总计占到总学分的
３１％；

４）优化必修课：剔除或减少部分必修课的学
时；

５）突出应用型、技术技能型特色：倡导“双证”
（毕业证和从业资格证书）人才质量意识，依据湖北

师范大学课外“特长学分”项目（包括职业能力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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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各类竞赛获奖类、各类社团活动类、创新创造发

明类、论文创作及作品类、其他类共六大类）管理办

法，设置了课外特长学分项目，占５个学分，目的在
于促进学生个性和职业发展。

　　原则二：厘清课程与人才培养目标的关系。
１）充分考虑到学生知识结构的完整性和连续

性：优化理论课同时，不破坏学科知识结构；

２）兼顾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就业意向：灵活设置
专业方向的选修课程（专业选修课达到２２％），适
时进行专业方向的分流（提供了“嵌入式方向”、

“智能电子方向”）；

３）结合专业学习，开设了“创业基础”课程：编
号为ＴＳ９９０１０３，第８学期开课，２学分，必修课；
４）课程考核评价体系方面：
部分课程采用“过程性”评价，降低了期末考试

分数的权重（部分课程降到５０％以下），加大平时
成绩、实践环节的权重（部分课程达到５０％以上）；

还有部分课程取消闭卷笔试，代之以开卷考

试、科技小论文、纯实验考核等多种形式；

强化职业资格意识，对于通过红帽系列认证

（ＲＥＤＨＡＴ）、Ｏｒａｃｌｅ系列认证、达内系列认证、嵌入
式系统认证工程师（ＡＡＥ）、电子设计工程师认证
（ＥＤＰ）、ＦＰＧＡ／ＣＰＬＤ应用工程师、自动识别专项技
术证书、电子信息技术认证（ＥＩＴＰ）、ＭＡＴＬＡＢ认证
的同学课可依次免修 Ｌｉｎｕｘ系统、Ｊａｖａ程序设计、
Ａｎｄｒｏｉｄ应用开发、ＡＲＭ嵌入式系统、电子设计自动

化、ＦＰＧＡ嵌入式系统、射频识别技术与应用、ＡＲＭ／
ＦＰＧＡ嵌入式系统、Ｍａｔｌａｂ语言及应用等课程。

原则三：突出实践育人的原则（参阅图１）。
１）将实践能力培养落实到课程教学过程中，增

加了实践教学内容，设计性、综合性和创新性项目

的比例提升了２０％；
２）改革实践教学的形式与内容，安排入学教

育、暑期社会实践、公益劳动、心理健康教育、专业

见习、４次综合性课程设计、专业综合实践、创新创
业训练与实践、毕业实习、毕业论文（设计）等创作、

实践、见习活动；

３）加强了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加强对毕
业实习的指导与过程管理；

４）设置创新实践环节，推进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项目的开展，通过学科竞赛、科技创作、职业拓展等

活动，丰富实践育人内容，加强实践创新能力培养。

３．２．３　专业课程体系的特征
特征一：课程类型设置突出实践和特长，包括

通识类、专业类、实践类和特长类等四类课程。

各类课程设置的要求如下：

通识类课程增加了计算机类、就业创业类、大

学语文等课程，进一步优化理论教学；

专业类课程分为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专

业必修课包括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同类学

科的专业基础课程要打破专业壁垒，实现协同教

学。专业核心课是指支撑本专业课程体系的不可

图１　新方案突出实践育人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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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缺的核心课程，强调课程的专业性。专业选修课

包括专业指选课和专业任选课。专业指选课是指

在指定范围内学生有选修权利，可按方向分流，采

用模块化方式设计不同的课程组或课程群（各模块

学分相同）供学生选择，不同模块要有明确的方向

性或系列性，突出专业特色，兼顾学生的就业需求；

专业任选课是供学生根据兴趣爱好任意选修的课

程，结合本专业教学条件、学科研究方向、学生主要

就业去向，以及毕业论文与毕业设计的需要进行设

置，以小学分或实践性较强的课程为主，主要安排

在第７、第８学期。
实践类课程主要包括分散在各课程教学活动

中的实践内容、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和学生课外自

主开展的实践活动三部分。实践性较强的理论课

程应安排一定量的课程实习、课程见习或课程设

计。各类实验、实训课程应减少验证性实验、加强

综合性实验；增设设计性和研究性实验，提高学生

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特长类课程是为了提高学生就业竞争能力，

学校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级各类技能证书考试、

学科竞赛（ＩＴＡＴ大赛、ＳＴＣ单片机系统设计）、创
新创业、社会实践、社团活动或公开发表文学作品

或学术论文。学生通过此类活动取得的成绩可按

规定取得特长学分，与课程教学密切相关的特长

学分可冲抵或免修相应的课程学分。特长学分的

认定按《湖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课外特长学分管

理办法》执行。

特征二：专业教育与职业资格的对接互认（参

阅图２）。
新方案的一个特点，就是鼓励学生职业能力的

培养和形成，鼓励学生依据自己的职业规划获取职

业资格证书，获取该类证书可以免修相关课程，实

现专业教育与职业资格的对接互认。

特征三：学分制和模块化教学。

学校出台了《湖北师范大学学年学分制实施办

法》（湖师教［２０１３］５号），其中第四条规定，在培养
方案中，课程设置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两大类。第

四条规定，各类课程学分标准为：

　　１）理论课：每１６学时记１学分，各门课程按８
学时的倍数设计，最小可设计０．５学分的课程；
２）实践课：每３２学时记１学分（实践课包括实

验课、体育课、音体美专业的专业技术课等）；

３）非课堂教学形式的集中或分散开展的实践
环节：开展１周（或８×５＝４０小时）记１学分。

第七条规定，学校实行选课制度。通识类公共

选修课程的选修按《湖北师范大学公共选修课程管

理办法》执行。学生选课应从个人的兴趣、爱好及

改善知识结构的实际出发进行选修。鼓励学有余

力者选修主修专业之外的课程或参加辅修专业的

课程，考核合格可取得课程相应学分。

图２　新方案中专业教育与职业资格的对接互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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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方案中，选修课占到总学分１６６分的２０％，
为不同需求的学生提供了多样性课程选择，全面推

进学分制和块化教学，为不同来源的学生制定多样

化人才培养方案。

马丁·特罗认为大众化阶段的课程特点是“灵

活的模块化课程”，［９］即打破传统学术课程的高度

结构化和专门化，按照课程之间的逻辑联系、课程

与职业领域的对应关系组合成不同的课 程模块，以

供学生自由选择。

新方案中，为满足学生的职业兴趣和规划，设

置了“嵌入式方向”和“智能电子方向”２个模块（见
图３）。

图３　新方案中模块化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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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技高师开展应用型本科教育的 ＳＷＯ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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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力发展应用型本科教育，既是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高等教育多样化发展的必然选择，也
是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对高等教育发展的迫切要求。通过 ＳＷＯＴ分析，认为职技高师在开展应用型教育方
面的优势是：有较为丰富的本科办学经验、重视实践教学的传统和较好的师资及校企合作基础等；劣势是：师生

对发展应用型教育的认同度不高、与行业企业缺乏长效产学研合作机制、现有部分教学和管理制度不符合应用

型人才培养的要求；机遇为：政策引导机遇、市场转型机遇、信息交通便捷机遇；挑战有：社会对应用型本科的认

可度不高，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生态位竞争激烈，市场经济对应用型人才和服务多样化、快节奏、善变性的需求。

为此，职技高师应根据自身情况，确定复合型发展战略，抓住机遇、扬长避短、提升内涵、彰显特色，力争实现地

方性、高水平、国际化的应用型本科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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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教育系统是现代社会庞杂系统的子系统
之一。根据系统架构及存演法则，现代高等教育从

诞生之始便包存于三层关系之中：高等教育系统与

社会其他子系统的关系、高等教育系统内各类教育

之间的关系、高等教育系统中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

系，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变革基本可以纳入这三层关

系调适的视野。从发生学视角看，高等教育发展方

式是基于对高等教育孕生及多图式发展事实的分

析归纳，而生成的人们对高等教育发展路径的

认识。

起源于欧洲的现代高等教育，在历经几个世纪

的发展中，随着其学科从宗教 －哲学 －科学 －工学
的扩展，大学的功能也从教学逐渐拓展到了科学研

究、技术创新、社会服务等方面。诸多大学由于在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方面各有特色或侧

重，则通常被划分为教学型、教学科研型、应用型等

类型。大学也从广袤社会之中的象牙塔，逐步演变

成同纷繁社会只有一墙之隔的围城，进而在威斯康

星办学思想的影响和推动下，深度融入所在社区、

城镇乃至更广阔的区域。大学这种数世纪前诞生

的，专事高深学问的教育文化组织，经过漫长的发

展，最终又主动回归社会，恰似生命体所经历的一

个完整生命周期。实则，大学不是自我消亡，也不

是被社会湮灭，而是从之前的“大学是大学、社会是

社会”的大学与社会二元关系，发展为“大学即社

会、社会即大学”的一元关系，二者高度融合、互利

共生、协同进化。［１］因而，若以发展的思想观照大学

的存演，转型就是大学发展的必然、客观和常态。

１　转型是职技高师发展的必然选择
职技高师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为了适应我国

职业教育蓬勃发展对职教师资的大量需求，新建或

转型而来的高等院校，全称为“高等职业技术师范

教育”，简称“职技高师”。职技高师分为两种类型，

一类是独立设置的职业技术师范院校（８所），另一
类是在综合性大学、普通师范大学及理工学院内，

设置的职业技术师范学院（２０余所）。（注：本文研

究的对象仅指独立设置的职技高师，下同）［２］

在３０多年的办学实践中，职技高师不断研究
探索职业教师教育培养规律，着力培养出师范性长

于理工院校，专业能力强于普通师范，更符合职业

教育需要的师资。提出了“学校有特色、专业有特

点、学生有特长”的办学理念，树立了学术性、技术

性、师范性“三性”和谐统一的人才培养目标，力求

使培养的学生成为既能从事理论教学，又能从事实

践教学的“双能型”职教师资。广大职技高师，尤其

是独立设置的职技高师，自创建以来为我国职业教

育事业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教师，成为职教师资的重

要来源。有研究显示，１９９０—２００９年，江苏技术师
范学院（现已更名为江苏理工学院）共毕业学生

２２３８４人，约占江苏全省高校毕业生总数的０．８３％，
却贡献了职业学校（调查的１７所职业学校）师资需
求的１７．５９％，表明职技高师在服务区域职业学校
师资需求方面优势明显、贡献突出。［２］

２０００年以来，职业学校师资队伍建设突出问题
已逐渐由数量不足转为质量提升，职业学校师资缺

口逐渐缩小，引进教师学历要求不断向研究生层次

高移。因而，以本科层次教育为主的职技高师，服

务职业学校师资需求的能力显著下降。尤其是高

校毕业生推行自主择业、双向选择的就业制度后，

职技高师毕业生不再只限于到职业学校做教师，有

了更多的就业选择。另外，教师资格证书制度的实

行，使得其他类型高校毕业生应聘职业学校教师变

得便捷易行。特别是２１１、９８５等办学历史悠久，综
合实力雄厚，人才培养质量较高院校的毕业生，更

是受到广大职业学校的青睐。自１９９９年我国高等
教育大规模扩大招生以来，职技高师也通过大力发

展非师范教育，进一步扩大自身办学规模，分散了

其致力于职教师资培养的资源和精力。在这几方

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进入２１世纪后，职技高师服
务职教师资的能力逐渐减弱。比如，江苏理工学院

毕业生占职业学校新进教师的比例，就由１９９７年
的峰值４０．７８％下降到２００９年的６．３８％。该校在
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间，师范生基本稳定在５００～９０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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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模，但自１９９５年招收非师范生开始，师范生在
毕业生中的占比就由１９９８年的１００％，经２００５年
降到５０％以下后，２００９年降到了只有２０．３％。可
见，该校作为职技高师，尽管还具有为全省培养职

教师资的办学定位和服务功能，但是其人才培养主

要方向已经基本转向应用型教育，以培养区域行

业、企业所需高技能人才为办学目标了。

职技高师历经数十年以扩招为主要特征的高

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后，除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和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外，其他院校近五年的招生

中，非师范生所占比例已经超过了师范生，非师范

教育已经成为大多数职技高师主要的办学方向。

江苏理工学院、安徽科技学院的师范生占比下降尤

为明显，师范类专业在招生专业中的占比也落到

３０％以下（见表１）。职技高师目前的发展已经不
是要不要向应用型转型，而是如何立足办学实际和

区域人才需求，扬长避短地成为有特色、高水平的

应用型大学了。这就有必要对职技高师开展应用

型本科教育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进行综合分

析，并提出相应的发展策略。

表１　职技高师近５年师范专业、师范生占比统计表

院校
本科

专业数

师范类

专业数

近５年招生
总数

近五年招收

师范生数

师范专业

占比／％
师范生

占比／％
江苏理工学院 ５６ １５ ２２０５５ １７０９ ２６．７９ ７．７５
安徽科技学院 ６２ １３ ２２１００ ３４９４ ２０．９７ １５．８１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６１ ２９ ２４０７１ ８２２７ ４７．５４ ３４．１８
河南科技学院 ６２ １９ ２４６４５ ９８００ ３０．６５ ３９．７６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３１ ２２ １９８１３ ９０３５ ７０．９７ ４５．６０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７１ ２５ ２０７８２ ９８２６ ３５．２１ ４７．２８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４０ ２９ １１１３０ ７３９５ ７２．５０ ６６．４４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４４ ２３ ２０２７６ １９４００ ５２．２７ ９５．６８

２　职技高师开展应用型本科教育的
ＳＷＯＴ分析
　　所谓 ＳＷＯＴ分析法，又称为态势分析法，是英
文单词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Ｗｅａｋｎｅｓｓ、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Ｔｈｒｅａｔ第一
个字母的缩写，Ｓ、Ｗ、Ｏ、Ｔ分别指优势、劣势、机遇
和挑战。其中，优势和劣势是基于事物发展的自身

及内部因素而言的，机遇和挑战则是指外部环境和

因素对事物发展的有利和不利影响。该方法要求

先对与事物发展有关的 Ｓ、Ｗ、Ｏ、Ｔ进行单独分析，
然后将四种因素依照矩阵形式排列，把各种因素相

互匹配加以综合分析，最后制定相应的发展战

略。［３］

２．１　职技高师开展应用型本科教育的优势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２．１．１　具有较为丰富的本科办学经验

职技高师大多创建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至
８０年代中期，迄今已有３０余年的办学历史，而且这
类高校创建之始教育层次就大多定位为本科。如

江苏理工学院１９８４年建校，１９８５年开始招生，１９８８
年便开展本科教育。因此，相比大批２０００年后新
建和升格的地方本科高校而言，职技高师在本科教

育方面有较为丰富的经验。这种经验一方面是显

性的，比如系统、科学、完备的本科教学科研管理制

度，另一方面则是隐性的，以默会形式存在于教育

者、管理者个体及团队工作中。众所周知，大学是

教育事业，教育是文化事业。因此，无论是技术师

范教育，还是应用型本科教育，其本质都是教育和

文化事业。大学办学质量的提升是一个渐进的过

程，也即大学要形成浓厚的文化氛围，建成文化高

地，做好文化传承与创新，必然需要一定的时间及

经验的积累。因而，职技高师３０余年的办学积淀
是其开展应用型本科教育最为宝贵的财富。

２．１．２　具有重视实践教学的传统
职业教育致力于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

线所需的技术技能型人才。职技高师以培养职业

学校所需的师资为己任，被称为“职教母机”。俗话

说，“老师想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就必须有一桶

水”。因此，作为培养职教师资的高校，职技高师在

多年的人才培养中一贯重视专业实践教学，实习实

践课时和学分在整个课程中的占比明显高于研究

型和普通师范型本科。职技高师培养的学生也就

成为集学术性、技术性、师范性“三性”和谐统一的

复合型人才，其人才培养标准已经涵盖了应用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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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需具有的学科系统性和实践性的要求。比如，天

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始终秉承“动手动脑、全面发

展”的办学理念，在全国首创“双证书”制，提出“本

科＋技师”的高等技术应用人才培养新模式。显
然，职技高师开展应用型本科教育具有先天优势。

如能把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由原来的面向职业学

校转变为行业企业，把同行业企业的间接关系变为

直接关系，从人才培养到科研创新都直接瞄准行业

企业的需求，则职技高师发展应用型教育应是顺畅

之事。

２．１．３　师资队伍、校企合作等具有较好的基础
为了提高职教师资培养的质量，职技高师在师

资队伍建设方面，不仅重视教师的学历层次提升，

通过内培外引大幅提高师资队伍中研究生，尤其是

博士的比例，而且特别重视教师实践水平和能力的

提升，通过鼓励教师下企业和聘请企业高级技术和

管理人员为学校的兼职教师，着力构建一支专兼结

合的双师型教师队伍。从提高学生的实训、实践能

力和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出发，职技高师历来重视

与行业企业的联系与合作，特别是同地方行业企业

之间的合作。这也与应用型本科建设的区域性、地

方性高度吻合，成为职技高师转型开展应用型教育

的优势之一。

２．２　职技高师开展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劣势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
２．２．１　广大师生对大学发展理想目标应是综合
性、研究型的惯性思维，阻碍着对发展应用型教育

的认可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缺乏多样化的评

价标准，进而影响了高校发展的多元化追求，所有

高校都沿着学科上的单科 －多科 －综合、办学层次
上的本科－硕士－博士、大学称谓上的学院 －大学
等刻板的模式发展。这种传统的大学发展路径也

基本上固化到广大职技高师教师和管理者的思想

中。他们认为职技高师相比新建的地方本科院校，

不仅办学历史长，而且自成立之初便属于省属高

校，因此理应向老牌大学看齐，坚持学科型、综合

型、研究型的发展方向，而不应该或者不屑与新建

本科院校为伍，也来开展应用型教育。尤其是目前

我国高等教育管理部门及教育界对应用型教育和

应用型人才没有明确的界定标准，高职院校、民办

本科、地方新建本科都称开展的是应用型教育，培

养的是应用型人才，从而给人造成应用型教育层次

不高、界限不清的影响。如此，更加降低了职技高

师师生选择应用型教育的意愿。对要选择的方向

和道路，只有心里想通，思想上接受了，行动上才会

积极。因此，如何提高师生对应用型本科的认同度

是职技高师开展应用型教育首先需要解决的思想

问题。

２．２．２　课程设置、实践安排、科研评价、职称评审
等现有教学和管理制度，不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

要求

通常，本科教育主要培养研究型人才，职业教

育主要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为此，本科课程设置

主要是以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为考量，职业

学校课程设置主要是基于工作岗位或岗位群对从

业者技术技能的要求。应用型本科既具有普通本

科学科性的特征，又具有职业教育实践性的特征，

因而也被人称为“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职技高

师尽管有着重视实践教学的传统，但是其理论教学

总体上是按照学科的系统性、完整性来设置课程，

没有考虑技术应用型人才专业理论学习的特殊性；

实践教学一般是在最后一学期，或者是２—３年学
校理论课学习后，而不是按照理论与实践交替的方

式进行，不符合理论知识内化和实践能力形成的技

术人才培养规律。课程设置是人才培养的最基本

环节，因而如何重新设置课程是职技高师开展应用

型教育需解决的基础性问题。

职技高师作为较早开展本科层次高等教育的

院校，内部诸多管理制度的制定大都参考借鉴了老

牌综合性大学。在教师科研考核及评价上，重理论

研究，特别是高层次纵向科研项目和高水平论文，

轻实用性技术革新及专利发明，对来自企业的横向

课题评价不高；在教师职称评审中，重科研、轻教

学，重学术影响、轻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应用型

教育无论人才培养，还是科技创新，都是以服务行

业企业需求作为直接目标，因此对教师科研和教学

的要求与评价与传统高等教育不同。也即，职技高

师目前的科研评价、职称评审等制度，与开展应用

型教育的要求不相适应。［４］

２．２．３　与区域行业企业间缺乏长效的产学研合作
机制，企业行业缺少深度参与学校人才培养及办学

的动力

职技高师作为职业教育的母机，历来重视与行

业企业的合作。但是，这种合作的目的主要是为了

方便学生的毕业实践和实习，学生课程实践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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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很少；教师帮助企业进行技术升级改造的不多，

企业深度参与学校专业设置和课程开发的也寥寥

无几。一句话，目前校企双方合作是点对点局部

的、时不时阶段的、合不合善变的、好不好松散的合

作状态。这显然与开展应用型教育对校企之间全

方位、全天候、全过程的合作要求相去甚远。

２．３　职技高师开展应用型本科教育的机遇（Ｏｐ
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２．３．１　政策引导机遇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政策。近年来，国家高

度重视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发展，以此作为加快现

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突破口。２０１４年，国务院出
台《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

〔２０１４〕１９号），提出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等学
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同年６月，教育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农业部、国务院扶贫办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明确要
“建立高等学校分类体系，探索对研究类型高校、应

用技术类型高校、高等职业学校等不同类型的高等

学校实行分类设置、评价、指导、评估、拨款制度”，

引导一批本科高等学校转型发展，成为以举办本科

职业教育为重点，融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

育于一体的新型大学，直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２０１５年７月，教育部发布《关于深入推进职业
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意见》，积极鼓励多元主体组建

职业教育集团，并建议“强化校校合作、贯通培养，

鼓励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参与职业教育集团化

办学，系统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广泛开展职业培训，

促进人才成长“立交桥”建设。”

高等教育分类发展政策。根据马丁·特罗关

于高等教育发展过程的理论，我国２００２年高等教
育毛入学率达到１５％，高等教育开始从精英教育进
入大众化阶段；２０１５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
达到４０％，已经处于大众化的后期；而北京、上海、
天津、江苏、浙江等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高于

５０％，率先进入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需求多样化
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基本内涵。要提供多样化的

高等教育服务，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必然要

求高等教育类型的多样化。因此，本科高校不能都

以培养研究型、工程型人才为目标，需要有相当比

例的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应用型教育，培养行业企业

转型升级所急需的高技能人才。为此，２０１２年教育

部印发了《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

见》，提出探索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制定分类办法，

促进高校办出特色，解决高校特别是新建本科院校

“同质化”办学问题，大力推动该类高校向应用型转

变。２０１５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
印发了《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

转变的指导意见》，明确了试点先行、示范引领的转

型思路，引导一批本科高等学校根据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特别是产业转型升级需求，向应用技术类型

高等学校转型，并积极探索应用型大学发展模式。

省级教育规划政策。《江苏省“十三五”教育发

展规划（征求意见稿）》提出，要加快发展应用技术

型本科教育。鼓励新建本科院校、行业特色院校、

独立学院向应用技术类型高校转型发展，支持中外

合作办学高校建设世界高水平应用技术型高校；到

２０２０年，要建成一批国内一流的应用技术型本科高
校，建设 １００个应用技术型本科人才培养示范专
业；要建成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

体现终身教育理念，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

通，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应用技术型本科

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紧密衔接的现代职业教

育体系。并计划出台《江苏高等教育分类管理、分

类发展和分类评估指导意见》，对不同类型高等学

校进行宏观引导、协调和服务，建立多样化、不同类

型高校之间协调发展、特色发展，同类型高校之间

竞争发展、争创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

市级教育规划政策。《常州市“十三五”教育发

展规划（征求意见稿）》提出，要完善职业教育管理

体系，推进四年制应用技术型本科大学和五年制高

职学校建设。并计划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

划”，培养高素质工程应用型人才。支持在常高校

与国内外著名大学、地方政府、行业企业、科研机构

合作共建研究所、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大学

科技园等科研生产联合体，支持在常高校科研成果

在地方孵化，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职技高师作为为数不多，以培养职教师资为特

色的省属本科高校，在难凭原有办学特色立校、兴

校、强校的现实发展困境下，十三五期间，必须抓好

各级政府制定的政策机遇，调整定位、扬长避短、凝

练特色，潜心发展应用型教育，成为有特色、高水

平、国际化的应用型大学。

２．３．２　市场转型机遇
就全国形势来看，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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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我国经济虽然仍保持７％以上的中高速发展，但
是发展速度明显处于下降态势。全球经济发展趋

缓带来全球商品及服务需求的疲软，以劳动力密集

型、低附加值为特征和竞争优势的“中国制造”商

品，其出口受危机的冲击更为明显。因而，中央从

去产能、调结构两方面着手，力图从根本上提升我

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其中，大力开展铁路、

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提高城镇化水平，

乃至“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ＡＩＩＢ，简
称亚投行）等全球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根本目的就

是为了解决我国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的问题。而“中

国制造２０２５”、创新驱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
联网＋”等国家战略的实施，则志在推动国家产业
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提高我国商品和服务的技术

含量，增强国际竞争力，从而实现经济的高水平、可

持续发展。

“社会需求不仅‘比十所大学更能推动社会的

发展’，也是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力量。”［５］上

述产业发展导向及相关政策的实施，推动了市场对

应用型人才和技术创新服务的迫切需求，为地方本

科院校转型发展应用型教育提供了直接机遇。职

技高师有着同行业企业一贯联系和合作的办学传

统，因而具有“春江水暖鸭先知”的信息优势和“近

水楼台先得月”的合作优势。

就江苏省域发展来看，从“两个率先”、“三创三

先”到“强富美高”发展目标的设定和追求，其中创

新无疑是江苏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的核心要素。特

别是２０１６年１１月江苏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的
“聚力创新、聚焦富民，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简称“两聚一高”）的“十三五”发展目标，更是把

创新提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和高度。江苏省人民

政府２０１６年８月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产业科技
创新中心和创新型省份建设的若干政策措施》，从

完善创新型企业培育机制、造就适应创新发展要求

的人才队伍、加强科技创新载体平台建设等方面，

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转型升级中的关键作用，

着力构筑现代产业发展新高地，加快推进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和创新型省份建设。

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在《关于加快推

进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和创新型省份建设的若干政

策措施》的文件中被重点提及，希望在创新驱动发

展方面勇于开拓、积极探索。作为苏南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建设的重要城市，常州市制定的《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主要内容可

概括为“４、５、６、１０”，即四大定位、五大战略、六大类
指标体系和十大重点任务。四大定位是指“努力打

造全国一流的智能制造名城、长三角特色鲜明的产

业技术创新中心和国内领先的产城融合示范区，基

本建成具有突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区域中心城

市”；五大战略是指“创新驱动发展、产城融合发展、

可持续发展、全方位开放、民生共建共享”。显然，

无论是四大定位，还是五大战略都紧紧把鼓励创

新、引导创新、推动创新，作为“十三五”经济社会发

展最重大的举措。江苏理工学院作为常州市域内

重要的本科院校，既有人才高地优势，又身处创新

创业的热土，发展应用型教育可谓是千载难逢的

机遇。

２．３．３　信息交通便捷机遇
职技高师发展应用型本科，既需要向国内较早

转型开展应用型教育的地方本科院校学习，更需要

积极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技术高等教育理论与实

践。我国越来越安全便捷的公路、高铁、航空等现

代化交通设施，高速、稳定、普及的互联网，以及简

化、高效的出国出境签证手续，为职技高师管理人

员和教师进行国内国际交流学习提供了高效便捷、

多样化的手段和途径。江苏理工学院所在的常州

市，地处我国经济、交通、信息、产业等最为发达的

区域之一———长三角城市群的腹地，在信息、交通

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无疑为其发展应用

型教育提供了便利条件。

２．４　职技高师开展应用型本科教育的挑战
（Ｔｈｒｅａｔ）
２．４．１　社会对应用型本科的认可度不高

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推进应用型本科发

展的有关政策中，要求转型的院校主要是指新建地

方本科高校。这部分高校由于创办或者升格时间

不长，综合办学水平和社会美誉度还无法同老牌大

学媲美，因而在目前的本科院校中，这些校名为“某

某学院”的院校社会认可度和知名度远不及校名为

“某某大学”的高校。进而，人们普遍认为“大学”

才是高等教育的主流，“学院”是次等、非主流的高

等教育。自然，人们在选择接受高等教育时，首选

的是“大学”教育，不得已才会接受“学院”的应用

型教育。职技高师要选择开展应用型教育，也必须

面对此类教育的社会认同现实。另一方面，职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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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历来被认为是中考、高考失败者的不情之选，其

致力于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所需的技术

技能型人才的办学定位，也被人们认为是培养“治

于人”的劳力者的教育，家长和学生的接受程度一

直不高。应用型本科又被称为职业教育本科或本

科层次的职业教育，从营销学的视角看，“职业教

育”品牌较低的社会认可度，必然会迁移并影响大

众对应用型本科的认可和接受。现实中，一些待遇

较好企业、体制内单位，甚至国家行政事业单位招

考、招聘时，往往要求求职者为重点或者一本院校

毕业，这让地方本科院校情何以堪？更加重了应用

型本科前行的负担。

２．４．２　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生态位竞争激烈
生态位（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ｎｉｃｈｅ）是生态学专业术语，是

指个体或者种群在生态系统中所占据的位置，及其

与其他个体及种群之间的关系与作用。一般经过不

断演化，进入成熟阶段的生态系统，其中不同种群在

垂直空间、光照条件、土壤环境等生存要素组合上各

取所需，较少重叠，形成符合自身存演需要的生境。

但是，同一种群的不同个体由于具有相同的生态位，

因而在生存资源方面主要体现为竞争关系。

用生态位理论来分析高等教育系统，前提是要

对目前的１２３６所本科院校进行分类。①（见表２）选
用的指标不同，就有不同的分类。首先按是否公办

的标准，可以分为普通本科 ８１２所、民办本科 ４２４
所（其中独立学院 ２６６所）；其次按主管部门的不
同，可将公办普通本科分为部属院校（１１５所，含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２所）和地方院校（６９７所）；再次
按重点和非重点来分，大致可以把地方本科院校分

为：普通地方本科、重点地方本科、省部共建地方高

校、“２１１工程”建设地方高校四类。从表 ２可见，
约有４００余所普通地方本科，它们虽然数量众多，
但是由于本科办学历史相对较短，综合实力较弱，

在我国高等教育强者恒强的发展格局下，基本处于

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内综合生境较差的生态位。突

出表现为政策关照少、办学经费不足、生源基础较

差、师资水平较低、社会认可度不高、综合吸引力不

强等问题。这些问题相互牵连、相互影响，形成具

有正反馈机制的恶性循环，犹如沉疴顽疾困扰着普

通地方本科院校的发展。

　　４００余所普通地方本科是转型发展应用型教育
的“政府军”，而４２４所民办本科一直定位在应用型
教育上，是开展应用型教育的“民间武装”。普通地

方本科实力不如省部共建、省重点等地方本科，在

专业建设、教学质量、科研水平等方面无法跟后者

“秀肌肉”。相比民办本科，普通地方本科由于主管

部门是各级政府，行政化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使其在法人治理、行政决策、改革创新等方面效率

不高、不够灵活。因此，尽管地方普通本科院校转

型发展应用型教育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但是处

于民办本科的“挤”和重点本科的“压”所构成的胁

迫生境下。除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为省部共建，

且职教师资培养培训的办学定位保持较好外，其他

几所职技高师无论是继续发挥“职教母机”的功能，

还是发展应用型本科教育，都面临教育生态位严重

挤压的问题。

２．４．３　市场经济对应用型人才和服务多样化、快
节奏、善变性的需求

市场经济使得身处其中的行业企业，无论是商

品及服务的提供、技术及工艺的革新，还是发展及

布局的调整，都直接受到市场经济全球化、信息化、

开放性、波动性的影响。企业要获得更好的经济效

益，就必须跟上甚至引领市场潮流，追求的是“人无

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人特我新”的变化思维

和创新引领。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和科技

日新月异的发展，市场经济善变、多变、快变的特征

更为突出，加之“互联网＋”、供给侧改革的深化，市
场在传统富于变化特征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多元、

个性、人本”的新特征，从而给在市场狂潮中拼搏前

行的企业带来更多的挑战。

创新是企业迎接挑战，化危机为转机的制胜法

宝。在目前全球经济增长乏力，我国加快产业结构

调整、企业转型升级的时代背景下，以服务行业企

业创新需求为目的的应用型教育，其功能和作用逐

表２　本科院校分类统计表

分类 总计

普通本科

计 部属
地方

计 ２１１工程、省部共建、省重点 普通地方

民办本科

计
民办

学院

独立

学院

数量 １２３６ ８１２ １１５ ６９７ 约３００ 约４００ ４２４ １５８ ２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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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凸显。应用型高校同行业企业成为经济转型升

级挑战中的命运共同体，企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进

一步体现为对应用型教育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管

理服务、决策咨询等方面多样化的需求。这对应用

型本科的专业设置、课程改革、师资队伍建设、教学

管理，乃至大学治理模式等都提出了全面深刻的变

革要求。此外，教育作为一项面向未来的事业，各

项功能尤其是人才培养具有较长的周期，如何适应

企业善变、多变、快变的人才需求，一直以来都是个

难题，自然对转型发展应用型教育的职技高师也会

不例外。

３　职技高师开展应用型本科教育的
ＳＷＯＴ战略组合
　　上文对职技高师开展应用型教育的优势、劣
势、机遇与挑战作了逐项分析，把 ＳＷＯＴ四方面进
行矩阵组合排列，形成四种不同的战略组合（见表

３）：发挥优势利用机遇的ＳＯ战略、克服劣势抢抓机
遇的ＷＯ战略、利用优势化解挑战的 ＳＴ战略和改
变劣势回避挑战的 ＷＴ战略。
３．１　发挥优势利用机遇战略（ＳＯ战略）
　　职技高师在３０余年的本科办学实践中，积累
了较为丰富的本科教学及管理经验，为区域职业教

育事业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优秀教师，被誉为“职教

母机”。同时，由于较早开展面向中职学校的对口

单招工作，成为职业教育“断头”体系中，数百万职

校学生为数不多的“上升通道”，吸引了一批优秀的

职校毕业生，因而又被誉为“职教界的清华”。总的

来说，职技高师是特色鲜明、口碑较好的地方本科

院校。职技高师与生俱来的办学定位，决定了它既

重视理论教学，又重视实践教学的传统，并建立起

了一支专兼结合、理论和实践能力结合较好的“双

师型”教师队伍，与地方企业也有着较早且长期的

合作关系。在政府大力倡导地方本科转型发展的

大背景下，职技高师应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借助

政策东风，扩大同行业企业的联系与合作，在人才

培养和科技创新方面紧贴市场转型需求，加强同外

界的信息交流，积极学习借鉴国内外应用型本科发

展经验，力争把学校建设成为地方性、高水平、国际

化的应用型大学。

就江苏理工学院而言，江苏省及地处苏南的常

州市发达的地方经济和众多企业，为学校应用型教

育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良好的环境。该区域

较高的产业水平和外向型特征明显的经济，在全球

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压力很

大，因而对创新型人才和技术的需求尤为迫切。这

为区域内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开展应用性教育

提供了客观而现实的机遇。江苏理工学院应该在

明确应用型办学定位的基础上，利用学科、专业、人

才、科研等方面的优势，积极同区域内企业联系、合

作，了解企业的困难和发展需求，运用供给侧改革

的理念和思路，帮助企业在产品设计、技术创新、经

营管理、品牌文化建设等方面积极谋划、除旧布新，

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学校要积极参与常州市产

城融合战略，运用威斯康星思想，把大学的各项功

能融入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实现大学

与社会关系从二元分割向一元融合的转变，整体上

体现学校之于社会的应用价值。

３．２　克服劣势抢抓机遇战略（ＷＯ战略）
职技高师转型发展应用型教育，从自身来看有

三个方面的劣势需要克服。师生对发展应用型教

育认同度不高的问题，主要与国家长期以来对高等

教育一元化的评价体系和标准有关（见表３）。无
论是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还是本科教学工作水

平评估，地方本科、新建本科同部属院校、老牌大学

几乎是一套标准，从而形成所有本科院校都向综合

性、研究型大学努力看齐的发展导向，这也成为本

科院校师生对学校定位和发展的一贯普遍认识。

表３　职技高师开展应用型本科教育的ＳＷＯＴ要素统计表

条目
优势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劣势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
机遇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挑战

Ｔｈｒｅａｔ

１
较为丰富的本科办学经

验

师生对发展应用型教育的认

同度不高
政策引导机遇

社会对应用型本科的认可度不

高

２ 重视实践教学的传统
与行业企业缺乏长效产学研

合作机制
市场转型机遇

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生态位竞争

激烈

３
师资队伍、校企合作等

方面有较好的基础

现有部分教学和管理制度不

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要求

信息交通便捷

机遇

市场经济对应用型人才和服务

多样化、快节奏、善变性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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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政策导向为主要发展动力的我国高等教育事

业改革与发展中，随着近年来《关于加快发展现代

职业教育的决定》《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

若干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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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国家层面政策的陆续出

台，职技高师师生对学校转型开展应用型教育的发

展定位也逐渐认同。

目前，职技高师发展应用型教育的主要问题就

学校自身来看，主要存在于各项教学和管理制度

中。从理论上讲，学校发展定位发生了改变，则需

要有相应的顶层设计，并进一步就各方面工作制定

科学合理的配套制度。从机构调整设置、部门职责

划分，到教学科研考核、职称职务评聘，再到学科建

设、专业调整、课程开发，等等，都需要围绕应用型

人才培养的目标进行整改。譬如，在对教师的科研

考核和职称评审中，就应该从目前偏重论文和纵向

课题，转变为实用发明、专利及企业委托横向攻关

课题并重的评价标准。《教育部、科技部关于加强

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的若干意见》（教

技［２０１６］３号）中就明确指出，“对科技人员承担横
向科研项目与承担政府科技计划项目，在业绩考核

中同等对待。”

发展中存在于自身的问题总是与自身的利益

和惰性有关，克服起来也最为困难。借助国家大力

推进应用型本科发展的政策引导机遇，及市场转型

对高等教育人才和科研服务供给的新要求，职技高

师应该开展应用型教育大讨论，全面梳理并改革现

行各项管理制度；大力加强同行业企业的合作，探

索建立互惠共赢的长效合作机制；善于运用越来越

高速、畅通、便捷的交通和信息网络，加强同国内外

应用型高校的学习交流，不断克服自身的劣势和不

足，促进应用型教育内涵的丰富与质量的提升。

３．３　利用优势化解挑战的战略（ＳＴ战略）
表３所示，职技高师开展应用型教育的优势主

要是该类院校所特有的优势，而其所面临的挑战则

基本是普通地方本科转型发展中所面临的共同挑

战。职技高师建校时间较长，在高等教育处于精英

化阶段时，职技高师作为高等教育事业的一部分，

也较早参与其中，对学生和家长具有较强的吸引

力，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知名度和美誉度。因而，职

技高师转型发展应用型教育相比新建地方本科来

说，社会的认可度明显要高些，这是一种先入为主

的优势。这种优势也能体现在高校之间生态位的

竞争中。职技高师相对更能吸引较好的生源、合作

企业和优秀教师。

事实上，不少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往往与地方政

府、地方企业关系更为密切，有的就是由所在地政

府主导建立并主管，因此，在土地、资金、政策等方

面得到地方政府特别的关照和支持，政府大力推进

政产学研合作，其校企关系联系更广泛深入。在与

这类地方新建本科开展应用型教育的竞争中，职技

高师没有天时和地利的优势，唯有在学科综合水

平、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有明显的“人和”优

势，成为其在应用型教育系统中确立生态位的依靠

和抓手。

市场经济对应用型人才和服务多样化、快节

奏、善变性的需求是职技高师开展应用型教育无法

回避的威胁和挑战，应对有二。一是加强对市场需

求信息搜集和跟踪的力度，二是建立广泛深入的校

企合作关系，甚至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校

企合一状态。前一种应对是基于校企二元的现实

判断，信息在二者之间只有传递没有反馈，传递的

延时性、衰减失真性不可避免。后一种应对则是基

于校企联合体的理想判断，信息在近似一元的系统

内部传递，具有全面、快速、准确、互馈的特征。因

而，职技高师为了更好地化解市场之“变”带来的挑

战，短期需要做好信息平台的建设和信息渠道的通

畅、拓展工作，长远之计则是要建立广泛、深入、持

久的官产学研合作共同体。最终，力求要形成对市

场信息具有灵活高效反馈功能的专业建设、课程开

发、科技创新、咨询服务的机制与模式。

３．４　改变劣势回避挑战战略（ＷＴ战略）
职技高师转型发展的内部劣势和外部威胁非

常明显。就目前来看，校内师生和外部社会对应用

型本科的认同问题逐渐减弱。事实上，只要在人才

培养和服务社会两方面能够得到企业和社会的认

可，则无论大学走的是应用型教育之路，还是研究

型教育之路，认同都不是问题。因而，如何改革现

有的教学、管理制度，如何建立理想的校企合作机

制，使得职技高师在开展应用型教育中更能体现此

类教育的内涵和特征，成为最为重要、重大和紧迫

的问题。

关于如何开展校企合作的研究很多。紧紧围

绕互利双赢的原则，大致有这样几种模式：学校向

企业提供技术、咨询、品牌宣传推广等服务，企业向

学校提供学生实训实习和教师企业实践机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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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场地，企业提供设备，建设生产性校内工厂，接

受学生实训实习和教师企业实践；企业提供场地，

学校提供设备，建设校外生产性工厂，接受学生实

训实习和教师企业实践，学校按规定提取设备折旧

费，企业获得剩余利润。此外，笔者曾结合近年来

中央积极鼓励国有企业吸引社会资本实行混改的

政策和思路，构想过校企合作进行股份制合作的办

学模式，从理论上看可以从根本上激发企业参与学

校各项事务的积极性。

２０１６年８月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制定了《关于
加强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的若干意见》

（教技［２０１６］３号）（下面简称“意见”），２０１６年９
月江苏省教育厅出台了《贯彻落实省政府关于加快

推进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和创新型省份建设若干政

策措施的实施细则》（苏教科〔２０１６〕７号）（下面简
称“细则”）。这两份最新文件所提出的意见和要

求，涉及到了高校改革和应用型教育发展的一些方

面。《意见》指出，高校要改革完善科技评价考核机

制，引导科研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更加紧密结

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

作，既要注重以技术交易、作价入股等形式向企业

转移转化科技成果，又要加大产学研结合的力度，

支持科技人员面向企业开展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技术咨询和技术培训；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

地，更要引导、激励科研人员教书育人，注重知识扩

散和转移，及时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育教学、学科

专业发展资源，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鼓励高校设立

专门的科技成果转化岗位并建立相应的评聘制度；

教育部将组织高校开展将企业任职经历作为新聘

工程类教师必要条件的试点，加大对应用型本科和

高职院校专业教师在校企之间的交流力度。《细

则》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科研管理自主权，有序下

放专业技术岗位设置、评聘自主权；支持高等学校

科研人员在职创业、离岗创业；高等学校教师和科

研人员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取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以及横向项目到账经费等作为其职称评定的重

要条件。

结合《意见》和《细则》所提出的以上内容，笔

者认为广大开展应用型教育的高校，包括职技高

师，可以鼓励教师组建创新创业团队和企业。学校

不仅提供政策支持，还可以在资金、场地等方面提

供帮助，学校可以占有相应的股份，组建类似高新

企业孵化器的机构，主要依托学校教师的科研成果

转化、咨询管理实践等，培育一批具有鲜明创新特

征的企业。这些企业既服务于教师的科研成果转

化和创新创业需求，而且也要服务于学生的实习实

训乃至就业。这种设想若能实现，一方面是对政策

的积极响应，另一方面也为解决应用型本科校企合

作的问题另辟蹊径。

ＳＷＯＴ战略组合中，四种战略各有自己的侧重
点，最理想的战略模式为 ＳＯ战略，内部优势与外部
机会的结合，将使职技高师开展应用型教育顺畅高

效。但是，８所职技高师各有不同的特点，任何单一
战略都无法承担起促进转型发展的重任。各个学

校应该根据自身的情况，确定复合型发展战略，抓

住机遇、扬长避短、提升内涵、彰显特色，力争实现

地方性、高水平、国际化的应用型本科发展理想。

注　释：

① 数据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ｅｄｕ．ｃｎ／ｓｒｃｓｉｔｅ／Ａ０３／ｍｏｅ＿
６３４／２０１６０６／ｔ２０１６０６０３＿２４８２６３．ｈｔｍ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部网站《２０１６年全国高等学校名单》）

参考文献：

［１］李金奇．大学组织的再学术化与大学教师学术职业分
化［Ｊ］．高等教育研究，２０１６（２）：６１２．

［２］王继国，贺文瑾，褚亦平．职技高师职教师资服务能力
实证研究———以江苏技术师范学院为例［Ｊ］．职业技术
教育，２０１１（２５）：２８３２．

［３］林瑞，郭明顺，张默，等．普通本科院校转型应用技术型
大学的 ＳＷＯＴ分析与战略组合研究［Ｊ］．高等农业教
育，２０１５（１１）：２７３０．

［４］陈斌．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 ＳＷＯＴ分析
［Ｊ］．职业技术教育，２０１５（１２）：３３３６．

［５］李均，赵鹭．发达国家本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研究———
以美、德、日三国为例［Ｊ］．高等教育研究，２００９（７）：８９
９５．

［责任编辑：张永军］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第１卷第４期　　　　　　　　　　　　　　　　　　　　　　　　　　　　　　 Ｄｅｃ．２０１６Ｖｏｌ．１Ｎｏ．４

基金项目：２０１４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佛教对理学批判的回应与调适研究”（１４ＸＺＪ０１６）、安徽省重大教学改革研究
项目（２０１６ｊｙｘｍ０８８８）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黄雄英（１９７７— ），女，安徽桐城人，合肥学院旅游系副教授；研究方向：旅游管理。

旅游管理本科应用型人才专业能力培养探索
———以合肥学院旅游系为例

黄雄英，刘　力，张　涛
（合肥学院 旅游系，合肥　２３０６０１）

摘　要：随着社会对旅游管理本科应用型人才需求的扩大，对其专业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通过解析旅游管
理本科应用型人才专业能力的构成，探索旅游管理本科应用型人才专业能力的培养途径和评价体系，合肥学院

在旅游管理本科应用型人才专业能力的培养方面提供了较好的经验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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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推动着新时代旅游业的进步和发展。随着

“全域旅游”概念的提出，呼唤着越来越多的旅游

从业人才。但是，培养旅游管理本科应用型人才

大军的新建本科院校，旅游管理专业近年来却往

往进入教育部公布的“黄牌”“红牌”就业预警专

业中。［１］

近年来，合肥学院旅游管理本科专业毕业生基

本能够顺利就业。但学生找工作的过程却饱含着

艰辛和不易。专业能力强的学生，不费多少力气就

能找到满意的工作单位；专业能力弱的学生，就业

往往比较困难。现在，用人单位非常注重对毕业生

专业能力的考核，有些单位还要求学生有一定的专

业实践经历。这些都说明，培养旅游管理本科专业

学生的专业能力尤为重要。［２］

新建本科院校抓住社会经济的契机，大多定位

于培养能将科学原理或新知识直接用于与社会生

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实践领域所需的应用型人

才。但对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如何实施教学过程、

如何实施教学管理、如何安排实践教学等，以便让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掌握本专业应用型人才应具备

的专业能力都在不断探索。

近年来，合肥学院借鉴德国先进教育模式，结

合合肥学院实际，逐步推进了一系列应用型人才培

养的改革实践。通过系统的市场调研，确定各专业

人才培养的目标，并从课程、实践教学、质量评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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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等方面，全面改革人才培养方案；改变传统的课

程建设理念，由“课程导向”向“能力导向”转变；在

全院开设专业导论课，强化学生对专业的认知度和

认同感等，大大提升了学生的专业能力。

旅游系在合肥学院“地方性、应用型、国际化”

的办学定位指导下，以“发挥已有优势、强化专业特

色、实现差异发展”作为专业建设原则，在社会人才

需求调查的基础上，经过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的充

分论证，确定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总体目标

是：培养适应现代旅游业发展需要，具备较高的现

代管理理论素养和系统的旅游管理专业知识，具有

人文素质、国际视野、创新意识、创业精神、实践能

力和社会责任，能在各类旅游相关企事业以及教育

和研究机构等从事经营、管理、导游、策划、咨询、服

务及培训教学等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并对

课程体系进行调整，重点强化外语导游能力培养。

在旅游管理本科应用型人才专业能力培养上做了

有益的尝试。［３］

１　旅游管理本科应用型人才专业能
力的构成

　　传统方法上，旅游管理专业能力的划分，大多
从思想、身心、文化、业务等角度进行。而合肥学院

旅游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很好地进行了岗位化表

达，通过对旅游业岗位群能力的主流需求现状和趋

势进行广泛深入地调研，确定本专业的专业能力，

进而优化分解成相应的能力要素。在借鉴德国应

用科学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和对旅游企事业单位调

研的基础上，确定了六类目标岗位群，分析了旅游

管理本科应用型人才应具有的五种专业能力，并确

立了每种专业能力所对应的能力要素。［４］具体请见

图１。

图１　旅游管理本科应用型人才专业能力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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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旅游管理本科应用型人才专业能
力的培养途径

２．１　构建模块化教学内容
为了提高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质量，合肥学院

旅游系借鉴德国模块化教学理念，实现“学科导向”

到“专业导向”的转变、“知识传授”向“能力培养”

的转变，构建了旅游管理本科专业模块化人才培养

方案，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类通识模块、专业类模块、

集中实践类与毕业论文模块。这里重点介绍专业

类模块。

合肥学院旅游管理的专业类模块包括专业基

础模块、专业必修模块、专业选修模块，其中专业基

础模块有 １０个子模块，专业必修模块 １６个子模
块，专业选修模块１５个子模块。就合肥学院旅游
管理专业２０１５级人才培养方案而言，专业基础模
块包括旅游管理基础、经营管理基础、旅游与经济

法规、旅游企业服务管理、旅游审美、旅游资源、沟

通与交际、经管应用数学等，着重培养学生的基础

理论、基本方法和基础应用能力。专业必修模块包

括旅游企业营销管理、旅游企业行政管理、旅游企

业人力资源管理、旅游管理信息系统、旅游企业财

务管理、旅游企业战略管理、旅游英语、旅行社管

理、旅游规划与策划、旅游调查与统计方法、会展与

节事管理、宗教与民俗等，着重培养学生的专业技

术能力，提高其核心竞争力。专业选修模块包括旅

游目的地管理、旅游景区管理、旅游 ＧＩＳ与制图、旅
游摄影、国际旅游市场概况、旅游健康与安全咨询、

旅游地产开发、翻译能力、日语、韩语等，着重考虑

学生的兴趣需求和就业需要，满足其个性化发展的

需要。

为突出培养旅游管理人才的专业能力，配合旅

游管理专业模块化人才培养方案，积极进行教学内

容的优化重组。打破过去以学科知识为导向的课

程体系，进行课程内容的拆分和重新组合优化。比

如将原先的服务管理、旅游心理学两门课程，根据

其核心的知识：消费心理、服务心理、管理心理，整

合为旅游企业服务管理模块，将导游业务、模拟导

游、旅游策划整合为导游服务模块；并在旅行社管

理模块中增加旅行社计调与外联实务，在旅游企业

行政管理模块中增加应用文写作。

２．２　创新教学方式和教学方法
为了旅游管理人才专业能力培养的需要，合肥

学院旅游系的教师们积极创新教学方式，从以教师

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改革传统的教师讲授

为主向多种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转变，如案例教

学、项目驱动式学习、团队学习、研讨式教学、ＰＢＬ
教学等。例如，在酒店前厅与客房服务课程的教学

进程中，任课教师将学生带到实验室，教师亲自教

学示范；然后将学生分为不同组别，现场模拟、比赛

并进行评比；在旅行社服务的课程里，授课教师带

领同学进行实际的旅行社一日游活动，使学生深刻

而又直观地了解具体的旅行社运作状况，并且也对

所学理论进行了验证与补充。在理论课的教学中，

任课老师列举不同的案例，进行研讨式教学，将学

生分组，进行问题讨论，设置悬念，为学生自主式学

习提供了环境与支持。同时，任课老师为提高学生

对专业知识与能力的深入理解，在某些课程阶段，

由学生准备授课资料，进行教学；对于问题与不足，

同学之间相互讨论、老师进行补充，深化了学生对

所学课程的理解与掌握。教师转变了教学方式，树

立以学生为主的教育教学理念，实现了从知识课堂

到能力课堂、灌输课堂到对话课堂、封闭式课堂到

开放型课堂等多方面的转变，提高了课堂教学质

量，激发了学生的专业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的专

业能力。

２．３　提供丰富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
合肥学院积极与地方社会经济互动，将学校发

展与地方经济结构调整、社会事业发展融合在一

起，实现共赢。一方面，学校为地方建设提供人才

支持，为地方招商引资搭建平台；另一方面，企业提

供实习基地，为毕业生提供实习实践岗位，保障应

用型人才培养。旅游系积极与旅游规划公司、旅行

社、酒店等联系，签订校企合作协议，校外实习实践

和就业基地的规模不断扩大，专业相关性进一步

增强。

加大实践教学力度。如《旅游企业人力资源管

理》《旅游企业战略管理》和《组织行为学》等课程

采用“企业家进课堂”，《旅游规划与策划》《旅游景

区管理》和《导游服务》等课程采用“现场实地教

学”，《饭店服务》等课程采用“走进企业”等实践教

学方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实践教学渠道进一步拓宽。构建包括基础实

践、综合实践、创新实践和社会实践的旅游管理专

业实践教学体系，将课程实践、第二课堂、寒暑假社

会实践、创业竞赛、认知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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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实践教学活动与理论学习和科学研究有机地结

合起来，有效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为

专业能力的培养奠定了很好的实践基础。［５］

２．４　建设双能型的教学师资队伍
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主要教学力量就是教师队

伍，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学术型教师对培养具

有专业能力的应用型人才稍显心有余力不足，双能

型教师队伍应运而生。它要求教师不仅具备理论

基础，还需具有实践教学能力。

为加强双能型师资队伍培养，合肥学院旅游系

积极引导教师转型。学校开展教师实训制度，有计

划地选派教师到旅游企业挂职锻炼；同时，旅游系

积极吸纳新鲜教师力量，聘请具有高水平实践能力

的优秀青年教师。旅游系先后选派４名教师去美
国、韩国访学，引进归国博士３人，并聘请旅游业界
精英和著名专家１５余名，长期担任外聘教师，且每
年安排老师去旅游企业事挂职，目前，旅游管理专

业的双能型教师占比达到４２％。
旅游管理专业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离不开双能

型教师队伍的付出，鼓励教师积极进行应用型研

究，补充知识储备，在教学中有效的选择、串联相关

知识，促进优质教学任务的完成与改革，使学生能

够将所学理论与实际有效结合起来。同时，双能型

教师队伍以学生为教学主体，在教学课堂上引导学

生进行相关思考讨论，在轻松愉快的氛围里教授学

生相关的旅游理论知识，具备优秀的沟通能力，有

力地夯实学生的专业基础。

３　旅游管理本科应用型人才专业能
力的评价体系

　　经过四年的专业学习，旅游管理专业的毕业生
能否达到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具备旅游管理专业

本科应用型人才的专业能力，合肥学院旅游管理专

业进一步进行了评价和测量。［６］

３．１　旅游管理本科毕业生专业能力的业绩评价
业绩评价，主要包括对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成

绩、认知实习成绩、毕业实习成绩和毕业论文成绩、

第二课堂等进行评价。

在学习成绩考核上，实行了“Ｎ＋２”考核方式，
改变过去期末“一考定乾坤”的做法，变末端考核为

过程考核。“Ｎ＋２”中的“２”表示期末考试成绩和
课堂笔记成绩，期末考试占总成绩的４０％，课堂笔
记占总成绩的１０％；“Ｎ”指的是一学期内的过程考

核次数，Ｎ≥３，分数占总成绩的５０％。“Ｎ”由任课
教师在授课期间，进行平时的多项考核，以布置小

组作业、案例讨论、项目设计，进行单元测验、章节

小结、课外创新活动等方式，让学生能够发挥主观

能动性，积极与班级同学配合探讨，从而巩固所学

知识，加深理解与认知。

增设认知实习小学期，本科学期制由“８”变
“９”。在二年级暑期开始，安排学生到旅行社、旅
游景区或星级酒店，进行为期６个月的认知实习，
认知实习有完备的实习大纲和实习指导书，成绩由

实习单位鉴定、实习日志、实习报告三部分构成，让

学生提前感受专业的职业素养和职业要求。

毕业论文是检验和锻炼学生专业能力的重要

一环。为此加强毕业论文的针对性，旅游管理专业

毕业生根据实习基地提供的实际课题，要求真刀真

枪，真题真做，每年本科生的论文题目８０％来源于
旅游企业和用人单位。

围绕人才培养目标，将第二课堂纳入人才培养

体系中，积极开展以专业为主题的、多种形式的第

二课堂活动，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旅

游管理专业的第二课堂为６个学分，通过每年一次
的旅游策划大赛、模拟导游大赛、导游技能大赛、理

想校园设计大赛等专业性赛事，在竞赛中锻炼学生

的专业能力。

３．２　旅游管理本科毕业生专业能力的社会评价
近年来，合肥学院旅游系每年都会进行毕业

生追踪调查，对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生和其所在用

人单位进行问卷调查、走访、追踪访问等，了解旅

游管理专业毕业生的专业能力、职业态度、实践能

力、协作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征求他们对人才培

养方案的意见，了解社会对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生

的需求方向和能力要求，以便及时迅速与社会对

接，更好向社会提供专业能力更强的旅游管理本

科应用型人才。毕业生就业跟踪调查显示，用人

单位对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生各项素养表示比较满

意，总体评价上，２７．０８％的用人单位表示非常满
意，６２．５０％表示满意。在具体能力上，用人单位
更加青睐合肥学院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生专业能力

（４１．６７％）、团队合作与协调能力（３９．５８％）和工
作执行能力（３３．３３％）。
３．３　旅游管理专业本科毕业生专业能力的行为样
本评价　
　　行为样本评价主要选取最能体现（下转第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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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
产业。２０１５年，我国国内旅游突破 ４０亿人次，
旅游总收入达 ４．１３万亿元，旅游业对国民经济
的综合贡献度达到 １０．８％，旅游业直接就业人
数２７９８万。“十二五”期间，旅游业对社会就业
综合贡献度为 １０．２％，２０１６年国家专门发布了
《“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由此可见，我国

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为大众创业和社会就业提供

了广阔空间。今后，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进一步提高旅游产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

离不开旅游教育所培养的大批人才提供智力支

撑。但是，从现状看，我国旅游教育的人才供给

与旅游行业的人才需求还不相适应。２０１０年，
华侨大学旅游学院郑向敏教授撰文指出：“传统

的人才培养理念导致院校旅游人才培养与业界

人才使用的矛盾，从而使旅游院校毕业生呈现出

低比例的行业就业率、高比例的行业跳槽率、低

比例的行业停留率、低比例的行业发展率等问题

和特征。”［１］那么，对于高职院校旅游类专业培

养的毕业生来说，要在旅游行业中能进得去、留

得住、沉下来、发展好，就必须破除传统的旅游人

才以学校教育为主的单主体培养模式，充分发挥

学校和企业两个平台协同育人的双主体作用，努

力探索旅游人才培养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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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高职院校旅游类专业人才培养与
旅游行业人才需求不相适应

　　众所周知，我国高职院校旅游人才的教育培
养，这些年为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作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但是，随着我国旅游业态向多元化和纵

深方向发展，旅游行业对旅游人才的能力素质提出

了新的更高要求，高职院校旅游类专业作为高素质

技能型旅游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不能很好地适应

旅游业快速发展的新要求，人才培养与人才需求脱

节的现象比较普遍。

１．１　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准，脱离从业人员能力
需求的实际

目前，不少高职院校旅游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定位不准。从院校领导到教师都不满意于“旅游职

业”人才培养的定位，忘记了培养“旅游职业”人才

的办学职责，而是像本科院校旅游类专业人才培养

那样，从事高职院校旅游类专业教育。这种不准确

甚至错误的人才培养定位，带来的问题是从院校领

导到教师，从对教师知识能力素质的考评政策导向

到对学生的学籍管理办法，从人才培养方案到教学

内容，从教学途径到教学方法，采取的基本上都是

本科院校的那一套做法。既不关注快速发展的旅

游业对高职院校旅游专业人才培养的要求，不重视

教师旅游职业技能和水平的培养与提高，也不强化

学生实际技能的培养。这种由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不准确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教师重理论轻实践，学

生动手能力差，没有培养出旅游行业所需要的学生

应有的职业技能。

１．２　人才培养主体单一，没有发挥企业在人才培
养中的主体作用

当今时代，一些本科院校或许立足教室、实验

室、图书馆、互联网等就能培养出合格的大学生，学

校单方面或许就能独立承担起人才培养的主体重

任。但是，作为培养技能型人才的高职院校则必须

注重发挥学校和企业双主体作用，才能培养出企业

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这是因为一方面我国

办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时间还不长，没有企业的有

效参与，难以在短时间内冲击传统的的育人理念；

另一方面，造就适合职业教育需要的教师队伍也不

是一蹴而就的，单纯依靠学校难以在短时间内解决

职业教师队伍不足的问题。由此决定了要办好职

业技术院校、培养高素质技术型人才，必须充分发

挥学校和企业双主体的作用。但是，在高职院校旅

游职业人才培养过程中，不少院校还是固守传统的

办学模式，明知单纯依靠学校自身力量办旅游专业

困难多多、短板不少，但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学

校很少积极主动与旅游企业对接，仍然局限于关门

办学。在教学过程中，不仅很少有教师带领学生到

旅游企业进行认识学习、跟岗学习，而且更少请旅

游企业的领导、专家到学校授课示范，忽视了旅游

企业这个主体在高职院校旅游人才培养中的重要

作用。

１．３　人才培养方式陈旧，“满堂灌”多而实训少
多年来，高职院校旅游专业人才培养遇到的一

个尴尬局面是，一方面高职院校旅游类专业培养的

学生就业难，另一方面旅游企业在相关高职院校难

以选到合适可用的人才。究其原因，除了上述所言

的人才培养定位不准、校企不对接，主体作用发挥

单一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高职院校旅游类专

业人才培养方法和手段单一，不少院校旅游类专业

人才培养仍然是囿于传统的教室和书本，很少建有

一流的实训室；有些学校虽然建有实训室，但往往

也是“聋子耳朵”当摆设，至多只是学生偶尔进去摆

弄一下，很少有教师现场进行专业技能指导。不少

讲授旅游专业课的老师因为自身没有实际操作技

能和旅游行业经历，仍习惯于对学生进行单纯的理

论知识传授。不仅没有将旅游专业人才技能培养

与旅游行业实际工作需要紧密结合起来，而且还是

沿用传统的“满堂灌”的教学方式。这种育人方式

培养出的学生，只能是与旅游行业对技能型人才需

求相脱节。

２　构建“双平台”旅游人才培养体系
２０１１年，教育部下发的《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

育改革创新 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

（教职成［２０１１］１２号）明确提出：“将学校的教学过
程和企业的生产过程紧密结合，校企共同完成教学

任务，突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开放

性。”［２］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新业态、新领

域也在不断出现，这就引起了旅游人才需求的结构

性改变，如银发旅游、智慧旅游、定制旅游等，需要

旅游企业为此提供不同服务需求。因此，在高职院

校旅游类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要构建学校、企业

两个育人平台的全过程协同。“全过程协同”，是指

从培养定位到培养方案制定、培养过程实施、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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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质量评价各个环节的全面协同［３］。

２．１　校企协同建立人才培养机制
要发挥学校与企业两个主体在旅游人才培养

中应有的作用，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实现校企协同，

成立旅游类专业人才培养指导委员会。指导委员

会的成员应由学校领导、旅游院（系）领导、教研室

主任、旅游企业管理人员、经验丰富的企业专业人

员和教师组成。指导委员会的职能主要是研究旅

游职业人才市场需求情况，共同制定既符合人才培

养教育教学规律，又满足企业用人标准和需要的人

才培养方案，研究商讨合作建立校内外实践教学基

地，双方共同组建教学队伍等，建立学校和企业共

同培养旅游人才的长效机制。

２．２　校企合作共建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
高职院校旅游人才培养应既区别于本科院校，

又不同于中职学校，而是要根据旅游行业、企业的

实际需要，培养出素质较高且操作能力较强的应用

技能型人才。因此，高职院校旅游类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应以旅游企业的工作过程为出发点，着重旅

游人才职业能力本位的知识性、创新性和实践性培

养与训练，倒逼学校和企业协同共建课程体系。打

破传统的学校单一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

的做法，实现学校与企业共商育人大计。在制定人

才培养方案中，校企双方充分交流意见，力求旅游

专业课程体系与旅游行业岗位技能需求的无缝对

接。由于学校和企业在旅游人才培养中的角色与

分工不同，双方在人才培养中承担的教学任务也有

所区别。为了达到校企双方共同完成教学任务，必

须根据旅游人才培养应达到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

和素质结构，首先将课程体系模块化，分为人文素

养知识模块、行业通识基础模块和职业技能模块三

大部分，然后依据不同的知识模块开设相关课程。

人文素养知识模块相关课程由学校主导研究，并制

定课程学习标准；行业通识基础模块相关课程由校

企共同研究，共同制定课程学习标准；职业技能模

块相关课程由企业按照行业工作标准主导研究，制

定课程学习标准。

２．３　校企共同开展人才培养教学活动和评价考核
目前，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中，学校和企业协

同开展教学活动并没有实质性地进行。尽管部分

高职院校建立了校企合作关系，但在教学活动开展

方面，没有形成一种协同力。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

因素，是一些体制机制掣肘了学校和企业。因此，要

打破现状，改革现有的教学模式，充分发挥校企两个

平台的育人主体作用。一是要构建高职旅游人才培

养协同教学体系：协同开展教学研究活动，协同开展

实践教学活动，协同指导学生职业技能竞赛活动，协

同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活动。二是探索实施双导

师协同培养机制。采用学校专职导师与业界职业导

师协同循环指导培养模式，对于担任学生职业训练

指导的职业导师，必须是旅游行业或企业中经验丰

富的管理者，来自学校的专业指导老师不仅要有丰

富的理论知识，同时还必须要具备旅游行业、企业的

学习培训或工作经历。只有教学上的真正协同，校

企合作共育旅游类专业人才才能真正实现。

与此同时，学校和企业共同对学生学习进行评

价考核，包括理论知识考核测试和职业能力考核测

试，建立系统的学习和考评体系。

３　创新学用对路的旅游类专业人才
培养新路径

　　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持工学结合、知行
合一，着力提升学生的职业精神、职业技能和就业

创业能力。［４］由于旅游行业和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具

有广泛性、多样性和适应性特点，这就要求应探索

高职旅游类专业人才培养的新路径，着力培养学生

理论素养、职业素养、职业技能和创业创新能力。

３．１　加强适用知识传授，打牢学生系统扎实的专
业理论功底

课堂教学是学生系统学习和掌握专业基础知

识和职业技能知识的重要途径。对于高职旅游类

专业学生来说，将来所从事的旅游行业既是劳动密

集型也是知识密集型行业，要求专业知识不仅“够

用”、“够精”，还要“够丰富”。因此，在课堂教学中

要根据专业课程的不同性质、不同模块及学生对知

识的运用程度合理安排教学单元。人文素养和专

业基础模块的课程教学由学校专任教师讲授；职业

技能模块的课程教学聘请旅游业界经验丰富的企

业人员讲授与演示；对于旅游业发展的前沿性知识

和技能要求，可邀请行业主管部门专家来讲授，进

一步拓宽学生的专业知识视野。

同时，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充分贯彻“以学生为

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育教学理念，倡导学生变被

动接受知识为主动建构知识体系，注重问题导向，

引导学生充分利用“互联网＋”旅游，进行广泛阅读
和交流讨论，掌握系统而扎实的旅游业必备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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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知识。还可以通过创建慕课、微课平台，将课

程教学内容碎片化、任务化、情景化，然后让学生自

主学习，寻找关键知识点，在同学之间分享自己的

学习所得。由教师进行总结点评、系统升华，这样

让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学会沟通、学会共享，从

而提高学生的课堂学习积极性和学习兴趣，打牢系

统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功底。

３．２　加大校内实训课程比重和指导力度，培养学
生良好的职业素养

高职院校旅游类专业人才培养中，服务意识和

职业素养是一种非知识层面体系，良好的服务意识

和职业素养的养成难以靠课堂教学实现，必须依靠

教育教学环境影响来实现。［５］校内实训是一种情景

化的模拟学习过程，对于将来从事旅游服务行业的

学生形成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人际沟通能力和动

手操作能力，以及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素养所必须

的形体动作及仪容仪表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要培养学生这些职业素养，最主要的训练方式就是

通过实训教学活动来完成。因此，高职院校旅游类

专业人才培养要充分发挥校内旅游管理类专业实

训室的功能，训练培养学生的“口、手、体、表”等方

面的职业能力和素养。“口”主要是指训练学生的

沟通表达、口齿、语音、语感、多语言等方面的技巧

和能力。“手”主要是指训练学生动手能力，如客房

整理、中西餐摆盘、调酒、物流配送等具体事项的操

作规范和流程。“体”主要是指训练学生行姿、立

姿、体能、体形等，这是从事旅游业工作的基本素

养。“表”主要是指训练学生礼仪、仪容、仪表等，这

是培养学生外在形象的素质要求。通过对学生

“口、手、体、表”等方面的训练，实现校内实训专职

教师训练指导和企业兼职教师训练指导相对接、学

生课上与课下训练相对接、个体训练与分组训练相

对接、观摩与评价相对接。这一培养方式，不仅落

实了高等职业教育的 “教学做合一”的人才培养

观，而且还规范了学生的一些日常行为举止。

３．３　真正落实好在企业的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
职业精神和职业习惯

企业实践教学是高职教育培养学生岗位任职

能力的重要途径。为了让学生毕业后能够较快地

适应岗位任职要求，学校要制定学生企业实践学

习、监督和考核制度，并由校企双方共同组织实施，

让学生在企业的实践学习真正落到实处。企业实

践学习，着重培养学生的“观、思、练、做”等方面的

良好职业习惯。“观”是指学生观摩、观看、观察旅

游企业活动的工作流程、工作环节，了解旅游行业

工作的规范、要求及其操作过程。“思”是指学生通

过观摩、观看、观察后，思考旅游行业的工作要领和

素质要求。“练”是指学生根据自己的观和思，并在

旅游企业导师指导下进行自主训练，掌握工作技

巧。“做”是指学生到旅游企业，到具体的工作岗

位，独立开展某一方面的工作。学生通过到企业

“观、思、练、做”等方面的实践学习训练，培养自己

职业精神和职业习惯，并在工作岗位上使所学的理

论知识、实训技能得到实践的检验。真正落实好学

生到企业的实践教学，也能更好地实现实践与理论

的对接、实践与职业的对接、就业与岗位的对接，这

将大大提高学生动手动脑能力，提高学生就业竞争

力，使学生毕业后能很快适应工作岗位，大大提高

对职业的热爱和干好事业的自信心，而且也能够节

省企业人力资源培训成本。

３．４　充分发挥职业技能竞赛和职业资格证书的导
向作用，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技能

职业技能竞赛和职业资格证书是推进高职院

校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重要措施，要充分发挥

旅游类各种职业技能竞赛和职业资格证书的引导

作用，将职业技能竞赛和考取职业资格证书作为检

验和拓宽学生职业能力的重要渠道。这就要求高

职院校旅游类专业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必须将

学生“参赛”与“考证”需要的相关知识和技能纳入

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之中。首先，将考取职业

资格证的相关课程纳入人才培养方案的课程体系

之中；其次，将职业技能竞赛活动融入日常的课程

教学、校内模拟实训与企业真实岗位训练之中，形

成课、证、赛、学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方式，进一步拓

宽学生的职业能力，从而实现职业技能与人才培养

过程对接、职业技能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职业技

能与职业竞赛活动对接。这样不仅可以显著提高

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可以提高学生课程

学习的合格率、职业资格证的通过率和技能竞赛水

平，从而形成学生学习通道上的良性循环。这也是

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中贯彻教育部《关于推进高等职

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

见》的重要举措。

３．５　大力倡导创新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和创业
能力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和鼓励大学生创新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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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业态更加多样化，为

大学生创业提供了广阔空间。高职院校旅游类专

业要培养学生具有创新思维和创业能力，首要任务

是培养他们“创、闯、拓、立”等方面的创新思维，即

培养学生创业意识、敢闯勇气、开拓创新、自强自立

的精神。因此，在高职旅游类专业人才培养时，必

须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在大一

需开展大学生职业规划教育，大二需开设创业起航

教育，大三需邀请社会培训机构开展创业实践教

育，从而实现创意与创业对接、创业与现实对接、人

才培养同社会需求对接。

综上所述，高等职业教育旅游类人才的培

养，应该站在旅游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高度，采

取多样化的培养路径，突出旅游人才培养的职业

特色，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加快发展职业教育，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机

会［６］的要求。

参考文献：

［１］郑向敏，范向丽．论旅游专业“四高”的人才培养理念与
运作模式［Ｊ］．人文地理，２０１０（６）：１４６１４９．

［２］教育部．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 引领职业教
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１１－１３］．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ｓｒｃｓｉｔｅ／Ａ０７／ｓ７０５５／２０１１０９／
ｔ２０１１０９２９＿１７１５６１．ｈｔｍｌ．

［３］杨路．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协同机制及实现路径［Ｊ］．现
代教育管理，２０１３（１）：６８７１．

［４］教育部．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全国
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的通知．［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１１
－１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ｓ７８／Ａ０７／ｓ７０５５／
２０１４０７／ｔ２０１４０７０３＿１７１２９５．ｈｔｍｌ．

［５］杨卫武．论大旅游格局下的旅游高等教育［Ｊ］．旅游科
学，２０１０（５）：５１５２．

［６］习近平．加快发展职业教育 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机
会［Ｎ］．光明日报 ２０１４－０６－２４（０１）．

［责任编辑：李德才］

（上接第５１页）或代表旅游管理专业能力的活动项

目，如导游证考试、饭店业职业经理人资格考试等，

对照评价标准对其进行评价。在学习旅游管理专

业一年左右，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导游证考试，为学

生日后进入旅行社进行带团导游工作提供资格证

书；并鼓励学生积极报考英语导游证，为学生将来

带团出国游或者成为国际领队打下基础。近年来，

合肥学院旅游管理专业学导游证通过率高于全省

平均水平，英语导游证通过率更是在全省遥遥领

先。同时，每年都会举办模拟导游大赛和旅游知识

竞赛，积极组队参加全国旅游院校服务技能大赛，

先后获二等奖１个，三等奖６个，优秀奖１个，不仅
拓展学生的视野，也促进学生专业能力的提高。

随着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旅游业应用型人才需

求的不断增大，我们要时刻关注社会用人单位对旅

游管理本科应用型人才专业能力的需求，不断改进

和完善培养旅游管理本科应用型人才专业能力的

方式方法，以培养出适应市场需求的旅游管理本科

应用型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１］米舜．高校旅游管理专业能力素质及培养途径探析
［Ｊ］．怀化学院学报，２０１０，２９（１２）：１４２１４４．

［２］罗映祥．强化学生专业能力提高学生就业能力［Ｊ］．教
育教学论坛，２０１２（１）：５６５７．

［３］刘力．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探
索———以合肥学院为例［Ｊ］．现代商贸工业，２０１５
（２）：１３２１３４．

［４］张涛．旅游管理本科专业模块化人才培养方案探索
［Ｊ］．科教文汇，２０１２（２）：３８３９．

［５］王兴华．互联网＋背景下旅游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能
力培养研究［Ｊ］．旅游纵览，２０１６（１０）：１９．

［６］张昌波．大学生专业能力评价的研究和实践探索［Ｊ］．
长春工业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２００４，２５（４）：３１３２．

［责任编辑：张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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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导向的应用型本科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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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应用型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形式，满足了社会转型期背景下地方经济对人才的多样化需求。而
实践能力是培养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应用型人才的关键，物流管理专业是实践技能要求较高的专业，当前研

究对实践教学中如何深化产学研合作、引入企业真实情景、解决企业物流问题等方面缺乏实质性的进展。通过

探讨某中德合作物流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改革与创新，构建了企业主导的大学生应用型实践教学体系，并分析

了该体系的创新之处与应用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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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型大学顺应了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
向大众化教育中对人才多样化的需求，是培养具备

扎实的理论基础，熟练的实践能力的高级应用型人

才，物流管理专业是综合性应用学科，要求具备较

高的实践技能［１］，因此，以物流管理专业为例，探讨

应用型实践教学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

实意义。

现代物流业对推进我国转型升级产业战略与

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近年来，中国

物流业发展十分迅速，呈现出全球化、智能化、多元

化、复杂化等特征，这对高素质应用型物流人才的

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重构应用型物流管理本

科教育的实践教学体系？如何将沟通、创新和实践

能力融入到学生培养中？学校应该为学生提供哪

些实践机会和条件？如何形成地方高校物流管理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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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者从不同侧重点探讨了物流管理专业

的实践教学，如王东方，沈慧芳针对实验室建设、教

学组织中存在的实践教学问题，基于“三课堂”联动

构建了实践教学体系［２］；李正锋设计了以专业技能

实践和综合能力实践为双轨，面向企业需求的物流

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３］；张俊娥探讨了应用型物

流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定位、课程设置改革、实践

教学环节、教学形式与考核等内容［１］；王松等认为

创新能力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核心，在分析培养创

新能力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课程体系构建和

实践教学强化等措施建议［４］；肖怀云探讨了在实践

教学中引入大学生物流设计大赛的可行性和保障

措施，以提升大学生创新能力和改善实践教学效

果［５］；娜仁图雅认为实践教学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

重要手段，以纵横两个维度探讨了“能力为本”的实

践教学体系和内涵建设。［６］潘旭阳等强调应用型物

流管理本科的特色是培养专精实用型的物流人才，

在对物流岗位群能力需求调研的基础上，设计了应

用型物流管理类综合实践教学体系，并提出了重要

保障措施。［７］胡玉州认为新常态下创新能力是物流

人才培养的主要目标，其实践教学情景要近似于企

业实际情况，教学中应侧重于创新实践过程的评

价。［８］

综上所述，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对物流管

理专业的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学

者提出了“三课堂”“双规制”“能力为本”“竞赛导

向”等模式，推进了物流管理应用能力培养的研究，

然而，目前研究主要涉及实验室建设、课程体系、实

习实训等实践教学环节，而对如何深化产学研合

作、引入企业真实情景、解决企业物流问题等方面

缺乏实质性的进展，主要通过企业参观、毕业实习、

共建专业、企业家进课堂或物流设计大赛等措施，

普遍存在流于形式、疏于监管、合作不稳定、覆盖面

狭窄等问题。

中外合作办学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有

利于引进优质教学资源和先进办学理念，通过中外

院校师生的沟通交流和教学实践，不仅可以提高我

国高校的国际化水平，而且可以系统深入地学习外

方先进的人才培养体系，为深化中方教育教学改革

提供借鉴和思路，本文以某高校中德合作物流管理

专业为例，探讨了德国应用科学大学在实践教学中

的具体做法，在吸收消化的基础上，构建了企业主

导的大学生应用型实践教学体系。

１　中德合作物流管理专业的实践与
探索

１．１　借鉴德国应用科学大学模块化教学模式，引
入欧盟认证的专业教学课程体系，凝练应用型物流

管理专业的能力构成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培养的“现场工程师”应用

型人才，是德国战后经济快速崛起的秘密武器，为

我国地方高校向应用型大学的成功转型提供了方

向，该中德合作物流管理专业是该校为近距离地学

习德国模式和建设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重要本科

项目，全面引进德国先进的模块化教学模式，共同

制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专业教学的课程体系获得

欧盟的认证，专业能力构成体现了德国应用型人才

培养的要求，具体包括基础、工具化、交际化和系统

化的能力。其中基础能力是指具备德语、数学和计

算机基础运用能力；工具化能力是指掌握物流管理

过程中的统计、评价及优化等技术，能够针对物流

具体问题建立初步的定量分析模型，并找到一定的

解决方案的能力；交际化能力是指学生能够在不同

的商谈和讨论中收集、整理、使用有说服力的论据，

通过口头和书面形式，阐述观点和表明立场等能

力；系统化能力掌握与工作相关的知识和技能，能

够系统思考和内行使用相应的策略和方法解决工

作中问题等能力。

１．２　完善虚拟仿真与实体实验中心，建立校内实
验课程－科研训练 －科技竞赛一体化创新人才培
养机制

德方实验室建设注重于企业同步，如软件与

企业相同，实验室具有开放性和跨学科的特点，且

有专职实验教师开发实验项目等。中德物流为培

养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和创新

能力，积极构建和完善物流管理与工程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中心和实体实验教学中心（物流管理综

合实训和物流工程单元化物流），大幅度增加综合

性、设计性、创新性实验所占比例，使其在整个实

验课时中所占比例达到５０％，并实现与科研训练
和科技竞赛有机衔接，建立了一体化创新性人才

培养机制。

该机制打破了传统实践教学中孤立学习、师传

生受的旧框框，变被动实践为主动参与，极大地激

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实践兴趣。它以现代教育

理念为指导，以学以致用为目的，围绕学生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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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需求，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强调竞

争与合作，改变了知识的单向传播，充分发挥学生

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

１．３　依托行业协会构建企业网络，以项目为主
线———将沟通、创新、实践等能力融入到物流企业

项目实训中

中德物流管理团队抓住国家大力推进发展现

代物流业的契机，利用德国物流协会分会、安徽省

物流协会等平台，大力加强与省会城市及周边地区

物流与生产制造等企业的沟通联系，建设物流管理

专业实习企业网络平台（如图１所示），并与德国大
陆轮胎集团、德国希韦德建筑材料公司、中外运分

公司、安徽国力物流公司等４０多家核心企业建立
了稳定的长期合作关系。

图１　物流管理专业实习企业网络平台拓扑图

　　物流企业项目实训是中德物流实践教学体系
中的重要模块，占１０学分，由中德方教授和企业导
师共同指导完成，项目选题全部是实训企业面临的

实际问题，由学生组成６—８人的团队到企业进行
实地调研和深入访谈，然后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和

实验工具独立给出问题解决方案，最后提交中德文

的项目实训报告，中德双方教授根据企业对方案的

可行性和效益性的评价及现场答辩表现给出成绩，

通过３个月的企业项目实训，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现
场解决物流问题的沟通、创新和实践的能力。强调

校企之间的充分合作，这解决了“校企融合度不深”

的问题。

１．４　中德双方密切配合，强化毕业实习的重要地
位和监管力度，建立了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的标准

流程，保证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质量

国内普通专业一般毕业实习从大四下开始，实

习期仅为４０天，而且管理不到位，难以保障毕业实

习的有效性，而中德物流的实习期从大四上最后一

个月开始，需要与用人单位签订正式的实习合同，

实习期为３个月，德方注重与实习单位的沟通，一
旦发现没有按照要求进入实习岗位、未履行实习任

务、实习报告内容不合格或未按照时间节点提交，

则不能进入毕业论文的撰写环节。

中德双方非常重视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的质

量，现在基于双方合作框架形成了有效的协商机

制，制定了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的标准流程，并实

行全过程质量监控体系，有双方负责企业网络的专

职教师负责，在每年１０月份中德双方通过企业网
络开始为学生联系毕业实习单位，在１１月中德双
方商讨和重新确认工作流程，并以学生进入实习岗

位的最后一天开始计算毕业实习的时间，为保证实

践教学最后环节的质量，德方要求学生必须保证１２
周的企业实习阶段，并撰写２０页的中德文实习报
告，再根据实习报告的工作内容和选题方向，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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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最终题目，并要求在６周内独立完成。中德构
建并严格实施的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的标准流程，

保障了毕业实习的工作质量和毕业论文的真题真

做真用，充分体现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

２　企业导向的应用型实践教学体系
的构建与创新

　　中德合作物流管理本科项目经过多年的实践，
在全面引入和借鉴德国应用科学大学教学模式的

基础上，提出了“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思维能

力为目标，以实践教学为核心”。以“高素质、强实

践、重创新、国际化”为特色，以“双元制”和“模块

化”教学模式为基础，构建“四连续、五结合、八环

节”的企业导向的应用型物流实践教学体系，见

图２。

图２　企业导向的应用型实践教学体系结构图

　　在该体系中包括：实践教学四年不断线、实验
教学与理论教学相结合、教学研究与科学研究相结

合、实验过程与学科竞赛相结合、虚拟仿真与实体实

验相结合、校内实验竞赛与校外企业实训相结合、八

个以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为目标的实践环节，整个

实践教学体系占培养方案学时５０％。该实践教学体
系在以下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和发展创新。

２．１　实践教学理念的创新
基于该校中德３０年合作平台和中德合作物流

管理专业，将德国应用科学大学培养应用型人才的

重要办学理念———“双元制”和“模块化”引入实践

教学体系，校企合作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和深入

参与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按照德国教学模式，全

面实施模块化课程教学改革，打破学科边界，以企

业需求的能力为导向，改变“知识灌输”式的课程教

学为“能力培养”的模块化教学，实现了实践教学理

念的创新。

２．２　实践教学体系的创新
在应用型物流人才培养实践教学体系设计上，

中德双方共同协商，充分把握理论教学和实践教

学、校内实验和校外实训、教学研究与科学研究等

并重的关系，在实践环节的设置上，紧密围绕沟通、

创新和实践等专业能力，精心设计，逐层递进，共同

提出基于“双元制”和“模块化”的“四连续、五结

合、八环节”的实践教学体系，解决了当前应用型物

流人才能力培养不足的问题。

２．３　实践教学模式的创新
以“项目”和“竞赛”为主线，实践教学内容任

务化，以“项目”或“竞赛”的形式完成实践任务。

构建了校内实验课程—科研训练—科技竞赛一体

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实

践兴趣。将企业真实项目引入课堂，针对专业精心

规划、构思、设计、实施、运行项目，使项目教学化。

依托德国物流协会、安徽省物流学会、安徽省物流

与采购联合会等行业协会，中德双方共同构建了中

外企业网络平台，有力支撑了应用型物流人才培养

的实践教学环节。

２．４　实践教学机制的创新
在实践教学管理机制上，中德双方建立了分工

协作和定期协商机制，中德合作物流管理专业分别

设置中德项目负责人，企业网络专员和教学管理专

员各一人，双方共同制定实践教学方案，建立模块

负责人制度，并派遣模块化专家指导和检查模块教

学情况，共同培养“双能型”或“双师型”师资，并积

极联系德国企业与我校共建物流实验室。在实践

教学考核上，强化过程和面试考核，注重培养学生

的团队合作、问题解决和独立表达的能力。

３　实践教学体系的应用与成效
３．１　中德共建实践教学体系显著提高物流人才培
养质量

中德物流是本省第一家教育部批准的中外合

作专业，通过该项目合作，我校可以从多方面引进

德方优质办学资源，借鉴先进的专业建设与教学模

式，２０１５年，第一届中德物流管理专业全部顺利毕
业，并显示了较强的就业能力和适应能力，其中部

分同学在德国工作或攻读硕士学位，多名学生进入

了中外运、德邦、德国恒流管理咨询有限公司、ＤＢ
Ｓｃｈｅｎｋｅ南京分公司等知名企业。

中德物流还通过反哺普通物流管理和其他专

业，人才培养质量得到显著提升，如普通物流管理

专业，借鉴德国模式，采用能力导向的模块化教学

改革，引入企业导向的应用型实践教学体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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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就业竞争力显著

提升。近五年，物流管理专业就业率稳定在９８．８％
以上，专业对口就业率８０％以上。毕业生进入中外
运、顺丰、德邦等国内知名物流企业的人数逐年增多。

部分毕业生已成为所在单位的管理和技术骨干。

３．２　中德共建实践教学体系推动了物流实验实践
教学平台的建设

２０１０年，学校系部利用财政部提供第一批支持
地方高校发展项目资金及合肥市配套支持资金，建

成＂国内领先、省内一流＂的现代物流实验平台。随
着中德双方共建的实践教学体系的开展，已有的实

验平台已不能满足企业导向的应用型物流人才培

养的要求，２０１４年，物流工程单元化实验室招标建
设，省级物流管理与工程实践教育基地建设项目获

批，２０１５年，省级物流管理与工程虚拟仿真中心立
项，拟建成虚拟物流企业经营沙盘、虚拟物流企业情

景模拟、国际物流管理虚拟仿真、供应链管理虚拟仿

真、企业物流虚拟仿真等实验室，同年，省级物流优化

创客实验室立项。实验实训平台的建设为学生参加

大学生物流技能大赛、物流仿真建模大赛等学科竞

赛和开展企业实训实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一步

强化了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３．３　中德共建实践教学体系显著提高了教学建设
水平

２０１３年中德合作物流管理专业分别顺利通过
省教育厅、中国教育部、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

（ＤＡＡＤ）三家合格评估；２０１３年省级特色物流管理
专业顺利通过了结项验收；２０１４年国家级特色物流
管理专业通过了安徽省教育厅的结项验收检查；

２０１４年物流管理专业成为首个通过我校模块化教
学改革验收的专业，国家教育部将中德合作物流管

理专业的招生延长了５年，不需要逐年申请延期；
这标志着以实践教学体系为重要内容的物流专业

教学建设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３．４　本成果引起社会高度关注，成果和经验得到
省内外高校的广泛认可

中德共建实践教学体系是中德合作物流管理专

业建设的重要成果，本成果多次在省内、国内物流教

学研讨会议上介绍，起到推广示范作用。如在第十

四届全国高校物流专业教学研讨会，在全国首届“百

蝶杯”物流仿真大赛教学研讨会上，受到了省内外同

行的充分肯定，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中德物流

管理团队还与国内兄弟院校就物流实践教学体系进

行了广泛的交流，受到一致的好评和认可。

２０１１年，通过我校与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
学大学物流团队组建并获批德国物流协会分会，构

建了由中外企业组成的“企业网络”平台，标志着实

践教学体系的初步完成并付诸实施；２０１３年中德合
作物流管理专业分别顺利通过中德合格评估；２０１４
年１２月物流管理专业通过国家级特色专业验收，
标志着实践教学体系通过了实践的检验。

４　总　结
梳理了目前应用型物流管理实践教学体系的

研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在总结中外合作办学中德

国应用科学大学的成功经验，提出了企业导向的应

用型物流管理实践教学体系的建设措施，并分析了

该体系的创新之处与应用成效，对于地方高校物流

管理类专业提高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应用型人

才、构建实践教学体系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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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学院顺应地方院校转型发展的实证研究
———以枣庄学院初等教育学院为例

张习真
（枣庄学院 初等教育学院，山东 枣庄　２７７１６０）

摘　要：地方高校转型发展是顺应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趋势，作为承担着高校教学、科研和社会办学等职
能的主体———二级学院，如何能够顺应时代的要求，实现自身突破式发展，对地方院校的转型起着直接的推动

作用。以枣庄学院初等教育学院为个案研究对象，希望能对地方高校的转型发展带来些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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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５月，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快
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旨在引导和推动地方

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发展，自此地方院校

转型发展陆续展开。作为承担着高校教学、科研和

社会服务等职能的重要主体———二级学院，如何能

够快速适应形势，明确办学定位，突出办学特色，提

高办学质量，实现突破式发展，将对地方院校的转

型发展起着直接推动的作用。本文采用行动研究

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对枣庄学院初等教育学院

进行个案研究，分析该学院在地方本科院校转型过

程中实施的具体做法，在此基础上，希望以点带面，

探讨高校二级学院如何很好地顺应地方本科院校

转型发展，以期为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发展带来些

启迪。

二级学院分为公办学校的校属二级学院以及

独立学院。公办学校的校属二级学院具有公办性

质，学校对其掌握有绝对的办学权和控制权，二级

学院只负责教学管理，不负责招生。独立学院则是

以公办学校的名义，由公办学校提供一定资源，社

会团体或者民营经济主办的，具有独立法人、独立

办学、独立办学、独立招生权。本文所指的二级学

院是指前者，是大学组织机构内部的二级学院，隶

属于学校法人。在地方本科高校转型的发展过程

中，二级学院存在的问题和出现的矛盾，更能体现

出高校转型自身存在的问题，重视和解决好二级学

院转型过程中的问题和矛盾，将直接推动地方本科

高校的转型发展。

枣庄学院初等教育学院的前身是成立于１９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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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１月的山东省枣庄师范学校。枣庄师范学校是
一所享有盛誉的老校，６０多年来为枣庄市及周边地
区培养了万余名小学及幼儿园师资，由于当地教育

发展的需要，该校于２０１２年７月合并到枣庄学院，
成为枣庄学院下辖的二级学院。该院现有教职工

４０余名，学生近１２００名，均为初中起点五年一贯
制学前教育专业学生。

当前，地方本科院校转型是顺应国家经济转型

的必然趋势，二级学院的转型发展也势在必行。枣

庄学院初等教育学院认清形势，紧跟时代发展大

局，锐意进取，大胆创新，在配合学校转型的大背景

下，率先进行了二级学院转型发展的有益尝试。

１　首先从提高思想认识入手，把握政
策大局，更新人才培养观念

　　党的十八大提出我国的经济需要进行全面的
结构调整，进行供给侧改革。经济结构的调整，将

直接影响到未来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社会人才需求

的变化势必影响教育的改革。教育经济学的研究

告诉我们，一定社会的教育体系结构能够适应经济

产业结构的变化，将会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推动和

促进的作用，否则将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

响。当前教育正在进行的地方本科高校转型，不仅

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项重大改革，也是适应未来社

会发展的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地方本科高校的

转型发展，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强高校服务社会的意

识，增加服务社会的职能，增强服务地方发展的能

力。枣庄学院初等教育学院为了适应当今高校教

育改革的需要，配合学校转型发展，唱好为地方经

济发展服务的这台戏，率先行动起来，组织学院全

体人员积极学习国家关于地方院校转型的文件精

神，聘请专家解读相关政策，组织全体人员听取专

家讲座，从根本上领会相关政策精神，从思想上高

度认识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的重要性，认清二级学院

在学校转型发展过程中的应有作用，明确自身的责

任意识。充分认识到地方院校转型发展，就必须要

有自己独特的培养特色。应从为当地经济发展和

社会发展的目的出发，密切联系当地教育发展和所

需人才的实际情况，培养地方真正需要的人才。因

此，二级学院必须在人才培养方案及课程设计上进

行改革和创新，充分考虑当地所需人才的实际要

求，只有这样，培养出的人才才能够真正满足地方

发展的需要。

２　深入地方幼儿教育机构，广接“地
气”，摸清地方所需幼儿教师的标准和

要求

　　初等教育学院目前开设专业为学前教育，培养
方向是幼儿教育机构的师资。在当前地方本科高

校转型发展的形势下，初等教育学院采用“请进来”

“走出去”的方法，广泛调研学校当地幼儿教育机构

所需人才的标准和素质要求，为制定符合当地发展

的切实可行的人才培养目标方案奠定基础。

所谓“请进来”，就是把学校当地及周边地区的

幼儿园长们请进学院，先后举办“幼儿园园长论坛”

“幼儿园园长专场报告会”等活动，共商学前教育发

展大计，共同分析学前教育师资的现状，共同研制

幼儿园当前所需教师的标准和素质要求。

所谓“走出去”，就是组织学院教师成立科研课

题小组，深入学校当地及周边地区幼儿教育机构，

进入广泛深入的调研，追踪了解学院毕业生就业和

工作情况，与幼儿教育机构管理者及幼儿教育机构

第一线教师直接接触，探询幼儿教育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了解幼儿教育机构师资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作为制订新的人才培养方案的实践依据。

通过以上不同形式的调研发现，目前在幼儿

教师的供求上存在着一个矛盾：学校培养的学前

教育毕业生就业难，学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呈现

出供大于求的现象；另一方面，幼儿教育机构又存

在着师资缺乏的问题，又显得供不应求。通过综

合分析发现，其实问题完全不是这样的，关键在于

幼儿教育机构缺乏所需的合格师资，目前毕业生

的自身素质达不到幼儿教育机构的要求，以至于

供求双方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矛盾。究其原因，就

是学校在培养学生方面和地方幼儿教育机构在需

求师资方面存在脱节问题，导致教育资源浪费而

又收不到实效，不能为当地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

提供必要的帮助。

３　结合实际，推陈出新，制订新的“学
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在前期广泛调研的基础上，首先重新审订《学
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多次组织学院教研室

主任和教师进行“修订人才培养方案”研讨会，制定

出符合地方实际、培养地方紧需人才的《学前教育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新的方案体现了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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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制定了新的培养目标
把“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热爱教育事

业，具有系统的儿童教育学、学前心理学、学前教育

科研方法等理论基础，掌握学前教育专业基础知识

各和基本技能，具有较高英语水平和电脑应用水平

以及艺术修养，适应现代学前教育改革和发展需

要，掌握幼教事业发展特点和学前教育的基本规

律，懂得学前教育法律法规的综合性应用型人才”

作为学前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

３．２　从知识要求、能力要求、素质要求和职业证书
要求等四个方面确立培养规格

３．２．１　知识要求方面　要求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必
须做到：“熟悉幼儿园工作规程和我国教育制度、法

律法规、方针政策，了解学前教育的基本理论、基本

知识和发展动态；掌握较为宽广扎实的文化科学基

础知识，较系统的教育理论和学前教育专业知识，

掌握艺术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掌握声乐、

钢琴、乐理、视唱练耳、音乐欣赏的知识；掌握幼儿

舞蹈、幼儿游戏的知识；掌握手工、图案、绘画、环境

创设的知识；掌握幼儿体育、幼儿营养学、保育学、

卫生学的知识；掌握幼儿双语（普通话、英语）、阅读

与写作的知识；掌握幼儿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等

有关知识；掌握幼儿各科教学方法；具备基本的计

算机和英语知识”。

３．２．２　能力要求方面　要求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
具有从事学前教育和保育必备的基本技能，具有开

展各种学前教育活动的组织指导技能和一定的幼

儿园班级管理、园务管理技能；具有良好的口语表

达技能和音乐、体育、舞蹈、美术等艺术表现技能，

在口语表达能力、“三字一画”（毛笔字、钢笔字、粉

笔字和简笔画）、幼儿手工制作和使用、幼儿体育与

游戏的组织等教育教学技能诸多方面有一定专长；

具有从事幼儿英语教学的技能；具有使用计算机等

多媒体手段制作课件的技能；具备一定的创新能力

和教育科研能力，能够初步胜任从事幼儿教育科学

研究工作。

３．２．３　素质要求方面　要求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
达到：“学生热爱祖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

点，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相关内容，

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热爱学前教育

事业，热爱儿童，具有强烈的工作责任感，良好的行

为习惯和职业道德；具有较为扎实的人文基础知

识，有较高的人文修养，了解中国文化及历史，掌握

基本的人文知识。掌握较为系统和全面的学前儿

童身心发展和教育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懂得学

前儿童教育教学规律，树立正确的儿童观和教育

观；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有健康的心理，保持乐观

自信的心态，能够正确面对生活中的挫折与失败，

正确看待各种社会现象；有较强的意志力和吃苦耐

劳精神，自强不息，顽强进取；具有健康的体魄，能

胜任较繁重的工作任务”。

３．２．４　职业资格证书要求　我国教师资格条例规
定：凡是２０１３年（含２０１３）以后入学的师范类学生，
也必须参加国家统一的教师资格证书考试，考试合

格后方能取得教师资格。为了适应这一新的教育

形势需要，专门对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在职业资格

证书方面作了要求，要求毕业生必须具有下证书：

学前教育专业专科毕业证书、幼儿教师资格证书、

教师职业技能（三笔字、简笔画以及弹、唱、跳技能）

测试证书、普通话水平等级测试证书等。另外，也

可自愿考取非计算机专业计算机文化基础等级测

试证书、公共营养师、育婴师、保育员等职业技术资

格证书。

３．３　调整学制及学分要求，加强专业课程的学分
比例

高等师范教育专科学前教育专业学制５年，前
两年为中专阶段，后三年为大专阶段，要求修满２０６
学分方能毕业。其中文化基础课程５８学分，专业
理论课程２６学分，专业技能课程５４学分，方向选
修课３８学分，集中实践教学课程３０学分。按教学
计划要求修完所有课程并获得专业要求学分，颁发

枣庄学院全日制普通专科毕业证书。其中专业课

程的比例占总学分的３８．８％，同时增加了实践教学
课程的比重，实践教学课程的学分比例占总学分的

１４．６％。
３．４　重新确立了核心课程

核心课程包括文化基础课程、专业理论课程和

专业技能课程。其中，文化基础课程主要包括阅读

和写作、数学、英语、政治、人文社会、基础自然科

学、计算机文化基础等；专业理论课程主要包括学

前卫生学、学前心理学、学前教育学、幼儿园教育活

动设计等；专业技能课程主要包括乐理与视唱练

耳、声乐、舞蹈基础、钢琴基础、幼儿歌曲弹唱与伴

奏、美术、手工、书法、普通话、现代教育技术等。

为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根据学生学习成绩，结合专业特长，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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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生在第四学年和第五学年进行专业方向选修

教学。具体方案如下。

（１）召开教学专题研讨会，在原人才培养方案
的基础上，广泛征求意见，制定新的符合幼儿教师

培养要求和学生学习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草案，在

教研室主任会议及教师座谈会上研讨方案的具体

开设课程及实施细则，最后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

论，形成一致意见后，最终确定执行方案。

（２）实施阶段。第一阶段，进行发动动员。各
班主任召开主题班会，传达方案要求，重点指导学

生进行专业方向的选择，即技能方向和理论方向，

并公布人才培养方案的详细内容，尤其各方向的开

设课程及修读学期。第二阶段，确定选修方向名

单。学生根据个人学习成绩，结合专业特长以及未

来发展方向，采取自愿报名的方式，经各教研室组

织评价，确定技能和理论方向的选修名单。第三阶

段，分班教学。根据选修专业方向名单，按一定学

生数额进行重新编班教学。班主任做好前期动员、

指导工作。专业方向的选修，关系到每位学生的切

身实际以及发展要求，各班主任应以认真、负责的

态度做好指导工作，帮助学生正确评价自己，引导、

指导学生选择相对适合和擅长的方向。

４　抓好人才培养方案具体实施和落
实，加强实践课程教学

　　新的人才培养方案制订后，能否收到预期效果
和将会达到什么样的结果，关键在于落实和实施。

首先，学院组织教学人员加强对新的人才培养

方案的学习，了解新培养方案的精神，并要求在教

学工作中切实做好落实。

其次，加强课堂教学常规管理，向课堂要教学

质量。做好期初、期中和期末的常规教学检查工

作，确保教学工作的有效实施。同时，为提高教师

自身业务素质，学院相继举办“全员教学技能大赛”

“青年教师教学新秀大赛”和“微格教学比赛”等，

通过这些比赛活动，在提高教师自身业务素质的同

时，带动了学院教学质量的提高。

再次，强化教师科研活动，以科研促教学。鼓

励教师积极申报各级各类科研课题，选派教师参加

各级各类的学术会议，以增强学院教师的科研意

识，提高他们的科研能力和水平。

在强调课堂教学质量、提高教师素质的同时，

为了提高学生的素质和教学技能，加强实践教学，

增加实践教学的时间，并采取多种形式的见实习教

学活动，加强与教学实践基地的平时联系，保证实

践教学的质量。

为适应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对师资培养的需求，

从实战角度强化教师基本技能的教学与训练，检验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培养质量，全面提升学前教育

学生的教学技能和实践应用能力，充分调动学生专

业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着力培养学生

的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进一步提高求职技能，提

升就业竞争力，促进教师教育的发展。相继举办

“学前教育专业从业技能大赛”“弹唱比赛”“舞蹈

展演”“手工制作比赛”“儿童剧比赛”和“英语口语

比赛”等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不仅使学生的能力得

到锻炼和提高，同时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保

证了学院教学的质量和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最近

几年的毕业生在用人单位受到了较高的评价。

“木桶原理”告诉我们，一只水桶盛水的多少，

并不取决于桶壁上最高的那块木块，而恰恰取决于

桶壁上最短的那块。地方本科院校下属的众多二

级学院，恰似组成地方本科高校这个“大木桶”上的

“众多木板”，要想实现地方本科高校的顺利转型，

离不开下属二级学院的共同努力，但愿每一个二级

学院都不要做那个“影响水桶盛水的那块短板”，在

准确定位自己专业特色的基础上，强化和提高自身

实力，为所在学校顺利转型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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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应用科学大学教授的三重资格
———应用科学大学聘任教授的法定前提条件及

对其在聘任程序中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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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德国，成为应用科学大学教授的三个核心聘任前提条件是：学术资格、多年的职业实践经验、教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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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去。对三重资格的要求确立在德国各州的高等院校法里，体现了高等教育政策所坚信的：只有亲身深入经历

过理论结合实际的经验，这样的教授才有能力从事真正的应用型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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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①的独特特色是其应用导向

性。②应用科学大学应当通过教学、学习、培训，以

及紧密结合实际的科研与研发促进应用科学的发

展。③应用科学大学只有在拥有具备三重资格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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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的情况下才能完成法律赋予的任务。这三重资

格指的是学术资格、职业实践经验和教学能力。三

重资格作为成为应用科学大学教授的入门砖，已被

证明是“德国应用科学大学模式”的重要成功因素。

围绕培养实践性强的专业后继人才而展开的应用

型教学与研究，其学术性因此也可以得到保障。

本文将首先概括性地阐述在各联邦州都相同

的教授聘任前提条件④（第２部分）。通过举例介
绍一些调控机制，将明晰对这三重资格的考核在聘

任实务中是如何得到保障的 （第３部分）。聘任程
序中严格的形式要求虽然是为了从程序上确保对

三重资格的考核，但另一方面也往往成为潜在的易

出现错误的地方。本文因此也将介绍这样的问题

所在。此外，这也会导致聘任程序的持续时间变得

很长 （第 ４部分）。最后，本文总结大意，并对聘任
程序的改革作一些粗浅思考 （第５部分）。

１　三重资格：学术资格、职业实践经
验、教学能力

　　德国作为一个联邦制国家，联邦和各州，也就
是１６个州，都享有立法权。针对高等院校的立法
权（Ｇｅｓｅｔｚｇｅｂｕｎｇｓｋｏｍｐｅｔｅｎｚｅｎ），不是联邦，而是各
州享有⑤。联邦制定的《高等院校框架法》（Ｈｏｃｈｓ
ｃｈｕｌｒａｈｍｅｎｇｅｓｅｔｚ）因而已经被多次要求无替代地取
消。正如其法律名称所暗示的，这部法律只确立了

一般性的框架规则，也就是说，各州需要在其自身

的高等院校法里细化和限制这些框架性条款。《高

等院校框架法》第 ４４条里确定了聘任公立高等院
校教授的最低要求。该条文如下：“在公务员法规

定的一般要求之外，原则上，聘任教授的前提条件

如下 （１）高校毕业，（２）具备教学能力，（３）具备
从事学术工作的特殊能力，一般通过高质量的博士

研究证明，等等．此外，根据岗位要求的不同 ａ）取
得了额外的学术业绩，ｂ）额外的艺术方面业绩，或
者ｃ）在应用或发展科学知识和方法方面，在多年
的职业实践中取得了特殊业绩。”

一般来说，在德国，聘任的教授都取得终身制

公务员身份。《高等院校框架法》第 ４４条 提及了
“公务员法规定的一般要求”。此处主要指的是满

足公务员法里列出的构成公务员关系的一般性前

提条件⑥。这些任命公务员的前提条件在《公务员

法》Ｂｅａｍｔｅｎｓｔａｔｕｓｇｅｓｅｔｚ（ＢｅａｍｔＳｔＧ）第 ７条里得到
了进一步的定义，诸如对国籍的规定和对德国宪法

核心价值观与结构体系的认同等。

原则上，《高等院校框架法》第 ４４条同样适用
于综合大学和应用科学大学的教授聘任。前法４４
条第４项对不同教授岗位的聘任条件进行了区分：
综合大学教授必须能够证明其取得了４４条４ａ项
意义上“额外的学术业绩”。除了通过教授资格考

试（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之外，取得初级教席（Ｊｕｎｉｏｒｐｒｏｆｅｓ
ｓｕｒ）、或者在大学以外的科研机构工作的经历都可
被视为此处合适的额外学术业绩证明。通过教授

资格考试（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可被认为在一个特定的科
学领域具有突出的、独立进行科学研究和独立教学

的能力 （“教学资格 Ｌｅｈｒｂｅｆｈｉｇｕｎｇ”，即 ｆａｃｕｌｔａｓ
ｄｏｃｅｎｄｉ）。在大多数州，通过教授资格考试后便直
接授予当事人在各大学的特定学科领域进行独立

教学的权利 （“教学权利 Ｌｅｈｒｂｅｆｕｇｎｉｓ”，即 ｖｅｎｉａ
ｌｅｇｅｎｄｉ）⑦。教授资格考试只能在一所综合大学，并
且在正规的教授资格审核程序范畴内完成。应用科

学大学由于不具备教授资格授予权而不得实施教

授资格授予程序。一般来说，获得教授资格需要递

交教授资格审核论文（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ｓｃｈｒｉｆｔ）并通过
答辩（Ｋｏｌｌｏｑｕｉｕｍ）。此外，是否具有在综合大学教
学授课的能力则通过试讲来确定 ⑧。

应用科学大学的教授不需要取得额外的学术

业绩，取而代之的是原则上需要证明具有 《高等院

校框架法》第４４条４ｃ项意义上多年的职业实践经
验。但是，一些州的高等院校法规定，在有理由的特

殊例外情形下，虽然申请者没有职业实践经验，但

若能够证明取得了额外的学术业绩，特别是取得了

教授资格，也可以聘任为应用科学大学教授。⑨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以下将以下萨克森州的规定为例进行介绍。

在联邦制改革的进程中，高等院校的立法权被转移到了各州，《高等院校框架法》对下萨克森州也就失去了意义，参见Ｅｐｐｉｎｇ，ｉｎ：
Ｅｐｐｉｎｇ（Ｈｒｓｇ．），Ｈａｎｄ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Ｎｉｅｄｅｒｓｃｈｓｉｓｃｈｅｓ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ｇｅｓｅｔｚ，２０１５，§２５Ｒｎ．６．

Ｐａｕｔｓｃｈ，Ｋｏｍｐｅｎｄｉｕｍｚｕｍ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ｕｎｄ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ｒｅｃｈｔ，２．Ａｕｆｌａｇｅ２０１６，Ｓ．２０９．
Ｄｅｔｍｅｒ，ｉｎ：Ｈａｒｔｍｅｒ／Ｄｅｔｍｅｒ（Ｈｒｓｇ．），Ｐｒａｘｉｓｈａｎｄｂｕｃｈ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ｒｅｃｈｔ，２．Ａｕｆｌａｇｅ２０１１，Ｓ．１２７．
例如，可参见哥廷根大学的教授资格授予规章（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ｒｄｎｕｎｇｄｅｒＧｅｏｒｇ－Ａｕｇｕｓ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ｔＧｔｉｎｇｅｎ），ｗｗｗ．ｕｎｉ－ｇｏｅｔｔｉｎ

ｇｅｎ．ｄｅ／ｄ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ｒｄｎｕｎｇ－ｓｔａｎｄ－２０１５／４３１２０５．ｈｔｍｌ（Ｓｔａｎｄ：１．Ｄｅｚ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６）．
参见 §２５Ａｂｓ．２Ｓ．２Ｈｓ．２ＮＨ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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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学术资格
下萨克森州高等院校法（ＮＨＧ）第２５条第１段

第３项对聘任教授的学术资格作出了如下明确规
定，即必须具备独立从事高深学术性工作的能力，

通常这个资格需要用超出平均水平的博士研究来

证明。笔者在此也同意主流的，但也有争议的观

点，即只有成绩为 “最优”（ｓｕｍｍａｃｕｍｌａｕｄｅ）或者
至少是 “优”（ｍａｇｎａｃｕｍｌａｕｄｅ）时才可以被认为
是高质量的博士研究（Ｑｕａｌｉｔｔｓ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瑏瑠。一般
来说，仅取得“良好”（ｃｕｍｌａｕｄｅ），“满意”（ｓａｔｉｓ
ｂｅｎｅ）或者 “及格”（ｒｉｔｅ）的成绩是不够的。瑏瑡在高
等院校法里没有强制规定博士研究和空缺教授岗

位的专业领域必须对口。瑏瑢 倘若博士研究的成绩不

能达到要求，在例外情况下，也可以通过其他与博

士研究相当的成绩证明，例如申请者所有学术著作

的整体质量与对博士研究高质量的要求相当。瑏瑣

基于法律赋予应用科学大学的高等教育任务，

具备独立从事高深学术性工作的能力，不但对综合

大学教授，而且对应用科学大学教授来说也是一个

强制性的聘任前提，从思维逻辑角度出发，这一点

也是必然要求。

１．２　职业实践资格
下萨克森州高等院校法（ＮＨＧ）第２５条第１段

第４ｃ项对职业实践资格作出了如下明确规定：应
用或者发展科学知识和方法的特殊业绩应当通过

至少五年的职业实践来证明，其中至少有三年应当

是在高校领域外从事的。职业实践的领域必须与

空缺教授岗位的专业领域在内容和专业上有关联

性。根据经验，只有满足了这个前提，才能使学术

资格和职业实践经验形成相互互利的共栖。瑏瑤

可以计入职业实践的只有那些能充分体现有

学术关联性的工作，也就是说，简单操作层面工作，

例如初级或者中级的业务操作工作，一般来说是不

能被考虑的。所从事的工作应当更大程度上涉及

了科学知识和方法的应用与发展，由此可以预测出

申请者因而将来也会有特别从事学术工作的能力。

例如，候选人在工程领域从事了企业硬件或者软件

产品的研发工作、取得了专利成果，或者其研究项

目获取了国家研究基金的资助、在竞赛中取得了成

果等。瑏瑥概括而言，这里的职业实践经验涉及的是独

立自主地参与企业创新的过程。同样可以被计入

的有那些直接应用科学知识和方法的工作。例如，

在法学领域的工作有律师、法官、检察官、公证员或

者行政机关法律顾问或者企业法律顾问，只要这些

工作涉及的是在应用科学方法的基础上，兼顾司法

判例和学术界观点在不同个案情境中应用现行法。

对定位于实践导向性的应用科学大学来说，对

申请者的职业实践资格作原则上的硬性规定是一

个不可放弃的聘任前提条件。新聘任的教授带到

高校的不仅是其在应用导向型教学中可以直接向

学生传授的实践经验，还有其在多年职业实践中建

立的关系网。尤其是后者对高校来说价值非凡，因

为这些在职业生涯中建立起来的个人联系对今后

与企业合作进行科研项目、寻找来自企业的外聘教

师参与教学、为学生介绍实习岗位，或者为学生寻

找毕业论文的企业指导教师牵线搭桥都会起到重

要作用。

１．３　教育与教学资格
根据下萨克森州高等院校法（ＮＨＧ）第２５条第

１段第２项，应用科学大学教授岗位的申请者还必
须通过实践经验证明取得了教育与教学资格。此

处主要指的是教学能力，也就是说，这里把教学，即

教学与学习，作为教育学内含的一部分来理解。瑏瑦教

育与教学资格必须建立在申请者自身的教学实践

经验上。这便意味着申请者必须在聘任前就已经

在高校积攒了教学经验，例如作为外聘编外教师在

应用科学大学或者综合大学任过课。对教学经验

的理解应当是广义的，在此除了担任讲授课的教师

以外，还包括从事研讨课教学、案例教学、小组练习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瑏瑥
瑏瑦

Ｒｅｉｃｈ，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ｚｕｍ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ｒａｈｍｅｎｇｅｓｅｔｚ，１１．Ａｕｆｌａｇｅ２０１２，§４４Ｒｎ．５；Ｔｈｉｅｍ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ｓ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ｒｅｃｈｔ，３．Ａｕｆｌａｇｅ２００４，
Ｒｎ．６６７；Ｐａｕｔｓｃｈ，Ｋｏｍｐｅｎｄｉｕｍｚｕｍ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ｕｎｄ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ｒｅｃｈｔ，２．Ａｕｆｌａｇｅ２０１６，Ｓ．２１１；由于实践中各个学科往往有十分不同的成
绩制定风格，因而存在相反意见，参见Ｄｅｔｍｅｒ，ｉｎ：Ｈａｒｔｍｅｒ／Ｄｅｔｍｅｒ（Ｈｒｓｇ．），Ｐｒａｘｉｓｈａｎｄｂｕｃｈ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ｒｅｃｈｔ，２．Ａｕｆｌａｇｅ２０１１，Ｓ．１２６．

不同成绩等级可参考 §２７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ｓｏｒｄｎｕｎｇｄｅｒＪｕｒ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ＦａｋｕｌｔｔｄｅｒＧｅｏｒｇ－Ａｕｇｕｓ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ｔＧｔｔｉｎｇｅｎ，ｗｗｗ．ｕｎｉ－ｇｏｅｔｔｉｎ
ｇｅｎ．ｄｅ／ｄｅ／３６７２６．ｈｔｍｌ（Ｓｔａｎｄ：２０．Ｊｕｎｉ２０１６）．　

Ｅｐｐｉｎｇ，ｉｎＥｐｐｉｎｇ（Ｈｒｓｇ．），Ｈａｎｄ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Ｎｉｅｄｅｒｓｃｈｓｉｓｃｈｅｓ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ｇｅｓｅｔｚ，２０１５，§２５Ｒｎ．１４．　
Ｐａｕｔｓｃｈ，Ｋｏｍｐｅｎｄｉｕｍｚｕｍ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ｕｎｄ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ｒｅｃｈｔ，２．Ａｕｆｌａｇｅ２０１６，Ｓ．２１２．
Ｂｕｎｄｅｓ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ｇｅｒｉｃｈｔｓｅｎｔｓｃｈｅｉｄｕｎｇ（ＢＶｅｒｆＧＥ）８８，１２９（１４０ｆ．）．　
Ｅｐｐｉｎｇ，ｉｎ：Ｅｐｐｉｎｇ（Ｈｒｓｇ．），Ｈａｎｄ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Ｎｉｅｄｅｒｓｃｈｓｉｓｃｈｅｓ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ｇｅｓｅｔｚ，２０１５，§２５Ｒｎ．３２．　
Ｍüｌｌｅｒ－Ｂｒｏｍｌｅｙｉｎ：ＢｅｃｋＯＫ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ＲＮｉｅｄｅｒｓａｃｈｓｅｎＮＨＧ，１．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６，§２５Ｒｎ．９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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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教学等。实践教学经验是不能仅通过参加了高

校教学培训或者进修班，或者因为在聘任程序中试

讲成功就可以证明的。瑏瑧

最近几年来，作为聘任前提条件之一的教育与

教学资格越来越受到重视。通常都会要求申请者提

交以前任课的评估结果。由于应用科学大学聘任

的教授今后主要从事教学，所以其申请者应当在被

聘任前就已经深入研究了教学理论、方式与方法、

如何构建课堂教学等问题，并形成了自己的教学特

色。如果申请者对学术性教学和与学生沟通不感

兴趣，或者不能很好展开教学活动，则不会被认为

具有在应用科学大学担任教授的必要资格。但是，

对申请者在教育和教学资格方面的要求也不能过

于严格。申请者不需要已经是教学领域的大师。

重要的是申请者如被聘任，之后将仍然会继续提高

其教学水平，并参加高校为教师提供的教学方法进

修班等活动。这一点可以在签署聘任协议时作为

约定内容确立下来。

２　聘任程序中确保聘任条件的有效
工具

　　整体而言，聘任程序是高校为确保科研和教学
质量，在内部采用的核心调控工具中的一种。对任

何一所高校来说，由于其聘任的教授将长时间影响

其特色、发展的战略定位和学术声誉，并极大程度

决定高校的创新潜力和未来发展前景，所以，制定

好的聘任政策对高校生存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在此背景下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州的高等院校法

里对聘任程序作出了细致规定。这些规定就是为了

保证以上介绍的聘任前提条件在聘任实践中能够

确实得到重视和考核。

２．１　公开招聘义务
根据下萨克森州高等院校法（ＮＨＧ）第２６条第

１段，除了在极少数例外情况下，必须公开招聘教
授。这是为了确保申请程序具有透明性、公正性、

结果开放性，也是为了尽可能引起众多感兴趣的申

请者的注意，从而满足宪法第３３款第２段对择优
挑选（Ｂｅｓｔｅｎａｕｓｌｅｓｅ）原则的强制性规定。择优挑选
原则的要求是，招聘的教授席位必须根据资格、能

力和专业领域授予最优秀的申请者。从一开始就局

限于某一个人的招聘公告是不容许的。瑏瑨 招聘公告

应当公布于潜在申请者通常会查询的地方，也就是

说除了在高校的网页上还特别应当刊登在相应的

专业期刊，以及跨地域的日报上。

２．２　设立聘任组委会（Ｂｅｒｕｆｕｎｇｓｋ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和
学校各委员会的参与

根据下萨克森州高等院校法（ＮＨＧ）第２６条第
２段 ，学院院务会（Ｆａｋｕｌｔｔｓｒａｔ）负责拟定聘任建议
（Ｂｅｒｕｆｕｎｇｓｖｏｒｓｃｈｌａｇ）。根据下萨克森州高等院校法
（ＮＨＧ）第４４条第１段，学院院务会有决定涉及所
有科研与教学中具有重大意义事务的权利。聘任

程序直接触及到高校的自身人员补充权利

（Ｓｅｌｂｓｔｅｒｇｎｚｕｎｇｓｒｅｃｈｔ），将长期影响一个学院的人
事构成和特色，因此属于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务。学

院院务会由不同类别的员工，即教授、学术助理、学

生以及行政人员选举组成，但教授与其他类别员工

相比，其席位比其他类别员工席位的总和多一个。

依据下萨克森州高等院校法（ＮＨＧ）第２６条第
２段的规定，由学院院务会设立一个聘任组委会。
聘任组委会的任务是实施整个聘任程序，也就是从

初步挑选申请者、进行面试、申请人试讲，一直到最

后向学院院务会提出一般有３个人选的聘任建议
（三人名单（“Ｄｒｅｉｅｒ－Ｌｉｓｔｅ”））的过程。当然，只有
当确实有３名合适的候选人存在时，才能拟制出一
份三人名单。在特殊并且理由成立的情况下，例如

经过多次公开招聘仍无法获得足够候选人，那么也

可以提交一份二人名单，甚至一人名单。因为申请

人具备法定资格比提出三人名单的要求更重要，也

因此应当优先考虑。此种情况下，聘任组委会必须

详细说明为什么只建议了两人或者一人。

聘任组委会不是高校的常设机构，而是在有需

要聘任教授的个案情况下临时设立的一个小组委

员会，由其专门负责提供聘任人选建议。不同类别

的员工也都必须向聘任组委会派遣其代表，但教授

的投票权占多数。为了确保程序的公正性和结果

公开性（ｅｒｇｅｂｎｉｓｏｆｆｅｎ），必须有其他高校的教授参
与聘任组委会的工作（“外部成员 ｅｘｔｅｒｎｅＭｉｔｇｌｉｅｄ
ｅｒ”）。通过确定这样的外校参与义务，可以避免出
现与择优挑选原则不相符的现象，例如在内部事先

决定，或者非正式因素产生影响等。让外部成员

（校外成员）参与的目的是保证程序的透明度，这也

瑏瑧
瑏瑨
Ｅｐｐｉｎｇ，ｉｎ：Ｅｐｐｉｎｇ（Ｈｒｓｇ．），Ｈａｎｄ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Ｎｉｅｄｅｒｓｃｈｓｉｓｃｈｅｓ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ｇｅｓｅｔｚ，２０１５，§２５Ｒｎ．１１．
Ｅｐｐｉｎｇ／Ｎｌｌｅ，ｉｎ：Ｅｐｐｉｎｇ（Ｈｒｓｇ．），Ｈａｎｄ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Ｎｉｅｄｅｒｓｃｈｓｉｓｃｈｅｓ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ｇｅｓｅｔｚ，２０１５，§２６Ｒｎ．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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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会提高聘任组委会成员始终遵守聘任程序法

定规则的主动性。为了保证男女受到平等对待

（Ｇｌｅｉｃｈ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ｓａｕｆｔｒａｇｅｓ），男 女 平 等 对 待 委 员
（Ｇｌｅｉｃｈ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ｓｂｅａｕｆｔｒａｇｔｅ）也会参与聘任组委会的
工作。另外还要求在聘任组委会里至少４０％ 有表
决权的成员是女性。

原则上，聘任组委会必须请外部鉴定人员就进

入到最后一轮选择的申请者作比较鉴定。但是，如

果在聘任组委会中至少有三名外部成员，可以不作

此要求。一旦聘任组委会制定了其聘任人员建议，

高校其他委员会必须就聘任组委会提交的名单建

议展开研究。首先，学院院务委员会应当就聘任组

委会提交的名单作出决议。其次，作为学校层面自

治委员会的学校校务委会和平等对待委员需要发

表其意见。之后，聘任人员建议提交至校长办公

室，由其作出决定。接下来，聘任人员建议提交至

州的科研部作决定。最后，州科研部任命教授。瑏瑩

２．３　避免做出不客观决定的回避规则
在一些学科领域里，特别是在一些小众专业领

域，经常会出现聘任组委会里的成员基于不同场合

已经认识某些申请者。要保证聘任程序的质量，就

必须以程序的客观性和聘任组委会成员与各申请

人之间保持距离为前提。以下是强制性规定聘任

组委会成员需要回避的情形：组委会成员是空缺教

席的前所有人、组委会成员与申请者之间有亲属关

系、组委会成员受雇于申请人，或者在过去５年内
曾经受雇、组委会成员在过去５年内在申请者的学
术考试中担任过指导教师或者鉴定人。

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出现下列情形也可以被

视作存在回避理由：与申请者之间有紧密的学术合

作关系，例如共同展开科研项目，或者出版著作。

如果以前与申请者间有紧密的同事关系，也可以被

认为是回避理由。但如果仅仅是认识申请者，则还

不构成回避理由。高校处理回避情形要求越来越

严格，这是因为，如果有相互竞争的申请者基于违

反回避规则的原因到行政法院提起竞争者诉讼

（Ｋｏｎｋｕｒｒｅｎｔｅｎｓｔｒｅｉｔｖｅｒｆａｈｒｅｎ），则在行政法院认定确
实存在违反回避规则的情况下，行政法院会取消意

图授予的聘任书，从而导致整个聘任程序必须重新

进行。

２．４　进行试讲
一般来说，经过基于申请材料的挑选和面试而

得以进入最后一轮筛选的申请者都会被邀请进行

试讲。申请者事先会得到一个讲题。试讲当着学

生和聘任组委会的成员进行，试讲过程中也会要求

有一部分用英语进行。采用这种方式，非常适合对

试讲人的积极性、自信度、教学方法，以及其在实践

导向型教学能力方面取得直观印象。因为在德国

的应用科学大学一般来说都实行小班教学，因此，

聘任组委会的成员也会在试讲中主要考察申请者

是否能够挑起学生参与研讨的主动性、是否能够阐

明学习目标、是否能够根据实践中的案例把学生必

须了解的知识应用与转换之间的关系阐释清楚。

试讲结束后，听讲的学生需要通过填写评估卷的方

式评价课堂教学。学生的评价结果将直接成为聘

任组委会商议的根据。当然，尽管不能过度评价某

一试讲的结果，但如果申请者的试讲不能令人信

服，一般来说，他在所有申请者中获取较好排名的

机会也不大。

３　聘任实务中存在的困境
以下将示范性地列举在教授聘任实务中常常

遇到的问题：一是应聘的人数较少；二是聘任程序

越来越复杂且过于形式化，因而也越来越容易出现

程序错误；三是整个聘任过程耗时极长。

３．１　应聘人数不充足
恰恰是应用科学大学越来越面临招教授难的

问题。在很多学科领域，特别是工程学和信息学领

域，经济界对专业人才和领导人才也有很大需求，

所以，应用科学大学通常很难赢得新教授。根据当

前的一个调查，应用科学大学空缺的电子电气教席

中，每三个招聘的教授岗位中只有一个能被填补。瑐瑠

至少有５年工作经验的专业人才在企业里往往已
经取得了在高级管理层负责人事与预算的职务。

应用科学大学对这一目标群体能够提供的框架条

件并不是很具有吸引力，因为与经济界相比，高校

的薪酬明显低得多，而且每周１８个课时的教学任
务也较重，另外科研机会也不如在经济界那么多。

瑏瑩

瑐瑠

针对基金会高校，根据下萨克森州高等院校法（ＮＨＧ）第５８条第２段第４句，科研部可以把聘任教授的权利转移到基金会高校，即
高校校办公室与基金会委员会共同聘任教授。对教授在公务员法意义上的任命则由高校校长实施。（下萨克森州高等院校法（ＮＨＧ）第
５８条第１段）

Ｇｒüｎｂｅｒｇ，ＷｏｈｅｒｓｏｌｌｅｎｄｉｅｖｉｅｌｅｎＰｒｏｆｓｋｏｍｍｅｎ？ＦＡＺｖｏｍ２．６．２０１６，Ｓ．７．



第４期　　　　　　　　　　　　　 ＨｅｎｄｒｉｋＬａｃｋｎｅｒ：德国应用科学大学教授的三重资格 　　　　　　　　　　　７１　　　

尽管很多高校都支付聘任津贴，但对很多来自企业

的申请者来说都要做好收入急剧下降的准备。

申请者人数少也会很大程度地对聘任程序的

持续期起负面影响。聘任组委会在第一次招聘后，

如果发现无法形成三人名单建议，则必须进行第二

次，甚至第三次招聘。

３．２　程序的错综复杂化导致大量行政消耗
由于步骤繁多、参与面广泛、文件记录义务要

求高，聘任程序现在已经变得错综复杂且拘泥于形

式，以至于很多聘任组委会都无法胜任这些工作。

同时，很多高校成员又没有自愿参与聘任组委会工

作的积极性。此外，为了使聘任程序符合法律要

求，聘任组委会的成员具备一些初级法律知识是很

有必要，也是很有帮助的，但很多聘任组委会的成

员却不具备这样的法律知识。聘任程序的形式要

求非常严格，如果存在程序或者形式上的错误，那

么与实体内容上出现错误一样，可能会导致法院宣

布聘任决定无效。

３．３　聘任程序持续期过长
为了确保择优挑选原则，做出客观的挑选决定

是至关重要的。但追求高质量的聘任程序，其代价

往往是程序持续期会很长。程序持续期不仅仅是

一个量上的数值，有时候会有合格的申请者因为程

序持续期过长而撤回申请，或者接受很快就结束聘

任程序的高校对其的聘任。总体而言，德国应用科

学大学教授聘任的持续期都太长，很多聘任程序都

要持续好几年，出现这种情况，对于主管部门和高

校管理层来说，都有理由共同想出加快程序的措

施。下萨克森州科研部采取的方法是在高校与科研

部签署的目标协议中，把聘任程序的持续期作为一

项协议内容来规定。

４　关于改革的思考和全文总结
教授具备三重资格是确保德国应用科学大学

应用型特色不可弃的前提条件。三重资格的要求

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所以应当作为坚持原则继续

下去。现在，在学术政策层面已经提出了更多灵活

性的要求，例如高校联席会议（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ｒｅｋｔｏｒｅｎ

ｋｏｎｆｅｒｅｎｚ）目前提出的“赢得应用科学大学教授的
建议”瑐瑡就已经走上了正确的方向。为了更好地规

划成为应用科学大学教授的职业轨道，并向潜在的

感兴趣者介绍这种可能性，现在急需的是找到能够

达到上述目的的创新模式，也就是说，我们要促进

学术界与职业领域进行专业合作，以便学术人员可

以取得要求的职业实践经验。有一种“互助项目

（Ｔａｎｄｅｍ－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是很有发展前途的。参与
这种项目的人，由于高校和企业的研发机构共同实

施科研项目，所以可以同时在高校和企业工作，也

就是说，他们不仅与高校，也与企业签订劳动协议，

因此，一半的工作时间用于在企业工作，另一半的

时间作为履行特别任务的教师（Ｌｅｈｒｋｒｆｔｅｆüｒｂｅ
ｓｏｎｄｅｒｅＡｕｆｇａｂｅｎ）在高校工作，但授课任务也相应
减少。我们可以在这种互助项目的范畴内补充以

高校教学法培训活动，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为培养

未来的应用科学大学教授而订制的资格项目。针对

这个问题的讨论也使得解决应用科学大学博士学

位授予权的问题变得更为紧迫。瑐瑢

在学术政策层面就应用科学大学招纳教授展

开的重要讨论中，通过最新对应用科学大学人力资

源的招纳与发展作出的建议，德国科学委员会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ｒａｔ）再次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瑐瑣除了
上面提到的互助项目，科学委员会建议引入“共享

教席（Ｇｅｍｅｉｎｓａｍ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ｕｒｅｎ）”，即教授同时在企
业和高校工作的制度，以及 “非全日制教席

（Ｔｅｉｌｚｅｉｔｐｒｏｆｅｓｓｕｒｅｎ）”的机制。
此外，在学术政策层面还需要对聘任程序的模

式进行改进。笔者在此建议继续优化高校内部的

流程。很多高校设立了专职的教授聘任委员，并取

得了很好的效果。这种方式是高校确定一名管理

层的员工，由其从行政方面管理高校的所有聘任程

序、支持聘任组委会的工作，目的是使聘任程序能

够高效进行。许多应用科学大学现在也制定了教

授聘任规章或者教授聘任准则，以此实现对聘任程

序的每一个具体步骤作出详细的流程描述。

　　在中国，就应用科学大学教授的（下转第８３页）

瑐瑡

瑐瑢
瑐瑣

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ｒｅｋｔｏｒｅｎｋｏｎｆｅｒｅｎｚ（ＨＲＫ），Ｅｍｐｆｅｈｌｕｎｇｄｅｓ１３４．ＨＲＫ－Ｓｅｎａｔｓｖｏｍ１３．１０．２０１６，ＧｒｕｎｄｓｔｚｅｆüｒｅｉｎｎａｃｈｈａｌｔｉｇｅｓＢｕｎｄ－
Ｌｎｄｅｒ－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ｚｕｒＧｅｗｉｎｎｕｎｇｖｏｎ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ｉｎｎｅｎｕｎ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ｅｎａｎ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ｎｆüｒａｎｇｅｗａｎｄｔｅ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ＨＡＷ）ｂｚｗ．Ｆａｃｈ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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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 Ｐａｕｔｓｃｈ，ＮＶｗＺ２０１２，６７４ｆ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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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就业状况分析
——— 对基尔应用科学大学的研究

ＫａｔｅｒｉｎａＨｏｍｏｌｋｏｖａ１，ＡｎｎｅｋａｔｒｉｎＮｉｅｂｕｈｒ１，２
（１．劳动力市场与职业研究所，基尔　２４１０６德国；２．克里斯蒂安－阿尔伯特基尔大学，基尔　２４０９８德国）

摘　要：高校毕业生是否能在毕业后顺利进入劳动力市场对其今后的职业生涯会产生很重要影响。毕业生是
否能成功就业也是衡量高校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总体来看，基尔两所高校的毕业生都能够很成功地进

入劳动力市场。大部分毕业生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可以找到与自身资质匹配的正式工作。个人素质、所学专业、

学历层次和学习成绩都会影响学生就业，这些因素尤其会对毕业生的首份工作和工作起薪产生很大影响。超

过５０％的毕业生都留在高校所在地区就业。另外，基尔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具备的优势因素是，他们在毕业前
就已经在当地的企业积累了大量工作经验。

关键词：德国劳动力市场；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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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ＬａｂｏｒＦｏｒｃｅＭａｒｋｅｔ＆ＣａｒｅｅｒＳｔｕｄｙ，Ｋｉｅｌ２４１０６；
２．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Ａｌｂｒｅｃｈｔ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Ｋｉｅｌ，Ｋｉｅｌ２４０９８，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ｈｅｔｈ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ｃａｎｅｎｔｅｒｉｎｔｏｔｈｅｊｏｂｍａｒｋｅｔ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ｗｉｌ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ｉｒｆｕｔｕｒｅｃａｒｅｅｒｓｔｏａｇｒｅａｔｄｅｇｒｅｅ，ｗｈｉｃｈｉｓａｌｓｏ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ｉｎＫｉｅｌｃａｎｍａｎ
ａｇｅｉｔｖｅｒｙｗｅｌｌ，ｍｏｓｔｏｆｗｈｏｍｃａｎｆｉｎｄｊｏｂｓｉｎｌｉｎ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ｒｏｗｎａｐｔｉｔｕｄｅｓｓｏｏｎａｆｔ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ｉｏｎ．
Ｓｕｃｈ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ｓ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ｄｅｇｒｅｅａｎｄ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ｗｉｌｌｉｎｌｕｅｎｃｅｔｈｅｉｒｆｉｒｓｔ
ｊｏｂｓａｎｄｓａｌａｒｉｅｓ．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５０％ ｏｆｔｈｅｍｗｉｌｌｇｅｔｅｍｐｌｏｙｅｄ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ａｒｅｌｏｃａｔｅｄ．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ｏｆ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ｆｒｏｍＫｉｅ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ｙｈａｖｅａｌｒｅａｄｙｇｏ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ｉ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Ｇｅｒｍａｎｙｌａｂｏｒｆｏｒｃｅｍａｒｋｅ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ｆｉｒｓｔｊｏｂ；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０　引　言
很多群体都十分有兴趣了解高校毕业生进入

到劳动力市场的过渡情况，以及他们在职业生涯初

期阶段的就业状况。首先，毕业生最感兴趣的是踏

入职业生涯的第一步是否能走成功，以及在学校学

到的技能和能力是否在劳动力市场用得上。很多

调查都显明，目前在德国，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

来说，就业情况总体来说很不错。［１－２］２０１４年高校
毕业生的失业率是 ２．６％，可以说达到了充分就
业。［３］尽管这个结果很好，但在公共讨论中，高校毕

业生的就业状况总是时不时地成为热点。在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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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问题主要是学生是否一毕业就马上能够顺利

找到合适的工作。例如，就此展开过关于学生毕业

后在企业实习的讨论。［４］一些研究认为，毕业生进

入职场的开端对接下来的就业经历会有很重要的

影响。高校毕业后如果不能顺利进入劳动力市场，

将会对毕业生今后的就业持续性地产生负面影

响。［５－６］

对高校来说，其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是否能够

取得成功，也是衡量教学成果的一个重要标准。学

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状况也显示了高校人才培养

的内容在多大程度上是符合劳动力市场需求的。

对高校所处地区的企业来说，分析毕业生初次就业

状况，也为他们在招纳年轻的高素质劳动力时提供

了参考因素。他们首先感兴趣的是有多少毕业生

会在当地就业，还是迁出到外地就业。很多分析研

究都证实，高校对地方经济发展起着很大积极作

用。［７－８］高校人才培养对地方提供就业机会的影响

也是一个重要维度 。［９］尤其是当大部分毕业生在

学业结束后都留在高校所在地区就业，那么这样的

影响就更值得思考了。特别是对那些地处边远、人

口稀少、只能有限吸引其他地域高素质人才的地区

来说，在当地存在高等院校就显得更为重要。

本文将介绍基尔应用科学大学（ＦＨＫｉｅｌ）毕业
生初次就业和就业早期阶段状况调查研究的主要

结论 。［１０］我们会把其中一些结论与克里斯蒂安 －
阿尔伯特基尔大学①曾经做过的一次类似研究［１１］

的结果作对比。虽然过去已经有一些调查研究涉

及了德国高校毕业生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状

况，［１２－１３］但这些分析研究主要建立在对毕业生做

出的问卷调查基础之上。与这些调查研究所不同

的是，本文介绍的结果是以电脑数据记录为基础

的。这些数据记录综合了学校对学生做出的统计

数据和依据社会保险登记情况得出的就业状况统

计数据。我们研究的对象是基尔应用科学大学

２００５至２０１４年顺利结束学业的毕业生。基尔大学
毕业生的相关情况针对的是１９９８至２０１０年的毕
业生。

本文总结了从不同维度出发研究毕业生初次

就业状况得出的结论。我们研究了学生毕业后首

份工作的类型、直到找到第一份正式工作所用时间

和薪酬。此外，我们还分析了毕业生在大学学习前

和毕业后的流动性。我们还以性别、学科领域和取

得学历的差异为出发点，考察了不同毕业生就业状

况的区别。在数据情况允许，并且进行相互比较有

意义时，我们还会在两种类型高校的毕业生之间进

行比较。原则上来说，对两类高校的毕业生不能毫

无保留地直接进行对比。首先，有统计数据的前几

批基尔大学毕业生恰好遇到了德国就业市场不景

气的阶段。２００５至２０１４年，德国的失业率明显下
降，在此期间毕业的学生也就明显容易就业。此

外，两类高校的毕业生具有不同的典型特征，而这

些因素对初次就业也产生很大影响。例如，这些典

型特征包括年龄、学习的专业、学历类型，以及在大

学学习之前或者期间积累的工作经验等。

在对使用的数据记录作一简要介绍之后，第３
部分从不同纬度考察了学生毕业后初次就业的状

况。我们研究了毕业生首份工作的类型和找到首

份工作所用的时间（待业时长）。第４部分考察了
首份工作的薪酬状况和其影响因素。第５部分分
析了毕业生在开始大学学习前和在就业时的流动

行为及其变化。最后一部分是对重要研究成果做

出的总结。

１　数　据
为了分析高校毕业生的初次就业情况，我们汇

集了不同渠道的信息，即基尔应用科学大学和基尔

大学关于学生的统计数据和劳动力市场与职业研

究所（Ａｒｂｅｉｔｓｍａｒｋｔ－ｕｎｄＢｅｒｕｆｓ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ＩＡＢ）的被
称为综合就业经历（ＩＥＢ）的数据。数据记录的内容
是可以追溯到的两所大学毕业生在大学的学习情

况，以及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业的具体信息。我

们得到了大约７３００名于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期间在基尔
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的学生的相关信息。基尔大学

毕业生的相关信息针对的是１９９８至２０１０年毕业的
学生（大约２８０００名）。由于我们就某些特征没有
获得相关信息，因此，在对数据记录进行了清理后，

观察的数据量也就有所减少。②

两所高校提供的统计数据涵盖了大学入学资

格的获取地、专业（专业方向）以及学历（Ｄｉｐｌｏｍ，本
科 Ｂａｃｈｅｌｏｒ、硕士 Ｍａｓｔｅｒ）。此外，相关的信息还有
学业年限（总学期数）、毕业考试时间、毕业成绩以

①
②
以下简称基尔大学。

使用的数据记录的具体信息参见Ｗｏｌｆ／Ｎｉｅｂｕｈｒ（２０１３）ｕｎｄＨｏｍｏＩｋｏｖ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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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解除学籍日期。ＩＥＢ则向我们提供了这些学生
的相关就业信息，如工作类型、失业期。ＩＥＢ统计数
据的来源是雇主向社会保险机构提交的社保申报

和联邦劳动局（Ｂｕｎｄｅｓａｇｅｎｔｕｒ）的福利金支付统计。
因此，这些统计数据的质量很高。在申报的劳动关

系中，需要区分正式工作和微量工作（ｒｅｇｕｌｒｅｕｎｄ
ｇｅｒｉｎｇｆüｇｉｇｅｒ Ｂｅｓｃｈｆｔｉｇｕｎｇ） 、 职 业 培 训

（Ａｕｓｂｉｌｄｕｎｇｓ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以及全职和非全职工作岗位
（Ｖｏｌｌ－ｕｎｄＴｅｉｌｚｅｉｔｓｔｅｌｌｅ）。毕业生从事哪个行业的
工作，根据他们就所属的职业规章（Ｂｅｒｕｆｓｏｒｄｎｕｎｇ）
做出的说明就可以了解到。关于薪酬的统计是日

薪。此外，ＩＥＢ还提供了用人单位的信息，以及雇员
的住址和工作地点（行政区划按照县和无县市一

级）。因此，关于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和类型，我们

有很准确的数据。但是，公务员和独立经营者没有

计算在内。学生毕业后直接当公务员或者自主创

业的情况因此没有统计。另外，ＩＥＢ对毕业生的非
就业期间（例如抚养子女期间）和在国外就业情况

也没有统计。

２　首份工作类型与待业期
研究初次就业状况的第一个最重要的纬度便

是首份工作的类型。由此可以看出学生在多大程

度上可以把所获学历的价值转变为拥有一份正式

的、须缴社保的工作（ｒｅｇｕｌｒｅｓｏｚｉａｌ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ｓｐｆｌｉ
ｃｈｔｉｇｅＢｅｓｃｈｆｔｉｇｕｎｇ）。以下分析局限于待业期（毕
业考试到开始第一份工作的时间段）最多为２年的
毕业生。因为采用这种方式便可以明显观察到取

得的学历和初次就业成果之间的关系，并且还可以

排除没有记录的因素（例如自主创业、移民、抚养子

女等）所产生之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

　　图１根据性别的不同，显示了两类高校的毕业
生从事的首份工作类型。我们对工作类型做出了

须缴社保的全职和非全职工作、微量工作（也就是

无须缴社保的工作）和职业培训。不论是性别之间

还是不同类型高校的毕业生之间，首份工作的类型

都有很大差异。总体来说，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更

加普遍地在学业结束后便直接从事一项全职工作，

这一部分占大约７０％。其他高校做出的类似分析
显示，这种类型的首份工作占比明显少于基尔应用

科学大学在此的比例［１１，１４］。基尔大学毕业生从事

微量工作、非全职工作和参加职业培训的比例与基

尔应用科学大学的毕业生相比要高。学生高校毕

业后在过渡期里往往先从事一份微量工作 以便更

好地进行职业定位，这种现象对基尔应用科学大学

的毕业生来说并不普遍，这或许是因为应用科学大

学毕业生的平均年龄相对较大，工作经验也较为丰

富。综合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后很大一部分去做职

业培训，主要是因为有一些特定职业这样要求。例

如，要在医学和法学领域取得执业资格都必须在大

学学习结束后接受专业医生培训和法学职业培训。

图１　首份工作的类型，根据性别区分
　　来源：劳动力市场与职业研究所（ＩＡＢ）的综合就业经历
（ＩＥＢ）；基尔应用科学大学与基尔大学的学生统计数据；作
者自己的分析。

　　此外，不同性别之间也存在差异。无论应用科
学大学还是综合大学的毕业生，男性较之女性更多

地从事全职工作。与同一学校的男性毕业生相比，

将近３倍的应用科学大学女性毕业生从事非全职
工作。但是，综合大学的女性毕业生在这一点上就

没有这样明显的特征。很突出的一点是，综合大学

有超过３７％的女性毕业生和２６．７％的男性毕业生
首先从事一项微量工作。这一点在应用科学大学

的毕业生中也虽然也可以观察到，但男女之间的区

别不像在综合大学那样明显。总体而言，在初次就

业率的调查中，特别是全职与非全职工作之间的区

别反映了在德国依旧影响很大的由性别决定的就

业与工作模式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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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基尔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首份工作的类型，按照学科领域区分
来源：　劳动力市场与职业研究所（ＩＡＢ）的综合就业经历（ＩＥＢ）；基尔应用科学大学与基尔大学的学生统计数据；作

者自己的分析。

　　接下来，我们根据专业领域和学历进行区分，
进一步地来考察基尔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初次就

业的状况。③ 图２显示了不同专业领域毕业生的首
份工作类型，可以看到区别是很大的。信息学、电

子电气技术、机械工程和经济学领域的毕业生从事

须缴社保的全职工作的比例高于平均水平。在社

会工作与卫生健康，还有媒体学专业领域的毕业生

从事非全职工作的情况较为普遍。这些专业的女

性学生占比很高，这估计也是产生这个统计结果的

一个重要原因。相比之下，特别是农业经济和媒体

专业领域的毕业生分别以２４％和３１％更多地先从
事一项微量工作。但尤其是信息学和电子电气学，

以及机械工程专业的学生很少毕业后必须先走这

条路。

　　可以确定的是，学历类型不同也会造成首份工
作的结构性差异（见图３）。我们在此把毕业学历
分为本科、硕士和传统学位体制下硕士（Ｄｉｐｌｏｍ）。
与之前性别和学科领域决定的区别不同，此处不同

图３　 基尔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首份工作的类型，根据毕业学历区分④

来源：劳动力市场与职业研究所（ＩＡＢ）的综合就业经历（ＩＥＢ）；基尔应用科学大学与基尔大学的学生统计数据；作者
自己的分析。

③

④

此处不适合与基尔大学进行比较，因为两所高校的专业区别很大，另外，在我们获取的数据记录里，还没有基尔大学本科（Ｂａｃｈｅ
ｌｏｒ）和硕士（Ｍａｓｔｅｒ）毕业生的信息。

译者备注：Ｄｉｐｌｏｍ是德国传统学制下的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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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间的区别并不是很大。基尔应用科学大学有

大约９０％的Ｄｉｐｌｏｍ毕业生和硕士毕业生直接从事
一项全职或者非全职的须缴社保工作。本科毕业

生中这个比例为近８０％。７８％的硕士毕业生从事
全职工作，这个比例是很可观的。Ｄｉｐｌｏｍ和本科毕
业生在此的所占比较之就低了近１０％，而且很醒目
的是，这两类毕业生中从事非全职工作和微量工作

的比例很高。不过这个现象不是因为本科毕业生

的工作经验少，或者能力不够而造成的，更多是因

为找一份合适工作相关流程造成的影响。Ｈｏｍｏｌｋ
ｏｖａ的研究结果显示，［１０］基尔应用科学大学的很多
本科毕业生在毕业前就有一份须缴社保义务的工

作，并得以积累相对很广泛的工作经验。根据不同

指标对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的详细分析还显示，即

使是年轻的本科毕业生也通常能够成功进入劳动

力市场。

学生毕业后用多长时间找到工作也是衡量是

否能够成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指标。学

生从毕业后一直到找到一份正式工作（就是一份须

缴社保的工作）所需的时间对于我们的研究是很有

启发性的。我们以下把这个期间称为待业期。图４
比较了两类高校毕业生的待业期。我们在此处可以

观察到非常明显的区别。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明

显比综合大学毕业生较快地找到须缴社保工作。

很可观的是，６６％的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在毕业考
试后三个月内就找到了正式工作，或者继续其在大

学学习期间就开始的工作关系。⑤而在综合大学仅

有三分之一的毕业生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进入

劳动力市场。其他高校做出的相应调查也显示了

相似结果。根据 Ｋａｕｌ对 Ｓａａｒｌａｎｄ大学（综合性大
学）做出的调查显示，［１４］该校３８％的毕业生可以在
大约９０天内找到正式工作。但在所有被研究的高
校中，待业期超过３个月的情况还是属于少数。
　　我们在此观察到，应用科学大学与综合大学毕
业生的待业期有十分明显的区别。在一定程度上

可能是由于毕业生初次就业时就业市场大环境不

同而造成的（见图４）。基尔大学的很多学生在毕
业时面临的就业市场条件明显比有统计数据的应

用科学大学毕业生要差，因为有统计的大多数应用

科学大学毕业生平均来说毕业较晚，从而得益于自

２００５年以来明显下降的失业率。良好的就业市场
条件会在其他前提条件一致的情况下缩短 找合适

工作的时间。此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应用科

学大学的很多学生在学业开始之前或者在学业期

间就积累了工作经验。⑥

图 ４　毕业到初次就业之间的时长
来源：　劳动力市场与职业研究所（ＩＡＢ）的综合就业经

历（ＩＥＢ）；基尔应用科学大学与基尔大学的学生统计数据；
作者自己的分析

　　Ｈｏｍｏｌｋｏｖａ的研究表明，［１０］基尔应用科学大学
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在大学学习开始之前或者

期间就在一家企业工作，毕业后他们往往会继续或

者再次在同一企业工作。有了这样在企业的工作

经验，就会明显加快学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速度。

图５比较了有和没有在企业工作经验的应用科学
大学毕业生的待业期。总体而言，没有在企业工作

经验的毕业生找工作用的时间比有在企业工作经

验的毕业生要长。有在企业工作经验的毕业生中，

超过９７％的人在毕业考试后的三个月内开始在原
来的企业工作，没有在企业工作经验的学生中，这

个比例仅为４８％。有在企业工作经验的毕业生中，
只有极少数的人需要用超过半年时间才能进入劳

动力市场。而没有在企业工作经验的毕业生中，则

有超过３０％的人需要用６个月以上的时间才能就
业。尽管如此，即使是这一群体的毕业生也能够较

为顺利地就业。

⑤

⑥

就待业期做出研究的结论基本上与就学历和男女性别差异研究得出的结论相似。但是，基尔应用科学大学不同专业毕业生的平

均待业期有很大差别 （参看 Ｈｏｍｏｌｋｏｖ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６）。
当然高校不同的专业构成也会对此产生影响。基尔应用科学大学提供的专业更加容易让毕业生较快地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也可

能是其毕业生待业期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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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的待业期，
根据企业工作经验区分

来源：劳动力市场与职业研究所（ＩＡＢ）的综合就业经历
（ＩＥＢ）；基尔应用科学大学与基尔大学的学生统计数据；作
者自己的分析。

　　表１显示的统计结果也同综合大学与应用科
学大学毕业生由于工作经验不同而形成的不同就

业状况相符。与综合大学的毕业生不同，基尔应用

科学大学的毕业生在大学学习之前或者期间就积

累了大量的工作经验。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中，只

有３．３％的人在开始大学学习前没有工作过。而基
尔大学有６０％的学生都属于这一类。在大学学习
期间，这两类群体之间在此的区别明显变小。但

是，在综合大学有２９％的学生在学习期间没有工作
过，这与应用科学大学１８．７％的比例相比还是有差
距的。

表１　大学学习之前与期间是否有过工作经验

须 缴

社 保

的 全

职 工

作

须 缴

社 保

的 非

全 职

工作

职 业

培训

微 量

工作

未 申

报 过

劳 动

关系

大学学习前申报过劳动关系 （占比 ％）
基尔应用科

学大学
３７．９ １４．４ ５１．５ ５７．１ ３．３

基尔大学 ５．７ ２．７ ２１．０ １７．８ ６２．２
大学学习期间申报过劳动关系 （占比 ％）

基尔应用科

学大学
２１．６ １２．４ ５．７ ７１．５ １８．７

基尔大学 １１．０ １１．２ ５．０ ６５．０ ２９．０

　　备注：可能出现重复统计的可能，例如有的学生在接受
双轨制职业培训期间，在企业的劳动关系属于微量工作或

者须缴社保工作。

来源：劳动力市场与职业研究所（ＩＡＢ）的综合就业经历
（ＩＥＢ）；基尔应用科学大学与基尔大学的学生统计数据；作
者自己的分析。

　　微量工作在申报的劳动关系中占大多数，特别
是那些在大学学习期间申报的。学生做这些工作

往往都是用于贴补生活所需。但也有很多学生在

大学期间从事全职或者非全职工作，或者接受一项

职业培训。超过一半的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在大

学学习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一个双轨制职业培训。

但取得这样资质的学生在基尔大学却不多见。在

基尔大学只有２１％的学生属于这一群体。可以推
测的是，许多完成了职业培训的学生在大学学习期

间仍然从事其原职业培训领域的工作。对须缴社

保工作的大量申报也可以说明这一推测。

　　接下来，我们考察毕业生的首份工作属于哪些
Ｂｌｏｓｓｆｅｌｄ区分的职业类别，以此作为一个补充因素
来分析毕业生的就业状况。这样分类的主要目的

是把对毕业生资质有类似要求的职业类型归为一

个群体，由此便可得到更多毕业生所从事工作与其

资质匹配度的信息。图６总结了两种类型高校毕业
生首份工作的所属职业种类。在有些职业种类中，

我们可以观察到两类高校之间有非常明显的区别，

但在有些职业种类中，两类高校几乎没有区别。在

商务职业里，两类毕业生群体都占大约 ３１％的比
例，几乎旗鼓相当。在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中，首

份工作属于技术职业的占了近２５％，仅次于商务职
业。这里显示了与综合大学有很大区别，因为在综

合大学只有不到１０％的毕业生从事技术职业。当
然这也突出体现了两类高校专业设置的重点不同：

在应用科学大学，技术类专业的比例比在基尔大学

图６　首份工作按照Ｂｌｏｓｓｆｅｌｄ－职业群体的分布
来源：　劳动力市场与职业研究所（ＩＡＢ）的综合就业经

历（ＩＥＢ）；基尔应用科学大学与基尔大学的学生统计数据；
作者自己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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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得多。⑦在特定职业中，我们也观察到十分明显的

区别：在两类高校毕业生中的分布分别为１８％ 和
３８％。特定职业包括自由职业和有特殊专业高要
求的服务性职业，而这些职业一般来说都是属于综

合大学学生的目标职业。在服务职业和管理职业

中，两类高校的毕业生之间也没有很大区别。与我

们预料的一样，简单的手工和农业职业对年轻的高

素质劳动力来说不太属于初次就业时考虑的职业

种类。

３　基尔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的起薪
衡量毕业生是否成功进入就业市场的另外一

个核心指标是首份工作的薪酬。以下仅以基尔应

用科学大学毕业生为对象进行分析。由于两类高

校的毕业生有很多结构性差异，因此，如果把他们

的薪酬仅仅是放在一起做简单的对比，那么是不会

产生有说服力的结果的。由于 ＩＥＢ只提供日薪信
息，并且没有关于工作时间的数据，所以，此处对薪

酬的分析仅限于对全职工作的分析。表２显示了
不同群体的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首份须缴社保全

职工作的实际薪酬情况。⑧

各界毕业生首份全职工作的中游平均工资为

日薪９６．６欧元。不同毕业生群体的日薪水平在不
同程度上显示出与这个中间值有区别。男性与女

性之间普遍存在的工资区别在此也可以看出。男

性毕业生的中游平均日薪为１０２．６欧元，而在女性
组仅为８５．４欧元。⑨这样的区别无论在上游还是下
游领域都一样。四分之三的男性毕业生日薪为

１１８．４欧元，而女性仅为１００．７欧元。相应的区别
也可以在前四分之一组中观察到。这样连贯性的

区别一定程度上也是由所选专业造成的。表２中
根据专业领域进行区分的薪酬状况在此也给了我

们提供了初步线索。由于信息学、电子电气和机械

工程专业领域的毕业生属于高收入群体，而女性却

很少学这些专业。经济学领域毕业生的首份工作

起薪往往也很高。媒体、社会工作和卫生健康专业

的毕业生属于低收入群体，而恰恰在这些领域女性

所占比例很高。硕士毕业生的平均工资为１０７欧
元，比本科毕业生平均工资９３．６欧元明显要高，这
也是我们预料中的。最后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不持

德国大学入学资格的外国毕业生其起薪明显低于

持德国大学入学资格的外国毕业生。瑏瑠

表２　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首份工作的薪酬状况

毕业生特征
日薪以欧元计 （２０１０年价格水平）

２５％ 中游 ７５％

女性 ６９．８ ８５．４ １００．７

男性 ８６．６ １０２．６ １１８．４

农学 ６９．７ ８３．０ ９４．０

社会工作与卫生健康 ６３．３ ７６．９ ８７．５

信息学与电子电气学 ９３．３ １０６．４ １１９．２

媒体 ５８．２ ７４．９ ８８．４

机械制造 ９４．７ １０８．６ １２５．０

经济 ８０．５ ９６．２ １１１．４

本科 ７４．４ ９３．６ １０８．５

硕士 ８９．６ １０７．４ １２３．１

持德国大学入学资格

的外国学生
７９．６ ９６．９ １１３．９

不持德国大学入学资

格的外国学生
７１．５ ９０．２ １０９．７

总计 ７９．０ ９６．６ １１３．８

　　来源：　劳动力市场与职业研究所（ＩＡＢ）的综合就业经

历（ＩＥＢ）；基尔应用科学大学与基尔大学的学生统计数据；

作者自己的分析。

　　中游收入中，不同特征群体的收入也有所不
同，这估计是由影响薪酬高低的不同因素共同造成

的：例如选择的专业或者工作经验。通过回归分析

可以审查这些因素产生的作用，也可以就不同特征

的毕业生群体为何薪酬也不同这个问题得出较为

具有说服力的结论。作为理论基础可以引用由

Ｍｉｎｃｅｒ［１６］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根据这个理论，薪
酬的高低主要受个人的教育投资和在就业过程中

⑦

⑧

⑨
瑏瑠

除了与专业设置侧重点有关联性，首份工作所属职业类别的体系也反映了学生男女比例的不同。基尔应用科学大学的女性大学

生比例比基尔大学低，当然这也与高校提供的专业有关。

ＩＥＢ记录数据中的薪酬是面值薪酬。为了确保不同界毕业生的薪酬具有可比性，面值薪酬会根据联邦统计局的消费价格指数进
行调整。本文采用的基准年度是２０１０年（联邦统计局２０１６）。分析时排除了不可信的数据，即对应全职工作的薪酬少于当时适用不须缴
社保规定最低金额的２倍，或者比适用的养老保险金规定最高基准额超出２倍。

对其他高校毕业生起薪研究的结果也类似，参看 Ｏｔｔ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Ｗｏｌｆ／Ｎｉｅｂｕｈｒ２０１３．
本研究区分持与不持德国大学入学资格的外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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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渐增长的工作经验影响。瑏瑡高等教育学历因此是

影响起薪高低的一个重要潜在因素。因此，毕业成

绩、学业年限、选择的专业或者专业领域都是核心

指标。这些变量不仅说明了毕业生在专业领域具

备的知识和能力，还可以被作为毕业生是否具备综

合技能的信号来理解。［１７］

大学学习之前或者期间积累的工作经验也对

工作起薪产生影响。但在此需要对不同的工作做

以区分。可以认定的是，对资质要求低，主要为了

贴补生活需求而从事的零工对首份工作的起薪不

太会产生什么影响，但通过从事资质要求高的工作

而积累的工作经验则会很重要。所以，在进行回归

分析时，可以把普通工作经验之外，在毕业前便在

首份工作领域里积累的工作经验考虑进来。此外，

如果毕业生之前在初次就业的企业里工作过，那么

从企业人力资本管理的视角出发，这个因素也会明

显影响薪酬的高低 。［１０］毕业生的高校所在地和首

份工作所在地的地理距离也会对起薪产生影响，因

为薪酬应当平衡迁移对毕业生造成的金钱和心理

方面的成本。可以认定的是，这样的成本是随着距

离的增大而增多的。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还可以

推测出的是，起薪的高低与一系列个人素质也有关

联性。

Ｈｏｍｏｌｋｏｖａ的分析显示［１０］，即便为了审查其

他因素的影响而进行了回归分析后，表２描述性
统计分析中体现出的不同群体间的很多差别也依

然存在。对基尔应用科学大学的学生来说，可以

确定的是，其起薪随着不断增多的工作经验而增

加。至于涉及的是普通工作经验、首份工作所在

领域的工作经验，还是企业工作经验，这些都无关

重要。但在企业形成的人力资本对薪酬起最大影

响。尽管如此，其影响力也不应当被高估了：大约

１００天的企业工作经验会使起薪平均增长０．４％。
普通工作经验和职业领域工作经验对薪酬的影响

是０．２％。从事一项学术性工作瑏瑢、企业规模、学
习地点和首份工作的地点都会对薪酬产生有利影

响。特别是从事一种学术性职业对薪酬有显著影

响：从事学术性职业的毕业生比同类从事非学术

性职业的毕业生可多拿１７％的薪酬。毕业成绩也
会产生不小的影响。好毕业生与优秀毕业生之间

的起薪差别可达到６％。但学业年限变长，首份工
作的薪酬就会降低。但这个因素的影响作用是适

中的。学业延长一个学期，首份工作的收入就会

降低大约０．４％。瑏瑣

即使考虑了这些因素，男性与女性、持德国大

学入学资格与不持德国大学入学资格的外国学生

（Ｂｉｌｄｕｎｇｓｉｎｌｎｄｅｒｕｎｄａｕｓｌｎｄｅｒ）、专业领域以及不
同毕业学历群体之间的薪酬区别仍然是很显著的。

基尔应用科学大学男性毕业生与女性毕业生相比，

在他们的工作经验相同、接受的高等教育也类似

时，男性毕业生的起薪比女性毕业生平均高出６％。
此处应注意的是，专业领域、选择的职业或者行业

可能会产生的影响已经在回归分析中审查过了。

针对德国高校女性毕业生因性别不同产生的薪酬

差别也有其他研究，上述结论与这些研究的结果是

一致的 。［１１，１８－１９］在持与不持德国大学入学资格的

外国学生群体之间也存在很大的薪酬差别。不持

德国大学入学资格的外国毕业生起薪比同等资质

的持德国大学入学资格的外国毕业生平均低６％。
这个差别在多大程度上是由语言障碍、对德国就业

市场的不了解，或者歧视行为引起的，在本分析的

基础上还不能回答。

高校毕业生所学的专业对其就业初期阶段也

产生很重要的影响。瑏瑤研究证明，基尔应用科学大学

技术类专业毕业生的工资水平明显比其他专业毕

业生的平均工资水平高。机械制造、信息学、电子

电气专业的毕业生比经济类专业毕业生工资高

６％～９％。农学与社会工作、卫生健康和媒体专业
的学生相比来说起薪较低。而最低的是媒体专业

的毕业生，他们的起薪与在中游工资水平专业的毕

业生相比要低近２０％。鉴于在回归分析中已经审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在德国，资质和工作经验程度很鲜明地体现于劳动力一生获取的薪酬，因此，有不同资质和工作经验的劳动力一生的平均收入也

有很大差别。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一生的平均收入为大约二百万欧元，综合大学毕业生为大约二百三十万，而没有任何职业资格的劳动

力一生的收入大约为一百万欧元。因此，接受高等教育也意味着有相当高的教育收益，也参看 Ｓｃｈｍｉｌｌｅｎ／Ｓｔüｂｅｒ（２０１４）ｓｏｗｉｅＳｔüｂｅｒ
（２０１６）。

根据对学历要求水平的不同，职业也可以分为学术性和非学术性职业，区分的标准是从事一个职业的所有劳动力中，其中有多

少部分拥有高等教育学历。当一个职业在整个联邦层面至少有１５％的劳动力都有高等教育学历时，这个职业可被视作为学术性职业，
参看Ｋｏｐｐｅｌ／Ｐｌüｎｎｅｃｋｅ（２００８）。

关于各个因素所产生效应的详细讨论见 Ｈｏｍｏｌｋｏｖ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６）。
回归分析中的参考类别是经济学毕业生。分析出的效应显示了其他专业领域与这个参考类别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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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了很多变量，这个巨大的差别是应当很值得关注

的。最后，针对不同学历做出区分的结果显示，本

科毕业生与持Ｄｉｐｌｏｍ学历的毕业生相比，初次就业
的薪酬少大约７％。硕士毕业生和 Ｄｉｐｌｏｍ毕业生
的首份工资薪酬相差不大。

４　初次就业时的流动性
接下来，我们观察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时的

迁移行为。为了显示年轻、高素质劳动力的流动

性，我们比较了学生毕业后初次申报须缴社保工

作的所在地和高校所在地。图７显示了基尔应用
科学大学和基尔大学毕业生的首份工作在联邦各

州的地域分布情况。瑏瑥值得注意的是，两类高校的

毕业生首份工作地域分布近乎一致。无论其中哪

所高校的毕业生，都有超出５０％ 的人留在高校所
在地区，他们的首份工作都在两所高校所属石荷

州的企业。汉堡是接下来最吸引这两类高校毕业

生的城市，相比之下，应用科学大学的毕业生以近

１７％的人数比基尔大学毕业生（１３％）更多在汉堡
工作。这个结果体现了两个方面因素：汉堡一方

面是北德最大的就业中心，另外一方面在地理位

置上离基尔也很近。德国东部各州，但也包括萨

尔兰州和莱茵兰 －普法尔茨州，对基尔的高校毕
业生吸引力都不大。梅克伦堡 －前波美拉尼亚州
由于地理位置离基尔很近，分别以 １．５％和
１．８％的比例相对来说在东德地区各州占比还较
高，但还是落后于经济实力强的巴伐利亚和巴登

－符滕堡州对学生的吸引力。
把毕业生在大学学习前和毕业后的流动性进

行比较，可以得到令两所高校都感兴趣的结论。我

们在这里对比了毕业生大学学习地点、毕业后首份

工作所在地，以及获取大学入学资格的地点。毕业

生的初次就业地在石荷州以外，便认为其具备流动

性。在石荷州以外取得大学入学资格的学生被认

为具备学前流动性，我们称这一群体为“移民”，他

们由留守和不留守的移民组成。外迁毕业生是那

些在大学学习前就在石荷州居住，但因为就业离开

石荷州的毕业生。在石荷州获取大学入学资格，既

没有因为学业，也没有因为就业离开石荷州的毕业

生被我们称为不具备流动性。

图７　毕业生初次就业所在地的分布情况
来源：劳动力市场与职业研究所（ＩＡＢ）的综合就业经历

（ＩＥＢ）；基尔应用科学大学与基尔大学的学生统计数据；作
者自己的分析。

　　图８显示了四类不同流动性毕业生的分布情
况。两类学校的毕业生在这一方面也有着惊人的

相似之处。两类高校不具备流动性的毕业生都以

近４０％的比例为最大的群体。虽然我们经常说起
年轻的高校毕业生具有显著的流动性，［２０］但这里不

具备流动性毕业生的数量极高。大量的毕业生留

在石荷州，主要原因是两校的本地学生占绝大多

数，而并不是因为两所高校所在地对其他州的学生

有特别吸引力，并能够让他们愿意毕业后留在本

州。瑏瑦

“移民”在两校各占近 ３８％，这是一个很大的
群体。但是，绝大部分迁入的学生（６０％）在毕业后
都又离开高校所在地。这点无论对综合大学还是

应用科学大学来说都是同样的。１４％ 留在石荷州
的毕业生是作为移民迁入的。五分之一多的基尔

毕业生都迁出就业。

瑏瑥
瑏瑦
以下介绍的结果详见 Ｈｏｍｏｌｋｏｖ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ｕｎｄＷｏｌｆ／Ｎｉｅｂｕｈｒ（２０１３）．
Ｈｅｌ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１）针对萨兰特州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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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关于流动性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可以推测，学
生在大学学习开始之前的流动性和毕业后的迁移

行为有相互联系。在对迁移行为做回归分析时，我

们针对流动性这个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很多因素

都对毕业生做出迁移决定产生影响。在此不仅要

考虑高校毕业生的自身特征，还要考虑迁出地和目

标地的特征。我们以下总结对基尔应用科学大学

毕业生流动性分析的主要结论。瑏瑧我们主要研究的

问题是哪些个人因素在就业时对毕业生做出迁移

决定产生影响。在此需要说明的变量是学生毕业

后在石荷州以外地区就业的概率。

图８　不同流动性毕业生的分布情况
来源：　劳动力市场与职业研究所（ＩＡＢ）的综合就业经

历（ＩＥＢ）；基尔应用科学大学与基尔大学的学生统计数据；
作者自己的分析。

　　根据移民理论，做出迁移决定的基础是衡量所
有与流动相关的收益和成本。［２１］高校毕业生因为初

次就业而流动，意味着其收益应当特别体现于相对

较高的收入。首份工作的类型也应当很重要。高

校所在地以外的地区能够向毕业生提供具有多大

吸引力的工作，应该主要受毕业生的资质影响。这

个意义上，所学的专业、学习成果（毕业成绩、学习

年限）和迁移决定之间会有相互作用的关系。但这

些因素可能也会使毕业生在高校所在地就能获得

一个相应的就业机会，从而导致毕业生迁移的可能

性变小。

高额的流动成本（搬家成本、非金钱成本、心理

成本）也会起阻止作用，从而减小毕业生迁移的概

率。这些成本可能会与毕业生的个人条件（如年

龄、婚姻状况等）相互影响，因此需要在回归分析中

考虑。此外，我们还研究了工作经验产生的影响，

并且在此区分了工作经验是在石荷州，还是在其他

州获取的。社会关系网对进入劳动力市场也会产

生影响，例如学生通过在大学时期的工作与潜在的

雇主建立起了联系。

回归分析的结果首先显明了毕业生流动经历

所起的作用。即使审查了其他影响因素也显示，为

了到基尔上学而迁入石荷州的学生比没有流动经

历的毕业生有高出１５％ 的迁出概率。其他研究的
相关结论也证实了这一点。［１１，２２］在大学学习期间积

累的工作经验也对迁移概率产生影响。在石荷州

以外工作过大约 １００天的毕业生平均会有高出
１０％ 的迁出可能性。但在高校所在地有长期工作
经历的毕业生，其迁出的意愿也变小，在此相关的

边际效应为１％。
基尔应用科学大学的毕业生如果能够获得一

个全职工作，那么他们宁愿为了就业也愿意离开石

荷州。获得全职工作与大学学习前的流动经历一

样，它们提高毕业生迁出几率的作用基本相同。已

有企业工作经验对毕业生的流动决定会产生很大

影响。若毕业生能够在已工作过的企业就业，那么

其迁出的可能性就会比没有在企业工作经验的毕

业生低２１％，这是由于学生工作过的企业通常都在
石荷州。找工作的时长对流动几率产生积极影响，

但相关的效应从经济角度看无足轻重。此外，毕业

生的迁移概率十分明显地与工作起薪挂钩。首份

全职工作的日薪高出 １欧元，迁出的几率就增加
０．２％。

另外，是否会做出迁移决定还受到个人情况的

影响。与预料中的一样，年龄较大的毕业生较少离

开高校所在地。学生毕业时的年龄增加一岁，流动

性就降低１．５％。
男性和不持德国大学入学资格的外国学生相

对来说因为就业原因离开本州的可能性也较大。

性别对流动性的影响为大约５％～６％，而国籍对流
动性的影响为大约１０％。专业方向和学历类型也
对毕业后的流动性产生影响。硕士和本科毕业生

与Ｄｉｐｌｏｍ毕业生相比更具流动性，相应的差别为
１１％ 和５％。经济和媒体专业毕业生的流动性远
远超过平均水平。社会工作和卫生健康专业的毕

业生流动的几率则很小。但毕业成绩和学业年限

对迁移决定不产生影响。

５　总　结
总体来说，基尔应用科学大学和综合大学的毕

业生都能够较为顺利地进入就业市场。很多毕业

生都能在毕业后很快从事一份与其学历相当，须缴

社保的工作。这也与德国目前的就业环境对有高

瑏瑧 具体研究方法和结果参见Ｈｏｍｏｌｋｏｖ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６）。针对基尔大学类似的研究分析参见 Ｗｏｌｆ／Ｎｉｅｂｕｈｒ（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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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学历的群体非常有利是一致的。［１－２］基尔应

用科学大学的毕业生绝大部分都可以顺利进入就

业市场，这是与其在学习中取得的技能和能力，还

有总体来说丰富的工作经验是分不开的。

尽管总体而言毕业生都能顺利进入职业生涯，

但是，不同专业领域、学历、不同群体之间还存在很

大差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女性毕业生和不持德

国大学入学资格的外国毕业生相对来说毕业后更

多地首先从事一份微量工作。相应地，这两类群体

也较少地在初次就业时就从事学术性职业。最后，

女性和外国毕业生也往往不得不接受相对来说较

低的起薪。

我们观察到两种类型高校毕业生的初次就业

情况也有所不同。但在此必须考虑到这两个毕业

生群体的结构有很多不同之处，即在性别组成、专

业侧重点、大学学习之前和期间积累的工作经验等

方面有很多差别。这些因素都会对是否能成功进

入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因此，此处在两类高校间

直接进行比较并不是能令人完全信服的。但是，尽

管这些方面有不同结果，两类高校毕业生之间也还

是有很明显的相同之处，特别是他们的迁移行为。

（陈　颖瑏瑨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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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ｒｂｒａｕｃｈｅｒｐｒｅｉｓｅＫ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ｎ．ｈｔｍｌ（ａｂｇｅｆｒａｇｔａｍ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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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永军］

（上接第７１页）三重资格和在聘任实务中如何贯彻的

问题也有深入讨论。笔者认为，新聘任教授的职业

实践经验应当是讨论的重点。除了德国的模式以

外，还有其他模式可以参考。如何激励教授在聘任

后仍然能够定期更新并继续发展其职业实践经验，

是德国模式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并且也没有

很好的答案。在此，笔者认为制定一个智慧并宽松

的教授兼职制度是非常有效的机制，因为在很多情

形下，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得

到理想的完美结合。

（陈　颖瑐瑤译）

［责任编辑：张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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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现居德国。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第１卷第４期　　　　　　　　　　　　　　　　　　　　　　　　　　　　　　 Ｄｅｃ．２０１６Ｖｏｌ．１Ｎｏ．４

作者简介：ＳｖｅｎＬüｔｔ（１９８４— ），男，社会学学士，国家承认的社会教育者与社会工作者，基尔应用科学大学在读硕士生，同
时也是基尔应用科学大学社会工作学专业外聘编外教师，ＳｔａｒｔＩｎｇ！项目协调人，专业与研究方向：社会工作中的研究、发
展与管理；ＪａｎＨｅｎｒｉｋＷｅｙｃｈａｒｄｔ（１９６８— ），男，工程学博士，基尔应用科学大学机械工程学教授，工业设计与工业制图学
领域主任，ＳｔａｒｔＩｎｇ！项目主任，ＲｅｎｎｓｔａｌｌＢａｌｔｉｃＴｈｕｎｄｅｒ（风能汽车）项目技术总管，研究方向：机械元件、工业制图、产品研
发、ＣＡＤｆＩＶＥ（实验室）。

职业模拟式项目教学“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ＳｖｅｎＬüｔｔ，ＪａｎＨｅｎｒｉｋＷｅｙｃｈａｒｄｔ
（基尔应用科学大学，德国 基尔　２４１４９）

摘　要：“ＳｔａｒｔＩｎｇ！”是一个每年针对入校新生展开的为期一星期的职业模拟项目。这个项目源于达姆施塔特工
业大学“机械工程入门”的教学方案。尽管这个教学方案很好，但提供这样项目的德国大学并不是很多。Ｓｔａｒｔ
Ｉｎｇ！项目允许大约２００名学生参与。按照每１２个人为一个团队分组后，团队的任务是解决来自企业的一个实
际问题。学生每年得到的题目都不一样。各团队要把其解决方案在项目结束时展示给企业。通过这个项目，

学生将在解决实际问题，处理时间压力与团队压力方面学到很多东西。通过介绍指导学生的必要方式，也就是

既有专业层面的指导也有教育教学层面的指导。另外一方面，学生的自我评估也很重要，因为每个人都应当能

够根据自己的优势积极参与项目研究，团队工作的各个环节因此也可以具有独立性，能够得到正确管理。

关键词：应用科学大学；职业模拟；项目教学；跨学科教学；跨领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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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是基尔应用科学大学面向第一学

期学生开展的工程类职业模拟项目。机械工程、信

息学和电子电气学的学生在经过了大约７个星期
的企业培训后可以自愿参加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的目的是帮助学生在入学时便了解

所选择专业的职业导向，促进他们提升跨学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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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并帮助他们弄清楚到底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专

业。通过参与这个项目，学生应当可以回答下面的

问题：

“我为什么要选择一个技术专业？”

高校通过ｓｔａｒｔＩｎｇ！这个项目也可以找到“如何
降低弃学率？”①问题的相应答案。尽管开展这个

项目会产生较高的费用，但是，由于针对学生学习

年限和毕业成绩的良好评估结果，基尔应用科学大

学坚信这个项目很有必要继续进行下去。

１　历史回顾
１．１　项目简介

本项目的教学理念源于１９９８年由达姆施塔特
工业大学 ＭａｎｆｒｅｄＪ．Ｈａｍｐｅ教授设计的“机械工程
入门”。Ｈａｍｐｅ教授接下来不断完善了这个方案，
并将其扩展到了其他专业领域。由他设计的跨学

科项目ＫＩＶＡ②已荣获得了德国经济基金会（Ｓｔｉｆｔｅｒ
ｖｅｒｂａｎｄ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③的大奖，这是一个在
整个高校层面实施的跨院系、跨学科项目，其目的

是让不同学科的学生从一开始就能很好的定位。

２００６年，基尔应用科学大学 Ｊ．Ｈ．Ｗｅｙｃｈａｒｄｔ教
授基于上述“机械工程入门”的教学理念，对其作了

相应调整，设计了ｓｔａｒｔＩｎｇ！项目。为了使这个项目
与应用型高等教育对接，与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

ＭａｎｆｒｅｄＪ．Ｈａｍｐｅ教授的基本方案最大的不同之处
是：实施该项目的过程中，需要与企业进行合作，因

为企业要给学生出一个真题，并让学生寻找解决方

案。此外，该项目每年更换合作的企业。

２０１５年，ＨａｒａｌｄＪａｃｏｂｓｅｎ教授把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项目
的应用扩展到了信息与电子电气专业领域，ｓｔａｒｔ
Ｉｎｇ！项目因而成为了一个跨学科领域的项目。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冬季学期开始，ｓｔａｒｔＩｎｇ！项目将在

基尔应用科学大学作为属于技术专业教学计划内

的跨学科模块供学生选修。

同样，亚琛应用科学大学于２００７年也引入了

这个教学理念。２０１５年，该校吸收了当地的莱因－
威斯特伐利亚应用科学大学加入，以校际合作

“ｐｒｏ８”④的名称联合向低年级学生提供同理念的项
目，以帮助学生进行专业和职业定位。

德累斯顿工业大学计划于２０１７年引入这个方
案。基尔应用科学大学大力支持其他高校引入这个

项目，正如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以前也给予了我们

很多支持一样。

１．２　教学方案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项目的实施虽然针对第一学期新生，

但实际上分为两个板块，第一个是对教练的培训部

分，我们把这部分命名为 ｃｏａｃｈＩｎｇ！，另外一个部分
是项目的实际进行阶段，即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是一个职业模拟活动，在基尔应用科
学大学，它是被作为项目教学活动提供的。我们把

工程领域不同专业的学生分为每１２个人一组，共
１８个相互竞争的团队。学生用一个星期的时间解
决合作企业提出的真题。学生团队根据之前进行

过的自我评估（ｓｅｌｆ－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和贝尔宾团队测试
（ｂｅｌｂｉｎ－Ｔｅａｍｔｅｓｔ）组建。

在研究课题的一周里，首先由一个启动会拉开

项目进行的序幕。在启动会上，合作企业首先在全

体大会上向所有参与者介绍课题。接下来，各个团

队进入自己的工作室探讨。这也是团队成员之间，

以及与团队教练和专业教练的第一次见面。

学生按照一个时间表开展项目。此外，在项目

周里，还有一个 ９０分钟的创新与自由活动时间
（ＴｅａｍＴｉｍｅｏｕｔ），我们对这段时间没有内容和方法
上的要求。

项目进行的过程中，学生的设计方法必须遵守

由德国工业协会（Ｖｅｒｂａｎｄ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规定
的ＶＤＩ２２２１标准⑤，这样便可让学生首次体验到工
程师的职业实践。

学生在解决课题时可以参考我们提供的讲义。

这份讲义向学生介绍了解决问题的通常操作步骤

①
②

③
④

⑤

译者备注：在德国，很多工程专业的学生都无法顺利毕业，很多工程专业学生的弃学率高达３０％～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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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ＨＡａｃｈｅｎ．ＦａｃｈｂｅｒｅｉｃｈＭａｓｃｈｉｎｅｎｂａｕｕｎｄＭｅｃｈａｔｒｏｎｉｋ．ｐｒｏ８．＜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ｈ－ａａｃｈｅｎ．ｄｅ／ｆａｃｈｂｅｒｅｉｃｈｅ／ｍａｓｃｈｉｎｅｎｂａｕ－ｕ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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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ｃｈｔｈｅｍｅｎ／ｐｒｏｄｕｋｔ－ｕｎｄ－ｐｒｏｚｅｓｓｇｅｓｔａｌｔｕｎｇ／ｆａｃｈｂｅｒｅｉｃｈｅ／ｐｒｏｄｕｋｔ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ｕｎｄ－ｍｅｃｈａｔｒｏｎｉｋ／ｔｈｅｍｅｎ／ｒｉｌ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ｉｋ／ｒｉｃｈｔｌｉｎｉｅ－ｖｄｉ－
２２２１－ｍｅｔｈｏｄｉｋ－ｚｕｍ－ｅｎｔｗｉｃｋｅｌｎ－ｕｎｄ－ｋｏｎｓｔｒｕｉｅｒｅｎ－ｔｅｃｈｎｉｓｃｈ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ｅ－ｕｎｄ－ｐｒｏｄｕｋｔｅ／＞．１３．０９．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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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常用方法，尤其是如何细化问题范围、找出功能

体系和基本解决方案，包括部分解决方案、借助简

化的经济效益值分析不同方案，以及通过费用与经

济性分析评价整体解决方案。而如何在可持续性

发展、社会学领域的性别与多样性视角下进行产品

开发则又属于学生需要涉及的跨领域问题。

在项目周期间，团队可以向一个提供帮助的专

家组寻求咨询。学生在此可以学习如何有针对性

地描述存在的问题，并在专业指导之外获取额外

帮助。

此外，在项目周进行的中期，会举行一个一次

性的高级专家座谈会。具体而言，团队成员可以事

先与教授，或者合作企业的代表人预约一个座谈时

间，针对某些具体问题寻求帮助。会谈地点是在专

家们的办公室，目的是让学生以后不再感到有障碍

去寻求他们的帮助。

在项目周的闭幕会上，各个团队要在评委会和

专业人士面前先展示他们的方案，之后有３分钟时
间由评委和听众提出问题，并由他们回答，这就像

一个答辩会。由此可见，整个项目周是有一根红线

贯穿的。对学生在一周内的能力进阶要求建立在

学习目标分级（Ｌｅｒｎｚｉｅｌ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ｅ）的基础上。
１．３　项目功能和回答的问题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项目在不同层面有不同目标和需要解
决的问题。

对参与的学生来说，他们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

是，我要为什么要选择一个技术专业？而这个问题

只能通过教育教学和专业层面的共同支持才能得

到解答。

团队教练会从教育教学层面让学生思考自己

的所行所为。为了让学生意识到他们到底在做什

么，就必须让学生深入体会理论与实践的相互结合

点。通过这两个方面的训练，学生才会真正弄清楚

自己选择了什么样的专业。

高校作为一个组织，面临的是其他问题。在此

需要进行区分的是，高校面临的问题涉及的是应用

科学大学的战略性导向，还是各专业强化自身的特

色。为了使工程专业对学生仍具吸引力，设立具有

创新性的教学方案是极具战略意义的。ｓｔａｒｔＩｎｇ！项
目的进行很有创新性，是典型的应用型人才培养。

它不仅可以弥补学生在某些领域的知识缺陷，还可

以使学生形成跨领域能力，因此，通过该项目就可

以同时回答高校在上述两个层面需要解决的问题。

此外，ｓｔａｒｔＩｎｇ！项目自然也包含了使工程专业
对女性也具有吸引力的目标。在此并不意味着要

优先考虑女性学生，或者设立一定的女性学生比

例，而是使女生也能够被平等对待，与男生有同等

的学习工程专业的机会。

２　教学方法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项目可以纳入高校的日常教学中，通

过每个团队１２人的小组项目教学，它也是传统教
学活动的有益补充。为了符合博洛尼亚进程的要

求，使参与的学生不仅能够获取专业能力，还可以

获取跨领域能力，该项目对学生的指导由两个核心

构成，一个核心是专业方面的指导，另外一个是教

育教学法上的指导，见图１。

图１　教学方法

　　通过这两个核心（专业上的和教育教学层面
的）不仅可以使不同学科交汇，更是可以实现知识

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因此，在此涉及的不仅是一

个多学科的项目，而更是应用型跨学科的教学。企

业的代表同时辅助应用型跨学科教学，所以这个项

目也就多了一个层面的合作。

通过多样性和跨学科间的合作，各个异质性团

队能够学习到如何使共同学习具有协同性和持续

性效果，从而确保新知识长期得到储存。

项目进行期间会有针对性地向学生搜集反馈

信息，目的是使学生能够思考自己的行为和行为带

来的后果。这对在一个研发团队里的成功合作至关

重要。同时，学生在反馈交流环节中，在团队教练的

引导下，学生特别会对自己做出的专业选择进行思

考，弄清楚自己的选择意味着什么，以使他们更有积

极性继续今后的学习，或者也可以及时退出。

２．１　指导方案
通过专业上和教育教学层面的指导，高校在教

学方法上确保了学生在项目范畴内可以尝试其技

能，并获取专业能力和跨领域能力，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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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项目周进行中的指导方案

　　如图２所示，一名团队教练和一名专业教练构
成一个双人组，负责指导两个项目团队，并且他们

的指导工作是交叉进行的，目的是确保新生组成的

异质性团队能够达到最佳的协调合作状态。团队

教练和专业教练之间会经常进行交流，这样他们就

能够了解到团队工作的进展情况，并在出现问题的

情况下尽早干涉。

双人组的指导模式使两位教练的不同经验可

以得到互补。此外，团队教练和专业教练都由学生

担任，加之采用项目教学的形式，就为学生创造了

一个安全的空间。在有具体问题出现的时候，这会

有很多解决问题的优势，例如在交流方面，参与项

目的学生可以感到能够与教练平等地对话交流，学

生和学生之间也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清楚地描述存

在的问题并澄清问题。

为了跨越多学科的障碍，并使交叉学科，甚至

是跨学科的教学卓有成效，教师（团队教练与专业

教练，以及教授和企业代表）对学生采用共时性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即在场的、同时的）和历时性（ｄｉａｃｈｒｏｎ，
即系列地、顺序地、相继地）的指导与教学法，以使

学生能够用多种形式反思。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

主动抓住学生已有的经验，让学生发挥各自特长，

并独立地规划、有力度地实施具体工作流程。通过

团队教学，学生可以知道如何从差异性与多样性中

获益，因此也能够更好地发挥其在专业领域和非专

业领域的优势。

团队教练和专业教练都须经过ｃｏａｃｈＩｎｇ！培训。
２．２　ｃｏａｃｈＩｎｇ！———教练培训

ｃｏａｃｈＩｎｇ！是基尔应用科学大学开设的一个研
讨课模块。高年级学生若想在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项目里担
任团队教练或者专业教练，必须参加过这个模块的

学习，因此，即便在应用科学大学缺少中层学术人

员（教辅人员）的情况下，通过这种培训方式也可以

为面向第一学期新生展开的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项目找到合

适的教练，从而使这个项目有实施条件。在 ｃｏａｃｈ
Ｉｎｇ！培训中，主要向学生传授关于团队工作流程和
知识创新方法的理论基础知识，同时模拟一个简化

的ｓｔａｒｔＩｎｇ！项目周。
参加ｃｏａｃｈＩｎｇ！的都是高年级学生。社会工作

和卫生健康专业的高年级学生将担任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项
目的团队教练，而机械工程、信息学和电子电气专

业的高年级学生将担任专业教练。只有经过了

ｃｏａｃｈＩｎｇ！培训，高年级学生才有资格在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项目里担任教练工作。

２．２．１　团队教练和专业教练的任务
团队教练和专业教练必须注意与团队成员保

持一定距离，他们不能成为团队的服务提供者，这

一点十分重要。也就是说，教练追随的目标不应当

是其辅导的团队最后能拿出最好的成果。他们的

任务是根据自己的判断（例如遵守５分钟原则，即
当一个团队围绕一个问题转不出来的时候）或者在

团队成员希望的时候咨询式地介入团队工作。

此外，教练应当向团队成员传授知识创新方

法，并始终以咨询员的角色陪伴团队成员。他们也

应当观察团队的工作情况，目的是分析在团队中发

生的事件和团队的工作状况、填写反馈表。

最后，团队教练和专业教练都应当在团队成员

准备演示报告时给与帮助，并在需要的时候扮演项

目管理人的角色。

２．２．２　异质性团队带来的挑战
!

什么是多样性

管理？

源于美国的多样性管理是为企业创造更多价

值的重要手段。这个理念现在在德国的企业和公

共服务机构也已生根落脚。在很多德国企业以及

跨国公司的目标宣言里往往都可以看到“多样化管

理”这个概念。在提升经济效益之外，多样性管理

战略还旨在通过对多样性的尊重消除不平等对待

以及减少群际冲突。

本项目的团队异质性很强，教练们面对的挑战

是如何让学生认识到多样性的优势。教练们首先

向学生介绍不同性和多样性会带来的优势，以及它

们在专业领域以及跨专业领域的体现。实际上，本

项目的一个核心元素就是其多样性：在职业实践模

拟中，学生们应当学会在不同领域都能够应用他们

对多样性了解的知识，认识到其他团队成员的优

势，并让整个团队得益于这些优势。分析所存在的

不同也是一个好方法，对差异进行描述并分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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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并不会起消极作用，反而会降低事物的复杂程

度，因而也可以避免出现个别团队成员会感到受侮

辱，或者不平等对待的现象。

在全球化进程下，企业、组织、机构、个人的国

际合作越来越多，不同专业、不同背景的人共事也

将越来越常见，因此，对今后人才灵活性的要求也

越来越高。在此意义上，通过参与本项目，学生也

可以为参与全球化进程做好准备。

２．３　问题与冲突———把反馈作为反思的机遇
在团队中一旦出现问题或者冲突，便会使团队

的合作瘫痪。应当如何表达谴责，才能使人接受呢？

冲突到底是什么呢？

冲突不仅每天都存在，我们无论在何种生活环

境中也都会遇见它，它也具有多样性的特征。为了

解释什么是冲突，有很多切入点，但这些解释都受

到不同理论和错综交叉关系的约束。这个看似负

面的概念总被认为是“不好的、有害的、不具建设性

的”。然而，对冲突持这样负面的理解会使参与者

之间友好、相互尊重的交互往来变得困难。其实，

在任何社会关系中，冲突也可以被作为一个重要并

积极的影响因素来看待，但这一点却往往被人遗

忘。在任何社会里，有人们共同生活的地方，冲突

也会发挥其正面影响力和具有建设性的作用，这是

一个必然规律，而且是社会变迁的伴随现象。

为了使ｓｔａｒｔＩｎｇ！项目的参与者能够认识到冲
突的价值，并让他们练习如何处理冲突和问题，学

生会从团队教练那里初步学习到如何提出有建设

性的反馈，以及如何接受它们。因此，掌握提出反

馈的方法和工具都属于培养学生行为能力的范畴，

通过这方面的训练也可以拓展他们的跨领域能力。

３　经济资助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项目之所以能够获得很大成功，并受

到多方好评，很重要的原因是学生在项目周里得到

深入指导，并且职业模拟也极为贴近现实。为了创

造这样一个职业模拟的环境，为期一个星期的项目

周需要用一年的时间去准备，这也说明了项目筹备

的复杂性。

３．１　资金需求
薪酬是项目费用中最大的支出项。以下两方

面的资金保障至关重要：一，能够在专业层面和教

育教学层面上都确保有足够的项目协调人岗位；

二，一定程度上免除项目管理人的其他教学任务。

相对来说，实物支出和旅差费用不高。

３．１．１　人事支出
根据目前的规划，本项目可供１８个团队参与，

按照每个团队１２人计算，也就是说可供２１６名学
生参加本项目。学生的需求现在呈上升趋势。

３．１．１．１　团队教练与专业教练
从对教练的需求来看，１８个团队［１８／２＝］共

需要９个由团队教练和专业教练构成的双人组，以
及另外６名接受培训而进入专家团队的专业教练。
专业教练指导本项目学生的劳酬是５个学分（没有
成绩）。团队教练的工作被视为学生工，每名教练

的劳酬是８００欧元，９名团队教练的劳酬加起来每
年总计７２００欧元。

如果在综合性大学实施本项目，则可以直接利

用现有的资源，即具有相应资质的中层学术人员。

在此共需４８［（９＋９＋６）２ｗｏ＝４８］周的工作时
间，也就是大约整整１个人事年度。
３．１．１．２　项目协调人

为了能够指导并培训团队教练和专业教练，还

另外需要一个３／４的教育教学法项目协调人岗位
和每个专业领域１／２个岗位用于专业层面的项目
协调（在基尔应用科学大学共计２个专业层面协调
人工作岗位）。也就是说，此项费用为每年［（３／４＋
１／２＋１／２）９２．０００／ａ＝］１６１，０００欧元。

三个项目协调人可以培训１５个由团队教练和
专业教练构成的双人组，以及另外６个进入专家团
队的专业教练。而这些教练又可以辅导３０个１２人
组团队，也就是３６０名学生。但因为每个团队需要
自己的工作室，而教室在基尔应用科学大学很紧

张，所以为这么多团队提供足够的工作室是个

难题。

３．１．１．３　项目管理人
本项目需要两名教授管理。每位教授用于项

目执行的工作量按照４ＳＷＳ⑥计算。另外，教授用
于项目组织的工作量按照每学期３ＳＷＳ计算，这个
工作量对应的金额从项目经费中补给学校。这笔

金额实际上每年只相当［２／ａ（３＋３）ＳＷＳ６００／
ＳＷＳ＝］７，２００欧元。但是，如果考虑到每位教授的

⑥ ＳＷＳ是Ｓｅｍｅｓｔｅｒｗｏｃｈｅｎｓｔｕｎｄｅ的缩写，即每个学期授课期间的周课时，一个课时是４５分钟。一个全日制应用科学大学教授的法定
工作量一般是每个学期１８ＳＷＳ，也就是在每学期的授课期间一个星期要上１８个课时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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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工作量是３６ＳＷＳ，那么每年就等于有［２Ｐｒｏｆ．／ａ
（３＋３＋４）ＳＷＳ／（３６ＳＷＳ／Ｐｒｏｆ．）＝］０．５６个教授
缺勤。

因此，把本项目确定为教学计划内的课程是合

理的，也同时可以减轻项目协调人一项的费用

支出。

３．１．２　实物支出和旅差费
项目执行期间的实物（挂图、笔）支出很少，算

上提供有计算机的工作场所和学生工在项目协调

与项目管理方面的协助，每年共计约２０，０００欧元。
每年是否有旅差费需要根据情况而定。目前，

每年大约有两名项目管理人，或者项目协调人要平

均参加５个国内会议，并且多数情况下他们会自己
做报告。

３．２　成本回收
２００６和２００７年里，基于机械工程专业的自有

资金和很多志愿者在正常教学活动之外的帮助，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项目得以展开。但这种状况是无法持续
下去的，因此，２００８年就没能执行这个项目。不过，
我们利用这段时间成功争取到了石荷州科研部和

北部金属雇主协会（ＡｒｂｅｉｔｇｅｂｅｒｖｅｒｂａｎｄＮｏｒｄｍｅｔａｌｌ）
的资助，所以，２００９年这个项目得以再次展开。

为ｓｔａｒｔＩｎｇ！这样的项目筹资，遇到的很大一个
问题就是资助的持续性。特别是在政界，由于领导

人经常变更，他们就会容易支持新的、很明显具有

创新性的项目。政界领导人的更换周期也正好与

年轻的学术人员更换周期以及他们发表论文的愿

望相当。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发表新闻代替持续”。

影响便是：好项目，并且已经成熟的项目不能

继续被资助，因为它们不再被认为具有创新性。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项目当然经常涉及最新的社会、政治
潮流，例如性别歧视、多样性、可持续性等问题。但

是，由于这个项目的内容已经非常错综复杂了，继

续从内容上提高其质量已变得不太可能。

总是对经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项目进行更

新也是会遇到界限的：任何项目在１０年资助结束
时都会遇到寻找新的资助来源的问题。因此，我们

尝试找出政府、经济界和高校从这个项目中都能获

得什么益处，以及为了实施这个项目，他们都能做

出哪些力所能及的事。如果在此可以找到一个较为

合适的解决方案，那么就可以希望会发生“发表新

闻并持续”的现象。

３．２．１　政　府
石荷州科研部允诺为这个项目提供 １０年资

助，即至２０１９年。这对于优先资助创新性项目的
政策来说已经是一个很长的周期了。到目前为止，

资助的金额是每年５万欧元。
３．２．２　经济界
３．２．２．１　工业协会

北部金属雇主协会也同样允诺为这个项目提

供１０年资助，也是至２０１９年。此处的资助更大程
度上是提供一种帮助资金。到目前为止，资助的金

额是每年１万欧元。
３．２．２．２　合作企业

石荷州每年都有不同企业给本项目的学生出

一个自己所在行业的跨学科真题。ｓｔａｒｔＩｎｇ！项目
的参与者因此可以真实了解到不同专业领域的职

业实践，例如工程设计、制造技术、控制技术、信息

学、过程工艺技术、电子电气技术、造船业等领域。

因此，石荷州的整个工业界向学生提供的是广泛的

专业知识。

进行本项目时，每次都有约２００名学生研究合
作企业给出的一个课题，并且在９批学生中已经有
２次为企业提供了实际可行的解决方案，但这不是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项目的主要目的，因为本项目主要是一个
教学项目，它对培养学生的硬技能和软技能给与同

等重视。企业提出的课题必须满足一定的教学要

求，并且在有必要时，会适当调整课题，使之适应项

目教学的要求。

企业为本项目提供的帮助在以下几方面：向学

生介绍企业；介绍课题；在高级专家座谈的范畴内

指导学生；此外，在项目结束时，提供５千欧元用于
庆祝宴会和给得胜者颁发奖金。

３．２．３　高　校
在政府和经济界允诺给与资助的同时，基尔应

用科学大学于２００９年开始，每个学期引入两个“跨
学科项目周“，这样就从制度上确保了诸如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这样的项目可以在这个时间段举行，从而不影响学

生上教学计划内的其他课，同时也有足够的教室供

使用。

本项目扩展到电子电气专业后，使我们在项目

协调方面多需要３／４个工作岗位，这项支出由校长
办公室提供资金。同时还需要补充学生工来协助

项目协调和项目管理方面的工作。电子电气学专

业还提供一位教授承担一部分项目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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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４　今后的费用承担
目前这种由政府、经济界和高校共同承担费用

的模式在这十年结束后是不可能再维系下去的。

在现今政策几乎只扶持创新项目的背景下，看起来

高校必须更加加大支持力度，但估计作用还是不

够，而且不是长久继续下去的。我们现在也在和所

有参与者探讨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

如把该项目设为教学计划中所有学生都必修

的模块，这样虽然会减轻筹资方面的难度，但也意

味着必须缩减其他课程。在此还需要考虑的是，与

上基础课相比，以项目为基础的教学，用于项目组

织和对学生指导的工作量要明显大得多。

４　团队的组建
组建团队的一个主要依据是学生做出的自我

评估。自我评估可以体现所有参与学生的基本个

性和特征。为了有效组建团队，所有成员还都要做

贝尔宾团队测试。

此外，对学生进行分组时，还会向学生调查更

多事项，并有意识地根据以下特征组建团队：问卷

中，性别一栏有男、女、不作说明三个选择。首先按

照一个团队里应至少有３０％女性成员的原则组建，
然后才加入那些没有注明性别的学生和男生。

还有一个组建团队的原则是“０－２－原则”，也
就是说，每个团队至少应有２名学生来自同一个专
业，以便他们之间容易建立联系。这个原则也适用

于团队里学生按照学科领域分配的比例。通过区

分学生是否之前做过职业培训可以提高团队的异

质性，并增强团队的协同作用。

４．１　经验、效果、评估
我们从一开始就对ｓｔａｒｔＩｎｇ！项目作评估，并使

之不断适合不同的发展趋势。一个很有意思的发

现涉及的是女性成员在团队中的比例。通过８年
的评估结果证明，一个团队应当拥有至少３０％的女
性比例才能得到性别方面的最佳组合。

另外一个积极面是，参与本项目学生的弃学率

较低。基尔应用科学大学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１３年机械工
程专业领域共有 １３００名学生，成功参与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项目意味着男性学生的弃学率下降２９％，女性学生
的弃学率甚至下降７０％。

还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没有参与本项目的学

生，其学习年限要高于参与本项目学生的学习

年限。

最后，所有参加ｓｔａｒｔＩｎｇ！项目时成立的学习小
组，一般情况下，所有小组都能一直维系到学业

结束。

４．２　引申问题与项目的继续发展
不同的评估工具和询问方法也产生大量结果，

在此基础上，ｓｔａｒｔＩｎｇ！项目也需要不断继续发展。
此外，对所得到的数据也应当质疑：参加本项目的

学生都是自愿参加的。因此，关于弃学率的数字很

大程度上并不能真正反映出参与项目和弃学率降

低之间的联系。因为选修本项目的学生都是原本就

很积极努力的学生，结果便是好学生变得更好。

由此就产生了一个引申问题：怎么样才能让那

些真正需要帮助的学生也来参与呢？所以，我们在

此也看到，即便ｓｔａｒｔＩｎｇ！项目已经存在了１０年，但
我们永远都要为出现的问题寻找新的答案。

（陈　颖⑦译）

［责任编辑：文　竹］

⑦ 陈颖（Ａｓｓ．ｊｕｒ．ＹｉｎｇＬａｃｋｎｅｒ），ｙ．ｌａｃｋｎｅｒ＠ｈｓ－ｏｓｎａｂｒｕｅｃｋ．ｄｅ，德国法学硕士、持德国司法职业资格、德国法院中德文宣誓公证翻
译、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汉语教师，从事中德商业及项目咨询、项目管理、中德文翻译（尤其是法律、经济与教育领域）、汉语教学等

工作，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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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加拿大职业教育模式在全球久负盛名，呈现出全民参与、政府主导、法治保障、校企共育等特色。它的
成功经验启示我们要革新教育理念，优化人才培养方案；调整课程设置、考核体系和实习计划，加强就业指导；

完善立法支撑、经费保障和优惠政策，调动企业参与实践教育的积极性；企业院校通力配合，不断提升顶岗实习

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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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ａｎａｄａ；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ｉｖｉｌｉ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与社会实践相适
应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更是实现“全民教育”、“终

身教育”与“学习型社会”的必由之路。他山之石可

以攻玉，作为世界发达国家之一，加拿大在职业教

育实践方面呈现出体系完备、议程合理、适用性强

等特点，尤其是在公民教育和合作教育中，实现了

学校与学生、政府与民间、政策导向与多方配合之

间的良性互动，为我们创建高水平应用型大学提供

了良好的范本与借鉴。

１　公民教育———职业教育培训的逻
辑起点

　　理论界对加拿大职业教育的定位始终是众说
纷纭，因为它的育人模式既不是“应试教育”，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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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精英教育”，唯一的目的就是培养孩子成长为一

个接受过完整教育的“公民”，在多种多样的课程和

社会活动中培养自己的爱好，同时锻炼动手能力和

独立思考能力，并学会规划人生。［１］因此，公民教育

是所有国民入学后的“第一课”，也是由一名“自然

人”成长为“职业人”的必经之路。

１．１　公民教育的内容和目标　西方国家为巩固政
治制度和维护社会稳定，都要进行公民教育。加拿

大自上世纪中叶亦开始实施公民教育，其内容不仅

包括教学的课程，也包括相关“隐性课程”的教育。

加拿大公民教育的内容包括：政治教育、法律

教育、人权教育、全球与国际教育、生态环境教育。

具体而言：通过历史和地理课程培养学生对国家和

社会的认知，以及对国家政策法规的认同，增强政

治实践参与的素质；全球观教育从实践入手，引导

学生关注环境问题和全球意识，加强学生与外部政

治世界的联系；社区是学生探究和实践的场所，开

展社团活动中的合作、交流、组织能力的培养，目的

是使青年学生在熟练运用知识和能力基础上，更好

参与到社会与国家建设中；多元文化教育主要是通

过在隐性课程，鼓励学生组建社团、参加活动，进而

在活动和实践中增强对多元文化的理解与认可。

公民教育的总体目标，包括知识、技能和态度

等方面。具体而言，获得知识目标，主要是针对社

会和国家的认识，进而作为行为能力和参与能力做

好准备；实现技能的目标，包括了解和利用信息、进

行良好沟通和决策、有效地解决差异和冲突的技能

等；态度上的目标主要包括爱国、尊重、宽容、怜悯

和慷慨等，为更好实践作出态度上要求等等。总

之，加拿大公民教育始终强调培养学生积极参与民

主社会的基础知识、态度和能力，紧紧围绕实践的

更高层次目标展开。

１．２　公民教育的保障模式　加拿大在公民教育的
保障模式上主要有立法保障与政府支持两种模式。

一是立法保障。１９４７年《公民法案》的颁布是
加拿大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促进了一种独特的加

拿大公民身份的形成。１９７１年颁布了《双语和多元
文化教育计划》；１９７７年对１９４７年法案修订，将多
元文化拓展到公民身份观中，“通过改进入籍条件

和推进平等对待确认加拿大公民资格是种普遍的

权利”。１９８８年，颁布了《加拿大多元文化法》，将
多元文化以立法形式作为官方政策。１９９３年加拿
大政府在公民教育公报中，归纳了公民教育的四大

内容。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２年《公民法案》分别对公民宣
誓词和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做了修正和调整。２００５
年，加拿大政府发布《更新加拿大公民法：正当其

时》报告，鼓励加拿大公民更加主动的、负责任的、

积极参与公共生活。２００９年４月，加拿大对《公民
法案》进行了修改，提高了成为该国公民的门槛。

总之，通过巩固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增强加拿大公

民对于自身公民身份的认同，继而提高公民参与国

家及社会事务的积极性。

二是政府主导。加拿大形成了联邦政府、省级

政府和市级政府上下贯通的组织领导模式。一方

面，联邦政府主要负责指导、宣传和监督的职能，设

立专门机构。譬如，就业和移民事务部（ＣＩＣ），就是
对移民人员提供安置性服务，包括接待、咨询以及

语言培训等。联邦政府多元文化和公民部就是为

了帮助新加入加拿大国籍的人，消除歧视和种族主

义，对公民权利和义务进行宣传教育，提倡人权等。

加拿大秘书部负责通过政府间合作和国家间语言

学习等项目，鼓励公民学习两种语言。另一方面，

虽然加拿大没有联邦教育部（类似于我国的教育

部），但设立了可以根据本省特点制定具体实施计

划，并拥有较大自主权的教育部，主要责任就是为

市属的校务委员会制定教育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以

及课程大纲，而校务委员会则主要负责学校的资金

管理以及具体落实相关教育政策。

１．３　公民教育的组织形式　在公民教育的组织方
式上，加拿大国内主要由政府机构、学校、社区以及

社会团体进行合作完成，形成了多样化的教育

方式。

１．３．１　课程设置　社会研究课程。社会研究课程
属于综合性课程，包括国家政治经济制度、公民、民

主等主要有关国家政治方面的内容。通过知识的

学习使学生形成对国家整体性理解和认识，审视和

理解世界背景下公民的本质以及在民主社会中的

作用，让学生记忆相关知识，同时鼓励学生主动思

考，作出判断，最终促进他们对国家的理解和认同，

以及在理解的基础上开展政治参与。

历史、地理等课程。该课程主要讲授国家在历

史和地理中的基本国情概况，使学生在对历史事件

学习中，联系古今，运用历史思维和历史知识形成

全面认识当前社会和历史事件的观点，勇于承担社

会责任。另一方面，通过构建地理知识体系，让学

生了解、认识地球体系和地球的人以及人与环境的



第４期　　　　　　　　　　　　 祝小茗，等：加拿大职业教育述略及对我国本土化的启示 　　　　　　　　　　９３　　　

相互作用等，整合有关场所的各方面知识，形成地

理学思维。

其他隐性课程。例如学校门前悬挂国旗，每天

早上都要集体唱国歌。每年都要组织学生参观博

物馆、名人故居、历史名迹等。鼓励大学生组建各

种社团、参加各种活动。大学在录取新生时，注重

学生在高中、初中阶段的志愿服务情况。总之，在

加拿大高校，“无论是显性还是隐性的课程，其主流

文化在学校文化价值体系中越来越居于中心地位，

高校的师生更多时候是用这种文化来解读其他文

化形态。”［２］

１．３．２　课外活动　与我国不同的是，加拿大的课
外活动主要包括课堂上、课堂外和校外活动。在加

拿大，即使是在课堂上，但只要开展的教学活动与

授课大纲无关也叫“课外活动”。因此，它的课外活

动可能是在校园内的某个地方，授课教师正在组织

学生开展热点研讨、专题辩论，在沟通交流的基础

上培养合作精神，并掌握批判性思维。也可以是在

“上课期间”，组织学生参加社区环境保护活动，增

强他们的责任意识和主人翁精神。而校外活动，主

要是指学校组织学生到校外实践。例如，“曼尼托

巴省组织学生例如，“曼尼托巴省组织学生志愿者

帮助省内的儿童、老人、残疾人等，参与解决社区问

题，并号召学生建设性地批评社会并提出可能改进

建议。”［３］值得一提的是，加拿大教育法规定：授予

学士学位的条件之一就是要有社区服务的经历，所

以社区服务成为了学校课程之一。

１．３．３　志愿组织与社区实践　加拿大志愿服务活
动起步早、规模大、社会成效好。从１９３７年第一个
志愿者服务中心建立，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目

前，加拿大志愿组织数量庞大，并广泛分布于社会

各个领域，在促进社会多元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加拿大有很多致力于推进公民教育的志愿组

织：如妇女联合研究所、加拿大联合大学妇女组织、

和国家妇女理事会等。部分志愿组织为公民与社

会搭建平台，帮助加拿大公民了解并参与公共生

活。此外，还有部分组织帮助孩子和年轻人完成公

民化的进程，推行好公民的价值观。如扶轮社

（ｔｈｅＲｏｔａｒｙＣｌｕｂｓ），每年都会资助高中生代表体验
议会工作、了解议会机构及其它们的工作运作流

程。正如２０１４年联合国世界志愿者报告中指出的
那样：“志愿服务通过有目的的创造公民参与的机

会，于社会和个人而言，都会受益，因为在服务过程

中人们增强了信任、团结和互惠。”［４］总之，在社区

的服务中，学生能够与现实世界联系、发现现实社

会的问题，在社区服务中进行直接经验学习。

２　合作教育———职业教育管理的重
要途径

　　从１９５３年任滑铁卢学院院长的ＪｏｓｅｐｈＧＨａｇｅｙ
仿效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按照３个月课堂学习结合
３个月专业实习的方式组织教学，此举开创了加拿
大合作教育先河。滑铁卢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Ｗａｔｅｒ
ｌｏｏ）是加拿大第一所进行合作教育实践的大学，也
是全球开展合作教育规模最大的学校，该校将实践

教学作为核心的合作教育从提出至今已有百余年

的历史。那么，“合作教育”即学校和企业合作，将

院校学习与企业实习结合起来的共同培养人才的

一种教育方式。它在加拿大高等教育领域中颇具

影响，并逐步在各个大学推广开来。

２．１　合作教育的特点　在加拿大产学合作教育是
一种交替式的模式，参加合作教育的学生要经历两

种学期，即在学校课堂里学习的学习学期和合作单

位实践的工作学期。加拿大将每年分为冬季学期

（１～４月）、夏季学期（５～８月）和秋季学期（９～１２
月）。五年的时间内，学生必须参加与本专业相关

的全职工作学习，否则拿不到学分，不能毕业；两年

（６个学期），每周５天，每天工作８小时，时间不能
随意缩短；在每次工作小节的学期结束以后都要写

一份报告，还需要经过学校或教授的审核通过，这

样才能拿到学分；学校学习和工作实习相互交替，

入学４个月或８个月的学习期结束后开始工作学
期，每四个月交替进行，新生入学以及毕业都是以

学校学习结束。［５］此外，学校负责安排合适的企业

工作机构单位，学生在工作学期中一方面可以获得

工作体验，另一方面还可以将获得的工资补贴到学

费、生活费中，无需父母或者监护人过多的承担学

业费用。在此期间，政府对企业提供经济优惠政

策，减免一部分税费。企业则积极配合，提供岗位

实习，还可以物色人才，进而节约上岗培训成本。

实践表明，合作教育是与就业关联最密切的一

种职业教育模式，经过合作教育训练后的毕业生动

手能力强，且就业率比较高。这归咎于合作教育将

理论的学习和实践性学习结合，帮助学生更好利用

自身理论优势，帮助学生将课堂的理论知识、工作

方法应用到实践中，在工作学习中检验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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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知识技术的流动，增强转换理论的能力和实践

能力，提高教育成就在实践中的应用。另一方面，

合作教育帮助是学生明确自己适合的工作岗位、领

域和方式，根据需要进行设计和合理规划自己的职

业生涯。通过工作实习的磨合和历练，规范了学生

的职场礼仪和行为模式，锻炼了学生的时间管理能

力、环境适应能力以及接受新事物挑战的能力。

２．２　学校构架相应的服务体系　在管理体制方
面，加拿大高校设有专门的合作教育管理部门———

合作教育理事会 ＣＥＣ。它的职责包括：项目开发、
学生咨询、学生监管及内外联络等，是监控合作教

育质量的机构，负责评估各项目运行质量，总结实

践经验，完善和修订课程内容；为学校和各个学院

创造发展机会，拓展新的产学合作项目的审批。还

有产学合作教育学生理事会 ＣＳＣ，它从属于学生联
合会，由学生代表组成，为学生提供产学合作教育

项目的相关政策和运行程序。理事会将学生关注

的问题及时地反馈给相关机构，促进了信息的

互动。

教学制度上，实行学分制和弹性学制。学生根

据学校任务及自身情况，自主选择和安排学习和工

作时间。学生年龄差异大，有全日制普通教学的，

也有工作后重新或临时学习的。毕业时间安排上，

有长有短，有二三年，也有的只学习６个月。而在
课程设置上，将“合作教育课程”列入培养方案，作

为强制性要求。在制定教学任务和计划中，具有严

格规定，同时课程结束，还必须进行考核。（高校）

产学机构、教师及企业都要对学生的工作态度、合

作精神、业务能力等进行评价，学生每一个工作时

期结束需要撰写报告，经过教授和机构的审核通

过、考核合格才能拿到学分。

２．３　政府大力支持，企业全力配合　加拿大合作
教育协会是推行和代表合作教育的中介咨询及职

业服务机构，也是官方机构，对参与合作的项目进

行组织与协调，管制并鉴定合作教育项目及其标

准。每一份工作是由学校开发，并经过其认定的；

学生从事的是实际的工作实践，并且可以获得报

酬；帮助、指导学生在工作中取得进步，由学校跟踪

并监督；企业雇主管理和评价学生在工作中的表

现；工作时间是学术学习时间的５０％，在任何情况
下都不得低于３０％。另外，设有高效的 Ｃｏ－ｏｐ教
育与职业服务中心。Ｃｏ－ｏｐ教育和职业服务中心
是架设在用人单位与学生之间的重要桥梁，其基本

职责是提供两方面服务，即为学生寻找工作机会提

供相应培训与咨询和为合作单位寻找合格的学

生。［６］联邦政府通过立法和机构设立来推动校企合

作，颁布了《成人职业培训法案》，大力兴办职业培

训，并建立的中介咨询机构，保障了合作教育顺利

运行。同时，联邦政府和省政府设有专门机构和专

职人员负责制定相关政策，下属的公共服务委员会

和财政局共同制定Ｃｏｏｐ雇佣政策及工资政策。
在经济优惠方面，通过雇佣政策和退税政策等

积极推动校企合作教育，鼓励企业接受学生实践。

例如，在安大略省政府驱动企业接受学生实践的退

税制度，雇主提供一个常额编制可以申请税收减

免，对进行合作教育方面开支大中型企业可以得到

２５％、小企业获得 ３０％的课税扣除，最高限额为
３０００加元。此外，财政拨款对学院办学和师资培训
都给予了大力支持。政府为了鼓励教师到对口企

业去工作，鼓励老师进一步的提高业务水平，工资

的三分之一是由政府负责拨付的。政府等公共服

务部门积极促成学校与（主要是企业）单位之间开

展合作教育。［７］

与我国不同的是，开展合作教育的企业，在确

保工作任务与学生的学习及职业目标相关情况下，

不但向学生提供劳动岗位，还提供一定的劳动报

酬。并与学校签订合作协议，一同制定培养计划，

并且派专门的管理人员指导学生适应劳动岗位以

及安全操作等技能，另外还负责对学生的技术、能

力、劳动质量等成绩进行评定。同时，要与学校共

同完成“合作教育课程”，将学校内的教学和企业内

的工作实践相结合，使学生学以致用同时验证理论

知识的同时企业还可以在高校学生中间寻找到本

单位所需要的人才。

３　鼎故革新———加拿大职业教育对
我国的启示

　　加拿大实践培养模式的发展已经有几十年历
史，具备完善实践培育支持系统。因此，学习、研究

与借鉴加拿大的成功经验，对我们创建高水平应用

型大学与培育创新型人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３．１　革新教育理念，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实现教育
的连贯性　加拿大公民教育和合作教育中，都坚持
了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目标，注重学生理论学习和

实践学习，在社区、志愿服务以及工作实习中，获得

实践的经验和能力，提高专业技能和水平。而我国



第４期　　　　　　　　　　　　 祝小茗，等：加拿大职业教育述略及对我国本土化的启示 　　　　　　　　　　９５　　　

在职业教育问题上，体现出高中与大学间衔接不

够，对实践教学的重视程度远低于课堂理论教学，

产学研合作教育模式在高等院校教学改革中未得

到政府或者学校足够的重视和应用，实践教育形式

化、高校实践活动缺乏系统性等困境。为此，应亟

待系统设计实践性人才培养方案，重视并培养学生

实践能力，提高教育培养的连贯性。从宏观上设计

小学、初中、高中及大学期间的教育的目标，根据学

生特点制定合适的教学体系，并根据具体性要求制

定和设计人才培养方案，在不降低教学要求的基础

上，重构课程体系和教学安排，在统一性基础上，实

现教育的层次性和递进性。

３．２　调整课程设置、考核体系和实习计划，加强就
业指导　加拿大的教育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
实践能力，卑诗省教育部规定：（仅是）中学生必须

修完指定的职业规划课程，积累一定的实际工作经

验，才能获得高中毕业证书。［８］而对于中国学生来

说，没有比学习、读书更重要的事，衡量一个学生的

能力全凭考试成绩。因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

方面加以完善。

首先，突出以实践能力为导向的课程及考核

体系。与我国不同的是，加拿大将企业评价也作

为考核标准，始终坚持对学生工作学习的跟踪服

务和监督。我国高校缺乏对学生的实践环节的监

督和管理，以教师评价考核为主，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不足。下一步，高校可将实践教学加入教学体

系中，针对性开展实践活动，根据社会需求更新课

程体系。严格要求学习进行实践工作，实行灵活

的实践教育模式，多方面的制定考核标准，将个人

能力、工作能力、学习能力、适应力、交流能力、独

立性等方面纳入标准中，从而全面细致考核高校

未来人才，善指标评价体系，进而查缺补漏，有针

对性进行指导。

其次，建立灵活的实习形式和计划。加拿大实

习单位由学校安排，实习模式相对灵活，而我国高

校主要就是集中实习，不但对实习单位造成了一定

的压力，岗位明显不够，又在毕业最后一年安排实

习，学生面临毕业论文撰写、办理各类手续、找工

作、参加研究生或公务员等一系列考试，时间紧张

仓促。一方面导致学生实习流于形式，另一方面，

学生在实习中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实践技能未能得

到提升。因此，进行实习制度的改革是极其必要

的，不但应进行课目调整，而且尽量要错开大三、大

四相对的集中期。

再次，优化就业服务中心职能。加拿大在校内

不仅仅设置了教育与职业服务中心，还专门组建了

Ｃｏ－ｏｐ研究中心和顾问机构，为学生和企业提供双
向消息，发挥着中介作用。我国就业中心大都局限

于提供学校就业率统计，缺乏就业指导。因此，高

校需要加强就业服务，为学生提供可靠的就业信

息，指导学生找到合适的岗位，主动提供培训和咨

询，法律服务、劳动保障等方面的指导，深化校企合

作力度，逐步完善产学研办学模式，鼓励学生自主

创业。

３．３　完善立法支撑、经费保障和优惠政策，调动企
业参与实践教育的积极性　如上所述，与加拿大等
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财政投入以及优惠政策上仍

有不足，体现在一方面投入力度不够大，总量和均

值都落后很多；另一方面，在优惠政策上不够明确。

所以，政府需要加大对企业的鼓励，包括优惠或减

免税额、政府补贴政策等，给予实际利益的优惠，以

鼓励企业主动进行接受学习实习、建立完善的学生

培训和反馈评价机制。此外，要给予学院办学和师

资培训等方面的费用支持，利用政策工具对合作院

校应给予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提升高校实践

教育的质量。譬如，在高校进行实践活动中，及时

给予费用支持；在实习阶段，给予合理安排，对反馈

率较好的高校予以奖励。

此外，政府要通过立法等形式支持实践教育。

通过制定出台法律法规，落实实践教育的合法性、

合理性，将实践重要性体现在法律上，通过具体的

制度规范对大学生职业实践的方式、范围、内容进

行规定，进而使实践工作具有可操作性。另一方

面，政府应设立专门部门和人员，负责实践教育战

略、政策的制定，比如，可借鉴加拿大的做法：对高

校的支持政策，对学生实践工作的报酬、保障措施，

对企业的优惠政策等，最终能够调动企业、学校、学

生三方面的社会实践教育的积极性。

３．４　企业院校通力配合，化解现实困境，提升顶岗
实习的质量　在加拿大联邦政府和各省、地方政
府的协调促进和政策支持下，行业企业积极参与

职业教育，向学校提供资金、设备支持，而赠送设

备的企业政府则给予返税等优惠政策。而企业与

院校之间也有类似的“互惠协议”，譬如鼓励教师

联合行业企业进行课题研究申报工作，不仅可以

弥补部分院校科研经费不足的实际，也能让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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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企业合作中，提高科研与实践能力，更为学校

和学生提供行业企业一手信息，促进教学进步及

学生就业。相较我国，笔者建议应从以下 ３个方
面完善。

首先，企业要增强参与实践教育的积极性，认

识到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力争做到因材施教、因人

定岗，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要积极与院校合作，

提供实践岗位，履行技能培训的义务，加强对实习

学生的技能辅导，及时将学生在工作实践中的个人

表现、技能水平反馈给学校，帮助学校合理设立课

程体系，不断完善评价指标。其次，要在实践的过

程中，明确自身的责任和义务，将实习学生作为后

备人才，将培养实践人才作为目标，在实现互利共

赢中，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和能力，改进管理。此

外，行政监管部门要积极发挥主导作用，解决当前

顶岗实习的有效性差、学生顶岗实习的权益难以保

障等问题。［９］职业院校和企业应主动作为，有效缓

解实习中“专业不对口”“打工”性质实习、实践指

导缺失、更换单位频繁等问题，切实提升社会实践

与职业培训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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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７页）是尽快落实好政策制度、大力宣传和

普及，各方必须努力做好现代学徒制的试点工作，

让现代学徒制真正发挥最大、最好的社会效益，让

学生、家长、企业和学校等都从中享受到成功改革

的丰硕果实，才能让现代学徒制深入人心，才能让

现代学徒制的全面推行取得圆满成功，才能使我国

的职业教育健康、持续发展。

６．４　解决“校热企冷”问题必须先建立和完善现代
学徒制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

以上调查表明，目前我国推行现代学徒制的最

大障碍是制度不完善，缺乏制度保障，不能简单认

为是“企业冷”，必须深层次分析企业积极性不高、

“校热企冷”现象的内在原因。“企业冷”不是企业

不需要人才，而是企业看不到培养“学徒”的预期收

益，无制度保障，企业担心学徒“招、教、留”无保

障。［１２］这也是家长和学生担心的问题。因此，建立

健全现代学徒制的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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