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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大学与应用科学大学在区域创新

体系中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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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绝大多数有关知识转化的研究都以案例研究为基础。与之不同的是，此处介绍研究成果的基础是一个
对全德国教授做出的问卷调查。共有７５００名被调查者回复了问卷。在调查过程中，多次联系了超过４７０００
名教授。调查的目的是要了解综合大学和应用科学大学在区域创新体系中是如何各自定位的。结果显示，在

这两种类型的高校之间仍然存在功能性的区别，但他们起着互补的作用。综合大学更加具有科研导向性，而应

用科学大学则更注重区域性和实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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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是（区域）发展的重要引擎。根据主流学
说，创新是基于区域内相互联动的行为者之间的共

同协作而产生的。在关于区域创新的研究中，这种

协作被纳入“区域创新体系”的概念之下。［１］在这个

体系中，高校是重要的行为者。他们代表的是“知

识创造与传播”这个子系统。［２］为了了解高校对区

域创新所起的作用，在全德国范围内展开了一次面

向高校教授的问卷调查，共有７５００名被调查者回

复了问卷，以下便将介绍该调查研究的成果。［３］本

文将以高校利用不同知识转化渠道的深度和广度

为重点，对综合大学和应用科学大学做有区分性的

分析。本文的目的是揭示综合大学和应用科学大

学在区域创新体系中各自是如何定位的。

本文将介绍相关的理论背景，包括隐性和显性

知识、高校在区域创新发展体系中的归类、两种类

型高校（综合大学和应用科学大学）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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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理论背景知识和假设
根据Ｐｏｌａｎｙｉ（１９６７）与Ｎｏｎａｋａ／Ｔａｋｅｕｃｈｉ（１９９５）

的学说，知识可以被分为两种类型：即隐性和显性

知识。［４－５］这两种知识类型的主要区别是：对显性

知识而言，这种类型的知识可以不受某一个体的约

束，通过某种工具（例如文件、手册等）就得以传递

出去（ｄｉｓｅｍｂｏｄｉｅ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非实体的知识）。［６－７］　

与此不同的是隐性知识，因为这类知识的主要载体

是个人，通常体现为个人技能，因此也只能在个体

传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的范畴内进行完整的传
递。［８－９］　对个体传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的理解是，
知识主体从一个组织变化为另外一个组织。由于

个体受到空间性的限制，因而隐性知识也具有空间

维度。

区域创新体系的理念便建立在此基础上。创

新是基于区域内相互联动的行为者之间的交流而

产生的。根据Ａｕｔｉｏ（１９８８，１３３页）的观点，应当对
两个子系统进行区分，即知识的创造和传播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以及知识的
应用和使用（“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ｉｔａ
ｔｉｏｎ”）。［２］企业代表的是知识应用系统，而高校则代
表了知识创造系统。也就是说，高校是知识的生产

者。高校的主要任务是生产人力资本（教学）和科

研资本（科研）［１０］。１９９８年，德国扩展了高校框架
法（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ｒａｈｍｅｎｇｅｓｅｔｚ）的内容，在高校的任务
领域增加了促进知识和科技转化一项 （Ｂｕｎｄｅｓｇｅ
ｓｅｔｚｂｌａｔｔ（ＢＧＢｌ）ＴｅｉｌＩ１９９８，Ｓ．２１９１）。［１１－１２］以此
为依据，高校不应当局限于知识的生产（人力和科

研资本），还应当把创造出的知识传递给高校以外

的主体。德国高校系统中最重要的机构代表是综

合大学和应用科学大学。法律给两种类型的高校

赋予了不同任务，因而他们也具有不同特征。基于

两类高校之间的区别，本文所介绍研究的结果也会

揭示出他们在区域创新体系中有不同的定位。下

面首先介绍一下两类高校之间的重要区别。

在综合大学，科研与教学几乎享有同等重要的

地位。在人才培养中，综合大学重视学术性人才的

培养 （例如：Ｂａｙｅｒｉｓｃｈｅｓ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ｇｅｓｅｔｚ（ＢａｙＨ
ＳｃｈＧ）Ａｒｔ．２Ａｂｓ．１Ｓａｔｚ４），［１３］而应用科学大学的
教学与科研则都更具有应用导向性，并且，在应用

科学大学，科研不像教学那样占首要地位 （例如：

Ｂａｙｅｒｉｓｃｈｅｓ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ｇｅｓｅｔｚ（ＢａｙＨＳｃｈＧ）Ａｒｔ．２

Ａｂｓ．１Ｓａｔｚ６）。［１３］但在综合大学，科研则具有核心
意义。［１４］

由于应用科学大学实施应用型教学，其教学内

容也紧密联系实际。应用科学大学教学的重要性

特别体现于教授的教学任务，与综合大学教授相比

高出一倍（应用科学大学教授每学期的教学任务为

每周１８个课时，而在综合大学仅为９个课时）。［１５］

此外，应用科学大学教授必须在学术领域以外有多

年的实际工作经验，这是聘任应用科学大学教授的

前提条件，这一点也确保了应用科学大学应当具有

显著的实践导向性。［１６］

我们可以观察到，两类高校的人力资源结构也

有着明显区别。应用科学大学几乎没有学术团队，

因此，大部分教学任务都是由教授亲自完成的。综

合大学的教授平均有６．９个科研助理，而应用科学
大学的相关值仅为０．５８。［３］

综合大学名称的拉丁语来源是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即
整体Ｇｅｓａｍｔｈｅｉｔ），由其内涵便可以推测［１４］，其提供

的专业比应用科学大学要多。应用科学大学提供

的专业往往局限于技术、经济和社会领域，学生可

以选择的专业深化方向也往往受限于学校各专业

的自身定位 ［１７］。原则上，只有综合大学享有博士

学位授予权和教授资格授予权［１４］。这项原则当然

也有例外，弗尔达应用科学大学现在就是一个特

例。［１８］

一般来说，应用科学大学的规模较小，因此，即

便在中型城市也可以建立应用科学大学。［１４］

２０１３年在全德国范围内进行了一项针对高校
教授的调查研究，在所得结果的基础上，可以解答

本文在一开始提出的研究课题。［３］表 １汇集了自
１９９５年以来针对教授进行的调查研究。这样的调
查研究一共有１６项，问卷的回收情况为平均每项
研究收回了３３０份答卷。把这１６项研究所有收回
的答卷相加起来也仅有５０００份。而本文介绍的调
查研究以及使用的相应数据记录则建立在７５００名
参与者提交的答卷之上。此处的问卷调查参与者

来自全德国２７５所不同的高校，涉及高校的规模广
泛，既有小型的、中型的、也有大型的。此外，使用

的数据记录涵盖了地处人口密集地区高校教授和

在较偏远地区高校教授的回答情况。并且，收回的

问卷调查囊括了几乎所有专业领域教授的答卷。

而之前的一些相关研究则往往局限于技术类专业。

因此，此处使用的数据记录具有极强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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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可靠性。与 Ｗａｒｎｅｃｋｅ（２０１６ａ）相比，其他的调查
研究由于案例基数小，远不及本调查研究具有普遍

性。［３］Ｋｏｓｃｈａｔｚｋ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１）的调查研究 ［１２］虽然

有较高的问卷回收率（１６００份答卷）为基础，但是，

收回的问卷调查中，应用科学大学教授的答卷只占

了１３％，因此，这个教授群体在其调查研究中不具
有代表性。

表１　 文献中的教授调查－问卷回收情况

调查研究 １）
问卷回收情况

绝对数 百分比／％
问卷形式 高校数量

Ｋｎｄｌｅｒ／Ｔｉｖｉｎｇ（１９９６）［１９］ ２２０ １０５ ４７．７３ 书面 １
Ｓｃｈｍｏｃｈ（１９９７）［２０］ ９９４ ４３３ ４３．５６ 书面 未知

Ｂａｃｋｈａｕｓ（２０００）［２１］ ６１０ ２５２ ４１．３１ 书面 ９
Ｃｚａｒｎｉｔｚｋ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２２］ ３１０４ ７２３ ２３．２９ 书面 ２）
Ｍｅｉβｎｅｒ（２００１）［２３］ ３４８ １３０ ３６．８０ 书面 １
Ｒｏｓｎｅｒ／Ｗｅｉｍａｎｎ （２００３）［２４］

ｂｚｗ．Ｒｏｓｎｅｒ（２００６）［２５］
１３４ ７２ ５３．７０ 书面 １

Ｂｔｔｃｈｅｒ（２００４）［２６］ ２８ 未知 ９０．３０ 书面 １
Ｒｏｓｅｎｆｅｌｄ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２７］ｂｚｗ

Ｒｏｔｈ（２００６）［２８］
２８３ １３１ ４６．２９ 书面 ３

Ｇｅｒｌａｃ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２９］ ４６４ １７４ ３７．５０ ３） ２
Ｓｐｅｈｌ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３０］ １５９５ ５０９ ３１．９１ 在线问卷 １２
Ｋｎａｐｐｅ（２００６）［３１］ １０５ ３６ ３４．３０ 书面 １
Ｈａｇｅｎ（２００６）［３２］ １９１ ９６ ５０．２６ 书面 １
Ｆｒｉｔｓｃ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３３］ １３２３ ５４２ ４０．９７ 书面 ７
Ｈａｉｓｃｈ（２００８）［３４］ ３０７ ７２ ２３．４５ 书面 ２
Ｋｏｓｃｈａｔｚｋ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１２］ １４０２３ １６００ １１．３０ 在线问卷 全德国范围

Ｋｏｇｌｉｎ（２０１１）［１５］ ５４９ １３１ ３４．７９ 书面 ３
Ｉｃｋｓ／Ｉｓｆａｎ（２００４）［３５］ １２８００ ５８１ ４．５０ 在线问卷 全德国范围

Ｗｉｌｋｅｓｍａｎｎ／Ｓｃｈｍｉｄ（２０１１）［３６］ ８０００ １１１９ １３．９８ 在线问卷 全德国范围

Ｂｈｍ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３７］ ９７６８ ３１３１ ３２．０５ 在线问卷 全德国范围

ＣＨＥ（２０１２） １９８６ ８９１ ４４．８６ 在线问卷 全德国范围　４）
ＣＨＥ（２０１３） ９５５７ ２５８７ ２７．０７ 在线问卷 全德国范围　４）
ＣＨＥ（２０１４） ９４７３ ３１８６ ３３．６３ 在线问卷 全德国范围　４）
ＣＨＥ（２０１５） ９０１９ ２６６２ ２９．５２ 在线问卷 全德国范围　４）
ＣＨＥ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５［３８］ ３００３５ ９３２６ ３１．０５ 在线问卷 全德国范围　４）
ＲｅｇＴｒａｎｓ（案例研究）［３９］ ３１２５ ５００ １６．００ 在线问卷 １２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ｄｅｒＢｅｆｒａｇｕｎｇ［３］ ４４３４７ ６９７３ １５．７２ 在线问卷 全德国范围　５）
ＲｅｇＴｒａｎｓ＋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４７４７２ ７４７３ １５．７４ 在线问卷 全德国范围

　　来源：Ｗａｒｎｅｃｋｅ２０１６ａ，第７１页［３］。说明：１）＝被联系的高校教授数量；２）＝专业重点是工程学和自然科学。考
虑到了所有工业大学。如果是普通综合大学或者应用科学大学，则在每个州最多考虑了２所高校 ［２２］；３）＝调查采用个
人访谈的形式［２９］；４）＝全德国范围内有属于调查研究列出学科的高校；５）＝全德国范围内的高校，１２所案例学校不
计在内。

　　其他研究，例如在 Ｒｏｓｎｅｒ／Ｗｅｉｍａｎｎ（２００３）和
Ｇｅｒｌａｃ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５）的研究中，仅在一所综合大学
和一所应用科学大学之间做了比较，因而其研究成

果不能被视为是在整个德国都普遍适用的。［２４，２９］

ＣＨＥ做的教授问卷调查，虽然回收率很高，一共收
回了９３２６份问卷，但是它不像 Ｗａｒｎｅｃｋｅ（２０１６ａ）
的研究，［３］其问卷不是在一年之内，而是在２０１２到
２０１５年之间收回的。此外，ＣＨＥ所做的调查，其研

究的课题也与本文不一样。

基于以上描述的两种不同类型高校之间的区

别和所做的研究结果，可以推导出以下３个假设。
假设１：相对于综合大学来说，应用科学大学

教授的主要工作集中在教学领域。［２２，３３］

假设２：相对于综合大学来说，应用科学大学
的科研和教学都具有较强的应用性。［１４，４０］

假设３：应用科学大学教授利用的知识转化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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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更加具有区域性。［４１，４２，４３，４４，３０４５，３３，４６，１２］

２　数　据
为了回答上述假设是否成立，有必要对德国高

校体系中所有高校的知识转化情况做一个现状分

析。在全德国范围内进行的一项针对高校教授的

网上问卷调查实现了这一目的。［３］

　　为了取得尽可能高的回收率，在２０１３年３月
至２０１３年９月期间，多次向４７０００名高校教授发
了电子邮件。电子邮箱地址主要来自于 ２０１２年
（卷１）和２０１１年（卷２）的高校教授目录。［４７，４８］多
次发出提醒邮件之后，共收回了７５００份答卷，因此
能够从教授的视角出发，对高校的知识转化情况有

一个较为广泛的了解。

　　 但是，在答卷分析的过程中，并没有考虑所有
收回的教授答卷，而只是对作为核心群体的综合大

学教授和应用科学大学教授的答卷进行了分析。［３］

这个核心群体囊括了目前在职、有教授头衔的高校

教师，并且他们在州属综合大学或着应用科学大学

任职。这样就可以确保对这两个实际上内在具有同

质性的群体进行相互比较。用于分析的子样本涵盖

了４３５３名教授的答卷，其中有２９１９名在综合大学，
另外１４３４名在应用科学大学任教并从事研究。

在ＧＥＳＩＳ的数据档案库中可以找到详尽的子
样本数据表：

—在综合大学和应用科学大学之间区分各联

邦州特有的结果；［４９］

— 高度精准的结果；［５０］

— 在综合大学和应用科学大学之间区分各专

业领域特有的结果。［５１］

３　研究结果
　　这一部分将介绍在全德国范围内进行的教授
问卷调查所得出的重要结果。［３］首先分析调查教授

的结构特征所得出的结果，这里主要指的是教授用

来进行研究和教学所拥有的相应时间预算，研究和

教学的应用性程度，以及有关自己的研究和教学在

多大程度上以区域经济发展为导向的估测。接下

来介绍调查利用知识转化渠道深入程度所得出的

结果。此外还将列举一些影响与外部合作伙伴进

行合作的重要障碍因素。这一部分涉及的主要问

题是知识转化的影响范围，以及相对于其他邻近因

素来说，地理邻近性的重要性。

３．１　结构特征
综合大学教授把工作时间分配于科研（４０％）

和教学（３０％）的比例大致都一样。不同的是，应用
科学大学教授用于教学的工作时间明显增多，即

６０％。而他们用于科研的时间为其工作时间预算
的２０％，明显少于综合大学教授。这个结果是与假
设１的推论相符的。

关于研究与教学的应用性程度，如图１和图２
所示，应用科学大学的应用性导向如所预测的一

样，比综合大学高（假设２）。

图１　研究的应用性程度

　　来源：Ｗａｒｎｅｃｋｅ２０１６ａ，第１１５页。［３］

图２　教学的应用性程度

来源：Ｗａｒｎｅｃｋｅ２０１６ａ，第１１６页 。［３］

　　教授在答卷中所做的估测分为从基础研究（＝
１）到应用型研究（＝５）５个等级。

此外，我们的推测，即在科研和教学领域，应用

科学大学的区域性更强，也得到了证实。（假设３）
针对问卷中“教学以地方经济发展需求为导向”的

陈述，共有４５．４７％的应用科学大学教授表示完全
符合／基本符合，而综合大学教授中则仅有１１．１２％
表示赞同该陈述，因此明显低于应用科学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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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赞同的比例。针对“研究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区

域性”的问题，４８．７６％的应用科学大学教授表示有
很强的区域性，这个比例也与上述有关教学区域性

的结果相似。同样，综合大学教授在这个问题上表

示赞同的比例也低于应用科学大学教授的估测，即

仅有１５．７％。
总结来说，应用科学大学在结构特征方面明显

具有较高的应用导向性和区域导向性。相对而言，

教学在应用科学大学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

３．２　知识转化程度
针对知识转化行为调查得出的结果证明，综合

大学有较强向基础研究方向发展的趋势，而应用科

学大学的应用导向性则较强。

例如，就综合大学来说，这主要体现于综合大

学教授发表的著作较多。综合大学教授平均每年

发表３～５篇学术著作，而应用科学大学教授仅为
１～２篇。此外，综合大学较强的基础研究导向性还
体现于其指导并被成功完成的博士论文数量较高。

综合大学教授的答卷显示，他们平均每年指导成功

的博士论文数量为２．７３份（中位数 ＝２）。尽管应
用科学大学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但是应用科学大

学教授的答卷显示，其每年平均成功指导的博士论

文数量为０．４１（中位数 ＝０）。综合大学也较多倾
向于与学术机构合作，但与私营企业的合作明显较

少，这一点也说明了综合大学具有较强的基础研究

导向性。

与私营企业的合作情况是根据企业规模的大

小不同而进行区分的。我们把合作的企业分为小

型企业（５０名员工以内），中型企业（５０～２５０名员
工）和大型企业（超过２５０名员工）。与企业合作的
频率可以反映高校的合作倾向。无论与何种规模

的企业进行合作，相比之下，综合大学的相关数值

都较低。尽管合作深入程度较低，综合大学显示出

了与大型企业的较强合作倾向。这可能是由于大

企业有较强的科研和研发吸收能力，多数情况下，

这些企业也有自己进行科研和研发的能力。如图３
所示，相对综合大学教授而言，应用科学大学的教

授更频繁地与企业合作，因此也更具有实践导向

性。对综合大学教授来说，他们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是其他学术机构。７６．６６％的综合大学教授都指
出，他们经常与其他学术机构展开合作。而应用科

学大学教授在此的相关数值仅为３６．３６％。

图３　不同合作伙伴的重要性
　　来源：Ｗａｒｎｅｃｋｅ２０１６ａ，第 １６７页。［３］说明：Ｕ ＜５０＝
小型企业 （５０名员工以内），Ｕ５０－２５０＝中型企业 （５０－
２５０名员工），Ｕ＞２５０＝大型企业 （超过２５０名员工）。

　　图３显示，通过对合作的频繁程度“很经常”／
“经常”进行分类，可以看到两种类型大学与不同规

模的企业和学术机构合作的深入程度。

创业情况也显示了相同的趋势（见图 ４）。在
综合大学教授中，创办有较强科研性企业的教授比

创办科研性较弱企业的教授的比例要高。而应用

科学大学教授在此的情况正好相反。针对问卷调

查中的一个问题，即“教授本人、其助手，或者其博

士生是否在近五年成立了一家企业”，有１０．０４％的
综合大学教授回答成立了具有较强科研性的企业，

６．４２％的综合大学教授回答成立了科研性较弱的
企业。而应用科学大学的相关人员成立的企业都

明显具有较强应用性，科研性较弱的企业与科研性

强的企业相比，前者占了多数，即１５．６２％的应用科
学大学教授指出创办了科研性较弱的企业，创办了

科研性较强的企业的比例为６．４２％。

图４　高校所属人员的创办企业倾向

来源：Ｗａｒｎｅｃｋｅ２０１６ａ，第１５１页。［３］



６　　　　　　　　　　　　　　　　　　　　　　　　 应用型高等教育研究 　　　　　　　　　　　　　　　　　 第２卷

　　调查研究还显示，应用科学大学教授明显更为
广泛地使来自实务界的人士参与到其教学中来。

３７．８２％的综合大学教授则指出完全没有来自实务
界的人士参与其教学。而应用科学大学的教授中，

仅有９％属于这一类。就知识转化相关行为（著作、
毕业论文、校企合作、创办企业、引实务界人士参与

教学）提出的假设２因此也得到了证实。
３．３　合作障碍

通过科研合作把属于高校体系内的知识和发

现转化到经济界，这对创新发展来说是一个非常重

要的输入因素（Ｉｎｐｕｔｆａｋｔｏｒ）。为了使知识创造（高
校）和知识利用（企业）这两个子系统之间的交流得

以实现，必须跨越妨碍它们之间交流的一些障碍。

针对高校教授所做的问卷调查显示，无论综合大学

教授还是应用科学大学教授，他们普遍认为资源配

备的缺乏和感觉上较重的教学义务都属于此种障

碍。而应用科学大学教授的教学义务为学期期间

每周１８个课时，相比之下，这个障碍对他们而言更
为明显。

另外，对综合大学教授来说，企业方面的行政

关卡是第二个影响合作的障碍。但这一点对应用

科学大学教授来说，在１５项障碍因素排名表中（见
图５），只列入第八位，因而这个因素对他们来说并
不是很重要的障碍。由此也可以看出，应用科学大

学与经济界的联系更为紧密，应用科学大学的教授

看起来也更能够理解经济界的运作方式。

图５　合作障碍
来源：Ｗａｒｎｅｃｋｅ２０１６ａ，第１７７页 。［３］　说明：此表仅

列举了在综合大学与应用科学大学之间有明显区别的因

素。

３．４　知识转化的影响范围
知识转化渠道的空间维度，就是在知识传递人

和接收人之间必须要跨越哪些距离，就此得出的相

关结果显明，所观察到的区别可以归因于不同的高

校类型、利用的转化渠道，以及不同的合作伙伴。

转化渠道如果在很大程度上含有隐性知识元素，那

么，在知识主体和知识接受者之间也就必需要有更

紧密的互动，这种转化渠道因而也具有较强的区域

性。显性知识交流的特征是其区域性不强，例如出

版著作。科学界或者是科学团体之间的交流也同

样多为显性知识交流。

　　图６显示，综合大学与应用科学大学相比，在
每一个被调查的转化渠道领域内，高校所在区域的

占比都几乎是应用科学大学比综合大学高。唯一

一个例外是创业这一项，但可以说即使在这两种类

型高校之间的区别也并不是十分明显。总体来说，

从影响范围的结果可得出结论：正如假设３所推测
的一般，应用科学大学具有较强的区域性。

图６　知识转化渠道的影响范围 （高校所在区域的占比）
来源：Ｗａｒｎｅｃｋｅ２０１６ａ，第２０１页 。［３］说明：１＝衍生

创业，２＝与小型企业合作，３＝毕业论文，４＝与中型企
业合作，５＝高校以外的活动，６＝与利益集团合作，７＝
与国家机构合作，８＝与大型企业合作，９＝论文与著作，
１０＝与学术机构合作。

　　调查研究显示，合作企业的规模越大，知识转
化参与者之间的空间距离也越大。合作离不开资

源的使用（例如旅差费），而知识参与者之间的空间

距离越远，所要使用的资源也越多。大型企业通常

来说拥有更多资源，他们相对于其他小型企业来说

具有的优势也更多。这一因素也使大型企业往往

更多地进行跨地域合作。

小型企业则因其不具备丰富的资源而更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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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地域约束，所以也更多地依赖与地方高校作为外

部知识来源进行合作。［５２］

无论对综合大学还是应用科学大学来说，相对

于与其他机构的合作，与学术机构（高校，研究所

等）进行合作时，合作伙伴的平均空间距离都是最远

的。这也显明了科研标准已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

推进。另外，这也显示了在科学界、科学团体内部的

学术交流尽管空间距离相隔最远，但效果也很好。

不同邻近因素也在研究中得到了重视。除了

地理邻近因素，也就是知识转化过程中参与者之间

的实际距离（例如以公里计量），还对其他四种邻近

因素（组织层面，认知层面，机构层面和社会层

面）［５３］进行了区分，这些邻近因素可以被总称为相

对邻近因素 ［５４］。调查结果显示，无论对综合大学

还是应用科学大学来说，与相对邻近因素进行比

较，地理邻近因素都不占重要地位。也就是说，相

对邻近因素的作用更为重要。但这也并不是说地

理距离就丝毫不重要了，它更多地起间接作用，因

为它能够利于促进相对邻近因素发挥作用。例如，

倘若在一个合作关系中，参与方相互间的距离不

远，那么他们就可以实现较为经常的会面，而这又

会使他们之间能够较容易地建立信任关系（社会邻

近性）。

４　结　语
本文在一开始提出了３个假设：相对于综合大

学来说，应用科学大学教授的主要工作集中在教学

领域；相对于综合大学来说，应用科学大学的科研

和教学都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应用科学大学教授利

用的知识转化渠道更加具有区域性。

基于在全德国范围进行的高校教授调查所得

的结果，这３个假设都几乎能够毫不受限制地得到
证实。只有在创办企业一项的区域性是个例外。

在此，综合大学略微显得更具有区域性。这里的一

个原因可能是由于综合大学的所在地一般来说都

是大城市，因此对企业创办人来说也更具吸引力。

但值得注意的是，综合大学在此较强的区域性也仅

是略微高一点而已。在其他知识转化渠道里，应用

科学大学教授所拥有的区域占比都比综合大学高。

因此，假设３尽管受到这样一个限制，但也可以被
认为总体上是成立的。应用科学大学具有较强的

区域性，但这也不能被解释为他们自然而然地对区

域创新体系作更大贡献。起决定性作用的应当是

质量因素。［５５－５６］基于综合大学的学校规模以及更

好的资源配备，这一类型的大学从绝对数量上看应

该是创造了更多的知识。也就是说，尽管综合大学

相关区域性的比例较小，但从绝对数字上看，他们

应该是能够使更多的知识进入到区域。

发表著作因其主要含有显性知识元素而更具

有跨区域性。由于与企业的合作主要是通过面对

面交流来传递受制于个体的知识，因而更具有区域

性。发表学术著作是综合大学教授更为常用的一

个知识转化渠道，而与企业合作则是应用科学大学

教授更为常用的知识转化渠道。基于此，下面的观

点，即在综合大学创造的知识基于显性知识传递而

能够输出到其他区域，或者说可以使其他区域的知

识接受者获得，看起来也是合理的。与综合大学相

比，应用科学大学是否确实能够凭借其较强的区域

性对其所在区域创造附加值，必须在今后的调查研

究中考证。

图７总结了综合大学和应用科学大学各自的
特征，把它们互相对应地展示出来，并在此基础上

总结了调查研究的结果。图中体现了两种类型大

学教授用于科研和教学所拥有的时间、科研和教学

的区域性以及其区域性程度。四分之一圆的阴影

面积越大，其所对应的领域也更为重要。圆心意味

着所对应领域的特征为０，最外围为百分之百。

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研究；Ｐｒａｘｉｓｂｅｚｕｇ：实践性；
Ｌｅｈｒｅ：教学；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ｔｔ：区域性；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ｔｅｎ：综合大学；Ｆａｃｈ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ｎ：应用科学大学
图７　综合大学与应用科学大学各自特征的比较

来源：以Ｗａｒｎｅｃｋｅ２０１６ａ，第２０６页为依据。［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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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两种类型大学的特征进行比较，可以发
现，虽然有各自的重点或者优势，但他们起着相互

补充的作用。有很多地方提到，综合大学和应用科

学大学之间的界限已越来越模糊。［１２，５７，５８］　但是，

此处对两种类型高校最核心的特征进行比较，结果

依然显示出很明显的区别。　　根据科学委员会
的观点，在两种类型高校之间划分不同任务也是德

国科学体系的优势，因而应当保留。［５９］出于这个原

因，也应当批判性地看待一些试图涂抹这种功能性

区别的努力，如新近在弗尔达应用科学大学建立博

士点的做法。［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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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重塑与定位型塑
———地方高校应用型发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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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应用型大学建设是国内高等教育研究的重点课题，也是我国部分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的既定方向。
深入剖析应用型大学的概念及其内涵，深刻认识应用型大学产生的背景，全面总结应用型大学发展的国

际经验，对理解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实现地方高校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

义。研究表明，我国地方高校必须坚持以学校为主体，与地方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学校的地方性办学

特色、学科专业优势和应用性课程体系，全面推进应用型大学转型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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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的发展就是人的发展，人的发展则表现在
对先验知识、技术、技能等掌握的基础上的创新，进

而满足社会需要和推动社会发展。而传统的大学、

固化的培养、人才的狭义供给，与社会需求存在着

突出矛盾；数量和规模快速增长的高等教育，在传

统大学思维的人才培养模式下，未能及时化解反而

加剧了人才供需矛盾。高等教育面临着战略重组

和供给侧改革，面临着破除人才培养的固化模式，

消除人才培养的同质化和同一化，推进以人才培养

模式革新为主导的高校多层次建设、多样化发展，

已是迫在眉睫。正如教育部、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

联合印发的《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

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所

要求的，地方高校要紧紧围绕创新驱动发展、中国

制造２０２５、互联网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一带一
路”等战略，找准转型发展的着力点和突破口，以改

革创新的精神，推动转型发展。［１］这为地方普通本

科高校指明了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为其“弯道超

车”和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地方高校转型

发展的目标是建设“一流”应用型大学。了解应用

型大学的起源，把握应用型大学的内涵，透视国际

应用型大学的发展，对理解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战

略、实现地方高校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１　理念重塑———地方高校发展的当
务之急

　　高等教育中一些矛盾和问题的产生，其原因是
多方面的。所有矛盾的化解和问题的解决，必先正

视历史和现实，厘清矛盾转化和发展的表现形式，

明晰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内外部环境变化及其

影响因素，理顺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

系，［２］进而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

１．１　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需求愈加密切
经济是基础，保障教育发展；教育对经济又具

有促进和支撑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一

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引领下，我国社会

经济得到了巨大发展，高等教育的繁荣和科学技术

的进步更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推动力。由计划

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观念转变，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确立，我国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人民的

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在物质生活得到基本满足

的同时，精神文明建设则相对滞后，社会生产更面

临人才匮乏的困境，尤其是技术、技能型人才和复

合型人才更是供不应求。文化的需求和人才的匮

乏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现实性挑战。

１．２　高校数量与规模得到前所未有的增长
与国家的经济政策相呼应，党和国家提出了

“科教兴国”战略，并辅以多项措施加以推动和保

障。我国高等教育得到全面发展，在以“共建、调

整、合作、合并”为内容的高等教育改革方针指导

下，通过合并组建、新设增设、调整撤并、合作办学、

二级学院独立运行等方式，承载高等教育的高校组

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截至目前，全国共有高

等学校２８７９所，其中成人高等学校２８４所，普通高
等学校２５９５所（含独立学院２６６所）；在普通高等
学校中，本科院校１２３６所，专科院校１３５９所。我
国首份《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指出：在校生规模

位居世界第一；各类高校数量位居世界第二；毛入

学率４０％，高于全球平均水平。［３］

１．３　高等教育结构性和层次性发展面临挑战
高校数量与规模大幅增长的直接反映，就是在

校大学生人数的爆发性增长，我国在校大学生人数

已从１９９８年的６４３万发展到２０１５年２６２５万。［３］

据马丁·特罗教授高等教育发展“三阶段化”理论，

我国毛入学率已超过４０％，处在１５％ ～５０％的大
众化阶段，并预测到２０１９年我国毛入学率可能超
过５０％［３］，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在极短时间

内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连续进入到大众

化、普及化阶段，这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都将是十

分罕见的。在我国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向普及化过

渡的现阶段，高等教育的结构性、层次性发展还面

临巨大挑战，如何使高校的人才培养更好地适应变

化的供求关系和变化的国际环境，适应变化的教育

对象和变化的资源条件，还需要更深层次的改革与

创新。

１．４　高校的分类管理和统筹发展成为必然
高校数量的增长，高校的分类管理和统筹发展

具有长期战略性，“９８５”“２１１”“双一流”大学建设，
以及“全国百所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使处在“夹

缝”中的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受到“挤压效应”，处境

不免有些尴尬。地区性、经济性差异，以及对人才

的多样化需求，期望高校提供不同类型的人才。［４］

地方高校只有充分发挥其服务地方的特色优势，培

养有别于研究型大学和高职高专培养目标的高层

次应用型创新人才，满足地方产业转型升级需要，



第２期　　　　　　　　　　 汪福俊，等：理念重塑与定位型塑 ———地方高校应用型发展之道　　　　　　　　　　１３　　　

适应地方经济建设需求，就一定能够找到自己的合

适定位。分类管理和特色化、差异化发展，必将成

为地方高校发展的主流，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

性需求，高校的分类管理必将促进高等教育的稳定

与发展。［５］

１．５　地方高校的理念重塑迫在眉睫
地方高校的建立与发展，符合高等教育的外部

规律，即高等教育发展必须满足地方社会经济、政

治和文化等方面发展的需要［６］１２。然而在发展过程

中，为数不少的地方高校却偏离了它的既定方向，

甚至与其原来的办学目标渐行渐远。这些地方高

校一心向国内传统的以培养精英人才为主的综合

性大学看齐，而忽略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应用

型、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迫切需要，在学校内部结构

治理、学科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方案制订、教学组织

与评价等多方面照搬照抄，造成学科专业雷同，人

才培养同质化严重，并拉大了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

需求的距离。地方高校的学术导向、高校之间的同

质化现象，对高等教育的稳定与发展冲击严重，地

方高校的办学理念重塑与办学定位型塑迫在眉睫。

２　他山之石：应用型大学在欧洲的兴起
　　就事物的认识过程而言，一般先是“物”的出现
以及人们对“物”的感知，即“概念上的事物”，并通

过多种方式表达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物”的

发展变化，以及人们对其认识的深化，便可赋予其

概念性的理论。应用型大学的产生与发展也是如

此，它的出现根源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高等教

育规律使然。［６］１４经济社会发展愈迅速，对教育尤其

是高等教育的需求愈旺盛；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升

得越快，对接受高等教育的追求越强烈。产业、企

业对高层次人才的渴求进一步推动了高等教育的

发展。与此相关的新设教育组织机构（包括由较低

层次升格而来的教育机构）出现在现代大学的起源

地———欧洲，例如英国的多科技术学院，法国的大

学技术学院，德国的高等专科学校，无论公有私立

都得到了迅猛发展。这些教育组织机构与传统的

“大学”有着明显区别，当然也存在一定的相似之

处，于是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同样被纳入到了“高等
教育”之中。［７］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欧洲普遍认可这些教

育组织机构。作为高等教育多样性的表现之一，这

些机构有力地促进了高等教育的稳定与发展。针

对这些新的教育组织机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ＯＥＣＤ）曾试图提出易于让人接受的术语加以
概括，诸如“非大学高等教育”（ｎ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短期高等教育”（ｓｈｏｒｔｃｙｃｌｅ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大学之外可供选择的学校”（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ｔ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等等，试图对这些新兴的教育组织机构
进行准确定位。虽然这些新机构在入学标准、学位

类型等方面与普通大学相同，但并未设定远大的学

术抱负，其多数教育项目显示了很强的职业性。最

终使得这些机构的发展呈现两条路径：一是过多追

求学术，向大学看齐，以英国的多科技术学院最为

典型，其结果是导致高等教育的趋同性、同质化日

益严重，使得这些新机构发展受挫［８］２２３－２２５。二是巩

固其自身特色，进而完善校内教育体系，形成独具

一格的学院或大学，例如法国的大学技术学院（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ｒｅｓｄ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ＩＵＴ）［９］２０，美国
的州立学校（独立学院、社区学院、部分文理学院和

大学）等［８］１１２－１１３，均属此类。

到了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第三级教育”盛行起
来，它强调所有为超出典型的中学教育年龄段的学

生提供的教育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相同功能，尽管

其智力发展要求以及与科学知识的联系可能有所

不同［９］２１－２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标准分

类法１９９７》（ＩＳＣＥＤ１９９７）和 ＯＥＣＤ也使用了“第三
级教育”概念进行区分，确定“第三级 Ａ类（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ｔｙｐｅＡ）”学校和“第三级 Ｂ类（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ｔｙｐｅＢ）”学
校的区别（ＯＥＣＤ，２００２）。其中，第三级 Ｂ类学校
被定义为：专注于实用技术或职业技能直接进入劳

动力市场，教授可以覆盖不同项目（ｔｈ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的基础理论。

根据“第三级Ｂ类”学校的定义，这类学校具备
以下３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学校的工作重心在于教
和学。其学术人员的教学负担比大学重得多。此

外，在一些国家，应用性研究也是这类学校的一个

重要职能。二是多数情况下，在校全职学习的时间

往往有所区别，但总体上其学习的年限等同于第三

级Ａ类学校，即全职学习的年限不少于２年。三是
课程的内容偏向于应用性。［９］２１－２２

虽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

２０１１》（ＩＳＣＥＤ２０１１）在继续使用，第三级 Ｂ类学校
还在尝试着重新界定其身份，这种尝试，部分是通

过其自身特色，部分是努力在不同方面（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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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教师薪水、研究职能等）向大学看齐［７］。德国高

等专科学校的建立与发展，不仅强调其学制、职业

性和学习内容的实用性，同时还建设了完善的包括

学士和硕士在内的学位结构。硕士项目重点强调

应用性，只有少数学校与大学一样强调理论性。进

入２１世纪后，这些学校大多更名为“应用科技大
学”（Ｆａｃｈｈｏｅｈｓｃｈｕｌｅｎ，ＦＨ；英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ｅｓ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从校名上向大学靠拢［８］３２５－３５７。有鉴于

此，第三级Ｂ类学校（包括ＩＵＴ、ｃｏｌｌｅｇｅ）均从其特色
功能出发，重点强化其应用性，将其自身归属于“应

用型大学”，以便于同传统大学相区别。

借用相关法律、规章和一些官方描述中的正式

用语（如学校类型、项目层次、项目功能、学习模式

等）和非正式用语，来描述应用型大学与传统大学

的不同［９］１８－１９，这明显属于高等教育体系中的类型

学（ｔｙｐｏｌｏｇｙ）范式，即运用思辨研究方法或理想类
型法来归纳高校类型的本质属性，或提出未来高等

教育的生态类型［１０］，其侧重点则是更多地阐述高等

学校之间的差异。应用型大学显然属于类型学范

式，它是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

与研究型大学、学术型大学具有一致性，人才培养

是其唯一的本质属性，差别则在于人才培养的外显

化，即“行业性的价值取向，应用性的目标设置，复

合型的课程设置，实践性的培养过程和多元化的人

才评价”。

回顾应用型大学的历史变迁，既蕴涵着组织结

构的适时调整，也表现出应用型大学以内部改革推

进学校发展的辉煌历程。国外应用型大学的建立

和发展，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我国借鉴和汲取，尤其

对于我国地方高校来说，如何避免“照搬照抄”，既

遵循国际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又结合我国国情，谋

求跨越式发展，意义重大。综合国外应用型大学的

发展，至少有以下几条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一是争取政府支持。无论私立还是公有，高校

的设立与发展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公共政策、教

育政策和财政政策等方面给予的优待，成就了诸如

英国的多科技术学院、法国的大学技术学院等众多

高校。其中，法国的“朗之万—瓦隆计划”和《富尔

法》等教育扶持政策，教育财政对高校进行的行政

拨款、合同拨款、辅助性小额拨款，以及鼓励私人资

本和企业对高校进行资金支持，为高校发展提供了

必要的经费保障。因此，政府层面上的政策保证、

财政支持和策略引导，是应用型大学发展壮大的重

要因素。

二是坚持校本特色。应用型大学贵在其定位

于市场需求的特色，在教育年限、学习方式、课程设

置、课程内容等方面更加贴近社会，在人才培养上

能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用”，缩短甚至消除跨入

社会、踏进工作岗位的适应期，并受到市场的欢迎

和好评。相较于市场需求导向，校本特色则更为教

育家们所津津乐道，完善的大学组织结构和校园文

化，以及有别于传统大学的差异化发展，成就了应

用型大学的繁荣。“异则生，同则亡”，英国的多科

技术学院因未能坚持自己的办学特色，于１９９２年
完全蜕变、回归为“大学”，原有的应用型大学的根

本属性丧失殆尽，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而法国的

大学技术学院，尽管被合并，却仍然坚持独立的应

用性办学特色，声名卓著。其他欧洲国家的应用型

大学的蓬勃发展，也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

三是明确专业定位。应用型大学的优势在于

其教育的专业性。“专”是立校之“基”，而不是过

分追逐规模大、学科全的综合发展，或者说，就是注

重知识的应用性，以“精”“专”“用”为目标培养人

才。法国的波尔多第三大学的蒙田技术学院（ＩＵＴ
ＭｉｃｈｅｌｄｅＭｏｎｔａｉｇｎｅ）就是一所文科性质的应用型
大学，该校在其社会事业、城市规划、语言教学等方

面的“专业性”就十分突出；荷兰的艾文迪应用科技

大学（Ａｖａｎ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也仅有６
个学院，其艺术设计、国际商务是享誉世界的标志

性专业；荷兰的莱顿应用科技大学（Ｌｅｉｄｅ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只有４个学院，卫生与社会
保健、教育学则是其最富特色的专业。

四是完善职业项目。这里所谓“职业项目”，对

应着国内高校的“课程体系”。国外大学的“职业项

目”呈现多元化特征，往往由学校设定与学生自主

选择相结合，学校规定的通识课程，以及所设置的

学科基础课程，要求在前四个学期内修完；而所设

定的专业核心课程，以及广泛开设的选修课程，则

由学生依据自身的专业基础和所选定的专业方向

进行学习，强调学生专业发展和能力培养。即学生

可以根据自身兴趣和未来职业规划，自由选择专业

课程和选修课程，这些课程具有很强的职业性，突

出了实践导向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理论课程

与实践课程的平衡，特别是对实践课程的高度重

视，使得应用型大学的学生学习强度更大。法国的

大学科技文凭（ＤＵＴ）学习项目，安排了超过３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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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徒和工作实习；联邦德国的高等专科学校，学

制虽短，但在学习内容上更加强调应用性，要求接

受所规定的项目培训；纽伦堡应用科技大学（Ｔｅｃｈ
ｎｉｓｃｈｅ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ＮüｒｎｂｅｒｇＧｅｏｒｇＳｉｍｏｎＯｈｍ）则安
排了整整一个学期的实践项目。

３　定位形塑———地方高校发展的战
略路径

　　我们已经处在一个不同以往的断裂发展的时
代，这个时代不再具有确定性、统一性和简单性，而

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多样性和复杂性。［１１］面对这

一变幻的环境，高等教育需要有全局性、战略性的

应对措施。显然，高校的分类管理、多元发展将成

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方向，“双一流”大学建设、

示范性高职建设、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等战略举措，

必将产生重大影响。而对于面临发展方向性困境

的地方高校，国家三部委的《指导意见》则成了其前

进的风向标。截止２０１６年３月，基本确定转型试
点的本科院校已达１８１所。

关于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的理论研究，有不少学

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大多偏重于顶层设

计、应用定位、教学改革、师资建设等主要方面。潘

懋元先生曾从发展目标、学科专业、服务面向、教学

定位、人才培养、师资队伍、科学研究等７个方面对
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发展进行过阐述［１２］，为应用型高

校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框架。然而不

同的地方高校，特点不同，优势各异，如何找准自己

的优势、发挥自身的特色，因地制宜，转型发展，尚

需借鉴国际应用型大学建设的成功经验，对内挖

潜，对外开拓，对“目标的应用型大学”进行科学合

理的现实型塑。

３．１　体现地方特色
根据高等教育的外部规律性，地方高校是由地

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而设立的，地

方性标签烙印深厚，区域特点与经济构成是影响学

校发展的重要因素［１３］，所以，地方高校的转型与发

展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政策、财力和社会各界的大力

支持。地方高校的学科专业设置、科研成果转化、

社会服务取向与地方产业的结合度，以及校园文化

与地方文化的融入度，是地方高校能否体现其得天

独厚的先天优势的主要因素，也是支撑地方高校蓄

势待发的重要基础。层级、目标、规模、部门结构等

因素又会影响高校对社会的贡献［１４］，也正因为如

此，地方高校只有专注于地方社会进步，为区域经

济发展提供紧缺人才和科技服务，其应用型转型必

须充分体现地方特色，才有可能实现战略突围。

３．２　坚持校本特色
对于学校的转型建设，高校本身应具有控制变

革的能力［１５］１９－２１。地方高校在服务地方社会经济

时，作为先进知识的产出组织［１６］３－５，更要发挥好文

化引领功能。首先，要保持学术教育的独立性，不

跟风，不盲从，在注重社会需求的前提下，坚持校本

教育理念。教为形，育为实，育人是根本，教是育人

的形式，一切教育活动要围绕人才培养这个中心而

展开。其次，学校的组织治理结构在追求育人高效

化的同时，应以德育为先；其组织体制、制度框架、

运行模式等，在地方高校的应用型转型中必将发挥

应有的推动作用。再次，差异化的校园文化亦是立

校之本，校园文化是一所学校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

形成的，蕴涵着学校的历史积淀、人文品格和价值

理念，对师生的思想和行为、学校的发展方向具有

潜移默化的作用，对于地方高校提升办学水平和特

色发展给予内在支撑。［１７］独特的校园文化，更加彰

显地方高校的特色，在推进地方高校应用型转型中

发挥着重要的文化引领作用。

３．３　强化专业特色
学科专业是高校的基石，也是高校获得社会认

可和赢得美誉度的基本要素。地方高校的应用型

转型、地方高校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主要依托

学科专业而展开，以社会需要和地方产业需求的应

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也是以学科专业为基

础，通过学科专业的一体化建设，将理论研究、技术

创新、工程研发与人才培养密切结合起来，不断加

强和维护突出地域差异和地域特色的应用型学科

专业的建设与发展。［１８］在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大趋

势下，知识的容量在扩大，单一的、窄化的学科专业

模式与社会和市场需求的距离在拉大，多学科、交

叉学科、跨学科科研与教育成为势不可挡的新潮

流，人才的多元化、多向性和团队型被赋予更加丰

富的内涵。地方高校可集中优势资源，通过学科专

业集聚，打造独具特色的学科专业集群，构造专属

本校的“微型航空母舰”，推进学校转型发展。

３．４　突出课程特色
相对系统的基础理论和精益求精的技术技能，

是从事未来职业的“看家本领”，专门的课程在科学

技术领域备受尊重，这就更需要与确定的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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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关的技术技能配套的理论知识［１９－２０］。课程的

推动力不容忽视，课程是教育教学改革的基

础。［１５］５２－５３对课程目标不厌其烦的认证，实际上是

在强调能力的相互交融。通识课程、专业课程、选

修课程的合理平衡，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的比例设

置，目的都是为了有利于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以及

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案，应以课

程体系的合理构建为标准。作为地方应用型本科

高校，其专业理论课程更应强调专业的通识知识，

课程内容偏向于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

的培养；选修课程体现行业产业纵横向关联的内容

和企业系统化运行的职能特点；实践课程与理论课

程有机融合，成为理论课程的有机延续和知识补

充，在实践中锻炼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帮助学生

个体成长和职业准备积累经验。彰显校本特色的

课程体系，必将为推进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增

光添彩。

４　结　语
应用型转型为地方高校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

政策和策略保障，是地方高校发展的主要方向。但

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地方高校的转型任重而道

远，只有不断探索与完善符合各自特色的转型方式

与建设模式，抓住学校发展的主要矛盾，并通过矛

盾主要方面的有效解决，才能真正踏上转型发展的

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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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之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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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转型为应用型大学后如何对待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是应用型人才培养高校必须面对的复杂问题。笔
者认为，教师从事学术研究可以为学校培养高质量的应用型人才提供产教融合、科教融合、师资训练、国际合作

等多方面的支持，培养高质量的应用型人才，教师必须有研究的经历。应用型高校要重视教师的学术研究，否

则无法培养出高质量、高水平的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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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
已写入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升到国

家重大决策的高度。在政府大力倡导之下，最近几

年，大批省属普通高校纷纷向应用型转型，行业内

外对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认识在逐渐清晰。提高应

用型、技术技能型和复合型人才培养比重，新增高

等教育招生计划主要向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培

养倾斜已成为政府、社会和高校的共识。然而，转

型高校在整理发展思路，制定发展路线图的过程

中，如何处理学术研究与教育教学这对矛盾，转型

为应用型大学后如何对待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就

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有研究者认为，学术

研究与应用型人才培养似乎风马牛不相及或关联

度不大。实则不然，教师从事学术研究可以为学校

培养高质量的应用型人才提供多方面的支持，甚至

可以说，要培养高质量的应用型人才，教师必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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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经历和能力。

１　学术研究之于产教融合的价值
应用型人才是指能将所学到的专业知识和技

能应用于所从事的专业社会实践的一种专门的人

才类型，是熟练掌握社会生产或社会活动基础知识

和基本技能，主要从事一线生产的技术或专业人

才。其具体内涵是随着高等教育历史的发展而不

断发展的。应用型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产教融合就

是影响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但是，在谋求产

教融合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剃头挑子一头热”的

情况，这也是困扰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一个大问

题。在目前国情下，企事业单位与高校协同育人的

动力来自于两方面，一是希望高校教师能够为企业

解决一些技术问题或者教师的科研成果能够在企

业转化成产品；二是通过合作挑选好的员工。可

见，只有双向互动，协作才有活力。必须实现双赢，

企业与高校的合作才有积极性和高质量且具备可

持续性。高校教师如若能为企业解决生产难题，合

作开发有价值的新产品，对企业产值方面的帮助作

用显著，那么投放在教育学生方面的人力物力成本

相对企业来说才可以忽略不计，况且，通常情况下

去到企业学习的学生往往是参与到科研攻关活动

中去的，也会为企业创造价值。可见，与企业界结

合紧密，科研攻关实力强的院系就可以为学生提供

更高水平的学习场所，更多的学习资源，更好的学

习机会。

２　学术研究之于科教融合的价值
如前所述，应用型高校应该是将专业知识和技

能传授给学生并帮助他们应用于所从事的专业实

践。然而，大部分教科书上的知识由于编写、出版

等各种原因与行业、社会的实际情况相比都会有一

些滞后，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教师不搞学术研

究，不检索和阅读文献，不深入企业行业调研，不参

与社会实践，如何能够保证传授给学生的是新鲜和

先进的知识？经历过真正学术研究的教师通过将

科研成果、学术动态、学科前沿融汇在教学中，可以

很好地弥补这些差距。研究者对我国教师的科研

水平与教学水平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两者的

关系是正相关的。［２］科教融合是提高应用型人才培

养质量的重要举措。当然，教师能否把科研实力完

全转换成教学实力，需要管理部门的引导和规范。

政府和学校应建立支持和奖励机制，激励教师面向

经济社会新需求，强化课程研发、教材编写、教学成

果推广，及时将最新科研成果、企业先进技术等转

化为教学内容。［１］

３　学术研究之于创新创业教育的价值
　　２０１５年 ５月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
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把高校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提升为国家战略。但过去几十

年一直有一种声音干扰着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即

“应用型人才无需创新意识，只要按着操作规程做

就行了。”从研究情况看，企业对人才的要求并不是

这样的。企业管理者普遍认为：创新不一定要翻天

覆地，创新也许就是工作中的点点滴滴。只有具备

创新意识的人，才能发现和改进工作中或大或小的

不足，正是无数个小改进、小发明、小创造聚集起推

动技术革命和企业进步的动力，构成我国宏大的科

技创新的体系。新形势下，企业内部创新氛围也日

渐浓厚，开拓新的业务领域，开发新的产品，提升市

场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需求不断增长。创业教

育的根本目的，就是培养学生应用专业知识的意识

和运用专业技能需找市场需求，开拓创业空间的素

质与能力［４］。技术进步是无止境的，无论处于什么

行业，什么层次，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都是推动人

类发展，社会进步的原动力，具备创新精神和创新

意识的人才，才是卓越应用型人才。

培养卓越的应用型人才，教师是关键。通常情

况下教师的水平直接关系教学的水平和质量。经

过学术研究训练的人具备勇于探索、敢为人先的开

拓精神，以及不墨守成规、不从众、不屈从权威的批

判意识。科学研究研以发现新理论、新技术、新方

法为己任，以解释、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问题为主

旨，学术研究的灵魂就在于创新———思前人所未

思、言前人所未言、做前人所未做，不仅批判现实，

而且建构未来。它所体现的精神意蕴正是创新人

才所需的核心素养。［３］具备创新精神、具有创新能

力的教师是学生的良师益友，通过教师的实际带动

和示范引领，通过与教师课内外的接触，耳濡目染

的熏陶，学生才能铸就勇于创新敢于创新的素质。

４　学术研究之于中外联合办学中的
价值

　　纵观全球，许多国外、境外高校的（下转第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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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应用型人才培养是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导向和归宿。面对转型发展的选择、困惑和应用型人才
培养的目标取向，凸显综合素质培养为重点，以提升应用能力、创新创业能力为核心，从通识教育、课程建设、专

业建设、实践教学体系、师资队伍建设、协同创新和协同育人、招生制度改革、考核评价体系以及开放办学等方

面阐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办学之路，打造适应高水平应用型综合大学的人才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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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教育发展遵循自身的内部规律，同时也适
应内外部规律。转型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

变、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解决新增劳动力就业结构

性矛盾的迫切要求，是深化我国高等教育供给侧改

革、破解高等教育结构性难题的深层次变革，也是

部分地方本科院校生存发展的现实需求。［１］由此可

见，转型发展是高等教育发展内外规律作用的表现

形式和结果。从高等教育演变的历史长河来看，高

等院校发展与转型互为辩证，在发展中转型，在转

型中发展，通过实践上升到理论，再由理论指导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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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既肯定又扬弃，每次变化使原来的状态螺旋式

往复上升，为高等教育注入新的能量，从而使高等

院校呈现新的发展态势。

１　地方本科院校转型的选择、困惑与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取向

　　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一方面，随着社会经
济的发展，特别是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许多

高新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必将加快发展，高端技能

型、高级技术型和工程型人才将逐步成为社会劳动

力竞争的主体，社会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增

长比例必将大幅度超过普通劳动者总量增长。另

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扩招以来，精英教

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的速度加快，大众化教育只有

分类发展，才能使各类高校发挥自身优势，培养出

符合社会经济和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多样化人才，

这也是地方高等院校向应用型转变的现实选择。

因此，在经历了层次提升导向型的转型后，地方本

科院校急需进行二次转型，或者说是对应用型高校

办学定位和模式的一定意义上的回归。［２］当前，地

方本科院校所进行的转型，与以往层次提升导向型

的转型的有所区别，具体按照教育部、国家发改委

和财政部《关于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指导意

见》的要求，是“以培养产业转型升级和公共服务发

展需要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为主要目标，以推进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主要路径，通过试点推动、示

范引领，引导和推动部分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

类型高校转型发展，提高地方高等教育支撑产业升

级、技术进步和社会管理创新的能力，完善现代职

业教育体系，促进高等教育特色发展，推动学习型

社会建设”［３］。党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五次会议通

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中提

出：“鼓励具有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

变”。由此可见，国家从宏观上调控高等教育发展

态势，为人才培养目标实现和高校升级发展创设政

策环境。

当前地方本科院校转型的困惑从学校层面主

要体现如下：一是观念转变不统一制约地方本科院

校的转型。大多数地方本科院校是从专科学校升

格的，有些是培养来来教师为主的，虽然办本科教

育几十年，其中涉及应用型人才，但只停留在表面，

真正转到应用型高校，实践实训基地等基础设施建

设，需要不断投资，费神费力，而且转型大部分教师

需要进行再培训方能适应教育教学改革的要求，所

以不愿转。转型发展毕竟要进行改革，涉及利益相

关体，所以不敢转。转型发展是转到高等教育范

畴，还是归入职业教育体等，不知道往哪里转。转

型发展需要从哪些方面进行改革，前景如何，不知

道怎么转。［４］转型发展作为国家高等教育的战略性

改革，在很短时间内贯彻落实，高校一下子转变观

念是有困难的，是可以理解的。

二是专业建设与地方产业发展不协调，产学研

合作教育落实不到位。地方本科院校大多数专业

是从原来师范专科升格而来的，是按照学术型方向

培养人才，以课程教学为主，实践性实训教学少，可

想而知，跟企业脱节明显。对于新增加的专业设

置，一方面，深入社会考察调研程度不多，有什么教

师就开设什么专业；另一方面，有些专业从表面上

看似乎和产业发展有联系，但是在建设和人才培养

过程中又缺少与相关产业沟通，培养模式单一，毕

业生在社会就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学生发展愿望受

到极大的打击，最终也影响了地方高校发展的名声

和利益。对新建本科院校来说，产学研合作教育的

框架已经搭建，但运行机制管理不到位，合作项目

产出与效益不明显，或者处于签约、互访层次，中途

中断，甚至根本没有开展活动，这对应用型本科院

校人才培养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４］

三是“双师双能型”师资严重短缺，转型压力

大。众所周知，教师队伍是高等院校教育教学改革

的主体力量，是肩负为社会培养高素质的合格人才

的依靠。因此，随着高等院校转型发展，教师的专

业发展和实践应用能力培养和提高是学校发展的

关键性问题。高校对接产业，开展实质性的理论研

究与实践操作，教师必须身先具备相关知识和技术

水平，才能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指导训练学生，从

而达到应有的教学目标。目前，新建地方本科院校

和师资队伍整体上是高职称高学历，缺乏具有双师

双能型教师，主要是学术理论为主，他们的教学思

维和方法已经形成固有的教学模式，可想而知，转

型的难度相当大。另外，社会企业中一些具有较强

技术技能水平的人才，由于人事管理制度等原因很

难引进高校。面对众多障碍，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

在转型过程中，要加强引导，解放思想，要从实际出

发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创造条件，稳步推

进，对师资队伍问题要结合学科专业特点，有针对

性、分阶段分批进行培训提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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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转型存在着困惑的问题，只要统一认识，

明确方向，未来发展道路是美好的。应用型人才培

养是转型发展的核心问题，因此，聚焦转型发展关

键要对应用型人才的内涵有比较明确的理解，围绕

应用型人才培养推进转型发展的目标才能得到体

现。应用型人才主要是在一定的理论规范指导下，

从事非学术研究性工作，其任务是将抽象的理论符

号转换成具体的操作构思或产品构型，将知识应用

于实践。［５］无论是在我国还是世界，作为一种人才

培养类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并非应用型高校出现

以后才出现的。发达国家应用型本科教育兴起于

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体系较为完备。而我国提出举
办应用型本科教育只有十多年的时间，尚处于探索

阶段。应用型本科院校共同特点是：一是以培养应

用型人才为主，有些专业在培养本科生的同时可以

根据学科建设程度和发展态势，培养研究生，为高

一级的大学输送后备人才。二是应用型本科应该

以教学为主，同时也要开展研究，不过它开展的研

究是应用性的、开发性的研究。三是应用型大学应

该以面向地方为主，某些专业也可面向地区，甚至

面向全国。［６］总之，转型发展适应社会经济形势的

需求，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内涵和外延由此得到广阔

发展，应用型本科人才是质的提升，更加注重理论

与实践的结合以及综合素养的提高。应用型高等

院校同样履行大学职能关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以及文化传承，只不过所强调方面有所侧

重，这就是特色的实践体现。

２　迎接转型发展，应用型本科人才培
养的路径探索

　　应用型本科教育是一种专业性的通才教育，既
关注学生较为系统、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与

储备，为未来持续发展打好坚实基础；又是一种以

“能力为本”的教育，突出实践应用能力，为就业、创

业和创新做好准备。这是新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

系统性工程，具有全局性、复杂性和根本性，需要积

极推进综合改革力度。因此，以创新为动力、以应

用为导向的办学体制机制改革，强化应用型本科人

才培养力度是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现实性

选择。

２．１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整合协调，夯实应用型
本科人才培养的素质基础

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深化

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学生

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７］肇庆学院将

通识教育建构作为素质教育的抓手来贯彻落实。

积极构建三层次、六大模块的肇庆学院特色通识课

程体系，以公共通识课、核心通识课、辅助通识课为

三层次，分为艺术与人生、经典选读、科技与文化、

健康与心理、经济与社会、社交与礼仪六大模块。

坚持实施高水平的应用型大学通识教育，多渠道培

育通识教育课程资源，实行通识教育课程设置审议

制度，不断推进和完善符合高水平应用型人才培养

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坚持“立德树人”“育人为

本”的教育理念，将理想信念教育融入通识教育体

系之中。强化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整合协调，将

通识教育改革纳入全校课程体系改革和应用型人

才培养模式的整体改革之中，在最基本的知识领域

为学生提供多学科交叉综合的精品课程，努力培养

具有健全人格、崇高信念、创新精神，能够满足现代

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高水平应用型人才。

２．２　加强专业建设力度，构建特色鲜明、应用导向
的专业体系

积极推进专业建设向应用型专业教育转型，按

照“做优教师教育专业，做强应用型本科专业，打造

特色优势专业，调整优化传统专业”建设思路，以培

育重点专业和特色优势专业为突破口，以建设专业

链群为着力点，加快调整和优化专业结构，初步构

建起以重点专业、特色优势专业为龙头，相关专业

为支撑的独具特色的专业体系。主动适应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需求，制定专业建设改造和调整方案，

优化专业结构，调整专业方向，打造专业办学特色，

提高人才培养的实效性。建立灵活的专业调节机

制，鼓励各教学单位根据行业、企业发展和人才市

场对应用型人才知识、能力和素质的要求，适时调

整专业方向和课程结构。建立专业评估制度和预

警机制，根据市场需求动态调整专业结构，对社会

需求严重不足和生源面临枯竭的专业建立退出或

停止招生机制。

２．３　推进课程改革，建构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
课程教学体系

围绕学校的办学定位和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

以课程体系的整体优化为突破口，提高课程建设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将课程建设与学科专业建设紧

密结合，积极探索课程体系、课程标准、课程质量、

课程支持、课程群以及课程考核的衔接和实现方



２２　　　　　　　　　　　　　　　　　　　　　　　 应用型高等教育研究 　　　　　　　　　　　　　　　　　 第２卷

式。着力探索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公共基础课程、

通识教育课程与专业教育课程的建设方式和融合

途径，探索基础理论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

课程与实验实践课程的合理衔接和功能互补方式。

多途径加强教材建设，构建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相适

应的高水平教材体系。通过开设创新创业课程群

和设计专门学分等形式，在课程建设中强化多维创

新和创业元素，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按照合

格课程、优质课程、精品课程和双语示范课程的标

准，对全部课程构建课程分类定级考评机制，深化

课程建设内涵。总之，以优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

方法和加强课程管理为重点，着力提高课程教学

质量。

２．４　加强实践教学体系建设，强化学生知识转化
和应用能力

关于实践教学的管理机制建设问题。一是根

据学校的学科专业特点，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状

况，整合实践教学资源，建立“校内校外结合、课内

课外互补、学科专业兼容、多方资源共享”的实践教

学体系。较大幅度增加综合型、设计型、创新型实

验，将应用技术理念贯穿并渗透于各个实验、实训

教学环节之中，引导学生掌握应用技术的系统思维

方法，提高对学科和专业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二

是加大实践教学比重，分别设置理工科专业不少于

３０％、人文社科专业不少于２５％的实践教学学分和
课时比例，建立各专业学生实习实训累计不少于一

年的制度。三是探索建立学生主动参与实践教学

的激励机制，将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学科竞

赛等各类科技创新活动与推进实验室开放相结合，

提升实验室开放水平。四是深化教材改革，构建应

用技术型教材体系。五是鼓励开展国际工程教育

专业认证，培养与国际接轨的高水平应用型人才。

六是进一步完善实践教学考核评价体系，高度重视

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建立覆盖所有专业的学生

创新实践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充分整合校内资源和力量，加大实践教学投

入，形成文、理、工、术实验教学设施协调发展的格

局，成立创新创业学院。加强就业创业指导课程建

设，完善大学生职业规划和就业指导服务体系。肇

庆学院加强了大学科技园的发展规划，建设了大学

生创新创业中心并投入使用，孵化器功能进一步强

化。落实了“肇梦空间”用地并开启了肇梦空间的

规划建设，创客方舟建设稳步推进，服务“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作用进一步发挥。毕业生就业质量稳

步提高，毕业生就业率稳中有升，达到９９．７１％，位
居全省同类院校前列。

２．５　加强应用型师资队伍建设，保障应用型人才
培养的质量水平

地方高校要使师资水平由“学历＋文凭”向“素
质＋能力”的双师双能型教师转变，由单一的理论
教学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实践能力转变，建设一

支“校企互通、专兼职相结合”的高素质双师双能型

教师队伍，为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综合大

学提供人才支撑。

一是以培养教学名师、教学团队带头人和教学

骨干为核心，重点培育和形成一支实践能力强、教

学水平高、教学效果好的应用型优秀教学团队，以

教学团队带动形成一批以高职称、高学历教师为骨

干的高水平应用型教学师资。

二是将课程教学队伍建设与学科专业队伍建

设，以及中青年教师的培养结合起来，将教师的职

业素养、知识转化能力和师德水平放在重要位置，

按照“以德为先，应用为本”的原则，提高教师教育

教学水平和知识应用能力。

三是加强应用型教师的培养和引进力度，切实

提高实践教学效果，对长期在教学一线工作、在应

用型人才培养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予以重奖。

对承担教师教育类课程的中青年教师，建立到中小

学从事至少一年教学工作的制度。

四是充分利用校外优质资源，聘请有扎实理论

基础和丰富实践经验，热爱教育教学事业的企事业

单位技术骨干作为兼职教师，选聘优秀科技专家、

企业家、高级工程师担任客座教授，建立“结构多层

次、授课多形式、管理多元化”的应用型兼职教师

队伍。

五是建立“双师双能型”教师的职业标准和资

格认证制度，激发广大教师主动参与应用型人才培

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建

立中青年教师定期或不定期到基层挂职锻炼制度，

为广大一线教师亲近产业、走进实践岗位创造各种

条件和机会。

六是优化人才分类管理和分类评价体系，建立

多元化的教师业绩分类评价模式。

２．６　加强政校行企合作，构建协同创新和协同育
人新机制

协同育人格局在积极探索中扎实推进。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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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为落实和推进创新强校工程，进一步形成发展

共识和推进策略，相继出台一系列规划和制度性文

件；另一方面，通过培育协同创新平台和协同育人

平台共同推进体制机制的优化，切实将产教融合、

产学融合落到实处，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适应

性。目前从以下几方面开展工作 。

一是瞄准国家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工业制造

２０２５计划”的战略机遇和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创新发
展以及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需求，充分利用肇庆学

院在人才培养、科技开发、服务地方产业发展方面

的优势，全面开展与地方政府、行业协会、企事业单

位的合作，将地方政府确定的主导产业、特色产业

作为学校学科专业建设的重要支撑，重点培育和形

成一批对当地经济社会创新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

应用型学科专业。

二是鼓励各教学单位积极开展适合本学科专

业特点的协同创新、协同育人模式改革，在继续建

设“西江特色文化研究与传播协同创新发展中心”

“肇庆地区乡村卓越教师 Ｕ－Ｇ－Ｓ协同育人平
台”基础上，加快建设“国家现代农业（柑橘）产业

技术体系肇庆综合试验站”，“粤西林产化工技术

开发与应用研究中心”等省部级创新平台，积极培

育若干校级协同创新、协同育人平台，形成协同创

新平台和协同育人平台支持重点学科专业发展的

格局。

三是充分利用广东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

进高水平理工大学和理工学科建设的重大机遇，积

极培育和发展省市重点建设的环境工程、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和机械工程等学科达到省内学科建设的

较高水平；积极推进以肇庆市环保局及其下属企业

为平台的环境工程专业实践平台，以端州区广府木

艺工业设计人才培养实践教学基地等实践教学平

台建设，搭建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协同育人平台，

与地方政府和企业在创新链上形成优势互补、共同

创新、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

四是加快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新型研发机构

和服务地方创新发展的智库建设，推进开展校企深

度合作；大力发展“肇庆互联网产业研究中心”“肇

庆市汽车零部件研究院”“道地南药研究开发中心

“粤桂合作特备试验区发展战略研究院”“西江流域

校地合作智库”等新型研发机构和智库，切实提升

肇庆学院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创新发展中的能力

和水平。

２．７　探索招生制度改革模式，创设应用型人才培
养的渠道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国内竞

争和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传统的本科院校面临着

转型发展的问题。当前，地方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

培养受好多客观因素影响，如学科专业、师资结构、

办学条件等资源更新相对较慢，尤其在某些专业的

招生竞争优势不明显，受到的冲击日益严峻。本科

院校所能提供的实践应用环境有限，致使毕业生实

际能力有所欠缺。而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和中等职

业教育办学有活力，大胆创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加大投资，硬件环境呈现良好形势，学生的实践教

学和实训取得实效。因此，应用本科院校从中高职

院校中招生部分学生，作为培养高级技术技能人才

试点，既是传统本科学校加快转型发展的客观需

要，也是实现协同培养、协同育人的现实选择。

以肇庆学院承担广东省“应用型本科院校面向

高职院校和中职学校考试招生的实践探索”教育体

制综合改革项目为契机，实施招生制度改革。一是

建立与普通高中教育、中高等职业教育的衔接机

制。在招生指标中安排一定比例招收部分中高职

优秀学生直接进入应用型本科阶段学习，提升中、

高职的招生的生源素质和办学水平，达到共同培养

高技能应用型专门人才的办学目的。二是探索招

收部分在职优秀工程技术人员直接进入应用型本

科序列学习，建立与企业定制化联合培养应用型人

才的机制。企业依托应用本科院校资源，有利于企

业人才在技能培训提升、技术成果转让孵化、学历

提高等方面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

目前，肇庆学院与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科技职业技术学院、肇庆第一技师学院等高职高专

院校的协同，根据各自办学特色，充分利用各自优势，

坚持以培养高技术技能人才这目标的教学理念，力

争实现中、高职和本科教育的良好衔接，达到优势互

补共赢。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要加强与行业企业深

度融合，在强调衔接多元的同时，综合考虑教学内容、

课程、知识、技能、学历的层级递进关系。

２．８　构建学业成绩多元化评价体系，展现应用型
人才培养质量的多层面

重视考核工作的管理，能比较客观地评价人才

的质量。肇庆学院一直以来将考核工作作为人才

培养的的有效途径来抓，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

阶段，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高校转型发展，教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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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深化推进，学业成绩的管理与改革更要服务于高

校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强调知识、能力和素质等

的全面发展为导向，因此，改革传统的学业成绩考

评体系，实施灵活多元的考核评价有助于提升应用

型人才培养。一是考核评价方式多元化。考核方

式应包括考试和考查两种形式，对于偏重知识学习

的课程以考试的方式考核，对于注重应用能力的课

程以考查的方式考核，促进课程考核从“分数高低”

向“能力大小”转变，从注重“期末考试”向注重“学

习过程”转变，从注重理论研究向注重应用创新转

变。二是考核内容多元化。考核内容包括理论知

识考核、应用能力考核以及综合素质等考核。三是

考核主体多元化。应用型本科型院校毕业生的就

业率和就业质量，从一定程度和一定时期上来说，

可以反映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因此，引入市场作

为考核主体是高等教育发展服务于社会经济、协调

发展的有效路径，社会市场就是应用型本科人才培

养质量的考场。［８］

２．９　树立开放理念，拓宽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
视野

通过树立国际化的办学理念，培育国际化的资

源优势，建立国际化的育人机制，提高国际化的语

言能力和构建国际化的课程体系等，培养具有一定

国际视野、熟悉国际规则和惯例，能够参与国际事

务和国际竞争的高水平应用型本科人才。建立一

批境外教师合作培训基地，拓宽肇庆学院教师对境

外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认知的国际视野。通过政

策引导，支持学生到境外参与研修学习，较大幅度

提高学生在境外学习的比例。充分利用肇庆学院

具有面向港、澳、台招生资格的有利条件，扩大境外

招生规模和数量。充分利用广东省人民政府支持

珠三角地市引进世界知名大学来粤合作办学的政

策，积极开展与世界知名大学的实质性合作，提高

肇庆学院的国际合作水平。扎实推进全校性大学

英语分类分级培养改革，提高学生的外语应用

能力。

迎接“互联网＋”时代的新思维，从高等院校的
实际情况出发，发挥比较优势，加强现代资源共享

和平台的利用与开发，在共享中提升应用型本科人

才培养的内涵与外延；在应用型人才培养过程中为

高等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培养应用型

本科人才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社会需求，更多关

注师生员工所盼所需，推改革、调结构、促发展、上

水平，实现高校更高质量、更大效益、更可持续的

发展。

综上所述，应用型人才培养是地方本科院校转

型发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同时也是应用型高

等教育内部发展的需要，与学术型高等教育比较，

所追求的是强调人才培养结构多样化，彰显“素养

高、能力强、善创新”的目标品格。因此，转型发展

背景下培养应用型人才，地方高等院校内外部管理

体制、培养模式、发展路径、评价体系等必将深入探

索，坚持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普遍性与特殊性相

结合，优势发展、特色发展、创新发展、开放发展，稳

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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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德国高校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广泛开设经济工程专业。经济工程专业学生人
数不断增加，且学生就业前景乐观。近年来，中德高校开展经济工程专业合作项目，经济工程专业已得到中国

高校和社会的广泛了解和认可。经济工程在中国本土化已具备社会大量需求、合作办学经验、工业制造升级和

高教专业改革政策等有利条件。中国高校应加强经济工程专业建设的研究，在学习和借鉴德国经济工程专业

办学经验时，要与中国国情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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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竞争以及技术发展和创新的持续活跃，成
为企业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未来的企业领导人和

专业人才要想把握机会，就必须结合复杂的背景关

系考虑问题，从全局角度了解并理解企业各项业务

流程。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综合经济管理部门都

大量需要既懂经济学又懂工程学的复合型人才，经

济工程作为一个跨经济和工程学科的专业能够满

足这种需求。

１　德国经济工程专业勃兴
１．１　经济工程专业发展　自１９世纪后期以来，西
方国家一些大学开始进行经济工程学的研究。

１９２７年柏林高等学院（Ｔｅｃｈｎｉｓｃｈｅ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Ｂｅｒ
ｌｉｎ）率先在德国开设了经济工程专业。该专业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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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ｌｌｉＰｒｉｏｎ建立，当时的名称是“经济与技术”，学生
除了在校学习还需要到企业进行相关培训。到

１９８０年代，德国设立此类专业的高校寥寥无几。［１］

１９９０年代起，由于产业发展和工业自动化率提升，
企业和政府部门需要大量经济工程专业人才，以在

经济和技术的相互作用下做出有效的决策。在这

种背景下，德国应用科技大学、综合大学和工业大

学等各种类型的高校广泛开设经济工程专业，学生

人数也在不断增加。根据德国经济工程协会的统

计，截止２０１７年５月５日，德国共有８８所应用技术
大学、３０所综合大学和工业大学、１５所职业培训机
构设立该专业。［２］在德国因为应用技术大学实践性

和与企业的紧密结合的设置更符合学生未来就业

和实习的需求，并且学习时间也相对较短，所以更

多的学生选择在应用科技大学（ＦＨ）中修读经济工
程专业。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截止２０１４年４月
２３日，德国高校专业按在校学生人数排序见下表１。

表１　德国高校专业学生数排序

序号 　　　　专业 学生人数

１ 企业经济学（ＢＷＬ） ２０９７２４
２ 机械制造（Ｍａｓｃｈｉｎｅｎｂａｕ） １１２３８３
３ 法学（Ｊｕｒａ） １０２９０８
．． ．．． ．．．

１３
经济工程 －侧重工程（Ｗ．Ｉｎｇｍｉｔ
ｔｅｃｈｎ．Ｓｃｈｗｅｒｐｕｎｋｔ）

４９２８８

．． ．．． ．．．

１８
经济工程 －侧重经济（Ｗ．Ｉｎｇｍｉｔ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ｌ．Ｓｃｈｗｅｒｐｕｎｋｔ）

４２１１９

　　数据来源于：德国联邦统计局网站。

　　从上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经济工程（侧重工
程）人数为４９２８８人，经济工程（侧重经济）人数为
４２１１９人，合计人数为９１４０７人，位居德国高校专
业数前列。

经济工程专业毕业生具有在经济和技术交叉

领域中完成跨学科相关性任务的能力。经济工程

师能够基于他们所受到的培训清晰地判断出与经

济、技术和法律相关的各种问题情况，并有能力解

决这些问题。经济工程师的就业前景相当不错。

有些产业对企业内配备的经济工程师人数有要求，

作为企业资质的一个硬性规定，德国的经济工程师

截止到目前还未列入官方的统计。从市场人才需

求来看，对经济工程师需求量最大的是机器制造

业，其次是电子工业、汽车制造业、建筑业和咨询

业，经济工程师在这些行业中的主要工作是市场营

销、物流管理、物资管理、生产、财务管理和质量监

督。此外，在金融、保险和信贷机构从业的经济工

程师人数呈上升趋势，经济工程师主要集中在这些

机构的交易部及信息部。在其他行业，经济工程师

也可以从事营销、采购、产品设计、生产管理、物流

管理、财务、质量管理、成本控制、咨询等方面的工

作。因需要的行业较多，而毕业生的数量相对较

小，因此就业情况在今后几年仍然看好。［３］

从学生就业和未来职业发展来看，经济工程专

业实质上是培养懂得工程技术的商业人才。经济

工程专业作为技术部门和其他商务部门沟通的纽

带，由于其创新性和未来产业的发展需求，现在已

经成为了德国热门专业。

１．２　德国经济工程专业特点　经济工程学包括理
论、方法、工具和主体间可核实性的知识以及各种

经济学科、工程学科和法律学科之间的关系。它作

为企业经济与工程学之间的连接口，多年来已经发

展成为一个独特的科学领域。经济工程专业（德

语：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ｉｎｇｅｎｉｅｕｒｗｅｓｅｎ，简称 ＷＩＷ或 ＷＩＮＧ）
目前没有确切定义，一般认为是跨工程学与经济学

的交叉专业，经济学和工程学在经济工程专业置于

同等重要位置。经济工程专业在中国没有对应专

业，与国内的工程经济、工程管理、信息管理等专业

设置的目的和具体内容不同的。归纳起来，经济工

程专业有以下５个特点。
（１）组合性：在德国，经济工程专业知识体系由

经济学知识与工科知识按照同等地位组合而成。

经济工程专业的课程（模块）一般包括经济类和工

程类两个部分，各个高校开设的专业方向及课程

（模块）不尽相同，各具特色。经济类课程（模块）

主要包括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经济法、企业管

理、物流管理、金融、会计等；工程类课程（模块）则

一般围绕一个明确的方向进行构建，如机械制造、

电子科技、建筑等。经济工程专业是按照专业岗位

需要来组合经济学专业和某一工科专业的内容而

成。不同的大学所设立的经济工程专业方向不同，

比如，德国哥廷根应用科学大学的经济工程专业由

经济专业与能源环境工程专业知识组成；德国亚琛

工业大学则由经济专业分别与建筑、电子能源技

术、机械制造、材料与工艺技术４个方向组成经济
工程专业。

（２）应用性：经济工程专业在德国综合性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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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大学、应用科学大学等广泛设立，但主要还在

应用科学大学内设立，大概占到开设经济工程专业

本科院校的７５％以上。因为经济工程专业的培养
目标、培养手段和方式、学生未来发展方向和就业

方向，与应用科学大学相契合，共同强调应用型人

才培养。

（３）地方性：德国高校的经济工程专业的方向
紧密地与当地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相结合。比

如，坐落在汽车工业发达城市的应用科学大学的经

济工程专业侧重于机械与经济，坐落在电子产业集

中城市的应用科学大学经济工程专业侧重于电子

与经济。与合肥学院合作的德国高校经济工程专

业方向，集中在经济与能源环境工程；与同济大学合

作的高校柏林应用科学大学专业方向，集中在经济

与物流工程。“越来越多的应用科学大学则密切结

合地区经济，与行业协会或企业合作推出一些相当

专门化的专业课程”［４］。应用科学大学培养的经济

工程专业学生主要服务地方经济，在当地企业工作。

（４）灵活性：经济工程专业的知识结构，人才培
养计划与市场需求相结合，并且不断调整。比如，

以前很多高校开设机械、电子领域的专业与经济专

业结合形成经济工程专业，而现在随着节能环保、

智能制造产业的发展，相应的一些高校将传统的专

业进行改造，或者直接设立新专业方向。近几年

来，反映科技和市场发展趋势的节能环保、高端制

造、新材料等新工科专业与经济学专业形成的经济

工程专业成为热点专业。

（５）协同性：经济工程专业与传统的专业不同，
需要经济专业和工科专业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的基础知识、人文素养知识、经济学基础知识、工科

基础知识、经济学专业知识、工科方向专业知识、专

业方向知识综合项目知识等。德国高校经济工程

专业需要校内院系合作、校际合作、校企合作、国际

合作等等，充分反映其协同性。比如，德国柏林经

济与法律应用科学大学经济工程专业（可持续发展

方向）就是与柏林 Ｂｅｕｔｈ应用科学大学两校协同合
作设立，由柏林经济与法律大学负责经济、管理和

法学等课程（模块），柏林 Ｂｅｕｔｈ技术大学负责数
学、工科基础、能源等等课程（模块）。

２　中德经济工程专业项目合作实践
虽然在中国没有相应的专业，但同济大学和合

肥学院两所大学较早意识到经济工程专业适应时

代及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相继引入德国经济工程

专业优质课程，积极开展中德经济工程专业合作

项目。

２．１　同济大学合作模式　经济工程本科专业，是
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提供的４个本科专业之一。
该专业采用双语教学，学生在入学后会接受高强度

的德语课程教学以满足专业课的德语水平要求，在

同济大学学习三年，并且通过德福考试后，最后一

年在德国学习、实习和完成毕业论文。前三年专业

教学计划安排，（１）第一年基本上用于德语学习。
该学年还包括基础实践第一部分和必要的中国专

业课如数学、自然科学基础。（２）第二学年继续学
习基础学科。在第二个短学期完成德语知识的深

化。（３）第三学年学习专业课程。同时，这个阶段
安排德语教授进行德语授课。德语课程的比重（包

括最后在德国的１学年）约占３０％。教学大纲里的
项目实训和调研工作安排在第３个短学期。通过
德福考试的学生，最后一年将在德国完成学业，考

核合格获得合作院校的双学位。未通过德福考试

的学生，将在同济大学参与相应的专业课学习并在

最后１学年完成学业。同济大学经济工程专业学
习包括了自然科学、信息学以及经济学；又可以在

完成工程学学业后，再学习物流学和附加课程。这

种学习模式的优点，不仅能涉猎多学科的知识，更

重要的是可以满足社会对于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２．２　合肥学院合作模式　合肥学院中德合作经济
工程专业，是由德国下萨克森州希尔德斯海姆 －霍
尔斯明登－哥廷根应用科学大学（ＨＡＷＫ）在合肥
德国应用科学学院的框架下合作开设的一个专业，

其专业方向分别为建筑工程、环境工程和不动产经

济。其人才培养方案由中德双方共同制定，借鉴德

国课程模块化教学方式，实现培养“高层次、应用

型、国际化”的现代人才的目标。学生在国内完成

本科阶段前三年的学业，第四年赴德国，在德国教

授指导下完成专业方向课程（模块）、实习和毕业论

文。学生毕业后分别获得合肥学院和德国希尔德

斯海姆－霍尔兹明登 －哥廷根应用科学大学颁发
的学位，并且有机会在德国进一步深造。双方在共

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的基础上，还充分利用希尔德

斯海姆－霍尔兹明登 －哥廷根应用科学大学的优
质教育资源，专业课教学由中德双方教师共同完

成，其中６０％的专业课程将由德方教授完成。合肥
学院中德合作经济工程专业教学创新，主要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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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实践教学、课程教材模块、教学方式方法以及

跨文化交流等方面。该专业实行模块化教学方式，

通过公共基础课整合、专业基础课优化、自主学习

强化、打破课程界限等方式，对教学内容进行优化、

整合、重组。大量采用“项目研讨式”教学方式，提

高学生独立思考、团队学习、语言表达能力。

２．３　两种合作模式比较　两种合作模式相同点主
要表现在：（１）成立独立的中德合作办学机构。同
济大学成立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ＣＤＨＡＷ）、合
肥学院成立合肥德国应用科学学院（ＤＨＨ）。（２）
采取双校园（３＋１）模式。学生必须分两部分完成
学业，一部分在中国境内的合作高校内完成３年学
习，另一部分赴国外的合作校内完成１年学习和论
文撰写。（３）采取本科双学位项目。（４）按照高考
计划招生，招收高考本科线上的学生。（５）两校经
济工程专业项目均获得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

（ＤＡＡＤ）的资助，并分别通过前期资助的评估。
（６）合作对象都是德国应用科学大学。（７）两校经
济工程专业重视校企合作，尤其是与中国的德资企

业合作。（８）学生的毕业实习和论文都在德国完
成。强调论文的问题导向，力求真题真做。

两种合作模式不同点主要表现在：（１）经济工
程专业方向不同。同济大学有机械、电子、物流等３
个方向；合肥学院有建筑节能、环境工程、不动产等

３个方向。（２）学历学位证书不同。同济大学颁发
物流工程本科学历和管理学学士学位，德国合作高

校颁发工学学士学位；合肥学院颁发经济学本科学

历和经济学学士学位，德国合作高校颁发工学学士

学位。（３）招生方式不同。同济大学在当年学校普
通招生代码中招收的新生中选拔，合肥学院采取独

立的招生代码招生，学生招生时直接录入经济工程

专业。（４）在模块化教学方面，合肥学院经济工程
专业借鉴德国高校经验，实行模块化改革；同济大

学没有开展模块化教学。（５）德国教授授课情况不
同。同济大学经济工程专业前三年的专业课基本

由国内教师承担，德语课部分由德国教师承担，最

后一年由德国教授承担；合肥学院经济工程专业核

心课程占全部专业课程的６０％，且德方教师担负的
专业核心课程的门数和教学时数均占全部课程和

全部教学时数的５０％以上，部分德语课和最后一年
课程由德国教授承担。

总之，两校通过合作办学项目，采取适用各自

条件的合作模式，引进德方专业课中部分优质课程

资源和教学方法，扩大经济工程专业在国内的

影响。

３　经济工程专业本土化实现基础
３．１　社会大量需求经济工程人才　经济工程专业
人才在中国社会需求量大，而高校又没有开设此专

业，所以需要从供给侧发力，尽快解决这一供需矛

盾。德国经济工程专业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快速发
展，是与德国工业化发展相适应的，因为德国工业

自动化的模式到９０年代就已经替代了大部分的人
工。德国工业化进入自动化阶段，由经济和技术融

合催生经济工程专业在 ９０年代以后得到飞速发
展。［５］经济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对于人才的需求量增

加，在工业领域呈现一些工作岗位对于人才提出新

的要求，即要懂得经济又要懂得某种工程技术，在

处理实际工作时能够从经济和技术两个角度综合

考虑，科学决策和实施。

中国目前工业发展阶段与德国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经济工程专业兴起工业背景有某些相似性。中

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经济体量大，２００多种工业品
产量居世界首位，装备水平处于全球产业链中端，

性价比高。［６］中国从世界制造业大国向制造强国转

变过程中，面对国际经济形势发展不稳定因素增多

和竞争日益激烈的境况，经济技术人才市场需求

大。在企业，无论是在决策过程中，还是在市场营

销中，大量需要经济工程人员。比如，在不动产项

目决策时，这样的人员可解决建筑技术和经济核

算，从项目的技术和经济核算中得到最优，即达到

节能、环保、节约、经济多项功能。交通运输、市政

规划建设等综合部门也需要经济工程人才。中国

的人口红利不断减少，用工缺少问题将会日益突

出，经济工程专业将有利于中小企业解决用工难问

题。

３．２　中德高校合作积累了丰富经验　近年来，德
国高校与中国高校开展经济工程专业项目合作，为

该专业在中国本土化提供了丰富经验。尤其是同

济大学和合肥学院经济工程专业项目合作更具特

色。德国经济工程专业在综合性大学、工业大学和

应用科学大学普遍设立，包含有本科、硕士和联合

培养博士３个层次。目前，中国高校与德国应用科
学大学主要在本科阶段进行合作。中德合作高校

通过不同的模式合作，已在应用型大学办学理念、

专业方向设置，专业与区域发展紧密联系，课程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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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设置及国外优质课程模块引进等方面积累了一

些经验。

３．３　中德工业制造升级合作推进　中国政府和德
国政府都在推进工业制造升级，由此产生的新经

济、新技术和新业态为经济工程专业发展和合作提

供了物质基础。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和德国工业４．０是
两国政府推动的工业制造升级战略，旨在促进工业

自动化向智能化转变，提高工业的竞争力。德国工

业４．０是由德国政府《德国２０２０高技术战略》中所
提出的十大未来项目之一，旨在提升制造业的智能

化水平，建立具有适应性、资源效率及基因工程学

的智慧工厂，在商业流程及价值流程中整合客户及

商业伙伴。其技术基础是网络实体系统及物联网。

中国于２０１４年底首次提出“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的概
念，并在２０１５年３月由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两会上
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首次提出“中国制造２０２５”的
宏大计划。这无疑将成为两国之间的全方位深度

对接与合作的新起点。工业自动化完成后，德国的

经济工程专业得到快速发展，若两国工业智能化升

级合作，势必为经济工程专业发展提供新机遇。

３．４　中国高教专业改革政策支持　我国教育部本
科专业设置目录在规范高校专业设置方面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但现在也不断受到各方的质疑。“当

学科专业目录作为国家决定知识生产和传播合法

性的政策手段时，它给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带来了诸

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学科建制的合法化、人才培养

的同质化以及组织建制的行政化方面。”［７］经济工

程专业在中国企业非常受欢迎，尤其是在中国的德

资企业，比如 ＢＯＳＣＨ（博世）、西门子、大众集团以
及大陆集团等企业与经济工程专业项目建立联系

并表示对该专业毕业生具有浓厚兴趣和接纳意愿，

此类人才市场需求量非常大。２０１７年４月，经国务
院同意，教育部等五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化高

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

干意见》，明确提出学科专业、编制、岗位、进人用

人、职称评审、薪酬分配、经费使用等方面进一步向

地方和高校放权，即给高校松绑减负。高校本科专

业改革为经济工程专业申报提供了政策支持。

另外，经济学发展与新工科不断融合。经济学

更加重视数学和实践教学，新工科面向新经济业态

发展新技术和改进现有技术，两者的目的交集于服

务新经济和教学运用新技术手段。合肥学院中外

合作经济工程专业充分体现经济学与建筑节能、环

境工程等新工科融合的特点。

４　结束语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日益

增多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在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

源、促进我国教育国际化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经

济工程专业移植要注意与中国高等教育客观实际

相适应，不能照搬照抄，要采取开放和科学的态度，

吸收德国应用型教学理念和引进优质教学资源和

教学方法。中方合作高校在经济工程专业本土化

方面应着力于：继续做好目前的本科专业项目合

作，扩大合作规模，开展研究生层次合作项目；其

次，加强中方合作高校的联系和交流，总结合作办

学经验；再次，重视经济工程专业移植与本土适应

的理论研究，为未来专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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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ＳＷＯＴ分析的地方应用型高等院校
学科建设

———以宁波大红鹰学院个案分析为例

应丽娜
（宁波大红鹰学院 科研处，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１７５７）

摘　要：地方高校过去在专业建设方面的探索和实践比较多，在学科体系及学科建设方面缺少系统的研究。
“双一流”工程的实施，引起地方高校对学科建设的高度重视。应用型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是提高应用型高等院

校的办学质量，适应地方发展的的重要途径。采用ＳＷＯＴ和ＰＥＳＴ分析，对宁波大红鹰学院外部环境的机会和
威胁以及内部因素的优势和劣势进行分析，通过不同战略组合指导学科建设的各项内容。以此寻求适合学校

发展的学科建设道路，彰显特色和优势，并供其他同类院校学科建设借鉴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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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年１月底，教育部启动应用科技大学改革
试点战略研究项目，２０１４年，国家提出加强应用型

人才培养，２０１５年，教育部发布引导部分地方普通
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至此，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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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０多所高校（含独立学院）向应用型转型，占我国
本科院校的８５％以上。地方政府亦积极推进应用
型高校建设工作，如浙江省教育厅２０１５年７月将
浙江科技学院、浙江万里学院、宁波大红鹰学院等

４１所地方本科院校列为加强应用型建设试点单
位。国家和地方开展应用型高校建设工作的同

时，地方高校亦需要积极探索应用型建设的理论

体系，加强内涵建设，寻求特色发展，为地方经济

发展作出贡献。

１　应用型高校学科建设的必然性
学科是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

职能的具体承担者。专业为学科承担人才培养的

职能，其处于学科体系与社会职业需求的交叉点

上。地方高校过去在专业建设方面的探索和实践

比较多，［１］在学科建设方面缺少系统的研究。地方

高校要提高办学层次和水平，提升核心竞争力，就

必须高度重视学科建设，坚持培育学科特色，强化

优势特色学科，这既是地方大学自身内涵发展的客

观要求，也是地方大学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必

然选择。［２］

２０１５年国家公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教育部学位中心主任王立

生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讲解学科评估与“双一流建

设”中提出“‘双一流’建设不是选出一批‘双一流

大学’或者‘双一流学科’，而是选出一批有特色的

学科和大学去进行一流的建设”。地方政府积极贯

彻国家一流学科的建设方案，意图是通过一流学科

的建设推进地方高等教育总体水平的提升。浙江

省在“十三五”期间启动省一流学科建设工程，浙江

大学生态学等 ９８个学科列入一流学科（Ａ类支持）
建设，浙江大学哲学等２３２个学科列入一流学科（Ｂ
类支持）建设。一流学科（Ａ类支持）中，２０个学科
所在高校为浙江省加强应用型建设试点本科院校，

占所有学科比例为２０．４１％；一流学科（Ｂ类支持）
中，９６个学科所在高校为浙江省加强应用型建设试
点本科院校，占所有学科比例为４１．３８％。一流学
科工程的实施对地方应用型高校的学科建设提出

新的要求。

２　宁波大红鹰学院学科建设 ＳＷＯＴ
分析表

　　ＳＷＯＴ作为成熟的环境战略分析方法，可用于

指导高校学科建设的各项内容。宁波大红鹰学院

是浙江省加强应用型建设试点单位之一，在学科建

设方面取得一定的建设成效，获批“十二五”浙江省

重点学科４个、宁波市重点学科１个，“十三五”浙
江省一流学科４个。分析学校外部环境的机会（Ｏ）
和威胁（Ｔ）以及内部环境的优势（Ｓ）和劣势（Ｗ），形
成不同组合战略，用于指导学科建设的各项内容。

根据学校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构建宁波大

红鹰学院学科建设ＳＷＯＴ分析表，如表１所示。
２．１　外部环境

外部环境在战略层面上决定着学科发展的方

向，影响着学科建设的规划和布局。地方高校推进

学科建设的机会在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外部环

境。本文采取 ＰＥＳＴ法中四要素政治环境（Ｐ）、经
济环境（Ｅ）、社会环境（Ｓ）、技术环境（Ｔ）分析学科
的外部环境。学科建设的外部环境存在机会（Ｏ）
和威胁（Ｔ）的两方面的因素。

政治环境指国家发布的对高校建设发展具有

导向作用的政策文件，如２０１５年教育部等发布《引
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

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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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发布的有利于高校

建设的相关政策文件，如引进人才、创业补贴等方

面的优惠政策对人才的吸引起到一定的作用。

经济环境指当地的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水平，

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因素。以宁波市为例，浙

江省社会科学院发布的《２０１７年浙江发展报告》蓝
皮书中，２０１６前３季，宁波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３４９５１元，位于浙江省第二（浙江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２９７６５元，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水平
为１７７３５元）。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教育发展不平
衡，东南沿海的教育投入相比其他地区充裕，因此

各种类型的高校众多，竞争激烈。

社会环境指地方的文化和传统等背景。吕继

光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突出的地域性特征。［３］

浙江地处吴越文化区，历史悠久，素有“东南财赋

地，江浙人文薮”，近代以来受西方工业文明的影

响，在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交融，形成

如今兼具“富于冒险、开拓进取”的商帮文化和重视

家庭和家族的人本主义文化，以家族传承为主要形

式的中小企业是江浙经济的重要经济支柱。［４］

技术环境指当地的技术水平、新产品开发能力

和技术发展趋势。近几年来，浙江中小企业产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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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宁波大红鹰学院学科建设ＳＷＯＴ分析表

内部因素

外部环境

优势（Ｓ） 劣势（Ｗ）
１．符合校情的办学定位
２．具有诸多自主权，办学灵活
３．应用型人才培养取得一定的成效和
经验

４．走教学服务型之路，发展产政研学
合作

５．以当地社会需求设置专业，注重学
生就业

１．起点低，基础薄弱、科研条件差
２．学科领军人物少，团队凝聚力差
３．教师一人多岗，难出高水平成果
４．人员流动大
５．科研能力低，为社会服务能力有限
６．生源质量低

机会（Ｏ）

１．国家和地方政策支持地方本科高校
向应用型转型

２．宁波具有优惠的人才政策
３．地处东南沿海，经济发达
４．中小企业、家族企业聚集
５．商帮文化和人本文化并重
６．对复合型应用人才的需求增加

威胁

１．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２．长三角地区人才竞争激烈，人才流
动性大

２．地方高校多、竞争激烈
３．高校数量增加，高中毕业生源数量
下降

Ｏ战略：利用机会、发挥优势 ＷＯ战略：利用机会、克服劣势
１．学科方向。建设优势和特色学科
２．学科布局。形成不同层次的学科布
局

３．学科组织。设置基础学院和专业学
院，注重人才的综合素质和专业素质

培养

１．学科队伍。引进人才，进行团队建
设

２．学科项目。培育和申报高级别的学
科项目（Ｔ）

ＳＴ战略：利用优势、抵御威胁 ＷＴ战略：减少劣势、回避威胁

１．人才培养。适合地方需求
２．平台建设。共享资源平台，发挥资
金最大效益

１．学科制度。优化制度，适应校情实
际和学科发展规律

２．学术交流。加强学术交流，扩大学
校影响力

模、技术装备和空间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一部分中

小企业实施产业升级过程中，设备升级改造、技术

引进和应用、新产品的研发都需要技术和智力的保

障。同时，宁波是国际港口城市，发展与港口城市

相应的特色产业，如外贸进出口、运输物流、金融服

务、会展、休闲旅游、文化创意等技术，发展信息技

术，发展低碳、节能、环保等绿色经济相关技术是保

障城市特色发展的形式所趋。

２．２　内部环境
学校内部环境包括校园物质环境、精神环境、

制度环境，内部环境存在优势（Ｓ）和劣势（Ｗ）。立
足地方建设的宁波大红鹰学院具有诸多的优势：对

应用型人才培养进行长期的探索和实践，并取得一

定的成效和经验；坚持教学服务办学类型，发展产

政研学合作，积极服务地方；体制灵活，具有诸多自

主权等。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具有共同的劣势：学校

起点低，基础薄弱；学科领军人物少，团队方向不凝

聚；教师一人多岗，精力分散，很难出高水平成果；

人员不稳定，流动性大；产政研学合作广度和深度

不够，为社会服务能力有限等。

３　基于ＳＷＯＴ分析的学科建设战略
３．１　ＳＯ战略分析

ＳＯ组合是利用外部机会，发挥自身优势的战
略方法。这里是利用国家和地方政策的优势，区域

经济的发展特点，结合地方文化的传统，发挥地方

应用型高校灵活办学等优势，可用于指导学科建设

内容中学科方向、学科布局和学科组织。

应用型地方高校应选取与地方经济文化相关

的学科，建设优势和特色学科，服务地方经济与社

会发展，［５］学科方向凸显“凭优势”“接地气”“对行

业”“现特色”的特点。［６］宁波大红鹰学院充分利用

港口地域优势和经济特点，围绕大宗商品流通、中

小企业创新创业、家族财富管理、移动互联网、智能

制造、文化创意、新媒体、非遗传承等研究领域进行

学科方向的凝练；学科布局上，学校形成了省重点

学科－市重点学科 －校特色学科三级的学科建设
体系；同时，充分发挥灵活办学的优势，在学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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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方面借鉴了国外高校的经验，将学院设置为两

个层次。第一层次为基础学院，强化低年级学生管

理和基础学科教学，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尤其是人

文素质、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培养；第二层次为专业

学院，承担的是本科高年级的教学和实习任务和部

分联合培养研究生的课题研究任务。这种学科组

织建制能够提高学科设置综合性，做强专业学院，

便于跨学科融合资源。

３．２　ＷＯ战略分析
ＷＯ组合是利用外部机会、克服自身劣势的战

略方法，可用于指导应用型高等院校学科建设内容

中学科队伍、学科项目建设。应用型高校多数从职

业技术学院或者大专类型的高校转型而来，内部劣

势大于优势，克服内部弱势的重要途径是加强人才

队伍建设和申报高级学科项目。

２０１６年，浙江省、宁波市政府相继发布人才优
惠政策，重点引进引进智能制造、保险金融、跨境电

商、自主创新等方面人才。地方高校在发展相关学

科的同时，利用政策的机会，共享资源，重点引进以

上学科方向的学科带头人和学科骨干，同时积极培

养学校内部相关学科的骨干力量。

高校的科研项目、特色专业、本科评估、学位

点、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等项目都可称作学科项

目，应用型高校申报和培育国家和地方应用型建设

的学科项目，有利于在学科项目评审论证过程中，

获得学科发展的前沿性信息，用于学科的短板建

设。宁波大红鹰学院适时抓住教育部 “应用科技

大学改革试点战略研究项目”的契机，成为应用技

术大学（学院）联盟的理事单位。２０１５年，底学校
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机械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积极申报浙江省一流学科，在申报过程中邀请专

家多次论证，获得专家们的信息反馈和有效评价，

最终成功获批。２０１６年，学校开展“国际商务”等８
个硕士专业学位的培育工作，根据各专业学位点的

申报要求，明确努力方向，为申报硕士点作积极的

准备。

３．３　ＳＴ战略分析
ＳＴ组合是发挥自身的优势，抵御外部的威胁的

战略方法。宁波大红鹰学院利用民办高校办学灵

活等优势，抵御周边高校竞争激烈的威胁，利用 ＳＴ
组合指导应用型高等院校学科建设内容中人才培

养和平台建设，发挥办学资金收入／支出的最大化
效益。

大学学科建设的主要目的是高级人才的培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１９９７）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中
（ＩＳＣＥＤ１９９７）将教育等级分为１—６级，高等教育
为５—６级。其中５Ａ的教育在我国为研究作准备
学术型本科教育和可从事高技术要求的职业的应

用型本科教育。我国高等教育实施中，５Ａ教育的
两种类型界限模糊，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层次停留在

技校高职水平。２１世纪初出现以下情景：一方面，
大量持有本科毕业文凭的学生“毕业就失业”；另一

方面，具有高技术水平的复合知识的应用型人才严

重匮乏。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是优化我国高

等教育的结构，重视应用型人才培养，增设契合社

会需求的专业，建立应用本科—专业硕士—专业博

士高等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体系，提高人才培养的质

量，吸引生源进入应用型培养体系。

根据浙江省教育厅网站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浙江教育
事业发展统计报告，［７］２００７至 ２０１６期间，浙江省
普通本科院校（含独立学院及筹建院校）高校数量

从７７所增加至１０８所，普通高中毕业人数２９．３５万
元减少至２６．００万人。高校数量增加，招生生源数
量下降，以学生学费为主要收入的地方民办高校面

临很大的威胁。宁波大红鹰学院规避生源不足的

做法是发挥办学灵活的优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设

置专业，进行人才特色培养。以学校工科为例，招

生方面，从２０１６年开始在信息工程学院和机械与
电气工程学院实施按大类进行招生，其中信息工程

学院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嵌入式方向、移动

软件开发方向、社交网络及应用方向）；软件工程专

业（软件开发与测试方向、创新班、融合班）和网络

工程专业按“计算机类”大类招生；机械与电气工程

学院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和机械电子工程

两个专业按“机械类”大类招生，以适应浙江省

２０１７年按专业填报志愿的改革方案。教学方面，在
翻转课堂模式、ＭＯＯＣｓ方面进行大量的教改实践，
取得一定成效，吸引地方乃至全国部分地区的生

源，增加民办学校的生源收入。

生源稳定是财政自负盈亏的地方民办高校的

办学保证，其决定着校内的条件建设。由于财政有

限性，地方民办要发挥资金的最大化效益，杜绝浪

费和重复建设，实现校内资源的共享。校内条件建

设之一是学科基地建设，学科基地是学科发展的平

台，为学科发展提供研究环境和优势。国内高校科

研平台建设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校内资源不能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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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建设，利用率低。公益性的教育事业的发展，

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其关系如鱼同水的关系。在生

源收入有限的前提下，地方民办高校只有通过共建

产政研平台，如与政府共建研究基地和中心、与企

业合作共建研究院等方式，积极争取民间和政府部

门的资源，增加缸里的“水”，才能让鱼游得更畅快。

在平台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坚持统筹、专管、公用的

原则，发挥学校资金使用自主权的优势；在设备购

置上使拟采购的仪器设备与现有仪器设备之间具

有相关性和配套性，以克服资金有限性弱势；在管

理上设置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进行管理；在使用上，

确保校内资源的共享。同时，应用型地方高校应该

建立跨学院跨学科的研究中心或研究院，提高资源

的有效利用，促进校内学科的融合，为培养跨学科

的复合型人才提供平台，进而提高学校实力。

３．４　ＷＴ战略分析
ＷＴ战略是规避外部威胁，改善自身劣势的保

守战略方法。科学制定学科制度和加强学术交流

是应用型高等院校学科建设采取 ＷＴ战略的有效
途径。

为保证学科特色化发展，应用型建设的高校忌

讳照抄老牌院校学科建设的全面布局，要进行特色

学科的“长板”建设。同时要通过一系列的结构体

系和准则体系，保障和规范“长板”建设。“规范特

定学科科学研究行为准则体系和支撑学科发展和

完善的基础结构体系”即为学科制度。［８］以宁波大

红鹰学院为例，学校根据省一流学科（应用经济

学）、市重点学科（国际贸易学）和校重点学科方向

（大宗商品交易学）的学科建设要求制定学科建设

发展的制度，保证学校优势特色学科方向大宗商品

学具有完善的基础结构体系和持续发展的行为准

则体系。应用型高校学科建设制度尚在探索中，摒

弃学校内部过时及官僚的制度，制定适合地域发展

和学校实际的“学科划分与设置制度、课程标准、学

科研究规范、学科评价标准、学科奖惩制度等”的学

科制度，［９］形成学科建设的有力保障，能最大程度

上抵御外部的威胁，改善自身的弱势，进行特色化

发展。

提高学术交流的层次和质量是规避外部威胁，

改善自身劣势的又一途径。应用型地方高校学术

交流少，水平低，可以承办或者协办国内重点高校、

协会、政府部门主办的各种会议，营造学术氛围，扩

大学校影响力；开展与国外应用技术类高校、国内

同类型院校、相关行业的学术和技术交流、人员互

派，开阔教师的学术眼界，共享学术资源，提高办学

质量。

学科建设是高等院校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

任务，是大学的核心建设。应用型高等院校利用

ＳＷＯＴ分析表，客观分析学校所处的环境和自身的
特点，充分利用外部机遇和内部优势，规避外部风

险和弥补内部劣势，抓住学科建设各项内容的关键

问题，进行创新和特色建设，提高学校的办学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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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工作中“以人为本”理念的实践现状与运用策略
———以保山学院为例

李　广，戴铁军
（保山学院 教育学院，云南 保山　６７８０００）

摘　要：在学生工作中加强“以人为本”理念的实践，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是高度重视学生人性价值的体
现，不仅符合学生发展的内在需要，还是高校学生工作的根本需求。采用自编问卷调查发现：“以人为本”理念

在学生工作中的实践从工作态度、教学水平和校园环境３个维度衡量。从老师和学生的角度考量学生工作中
“以人为本”理念的实践存在人口学变量差异。表明测量“以人为本”理念在学校学生工作中的实践可以从工

作态度、教学水平和校园环境三方面入手，据此提出包括实施“以人为本”的学生工作队伍管理、实施“以学生

为本”的人才培养理念、营造“以学生为本”的校园环境和“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升管理策略。

关键词：“以人为本”；学生工作；胜任力；策略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６－２０４５（２０１７）０２－００３５－０５

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ｎ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ＡｆｆａｉｒＷｏｒｋ：ＴａｋｉｎｇＢａｏｓ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

ＬＩＧｕａｎｇ，ＤＡＩＴｉｅｊｕｎ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ｏｓ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ａｏｓｈａｎ６７８０００，Ｙｕｎｎａｎ，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ｏ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ｃｏｎｃｅｐｔ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ｋ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ａｆｆａｉｒｓｉｓ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ａｒｔ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Ｏｕｔｌｏｏｋ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ｔｅｍｂｏｄｉｅｓ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ｈｕｍａｎｖａｌｕｅｓ．Ｉｔｎｏｔ
ｏｎｌｙｍｅｅｔｓ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ｎｅｅｄｓｏｆ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ｂｕｔａｌｓｏｒｅｆｌｅｃｔｓｔｈ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ｎｅｅｄｓｏｆ
ｔｈｅｗｏｒｋｏ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ｓｅｌｆ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ｕｒｖｅｙ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ｐｅｏｐｌ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ｎ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ｏｒｋｉ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ｗｏｒｋ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ｃａｍｐｕ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Ｔｈｅｙ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ｔｅａｃｈ
ｅｒｓａｎｄ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ｐｅｏｐｌ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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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ｎｍｅｎｔ．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ｐｒｏｐｏｓｅｓｓｏｍ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ｔｈａｔｉｎｃｌｕｄｅｔｈｅｔｅａｍ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ｔａｌｅｎｔ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ｉｄｅａｓａｎｄｃａｍｐｕ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ｗｈｅｎ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ｓｔｕｄｅｎｔａｆｆａｉｒｓｗｏｒｋ．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ｅｏｐｌ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ｓｔｕｄｅｎｔａｆｆａｉｒｓｗｏｒｋ；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我国高等教育逐步向大众化教育过渡，为了破
解高等教育的结构性矛盾和同质化问题，国家及有

关部门提出了“双一流”建设、地方部分普通高校应

用转型发展战略，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学生发展

为目标，高度重视学生知识、技能的提升。让学生

成为有用的人，使其个性和潜能充分发展的理念仍

然是教育的第一目标。同时，对学生工作者的胜任

力要求不断提高，对高校学生工作者的管理也提出



３６　　　　　　　　　　　　　　　　　　　　　　　 应用型高等教育研究 　　　　　　　　　　　　　　　　　 第２卷

了“以人为本”理念的实践要求。“以人为本”实践

中个体的主体性地位得到巨大提升，个体的价值、

尊严和主体性得到重视，教育管理者带着人才使命

感寻找“真人”踪迹。以个体发展为主线，把教育管

理与个体的幸福、自由、尊严和价值紧密联系起来，

注重对个体的尊重、理解和信任，引导个体的全面

发展为终极目标。

学生工作是高等学校与学生管理、学生发展和

学生服务等有关的工作，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行为

规范管理、团学活动、成长辅导、奖助贷补勤工作

等。学生工作者是从事学生工作的人员，包括班主

任、辅导员、分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团学工

作人员、学生处（部）工作人员、分管学生工作的校

领导等。从学生和学生工作者不同的角度来思考

“以人为本”理念的实践现状，对于提高学生工作者

的胜任力、促进学生发展、提升学生工作的人性化

管理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１　研究设计
１．１　研究目的　高等学校学生工作强调以人为
本，既要遵循教育基本规律，又要符合学生发展要

求。通过样本调查高校学生工作“以人为本”理念

的实践，不仅丰富学生工作理论，促进学生工作理

论科学化发展，还可提升学校的管理水平。

１．２　研究对象　课题研究以保山学院师生为调研
对象，按照学校师生人数比例，教师随机抽取１０％
的比例约６０人，学生随机抽取５％的比例大约４１０
人作为研究对象。

１．３　研究工具　从工作态度、教学水平和校园环
境３个维度自编《“以人为本”理念在保山学院学生
工作中的实践现状调查问卷》。教师问卷信度分析

中，各维度信度分别为０．９３，０．８９，０．８２，问卷总量
表信度０．９６。学生问卷信度分析中，各维度信度分
别为０．８３，０．９２，０．９７，问卷总量表信度０．７７。从问
卷编制、预试信效度来看，均符合统计学要求，可以

用于施测。

１．４　研究过程　研究调查发放教师问卷６０份，回
收６０份，回收率１００．００％，剔除无效问卷４份，有
效问卷５６份，使用率９３．３％。学生问卷４１０份，回
收４００份，回收率９７．６％，剔除无效问卷１８份，有
效问卷３８２份，使用率９５．５％。问卷调查结束，对
调查数据进行编码、梳理、录入存档后，统一使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完成相关的结果统计分析。

２　研究结果分析
２．１　基本情况　教师问卷中涉及到的人口统计学
变量包括性别、政治面貌、学历、职称，见表１。学生
问卷中涉及到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性别、政治面

貌、年级和担任学生干部情况，见表２。
２．１．１　教师问卷基本情况分析

表１　教师问卷调查对象基本情况分析

基本信息 频次 百分比／％

性　别 男 １９ ３３．９
女 ３７ ６６．１

政治面貌

团员 １１ １９．６
党员 ２９ ５１．８
民主党派 ２ ３．６
其它 １４ ２５

学　历

高中及以下 ３ ５．４
专科 ４ ７．１
本科 ２４ ４２．９
研究生及以上 ２５ ４４．６

职　称

初级 ２０ ３５．７
中级 ２０ ３５．７
高级 １２ ２１．４
正高职 ４ ７．１

　　从问卷样本的人口统计学变量来看中，女性样
本偏高，占 ６６．１％；团员及各党派人员样本占
７５％；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占４４．６％；职称中级及
以下占７１．４％。从我校实际情况来看，在继承师范
教育传统过程中，即使处于转型改革时期，女性教

师一直占有较大比重。学校党团组织健全和工作力

度的持续深入，教师加入团组织和各党派组织的人

员较多。教师学历呈现上升趋势，高学历人才会逐

渐增多，这和学校的人才培养和转型发展战略有关，

符合学校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而且，研究样本中职

称以中级及以下为重，高级职称人员占有一定比例。

２．１．２　学生问卷基本情况分析

表２　学生问卷调查对象基本情况分析

基本信息 频次 百分比／％

性　别 男 １１９ ３１．２
女 ２６３ ６８．６

政治面貌

团员 ３２９ ８６．１
党员 ３７ ９．７
民主党派 １ ０．３
其它 １５ ３．９

年　级

一年级 １７８ ４６．６
二年级 ５１ １３．４
三年级 ６８ １７．８
四年级 ８５ ２２．３

团学干部

团干 ４７ １２．３
班干 １０４ ２７．２
社团干部 ３９ １０．２
无 １９２ ５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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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问卷样本的人口统计学变量来看中，女性样
本偏高，占６８．６％；团员及各党派人员样本占９６．
１％；新生占 ４６．６％，老生占 ５３．１％；团学干部占
４９．７％。我校从传统的师范院校转型成为综合院
校，在生源的性别方面女生依然占有较大比例，调

查中表现较为明显。学生积极向党团组织靠拢，在

党团工作坚实的的基础上，大学生都有较高的觉

悟，思想政治素养高。在新老生和团学干部变量方

面，都占有相对均衡的比例。

２．２　结果分析
２．２．１　积差相关分析　在教师问卷的工作态度、
教学水平和校园环境各层面积差相关分析中，其相

关系数在０．７７９～０．８６１之间，且均为显著正相关，
见表３。

表３　积差相关分析

因 素 皮尔逊积差相关ｒ
工作态度

教学水平 ０．８６１（）
校园环境 ０．７９９（） ０．７８７（）

　　注： 表示双尾检验数值在０．０１水平以下时具有显
著性。

　　在学生问卷的工作态度、教学水平和校园环境
各层面积差相关分析中，其相关系数在 ０．７４５～
０．７９２之间，且均为显著正相关，见表４。

表４　积差相关分析

因 素 皮尔逊积差相关ｒ
工作态度

教学水平 ０．７９２（）
校园环境 ０．７４５（） ０．７５１（）

　　注： 表示双尾检验数值在０．０１水平以下时具有显
著性。

　　由此可见，要深入了解“以人为本”理念在学校
学生工作中的实践情况，应该从具有显著相关性的

工作态度、教学水平和校园环境等３个因素入手。
三因素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以人为

本”理念实践的好坏情况，也意味着学生所能感知

到“以人为本”理念的实践情况。学生工作者在工

作过程中应该端正服务态度，提升职业技能和素

养，力求热情周到；不断提高教学水平，教学面向大

众，差异化教学；提出建议，推进校园环境基础设施

建设，做好校园环境的维护工作，让学生享受到优

质的服务。

２．２．２　ｔ检验　运用ｔ检验分别对教师和学生问卷
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见表５、表６、表７和表８。

表５　教师问卷不同因子的描述统计

统计指标 工作态度 教学水平 校园环境

样本 ５６ ５６ ５６
平均值 ３７．１６ ２９．０９ ２４．６１
标准差 ８．６９ ６．１７ ５．２７

表６　教师人口学变量在不同因子上的ｔ检验

人口学变量 工作态度 教学水平 校园环境

性别 ５．２１（） ３．５４（） ２．１２
学历 ０．４０ ０．０１ ０．２８
职称 ２．２８（） ６．０６（） ０．１６（）

　　注：表示ｔ＜０．０５，说明差异显著；表示 ｔ＜０．０１，
说明差异极其显著。

　　从教师问卷分析结果可见，不同性别教师对学
生工作者在“以人为本”理念实践过程中所表现出

来的工作态度和教学水平有差异。从标准差统计

结果来看，工作态度上女性教师的统计值（３８．７８±
７．０４）高于男性教师的统计值（３４．００±１０．７８），教
学水平上女性教师的统计值（３０．２４±４．９４）高于男
性教师的统计值（２６．８４±７．７２）。不同职称的教师
对学生工作者在“以人为本”理念实践过程中所表

现出来的工作态度和校园环境上有差异、教学水平

中差异显著。从标准差统计结果来看，工作态度上

初职教师的统计值（３８．７３±７．６７）高于中职及以上
教师的统计值（３３．２５±１０．０８），教学水平上初职教
师的统计值（３０．３５±４．７６）高于中职及以上教师的
统计值（２５．９４±８．１１），校园环境上初职教师的统
计值（２５．３０±５．１０）高于中职及以上教师的统计值
（２２．８８±５．４５）。学历变量无显著差异。可见，在
工作态度和教学水平上，女性教师所感知到的学生

工作者“以人为本”理念的实践效果更好；在工作态

度、教学水平和校园环境上，初职教师所感知到的

学生工作者“以人为本”理念的实践效果更好。

表７　学生问卷不同因子的描述统计

统计指标 工作态度 教学水平 校园环境

样本 ３８２ ３８２ ３８２
平均值 １６．７２ １６．８３ ２２．７８
标准差 ４．８６ ４．６４ ６．５１

表８　学生人口学变量在不同因子上的ｔ检验

人口学变量 工作态度 教学水平 校园环境

性别 ０．０６ １．２８ ４．６５（）
年级 ２．５０ ４．６０（） ０．４９
团干 ０．５５ １．６９ ０．０８

　　注：表示ｔ＜０．０５，说明差异显著；表示 ｔ＜０．０１，
说明差异极其显著。



３８　　　　　　　　　　　　　　　　　　　　　　　 应用型高等教育研究 　　　　　　　　　　　　　　　　　 第２卷

　　从学生问卷分析结果可见，不同性别学生对学
生工作者在“以人为本”理念实践过程中所表现出

来的校园环境上有差异。从标准差统计结果来看，

女生的统计值（２２．８４±６．２０）高于男生的统计值
（２２．６７±６．２１）。不同年级的学生对学生工作者在
“以人为本”理念实践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教学水平

有差异。从标准差统计结果来看，教学水平上新生

的统计值（１７．３７±４．３２）高于老生的统计值（１５．３７±
４．８７）。其余人口学变量无显著差异。可见，在校园
环境上，女生所感知到的学生工作者“以人为本”理

念的实践效果更好；在教学水平上，新生所感知到的

学生工作者“以人为本”理念的实践效果更好。

２．３　结果及讨论　学生工作中“以人为本”理念的
实践从工作态度、教学水平和校园环境３个维度来
把握，３个维度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这和相关文献
的研究结果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从老师的角度来

考量我校学生工作中“以人为本”理念的实践情况

可知，存在人口学变量差异。在工作态度和教学水

平上，女教师所感知到的学生工作者“以人为本”理

念的实践效果更好。我校对学生工作者的态度、素

养和教学具有较高的要求，从业者基本符合标准；

女教师对学生工作的容忍性较高，容易换位思考，

对学生工作者在“以人为本”理念的实践中不会过

于苛求。在工作态度、教学水平和校园环境上，初

职教师所感知到的学生工作者“以人为本”理念的

实践效果更好。从学生的角度来考量我校学生工

作中“以人为本”理念的实践情况可知，也存在人口

学变量差异。在校园环境上，女生所感知到的学生

工作者“以人为本”理念的实践效果更好。我校的

校园环境建设良好，基础设施能够满足学生的基本

需求。在教学水平上，新生所感知到的学生工作者

“以人为本”理念的实践效果更好。

从研究来看，本研究涉及的样本量有限，考察

维度是否能够完全解释因变量还需要深入研究，纳

入调查研究的对象还可扩大范围，比如家长、教育

行政部门和教育社区等。通过全方位、多视角的研

究，可以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３　“以人为本”理念在学院学生工作
中的运用策略

３．１　实施“以人为本”的学生工作队伍管理　“人
本管理”机制的运行，强调尊重人，尊重人的人格、

需求和差异。由于特殊学生群体的存在，学生工作

还有困难难以克服，学生工作人员承担着过多的压

力和风险，随时可能因为工作分内之事而受到问

责。有效实践“人本理念”，就要尊重学生工作者的

心理需要和现实需要，考虑其在管理中也具有主体

地位，知人善任，发挥特长，人尽其才。

尊重学生工作者，还需要促进“专业化、专家化

和职业化”的发展，让其在学生工作岗位得到更深、

更广的发展空间。在心理上接纳、理解和关注他

们，能够设身处地的去理解，也引导学生工作者能

够把这种方式迁移到面向学生的具体工作中。在

职业规划上发展他们，提升其胜任力，促其专业化

发展。在工作态度上，不断提升服务技能和职业素

养，教学技能持续提升，教学效果日益长进。

３．２　实施“以学生为本”的人才培养理念
３．２．１　尊重学生的身心发展和差异　不同的个
体，身心发展各有其特殊性和差异性。根据大学生

的身心发展规律，在学生服务工作中实施差异化的

教育和引导。以学生为本，促其完善，助其发展，引

其实现自我价值。

学生群体的个性丰富，对学生工作的需要也不

尽相同，尤其是希望获得老师的信任和尊重，能够

和老师平等交流。尊重学生和接纳学生，就肯定了

学生的价值和主体地位，也容易和学生建立和谐的

师生关系。

３．２．２　满足学生的合理需求，让其体验成功的喜
悦　学生的不同需要要求学生工作者能够熟知和
掌握其特点，最大程度满足其合理需要。一方面，

学生有需要就会产生动机，学生工作者可以遵循其

合理需求，有效激发其内在驱力，经过有效的引导，

促使学生在满足需要的过程中健康成长和发展，让

其体验到成功的喜悦。另一方面，在满足学生需要

时，要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仅能够满足学生

的物质需要，也能够充实学生的精神食粮，在精神

和心理方面培育健全的人格和积极的心理品质。

３．３　营造“以学生为本”的校园环境
３．３．１　塑造和谐的校园环境氛围　校园环境和氛
围是实施“以学生为本”的基本保证。依托校园环

境所形成的校园文化是我校师生所共同遵循的价

值观念和原则，包括有形的教学设备、娱乐设施和

后勤设施等，也包括校训、院训、信念、文化传统和

习惯等，能够激发我校师生产生归属感、安全感、信

任感和目标导向性，激励师生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

力。此外，我校构建的“平安校园”已经取得了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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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校园里各种突发事件减少了很多，为和谐的

校园环境氛围提供了莫大的支持。

３．３．２　培育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提高生活质量
　学生工作者以心理援助为突破口，积极培育学生
的积极心理品质，提高校园生活质量。挖掘个体人

性中的积极成分，引导学生自我教育、自我发展，让

他们在学习与生活中自觉、积极、主动地追求美好，

创造幸福就应该是学生工作者的任务之一。加强

思想引领和学习辅导，培育其积极坚韧和好学乐学

的学习品质；寻找亮点和激发兴趣，培育其乐观开

朗和合群乐群的生活态度；审时度势，解决实际问

题，培育其抗压和韧性的中坚能量。同时，鼓励其

参加社团活动、文体活动、实践活动和竞技活动等，

使他们在活动中精得到充实、磨练和不一样的成功

体验，形成积极的心理品质，让他们在活动与体验

中获得积极健康的成长。

３．３．３　构建人性化的学生管理制度　学生工作中
的制度要体现出民主性、自主性、科学性和适应性

的特点，能够有效融合刚性与柔性、显性和隐形等

管理方式，不仅符合学生需要，促进学生成长，还能

提升学校的学生工作水平。规章制度的建设要充

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广泛征求师生的意见，使之

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绝大多数学生的支持。

而规章制度的执行要以引导教育为主，批评惩罚为

辅，既不伤害学生的情感，也不动摇制度的权威。

实际工作中要充满人性化，使外在的规章制度在执

行过程中产生引导和认同作用，促使当事人内化为

自觉观念及良好言行。

参考文献：

［１］王畅．以人为本指导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
［Ｄ］．沈阳：辽宁大学，２０１４．５．

［２］姚姿如，杨兆山．“以人为本”教育理念的意蕴［Ｊ］．教
育研究，２０１１（３）：１７２０．

［责任编辑：刘跃平］

（上接第１８页）分类教育教学比我国要早，有一些成

熟经验可以借鉴，比如：美国的社区学院、德国的

应用科技大学、法国的“大学校”、中国台湾的科技

学院等等。采取中外协同的方式无疑可以加快我

们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进程。在与国外和境外高校

合作时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尽管从理论上讲，

学校或专业的科研实力与其教学质量并不能简单

划等号，但在现实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国外、境外

高校还是要从论文、专利、获奖、排行榜等了解大

学，从而决定自己合适的合作对象。而各种的排

行榜则几乎都是依据高校的科研实力排名来进行

的。［２］所以说科研实力对学校声望的左右程度太

大了，对高校来说，研究实力得到显著提升之后，

影响力和社会地位都会因此提高，在与国外和境

外高校合作时更加容易得到他们的认可，工作进

行会更加顺利和有成效。同时，中外合作对于吸

引优质生源，引进优质师资都有益处。

５　结　语
应用型高校的教师一定要进行学术研究，学

术研究是大学的灵魂，有研究才有高水平的本科

教学。只做教学，大学就不能称其为大学。反之，

如果只做研究，大学也不能称其为大学。因为大

学的科研功能本是为促进人才培养而生，大学教

师从事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培养高质量的人

才，如果背离了这个目标，大学就沦为单纯的研究

机构了。大学的教学不应仅仅是对现有成熟知识

的传授，授予学生的是渔而不是鱼。总之，有品质

的学术研究为培养高质量人才高校所必需，培养

高质量的应用型人才的高水平应用型高校也必须

鼓励和重视教师的学术研究。

参考文献：

［１］国务院．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ＥＢ／ＯＬ］．
［２０１７－０１－１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ｃｏｎ
ｔｅｎｔ／２０１７－０１／１９／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１６１３４１．ｈｔｍ？ｆｒｏｍ＝ｓｉｎ
ｇｌｅｍｅｓｓａｇｅ＆ｉｓａｐｐ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ｄ＝０．

［２］李俊杰．科研反哺教学的合理性及地方高校因应策略
［Ｊ］．教育研究，２０１２（３）：５３５６．

［３］程方荣等．优秀的研究者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良师
［Ｊ］．高校教育管理，２０１７（１）：８６９０．

［４］冀宏 等．应用型人才培养视阈下的创新创业教育探
索［Ｊ］．江苏高，２０１６（４）：７７８０．

［５］顾永安．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研究［Ｊ］．常熟理工
学院学报：教育科学，２０１６（６）：１２．

［责任编辑：李德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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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对外汉语教学系列课程建设探究

朱　晨
（安徽农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合肥　２３００３６）

摘　要：汉语国际推广事业的蓬勃发展，客观上需要越来越多优质的国际汉语教师，也相应地对汉语国际教育
专业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新目标。对外汉语教学系列课程建设过程中，无论是课程平台的搭建，还是教

学模式的转变都不可忽视。这些系列课程的建设和积极的实践，对培养出更多专业化、应用型汉语国际教育人

才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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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ＣＳＯＬ；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ｓ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Ｃｏｕｒｓ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０　引　言
　　随着全球范围“汉语热”的兴起，汉语国际推广
呈现了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对外汉语师资培养也

因之越来越得到重视。２０１２年，教育部颁发的《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２０１２年）》将使用近３０
年的“对外汉语”名称更改为“汉语国际教育”，该

名称的内涵为“面向母语非汉语者的汉语教育、教

学，包括世界各地的国际汉语教学和中国国内的对

外汉语教学”［１］，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是突出其具有

的“世界各地的国际汉语教学”的特点。这一名称

改变既是充分考虑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实际

情况而作的应时之举，也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发

展给予了科学的引导，意义显著。因而各高校随之

对培养目标也进行了调整，虽然为了配合各自的办

学特色在表述上略有不同，但是核心与本质一样，

即以培养具有熟练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技能

和良好的文化传播技能、跨文化交际能力，适应汉

语国际推广工作，胜任多种教学任务的高层次、应

用型、复合型、国际化专门人才为主要目标，这明确

指出该专业学生需掌握的多方面技能、未来的工作

方向以及需达到的专业水平。

２０１５年，由国家汉办组织的“国际汉语教师证
书”考试在原“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停考十年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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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启动。这是根据国内外汉语教学的新形势，严格

按照《国际汉语教师标准》（２０１２版）开展的一项国
际标准化考试；而持有《国际汉语教师证书》，不仅

是肯定研习者具有国际汉语教学能力和综合素质，

也是选拔从事汉语国际教育工作者如汉语教师、汉

语教师志愿者等的准入条件，同时也成为国内外教

育机构选聘和评价汉语教师的重要参考。

在上述背景下，我们认为，目前高校对汉语国

际教育专业学生的培养应紧抓“应用型”人才这一

重要目标，力争使学生能尽快实现从“课桌”到“讲

台”的无缝对接，顺利完成从“职前教师”到“职业

教师”的华丽转身。然则这一培养过程中的专业核

心课程，即对外汉语教学理论与实验课程的建设自

是重中之重。本文拟结合笔者所在高校汉语国际

教育专业的教学实践，全面探究对外汉语教学系列

课程的建设，以就正于方家。

１　课程建设的背景
１．１　相关理论研究综述

近年来，关于对外汉语教学系列课程的教研文

章层出不穷，学者或探讨“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和

“对外汉语教学法”两门课程教学模式，或设计汉语

国际教育专业实践教学，如关敏（２０１１）介绍“对外
汉语教学法”课程中“小组合作学习方式”的内涵、

意义、途径与方法［２］；张靖、杨定胜（２０１６）探讨该课
程“学、练、摩、研”的教学模式［３］；张振亚（２０１２）提
出“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课程存在的问题并给出相

关对策［４］；韩力（２０１４）介绍任务型教学法在该课程
教学中的具体应用［５］；李艳（２０１７）探讨“汉语热”
背景下该课程现状和课改方向［６］。其中尤值得关

注的是徐子亮（２０１６）对实践性知识学习的探究［７］，

其文首先提出“实践性知识”的概念、加强实践性知

识学习的必要性，随后结合学生实际需求提出实践

性知识学习的基础、拓展和反思。可以看出，正是

基于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获得对汉语国际教育

专业学习者不可或缺的认识，学界才一直比较有针

对性地对具体课程开设，不同课程的教学方法和考

核方式等问题展开持续性关注，其目的旨在明确合

理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以及运用新颖的教学模

式以获取最佳教学效果。这也是本文立足于实际

教学情况，拟深入探讨上述问题的意图所在。

１．２　主要问题分析
目前我校对外汉语教学理论与实验系列课程

包括“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对外汉语教学法”“第

二语言习得概论”“对外汉语汉字教学”“对外汉语

语法教学”“对外汉语专题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

模拟实验课”等。目前，这一系列课程在设置和教

学中主要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１）理论课时不充足。我校对外汉语专业
（２０１３年更名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自２００７年设立
以来，“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和“对外汉语教学法”

一直都是专业核心课程，但实际教学中明显感到理

论课课时的不足，虽然在２０１２年人才培养方案修
订中将这两门课的理论总课时提至８８课时，并开
设四门相关的专业选修课，但是经过一轮的教学

后，理论课时不足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观，

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的时间安排也不科学，造成学

生理论知识的获得不够充分。据笔者对近三年毕

业生的汉语国际教育类毕业论文完成情况的观察，

理论基础薄弱已经成为学生能否按时完成有质量

的论文写作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理论课时的提

升势在必行。

（２）有针对性的实验课开设过少。目前我们开
设的实验课中仅有一门“对外汉语教学模拟实验

课”有一定的针对性，其他几门实验课主要围绕汉

语本体研究，这远远无法满足培养“应用型”人才所

需，因为学生更需要的不是“汉语言文化知识”，而

是将这些知识传播出去的能力。我校有８位大三
学生参加了去年的“国际汉语教师证书”考试，笔试

通过率为１００％，然而面试通过率仅为１２．５％（八
人中仅一人通过）。这一实际情况也促使我们加强

学生的实践能力，特别是在说课环节需要的快速查

找语言点、准确设置教学目标、逻辑呈现教学步骤

的能力，以及在试讲环节需要的课堂管理能力和跨

文化交际能力。

（３）实践平台的搭建不够充分。吴勇毅教授曾
在“国际汉语教师入职必修十课”“序”中指出教师

的知识结构中缺失了重要的一块，就是教师的实践

性知识，尤其是个人实践性知识。［８］我们必须创造

机会让学生走上留学生教学的讲台，了解教学的全

部流程，体验教学实践。但是由于客观条件限制，

学生十分缺少这样的机会，只有部分学生能进行一

对一的汉语辅导，并且安排的时间也不够合理，从

整体上看对学生的就业和汉语国际推广都有较大

局限性。根据学生的反馈，在理论课上学习到的教

学法、教学策略等，常常无法在“个别辅导”中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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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迫切需要了解课堂教学的整体概况，特别是教

师的具体课堂教学。

（４）教学理念亟待创新。随着时代发展和科技
进步，教师的教学理念也需实时更新，有所创新。

因此，传统“以教师为中心”的授课方式也受到极大

挑战，笔者在教学中明显感受到，如果讲授的内容

不是学生确实感兴趣的，那么他们的接受度是会降

低的；而如果不能让学生切实参与到课程中，给他

们更直观的感受和体验，那么教学效果是要大打折

扣的。因此，我们必须贯彻“以学生为中心”的理

念，并深入挖掘其内涵，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

学方式等方面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

因此，调整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对外汉语系列课

程原有设置，以及改革现有教学模式都应提上日

程，其目的就是让学生“学有所得”“学有所用”“学

有所长”。

２　课程建设的基本内容
针对前述存在的问题，我们对人才培养方案中

的课程平台进行改进和调整，对教学模式进行研究

和探索。

２．１　课程平台的调整
２．１．１　理论课课时与开课时间的调整

首先，将“第二语言习得概论”由专业选修课改

为专业核心课，在第５学期与“对外汉语教学概论”
同时开设，这样专业核心课课时增加到１２０节，以
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为学生获得更多的理论知识

提供基础；其次，在第 ６学期开设“对外汉语教学
法”“对外汉语语法教学”和“对外汉语汉字教学”

（后两门为专业选修课，根据学生的兴趣和需求，择

一开设）；最后，在第７学期开设“对外汉语教学专
题研究”，以保证学生在获得丰富实践经验后，能在

理论上有更大提升。

２．１．２　实验课的增设以及与理论课的结合
作为一名国际汉语教师，掌握一至两门中华才

艺定会为自己“增光添彩”，因此我们开设了“中国

传统艺术综合实验课”，目前主要进行的是书法与

绘画、古筝弹奏与民歌演唱类的课程。但是与才艺

相比，技艺与能力无疑是更重要的。陆俭明教授指

出：“汉语教师还得有跨文化交际的意识与能力，尤

其对出国从教的汉语教师来说，更需要具备这种意

识和能力。”［９］所以，我们需要增设跨文化交际类实

验课程，针对“国际汉语教师证书”笔试和面试中常

常出现的案例，以及学生在教学实习中碰到的实际

问题，采用“情景重现”“视频摄录”等方式，进行多

角度思考和多层次分析，切实提升学生的跨文化交

际水平。

此外，我们将“对外汉语教学模拟实验课”与

“对外汉语教学法”进行了结合，根据教学法的授

课进度安排实验课，即保证每个语言要素和不同

课型的教学法学习完以后，就进行相关的模拟实

验课，让学生即学即用。如果课时仍不够，可以考

虑将“对外汉语语法教学”（或“对外汉语汉字教

学”）纳入进来，进行理论和实验课时的自主分配

和整合。

２．１．３　实习平台的完善
我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实习主要在校内的

国际教育学院开展，即安排本科生与留学生进行

“一对一辅导”。目前的安排为每周辅导两次，每次

一个半小时，持续进行十五周。我们设计了“汉语

辅导登记表”，包括辅导日期、地点、时长等内容，需

实习生和留学生双方签字，保证了实习的有序进

行；实习生每周需完成实习周记一篇，记录实习内

容、撰写教学反思，实习结束后还要完成实习总结

一篇；实习指导老师在学生实习过程中至少安排三

次小组实习汇报。这种“个别辅导”的形式有助于

学生在实践中去验证学习过的汉语知识、教学理论

和教学方法，有利于学生积累教学经验、提升教学

自信心，更有益于学生在跨文化交际中看到自己的

缺点和不足，进而去改正和完善。

“个别辅导”虽然是我们的主要实习形式，不过

我们也尝试进行了“一对多”的辅导形式，这种形式

类似于“小班教学”，即一位实习生辅导三位左右的

留学生，主要进行 ＨＳＫ应试准备方面的辅助教学，
这种形式的实习将更有助于学生以后直接走上讲

台授课。另外，我校在每年暑期（５—７月）还有“中
美语言文化强化项目”，我们的优秀学生也有机会

在这个项目中进行“个别学习辅导”和“文化交

流”，协助来我校的美国大学生进行汉语的学习和

汉文化的体验。

专业实习的开设时间安排在大三第二个学期

比较合适。因为在第一学期进行了“对外汉语教学

概论”的学习后，刚好可以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

中去检验，再结合同时开设的“对外汉语教学法”和

实验课，可以将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

我们将在以后不断丰富实习形式，优化实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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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将“个别辅导”“小班教学”“文化体验”与“课

堂观察”等结合起来，搭建更多更广阔的实习平台，

帮助学生尽快完成从“课桌”到“讲台”的过渡。

２．２　教学模式的探索
２．２．１　理论课教学方法的改进

传统“填鸭式”或者“我讲你记”的教学法已经

无法满足新时期高校人才培养的需要，教师需要多

方学习，兼收并蓄，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采取最有

效的教学方法。下面将结合“对外汉语教学法”进

行阐述。

“对外汉语教学法”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课

程，我们在综合考察了多种教材后，选取了更为实

际有用的杨晓黎教授的“汉语国际教育实训教

程”［１０］作为主要教材，再辅以“对外汉语教学

法”［１１］进行讲授。“汉语国际教育实训教程”作为

“教育部中文学科指导委员会推荐用书”，非常适时

地包含了“课堂观察与案例评析”“教案编写与课堂

活动设计”“课堂组织与突发事件处理”“个别教

学”“文化体验式教学”以及“海外教育实践”等新

鲜实用的内容，对于学生全面了解海内外汉语教学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而针对这些新鲜实用的教学内容，我们主要采

用了“视频观摩教学法”和“案例讨论教学法”进行

教学。我们选用了《初级汉语课堂教学演示》《汉语

课堂教学示范》等示范教学视频材料，在有选择性

的给学生观摩后，结合“课堂观察”的学习内容，进

行“课堂观察量表”的设计和观察结果的讨论，并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总结汉语基本要素教学和不同课

型教学的方法、策略、手段等。在学习“教案编写”

时，我们结合了《对外汉语教学课堂教案设计》《汉

语语法点教学案例研究》中的教案和课件实例，进

行教案编写的总结并补充了课件制作的内容。在

学习“课堂活动设计”时，我们参考了《国际汉语教

学通用课程大纲》中的“任务型教学”和“主题型教

学”案例，进行了课堂活动设计方面的讨论。在学

习“课堂组织与突发事件处理”时，我们结合《国际

汉语教学案例与分析（修订版）》中的大量实例，来

讨论如何进行有效的课堂组织与管理。在学习“个

别教学”与“文化体验式教学”时，请学生分享自己

的实习经历，再共同总结相关教学中应注意的问

题。根据学生的反馈，他们对这种“观摩—讨论—

总结”式的教学方法非常喜欢，认为实用的教材和

适用的教学法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也提高了他

们积极参与实验课的兴致，增强了他们进行教学实

习的信心。

２．２．２　实验课课程设计的调整
实验课的意义主要在于最大化地给学生提供

实践的机会，因此我们对“对外汉语教学模拟实验

课”进行了全新设计，以保证每位同学能获得上台

授课的机会，积累一定的教学经验，并知晓自己在

教学中存在的不足。该课程共 ３０课时，分 １０次
进行，除去第一次课程介绍外，其余的课全部为学

生的分组展示，分别是对外汉语语音教学、汉字教

学、词汇教学、语法教学、听说课教学和读写课教

学，其中词汇和语法教学分别有说课环节；且每次

展示结束后都评选最佳教师、最佳教案、最佳 ＰＰＴ
等，老师会对“最佳”获得者给予一定物质奖励，更

重要的是对每组的授课情况、教案编写和 ＰＰＴ制
作进行点评，在最后一次课上各小组进行课程总

结。

经过了两轮的实际教学后，我们在课程安排上

又进行了一些改进和探索。首先，每次课程讲授结

束后，先由学生投票选出各项“最佳”，教师再进行

实时点评，同时鼓励学生互评交流，继而督促学生

及时完成心得体会，这样可以让学生及时获得并保

存最新鲜的体验。其次，扩展授课的教材面和等级

跨度，授课教师要广泛搜罗国内外的不同教材，根

据需求提供给学生进行授课，目前我们选用的教材

包括《发展汉语》《汉语教程》《中文听说读写》等；

并且结合不同课型的教学扩大等级跨度，将授课对

象扩大到初中高３个级别，并进行幼儿、成人的区
分，这样学生就需要根据教学对象的不同进行有针

对性的教学设计。最后，改变由小组成员扮演“留

学生”的安排，由指导老师现场指定扮演“留学生”

的同学，并要求这些同学积极配合的同时适时“捣

乱”，给“授课老师”制造一些突发事件，考察他们的

应变能力和突发事件处理能力。

总之，“对外汉语教学模拟实验课”从备课到教

案编写和 ＰＰＴ制作，从作业布置到试卷设计，从说
课到授课，为学生提供了全面体验对外汉语教学的

机会；学生们在课程总结中都表示这门课让他们获

益匪浅。

２．２．３　实习指导方式的转变
以前老师对实习的指导主要是在实习前、中、

后分别开小组讨论会，进行实习布置、安排、答疑和

总结，这样虽然能保证实习的有效开展，但师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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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沟通不够及时，老师也不能实时解答学生在实

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弊端比较突出。现在我们需

要转变观念，与实习生建立ＱＱ群或微信群，利用其
中的签到、活动等功能，实时掌握学生的实习动态，

及时对学生的实习进行指导，适时就实习中出现的

问题展开讨论，定时上传相关学习资料等，帮助学

生获得最优质的实习体验。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年）》明确提出要注重学思结合。倡导启发式、
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帮助学生学会学习。

这要求我们在不管在什么类型的课程教学或指导

上，都要紧紧抓住这一点，促进学生学习能力的提

升和学习效果的优化。

３　结　语
有学者经过调研后指出：“对外汉语本科专业

课程设置不合理和教学方法的保守陈旧必然会制

约汉语国际推广工作的向前发展，也是影响对外汉

语本科毕业生就业对口率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１２］我们只有在系列课程建设中，将理论课、实验课、

专业实习三者结合在一起，共同开展，才是进行人

才培养的正确途径；理论课教学方式的改变，实验

课开展方式的出新，实习指导方式的更新，才能让

学生分享自己的实习经验，解决自己在实习中遇到

的问题，切实提升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水平。培养专

业化、国际化、应用型的汉语国际推广人才是我们

人才培养的最终目标，同时也是最高理想。希望通

过我们的努力，可以为国家汉语国际推广的伟大事

业输送更多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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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随着我国基本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从２０１６

基建投资超６万亿，投资重点主要集中在水利、铁
路、高速公路等领域，到２０１７年以基建为主投资预
计达到１６万亿规模，仅合肥市２０１７年大建设包括
轨道交通在内总投资逾４千亿。可见未来几年工
程建设所需的水利、交通等行业施工技术人员会越

来越多，如何提高应用型高校“土木工程施工”课程

的教学效果，增强学生学习兴趣，满足行业需求，实

现毕业生施工能力与用人单位需求无缝对接，是所

有该课程任课教师需要思考的问题。

１　“土木工程施工”课程的特点［１］

“土木工程施工”课程作为土木工程专业的专

业基础必修课程，主要研究施工技术及施工组织，

该课程涉及面广、实践性强。近几年，我国进行大

规模基本建设，施工技术随着新设备、新技术、新材

料的不断涌现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计算机技

术、网络技术，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使得

工程施工信息化、标准化的实现越来越容易。可

见，本课程内容除了涉及传统学科力学、工程测量、

土木工程材料、土木工程地质学、钢结构设计、地基

基础和工程管理学等基础课程外，计算机科学技术

在“土木工程施工”课程中则凸显出越来越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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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该课程具有理论面广、综合性强、政策性强

特点，而且技术发展迅速，土木工程方向分支较多，

包括桥梁工程、隧道工程、道路工程、轨道交通、铁

道工程等，如何根据社会当前发展的需求有侧重点

的讲授相应的工程施工技术及优化管理的知识点

就显得尤为重要。原有教学“土木工程施工”教材

中的知识点分布相对比较零散，如何让学生学习完

本课程后能够独立编制施工技术方案及工程实施

的组织方案是应用型高等院校需要解决的问题。

２　“土木工程施工”课程传统教学方
法存在的问题

　　传统的教学方法通常是按照教材的章节的先
后顺序依次进行课堂教授，从第一章的土方工程讲

到最后一章的施工组织总设计，针对施工技术部分

的内容，学生学完后无法形成一个清晰的、系统的

项目建造全过程，未来进入工程单位，在遇到具体

的项目施工时常常还是无所适从。究其原因，主要

存在以下问题。

２．１　施工技术部分教学重工艺讲解，轻理论分析
工艺讲解是告诉学生怎么做的问题，施工理论

分析是告诉学生为什么这么做的问题，应用型本科

院校应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个施工技术方案的选择在可操作的情况下，不仅

要从力学层面确保安全，更要从经济层面降低成

本。所以施工技术部分的教学应培养学生正确应

用三大力学及工程成本管理的理论分析问题，从而

起到举一反三的效果。

２．２　任课教师实践能力无法满足应用型人才培养
的要求

　　“土木工程施工”课程的任课教师不仅要具备
扎实的理论基础及相对全面的知识结构，而且还需

要较强的工程实践背景，能够熟悉工程施工技术及

管理手段发展变化的现状及趋势，应用型高校因为

种种原因，很难拥有这些背景的专业教师从事“土

木工程施工”课程的教学工作，导致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无法学习到丰富的实际工程案例，学习的内容

仅仅停留在书本上。

２．３　教材中的部分知识点更新滞后
当前使用的“土木工程施工”教材中的部分知

识点更新滞后，例如：土方工程支护，在当前深基坑

开挖过程中，应用较多的是桩撑结构、桩锚支护等，

而教材中一直介绍重力式支护及钢板桩支护知识；

又如：混凝土工程中，支架多采用钢管脚手架，但实

际工程中已经发展为：移动式工具脚手架、移动爬

架，自动化程度高，施工效益明显。显然，这些知识

点的变化无法在教材中及时体现出来，导致学生毕

业后很难在短时间内适应工作需求。

３　基于工程施工工序逻辑关系的教
学方法

　　工程项目的建造全过程不仅包括各种施工技
术方案的实施，而且包括了贯穿始终的施工质量管

理、进度管理、安全管理及成本管理，“土木工程施

工”这门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应以施工技术教学为主

线，其间应融入质量、安全及成本管理的知识点。

３．１　以分部工程施工的先后顺序调整教学内容
关于这个问题本文仅仅以土方工程为例说明：

在土方工程中，主要围绕土方的挖、运、填这３个教
学内容进行，土方工程的施工顺序对深基坑而言

为：施工准备—场地平整—放线定位—排水降水施

工—边坡支护—土方开挖—土方运输—土方回填；

对浅基坑而言施工顺序为：施工准备—场地平整—

放线定位—排水降水施工—土方开挖—边坡支

护—土方运输—土方回填。基于这样的施工顺序，

课堂教学内容应按照这条主线进行讲解。对关键

工序，如降水、支护、开挖等在讲解施工技术的同

时，从质量管理、安全管理、进度管理及成本管理４
个方面讲述该分项工程施工全过程，学生学习完本

章知识点后便能够完整的理解土方工程的施工顺

序和管理方法。

３．２　充分利用多媒体资源及校外实习基地提高学
生的感性认识

采用 ＰＰＴ授课，充分利用 ＶＲ技术、图片、视
频、Ｆｌａｓｈ动画及３Ｄ模型等，在讲解施工工艺的过
程中利用多媒体资源直观的表达整个施工过程，［２］

例如：在桩基础工程这一章中的钻孔灌注桩施工工

艺讲解，Ｆｌａｓｈ动画可以非常逼真的模拟从桩基的
放线定位、泥浆池及循环系统，泥浆护壁下的正循

环和反循环钻孔工艺、清孔方法、下放钢筋笼及其

固定措施、水下灌注混凝土及截取桩头等全部工

作，结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施工影像资

料、与校外实习基地联合拍摄的分部分项的作业视

频就可以让学生增强感性认识。另外，教师授课

前，根据教学日历的时间安排，结合授课进度，对较

为复杂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技术的讲解选择在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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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工地现场教学或利用互联网技术，将现场的视频

图像传输到课堂。

３．３　紧扣国内基本建设大环境，优选施工课程教
学内容

我国房地产行业在经过近３０年的长期发展之
后，从起步、摸索、动荡、调整的过程中逐步趋于理

性和成熟，行业发展逐渐进入饱和期。［３］从近几年

施工单位、设计单位招收的房屋建筑专业的人才就

可看出端倪。而在交通、市政、水利等基本建设行

业人才需求旺盛，国内建设环境的变化应当体现在

“土木工程施工”教学内容上的变化，应紧扣国内基

本建设大环境，优化工程施工授课内容。

３．４　多途径提高任课教师实践能力
任课教师实践能力的高低对课堂教学质量影

响很大，而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非一朝一夕就可以

达到，一般院校的教师，多数缺少企业的从业经历，

从学校到学校，缺乏实际的工作经验。［４］因此，要求

施工课教师以横向课题为抓手，和企业加强互动，

充分熟悉施工的工艺流程及技术标准，整理及总结

工程案例，尤其是专项工程施工案例提高自身的实

践水平，还要经常关注施工中涌现的新技术、新工

艺、新方法，巩固丰富自己；教师脱岗挂职到工程企

业也是非常重要的措施，教师深入工程一线，参与

项目建造的全过程，以企业技术需求为导向，充分

利用教师的工程理论背景，在解决工程技术问题的

过程中提高实践能力。例如，合肥学院科技处为积

极推动教师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提高教师的实践能

力更好的地为教学服务，从政策层面引导，依托校

内协同创新中心和企业不定期开展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活
动，同时收集企业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校企技术

合作，这种方法为专业课教师提高实践能力进行了

有益的尝试，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３．５　夯实“土木工程施工”课程设计内容，实行真
题真做

在“土木工程施工”课程中，课程设计的选题选

择正在实施的工程项目，真题真做，指导老师采用

校内老师与项目总工程师，依托真实项目，以解决

问题为目的进行课程设计，对学生能力的提高非常

有益［５］；例如：土木工程课程中的土方工程这一章，

课程设计选择深基坑土方开挖，学生在课程设计开

始之前，引导学生要收集相关技术资料，在资料收

集过程中，学生能够明白深基坑土方开挖技术方案

的制定必须要结合现场的实际情况编制，那么现场

的实际情况有哪些因素影响未来的土方开挖呢？

课堂的讲解要满足可行性，包括技术可行性和现场

的操作可行性，还要满足经济要求，即：施工成本最

小原则；以前的课程设计都是老师给出了课程设计

所需的所有技术资料及环境资料，学生像完成课堂

作业一样按部就班的做完提交即告完成。真题真

做，没有给定的相关资料，学生在做的过程中，就像

工程师一样需要逐步收集相关资料来解决问题，而

且可以让不同组的同学编制不同的方案，最后进行

比较选择，比选过程让学生及项目总工程师一起参

与，通过这样的课程设计，学生能够深刻的体会到

优秀的技术方案不仅安全可靠，而且经济合理。

４　结　语
鉴于“一带一路”包含的“互联互通”对土木工

程行业人才尤其是交通工程、港口工程等方向的人

才需求巨大，而房地产行业的产能过剩使得工业与

民用建筑方向的人才需求萎缩，作为应用型高等院

校，应积极主动调整“土木工程施工”教学内容，在

顺应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培育出高质量专业人才。

同时，通过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改变课程设计的

选题及指导方法、充分利用计算机技术及互联网技

术等手段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力争做到企业的人

才需求与高校的人才培养完美对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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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旅游行业的快速增长催生了对人才的
大量需要，每年的就业人数缺口高达１３万［１］。与此

同时，我国旅游人才的培养规模和培养能力不断发展。

国家旅游局发布的《２０１５年全国旅游教育培训统计》

显示，２０１５年全国范围内招收的本科旅游管理类专业
共招生５５６１１人，毕业４６８８８人，在校２０９９８６人。

但人才需求和供给的双重增长却与旅游管理专

业毕业生行业内就业意愿低、流失率大形成强烈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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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据麦可思研究院《２０１４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
的统计数据显示，旅游管理成为专业相关度最低的

十个专业之一，仅为４１％，尤其是本科毕业生行业流
失最为明显，甚至出现了学校层次越高，旅游专业越

难就业的窘境。造成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的因素很

多，但根本原因还是人才供需之间的失衡［２］。

旅游管理本科生“非本行业就业”“学非所用”的

就业倾向，对学生来说，是对本科学习积累的旅游专

业优势的一种浪费；对高校来说，是旅游教育资源的

一种损耗；对旅游企业来说，会提高其专业培训成本；

对社会来说，不利于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３］。高层

次旅游人才的流失，已经成为严重影响旅游行业发

展质量提升的症结所在。而目前的高校就业跟踪反

馈主要针对用人单位进行，反馈目的是促使高校的

人才培养更加符合用人单位的需求。因此，迫切需

要针对毕业生进行就业跟踪反馈调查，了解旅游管

理毕业生的就业行为选择与职业发展路径，探究学

生因为哪些因素会选择从事并留在旅游行业，从而

为高校人才培养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调整策略。

１　问卷设计与实施
本研究针对安徽某大学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生

展开就业行为的调查研究，通过分析其就业行为，

明确其旅游行业内就业的影响因素，找出影响旅游

管理毕业生行业内就业行为的关键变量和作用机

理，将有利于提高本科层次旅游人才培养的针对性

和质量，提高行业内就业率。

通过对旅游行业从业者情况的了解，与毕业生

代表的访谈以及安徽某大学毕业生就业情况的调

查，确定了就业跟踪反馈调查问卷。具体包括：就

业现状（单位、岗位、城市、工作年限）；被试的个人

信息；旅游行业就业引力（个性条件、社会认可度、

职业前景、教育实习等５个方面２４个变量）；学校
教育的满意度（课程、师资、实习、就业指导等１４个
变量）；职业生涯路径（工作单位、城市、时间、行业、

岗位、月薪等）；就业意愿（薪资、行业、工作环境等

５类１０个变量）。
除客观题外，其余有关感知的题项均采用五点式

李克特量表进行设计（５分表示非常重要、非常满意，３
分表示一般，１分表示非常不重要、非常不满意）。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至１１月间，对安徽某大学旅游管

理系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届五届毕业生，通过邮箱和ＱＱ群
进行调查问卷的发放，同时也利用相关毕业生的个

人社交网络进行发放，共回收问卷１０１份，有效问
卷９８份，有效率９８％。

２　旅游管理毕业生就业行为特征
２．１　基本特征
２．１．１　工作行业分布　依据《国家旅游及相关产
业统计分类》（国家统计局令第１６号）中有关旅游
行业分类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Ｔ４７５４—
２０１１），同时结合旅游管理毕业生就业实际，可将毕
业生现所涉及的行业部门分为：旅游住宿、景区经

营管理（含旅游规划与咨询机构）、旅行社服务、旅

游电子商务平台（此四类为直接在旅游行业就业）、

政府及事业单位（含旅游管理部门及高校）、房地产

业、社会教育培训（不含高校）、求学深造、其他等９
行业。

数据显示，仍稳定在四类旅游行业内就业的人

数总和占比为１８％（其中包含在旅游类专业继续深
造的学生）。最受毕业生欢迎的工作是政府部门及

事业单位，这与工作性质、社会地位、压力大小、体

面程度等十分相关。

２．１．２　工作区域分布　根据对毕业生就业地点意
愿的统计，约６６．７％的毕业生倾向于选择发达城市
作为工作地点，仅有１２％的毕业生愿意选择偏远地
区。在毕业生实际的就业地点统计中也发现：近一

半的学生选择在安徽省内就业，且集中在合肥、芜

湖等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部分毕业生由于工作性

质，选择留在省内县级单位从事旅游行政管理或公

务员工作，或选择家乡所在地就业；多数毕业生留

在大中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南京、杭州以及广

州等地。

２．１．３　工作职位分布　《麦克思２０１４年中国大学
生就业报告》显示，三年内旅游管理本科专业职位

晋升比例较高，达到７０％。在此次研究中，有效问
卷多集中在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届毕业生，毕业年限较短，
且大部分不在旅游行业就业，数据显示晋升到各类

管理职位的毕业生比例较低，约为２０％左右。但一
直在旅游行业工作的毕业生的就业履历显示，坚持

从事旅游工作的毕业生均得到了晋升，从门市经理

到规划院长助理不等。

２．２　职业生涯路径
旅游管理毕业生就业情况，不仅是就业现状的

统计与分析，还在于其毕业后职业生涯路径的变化

情况，考察毕业生在旅游行业之间、旅游与其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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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以及其他行业之间的流动情况，能够更好的分

析旅游管理毕业生行业流失的问题。

２．２．１　一直在旅游行业　此类毕业生包括一直在
酒店、旅行社、旅游电商等旅游相关行业就业的毕

业生，也包括了毕业后继续在旅游相关方向深造读

研的学生。在本课题的调查样本中，３５．７％的毕
业生（共计３５人）第一职业选择了与旅游相关的
行业（包含就读旅游相关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而

截至调查时仍然在旅游行业就业的学生仅有 １８
人。具体来看，除了仍在读的 １０名研究生外，其
余分布情况为：高校旅游专业教育教学（３人）、酒
店（１人）、旅游电商（２人）、旅行社（１人）、就读
旅游硕士毕业到酒店（１人）、就读旅游硕士毕业
到旅游规划咨询机构（１人）、景区管理到旅行社
（１人）。可以看出，第一职业选择并坚持留在旅
游行业的本科毕业生比例非常低。

２．２．２　从旅游行业到其他行业　在第一职业选择
旅游工作的毕业生中，有２８％的（１０位）毕业生流
失到了其他行业，且学生从旅游行业流失的速度较

快，在一年之内流失８人，１－２年之内１人，２－３
年内１人。尽管毕业生工作变迁的影响因素很多，
但较短时间内改变工作，离开旅游行业，反映了旅

游行业待遇、环境等方面因素所形成的推力，打消

了旅游管理毕业生在行业内就业的热情，难以对毕

业生再产生引力。流向的具体行业则包括商贸营

销（３人）、房地产（３人）、网络运营与策划（２人）、
教育教学（１人）、金融（１人）等。这些部门，在学
生个人及社会认知中，多属于相对高端和富有挑战

的行业部门。

２．２．３　未在旅游行业就业　约５３％的毕业生流失
到了其他行业，其中，５１人从未选择在旅游行业就
业，这部分毕业生所属的行业部门主要集中在政府

部门、房地产、销售、教育培训等，其职业生涯路径也

较为固定，尤其是进入政府机关的毕业生职业路径

最为稳定，其次是各类商品销售岗位也较稳定，流动

往往在同一非旅游行业内进行。

２．２．４　从其他行业到旅游行业　与旅游行业流失
率大相对应的是，仅有３名曾在其他行业就业的学
生选择回归旅游行业，其中分别是酒店１人，就读
旅游管理研究生１人，旅游电商１人，主要是从销
售、文员等岗位回归旅游行业。

由此可知，毕业生是否稳定在某一行业中，取决

于其他行业的拉力和这一行业的推力，而推力和拉

力之间的大小比较则在于毕业生对各个行业就业环

境、待遇、认可度等方面的认识。如果旅游行业各方

面优于另一行业，则旅游行业拉力大、其他行业推力

大，使得毕业生回归旅游业；如果旅游行业各方面不

如另一行业，则旅游行业推力大、其他行业拉力大，使

得毕业生流失到其他行业中。

３　选择从事旅游行业影响因素分析
　　在综合因素作用下，什么样的学生因为何种原
因更愿意从事旅游行业，如果明确了这个问题，在招

生时予以考虑，精准招生或将有助于挑选出更乐意

从事旅游行业的学生，从而做到不浪费教育资源，且

放大正向因素有助于提升旅游行业的吸引力，有望

提升毕业生的行业内就业率。因此本文针对选择旅

游行业的影响因素进行专门研究。

３．１　单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一般认为，５点李克特量表的均值在１～２．４之

间表示反对，２．５～３．４之间表示中立，３．５～５之间
表示赞同。根据表１的单变量描述统计量可知，重
要程度得分均值在３．５～５分之间的影响因素，分
值由大到小分别为：个人兴趣（４．２０）、对薪酬满意
（４．０３）、个人性格适合（３．８６）、行业前景好
（３．８０）、身体条件适合 （３．７７）、晋升空间大
（３．７１）、增长见闻（３．５７）、城市发达（３．５７），这几
个因素正面影响了毕业生的择业，在他们选择从事

旅游行业时，这几个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在个人条

件适合且旅游企业待遇符合其期望时，毕业生可能

会选择从事旅游业。

表１　选择旅游行业的因素—单变量描述性统计量

ＭｅａｎＳｔ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Ｎ
个人兴趣 ４．２０ ０．９０１ ３５
对薪酬满意 ４．０３ ０．７８５ ３５
增长见闻 ３．５７ ０．７７８ ３５
城市发达 ３．５７ １．０６５ ３５
人脉广 ３．４０ １．００６ ３５
身体条件适合 ３．７７ ０．９１０ ３５
专业教育 ３．２３ １．００３ ３５
自身性别 ３．０３ １．０７１ ３５
专业对口 ２．９７ １．０９８ ３５
家人支持 ３．２０ ０．９６４ ３５
晋升空间大 ３．７１ ０．９８７ ３５
旅游资源优势 ２．５７ １．１９５ ３５
个人性格适合 ３．８６ ０．９７４ ３５
行业前景好 ３．８０ ０．８３３ ３５
专业实习影响 ３．０９ １．０１１ ３５
继续深造 ３．３７ １．１１４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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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选择旅游行业的影响因素的因子分析
为了便于研究和分析，尽量减少原指标包含信

息的损失，对选择旅游行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因子

分析。运用ＳＰＳＳ１７．０对数据进行计算，ＫＭＯ值为
０．６０３，可以做因子分析；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度检验结果显
示，近似卡方值为２２４．５１１，自由度为１２０，检验的显
著性概率为０，小于显著性水平０．５，因此拒绝Ｂａｒｔ

ｌｅｔｔ球度检验的零假设，认为适合因子分析。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因子个数，取特征值大

于１来确定主因子的个数。公共因子为５个，可解
释原数据 ６９．５７４％的信息量（如表 ２）。使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对上述１６项的数据进行处理，为了使各
因子的代表量突出，便于解释和命名，选择方差最大

正交旋转，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如表３）。

表２　旋转后的公共因子的特征值和贡献率（选择旅游行业的因素）

公共因子 Ｆ１ Ｆ２ Ｆ３ Ｆ４ Ｆ５
特征值 ３．４９２ ２．３１５ ２．１５２ １．６４８ １．５２５
贡献率／％ ２１．８２５ １４．４６８ １３．４４８ １０．２９９ ９．５３３
累计贡献率／％ ２１．８２５ ３６．２９３ ４９．７４１ ６０．０４０ ６９．５７４

表３　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选择旅游行业的因素）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１ ２ ３ ４ ５

身体条件适合 ０．７９９ ０．２１１ ０．１３０ ０．１３７ －．０５６
个人兴趣 ０．７４１ ０．１３８ －０．３５１ ０．１７４ ０．０６３
个人性格适合 ０．７０９ －０．０９８ ０．１６７ ０．３０１ －０．１９６
行业前景好 ０．７０５ ０．０８１ ０．４２４ －０．２０９ ０．０９６
晋升空间大 ０．５７５ ０．１４７ ０．３０８ －０．４０７ ０．１５１
人脉广 ０．５５６ ０．３６３ ０．２３７ ０．１２３ ０．３２１
专业教育 ０．２３６ ０．８１８ －０．１４８ －０．０４９ －０．００１
专业对口 －０．２３５ ０．６９８ ０．１３０ ０．４２４ －０．１１２
增长见闻 ０．４５５ ０．６２０ ０．１３０ －０．０６８ ０．２７６
继续深造 ０．１０６ ０．６２０ ０．３６５ －０．２１０ ０．１０３
专业实习影响 －０．０１４ ０．２５２ ０．８２１ ０．１２９ ０．１２６
旅游资源优势 ０．３８７ －０．０８８ ０．７１２ －０．１７４ －０．１８５
自身性别 ０．２５７ ０．０２８ ０．４９６ ０．４５１ ０．４５３
对薪酬满意 ０．２０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７ ０．８７２ ０．０７８
家人支持 ０．１７８ ０．０８２ ０．０９６ ０．０８９ －０．８０７
城市发达 ０．２１５ ０．２７９ ０．１６３ ０．１８９ ０．５７７

　　表３中数值的统计意义是指每个主因子与它
所包含的原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称为载荷。分析

如下：身体条件（Ａ１１）、个人兴趣（Ａ１）、性格（Ａ１０）、
晋升空间（Ａ６）、行业前景（Ａ１２）和人脉（Ａ９）在 Ｆ１－１
上的数值较大，有较高的载荷，这６个指标代表了
个人条件的适合和职业晋升的前景，因此可将 Ｆ１－１
命名为个人条件和职业晋升因子。专业教育

（Ａ１３）、专业对口（Ａ２）、继续深造（Ａ１６）和增长见闻
（Ａ５）在 Ｆ１－２上的数值较大，有较高的载荷，Ｆ１－２可
称为教育及求知因子。专业实习影响（Ａ１４）、旅游
资源优势（Ａ８）和性别优势（Ａ１５）则在 Ｆ１－３上有较
高的载荷，可被命名为实习、资源和性别因子。薪

酬（Ａ２）则在 Ｆ１－４上有较高的载荷，可被命名为薪

酬因子。城市发达（Ａ７）、家人支持（Ａ４）在 Ｆ１－５上
数值较大，因此可称为城市和家庭因子。

由此得到代表原指标主要成分的五个主因子：

个人条件和职业晋升因子（Ｆ１－１）、教育及求知因
子（Ｆ１－２）、实习、资源和性别因子（Ｆ１－３）、薪酬因
子（Ｆ１－４）和城市及家庭因子（Ｆ１－５）。
３．３　选择旅游行业因素的多分变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

将毕业生的就业行为分为５类：（１）从未在旅
游行业就业；（２）由旅游行业转入其他行业；（３）考
研深造或高教行业；（４）从其他行业回归到旅游业；
（５）一直从事旅游业。性别因素为两类：男性；女
性。独生子女情况为两类：是独生子；不是独生子。

生源城乡情况为 ４类：（１）城市；（２）县城；（３）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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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４）乡村。家人从事旅游业的情况分两类：有家
人从事旅游业；没有家人从事旅游业。

　　结合上述因子分析中得出的５个选择因子，以
就业行为为因变量，性别、独生子、城乡、家人等作

为因素变量，５个选择因子 Ｆ１－１! Ｆ１－５为协变量，
进行多元变量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以考察各因素对
就业行为的影响程度。分析结果如下：

表４为模型拟合信息，最终方程的有效性检
验，Ｓｉｇ值小于０．０１，因此方程有效。

表４　模型拟合信息（选择旅游行业的因素）

Ｍｏｄｅｌ
ＭｏｄｅｌＦｉｔｔｉｎｇ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２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ＲａｔｉｏＴｅｓｔｓ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ｄｆ Ｓｉｇ．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Ｏｎｌｙ １１５．３２１
Ｆｉｎａｌ ５．６３９ １０９．６８２ ４４ ０．０００

　　表５为各个变量在最终模型中的似然比卡方
检验结果，这是根据某个效应剔除出模型后的 －２ｌｌ
值的变化情况进行的检验，其零假设为某变量从模

型中剔除后该统计量没有变化。从表中的Ｓｉｇ值得
出：Ｆ１－３、性别、城乡情况这几个变量剔除出模型
后，－２ｌｌ变化显著，拒绝这几个变量在模型中系数
为０的假设。也就是说在综合因素的作用下，诸多
因素中，影响毕业生选择并留在旅游行业的最重要

的因素有：实习影响、资源和性别优势因子（Ｆ１－３）；
毕业生性别；生源城乡情况。

４　旅游院校人才培养建议
　　通过以上对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生选择旅游行
业就业的影响因素分析，可以发现，生源、性别、实

习效果等是综合因素作用下毕业生旅游行业内就

业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这些因素也成为了旅游

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改革的抓手。

４．１　进入有选择———调配旅游管理生源结构
调研结果显示选择和留在旅游行业的毕业生

具有一定的特点，如来自于农村和乡镇、女性、非独

生子为主等。因此，一方面，如有可能，在招生时，

除了考虑高考分数和学生志愿外，可优先录取具有

上述特征的学生；另一方面，可借鉴福建省免费招

收男性师范生的做法，探索旅游局、高校、企业联合

办学模式，给予就读旅游管理的特定学生一定补

贴，尝试订单培养模式，吸引真正愿意在旅游行业

就业的学生就读旅游管理专业。

４．２　教学重实践———合理增加实习实训课程内容
调研结果显示，学生普遍反映要加强实践类课

程和实习比重。各高校本科旅游管理人才培养方

案制定过程中，不仅要重视学生基本素养的提升和

专业知识平台的建立，更要加大实践类课程，尤其

是符合专业定位和市场需求的课程的设置。通过

对一般课程的改造（增加实践环节）、增设实训类课

程、增加专业实习实践次数和时间等方式，来提高

学生的实际专业能力，为行业内就业积累经验，建

立缓冲期，减少旅游工作现实及压力对初次就业学

生的冲击。

４．３　培养多方法———让学生深入了解专业和行业
除了调整优化教学课程内容外，可探索更为全

面的旅游管理人才培养模式，如订单式培养、团队

导师制［４］等。其中，可探索借鉴郑州大学旅游学院

的相关做法，通过引入行业精英作为职业导师，担

任起本科生职业／领航员的角色，既发挥了行业精
英了解产业发展和实际工作过程，较早帮助学生建

立旅游就业意识，又帮助学生及时与产业界对接，

获得一定的就业优势。相关模式的创新将会对旅

游教育教学质量、学生实践能力提升以及后续就业

产生积极的影响［５］。

表５　似然比卡方检验（选择旅游行业的因素）

Ｅｆｆｅｃｔ
ＭｏｄｅｌＦｉｔｔｉｎｇ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２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ｏｆＲｅｄｕｃｅｄＭｏｄｅｌ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ＲａｔｉｏＴｅｓｔｓ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ｄｆ Ｓｉｇ．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 ５．６３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Ｆ１－１ ９．４３８ ３．７９９ ４ ０．４３４
Ｆ１－２ １８．５２６ １２．８８７ ４ ０．０１２
Ｆ１－３ ４４．２６９ ３８．６３０ ４ ０．０００
Ｆ１－４ １５．３５３ ９．７１４ ４ ０．０４６
Ｆ１－５ ５．８１０ ０．１７１ ４ ０．９９７
性别 ４４．４７８ ３８．８３９ ４ ０．０００
是否独生 ５．６３９ ０．０００ ４ １．０００
城乡情况 ５８．７０５ ５３．０６６ １２ ０．０００
家人从事旅游 ８．２２８ ２．５８９ ４ ０．６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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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建立双师型教学团队基础上，在各种细节

上培养学生的行业意识，例如，可让专业教师和学

生在平常的课堂中根据不同课程穿上职业装，对行

为、仪容、仪表严格按照行业要求，营造职业氛围。

同时，在教室等教学场所上张贴旅游行业发展的资

讯，组织各种旅游服务技能、创新创业比赛，通过各

种专业活动营造专业氛围，传递专业能量。

４．４　实习要重视———健全完善实习过程和内容
实习开展的好，能吸纳一部分毕业生直接留在

实习单位。因此，要合理选择实习单位，优化实习

时间，设计好实习方式和内容。并在实习过程中，

安排专业指导教师，倾听学生的烦恼并进行积极的

引导，及时帮助学生解决实习中的问题，释放学生

积累的不良情绪。同时指导老师根据学生在实习

期的主要问题做出总结，反馈于教学，让教学更适

应实习就业，真正做到以就业为导向来安排实

习［６］。

４．５　就业全引导———注重就业内容的引导
安徽省各高校应将就业指导和职业生涯规划

贯穿于整个大学教育过程中。通过专业启航、创新

创业课程、企业宣讲会、实习实训等，帮助学生树立

明确的就业目标；通过建立畅通的就业信息传递机

制，使旅游专业本科生了解旅游行业发展的大势和

前景、用人需求及市场薪酬的变化，及时形成并不

断调整就业期望，以促进其合理就业。此外，采用

多种形式，帮助大学生形成对旅游行业的正确认识

并增强大学生对所学专业的认同感和忠诚度［７］。

５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安徽某大学旅游管理专业本科毕

业生的就业行为及影响因素的调查发现：

（１）第一职业选择旅游行业的毕业生比例为
３５．７％，后稳定在旅游行业的毕业生比例为１８％，
基本符合之前学者的研究结果，本科旅游专业的毕

业生在旅游行业初次就业率在２０％到３０％左右，
稳定率１０％到２０％左右［８］。

（２）毕业生的行业间流动情况显示从其他行业

回归旅游行业的人数远远低于流向其他行业的人

数，这可以由旅游行业与其他行业的推、拉力的比

较来阐释；旅游本科毕业生主要流向的行业有政府

事业单位、教育培训、房地产、商业经营部门等。

（３）在单纯分析毕业生选择旅游行业的影响因
素时，可以认为，在个人条件适合且旅游企业待遇

符合其期望时，毕业生可能会选择从事旅游业。而

将性别、家庭情况、生源情况、专业教育等因素综合

考虑时会发现，选择留在旅游行业与实习的影响、

旅游资源、性别优势、生源城乡情况等十分相关。

在此结论的基础上，本文认为高校旅游管理专

业人才培养工作可以进行一定的革新，如调配旅游

管理生源结构、合理增加实习实训课程内容、让学

生多角度深入了解专业和行业、健全完善实习过程

和内容、注重就业内容的引导等。由于毕业生的调

查相对在校生而言有一定难度，因此本文的样本量

偏小，未来有待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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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导向下地方高校创客实验室建设思路
———以南昌航空大学电子信息类专业为例

陶秋香，涂继亮
（南昌航空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南昌　３３００６３）

摘　要：在地方高校电子信息类专业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中，普遍存在创新创业教育内涵挖掘不足、教育质
量监控及保障体系不清晰、教学内容与培养模式失调等诸多问题。通过介绍创客和创客项目基本概念，系统论

述了创新创业导向下地方本科高校电子信息类专业创客实验室的建设思路，提出了“四维一体”的创新创业人

才培养体系框架，给出了创客实验室建设的具体实施方案，为地方本科高校创客实验室的建设运行和管理、协

同机制、教育载体以及制度保障等方面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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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创客”教育秉承“自由、创新、开放和体验”教

学理念，为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开辟了新的

实践场。自李克强总理２０１５年提出支持发展“众
创空间”的政策措施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双

创理念已被纳入国家战略发展的顶层设计蓝图之

中，教育部已明确要求地方本科高校要在已有教学

资源充分整合基础上，有效利用信息技术推进众创

空间建设，部署推动校企合作间的协同创新，建设

一批大学生创客空间，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物质

载体，形成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新常态。［１－３］

“跨界融合、集成创新”的高校创客实验室是地

方高校适应新工业革命发展的必然要求，经过不断

演变和发展的大学生创客队伍已逐渐成为影响高

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计划和教育质量的重要力量。

在高校建立创客实验室，让大学生成为创客，坚持

培养大学生创客精神、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教育理

念，对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和解决地方本科高校由

学术性教育办学向为地方经济发展培养应用型专

门人才的应用型教育转型的难题具有重要意义。

１　创客和创客项目
创客译自英文单词“Ｍａｋｅｒ”，最早起源于麻省

理工学院（ＭＩＴ）发起的 ＦａｂＬａｂ（个人制造实验
室），强调发明创造的大众性及普及性。［４］在实际应

用中，它强调以问题为导向，不同于当前应用型人

才培养中普遍采用的“第二课堂”，完全颠覆了传统

的以技术发展为导向、科研人员为主体、实验室为

载体的科技创新模式，成为欧美高校目前主流的教

育模式。

　　“创客”教育模式核心是创客项目，根据产品化
程度以及前沿科技应用程度的不同，创客项目可以

分为产品型项目、兴趣型项目及探索型项目。不同

类别的创客项目开发过程各具特点，所需的内外资

源及对创客自身素质和要求也存在一定差异，因而

能够很好的适应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多样化的培养

目标要求。［５］一个好的创客项目必须具备时间和空

间这两个因素，才能保证未来有发展前景。从时间

域上来看，要保证创客项目的持续可行性，即保证

在其领域处于领跑地位的同时又要防止太过于领

先市场的发展；从空间域上来看，要保证项目在未

来的商业模式具有可扩充性，存在足够大的市场需

求和容量。［６］经过实践积累形成的创客项目具有很

高的可复用性，能够促进虚拟空间中的教育资源和

实体空间中的软硬件资源共享，也可为后续创新创

业教育实践提供案例参照。落实到地方高校创新

创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中，就必须要按照创客项目

的这些内在特点为要求进行创新创业教育教学内

容的开发，驱动相应的人才培养质量和保障体系

建设。

创客空间能够将众多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所亟

需的教育资源要素包含其中，如图１所示。创客空
间所具有的自由开放灵活的形式，使得以创客项

目、众筹平台、开源硬件社区等实体和虚拟网络教

育资源为支撑的创客社群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７－８］对于地方高校，创客空间的主

要形式就是创客实验室。虚实融合的创客实验室

不同于传统创新实验室，更加强调实验室的开放性

和共享性，从而为地方性高校构建良好的创新创业

教育氛围，这也这为广大地方性高校基于创客模式

开发电子信息类专业创新创业教育教学内容，提供

了丰富的内容基础和灵活的教学手段。

图１　创客空间构成要素

２　地方高校电子信息类专业创客实
验室建设思路

　　本文按照“四维一体”的总体建设思路，基于创
客文化理念，分别从教师－学生、学校 －企业、理论
－实践、机制－环境四个维度来考虑创客实验室建
设模式的体系设计，以南昌航空大学国家特色专

业———电子信息工程为个案，深入阐述创新创业教

育导向下地方高校电子信息类专业创客实验室建

设思路。

２．１　教师－学生维度建设
教师和学生永远是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中最为

关键和决定性的人性因素，需要逐步形成以学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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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创业导师为支撑、创业实验室为平台的教学

相长型创客人才培养创新机制。对于学生，需要突

出其主体地位，重点启迪学生创新创业动机。创客

实验室在开课初期可举办一些科技实践活动和科

技讲座，引导学生构建科学的创业价值观，让更多

的学生加入到创客队伍中；通过聘请创业成功人

士、著名企业家和优秀创业毕业生组成学生创新创

业导师团，通过创业导师的心理疏导和实务指导，

养成大学生创业意愿的社会服务性。对于教师，则

侧重于创新创业能力及素质培养。教育主管部门

可举办各类教师创新创业教育能力提升培训班，采

取专家讲学、专题研讨、省内高校随堂听课、现场观

摩、经验交流等形式进行来拓宽教师的创新创业思

维及创新创业教学水平。

高校里面的学生会、学生社团是各类创新创业

活动最有效和最直接的宣传者，如何将其纳入到创

客实验室建设过程中至关重要，因此创客实验室需

要与学生社团组织制定联合建设方案，推进创客实

验室在全校范围学生中的影响力。创客实验室的

科技活动以完成项目方式为主，各项目在设置时可

围绕电子信息技术最新发展，例如结合大数据、云

计算与移动互联网等技术，着眼于地方经济发展优

势领域，吸引感兴趣的学生参与。同时划拨一定专

项经费支持学生自己的创意，通过师生汇报讨论以

项目申请的方式进行创业支持。借助“互联网 ＋”
的模式能够在全校甚至更大范围内完成创客团队

的组建和管理，打通创客、用户与孵化的通道。

２．２　学校－企业维度建设
通过校企合作深层次规划实现学校创客实验

室配置的实践教育资源和企业资源的有效整合。

通过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过程，将企业人才需求

与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统一规划，能真正让企业主动

参与高校实验实训教学和人才培养过程中。例如

可通过与合作企业共同定制人才培养方案，将创客

实验室的创新创业教育活动搬到企业生产实践中，

依托创业大赛项目和课题科研成果进行协同创业，

共建实践教学基地，已成为破解实践教学内容与工

作岗位脱节的有效手段。通过建立校企资源合作

共享机制，实现人才共享、设备共享、技术共享、创

新开发共享的产教深度融合的模式，让创客实验室

项目更接“地气”。其中如何联系相关企业在学生

的实践与创新能力培养方面开展深层次合作，更好

地对接学生就业和企业岗位群招聘需求是该维度

建设的重点。

２．３　理论－实践维度建设
我校在参照国际工程教育论证标准推进“卓越

计划”专业建设过程中，进一步厘清了理论教学与

实践教学工作量分配，通过教学大纲的重新调整，

在保证相关专业理论基础知识得到有效的落实前

提下进一步提高了实践性教学课时，通过融合课程

实践教学、校内科研项目、各类学科竞赛和校外实

训等实践环节，避免理论与实践教学脱节现象。对

于电子信息类专业，可采用“理论课程实验化”，让

学生通过认知性实验、设计性实验和创新性实验逐

步深入学习的方式真正锻炼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通过任课教师与实验教师协同，开展以实验为中心

的教学方式。

２．４　制度－环境维度建设
在当前的局面下，必须多渠道提供创业保障，

为创新创业教育架构有力支撑。一方面，需要地方

高校切实根据创新创业教育的本质需求，明确各创

新创业教育单位主体责任，落实部门分工；在条件

合适的情况下可成立创客实验室示范管理中心，在

培养计划中设置创新创业课程，实行弹性学分制，

打通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课堂进行协同培养，允

许电子信息类专业大学生根据创业情况调整项目

进程；进一步完善创客实验室工作机制，规范高校

成果转化对接市场技术需求。另一方面，从社会各

方联动机制的建立、资金税收扶持政策倾斜、创新

创业教育模式的调整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制度设计，

促进高校创新创业的主体与政府部门、企业、其他

兄弟院校在创新创业方面的合作与互动，加速打通

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实现校内外创业创

新体系和创客实验室平台的建立、分工及互补。

在具体的面向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创客实验

室建设过程中，还需要采取有效手段对创客实验室

人才培养各环节进行全程、全方位监控，进一步的

考虑各个维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关系，建立和

完善创客实验室人才培养的评价机制。

３　电子信息类专业创客实验室实施
方案

　　南昌航空大学采用“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双
向流动模式推动创客实验室建设，把重点学科建设

和特色专业建设作为龙头来抓，尝试引入校外资源

来弥补创新创业师资，进行全校范围内院系开放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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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源整合，加大资金和场地投入，逐步建立面向

人才培养创客化的创客实验室平台。

３．１　创客实验室空间设计
为了促进创客实验室教育资源的建设与共享、

创客实验室的开放上升以及其对整体教学的促进

作用，整体性与开放性设计原则必不可少，需要对

创客实验室空间设计及创客资源（特别是数字资

源）进行有机融合，对实验教学资源共享以及与其

他教学系统的整合方面进行整体思考和规划。

　　本方案基于分层体系结构进行创客实验室平
台设计，自底向上依次包括底层设备层、基础数据

层、物联网络层、智能硬件原型应用层、创新创业教

育教学层，空间设计如图２所示。通过采用 ＳＴＥＭ
跨学科创新教学理念精髓，以线下产品制作与线上

理论学习相结合的模式，建立一个线上线下互联互

通的创客实验室空间，为学生提供培养基础能力、

创新能力和创新实践的物质空间，逐渐从知识内容

的学习者向知识内容的传播者、创造者转变。在创

客实验室空间设计时，底层设备层设计需要融入电

子信息类专业技术发展趋势，如物联网技术、３Ｄ打
印技术等。不同软硬件设备的有效搭配（采用

２７ＰＩＮ、５２ＰＩＮ、８８ＰＩＮ规范的低、中、高端电子积木，
完全兼容目前市面上应用最为广泛开源硬件接口

Ａｒｄｕｉｎｏ协议）让创客实验室空间更具可调式性，能
够最大程度兼容各类电子信息类创客项目。通过

开放、灵活的空间的设计，方便大学生创客们能够

借助开源硬件、数字化硬件设备、桌面操作工具等

完成各类创客项目。

３．２　创客实验室项目设计
对电子信息类专业人才培养而言，在整合基础

教学及课程实验基础上，基于教师科研项目及学生

创新项目进行创客项目设计，融合电子设计大赛、

挑战杯等竞赛形式，实现电子信息类专业岗位群所

需的专业能力培养目标。通过对我院教师科研项

目的有效分解，强调面向企业需求、夯实专业基础

理论，设计了一批面向航空企业应用及发展需求的

创客项目，将双基教学（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学

生创新创业综合素质的培养有效结合。创客实验

室项目设计包含一整套教学体系，其核心配置包括

装备体系与创新创业课程体系两部分。在具体的

项目设计过程中主要包括从简单的认知和动手实

验、大学生设计创意的传感电子产品以及研究芯片

的功能和设计应用方案。通过智能硬件原型实践

开发平台，提供多个产品原型级的智能设备示范，

涵盖市场主流的智能技术和应用场景，同时提供可

让学生动手实践的开发设备和教程，完成产品原型

开发、方案设计训练和系统演示竞赛等各项应用工

程师素质的培养，避免只能看、不能动的尴尬教学。

例如我校信息工程学院基于“航空电子系统数字化

综合仿真实验室”开放平台，联合深圳市泛海三江

电子有限公司组建了无人机应用创客实验室，从基

础实验了解空气动力学与无人机工作原理，到学习

无人机知识和动手组装调试无人机，最后根据实际

要求可对飞行路径、高度、避障方式等做二次开发，

　　　　　　　　　　　　　　　　　图２　创客实验室空间分层设计 （下转第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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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应用型特色的可视化
——— 以多维全球大学排名（Ｕ－Ｍｕｌｔｉｒａｎｋ）为比较视角

ＩｓａｂｅｌＲｏｅｓｓｌｅｒ，ＦｒａｎｋＺｉｅｇｅｌｅ
（德国高校发展研究中心，德国　居特斯洛 ３３３３２）

摘　要：应用科学大学与综合大学在办学定位和特色上都各有区别。为了显明高等教育体系在整体上的多样
性并促进这样的发展，就很有必要使这些不同之处具有可视度。通过多维全球大学排名能够把不同高校的特

色体现出来。该排名从五个维度分析高校的绩效。从地方事务参与与知识转移的维度看，应用科学大学都通

常名列前茅。综合大学则在科研领域的排名非常领先。根据这样的排名，一所高校具有的特色，特别是其应用

导向性就可以在一个复杂的体系当中也能够被突显出来。文中列举的示例显明，即使同属应用科学大学，每一

所应用科学大学也可以有自己的使命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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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ｗｈｅｒｅａｓ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ｕｓｕａｌｌｙｓｃｏｒｅｉｎｔｈ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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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ｉｓ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ｔｈａｔｅｖｅｎ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ｓｅｃｔｏｒｏｆ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Ｐｒｏｆｉｌｅ，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ｒａｎｋｉｎｇ，ＵＭｕｌｔｉｒａｎｋ

０　引　言
应用科学大学与综合大学在自身定位和自我

认识方面都有很大区别。应用科学大学除了非常

注重教学以外，还具有非常明显的应用导向性（高

校校长联席会议，２０１０年），且普遍具有较强的地方
性。而综合大学则非常重视科研，综合大学的整体

结构也利于很好地实现科研导向性，因为与应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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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大学相比，他们往往拥有更好的科研基础设施和

条件。

在衡量高等院校的绩效和在他们之间进行比

较时，主要是以综合大学的特色为标准。国际上传

统的大学排名造就了全球大学的排行榜：美国常春

藤联盟里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连连摘夺桂冠，这

首先由于他们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声望，另外，就

相关科研指标而言，例如论文被引用率或者论文数

量当然都让应用型高等院校忘尘莫及。因此，在诸

如ＱＳ或者 ＴｉｍｅｓＨｉｇｈｅｒ排名中，应用科学大学就
几乎没有任何机会展示自己（ｖａｎＶｕｇｈｔ＆Ｚｉｅｇｅｌｅ，
２０１２）。应用科学大学在应用领域特有的绩效也就
变得无法可视。在公众的认知当中，应用科学大学

被视为二流教育机构，并被误认为在国际比较中是

无法站住脚的。

然而，这样的印象是错误的，因为这种单方面

的绩效衡量忽视了应用科学大学其自身的优势，并

且在一些领域，他们往往比综合大学更为成功。这

些领域不仅包括教学领域，还有两个与应用导向紧

密相关的领域，即一个是地方事务参与，另外一个

是知识转移。应用型高校非常强调其在这两个领

域的参与，并以此为固有特征，有意识地加强高校

在这两个方面的特色建设。通过重视这两个维度，

高校不仅可以与其使命相吻合的战略进行自身定

位，而且还可以面对科研实力强的综合大学突显其

自身优势。一所植根于地方、与当地经济界紧密合

作、并满足地方对专业人才需求、为其提供人才的

高校，其相关绩效恰恰比一所国际化、定位于一流

科研的综合大学要高。

特别在高校数量很多的国家，是有可能且也很

必要建设以不同需求为导向的高校特色。高校之

间科研经费、出色的员工和优秀的学生竞争愈演愈

烈，社会和经济发展提出的需求和要求也在不断发

生变化。全球化、人口结构变化和对学术人才的需

求仅仅是学术系统必须面对的不断变化的几个因

素而已。在大量挑战同时并存的背景之下，“在高

等教育体系里需要有体制上丰富的选择性”（科学

委员会，２０１０）。同时，高校在特色建设方面有丰
富的选择，也可以从整体上促进一国高等教育体系

提高其绩效能力。高等教育体系的多样化程度以

及差异化维度的数量，可以作为其绩效能力与反应

能力的指标，例如基于经济和人口结构动态发展产

生的区域性差异（科学委员会，２０１０年 ）。

一个高等教育体系内部必须具有多样性也符

合一个事实，即不是每一所高校都能够同样满足来

自于学术界、经济界和社会提出的要求。尤其是较

小型的高校不得不把精力集中在某些重点环节上。

因此，高校的结构就决定了其不同的特色。

（Ｒｏｅｓｓｌｅｒ，Ｈａｃｈｍｅｉｓｔｅｒ，＆Ｓｃｈｏｌｚ，２０１６）。加强特
色建设，不仅会帮助高校进行自身战略定位，也会

帮助高等教育体系进行“多方面一流 （ｖｉｅｌｆｌｔｉｇｅ
Ｅｘｚｅｌｌｅｎｚ）”的定位，从而满足经济界、社会、政策层
面和学术层面的需求。在加强这样的特色建设时，

如果它能够不仅是在内部服务于战略目标，而且能

够向外变得具有透明度，从而被公众认知，那么效

果就会更好。这些特色的可视化会使高校能够更

加自信地向外展示其优势，根据自己的办学定位去

检验其办学成果。但是，恰恰是在很多传统评价体

制中，例如在经费分配模型，或者高校排名中，都还

没有普遍把应用导向性或者地方联动性作为参数

来考察 （Ｎｉｃｋｅｌ＆Ｚｉｅｇｅｌｅ，２００８）。
为了纠正上述现象，一个新型的国际评价体

系应运而生：多维全球大学排名（Ｕ－Ｍｕｌｔｉｒａｎｋ）。
它的的目标是使多样性和应用导向性变得可以测

量并可以进行全球性比较。多维全球大学排名显

示了世界上近 １５００所高校在教学、科研、国际
化、地方事务参与和知识转移五个维度方面的优

势和不足。自２０１７年以来，许多中国大学也尝试
性地参与了多维全球大学排名。基于 ２０１７年多
维全球大学排名的结果，本文将揭示采用何种方

式可以评价高校的应用型特色，以及对应用科学

大学来说，在他们身上可以找到哪些具有示范性

的特色。

１　研究背景
１．１　Ｕ－Ｍｕｌｔｉｒａｎｋ：多维度的全球大学排名

根据柏林原则，在进行高校排名时，应当重点

界定目标群体并明确排名目的。“排名必须根据其

目的来设计”（ＩＲＥＧ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２００６）。排名时可
以把涉及学习环境的重多信息，以及把追求卓越意

义上的高校战略定位作为研究主题。后者便是多

维全球大学排名的一个重要主导思想。

该排名的重要特征是其多维度性。与其他国

际上的大学排名有所不同的是，它不局限于对高

校仅在科研领域进行排名，也不局限于把高校作

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而是把考察对象扩展到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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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专业。自这个排名四年前开始着手进行，参

与的学校和专业数量逐年递增。２０１７年，我们在
互联网上展示了１６个专业在近 １，５００所高校与
３，２４８个院系的相关信息（Ｕ－Ｍｕｌｔｉｒａｎｋ，２０１７）。
为了使我们对高校的绩效做出全方位评价，该排

名以不同的数据来源为基础，其中包括：学生对所

在学校的学习和教学情况做出的评价；来自高校

和院系的数据集；数据库支持的文献计量分析和

对国际专利数据库的分析；国内可以公开获取的

数据库信息。

在高校和院系层面，我们就五个维度收集了

相关数据。这５个维度涵盖了高校在日常事务中
非常广泛的绩效领域：教与学、科研、知识转移、国

际化导向和地方事务参与度。地方事务参与度和

知识转移是比较特别的维度，因为迄今为止还没

有在任何一个国际比较中以这种方式收集过相关

数据。

其他国际上的大学排名都是把排名结果采用

“联邦足球赛排行榜（Ｂｕｎｄｅｓｌｉｇａｔａｂｅｌｌｅ）”的形式
公布于众，而多维全球大学排名截然不同的地方

是，根据数据分析结果，把参与排名的高校分为 Ａ
至 Ｅ共５个等级（Ａ：甲等，Ｅ：末等）。在多维全
球大型排名里，相对来说较好的高校都被列入同

一等级，但不区分名次。而且，针对每一项绩效指

标也都是进行这样等级式的排名。也就是说，我

们不把一所高校所有绩效指标的结果相加起来形

成一个总分，故也就不会产生所谓的“排行榜”。

在以格言“世界上没有最好的大学”（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
ｓｕｃｈｔｈｉｎｇａｓｔｈｅｂｅｓ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的基础
上，我们通过该排名仅仅展示的是高校的特色，而

不是他们的名次。

１．２　维度的具体化
在多维全球大学排名的五个维度中，需要特别

强调其中的两个，一个是地方事务参与，另外一个

是知识转移。应用科学大学和与应用科学大学类

似的学术机构能够在这两个维度中凭借着他们的

应用导向性令人信服。在高校层面，地方事务参与

度通过以下６个指标得以体现：
—　在本地（５０公里邻近地区内）工作的本科

毕业生占比；

—　在本地工作的硕士毕业生占比；
—　在本地完成实习的学生占比；
—　高校教师与本地的一位作者共同发表著

作占比；

—　由地方上资助提供者（企业、私营机构、基
金会等，政府提供资助不计在内）提供的资助在高

校获得所有第三方资助中占比；

—　与地方上合作伙伴建立战略型合作伙伴
关系占比。

知识转移维度则通过以下九个指标得以体现：

—　与一位企业员工共同完成并发表的学术
著作占比；

—　每一位学者拥有的来自于非官方赞助者
提供的第三方资助；

—　取得的专利的绝对数量（十年期间 ）；
—　变量正常化后取得的专利的数量（每一千

名学生，十年期间）；

—　与校外合作伙伴共同取得的专利占比（十
年期间）；

—　每一位学者拥有的衍生公司的数量 （全
职工作的学者）；

—　至少在一项国际专利里被引用的高校出
版物的占比；

—　高校基于培训活动取得收入在整个学校
收入中占比；

—　毕业生创建企业的数量（每一千名毕业
生）。

多维全球大学排名（加上前身试点项目）经过

四年的数据收集，可以说明，有些高校在这两个维

度的表现非常出色，但在其他维度，特别是在基础

研究领域中取得的成果很单薄。因此，可以证明，

高校在地方事务参与和知识转移方面强化建设自

己的特色，也是完全可以在高校的国际比较中脱颖

而出的。与企业合作，通过知识转移突显自身的能

力，也是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由于本文观察的重点是高校的特色建设，因

此，接下来仅在高校层面，而不往下在院系层面介

绍排名的结果。一所高校的整体定位和其优势当

然可能与在院系层面的自身定位有所不同。因此，

如果要进行更为广泛的分析，也必须考察更为广泛

的层面。

１．３　应用科学大学和地方性综合大学的优势
在地方事务参与和知识转移方面，应用科学

大学常常属于优秀的高等院校，对此的解释是：

研究型综合大学当然把其主要力量放在科研上，

而应用科学大学则可以有更广泛的选择。在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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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这特别与应用科学大学的历史有关。应用科

学大学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至 ７０年代初开始系
统性发展。４０年前，应用科学大学在德国是作为
一个教学机构建立起来的，重点是培养年轻的实

践型学术人才。１９８５年起，应用科学大学也被赋
予了从事科研的任务 （Ｋｕｌｉｃｋｅ＆ Ｓｔａｈｌｅｃｋｅｒ，
２００４）。自此，教学和科研两个核心使命也在应用
科学大学得到同样发展。此外，在过去一些年里，

参与其他领域，例如终身学习、科技与知识转移、

科学传播等变得对应用科学大学来说越来越重

要。这些领域通常被概括为应用科学大学的“第

三使 命 （Ｔｈｉｒ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Ｖｇｌ．Ｂｅｎｎｅｗｏｒｔｈ＆
Ｚｏｍｅｒ，２０１１；Ｅ３Ｍ －Ｐｒｏｊｅｃｔ，２０１２ｂ；Ｌａｒｅｄｏ，
２００７）。应用科学大学也在很大程度上从事很多
这些领域的活动（Ｒｏｅｓｓｌｅｒ，Ｄｕｏｎｇ，＆Ｈａｃｈｍｅｉｓ
ｔｅｒ，２０１５）：应用科学大学在科学理论转化为产业
实践和应用型研究方面具有很大优势。一般来

说，应用型研究也往往是与企业合作进行的，并且

应用科学大学在地方上也有广泛的关系网络。因

此，相比之下，通过不同的渠道应用科学大学与社

会和经济界有着更深的往来。

由于高等院校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同时，在目

前高等教育变得大众化背景之下，非常有必要促进

高校的差异化发展，并使高等院校能够满足不同的

需求和社会提出的要求（Ｔｒｏｗ，１９７９）。应用科学
大学本身具有的前提条件以及社会对他们提出的

挑战，都支持这类特殊类型的高校发展新的战略、

新的使命以及新的愿景，并在学术界和社会上扮演

其应有的角色。

在学术体系内部，结构上具有可比性的高等院

校应当突出发展自己的特色，以此来提高他们在一

个日益变得复杂的学术市场里能够被认知并具有

竞争力。

应用科学大学和综合大学之间在功能上的

区别是一些国家，尤其是欧洲一些国家所特有

的。特别是在德国、奥地利、瑞士和荷兰，以及欧

洲北部的一些国家，例如芬兰和波罗的海国家都

有应用科学大学这种高校类型的存在。但是，即

便在有些国家，虽然没有形式上高校类型的区

别，但本质上也有类似的区分。一所定位于地方

和第三使命的综合大学也可以在学术体系里扮

演着与应用科学大学相应的角色。在此也就显

示了评价绩效多样化维度的另外一个优势：在多

维全球大学排名里可以找到很多例子，它们都体

现了一些高校在形式上虽然为不同的高校类型，

但实质上却有类似的特色。因此，多维全球大学

排名可以看到法律上不同类型高校的背后，也就

是高校的实际绩效方面的特色。因而对高校来

说，他们借此也容易在国内和国际上找到可以作

为标杆看待的其他高校。

２　关于高校的特色
２．１　同类进行比较

在多维全球大学排名里可以把具有类似特征

的高校进行相互比较。以下将详细介绍多维全球

大学排名。

多维全球大学排名不仅收集了有关高校绩效

的数据，还收集了很多不是用来比较谁更好还是更

差、而是用于进行比较区别的信息。这样就可以在

多维全球大学排名里发现所有类似的高校。在全

球范围内，先把有相似处境和结构的高校过滤出

来。例如可以设想的是，我们只考虑提供本科和硕

士专业的高校，或者只考虑那些在科研方面支出较

少，但可能从非官方渠道那里获得较高科研经费的

学校，或者那些没有或者只有很少外国留学生的高

校。如果说我们只选择那些科研支出较少并且非

官方渠道获得科研经费较高的高校，那么样本里就

会有很多应用科学大学或者地方性综合大学。在

所选特征上定位一致的高校便可以构成一个可以

进行相互比较的小组。应用科学大学和综合大学

之间，博士学位授予权是最明显的区别。

为了找出应用导向型的高校，我们在此构建一

个示例：在进行高校比较时，如果只考虑那些除了

本科专业，还提供硕士专业的高校，那么就一共有

１４７９所类似的高校。也就是说，只有那些限于提供
硕士和博士学位的高校不列入比较高校之内。如

果再附加一个“外国留学生占比较少”（作为有极强

地方性高校的特征）特征，那么就只有４６２所高校
还留在这个比较组里。接下来，便可以在这４６２高
校里找出典型的应用导向型特色。

２．２　尽管有相似特征，但绩效方面特色可以不尽
相同

现在我们来考察几个具体实例。在这 ４６２所
应用型高校中，我们看到有中国的合肥学院。

合肥学院提供本科和硕士专业，并且只有少数

外国留学生是学历学生。如果我们观察合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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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绩效特色，马上就可以看到清晰的重点。

　　Ｈｅｆｅ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合肥学院；Ｕ－Ｍｕｌｔｉｒａｎｋ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多维全球排名绩效状况；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国
际化导向；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地区事务参与；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教学；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科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知识转移

图１　合肥学院在整个学校层面的绩效状况，
来源：Ｕ－Ｍｕｌｔｉｒａｎｋ２０１７

　　图１显示了以高校作为整体为考察对象的阳
光图表。这个图表展示了５个维度中的每一项具
体指标。每一个光柱代表了一个特定指标，光柱的

颜色代表了它所属的绩效维度 （例如黄色指的是

国际化定位）。光柱的长度代表了排名等级。光柱

越长，排名等级越高，也就是说在国际比较中绩效

越高。如果没有光柱，就说明在此缺少相关数据。

合肥学院在地方事务参与的维度里取得了出

色的成绩。在“与本地作者共同发表著作”“留在本

地工作的硕士毕业生占比”和“来自于地方资助提

供者的第三方资助收入”指标方面，该校也都名列

前茅。此外，在“留在本地工作的毕业生占比”和

“与地方合作伙伴建立战略性合作关系占比”方面

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没有体现在图１中）。
在其他维度，合肥学院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

很优异的排名等级。特别在教学维度中“本科毕业

率”和“在规定学制内取得本科学位”的指标层面，

以及在知识转移维度里“专利里引用的著作”指标

层面，该校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通过这些指标

就可以对合肥学院进行如下描述：这是一所应用型

大学，它与当地经济界在应用型研究领域紧密合

作，为当地有效培养并提供所需的专业人才。其与

经济界的合作具有战略基础，同时也为这所高校引

入了更多的资金，许多研究成果能够转化为专利。

很有意思的是，在上述比较小组（即提供本科

和硕士专业，外国留学生较少的高等院校）里，我们

也可以观察到一些也同为应用型，但却有其他办学

特色的高校。例如德国纽伦堡工业应用科学大学

（Ｔｅｃｈｎｉｓｃｈｅ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Ｎüｒｎｂｅｒｇ），其办学特色就
有所不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ｕｒｅｍｂｅｒｇ：纽伦堡工业应用科学
大学；Ｕ－Ｍｕｌｔｉｒａｎｋ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Ｐｒｏｆｉｌｅ：多维全球排名绩效
状况；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国际化导向；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ｎｇａｇｅ
ｍｅｎｔ：地区事务参与；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Ｌｅａｒｎｉｎｇ：教学；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科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知识转移
图２　纽伦堡工业应用科学大学在整个学校层面的

绩效状况，来源：Ｕ－Ｍｕｌｔｉｒａｎｋ２０１７

　　尽管在地方事务参与这个维度，纽伦堡工业应
用科学大学也取得了较好成绩，例如在“来自于地

方资助提供者的第三方资助占比”指标方面，该校

被评到了最高等级。但真正成绩非常优异的是在

知识转移维度。在这个维度里，该校能够在以下四

个指标领域都达到最优级别：即“与来自企业的一

位作者共同发表的学术著作占比”“非官方资助提

供者提供的第三方资助”“至少在一项国际专利里

引用的学校著作占比”“来自于培训活动的收入占

学校所有收入的比例”。由此可以看出，相比之下，

这所以工程学科为主的高校为外界提供了非常好

的培训机会，并看起来在科研活动方面也与高校以

外的机构有紧密合作关系。国际化程度比合肥学

院略高一些。

纽伦堡工业应用科学大学的办学理念首先是

鼓励“推动进步的创新思想”，因此也特别突出知识

与技术的转化。其次，“为本地区承担责任，定位于

国际”，这是第二个办学理念，该校就此进一步的细

述为“科研与教学要特别考虑地方中小型企业的需

求与要求。以此为基础和出发点，学校积极与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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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的高校和企业建立并维护活跃的合作关系。”

（ＴＨＮüｒｎｂｅｒｇ，２０１７）该校的真实绩效因此也反映
出了自己对办学特色的描述。由此可见，高校通过

量化评价的方法来检验其办学成果和战略是十分

重要的。

第三个例子仍然是一所应用型大学。我们在

此没有像之前一样把选择范围局限于只提供本科

和硕士专业、并且只有较少外国留学生的高校，而

是有意识地在所有属于应用科学大学的高校中选

择了一所。奥地利克雷姆斯应用科学大学（ＩＭＣ
Ｋｒｅｍｓ）在教学领域取得了非常好的评级。该校非
常注重国际化，因此，在图３学校的绩效状况中可
以看到，在国际化导向维度里的７项指标中，该校
在三项里都在国际比较中达到了最优等级。

　　ＩＭＣ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Ｋｒｅｍｓ：奥地利克雷姆
斯应用科学大学；Ｕ－Ｍｕｌｔｉｒａｎｋ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Ｐｒｏｆｉｌｅ：多维全
球排名绩效状况；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国际化导向；Ｒｅ
ｇｉｏｎａｌ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地区事务参与；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Ｌｅａｒｎｉｎｇ：教
学；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科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知识转移

图 ３　克雷姆斯应用科学大学在整个学校层面的
绩效状况，来源：Ｕ－Ｍｕｌｔｉｒａｎｋ２０１７

　　该校外语授课的专业、学生的流动性和外国员
工的占比都很高，但是地方事务参与度比之前提到

的两所高校明显要低得多。因此，对于这样一所原

则上更加定位于国际化导向，并有很强教学导向性

的应用科学大学来说，可以把自己确定的发展重点

作为办学特色来看待，并在多维排名里体现出来。

克雷姆斯应用科学大学在其网页上也写到：“我们

的战略目标是通过把本国学生与外国留学生、本国

教师与外籍教师，以及国际合作关系和网络的相互

结合，把国际化纬度在教学、科研和校园文化中固

化下来，并通过负责任和有跨文化意识的行为继续

扩展这个维度。”（ＩＭＣＫｒｅｍｓ，２０１７）
选择这样一个特殊的办学特色，并把它确定在

战略定位中，该校这个有胆识的决定与其在多维全

球大型排名中的绩效状况反映的也一致。因此，该

校在国际性的量化评价中成功地把其选择的办学

特色和相对应的成果通过具体指标突显了出来。

由此可见，通过多维全球大学排名，不仅可以

对高校在应用型和传统的科研导向型之间做以区

分，也可以在同属应用型的高校中体现各个学校在

绩效方面不同的特色。

３　成功利用现有资源
多维全球大学排名的结果显示了高等院校如

何面对来自于社会和经济界不断变化的需求和要

求，并借此可以形成完全不同的自身优势。在这个

排名中一共收录了全球近１，５００所高校的数据，其
中有很多是应用科学大学或者应用型综合大学。

应用科学大学可以在很多方面建设差异化的

办学特色。现在就已经有一些应用科学大学强调

自己与众不同的发展重点。仅仅采用二分法，也就

是把高等院校只区分为综合大学和应用科学大学，

这不仅现在不能、而且在将来也远远不足以反映高

校的特色。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不断变化以及

不断提高的要求和需求，使我们应当对不同特色的

高校进一步区分。当下，任何一所高校都远远不能

同时满足各种不同的需求。

因此，对高校来说，极为重要的是建设并发展

自己的特色，以便在纷纭众多的高校中脱颖而出。

高校可以通过强调其特有的办学成果，从而把它确

定为自身的办学特色。特别对于高校数量众多的

国家来说，强调高校的办学特色才是一条有前景的

道路。多维全球大学排名恰恰提供了能够使高校

不同特色具有可视度的工具，并能够在国际比较中

展示一所高校的各方面绩效能力。

重要的是，高校要知道利用自己的资源。多维

全球大学排名可以在此从多方面起到帮助作用：通

过该排名的指标可以帮助高校就其绩效做优劣势

分析和现状分析。高校便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找到

自己的发展道路从而制定出相应的战略目标，同

时，通过该排名，他们也可以不断检验这些战略目

标的实现情况。多维全球大学排名的评价标准可

以供高校用于其内部的质量管理和监控，也可以用

来为高校做宣传。同时，该排名还能够帮助高校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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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合适的合作伙伴，另外，高校可以凭借自己在排

名中体现出的绩效方面特色争取到企业，与其合作

进行应用型研究。此外，多维全球大学排名也可以

帮助学生根据高校的特色找到适合其需求的高校。

反观上述高校例子：如果学生在大学学习期间便想

在企业实习工作，与企业建立紧密联系，那么，相比

之下，纽伦堡工业应用科学大学应该很适合。如果

学生想在大学学习期间有一个国际化的学习环境，

那么奥地利的克雷姆斯应用科学大学应当更为合

适。多维全球大学排名也能够使中国高等教育体

系的多样化，即从世界一流大学到地方性应用型高

校，对全球来说都变得具有可视度。

（陈　颖①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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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ＨｅｌｍｕｔＭｅｕｓｅｒ（１９５７— ），男，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农业与景观设计学院土壤保护与土壤治理学教授，
“土壤、水域、遗留物”硕士专业（ｗｗｗ．ｍａｂｇａ．ｄｅ）的专业主任；研究方向：土壤保护与土壤治理，ｈ．ｍｅｕｓｅｒ＠ｈｓ－ｏｓｎａｂｒｕｅｃｋ．ｄｅ。

实践型硕士专业
———以一个环境保护专业为例

ＨｅｌｍｕｔＭｅｕｓｅｒ
（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 农业与景观设计学院，德国 奥斯纳布吕克　４９０９０）

摘　要：以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的硕士专业“土壤、水域、遗留污染物”为例，介绍一个典型的实践型专
业。为了使学生能够较容易地过渡到今后的职业生涯，该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要求在教学的各个环节都体现

出较强的职业领域导向性。这就意味着所有教学活动都要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今后

的职业现实。学生在企业或者政府机构撰写硕士毕业论文，目的也是使他们能够顺利地从学校走入职场。除

了培养学生的专业领域能力，还通过对项目和小组工作的重视而特别在硕士学习期间便加强培养学生的社会

能力。

关键词：职业领域定位；项目工作；学业中的实践阶段；实践型硕士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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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ｅｌｄ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ｗｏｒｋ；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ｐｅｒｉｏｄ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ｐｒａｃ
ｔｉｃ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Ｍａｓｔｅｒｔｈｅｓｉｓ

０　引　言
　　在德国，相对于综合大学而言，实践导向性是
应用科学大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并且无论在本科还

是硕士阶段，这个特征都很明显。［１－２］通过介绍奥

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一个开设已有十年之久

的环境保护专业，本文将展示如何在通常学制为四

个学期的硕士阶段教学中始终贯彻实践导向性。

知识的传授不应当，也不能只局限于在课堂上讲授

理论。由于要观察受污染的土壤和水域，并调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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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交互作用和损害情况，［３－４］这个专业也要求

学生完成多种多样的任务，而这些任务往往需要

在实地、在实验室或者在电脑屏幕前完成。恰恰

是这样的学习对毕业生适应今后的职业生活来说

至关重要。实践性应当在专业的方方面面都得到

体现。首先，在教学计划里就应当为学生创造从

事实践工作的可能性。教学方式和考试形式也同

样应当与今后的职业实践密切联系。在此也应当

注意，学生的学习量应当符合他们今后在职业中

的工作量。由于在实际工作中，可以说几乎所有

的工作都采用项目工作的形式，因此，在大学的学

习也应当具有项目导向性。此外，大学学习即将

结束时，学生应当能够通过在企业或者政府机关

里撰写毕业论文而较为顺利地找到直接进入职业

生涯的通道。

接下来，本文将以“土壤，水域，遗留污染物”

这个环境保护专业为示例，揭示实践导向性如何

在大学学习的各个阶段尽可能地得到贯彻。

１　介绍示范专业
１．１　专业目标

“土壤、水域、遗留污染物”专业的学制是４个
学期，目标是通过灵活、个性化的教学使学生能够

顺利地进入土壤和水域环保，以及遗留污染物处理

的相关职业领域就业，为此做好准备，并为他们今

后在这些职业领域能有成功的职业发展奠定良好

基础。这个目标主要通过不同方式的教学活动来

实现。这些教学活动比如有以传授专业知识为主

的教学、着重培养学生应用能力的教学和项目教

学。在人才培养中，我们注重让学生通过实践和应

用来接触他们今后的职业领域，进行职业定位。因

此，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与实务界（例如工程师事

务所、政府机构）紧密合作，给学生提供具有职业实

践性质的项目，并让学生在硕士论文中尽量处理由

实务界合作伙伴提出的实际问题。

应用科学大学教师从事的科研项目一般来说

都不是基础研究，而是应用型研究（实践性）。学生

通过参与这样的科研项目，除了能够形成实践能力

以外，还可以培养学术能力，能够对研究的问题进

行归类、评价、找到解决方案。

毕业生除了必须在土壤、水域和遗留污染物３
个领域内具备广泛的专业知识，并熟悉其中的交互

作用以外，还要在这３个领域中的其中一个领域具

备深入的专业知识。非专业领域的能力／关键能力
对今后就业来说是一个重要前提，对这些能力的培

养既采用综合培养（主要是个人能力和社会能力），

也采用附加培养（例如方法的运用能力）的方式。

１．２　专业领域能力
该专业的毕业生应当做到：

—掌握有关自然土壤和人为土壤，以及自然水

域、被污染水域／非自然水域的全面知识；
—理解并能够评价在土壤机械学、土壤治理、

流动水域和湖泊治理领域应用的技术和工艺流程；

—掌握管理水域和土壤信息的技能，并能够从

不同情形出发预测水域表面、土壤和地下水作为介

质的污染物处理流程；

—掌握有关水域、土壤和植被介质之间生态相

互作用的知识；

—熟悉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特别是有关水域、

土壤保护以及土壤治理，流动水域与湖泊治理方面

的法律法规；

－熟悉特别是把水域和土壤作为保护对象的
环境保护规划；

—能够在政策和政府机关处理环保问题而进

行各方面利益衡量时具备沟通能力和执行力。

２　专业结构
２．１　教学计划的结构

表１展示了该专业教学计划的结构。由于学
生来自不同高校本科毕业的不同专业，所以，在他

们开始学习该硕士专业之前，必须借助一些基础课

模块使他们的知识水平可以尽可能持平。也就是

说，经过教师给与咨询和建议之后，学生可以在学

校提供的选修课目录里选择修相应的模块，以弥补

某方面基础知识的不足。

　　学校每学期都提供大量能够培养学生专业领
域能力的必修和任选必修模块。根据学生选择专

业方向的不同，这些模块中有一部分是必修模块，

另外一部分可以由学生从必修模块目录中任意挑

选，即任选必修模块。为了加强培养学生的学术能

力，规定学生必须修过学术研讨模块。

在所有模块里，我们都尽可能融入较高的动手

实践部分。通常情况下，在应用科学大学任教的教

师都有很多实践经验背景，因此他们也都能够胜任

实践型教学的要求。［５］在环境保护专业里，田间和

实验室任务不仅可以使学生掌握理论知识，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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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专业的教学计划结构

能让他们学习到实践操作技能。通过田间和实验

室工作（例如土壤和水域取样、土地测量、化学分析

等）应当向学生传授：

— 外在要求 （合适的衣物、准时性、实验室清

洁度、专注力）；

— 专业领域能力（主动学习知识、专业知识的

应用）；

— 社会能力（与团队成员的沟通、与教师建立

联系）。

该专业的另外一个显著特征是其项目导向性。

教学计划里规定了每个学期都有很强实践性的项

目学习，并且项目学习在每个学期所占比重是逐渐

增加的。学生在第三学期的下半段，也就是修完三

个模块之后，必须在高校以外，即在企业、政府机

构，或者科研机构里完成一个为期３个星期的企业
与科研实习。接下来，在第四学期里，学生用６个
月的时间从事毕业论文的工作。毕业论文通常是

在学生之前实习过的企业，或者在其他企业完成。

学生用于实习和完成毕业论文的时间加起来至少

有９个月，这就使双方，即学生和实习单位作为雇
主，都有时间用来互相了解，考虑接下来是否可以

签劳动协议。该专业毕业生在实习或者毕业论文

提供单位留下工作的比例都非常高（大于７５％）。
２．２　模块的教学方式

实践型硕士专业应当选择那些首先能够展示

今后职业现实的教学方式。［６］讲授课在此必然只能

有限地满足此要求。表 ２总结了各种教学方式。
讲授课在整个学习期间只占了最多２５％，并且其比
重随着学期数的增长呈递减趋势。每个模块里都

尽可能安排有较高含量的练习和校外考察部分，见

表２。学生演讲能力的培养也在大学学习期间扮演
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也就是说，学生应当能够展

示其研究得出的结果并能够就此展开讨论。特别

对今后在企业的工作来说，演讲能力（一定程度上

也就是做销售）对于是否能够获取订单来说极为

重要。

表２　模块的教学方式

教学方式 是否要在高校出勤
在整个学业期间所占比重

的变化

学习量所占比重（期望

值）

讲授课 Ｘ（自愿） ↓ ≤ ２５％

练习 （实地与实验室任务、书面练

习题、计算机练习）
Ｘ 

校外考察 Ｘ 

演讲报告 Ｘ ↑

项目工作中全体大会部分（参看

２．５）
Ｘ ↑

项目工作中小组部分 －－ ↑

家庭论文（Ｈａｕｓａｒｂｅｉｔ） －－ 
≥５０％

　　注：Ｘ，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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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工作的含量在整个学业中也同样不断增
多。接下来将在第２．５部分详细介绍其结构。家
庭论文往往由学生以小组（２至４名学生）工作的
方式完成，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学方式。很多

模块的教学都要求学生把实证研究各个环节所得

的结果记录下来，也就是说，学生在做家庭论文时，

重点不仅仅是分析文献，他们还要描述并分析实地

和实验室操作过程中获取的数值。因此，这样的论

文应当具有鉴定书的性质，这也是他们今后在职业

生涯中经常需要撰写的。通过撰写家庭论文，他们

应当能够掌握一份鉴定书通常应当拥有的传统

结构：

— 任务描述；

— 引言／描述迄今为止的研究现状；
— 介绍所运用的方法 －结果（中性、非评价

式的描述）；

— 分析结果；

— 必要情况下提出措施／结语；
— 总结（德语和英语）；

— 文献列表；

— 签名和日期；

— 附件。

讲授课、练习、演讲报告、项目工作的一部分

都是在高校进行的，并且都有教师在场，而项目工

作中的很大部分则由学生以小组形式完成。学生

可以在校外，例如在家或者是图书馆共同撰写论

文，因此，这种方式也可以提升学生的社会能力

（守约、可信赖度、人际沟通方式）。项目工作和小

组共同撰写家庭论文的部分至少占学生学习量的

５０％。
２．３　考试形式

考试（表３）也应当尽可能具有较强的实践导
向性。传授基础知识的模块是唯一以笔试或者口

试结束的模块。考察专业深入知识主要采取口试、

家庭论文或者报告的考试形式。这些考试形式都

具有对话或者演讲性质，因此，学生通过这样的考

试能够展示其对知识理解和研究成果的表述能力

和抗辩能力。此外，这些形式是在今后实际职业生

活中会经常出现的，而普通的笔试却没有现实意

义。在演讲报告中，主要注重考查两个方面：

— 形式（版面、语言、是否遵守了规定的时

间）；

— 内容（重点、结构、完整性、是否有专业错

误）。

因此，通过这样符合职业实际的考试，学生就

可以认识到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也是非常重

要的。

表３　实践型硕士专业的考试形式

形式 时长 个人还是小组成绩
主要用于考查

基础知识 专业深入知识 项目

笔试 ９０分钟 个人成绩 Ｘ
口试 ２０～３０分钟 个人成绩或者小组成绩 Ｘ Ｘ

家庭论文（不需演讲） １～３个月 个人成绩或者小组成绩 Ｘ
报告 （含演讲） １～３个月 个人成绩或者小组成绩 Ｘ Ｘ
项目报告 整个学期 （最多６个月） 团队成绩 Ｘ

　　注：ｘ，是。

　　考察项目工作主要采取对项目报告书进行评
价的形式。项目报告书就如学生今后在职业生活

中需要经常撰写（专家）鉴定书一样。它由整个团

队完成，评价重点如下：

ａ）形式要求
— 规模（规定最多页数）；

— 形式（版面）－语言（表达、是否有语法错
误和错别字）；

ｂ）内容要求。
—描述结果（清晰性和完整性）；

—在分析文献的基础上讨论结果 ；

—文献列表（当前性，来源的严肃性）。

另外，教师也可以让个别学生就整个项目中的

某一个部分做一个报告，并以此为依据，给这名学

生评出个人成绩（参看表３）。
２．４　模块学习量的计算

根据规定，每个模块的学习量为１５０个小时。
学习量分为有教师参与的学习量和学生自主学习

的学习量。表４展示的是一个纯讲授课模块和一
个讲授课与练习课相结合模块对比之下，学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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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量的分布情况。学生完成一个讲授课模块，实

际上除了听课以外几乎都是自学，不需要与其他学

生建立联系，因此无法通过这种形式培养学生的社

会能力。在组合模块中，学生自主学习的部分减少

到４５个小时，其余１０５个小时需要与其他学生共
同完成（团队工作）。这种教学形式可以被认为更

具目标针对性，因为在今后的职业生活中，工作多

为与同事互动展开的。上练习课对教师来说要比

上讲授课花更多的时间，因此，老师参与的时间也

相应增多。但是，练习、校外考察等活动也可以由

科研助理和辅导员完成，这样也可以减轻教授的

负担。

表４　讲授课模块学习量与含有较高练习部分模块学习量的计算

讲授课模块 是否有教师参与 时间 讲授课与练习相结合的模块 是否有教师参与 时间

讲授课 Ｘ ３０小时 入门讲授课（集中授课） Ｘ １５小时
用于预习和复习讲

授课的时间
１５小时 在学校里上练习课 Ｘ ３０小时

文献学习 ４５小时 在校外预习和复习练习课 ６０小时
准备考试 ６０小时 文献学习 ３０小时

准备演讲和演讲 Ｘ １５小时
学生的个人学习时间 １５０小时 ４５小时
学生的小组共同学

习时间
０小时 １０５小时

教师参与 ３０小时 大约４７小时

　　注：ｘ，是 ； ，教师只有在学生演讲时参与 （２个小时）。

２．５　 项目学习的流程
项目学习在第一和第二学期的教学中非常重

要，它应当尽可能贴近今后的职业现实。［７］图１展
示了项目学习的流程。

图１　项目进行的流程

　　 首先，学生应当确定环境学中一个当前问题作
为项目的主题。接下来，所有学生要搜集资料。在

此基础上，他们要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制作出一个

包含时间计划的项目结构规划，也就是说，他们从

一开始就要考虑必须什么时候提交项目报告书（考

试成绩）。项目教学实际是模拟学生今后的职业生

活：报告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要使报告获得

成功，必须尽早制定出一个规划 （项目结构）和时

间计划。在时间计划里应当确定哪些任务必须在

什么时候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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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当实地和实验室工作是进行项目的必要

组成部分，并且它们只有在固定的时间才能进行

时，一个详尽的规划就显得更为重要。通过这种方

式，学生也会学会尽责地规划所拥有的技术资源和

个人资源（时间、效能）。此处介绍的硕士专业要求

在一个项目组里最多不能超过２０个学生。由于在
这样一个大团队里不能共同处理所有问题，所以，

大团队会被分为几个小组，这些小组必须在事先确

定好的时间内向大组（全体大会）介绍自己的成果。

之后，大组可以提出其他要求或者修改要求。这样

要求是为了防止某些小组在没有经过全体团队同

意的情况下自主撰写项目报告书。因此，大项目组

和各小组之间必须学会相互协调。各项重要决定

必须在大项目组里得到多数同意后才可以通过。

因此，通过这种方式，既可以培养学生的专业领域

能力，还可以培养学生的社会能力。此外，学生还

可以学习到，项目报告书的结果最终是在共同决议

过程中得出的结果。

２．６　 硕士论文
图２展示了在第四学期进行的硕士论文可以

通过哪些方式完成：

　　—学生通常在进行企业和科研实习（表１）之
前就自己与实践单位取得联系，并向其询问了一个

课题。接下来，高校教授会审查这个课题是否适合

用来做硕士毕业论文；

—企业或者政府机构向教授提供一个课题，教

授审查这个主题是否适合用来做硕士毕业论文之后，

由教授挑选一位有相应能力的学生研究这个课题；

—在教授现有的一个科研项目中找出适合做

硕士毕业论文的课题，然后由教授挑选学生。

在确定好进行硕士论文的开始和提交时间之

后，学生大部分用来完成硕士论文的时间都在企业

度过。硕士论文进行的过程中，应当有较高比重的

实践工作，例如实地工作、实验室工作、应用 ＥＤＶ
工具等。有些工作，例如要在实验室完成的，可以

在学校进行。

无论如何，高校教授和合作机构之间都要尽量

持续并紧密地合作。硕士毕业论文必须最迟在 ６
个月内提交，之后由高校教授和硕士生接收单位的

一名专业人士共同评价毕业论文。他们的评分各

占总分的一半。

３　专业咨询委员会提供实务界的反馈
虽然高校教授可以通过与实践单位一起指导

学生的硕士毕业论文或者从事科研来保持与实务

界（例如工程师事务所、政府机关等）有不断联系，

但是，为了确保专业的实践导向性，需要不断有来

自实务界的反馈。专业咨询委员会便是满足这项

需求的一个机制。本专业的专业咨询委员会由１０
名委员组成，他们都来自本专业对口的职业领域，

并且都是业界的资深人士。他们的任务是：

　　— 就本专业目前的专业定位提出建议；
— 就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提供咨询意见 ；

　　— 针对应用型研究提出建议；
—介绍毕业论文题目／担任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
— 向学生提供咨询和帮助 。

图２　硕士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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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咨询委员会成员和专业任课教师每年进行
多次会面交流。高校教师之后就可以把重要的认识

构建到教学中去，或者在认为需要修改教学计划时，

积极推动相关进程。因此，专业咨询委员会是使高

校和实务界保持长期联系的重要元素。

专业咨询委员会和其他在前面已经提到的因素

一样，都是以实践性为目标的。它们在一起的共同

作用就确保了本专业不会偏离市场上需求解决的环

保问题，也避免了高校培养今后无法进入劳动力市

场的毕业生的危险。本专业毕业生几乎达到１００％
的就业率，从而也证明了本专业构建方案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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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５７页）也可以增加其他传感器或驱动模块，

完善无人机功能，实现无人机在不同领域的应用，

能够大大激发学生的创造力。这样一个完整的“无

人机应用”创客项目，可以让学生在创客实验室一

节课的时间内采用 ＤＩＹ模块自己动手搭建完成，使
学生在实验中能大大减少联接航空电子系统的不

必要的时间，而更多地专注于航空电子系统的整体

功能和模块结构功能的认识了解，从而充分激发学

生的创新意识和科学探索的热情。

４　结　论
综上所述，在电子信息类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

实施创新创业教育是必须的，并将其落实到教学方

法创新、实验内容创新及实验手段创新等方面。推

动创客活动进实验室，促进实验室创客平台建设和

人才培养创客化，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理念创新。对

于地方性本科高校而言，首先需要学校领导从创新

管理及体制上提供创新教育保障，在整合创新创业

实验教学资源基础上，需要针对市场对该类专业人

才的内在需求，尤其是长、珠江三角洲地区这类电子

信息产业发达地区的实际情况，结合产业升级要求，

全面审视、总体规划、系统研究如何搭建面向创新创

业能力培养的实践与创新教学体系，从而构建立体

化多约束的面向创新创业人才培养需求的创客实验

室。希望通过创客实验室这一中国乃至全球新兴的

教育模式，能够为广大电子信息类专业师生提供一

个广阔的专业平台，实现创新和创业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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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学质量管理
———以萨克森州职业教育学院为例

ＡｎｄｒｅａｓＨｎｓｅｌ，ＦｒａｎｚｉｓｋａＷｅｌｓ
（德累斯顿国立职业教育学院，德国 德累斯顿　０１３０７）

摘　要：鉴于德国高校力图实现教学质量标准化和系统化的背景，阐述了如何在高等教育领域界定“质量”概念
的根本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对高等院校教学的质量诉求应当由不同行为者根据其利益各自界定。接下来，介

绍了萨克森州职业教育学院的综合质量管理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既有预防性的，也有追溯性的质量改进工具

与措施，它同时监管双元制高等教育中科学理论和职业实践两个学习场所的教学质量。之后，详细阐释了自我

评估的实施，或者说在校内进行的、面向不同利益群体并就教学质量的不同纬度展开的问卷调查。由此产生的

一个问题是，到底什么才是“高质量教学”，以及哪些因素会对学生的主观判断产生影响。学生对教师教学成绩

做出的评价和判断是一定要检验的，因为要考察是否有曲解因素存在，或者教学环境起了影响作用。此外，在

采取具体措施之前，应当先与利益相关者沟通，与他们一起讨论、分析评估结果。从多项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为

了使教学质量得到提升，并使有关教学质量调查的结果能够客观化，应当更多地把重点放到回顾性观察和从事

一项职业所需的就业力上。

关键词：质量保障；质量管理；评估；教学成果；双元制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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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ｔ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ａｎｄ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ｔｔｈｅ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Ａｆｔｅｒｗａｒｄｓ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ｓ
ｄｅｔａｉｌｏｎｔｈｅ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ｌ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ｏｒｒａｔｈ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ｏｎａｓ
ｐ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ｎｄ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ｒｉｓｅｓ，ｗｈａｔ“ｇｏｏ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ｉｓａｃｔｕａｌｌｙａｎｄｗｈｉｃｈ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ｉｔｂｙ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Ｅｓｐｅ
ｃｉａｌｌｙ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ｌｅｃｔｕｒｅｒｓａｎ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ｓｔｕｄｙｓｕｃｃｅｓｓｂｙ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ｈａｖｅｔｏｂ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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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ｅｃｋｅｄｏｎ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ｉｔ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ｏｍｍｕ
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ｍｅａｎ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

ｈａｓｔｏｐｒｅｃｅｄｅｔｈｅｉｍ
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ｙ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ｒｆｕｒｔｈｅｒｓｔｅｐｓ．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ｓｄｅｒｉｖｅｆｒｏｍｖａｒｉｏｕ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ｔｈａｔａｒｅｔｒｏ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ｉｎｑｕｉｒｉｅｓｏｎｅｍｐｌｏｙ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ｗｏｒｋ）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ｆｏｃｕｓｅｄ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ｉｍ
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ｎ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ｂｒｉｎｇｉｎｇｔｈｅｍｏｎａｍｏｒ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ｌｅｖｅ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ｄｕａｌｓｔｕｄｙｐｒｏ
ｇｒａｍ

１　欧洲高等教育区内对教学质量的
新理解

　　就教育教学展开讨论时，质量是一个热词。特
别是自１９９９年开始尝试建立欧洲高等教育区，即
所谓的博洛尼亚进程以来，在高校和职业教育学院

已有的评估基础上，又多出了更多标准化、系统化、

专业化、制度化的评估方式。

但是，一直到基于博洛尼亚进程而开始准备实

施一系列改革措施之时，在高校领域并没有广泛或

者是公开地就教学质量这个问题展开过讨论，因为

当时人们的理解是，高等院校本身自古以来在科研

和教学领域就是高质量的象征。况且，以前也只有

优秀的人才去读大学，之后又是其中最优秀的人留

下来搞学术。①通过教育部门和行政部门确定聘任

合适人选的程序、同行间忠诚的批评、自由探讨，以

及科学方法本身都使高校对自己有检验教学质量

和教学效果的要求，简而言之，高等院校自身就代

表了质量。②

这当然也并不是说在德国高校从来就没有过

质量保障的机制。由于德国的高校绝大多数都是

公立的，因此，质量保障也是国家的责任。国家履

行质量保障的责任，更多的是实施前瞻式监管（ｅｘ
－ａｎｔｅ－Ｋｏｎｔｒｏｌｌｅ），也就是采用预防性措施。③ 具
体而言，这意味着在开展工作之前，通过具体的预

算规定，要求考试规章、学习规章、教授聘任程序都

经过批准等方式试图对今后的教学质量施加影响。

因此，追溯性的质量改进也就不太普遍。然而，迄

今为止也曾有过事后教学质量保障 （ｅｘ－ｐｏｓｔ－
Ｑｕａｌｉｔｔｓ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的一些实践，这些措施比如有提
交教学报告、收集输入与输出数据，也就是入学报

到的新生人数和毕业生人数，或者由学生提交教学

评估。但是，科学委员会在２００８年作出的现状报
告中认为这些措施“不太标准化，也不太具有可比

性……结果也不是到处公布的……［很少］能够反

向促进教学质量的系统化改善，［并且］，通常也没

有规定应当与学生问卷调查平行进行教师系统化

问卷调查。”此外，仅仅通过输入和输出数据进行调

控就会有制造错误激励机制的风险 （例如降低考

试要求 ）。除此之外，科学委员会认为，“在英美高

校体系中实践的同行观察（ｐｅｅｒ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程序
……在德国几乎没有在一所高校得到过系统化应

用；也很少有请受过高校教学方法培训的训练员听

课。”最后，“在领导层面也没有充分地把这些已有

措施与高校发展的核心问题，例如特色建设、绩效

相关的经费分配、人力资源发展与人力资源管理、

教学计划的更新、课程或者教学方法的转变等进行

相互衔接。”④

通过引入认证机制，把它在各州的高等院校法

和职业学院法中确立下来，并使它成为开办本科和

硕士专业获取国家许可的前提条件，在德国引入了

“跨越州和高校界限的保障高等教育质量”⑤的工

具。基于高校之间相互竞争更为适格的大学生愈

①
②
③
④
⑤

Ｖｇｌ．ｕ．ａ．：Ｍüｌｌｅｒ－Ｂｌｌｉｎｇ（ＣＨＥ）．２００１，Ｓ．１．
Ｖｇｌ．ｕ．ａ．：Ｎｉｃｋｅｌ，２００７，Ｓ．１６－１７．
Ｖｇｌ．ｕ．ａ．Ｐｅｃｈａｒ，Ｈａｎｓ２００３／０４，Ｓ．３２．
ＷＲ２００８，ｓ．１４，Ｓ．４６－４７．
ＢｅｓｃｈｌｕｓｓｄｅｒＫｕｌｔｕ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ｋｏｎｆｅｒｅｎｚｄｅｒＬｎｄｅｒ（ＫＭＫ）ｖ．２４．０５．２００２，ｉ．ｄ．Ｆ．ｖ．０５．０２．２００４．Ｂｅｍｅｒｋｕｎｇ：Ｗｈｒｅｎｄｄｉ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ｍ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ｎｖｏｒａｌｌｅｍｄｉｅ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ｖｏｎｏｐｔｉｍａｌｅｎｂｚｗ．ｈｃｈｓｔｅｎＬｅｉｓｔｕｎｇｅｎｚｕｍＺｉｅｌｈａｔ，ｉｓｔｄｉｅＡｋｋｒｅｄｉｔｉｅｒｕｎｇｇｅｍβＫｕｌｔｕ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ｋｏｎｆｅｒ
ｅｎｚｄｅｒＬｎｄｅｒ（ＫＭＫ）ｅｈｅｒｅｉｎ

”
ｆｏｒｍａｌｉｓｉｅｒｔｅｓｕｎｄ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ｉｅｒｂａｒｅｓＶｅｒｆａｈｒｅｎ［ｉｎｄｅｍｆｅｓｔｇｅｓｔｅｌｌｔｗｉｒｄ］，“ｄａｓｓｅｉｎＳｔｕｄｉｅｎｇａｎｇｉｎｆａｃｈｌｉｃｈｉｎｈａｌｔｌｉ

ｃｈｅｒ［ｓｉｃ！］Ｈｉｎｓｉｃｈｔｕｎｄｈｉｎｓ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ｓｅｉｎｅｒＢｅｒｕｆｓｒｅｌｅｖａｎｚｄｅｎＭｉｎｄｅ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ｅｒｕｎｇｅｎｅｎｔｓｐｒｉｃｈｔ（ｅｂ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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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愈烈，加上排名和精英大学机制的引入，高校也

加强了质量管理。在公共财政紧缩，竞争剧烈的时

代，以及由此产生的高校必须能够灵活适应快速变

化的要求，使迄今为止常用的前瞻性调控措施和零

散采用、不太具有系统化的事后措施都显得力度不

够。快速的变化要求高校和职业学院能够灵活地

适应环境，这一点迫使我们开始改变思想。另外，

国家也越来越多地要求高校自己对教学质量负责，

特别是因为在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国家给予高校

了更多自主权，因此也向高校移交了更多责任。

无论以什么指标或者标准为依据，或者无论从

哪个角度观察，质量都不能再是高校教学和科研自

然而然的象征了。质量必须要经过不断地完善和

改进，得到检验和保障。因此，评价科研和教学成

绩，应当既对利益相关人（院系主任、校长等），也对

高等教育的“委托人”和“顾客”（学生、用人单位、

国家、社会）都有透明度，从而使改善质量的建议和

措施，以及战略性的继续发展成为可能。此外，正

如上文已经提到过的，对教学质量进行评价也是向

“委托人”和“顾客”交账。

２　 高校的教学质量———概念界定的
尝试

　　纵观对质量做出的解释，不管是针对产品、工
艺流程，或者是在其他领域，都可以很快得出一个

结论，即“质量”一词更多表达的是一种理念，它具

有多义性、模糊性、多维度性，因此，对它需要根据

不同的视角和标准（指标）进行解释。⑥ 普遍来说，

人们对质量的理解是，在进行同类比较时，质量就

是那些相比之下“更好”一些的东西。但是这些“更

好”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就需要相关参与群体通过

特有的标准和指标来具体确定。质量因此只能被

总结为“一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⑦。

因此，学生、教师、经济界（对职业教育学院来

说，特别是指实务界的合作伙伴）以及政界和社会

对教学都有不同的质量诉求。科学委员会（Ｗｉｓｓｅｎ

ｓｃｈａｆｔｓｒａｔ）在２００８年７月４日作出的有关改进教学
质量的建议中，也特别强调了各方利益相关人就高

校教学质量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学生和用人单位

都把适当的就业准备作为衡量教学质量的参考标

准看待，而高校教师则首先把传授相关的科学知识

和介绍科学发展作为质量标准看待，国家和经费提

供者，或者公众又首先把高等教育和学位的可信赖

度与价值，以及是否能够推动社会的继续发展作为

质量标准看待。⑧

由于各方关注点不同，为了调查他们不同的教

学质量诉求，就必须首先界定各项相关指标，之后，

利益相关人需要就质量诉求达成共识，并把它确立

在目标协议和／或者办学理念里。对高校和职业教
育学院来说，这也就意味着他们要把教学质量作为

一个目标看待，这个目标由他们自己定义并制定衡

量标准，但在此也应当注重参考外部的框架条件和

要求，例如在博洛尼亚进程中议定的⑨标准和指

标。瑏瑠

在联邦州文化部长联席会议就质量保障做出

的报告书中，指出了以下确定教学质量的标准和

指标：

— 在规定学制内学习的学生数量；

— 大学学习时长；

— 成功结业率；

— 教学与考试的组织情况；

— 向学生提供指导的情况；

—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实施情况；

— 课程的可学性；

— 课程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协调性；

— 国际化；

— 多媒体所占成分；

— 考虑性别维度；

— 考试与评分的实际操作；

— 毕业生的去向；

……

⑥
⑦
⑧
⑨

瑏瑠

Ｖｇｌ．ｕ．ａ．Ｍｅｉｄｅｎｂａｕｅｒ，ｅｔ．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ｔｓｉｃｈｅｒｎ．ｉｎ：Ｐｏｈｌｍａｎ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Ｓ．５０７－５４４．
ＤＩＮＥＮＩＳＯ９０００：２００５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ｆüｒＱｕａｌｉｔｔｅ．Ｖ．
ｖｇｌ．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ｒａｔ２００８，Ｓ．１９
ｖｇｌ．ｚ．Ｂ．Ｄｉ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２００５ｂｅｓｃｈｌｏｓｓｅｎｖｏｎｄｅｎＢｉｌｄｕｎｇ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ｎｄｅｒｅｕｒｏｐｉｓｃｈｅｎＵｎ

ｔｅｒｚｅｉｃｈｎｅｒｓｔａａｔｅｎｄｅｒＢｏｌｏｇｎａ－ＥｒｋｌｒｕｎｇｉｎＢｅｒｇｅｎ，Ｎｏｒｗｅｇｅｎ，ｄｉｅｗｉｅｄｅｒｕｍａｌｓ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ｆüｒｄｉｅＫｒｉｔｅｒｉｅｎｚｕｒＡｋｋｒｅｄｉｔｉｅｒｕｎｇ（ｖｇｌ．Ａｋｋｒｅｄｉｔ
ｉｅｒｕｎｇｓｒａｔ）ｄｉｅｎｔｅｎ．

ｖｇｌ．Ｎｉｃｋｅｌ２００８，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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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萨克森州职业教育学院的综合质
量管理体系

　　萨克森州职业教育学院在其办学理念里明确
提到：“我们将……把质量理念作为我们行为的标

准，并因此持续不断地完善、改进我们的质量管理

体系”瑏瑡。在博洛尼亚进程引发的改革措施实施之

前，在萨克森州职业教育学院就有前瞻性调控教学

质量的措施，它们现在依然发挥作用，主要是：

— 符合德国高校入学资格的前提条件，此外，

实务届合作伙伴挑选申请者是附加的入学条件；

— 由职业教育学院的委员会确定实务界合作

伙伴应当根据哪些标准挑选和考核学生；

— 聘用教师依据应用科学大学聘任教授的标

准（一般来说要求有博士学位和多年在经济界或者

行政单位工作的经验）；

— 学生和实务界合作伙伴在学校的委员会里

都有席位，以此保证他们的发言权；

— 职业教育学院的教师和实务界合作伙伴共

同协调、指导、评价学术论文或者毕业论文。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措施属于保障教学质量的

事后调控措施：

— 外部评估，特别是通过科学委员会评估

（１９９７、２０１３），以及由外部认证机构认证或者再次
认证学校的专业；

— 内部评估与自我评估，特别是内部进行的，

面向学生、实务界合作伙伴、教师展开的问卷调查，

以及毕业生问卷调查和听课问卷调查；

— 分析每学期的教学情况和考试情况；

— 参与者对话机制，尤其是咨询活动、教师会

议、实务界代表会议；

— 控制相对来说较低的师生比 ，以便能够向

学生提供个人咨询和指导。

萨克森州职业教育学院现在的目标是把质量

保障领域的各项单个措施联结起来，使其成为一个

综合的质量管理方案。虽然在博洛尼亚进程中引

入了认证机制，但是内部质量管理体系应当成为一

个有益补充。专业认证也应当与现有的评估结果

相衔接，确定相关改进措施并实施。在由Ｄｉｐｌｏｍ专
业到本科（Ｂａｃｈｅｌｏｒ）专业的转型过程中，萨克森州
职业教育学院展开了建立内部质量管理体系的工

作（见图１）。我们在此的主要理念是，依据 Ｐｌａｎ－
Ｄｏ－Ｃｈｅｃｋ－Ａｃｔ（戴明循环）周期建立一个以职业
教育学院为主体，涵盖双元制专业的两个学习场

所，以及综合各项流程的质量循环体系。

图１　萨克森州职业教育学院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１日关于建立综合质量管理体系的决议（作者自己的制图）。

　　萨克森州职业教育学院针对教学、组织、框架条
件的质量目标都以萨克森州职业教育学院于２００９年
３月１１日在就质量管理召开的主任会议上做出的决
议和２０００年４月２１日的德国高校资格框架（Ｑｕａｌ

ｉｆｉｋａｔｉｏｎｓｒａｈｍｅｎｆü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ａｂｓｃｈｌüｓｓｅ）为
导向。萨克森州职业教育学院由此明确定义出了自

己的核心能力和核心流程，并把质量目标确定为适

用于技术／信息、经济、社会和卫生健康领域的所有

瑏瑡 ＬｅｉｔｂｉｌｄｄｅｒＢｅｒｕｆｓａｋａｄｅｍｉｅＳａｃｈｓｅｎ（２０１６）＜ｗｗｗ．ｂａ－ｓａｃｈｓｅｎ．ｄｅ＞（０７．０３．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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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同样，以萨克森州职业教育学院的评估框架规

则为基础，我们制定了分校和各专业自己的评估规

则，从而使质量循环中评估的程序和管辖权具有透

明度和约束性。评估规则规定了教学评估的目标，

管辖权和程序，以及用于实施评估和进行数据保护

的工具。

根据评估规则，国立职业教育学院的院长对评

估负责，在每一个专业里，由他任命一名评估委员。

对任何一个专业来说，评估程序都包含以下环节：

对质量目标作出定义、实施内部和外部评估、讨论

结果、确定改进措施（制定措施目录）、检验措施目

录、在校内公布评估报告，为下一个评估时间段确

定检验目标。

进行内部评估时，其中的程序包括在各个专业

进行目标群体问卷调查，特别是教学评估（学生与

毕业生调查）、教师问卷调查与实务界合作伙伴问

卷调查，还有收集机构的相关信息。

４　 内部评估（自我评估）作为质量保
障和质量改进的工具 ——— 以德雷斯

顿国立职业教育学院为例

　　德雷斯顿国立职业教育学院针对教学、组织、
框架条件的质量目标都以萨克森州职业教育学院

在就质量管理召开的主任会议上做出的一项决议

和２００５年４月 ２１日的德国高校资格框架（Ｑｕａｌ
ｉｆｉｋａｔｉｏｎｓｒａｈｍｅｎｆü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ａｂｓｃｈｌüｓｓｅ）
为导向。德雷斯顿国立职业教育学院由此明确定

义出了自己的核心能力和核心流程，并把质量目标

确定为适用于技术／信息和经济领域的所有专业。
德勒斯顿国立职业教育学院的一个十分明确

的目标是与区域劳动力市场共同培养具有极强上

岗就业能力的毕业生，使其成为区域劳动力市场所

需的高素质人才。这个目标来自于萨克森州高校

系统对建立一个独特的、结合实际的双元制高等教

育体系的诉求。双元制体系要求从时间上、组织上

和内容上实现高等教育中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

以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转化。双元制的独特性在

于它把整个学业分为等份的理论学术阶段和学术

实践阶段。此外，企业代表参与学校委员会（特别

是教学委员会、监督委员会等）的工作，参与专业建

设，并在理论和实践教学中作为兼职教师或者企业

导师参与教学。

正是基于劳动力市场对具备职业行动能力

（ｂｅｒｕｆｌｉｃｈｅ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ｓｋｏｍｐｅｔｅｎｚ）和个人行动能力
（ｐｅｒｓｎｌｉｃｈｅ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ｓｋｏｍｐｅｔｅｎｚ）、专业能力和社会
能力的人才有需求，使我们确定了为萨克森州劳动

力市场培养既具备学术资格，同时又有上岗就业能

力的专业人才和领导人才（毕业生 ）的目标。为了

实现这个重要目标，我们明确制定出了教学的核心

流程，并应用了能够确定目标是否实现，以及持续

改进教学质量的工具。

依据之前提到的评估规则，每三年才可以完整

实施所有内部和外部的评估工具，也就是质量循环

的一个周期。而这个周期又可以以每个学年（１０月
到次年９月）为标准来确定年评估的时间段。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我们对质量管理进行了全面的

改进，并在内容上做出了扩展，从而使问卷调查可

以让不同利益相关者在同一个时间点，从不同维度

就一些需要探究的方面和指标进行评估。这样，所

有注册的学生、实务界合作伙伴，以及兼职和全职

教师每年都采用同样的结构体系对教学质量进行

评价。此外，学生仍然继续对任课教师的教学成绩

从专业和教学方法质量、指导情况，以及对学生的

要求等各方面进行评估（见图２）。

图２　德累斯顿国立职业教育学院的内部评估

　　如果重复或者多次发生评估结果差的情况，根
据建立的相应机制，专业组领导和德雷斯顿研究学

院的领导可以与责任人一起探讨能够采用的战略

和措施，并跟踪这些措施的实施情况、检查实施

质量。

我们已经开始在教学领域对持续不断的质量

改进流程进行评定，以此作为对之前所描述措施的

补充。其内容一方面是对所有已经完成的流程进

行定义、描述，使之变得透明。在这样现状分析的

基础上，接下来就开始对流程进行简化、加速流程

的进行、改进流程。另外一方面，在收集教学质量

评估数据以外，各专业主任和学生之间或者与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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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合作伙伴之间展开相关讨论也是一个有意义的

补充。相对于不产生相互交流的单向问卷调查而

言，通过讨论这种方式可以对已经达到的发展状态

进行全面评价。采用这种方式源于以下思考：评价

高等教育的质量不能与衡量客户与供应商之间的

关系等同起来，这样做是不够的。学生和教师之间

的关系更多受到其他因素影响。学生只能够有限

地客观评价哪些学习内容是重要的，哪些不太重

要。因此，有必要时，就需要通过已经制度化的，有

实务界合作伙伴参与并给予反馈的讨论平台来更

正这种情况。由于在此不能排除主观影响因素（例

如公司的利益），所以又需要有高校的专业教授也

来评价。总体而言，就像这个例子所显示的，这是

一个非常复杂的流程。这样的流程通常应当进行

过几个周期后才能真正取得改善效果。

此外，在专业层面，专业主任要根据已有的资

料和数据撰写质量报告书，每个专业的质量报告书

每年会交由评估委员，由其总结归类为德累斯顿国

立职业教育学院的质量与评估报告书，它主要用于

内部参考，但在院长负责并公布的教学报告书中会

有所提及。

５　需要评论探究的问题：教学评估
——— 什么是高质量的教学

　　由专家进行的外部评估（例如认证）是以事先
确定好的最低标准为指标的。而学生对教学活动，

或者教师的教学成绩进行评价则不是这样。因而

这里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到底什么是高质

量的教学，对它到底能否客观地进行评价呢？

根据ＲＩＮＤＥＲＭＡＮＮ瑏瑢 的观点，教学成绩的特
征和决定教学成绩的前提条件包括结构清晰的教

学方法和教师行为，也就是是否能够清晰易懂地解

释、描述，是否有口才能力，是否能够带动学生的积

极性，以及处理教学内容的深度，时间管理与难度

控制情况，积极性，合作性和人际沟通。但是在上

述教师方面的影响因素以外，另外一个不能轻视的

影响教学成绩的因素是学生的态度，也就是学生用

功的程度，在课堂上的参与度和发言情况。当然还

有其他的关联因素会影响教学成绩，例如课堂主

题，对学生的要求，是否有考试，是否有出勤义务，

教学活动的类型等，见图３。

图３　根据Ｒｉｎｄｅｒｍａｎｎ（２００２）的教学成绩影响因素图

　　因此，在分析评估结果时，应当注意，仅通过
一个教学评估还不能得出有关教师教学质量的可

靠结论。因而应当对同一名教师在进行了多次，

并尽可能在适当的评估周期内就不同类型的教学

活动（不同主题、不同课堂类型和学期）进行评估

后，才能对这名教师的教学质量做出可靠的评价。

同时也应当注意，只有收回了适当数量的问卷，才

能取得较为准确、可以说明问题的数据。另外还

有必须要做的一点是，评估结果必须与相关参与

人一起共同进行讨论和分析，原因是要在制定相

关改善措施之前，考虑到所有影响教学成绩的因

素、可能扭曲评估结果的因素，以及存在问题的框

架条件。

ＳＴＲＯＥＢＥ瑏瑣在其最新的研究中深入探讨了上
述问题。他的研究揭示，在学生对教师做出积极

评价和他们能够较为容易地取得好成绩（例如不

用花费很大精力）之间有成正比的关系。因此，将

来应当研发出一系列评估工具，使持久性的学习

收益和取得作为工程师、计算机工作者、企业管理

者就业的能力作为评价重点来看待。评价标准的

客观化会在很大程度上修改错误的激励机制，例

如降低教学水平或者提高讲授课或者讲座的娱乐

瑏瑢
瑏瑣
Ｎａｃｈ：Ｒｉｎｄｅｒｍａｎｎ．（２００２）．ＢｅｕｒｔｅｉｌｕｎｇｖｏｎＬｅｈｒｖｅｒａｎｓｔａｌｔｕｎｇｅｎｄｕｒｃｈＳｔｕｄｉｅｒｅｎｄ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ｔＭａｇｄｅｂｕｒｇ．　
Ｓｔｒｏｅｂｅ，Ｗ．ＧｒｏβｅＶｏｒｓｉｃｈｔｇｅｂｏｔｅｎ!

ｗａｓｅｖａｌｕｉｅｒｅｎＳｔｕｄｉｅｒｅｎｄｅ，ｗｅｎｎｓｉｅＬｅｈｒｖｅｒａｎｓｔａｌｔｕｎｇｅｎｅｖａｌｕｉｅｒｅｎ？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Ｌｅｈｒｅ２４
（２０１７）２，Ｓ．１３６－１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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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而这对是否能够持久改善教学质量具有重

要意义。

６　对萨克森州职业教育学院的质量
管理继续发展之展望

　　萨克森州职业教育学院致力于把耗时耗财的
专业认证过渡到系统认证 ，即对现有的内部教学质

量管理体系进行认证 ，在此进程中，我们把质量管

理扩展到了学校的所有分校，并在不断完善和发展

这个体系。在此的重点是：通过对毕业生进行调查

让他们回顾性思考当时的学业，以此来补充问卷调

查的对象；把总结问卷调查结果的工作整合起来，

并进行优化；深入使用其他质量保障的工具，例如

圆桌对话；清晰地描绘教学、管理、行政方面的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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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实习作为提升德国大学生就业力的途径
——— 对中国也会是一种成功模式吗？

ＷｉｌｆｒｉｅｄＳｃｈｕｂａｒｔｈ，ＪｕｌｉａｎｅＵｌｂｒｉｃｈｔ
（波茨坦大学，德国 波茨坦　 １４４７６）

摘　要：提升大学生就业力是欧洲高等教育改革（博洛尼亚进程）的一个关键目标。伴随着围绕就业力和就业
准备展开的讨论，实践导向性和实习也成了高等教育中讨论的热点。在职业世界不断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学生

如何在大学期间就可以获得较强的就业力，以及实践阶段，或者说实习在此扮演的角色。在此将揭示，高质量

实习是能够实现理论与实际深入结合的形式，因而也是确保学生获得就业力的一个核心元素。在最后将提出

提高实习质量的方法与确保实习质量的五点建议。

关键词：实习；实践性；就业力；博洛尼亚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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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高等教育目前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两个特
征：一方面，高等院校想要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可

视度），并想要建设一流研究型综合大学的特色，另

外一方面，高等教育已经变得大众化，也就是说，有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入高校学习（尽管由于人口结

构的变化总数降低）。这就使高校现在面临很多新

的挑战，因为高等院校最初只是为少数精英设立

的，但现在他们必须接纳大量学生，并且这些学生

所具备的自身条件和期望也都不尽相同。因此，学

业和职业、高校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紧张关系就成

了现代高等教育的试金石。基于此，本文所要探究

的问题是，着眼于劳动力市场，如何使学生在接受

大学教育时便能获得较强的就业力，以及实习，或

者说实践阶段在此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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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大学教育应当更具有实践导向性
并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就业力

　　高校应当使学生为今后的职业做好准备，这不
仅是在高校框架法 （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ｒａｈｍｅｎｇｅｓｅｔｚ）里明确
赋予高校的任务，也是博洛尼亚进程引起高校改革

的一个教育政策上的首要目标。因此，如何确定实

施这项任务，这是在德国的高校里越来越多讨论的

一个问题。就业力涵盖了在条件不断变化的情况

下，获得或者能够获得用于取得就业，或者保持就

业所需要的能力。［１］

在以高等教育为主题展开的相关讨论中，经常

有观点认为，就业力和学术教育的诉求是几乎不能

相互协调的。但我们认为这个观点更多的是一种

推托。我们所持的观点是，就业力和学术教育的诉

求是完全可以相互协调的，只要不把就业力单纯地

定位于劳动力市场或者一项职业，而是把它理解为

高校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内在联系的必然反映，以及

在某一工作领域或者职业领域就业的能力。获得

就业力的前提条件是，在教学中融入与职业以及劳

动力市场相关的视角，并培养学生的相关能力。在

此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哪些能力可以帮助学生获得

就业力，通过哪些教学活动可以让学生发展这些能

力？所以，就业力也是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此意义上，根据 Ｋｏｅｐｅｒｎｉｋ和 Ｗｏｌｔｅｒ［２］的观
点，现代化的高等教育应当含有以下 ４个重要元
素：（１）培养学生理解科学方法、概念、理论、信息
和知识的能力，并能够批判性地运用和对待 （学术

思维），（２）为学生从事今后的职业工作做准备，这
些工作是建立在专业科学知识和相关专业能力基

础之上的，（３）培养学生建立学术态度，这种学术
态度的基础是求知欲、分析能力和批判思维能力，

（４）培养学生的关键能力，社会能力在此是重点。
我们也需要对就业力进行相应的具体化，特别

是根据不同的高校类型，例如综合大学或者应用科

学大学，还有独特的学科文化。在此应当根据学科

所对应职业领域的明确度进行区分，例如，师范专

业、医学和法学都属于有十分明确职业领域的学

科。职业领域不是很明确的学科有企业管理和工

程学。人文和社会学学科都属于没有明确就业领

域的学科。在对就业力进行具体定位，以及进行有

学科针对性地实施方面，尽管一些高校已经有了一

些较好的着手点，但是大部分高校在此还处于起步

阶段。

大量研究证明：学生对“适合践行的高等教育”

有很强烈的愿望。［３］与学生看待实践性的重要度相

比，大学教育的实践导向性还远远不够，特别是在

就业准备方面。学生实践能力和科研能力的培养

效果还不是很好。学生认为实践比科研更为重要。

应用科学大学教学的实践导向性和实践成分比在

综合大学要高。综合大学的教学因此在实践性方

面还有不足。另外，综合大学也没有明显比应用科

学大学向学生提供更多的科研机会。然而，科研性

和实践性极为重要：良好的学习条件和向学生提供

科研和实践的机会既会促进学生获得专业领域能

力，也会促进他们获得非专业领域能力。公司也抱

怨，大学教育缺乏实践导向性，并且实践阶段也没

有得到足够重视。他们认为，实践阶段过短是博洛

尼亚改革中最大不足之处。

就关键能力得出的结论也类似：关键能力虽然

非常重要，但是学生却认为，高校在培养社会能力

和非专业领域能力方面还明显做得不够。但这在

不同类型的高校里也有区别：综合大学的学生和毕

业生认为，他们在专业能力培养方面得到了更多支

持，但是，在社会能力培养方面，应用科学大学的学

生和毕业生们认为在此得到了更多支持。国际比

较显示，德国在专业能力培养方面更占优势，而在

关键能力培养方面，特别是团队工作、谈判、工作组

织，以及时间管理领域，德国毕业生处于欧洲平均

水平之下。

在此背景下，许多高校教师的观点令人值得深

思：只有２３％的综合大学教授认为大学教育具有较
强的职业相关性是有意义的，３５％的综合大学教授
持反面观点。大部分综合大学教授都反对加强大

学教育的劳动力市场导向性。与之不同的是传统

上便具有较强实践导向性特色的应用科学大学：大

部分应用科学大学的教授都支持加强大学教育的

职业相关性。此外，应用科学大学的科研助理和教

授都持一致的观点，然而，在综合大学，教授和其科

研助理的观点却有很大分别：综合大学的科研助理

中，有４１％认为应当加强职业相关性，只有１８％持
完全反对的态度。

尽管对就业力这个教育目标所持的态度还有

很大区别，但很多高校还是已经采取了很多促进提

升就业力的方案，尽管这些方案中很多并不是在就

业力这个标题下展开的，而是冠以了研究式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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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性学习或者以问题为导向的学习这些名称。

也就是说，在针对博洛尼亚进程的相关讨论中，就

已经设计出或者重新激活了一系列适合把就业力

和一种适合践行，并有职业相关性的大学教育挂

钩，且从科学角度理解就业的方案。此外，高校校

长联席会议在２０１４年启动了另外一个支持德国高
校实施欧洲高等教育改革的项目，这个项目的资助

重点除了大学入学阶段和流动性以外，还包括进入

就业系统的过渡阶段。

２　 促进提升就业力的方案
以实际需求和当前就高等教育展开的讨论为

出发点，我们设计了一套自己的促进提升就业力的

启发式模型。这个模型由六个元素组成，它们之间

相互联系，作为一个整体可以起到促进提升学生就

业力的作用：以应用和能力为导向的大学教育是基

石。其中，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发展与职业领域相

关的关键能力扮演重要角色。在此基础之上，需要

有一些专门的，能够特别促进提升就业力的元素

（模块、讲座等），并且在设计这些元素时应当注意

专业导向性：属于学业组成部分，并提供指导的实

习、职业导向型活动，例如介绍并体验某些职业领

域以及有毕业生和实务界代表参与的活动、与外界

合作、研究式学习和服务性学习等特别的科研和实

践项目、项目学习。每个专业都应该兼顾到这六个

元素并对它们进行有专业特色的设计。应用导向

性和能力导向性以及理论与实际的紧密结合性是

贯穿整个以就业力为导向的大学教育的红线。

就业力导向在高校如何得到具体贯彻呢？明

斯特大学展开的就业力项目［４］就是一个实例。联

同学校各院系，明斯特大学对就业力进行学术界

定，并且是具有综合大学和学科特色的概念与目标

描述。他们调查了就业力的不同目标（例如科研、

人文主义、企业家、劳动力市场），描述了相应的子

目标，并推导出了具体措施。这个项目主张进行有

学科特色的定位，在定位过程中应当回答以下几个

问题：人才培养或者教育的目标应当是什么？专业

组和大学生应当各自担当起哪些任务？某些就业

力特征可以通过哪些措施获得？

３　实习可以促进提升就业力
　　大部分学生都希望大学教育能够具有更强的
实践导向性，学业里会包含更多实习成分。很多学

生都批评认为大学教育理论性太强，实习期过短。

公司也对大学教育偏离实际表示不满，他们希望毕

业生能够有更多的职业实践经验。高质量的实习

也确实能够使多方受益：通过实习，学生可以接触

到职业现实，获得专业能力和非专业领域能力，把

科学知识和当前的科研成果带入企业。同时，在因

为人口结构变化专业人才变得越来越紧缺的背景

之下，公司也可以通过实习为自己的企业确保人才

供应。高校通过为劳动力市场培养具备学术资格

的毕业生也从中受益，因为通过学生实习，高校可

以获得对科研和教学的一些建议。

因此，提高实习质量也就变得更为重要。然

而，这一点如何得以实现，至今仍然不是很明确。

尽管在过去一些年内，已经有很多组织或者学术机

构对实习的实施提出了要求和建议［５］，但是，相应

的要求和建议很大程度上存在以下缺陷：（ａ）没有
充分考虑对实习的专业方面要求而进行细化，（ｂ）
没有描述明确的质量标准，（ｃ）对高校不具有约束
作用。

提升就业力并因此加强大学教育的实践性和

实习含量是伴随博洛尼亚进程产生的要求。德国

科学委员会对高校提出了以下要求：

—在教学中说明学生应当获得哪些（与劳动力

市场相关的）能力；

—通过把应用性和实践导向性系统化地融合

到专业知识模块中来提高劳动力市场相关性，并与

实务界合作伙伴一同确保实习和实践阶段的质量，

保障实习与理论学习的相互结合。［６］

因此，实习是确保学生自身获得就业力的一个

关键因素。［７］学生没有经历过实习阶段就几乎没有

可能证明获得了就业力。［８］

但是，如果仅仅是在大学期间让学生随便完成

一个实习，还远远不够达到获得就业力的目标。这

更多的是一个长期过程，它应当通常持续好几个阶

段。只有在不同措施相互衔接的情况下才能取得

长期且持久的效果。因此，实习也可以被理解为是

贯穿学生的整个学习生涯的 （比较图１）。根据不
同形式的组织和阶段，实习可被区分为不同的目

标：大学学习前的实习可用于检验学生的资格和学

习动因。大学学习期间的实习，无论是学生自愿的

还是必须的，主要用于让学生了解职业领域，进行

职业定位，练习并操作与职业相关的具体工作。大

学学习结束后强制性的实践阶段，例如在医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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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或者师范教育领域普遍都要求的，其主要目的是

让学生为从事一项具体的职业做好准备。

无论何种类型的实习，它们都应当满足一定的

质量要求才能有效果。在大学期间，如果只是机械

性地要求实习变多，时间变长，其根本不能使学生

更好地为劳动力市场做好准备。

图１　学生生涯中的实习和就业力

４　实习是实现理论与实际深入结合
的有效形式

　　实践性与科研性相同，都是高等教育的重要元
素。大学教育中，理论和实践并不相互排斥，更多

的是相互渗透并相互补充。实习是在大教育期间

理论结合实际的一个特别并且非常深入的形式。

通过实习，学生可以在一个有限的时间段内接触职

业现实。实习与大学学习有时间上和方案上的结

合度，它追随大学教育的学习要求和质量要求。实

习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在高校以外的学习地点操练

学术工作能力，把它应用到实践中。因此，实习本

身也是高校以外，帮助学生达到教学要求的独立的

学习地点［９］。欧盟理事会对实习的理解是，“在一

个有限的时间段内……带薪酬或者不带薪酬地获

取工作经验，它具有学习和培训的元素，目标是积

累实践经验和职业经验，并因此提高就业力，使学

生容易过度到正规的劳动关系中”。［１０］

实习作为一种理论结合实际非常深入的形式，

尤其适合在高校和劳动力市场之间搭建起一座桥

梁，以此提高大学教育的劳动力市场相关性，并培

养学生能够克服从高校进入职场的困难，使他们在

劳动力市场获得成功。但是，参与高校政策制定的

行为人和不同学科的行为人对于实践和实习有不

同的理解，并因此对如何设计相应的要求也有不同

的看法，并且有时区别非常大。有些专业有十分明

确的对口职业领域，例如医学和师范专业，在这类

专业里，教学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学业含有较

高的实践部分都是很普遍的，实习的主要目的是让

学生形成职业认同感和专业行为能力。在职业和

职业领域划分清晰的专业里，大学学习开始之前往

往就要求学生做过实习，目的是考核学生的入学资

格（例如医学、卫生健康学、工程学）。在可以较为

明确描述职业领域的专业里（例如 ＭＩＮＴ专业）①，
实习的重点更多的是熟练练习一些与职业相关的

具体工作。特别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实验室实习占

有很重要的地位。在职业领域非常广泛的专业里，

例如人文和社会学，实习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可以

有一个职业定位，并对相关的职业世界能够有一个

基本的概况性了解。

虽然基于博洛尼亚进程的影响，实习对综合大

学来说也变得重要了，但一定程度上，在不同类型

的高校和学科之间仍然有很显著的区别。在应用

科学大学（８２％）要完成的必修实习比综合性大学
（７４％）多。［１１］从时间上进行比较，可以看出，综合
大学要求的必修实习有了增长（自２００１年以来增
长了５％），而应用科学大学却有所下降（自２００１年
以来下降了１４％）。［１２］应用科学大学的实践阶段大
部分为３～６个月，这比综合大学通常来说少于 ３
个月的实践阶段要长。此外，应用科学大学提供的

实践导向型教学活动比综合大学多。综合大学（除

了师范专业）很少把实习系统化地列入教学计划

中，而这在应用科学大学的很多专业中很普遍。尽

管综合大学在对专业进行转型，把专业变为本科和

硕士阶段时，也在形式上把实践阶段列入了教学计

划，但是并没有观察到对实习在内容上和组织上作

出的规定（例如实习规章）有了系统化的增加或者

改善。［１３］

同样，在不同学科之间，必修实习也有很大区

别：法学和医学专业最为普遍地要求实习（各为

９３％），接下来是社会学专业（综合大学８３％，应用
科学大学８７％）和工程学专业（综合大学８５％，应
用科学大学 ８３％）。在经济学专业（综合大学
４６％，应用科学大学 ７９％）和文化学专业（综合大
学６５％）里要求必修实习的学校明显变少。［１４］

① ＭＩＮＴ专业指数学、信息学、自然科学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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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学生，尤其是综合大学的学生都对其大

学教育的实践性程度不满。［１５］企业和学生都希望大

学教育能有更强的实践性，能够增加并延长必修的

实践阶段，特别是在本科专业中。综合大学和应用

科学大学的教师对此也有不尽相同的期望。［１６］学生

在实习前，期间或之后往往没有或者没有得到足够

的指导，而这却对学生的职业定位起非常重要的作

用。

５　确保实习质量的建议
５．１　从“阴影下的存在”走进“镁光灯”下：提高实
习质量并把实习作为教学质量的特征看待　为了
更加充分利用实习的潜力，实习必须从大学教育的

边缘地带步入中心（见图２）。在此要意识到，实习
是衡量教学质量，特别是理论与实际之间关系的一

项重要指标。实习不仅是获得能力 的手段，也是它

的试金石。实习必须作为一个重要的，应当平等对

待的学习场所得到承认。

图２　实习作为大学教育的质量特征

５．２　制定自己的实习战略　由于实习在不同种类
的大学教育中各有区别，所以每所高校、每个学科

和每个专业都应当制定自己的实习战略。在此包

括对大学教育和实习之间的关系进行精准描述，两

者之间也要明确沟通。若要在一个专业确立实习

制度，那么在制定相关战略时，出发点应当首先是

界定“实践”的概念、它与“理论”之间的关系，以及

在实习中应当获得的能力。每个专业都应当阐述

学生如何形成就业力，哪些实习和其相应的目标应

当被纳入到专业中。这样的要求可以编撰到相应

的规章制度中，以便加强实习的功能，为实习的学

生提供实习明确性，同时也为高校教师和实习单位

的负责人在带领学生进入实习、陪伴学生和反思实

习的时提供依据。

５．３　确定实习的组织、指导和陪伴机制　确保高
质量实习的前提条件是把实习作为固定的、融入教

学计划的学习组成部分确定下来，从而使实习具有

较高的地位。实习不应当是学业的附加部分，而应

当目标明确地成为人才培养方案中的一部分。然

而实习不应当仅停留于形式上纳入教学计划。实

习要获得成功，之前的准备和之后的追踪，以及实

习期间高质量的指导和陪伴都是必不可少的。高

校和各个专业应当在相应的规章制度里明确说明

有关组织和实施实习的重要问题，例如实习的形

式、场所、范围、时间段、实习证明和鉴定等，还应当

与学生就相关的资讯和咨询活动、以及联络人进行

明确沟通。对入学前实践经验是否可以被认可也

应当作出规定。此外，在实习开始前，我们建议在

实习单位和实习者之间签订协议，在里面规定对完

成的实习要出具证明和鉴定。实习单位无论如何

都应当出具一份实习鉴定书（ｑｕａｌｉｆｉｚｉｅｒｔｅｓＰｒａｋｔｉｋｕ
ｍｓｚｅｕｇｎｉｓ）（见图３）。
５．４　在对话中构建实习　实习和其质量标准应当
在所有参与者（高校、学生、实习单位和工会）的相

互对话中进行设计。在对话过程中，应当就各方的

期望和不同视角进行沟通，考察高校和企业所设的

框架条件及拥有的资源。学习内容与实习目标也

应当相互吻合。此外，在行为人之间，特别是在实

习单位和高校之间应当有一个制度化、系统化和持

续不断的沟通与合作机制。企业应当能够提供实

习位置，高校和企业需要就如何规划实习的问题在

内容上和组织上达成一致。为了使高校和企业之

间能够进行深入的沟通，并使实习单位和学生都能

有一个联络点，应当持续不断地向学生提供就业指

导服务，并加强建立这一机制。认证机构、高校、高

校的院系，以及专业组都应当制定质量发展与保障

的战略，以便实习的质量也能够得到发展和保障。

５．５　提供资源和框架条件　无论高校还是实习单
位都应当提供足够的人力资源，用来为学生的实习

做好准备，指导他们，追踪实习的效果。由于大学

生的数量在不断增长，因此，用于指导实习的人力

和协调消耗也很大。指导和陪伴学生实习是一个

长期任务，所以也应当为此设立实习委员这样的长

期岗位。把实习指导规定为减免教学量的一种方

法与设立适当的激励机制（例如目标协议）都是必

要的框架条件。无论在高校的领导层面，还是在高

校教师层面，都应当推进实习和实习指导的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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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接受度。此外，实习单位的实习负责人和实习导 师还需要进一步专业化。

图３　高质量实习的标准

６　结　语
　　制定并实施实习的质量标准是对所有行为人
都提出的要求。学生应当在规划自己的大学学习，

包括选择实习的时候，都采取主动权，并能够以此

开创出自己的（职业）特色。企业应当提供足够且

支付薪酬的实习位置，使学生能够在实习中从事具

有挑战性的任务，并保障提供高质量的实习指导。

高校领导应当把实习提高作为衡量教学质量的一

个指标来看待。每所高校，每个专业都应自我定

位，为大学教育期间的实习制定出自己的战略并执

行它。实习也应当被承认且作为学业中应平等对

待的部分。在认证的范畴内，应当以本文建议的标

准为基础对实习进行质量审查。为了使大学教育

期间实习的质量标准得到在内容上、形式上和结构

上的实施，在高等教育政策层面也应当提供相应的

资源。提高实习的质量是以普遍提高高校的教学

质量为前题的。只有这样才能使实习为提升就业

力起积极作用。

（陈颖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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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江西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２０１２年度重点课题（１２ＺＤ０２６）、江西省２０１３年度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卓越工程师
教育培养计划试点项目（赣教高函〔２０１３〕７８号）资助。
作者简介：陈　鹏（１９８０—），男，江西余干人，宜春学院创新创业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高等工程教育与创客
教育。

中美高校机械工程教育课程体系比较研究

陈　鹏ａ，ｂ

（宜春学院 ａ．创新创业学院，ｂ．物理科学与工程技术学院；江西　宜春　３３６０００）

摘　要：面向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的“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制造强国战略，以中美高校机械工程学科相关专业课程体
系为研究对象，进行了中美高校机械工程教育课程体系的比较研究，进而总结了美国高校机械工程教育课程体

系的发展趋势，并提出美国高校机械工程教育课程体系的经验启示：课程内容设计综合化、课程体系构建过程

化和工程设计课程项目化，为我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实施高校，构建与优化机械工程专业的课程体系

提供实践参照。

关键词：机械工程教育；课程体系；中美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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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ｈａｔａｒ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Ｐｌａｎｆｏ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ｎｇａｎｄ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ｕｒｓｅｓｙｓｔｅｍ；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０　引　言
近年来，云计算、大数据、智能制造、虚拟现实、

移动互联、物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迅猛

发展，使产业经济形态和模式持续创新和变化，全

球制造业即将迎来新一轮的工业革命。我国正在

实施“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制造强国战略，机械制造业
的制造理念和生产方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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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业革命浪潮下的机械工程教育改革中，适应中

国制造２０２５需要的创新型机械工程科技人才如何
培养被予以充分关注。要提升我国机械产品的设

计水平和制造品质，迫切需要大幅度提高机械工程

科技人才的水平，这将取决于高质量的高等机械工

程教育。

高等机械工程教育是以机械工程科学为主要

学科基础、以培养高等机械工程人才为目标的教育

活动。我国高等机械工程教育存在“供需之间存在

矛盾、学校发展目标与模式趋同化、教学中缺乏实

践环节、教学体系不适应工程特点、创新与创业教

育重视不足、学生综合能力素质薄弱”等突出问

题。［１］当前我国高等机械工程教育“培养体系趋同

化、重科学轻工程化、强理论弱实践化”的课程体

系，难以满足中国制造２０２５背景下机械制造业产
业转型升级与智能制造的需要。因此，我们以中美

高校机械工程学科相关专业课程体系作为研究对

象，进行中美高等机械工程教育课程体系的比较研

究，进而提出美国高等机械工程教育课程体系设置

的发展趋势和经验启示。

１　美国机械工程类专业课程体系的
设置现状和比较分析

　　为了解美国高校机械工程类专业课程体系的
设置及特点，我们对华盛顿大学、密歇根大学、普渡

大学３所研究型高校的机械工程类专业课程体系，
从课程内容、学分比例和课程特点３个方面进行比
较研究。

１．１　美国华盛顿大学机械工程类专业课程的设置
及特点　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机械系机械工程专业
的课程体系中，毕业生至少修满１８０学分。课程类
型主要有数学基础课程、物理与化学课程、写作与

口语交流课程、人文社科基础课程、工程基础课程、

核心课程和选修课程。其中数学基础课程共２４学
分，包括代数与几何 Ｉ、代数与几何 ＩＩ、代数与几何
ＩＩＩ（１５学分），微分方程（３学分），矩阵代数（３学
分），线性分析（３学分）；物理与化学课程共２５学
分，包括大学物理 Ｉ、大学物理 ＩＩ、大学物理 ＩＩＩ（１５
学分），普通化学及实验（１０学分）；写作与口语交
流课程（１２学分），包括英语写作（５学分）、科技写
作（３学分）、高级科技写作与口语表达（４学分）；
人文社科基础课程共２４学分；工程基础课程共３１
学分，包括科学计算引论（４学分）、工程统计（４学

分）、电子工程基础（４学分）、工程师概率与统计（３
学分）、可视化与计算机辅助设计（４学分）、材料科
学基础（４）、材料力学基础（４学分）、运动学与动力
学（４学分）；核心课程共４５学分，工程热力学（４学
分）、传热学（５学分）、流体力学（５学分）、材料实
验力学（５学分）、制造加工（４学分）、机械设计分
析（４学分）、系统力学概论（５学分）、系统动力分
析／设计（５学分）、机械设计（４学分）、机械工程设
计（４学分）；选修课程共１９学分，提供了机械、仪
表、控制、电子、材料、能源、力学等方向３５门选修
课程。［２］

美国华盛顿大学机械工程专业课程体系的特

点主要体现在以下５个方面：（１）十分重视数理化
基础课程与工程基础课程，课程体系中数理化基础

课程４９学分，占总学分的２７．２２％，工程基础课程
３１学分，占总学分的１７．２２％。（２）选修课程涉及
多个学科，提供了机械、仪表、控制、电子、材料、能

源、力学等七大学科方向课程，以满足本科生的个

性化学习与专业发展要求。（３）开设三门“写作与
口语交流”课程，以培养本科生有效沟通和交流能

力。（４）实践类课程相对较少，该课程体系只在选
修课程中有一门综合实践类课程。（５）高度重视设
计类课程，开设系统动力分析／设计、机械设计、机
械工程设计、可视化与计算机辅助设计、机械设计

分析等多门设计类课程。

１．２　美国密歇根大学机械工程类专业课程体系的
设置及特点　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机械工程专业课
程体系中，毕业生至少修满１２８学分，主要设置通
识课程、基础课程、相关课程、专业课程和选修课

程。通识课程１６学分，包括人文类课程（３学分）、
经济金融类课程（３学分）、职业与创新类课程（４学
分）和艺术类课程（６学分）；基础课程３９学分，包
括数学（１６学分）、工程学（４学分）、化学（５）、物理
及物理实验（１０学分）；相关课程７学分，包括电工
电子学（７学分）；专业课程４５学分，包括设计与制
造（１２学分）、力学和材料（８学分）、动力学和控制
（８学分）、工程热学（９学分）、工程实践（８学分）；
选修课程２１，包括技术选修课程（９学分）、专业选
修课程（３学分）、一般选修课程（９学分）。［３］

美国密歇根大学机械工程专业课程体系的特

点主要体现在以下４个方面：（１）将机械制图、机械
原理、机械设计、机械制造技术等机械工程专业的

核心课程，进行了有机的整合，开设设计与制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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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课程，以实现本科生设计制造课程的一体化培

养，有利于培养本科生面向制造的工程设计能力；

（２）将力学和材料、动力学和控制、工程热学和工程
实践作为核心课程，为学生打下扎实的力学、材料、

动力学和工程热学基础。（３）十分重视在工程实践
教学环节，设置了工程力学、流体力学、传热学、典

型机械产品、典型机械加工等多种实践教学环节。

（４）通识课程注重人文、艺术和经济的融合，使学生
在从事工程设计时能够考虑经济、文化、环境、艺

术、法律、伦理等各种制约因素。

１．３　美国普渡大学机械工程专业课程体系的设置
及特点　在美国普渡大学机械工程专业课程体系
中，毕业生至少修满１２５学分，主要包括公共基础
课程、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其中公共基础课

程２５学分，包括写作４学分、语言交流基础４学分、
新生工程讲座３学分、技术选修（Ⅰ）３学分、技术
选修（Ⅱ）３学分、技术选修（Ⅲ）３学分、技术选修
（Ⅳ）３学分、科学选修／经济选修／世界与文化事务
选修（任选一）１学分、通识教育选修１学分；学科
基础课程４７学分，包括数学１５学分，包括解析几
何与微积分（Ⅰ）３学分、解析几何与微积分（Ⅱ）３
学分、多元积分３学分、线性代数与常微方程３学
分、工程科学微分方程３学分；物理与力学基础２８
学分，包括现代力学５学分，静力学５学分，动力学
５学分，热力学（１）３学分，热力学（２）３学分，流体
力学４学分，热与物质交换３学分；化学４学分，普
通化学４学分；专业课程共４４学分，包括机械类课
程２７学分：图形交流与空间分析４学分，机械设计
（Ⅰ）３学分，机械设计（Ⅱ）３学分，系统建模与分
析４，工程设计５学分，材料力学４学分，材料结构
与性质４学分；电气控制类课程８学分：电气与光
学３学分，线性电路分析３学分，电子测量技术２学
分，系统与测量２学分；思维类课程９学分：机械设
计创新与创业 ３学分，从理念到创新（Ⅰ）３学分，
从理念到创新（Ⅱ）３学分。［４］

美国普渡大学机械工程专业课程体系的主要

特点如下：（１）重视数学、力学与化学基础课程，开
设系统化的数学、力学和化学课程，夯实本科生的

数理化学科基础。（２）强调创新思维与设计能力的
培养，开始三门设计类和三门思维类课程，注重基

于设计的工程创新实践。（３）注重机械、材料与电
气控制的学科融合，系统性开设多门材料类、电气

控制类专业课程，基于学科交叉培养复合性工程科

技人才。

１．４　美国机械工程教育课程体系的比较分析　通
过３所美国高校机械工程专业课程体系的横向比
较，我们发现美国机械工程专业课程体系构建的总

体趋势体现在：重视数学、物理、力学和化学等数理

化基础课程，基于工程设计类课程培养本科生工程

设计能力；强调回归工程，强化本科生工程问题的

创造性解决能力、批判性思维与团队协作能力的

培养；注重机械、材料、电子、控制工程与科学、艺

术、经济、文化、管理的有机融合。同时，我们也注

意到３所美国高校机械工程类专业课程体系也存
在显著差异。首先，毕业生至少修满总学分差异

较大，美国华盛顿大学总学分相比美国密歇根大

学、美国普渡大学高出５０多学；其次，３所美国高
校的数学、物理、化学课程设置也存在一定的差

异；最后，３所美国高校的专业核心课程设置也不
尽相同，各具特色。

２　中国高校机械工程教育课程体系
的设置现状和比较分析

　　教育部２０１０年开始实施的“卓越工程师教育
培养计划”，是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重大教育改革

计划，主要目标是面向工业界培养造就一大批适应

和支撑产业发展的创新型工程技术人才。教育部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实施高校是我国机械

工程教育改革的排头兵，故我们选取了汕头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燕山大学３所高校的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专业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的课程体系

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课程内容、学分比例和课程特

点三方面的比较研究。

２．１　汕头大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卓越
工程师培养计划的课程体系　在汕头大学机械设
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卓越工程师课程体系

中，毕业生至少修满１６３学分，其中学校统一要求
的课程共５３学分（３２．５１％）；工学基础课程１１门
３０学分（１８．４０％）；本专业的必修课 ７０．５学分
（４３．２５％），包括专业基础课程１４门共３７．５学分
（２３％），专业课程１５门共３３学分（２０．２４％）；选
修课程至少选修９．５学分（５．８２）；在企业进行为
期一年的工程实践，并要求在企业完成本科生毕

业设计。

汕头大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课程

体系的主要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１）开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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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师职业道德”“世界工程师论坛”课程，注重职业

道德的培育与训练。（２）加强基础科学及人文科学
课程学习，尤其注重数学分析能力与力学基础素养

的培养，增设了“普通化学”，使学生打下坚实的数

理基础。（３）整合专业核心课程，形成专业特色课
程群，避免相关课程之间的内容重复，以便于教师

组织教学内容，学生系统性学习理论知识。（４）提
高实验课时比重，开设三级ＣＤＩＯ工程项目实践，设
置３个ＣＤＩＯ一级项目课程（机电系统设计与制造Ｉ
－ＩＩＩ），强化工程设计能力、工程实践能力、团队协
作能力的有效培养。

２．２　西南交通大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的课程体系　在西南交通大
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卓越工程师课

程体系中，最低毕业要求学分为１８４学分。其中通
识教育基础课程４２学分（２２．８３％）；大类学科基础
和专业基础９２学分（５０％）；专业课程１２学分（６．
５％）、企业学习中企业实践２６学分（１４．１３％），毕
业设计 ８学分（４．３４％）；任选课程 ４学分（２．
１７％）。毕业总学分１８４学分中，课内理论教学１４２
学分（７７．１７％），其中必修课１１３学分（６１．４１％），
限选课２３学分（１２．５％），任选课６学分（３．２６％）；
实践教学４２学分（２２．８３％），其中毕业实习及毕业
设计８学分（４．３５％），其他实践教学３４学分（１８．
４８％）。

西南交通大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的卓越工程师课程体系的特点如下：（１）遵循“厚基
础”的原则，新开设“ＣＡＤ建模与工程图实践”、“工
程热力学”、“机械部件测绘”，同时增加相应的实验

和实践环节课时，以加强本科生 ＣＡＤ建模能力、机
械制图能力的培养。（２）开设两门创新实践课程
“现代机械系统基础创新实践”和“创新理论与创新

设计实践”，通过真实机械产品的创新设计与制作，

进行机械综合设计与创新设计训练，以培养学生工

程设计、工程实践和创新能力。（３）开设“现代设计
理论与方法”“优化设计与有限元分析”，突出设计

方法、设计理论和工程分析能力的培养。（４）系统
开设了从本科第２学期到第６学期的“机械工程系
列化工程培训”，大大突破了传统“金工实习”的不

足。系列课程包括：制造技术基础实习（２周）、机
床构造认知实训（２周）、制造技术综合实训（２
周）、数控技术实训（２周）、生产实训（４周），课程
由浅入深，循序渐进，覆盖了机械制造的整个过程

和大部分制造设备。（５）第八学期完全进行企业毕
业实习与设计。加强了工程背景的实践教学内容，

增加了在企业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时间，工程实践时

间累计为４４周。
２．３　燕山大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卓越
工程师培养计划的课程体系　在燕山大学机械设
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卓越工程师课程体系中，最

低毕业要求学分为１８５学分。其中课内理论总学
时１２５学分，占总学时６７．５７％，主要由以下六类课
程组成：公共基础课１３门，计４５学分，占理论总学
时２４．３３％；公共选修课中，学生应至少修满 ６学
分，占理论总学时３．２４％；学科基础课１７门，计４６
学分，占理论总学时２４．８７％；学科基础选修课中，
学生应至少修满６学分，占理论总学时３．２４％；专
业限选课 ６～７门，计 １６学分，占理论总学时 ８．
６５％；学科选修课中，学生应至少修满６学分，占理
论总学时３．２４％；本专业四年内安排集中实践性环
节６０周，６０学分，占总学时３２．４３％，其中，校内实
践环节２０周，２０学分，占总学时１０．８１％；校外实践
环节４０周，企业实习一年，４０学分，占总学时２１．
６２％ 。

燕山大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卓越

工程师课程体系的特点如下：（１）借鉴国内外
ＣＤＩＯ工程教育理念和模式，以项目实施为主线，
重构课程体系，强化工程与实践，强调理论与实践

的有机融合。（２）建立了完整的课程项目体系，项
目体系由三个级别的数十个项目组成。实践性教

学环节至少占每门课程时数的１／４，有项目的课程
实践教学时数至少占到１／３。实践性教学环节包
括计算机仿真、动手实验和项目实施。（３）重点构
建专业核心课程模块项目体系。按照专业核心课

程模块，结合科研项目设置毕业设计一级 ＣＤＩＯ项
目，构思一系列基于团队的二级 ＣＤＩＯ项目（专业
课程设计项目），将二级 ＣＤＩＯ项目分解成若干个
三级 ＣＤＩＯ项目。每个三级 ＣＤＩＯ项目随核心课
程模块中相关课程进行实施和完成。课程设计周

集中实现若干三级 ＣＤＩＯ项目的集成，最终完成二
级 ＣＤＩＯ项目。二级 ＣＤＩＯ项目和每个三级 ＣＤＩＯ
项目具有独立的设计内容、进度计划、考核节点、

考核标准，设计报告和演示汇报等。对各级 ＣＤＩＯ
项目实行全过程项目管理，对较大的 ＣＤＩＯ项目项
目实行节点考核、演示汇报答辩和提交书面报告

制度，确保学生按照 ＣＤＩＯ项目项目计划按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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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 ＣＤＩＯ项目项目内容，并能科学合理和完整
地培养和考核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４）每个
专业方向构建完整的 ＣＡＤ／ＣＡＥ／ＣＡＭ教学与实
践体系，通过专门的课程教学和各级教学项目的

实施，使学生毕业时能够掌握完整的虚拟设计与

虚拟制造的知识体系与技能。

２．４　国内高校机械工程专业课程体系的比较分析
２．４．１　国内机械工程教育课程学分设置的比较分
析　根据汕头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燕山大学三所
高校机械工程专业课程体系的比较分析可知，西南

交通大学与燕山大学总学分相近，汕头大学以课程

群的方式将全部专业核心课程有机整合，总学分相

对少２０多个学分。
２．４．２　国内机械工程教育特色课程的比较分析　
三所大学的主干课程基本集中在机械制图、理论力

学、机械原理和机械设计等课程。比较其特色课程

可以发现，燕山大学的“工程传热学”“热传导及热

应力基础”“工程流体力学”和“弹性力学基础”课

程，西南交通大学的“传热学”“工程热力学”和“流

体力学”课程，汕头大学的“工程热力学”课程等，彰

显国内高校对基础学科课程的重新审视和理性回

归。汕头大学的“工程师职业道德与责任”课程体

现工程教育认证对工程伦理的要求，化学导论、生

物学导论则体现交叉学科的人才培养新理念。西

南交通大学的“ＣＡＤ建模及工程图实践”，燕山大
学的“计算机辅助设计”“Ｍａｔｌａｂ及其工程应用”，汕
头大学的“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等课程，体现国

内高校对现代设计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关注。汕头

大学的“产品设计”“工程设计导论”“机电系统设

计与制造Ｉ”“机电系统设计与制造ＩＩ”“机电系统设
计与制造ＩＩＩ”等课程，则体现高校对设计类课程的
高度重视。

２．４．３　国内机械工程教育实践环节的比较分析　
西南交通大学的“机械综合设计Ⅰ”“机械综合设计
Ⅱ”课程，汕头大学的“创新设计项目”课程，以及
西南交通大学的 “现代机械系统基础创新实践”和

“创新理论与创新设计实践”创新实践课程，凸显

国内高校已经强化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

专业本科生创新设计与实践能力的培养。

３　中美高校机械工程教育课程体系
的比较分析

３．１　中美高校机械工程类专业最低毕业学分的要

求差异较大　通过６所中美高校机械工程学科专
业最低毕业学分对比可知，美国高校一般在 １２０
～１３０学分，中国同类专业一般要 １８０～１９０学
分，其中理论课至少在１４０～１６０学分，中美机械
工程类专业最低毕业学分要求差异较大，美国机

械类本科生课外时间较多，具有更多的课外自主

学习时间，有利于他们学习主动性的发挥和创新

力的开发。

３．２　中美高校机械工程类专业学科基础课程的宽
度不同　从专业基础课程看，中美高校机械专业的
核心课程具有共性，都包括了数学、物理、力学等课

程，与国内大学相比，美国高校机械工程专业课程

体系对基础知识的要求更加深厚和宽广。而中国

高校专业基础课程设置则相对偏窄，局限于化学、

热力学、传热学、流体力学等课程，并且数理化在中

国高大校部分机械工程专业中开课总体偏少；尽管

近几年在机械工程教学改革中均强调要“厚基础、

宽专业”，但实际实施的效果并不乐观。

３．３　设计型课程贯穿美国机械工程教育的课程教
学全过程　美国高校机械工程专业的设计型课程
开设具有系统性和多样性，许多高校开设“工程设

计”“设计与制造”“设计过程”课程，注重基于真实

工程设计项目的学习，基于产品全生命周期开发工

业产品，而且与企业实践项目相结合，学生与企业

界和社会的结合非常紧密。相比而言，中国高校大

部分机械工程专业强调机械设计与制造工艺并重，

而且理论课时较多，设计往往局限于机械产品的设

计与开发。

４　美国高校机械工程教育课程体系
对我国机械工程教育改革的启示

４．１　课程内容设计综合化　现代工程不仅包括科
学与技术层面的要求，还要考虑社会、经济、环境、

生态、文化、伦理等非技术层面的因素，而这需要多

学科、多领域的共同协作与支持，这种“大工程观”

对高等工程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机械工程教

育也必须从根本上改革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打破

学科专业之间的壁垒，适应科学综合化和现代工程

技术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新要求。［５］新工业革

命背景下的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制造强国战略，要求机
械工程科技人才具有全球视野、工程伦理意识、创

新意识、协作意识、发展意识和服务意识，特别需要

具备跨界创新能力的机械工程类创新型工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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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人才则要进行跨学科、跨行业、跨文化的“跨界

培养”［６］。

借鉴美国课程综合化的课程设置趋势，优化

现有的离散的、碎片化的课程，建立综合化的课程

新体系，切实提升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建立综合

的知识背景以及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培养学生职

业道德及社会责任感。我们理应注重数学、物理、

化学、力学、热学等学科基础课程的有机整合，注

重设计与制造、机械与控制的融会贯通，注重机械

设计制造类与计算机信息类交叉融合，注重工程、

科学、技术、经济、管理、文化、艺术课程的有机融

合，以加强本科生的数理基础、人文科学基础和工

程科学技术基础，同时兼顾基本能力如交流、写

作、团队合作以及工程伦理、职业道德的培养。如

可将机械制图、机械设计、机械原理与计算机辅助

设计、计算机辅助制造、计算机辅助工程分析、有

限元分析、数控技术、增材制造技术（３Ｄ打印技
术）等课程进行交叉整合，并综合为数字化产品设

计与制造Ⅰ、数字化产品设计与制造Ⅱ、数字化产
品设计与制造Ⅲ、数字化产品设计与制造Ⅳ，从而
开发出涵盖机械设计理论与方法、数字化设计与

制造技术的一体化课程。

４．２　课程体系构建模块化　基于工程的生命周
期、学生对工程的认知周期、学生在校的学习周期，

进行机械工程教育课程体系的模块化构建；基于这

３个周期构建的模块化课程，可形成一个螺旋上升
的课程体系，既反映了人类对工程规律的认知，又

反映了学习者对工程的认知过程，适应培养工程人

才的需要。［７］

借鉴美国高校机械工程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

经验，各类高校可以参照美国与欧洲先进的工程教

育模式，多层次构建模块化课程体系，即按照研究

性大学、应用技术型大学对研究型、设计型、生产

型、服务型等四类卓越工程师后备人才培养的目标

定位，从知识、能力和素质３个维度建立人才培养
目标矩阵，然后面向新工业革命背景的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战略需求，结合培养目标矩阵构建知识能力体
系矩阵，再以知识能力体系矩阵为导向，从产品生

命周期视角建立专业课程群，各个课程群的基本课

程组成一体化的模块化课程新体系，满足机械专业

本科生基于工程的生命周期（产品的生命周期）进

行专业知识体系的建构与工程设计能力的培养 。

４．３　工程设计课程项目化　设计作为活动，是工

程实践的本质；作为过程，是工程人才培养的重要

途径；作为方案，是工程教育改革的必由之路。［８］

工程设计课程项目化，旨在通过基于工程设计项

目的“选题调研—创意构思—设计优化—原型制

作—成果分享”全生命周期，在实际体验、探索创

新、内化吸收的过程中进行持续的自主性、合作

性、探究性和创造性学习。［９］工程设计课程以真实

工程项目为导向，强调工程设计的实用性、经济性

与开放性，凸显跨学科创新设计的理念，注重科学

工程技术素养、工匠精神、设计思维、团队协作、沟

通与交流能力的全面培养。

我们可以借鉴美国高校机械类课程体系中的

设计型课程的设计思路与开发方案，引入设计项目

课程，面向卓越工程师的教育培养，变革我国高校

机械工程教育课程体系，重新规划和优化我们设计

类课程，使之系统化、综合化和项目化，并满足大一

到大四不同年级本科生开展基于工程设计项目学

习的需要。提供了面向真实问题情境的创新性设

计与创造性解决实践环境，在产品创造中引导学生

建立设计和思维双螺旋结构的应用迁移，并帮助学

生建立工程意识、问题意识、团队沟通协作意识以

及服务社会需求意识。

５　结　语
由于工程性与创新性的缺位，使得当前我国工

程教育难以满足“中国制造２０２５”战略对创新型工
程科技人才的迫切需要，具有创造力和领导力的工

程师的稀缺，是制约我国实现制造业强国战略的最

关键因素。［１０］为此，我们迫切需要借鉴美国机械工

程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经验，重构我国高校机械工

程专业的课程体系，使其与“中国制造２０２５”战略
背景下机械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相适应。借鉴美

国课程内容设计综合化、课程体系构建模块化和工

程设计课程项目化的课程设置趋势，优化我国高校

现有的离散的、碎片化的机械类专业课程，建立综

合化、过程化和项目化的新课程体系，切实提升机

械工程专业本科生的工程设计能力与创新实践能

力，建立机械工程专业本科生综合化的知识体系以

及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培养机械工程专业本科生职

业道德、工程伦理及社会责任感，从而为中国制造

走向中国创造，以及创新型国家建设培养一大批创

新型机械工程科技人才。

（下转第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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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高校“少教多学”的特点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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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转型发展时期，应用型人才培养还存在着“教多学少”的问题。新加坡高校秉承“少教多学”的教
育思想，倡导“智慧教育”“创意教学”，为学生理解知识而教，创设“电子学习”环境，转变学生的学习模式，在高

素质应用型、创新型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成效。“少教多学”对于解决我国高校“教多学少”的问题，具有积极

的启示意义。从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要体现“少教”；从教学的目的上，要为理解而教学；从学习的方式上，要加

强体验式学习；从教学过程上，要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

关键词：新加坡高校；“少教多学”；“教多学少”；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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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ｒｅｅｘｉｓｔ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Ｔｅａｃｈｍｏｒｅ，ｌｅａｒｎｌｅｓｓ”ｏｎ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ａｌｅｎｔ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ｃａｒｒｙｏｕｔｔｈｅｉｄｅａｏｆ“Ｔｅａｃｈｌｅｓｓ，ｌｅａｒｎｍｏｒｅ”，ｕｐｈｏｌｄ“Ｗｉｓｄｏｍ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Ｔｏｔｅａｃｈｆｏｒ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ｙｈａｖｅａｃｈｉｅｖｅｄｇｒｅａｔｅｆｆｅｃｔｓｉｎ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ｐｐｌｉｅｄａｎｄｉｎｎｏ
ｖａｔｉｖｅｔａｌｅｎｔｓ．“Ｔｅａｃｈｌｅｓｓ，ｌｅａｒｎｍｏｒｅ”ｉｓ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ｅｖｅ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ｏｌｖ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Ｔｅａｃｈ
ｍｏｒｅ，ｌｅａｒｎｌｅｓｓ”ｉｎｏｕ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ｃｏｎｔｅｎｔ，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ｆｏｌｌｏｗ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
Ｔｅａｃｈｌｅｓｓ”；ｏｆ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ｐｕｒｐｏｓｅ，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ｔｅａｃｈｆｏｒ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ｗｅｓｈｏｕｌ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ｂｙ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ｏｆ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ｃａｒｅｍｏｒｅａｂｏｕｔ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Ｔｅａｃｈｌｅｓｓ，ｌｅａｒｎｍｏｒｅ”；“Ｔｅａｃｈｍｏｒｅ，ｌｅａｒｎｌｅｓ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ａｌｅｎｔｓ

　　高校转型发展是当下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一
项重要工作，应用型大学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结构中

的一个重要类型。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２０１７年全
国教育工作会议工作报告》中提出２０１７年要推动
转型发展出经验见实效。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的

高低是衡量转型发展成效的一把尺子。应用型人

才不仅要具有较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和较强的专

业实践能力，更需要具备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由于高校转型发展还处于探

索和经验积累时期，教学中还存在着“教多学少”的

问题，因此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教学思想和经验非

常必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新加坡高校践行的

“少教多学”的教学思想基于培养创新精神、创新人

才的目的，有利于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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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我们去研究、借鉴。

１　我国高校“教多学少”的问题
我国高校审核评估正在稳步推进，参与评估的

专家中不乏国外高校知名专家学者。美国加州大

学洛杉矶分校（ＵＣＬＡ）副校长 ＣｉｎｄｙＦａｎ教授参与
评估后，将我国高校的课堂教学模式比喻为“单声

道”，并认为该教学模式是“掣肘一流本科教育质量

的最大短板”。［１］我国学者安世遨将这种“单声道”

的课堂教学模式归结为“独白”式。［２］无论是“单声

道”还是“独白”式，反映的都是“以教师为中心”

“一言堂”的问题，教师教的多，学生获得的少，归结

起来，就是“教多学少”。应用型高校“教多学少”

的问题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多教多学”的教学理

念一定程度上主导着教学模式，这种观点认为教师

教得多，学生才能学得多，所以课堂上大量的时间

是教师讲授，学生参与的活动较少。二是学生的学

习过程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引导不够，影响了教

学效果。教学过程包括教师教的过程、学生学的过

程及两者相互作用的过程。［３］教学设计中教师对教

的过程关注较多，对学生学的过程考虑较少，致使

许多大学生不会学习，缺乏创新意识，自主学习和

探究性学习能力较弱。三是实践教学学分多，但真

正给学生去实践、去体验的机会不多，因此实效一

般，学生能够获得的实践经验较少，实践能力和创

新能力较弱。教育部发布的《２０１４年度中国高等教
育质量报告》指出：许多高校缺乏创新的意识，教育

理念、办学思想等相对滞后。不少高校人才培养模

式、教学方法等因循守旧，专业设置、实验实训等在

不同程度上与实际脱离，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要求有差距。［４］

毋庸置疑，“教多学少”的问题不利于高素质应

用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改变“教多学少”的现状

也是高校转型发展出成效的一个突破口。

２　新加坡高校“少教多学”的特点
新加坡高校秉承“少教多学”的教育指导思想，

在对高素质应用型、创新型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成

效。

２．１　新加坡“少教多学”的基本情况　新加坡的教
育改革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是以突破“儒家传统

为核心的东亚教育模式”、提高国家竞争力为背景

的。１９９７年，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提出阶段性教育目

标：构建“思考型学校，学习型国家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为应用型、创新型人才
培养开创了新的视角。２００３年，新加坡教育部提出
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２００４年，新
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国庆大会上要求全国教师教得

少一点，以便使学生能够学得多一点（Ｔｅａｃｈｌｅｓｓ，
Ｌｅａｒｎｍｏｒｅ）。［５］此后，“少教多学”成为新加坡教育
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都

在践行这样的教育理念，形成了一种教育文化。从

建立“思考型学校，学习型国家”到提出“培养学生

的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再到倡导“少教多学”，

整个教育指导思想和教育目标一脉相承，旨在提升

国民的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终身学习的能力。为

了落实这样的教育指导思想，新加坡教育部实施了

一系列措施，比如教育信息化应用规划，从１９９７年
到２０１４年，历时３个阶段，逐步推动教育信息化进
程，创建信息化教学环境，将信息技术融入应用型、

创新性人才培养的整个过程中。［６］跨入２１世纪后，
新加坡作为一个以知识型经济为发展动力的国家，

更把教育视为塑造新加坡美好未来发展的关键。

新加坡的教育是成功的，它为新加坡的发展培养出

高素质的国民群体。

２．２　新加坡“少教多学”的特点　“少教多学”的
关键是如何处理“少教”与“多学”的关系，实现应

用型、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目的。新加坡高校倡导和

落实“少教多学”理念，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２．２．１　 “智慧教育”发展学生“多学”的课外实践
　新加坡高校重视学生实践经验的获得，在社会
实践和课外活动中培育学生的智慧（知识 ＋经
验），培养学生自我管理的能力，课内与课外有机

地结合。他们称之为“智慧教育”，认为有知识的

人不等于有智慧的人，智慧是学生不断应用知识

而培养出的结果，是思维方式的训练和思维能力

的提升。教师课内的“教”使学生获得知识，但学

生的智慧是要靠学生“学”而获得的。这里的

“学”是指学生亲身去实践、去体验、去动手操作，

进而获得经验。教师布置给学生的作业常常是开

放性的、探究性的，如为讨论会准备的发言材料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小论文（Ｅｓｓａｙ）、合作项目（Ｇｒｏｕｐ
ｗｏｒｋｉｎｇ／ｗｏｒｋｓｈｏｐ）等。它与我们所讲的“精讲多
练”是有差别的。“精讲多练”更多的是指教学环

节上时间的分配，是一种教学方法，通过做一些巩

固性的练习，来巩固所学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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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创意教学”激发学生“多学”的源动力　
“多学”的效果来源于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学习方法。

兴趣是最好的学习源动力，有了学习兴趣，学生才

能在学习上有更多的投入；有了有效的学习习惯和

方法，才能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新加坡高校倡导

的“创意教学”，就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能够采

用多元活泼的教学方式和多样丰富的教学内容，激

发学生内在的学习兴趣，以培养学生乐于学习的态

度和提升学生的学习力，使学生学会学习。教师在

课堂教学中注重问题导向，将重点教学内容融入到

问题设计之中，以问题为基础学习（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通过小组讨论、案例分析、“翻转式”学
习、合作学习等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参与度，实现

“少教多学”的目的。新加坡高校很多教室的设计

和布局也有利于课堂讨论式教学和合作学习。

２．２．３　“为理解而教”提高学生“多学”的能力　
“少教多学”思想主张教学的目的不是教，而是学生

的学习，是为学生“理解”知识而教学，因而学生的

学习方式和学习效果备受关注。学生理解知识与

否或程度如何，要靠知识的输出或展示来检验。因

此，教师在教学中广泛采用探究式、讨论式等有助

于学生理解运用知识的教学方式，促进学生深入思

考，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批判性思维。为促进学

生更好地理解教学内容，教师注重引导学生合作学

习，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在新加坡的大学

里，学生们在一起讨论的学习情景随处可见，学校

也为这种学习方式提供了场所和便利，除了教室、

图书馆之外，餐厅、宿舍楼里的学习自习室、阅读室

等都为学生讨论学习提供了便利。

２．２．４　“电子学习”拓宽学生“多学”的学习模式　
“少教多学”还体现在信息技术的利用。新加坡高

校创设了较好的信息化环境，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辅

助教学。在教学方法改革方面，适应社会发展需

要，广泛使用新技术，优化多媒体的应用以促进教

学。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电子学习）已经成为现代大学的重
要教学形式和手段，改变了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以

及学生的学习模式，为学生“多学”拓宽了途径，提

高了效率。

３　“少教多学”带给我们的启示
“少教多学”的教学思想关注学生的学习方式

和学习效果，引领“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改革，

促进教学模式向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转变，“将学

生引向主动学习、深度学习、创新学习的境界”［７］。

因此，“少教多学”对于解决我国高校“教多学少”

的问题，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值得学习和实践。

３．１　转变教学观念，科学设计“少教”　“少教多
学”是对“多教多学”观念的矫正。“多教”很可能

导致“满堂灌”，而且“多教”，学生不一定“多学”。

“少教多学”要求在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上充分考

虑学生的需求，适合学生的发展。大学里要学的知

识很多，教师要考虑教学内容的取舍问题，不能按

照教材内容推着讲。大学生已经具备较强的自学

能力，作为大学教育，还应继续培养学生的自主学

习能力，为其终身学习打好基础。有些教学内容，

包括教科书上的内容，需要教师引导学生自己去阅

读、学习。学生最不喜欢的就是“教材搬运工”式的

教师，“照本宣科”常常指的就是这类教师。大学教

师除了传授知识之外，更主要的教学任务是培养学

生的认知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自主学习能力等，

引导学生会思考、会发现、会质疑。思维方式的训

练是大学生学业发展的源动力。“少教”教什么？

除了重点、难点知识、原理之外，更重要的是知识、

原理产生的背景、论证的过程、教师本人的见解等，

使学生不仅“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３．２　明确教学目的，为理解而教学　“少教多学”
体现的是“学生本位”的教学思想，“教”是为了学

生的“学”。教学过程包括 ３个维度：教师教的过
程、学生学的过程及两者相互作用的过程。“教多

学少”的问题就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更多的是关注

教的过程，从教学内容的选择到课堂教学活动，处

处以教师为中心，而对于学生学的过程、“教”和

“学”二者相互作用的过程关注得较少。从传播学

的角度看，“传授”是一种传播行为。教师的传播行

为是发出信息符号，学生的传播行为是接受信息符

号，并对信息进行加工。但是传播过程又可以是发

出信息的传播行为和接受信息的传播行为交替发

生的过程。其中，反馈是重要的传播方式。在课堂

传授过程中，如果学生没有机会反馈，教学就会成

了单向的传播过程（“单声道”或“独白”式），教师

就很难了解学生对于教学内容的理解程度。因此，

教师要加强教学设计，注重问题导向，调动学生参

与，把教学的重点真正落实到学生对内容的理解和

把握上来。

３．３　强化课外实践，通过体验而学　“少教多学”
是一种探究式的教学模式。“智慧教育”的提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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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的是学生的课外实践，通过实践活动获得经验，

是一种体验式的学习。大学生应具备初步的研究

能力。为了获取这样的能力，大学应提供正式的研

究训练。因此，教师要注重把第二课堂与第一课堂

结合起来，通过作业的形式，布置学习的任务（项

目），引导研究性学习，使学习走向研究。要把培养

学生的问题意识、提高发现问题的能力作为教学的

重要内容，训练学生掌握提出问题的技巧和解决问

题的方法。智慧是学生在不断应用知识的过程中

而产生的。高校转型发展体现了“少教多学”的理

念，校企合作为学生提供了亲身去实践、去体验、去

动手操作的机会，使学生“多学”能够有平台，学以

致用。一所应用型大学，不能培养学生学以致用就

是失败。

３．４　丰富教学形式，培养学生会学习　“少教多
学”引导教学关注学生的元学习。应用型大学的本

质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模式和终身学习的

能力，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性。这也是“创意教学”

的宗旨。元学习指的是学生学会学习，如学会思

考、学会发现、学会询问等都属于学会学习的内容。

元学习对于大学生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教学生学

会思考比让学生富有知识更优先，引导学生的元学

习比带领他们学习更优先”［３］２８７。因此，大学教师

要做一名促使学生思考的教师。古希腊哲学家苏

格拉底（Ｓｏｃｒａｔｅｓ）说：我教不了别人任何东西，我只
能促使他们思考。为了能够促进学生思考，教师就

要在教学形式的选择上下功夫，创设能够促进学生

思考的教学环境，引导学生在这个环境中运用所学

知识和技能去解决实际问题。比如说，以讨论为基

本形式的合作学习、课堂面授教学与学生网络在线

学习相融的混合教学、项目教学、案例教学、任务驱

动教学等教学模式。

总之，“教多学少”是培养不出高素质的应用

型、创新型人才的，“少教多学”为应用型大学教学

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教多学少”和“少教多学”

虽然是同样的四个字，但组合的形式不同，其所走

的路径也不同，培养出来的人才的特质也不同。如

何从“教多学少”向“少教多学”转变值得我们去更

深入地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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