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８年３月　第３卷第１期　　　　　　　　　　　　　　　　　　　　　　　　　　　　　　 Ｍａｒ．２０１８Ｖｏｌ．３Ｎｏ．１

作者简介：蔡敬民（１９６３— ），男，安徽庐江人，合肥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

新理念 全过程 一体化：

应用型大学产教深度融合的新探索

蔡敬民ａ，余国江ｂ，刘　红ｃ，夏　?ｄ，朱　涛 ｅ

（合肥学院 ａ．党委办公室，ｂ．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ｃ．教务处，ｄ．研究生处，ｅ．中文系，合肥　２３０６０１）

摘　要：世纪之交，我国产生了一大批新建本科院校，为适应经济社会以及学校自身发展，这些学校正在探索为
地方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新型大学发展之路。在发展过程中，他们认识到产教融合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必由之

路。但当前，应用型大学在产教融合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可以从更新理念，实现全过程、一

体化合作育人等方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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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
需要，我国产生了一大批新建本科院校。据统计：

２０００年以来，我国新建本科院校（含独立学院）有
６５１所，占全国普通本科高校（１２４３所）的５２．３７％
（截止 ２０１７年 ５月 ３０日），占据了我国本科院校
“半壁江山”。这些新建本科院校不仅在数量上改

变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格局，同时在发展模式上也进

行了创新，正在走新型应用型大学发展之路。

应用型大学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立足地方、培

养应用型人才，而产教深度融合是其重要抓手。但

是，当前高校在产教融合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如

校企协同、实践育人的人才培养模式尚未形成，高

校和企业往往关注的是各自的资源，合作停留在浅

层次、自发式、低水平、松散化，流于表面，注重形

式，没有将融合的落脚点放在“培养人”上等等，解

决这些问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１　更新协同育人理念，引领产教全方
位深度融合

１．１　不同类型高校都可以也应该实施产教融合
产教融合不只是职业教育的“专利”。不同层

次、不同类型的高校都可以而且也应该实施产教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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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和硅谷的公司开展产学研

合作，学校为公司解决技术创新和管理中出现的问

题，为他们提供技术支持，公司为学校提供经费支持，

校企双方实现共赢。在我国，北京中关村一带聚集

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４０多所高校，２００多家科研
院所，６７家国家重点实验室，３０多个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和高校科技园等，这些高校和科研院所和企业行

业广泛实施产学研合作，取得较好的成效。［１］

近年来，应用型本科高校开展产教融合的例子

不胜枚举。对于应用型本科高校来说，既不同于研

究型大学，也有别于高职院校。它的产教融合一定

是和其应用型办学定位、服务地方的面向以及应用

型人才培养目标密切关联，和企业资源有效对接，

实现校企双方的共建共赢。

１．２　产教融合应贯穿于应用型人才培养全过程
应用型人才是指面向生产、管理、服务等一线，

具有解决关键环节复杂问题能力的人才。这类人

才的培养应该按照人才成长和发展的规律，将产教

融合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人才培养方案制

定，培养目标和规格的确定、课程的构建、实践教学

的实施以及评价等各环节，都要融入产业元素，体

现融合的全面性、一体化，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提升

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在此方面，德国应用科学

大学给予我们很好的启示，最有特色就是“双元制”

人才培养模式。这种育人模式过去主要集中在职

业教育阶段，目前，他们又把此拓展到高等教育领

域。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他们把产教融合落实在办

学的每一个环节和全过程，培养了大量的高素质应

用型人才，支撑了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１．３　产教融合的关键在“双能型”教师
长期以来，我国产教融合成效不明显，原因

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一点就是没有认识到教师

在产教融合中的作用。德国应用科学大学培养

的人才质量高，深受企业行业的欢迎，除了他们

推行了“双元制”等模式外，还与他们十分重视

“双能型”师资队伍建设有关。德国规定：应聘

应用科学大学的教师，除了具有博士学位以外，

还要有５年以上的工作经历，这些教师不仅具有
较深的理论知识，同时还具备较强的实践能力。

正因为具备这些能力，他们在合作的过程中，具

有承接一些真实项目的能力，在完成项目的过程

中，积极鼓励、指导学生参与这些项目，通过项目

带动，培养学生能力。而我国应用型高校教师实

践能力本来就弱，再加之在产教融合中，学校也

没有认识到教师的重要重用，把合作的重点集中

在经费、设备、课题等方面，这样很难能培养出高

素质人才。

１．４　产教融合落脚点应聚焦在“培养人”上
“产”是“产业”，“教”是“教育”，二者分属不同

主体。但教育是为产业、为社会培养人，教育培养

的“人”与产业发展、社会需要的“人”有着共同的

标准和价值取向，因此，产教融合的落脚点应聚焦

“如何培养人”“怎样培养人”。在当前，应用型大

学对产教融合的核心要素和关键点认识不到位，没

有落实，没有做到通过产教融合培养人，没有通过

产教融合培养学生职业精神，解决复杂问题的能

力，满足社会需要和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

２　围绕人才培养目标，推动产教全过
程深度融合

２．１　共建人才培养方案，实现培养标准和企业标
准的融合

人才培养方案是人才培养的抓手，要培养行

业企业需要的人，就要以需求为导向，树立改“知

识输入导向”为“知识输出导向”的理念，坚持“反

向设计、正向实施”的原则，共同构建人才培养方

案。可以利用建立起来的企业网络开展调研，明

确行业企业对应用型人才在知识、能力、素质方面

的具体要求，依据专业认证标准、《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及企业用人标

准及行业规范，紧跟行业技术发展趋势，关注学

生、教师、企业多方面需求，结合应用型办学定位，

提炼核心能力，制定相关标准和毕业要求，形成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和标

准的动态化调整，培养符合行业企业需求的应用

型高素质人才。

２．２　共建课程，实现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的融合
一是共建模块化课程。根据专业自身特点进

行充分行业企业调研，了解企业需求。根据社会岗

位领域对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需要，将岗位能力

转化为专业能力，确定能力对应的知识，构建模块，

通过与行业企业的合作，在模块构建中引入行业最

新技术及规范，将理论和实践知识进行整合，和行

业企业需要的专业能力对接。

二是共建企业课程。校企共建课程，制定企业

行业课程体系，在课程置换方面进行有效探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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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企业行业学习，企业、行业及学校教师全程参

与教学活动，由企业行业老师来授课。同时，企业

行业老师可以协助学校进行课程体系和专用教材

体系的开发，建立特色课程；学生在校学习，提高学

生专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如软件工程专业，校企

开发如下课程（见表１）。

表１　软件工程专业企业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数 课时数（学时） 学期 开发主体

１
２

沟通能力

工程概论
２ ３２学时 第一学期 企业

３ 认知实习（软件设计综合实训） １８ １２周（企业４周） 第五学期 企业，学校

４ 工程实践（与企业共同培养，双导师制） ２１ ８周 第七学期 企业，学校

５
企业项目实训（与企业共同培养，

含毕业实习、毕业论文）

２３．５
２４

１５周
１６周

第八学期

第九学期
企业，学校

　　三是共建双师型课程。针对学校教师实践能
力不足的问题，学校和企业共建双师型课程，理论

课程主要由学校教师承担，部分案例课程由行业

企业教师承担。教学中，行业企业教师结合实际，

适时地指出相关课程和内容在实践中的应用，同

时也把行业企业的实践知识和前沿信息融入到课

程中，增强学生实践知识和感性认识，使学生及时

了解行业发展最新信息和动态。如新闻学专业与

媒体专家合作，将实践中大量的真实案例融入到

课程中，共同开发“新闻学专业导论”“新闻采访”

“新闻写作”“广播电视学”和“新闻案例评析”等

课程。

２．３　校企合作，实现实践教学和真实项目的融合
一是结合企业真实案例，推动实验教学内容

改革

建立企业案例库，引入企业工程师对实验教学

内容进行改革，教师结合案例库设计综合性、设计

性实验，学生在真实企业案例的学习中，提升他们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

　　二是融入真实场景，多渠道开展实训
（１）校外导师指导学生实训。学生去企业实

训，校企联合组成的专业指导委员会共同审核人才

培养方案，校企共同落实企业实训阶段的方案，实

训内容主要是行业企业前沿技术。在实施具体方

案过程中，根据企业和学生的双向选择，行业企业

导师可以把学生分配到不同技术方向小组，接受行

业企业培训和实训。

（２）校内开展模拟企业场景的实训。工程实训
题目来自企业真实问题，要求学生完成一个真实的

企业项目。学生分组进行实训，通过大约６周左右
时间的实训，完整地完成企业一个真实的项目和流

程，从最初的分析、设计到测试、检验。成绩评定要

求现场答辩综合评分，校企双导师联合评定成绩。

（３）通过ｗｏｒｋｓｈｏｐ指导学生实训。ｗｏｒｋｓｈｏｐ又
称“工作坊”，学生在“工作坊”中学习，实现“企业

出题，教师接题，学生答题”教学目的。学生完成的

所有项目均来自企业真实问题，学生根据企业行业

要求，团队分工，相互协作，集体完成项目或课题，

所有教学任务的完成都是学生自主完成，校企双教

师给予必要的指导，充分体现了学生为主体，教师

为主导的教学原则。

三是通过真实项目驱动，开展第二课堂教学

校企导师结合生产实际，合作开发出真实项

目，按难易程度进行有序排列，学生按照知识、能

力、水平，在校企导师指导下进行学习。学生开始

接触基础项目或小项目，随着能力水平的增高，项

目难度逐渐增大，最后完成一个综合性项目。这

样，学生大学四年完成了生产、实践项目，提交项目

完成报告，校企双导师共同考核。通过真实项目驱

动第二课堂教学的开展，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结

合，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２．４　毕业论文强调真题真做，培养学生解决实际
问题能力

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来源于企业行业实际

问题，做到“真题真做”，学生在实验、实习、工程

实践和社会调查等实践中完成。学校教师参与

解决企业行业实际问题的应用性科学研究项目，

吸收学生参与研究，既为企业行业解决问题，提

升自己的科研能力，又培养了学生解决复杂问题

的能力。

２．５　多元评价，实现校内评价和校外评价的融合
在产教融合培养应用型人才过程中，建立校

内校外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保证产教融合规范、

有序、高效地开展。借助科学的方法对产教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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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评价、形成评价反馈机制，及时反映产教融合

过程中存在的不足。通过成效督导、合作效果评

估等手段，对人才培养质量、产教融合的效果进行

综合评价。

学校导师与企业导师共同制定考核评价目标

和标准及其相应的评定办法，根据校企双方协同制

定的培养目标，共同制定的人才培养方案，在协同

实施培养过程进行全过程、全方位、信息化实时监

测与跟踪，实现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相结合，校内

评价与校外评价对接。

建立校外质量监控体系，包括人才培养的利益

相关者，如政府、行业、企业及第三方独立评价机

构，共同检查、监督、咨询和指导，形成客观公正的

多元校外评价，有效发挥校外质量监控的保障作

用，加强行业指导能力建设，分类制定行业指导政

策，构建全员参与的全程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３　构建保障机制，确保产教有效深度
融合

　　通过产教深度融合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是
应用型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目标。从过去流于形式

的、浅表的校企合作，到推动产学结合和校企合作向

深度融合的转变，需要学校与行业企业建立“共管、

共建、共赢和共享”的协同育人长效机制。

３．１　共建多层级校企合作组织机制
为更好地实施产教深度融合，学校和企业行业

共同建立多层级的合作组织。学校层面，成立行业

企业专家、学校专家、主要领导，合作企业负责人以

及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等利益相关者共同组成的

校企合作委员会；二级教学单位，以专业为基础，成

立由行业企业的技术专家、学校教授和专业负责

人、院系负责人等组成的专业指导委员会；教师层

面，建立由教师和行业企业的一线工程师以及技术

人员组建的基层教学团队。三级组织分工协作，提

升产教融合的领导力、组织力和执行力，以及调配

学校、企业行业的各种资源能力，协同完成人才培

养与行业需求的深度对接。

３．２　精心打造“双能型”师资队伍
通过多种措施引进具有“实践经历”的高端人

才，改善 “双能型”师资队伍结构，提升教师实践教

学能力和产学研合作能力。

一是实施“双聘”“双挂”制度。一方面，有效

利用企业行业资源，根据专业发展需求，聘任企业

人才任兼职教师；另一方面，实行“双挂”（教师到企

业，企业高级人才到学校）制度，通过合作企业行业

建立大批校内外实验实践基地和平台，为教师提高

产学研合作能力提供保障。每年选派青年教师到

相关企业或行业挂职锻炼，参加工程实践能力培

训，参与技术创新、课题研究等，加强教师产学研合

作能力培养。

二是制定“双能型”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大

力培养和引进应用技术能力强，具有丰富实践经

验、扎实理论知识及国际专业背景“双能型”教

师；聘请企业专业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和高技能

人才，或作为专业建设带头人，或担任专兼职教

师。

三是开通人才引进“绿色通道”，利用相关政

策，引进具有企业工作经历的高层次人才，给予相

应的编制和人才引进专项资金。

３．３　实现教学资源和企业平台的融合
３．３．１　基于专业，共建“企业网络”

联合行业协会、企业，共建专业“企业网络”，实

现“企业”“学校”“协会”之间的融合和互动，为校

企深度融合提供基础。如合肥学院物流管理专业，

利用与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深度合作

的有利条件，积极促进德国物流协会在合肥建立分

会，并以此为契机，联合德国物流协会合肥分会、安

徽省物流协会、德国大陆轮胎公司（合肥）等有关企

业，建立了由 １５０多家企业组成的专业“企业网
络”，实现“企业”“学校”“协会”之间的融合、互动，

推动校企深度合作。

３．３．２　校企共建校内“嵌入式”实验室
所谓“嵌入式”实验室是指学校提供场地，企业

提供设备，在校内建立集研发、教学为一体的实验

室。如通信工程实训实验室由学校与企业联合共

建全网实验平台（所有设备均为在网运行设备）、光

传输平台、光接入平台、三网融合平台和数据通信

平台的实验室，承担“移动通信技术”“数据通信与

计算机网络”和“光纤通信”等课程的实训教学，以

及综合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等实训实践教学任务。

再如“互联网 ＋智能信息处理协同创新中心”可以
根据专业特点，把产业与教学密切结合，校企相互

支持，相互促进，把“互联网＋智能信息处理协同创
新中心”打造成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科技服务为

一体的综合性创新和协同育人平台，形成学校与企

业浑然一体的育人模式。 （下转第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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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独立的，任务是通过对在所有领域具有反应迅速，为应用和成果转化为导向性质的研究提供支持，从

而系统地促进知识与科技成果在该区域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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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综合大学与科学研究
根据洪堡的观点，大学的本质和存在的意义首

先在于从事科学研究。作为知识的总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ｌｉｔｔｅｒａｒｕｍ），大学在不断描绘一颗充满新发现的知
识之树。这棵美丽的树生生息息地不断成长。它是

如何壮大的呢？是通过研究新知识。但这不是随意

的一种研究，而是以寻求真相为义务，以追求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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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动力的研究。但对于具体的研究者，他们是如何

从事知识型的研究的呢？首先，他搞明白了一些东

西，然后，在已被理解并认识的事物的基础之上，就

会出现很多后续问题，进而对这些问题产生出探索

的兴趣。也就是说，研究工作是沿着一个知识链进

行的：一个新发现激发下一个新发现的产生。这种

在人们头脑里对新知识的追求便形成了研究的动

力。研究的兴趣也只会出现在人类的头脑中，而

且，在已被理解的事物的基础之上，这种兴趣会不

断地增长。知识链在人们、在学者们的脑海里一旦

形成，便会让人穷尽一生去继续探索。刚刚获得的

发现的终点就是追求下一个新发现的起点。这就是

本文所说的以追求知识为动力的研究，或者简单地

说就是基础研究。显然，它是综合大学的任务。

２　如何推动综合大学的科学研究
让我们来看看德国科学基金会（ＤＦＧ）。自

１９５１年以来，它是一个促进科学发展和研究的注册
协会，其成员是综合大学以及具有“普遍重要性”的

科研机构与研究院。２０１６年，该协会的资金预算达
到了２９．９亿欧元。

有了第一次，也就可以有第二次。成立了一个

协会，也就可以再成立一个。所以，成立了德国科学

基金会，就还可以再成立一个协会，但其主要成员

应该是那些从事应用研究和科学成果转化研究的

高校。由于这些高校承载的任务对于公共利益来

说同样重要，因此，联邦政府也应当给这个协会与

德国科学基金会同等高额的资助。也就是说，德国

的应用科学大学必须成立这样一个协会，联邦政府

也应当给他资助。没有事情是不可能办成的。问题

只有一个，就是是否有人启动相应的政治决策

程序。

我们还是先回到一个问题上来，就是德国科学

基金会如何推动其成员的科研活动。他们虽然有

数以千计的项目和标书，但处理程序都是始终相同

的：申请人先要说明他的科研计划，在计划里，申请

人应当承诺，通过研究项目会在自己的学科里获得

新发现。此外，标书的形式要求必须满足，另外还必

须提供证据证明确实具备有为了获得所承诺的新

发现而需要的先决条件。接下来，德国科学基金会

会确定一个专家小组，由它来评价承诺的新发现是

否可能发生，是否满足因此所需具备的条件，以及

新发现的重要性是否与申请的资金成正比。当然，

只有十分了解相关学科的研究现状才能真正合理

地预测出承诺的新发现是否有可能出现。因此，专

家小组由同级别的同行组成，这些同行自己也在该

领域研究，他们十分了解学科的发展状况，并知道

如何判断承诺的新发现的重要性。简而言之：在进

行了同行评审，也就是调查了相关科学界成员的意

见后，德国科学基金会才会对提出的申请作出决

定，确定拟进行的项目是否有望获得新发现，以及

所申请资金的规模是否与承诺的新发现的重要性

相符。

顺便说一句：像这样的专家小组从来都不会质

疑自己学科存在的意义和用处，因为这些专家自己

就是该学科中科学界的一员，正是他们每一个人在

一起共同支撑了这个学科。有谁会质疑自己创造

的东西吗？基于这种自我推介的性质，一旦一个项

目进入了系统，就会比一个属于未知中的学科的项

目更容易获得资助。就此而言，需要明确的是：整

个评审程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就所申请的项目

是否已存在一个相关的“科学界”（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ｙ）。如果申请的项目没有相关的科学界，那
么，这个项目会面临两种可能性，一是对它可能根

本无法做鉴定，二是可能会由其他科学界的科学家

来鉴定，但他们绝不会像专属的科学界一样凭借足

够的基本理解去鉴定这个项目和想法。

３　应用科学大学为什么也搞研究，如
何搞研究

　　１９７１年，德国科学基金会成立２０年后，一种新
型的高等院校登上舞台。我们一开始称之为高等专

科大学（Ｆａｃｈ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这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大
学呢？这类大学的作用和任务其实从其英文副标

题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便可以看出：就是
应用科学大学，这也是这类大学现在被冠以的名

称。同时，这个名称也体现了他们的职责：应用科

学、把知识转化给社会、通过从事以发展和创新为

导向的研究使自己为所在城市、当地企业、社会和

社区机构发挥作用，并以此让年青人们在接受学术

训练（ａｋａｄｅｍｉｓｃｈｅＡｕｓｂｉｌｄｕｎｇ）的同时为今后的职
业做好准备。让人们为职业做好学术及实践方面的

准备而进行知识转化，这就是应用科学大学的使

命，其所有内涵都编译在了“应用科学大学”这个代

码之中。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为什么这种类型的大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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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搞研究的问题。有些机构的任务是传授那些已经

成熟的知识，我们称之为学校。还有一些机构传播

不完全成熟的、还处于形成过程中的知识，我们称

之为高等院校。这便是他们的特征：传播不完全成

熟的知识，更准确地说：不是给人传授知识，而是让

他们参与知识形成的过程。这也便意味着：高校的

教学需要研究，否则在高校搞的就不是高等教育中

的教学，而是中小学式的教学。教学只有通过科学

研究———无论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还是科学成

果转化型的研究———来丰富，才能使在高校的教学

成为高校教学。

应用科学大学需要搞研究，这一点自从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在各州的高校法中确定后，就更是毫无
疑问的了。但应用科学大学搞的研究与综合大学有

所不同。因此，我们需要在这里把应用研究与基础

研究进行一下比较：

我们已经看到，综合大学的基础科学旨在获得

新发现，因此，基础研究是从描述一个问题起开始

的，而这个问题的提出又是建立在之前已经理解的

事物基础之上。新知识不断地一环又一环衔接在

旧知识上，因此，这颗知识之树的枝节越多，人们就

越想让它伸展得更远。然而，以应用为导向的研究

却需要描绘这棵树的末节：即项目结束之后必须要

得到这样和那样的结果，必须行得通，在此，“这个”

问题需要通过应用知识来解决。谈到应用，有一个

向你提出问题的合作伙伴必不可少。不是“我”自

己提出这个问题（追求知识的渴望），而是我的合作

伙伴，外部的世界。所以说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来自

外界的问题。这里首要的不是对过程的理解，而是

如何应用，也就是功能性，以及是否解决了别人提

出的问题。所以，当你开始思考如何以最佳的方式

达到追求的目的时，你就开始了应用研究。知识型

的研究从起点开始，而应用研究则从终点开始。起

点和终点的不同，这就是两种研究模式之间的

差异。

尽管应用研究应涉及一个外界给定的问题情

境，但从事研究的具体学者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仍然

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是这个过程的主人。他绝不应

当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服务提供者，而是与从事知

识型研究的学者一样，本质上也是出于对解决问题

有内在的渴望而从事研究。

本人想说的是，在传统的综合大学，也就是“科

学之地”，关乎的是科学，而不是科学的应用。因

为，在那里谈科学的应用，科学就在那里停止了。

科学的逻辑是，知识之树仅靠一系列知识链维系在

一起，实用性的问题无关紧要，甚至是障碍，因为它

会阻碍对真相的寻求。毕竟，你想知道究竟是怎么

回事，而不是这样的东西对我们人类来说是否

有用。

但是，应用科学总是与那些目的性强，能发挥

实用价值的知识打交道，否则是无法对它们进行应

用的。在应用科学大学，对新知识和真相的追求并

不重要，他们注重的是那些受鄙视的东西：用处，科

学怎么才变得有用。把科学变得对本地区的企业

有用，对人们为职业做好准备有用。应用科学大学

不是搞（育人式的①）教育 （Ｂｉｌｄｕｎｇ），而是为人们
做学术性的职业准备。完全不同的背景，完全不同

类型的大学。

４　科学成果转化作为高校的第三个
也是新的绩效维度

　　２０１４年７月，德国科学委员会发表了《德国科
学发展展望》，提出了其发展建议。科学委员会认

为，一所现代化的大学应当不仅为科研和教学服

务，也应当在另外两个“绩效维度”———即“知识转

化”和“提供科学基础设施服务”———贡献力量。在

这四个维度构成的空间内，综合大学和应用科学大

学应当在未来继续发展自身特色，以使德国的整个

高校事业会有越来越强多维度的差异化发展。４年
前，在２０１０年关于“高校发展差异化”的建议书中，
科学委员会还提到了更多可以考虑的绩效维度，但

到 ２０１４年就只有了４个维度。２０１４年，即德国科
学基金会成立６３年后，科学成果转化突然作为第
三个绩效维度被提高到了与教学和科研相同的

地位。

近些年来，国家和社会对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

期望和要求发生了巨大变化，并且变化速度也在加

快。研究与教学，洪堡与教育，在封闭的德国高等教

育区内，这些总是被神圣、深情、狭隘地拿来展示给

自己看的东西，却恰恰使在欧洲大范围内的决策者

们觉得远远不够。人们对高校的期望加增了：人们

希望高校能够自己负责把科学变为实用的价值，希

①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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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知识能够得到真正的转化，并且不是因为偶尔有

一位学者愿意降低身份去写一篇科普文章，而是知

识在一个不断被设计并预先确定的过程中得到转

化，并且这个过程应当占据高校各种活动中的很大

一部分。

欧盟委员会于２０１７年５月３０日向欧洲议会提
交的《关于更新欧洲高等教育议程》的文件便可证

实这一观点。在文件里，欧洲高等教育体系受到严

厉批评，欧盟委员会论述了采取措施进行变更的必

要性。主要的批评点有：（１）学生没有学到需要学
习的东西。（２）不适合上大学的人上了大学。（３）
激励制度无济于事。最重要的是，文件在（４）中对
所谓的“创新缺口”提出了许多批评：“高等教育机

构通常没有对整体经济，特别是对当地经济的发展

做出创新贡献。”这种批评贯穿于整个文件，甚至

欧盟的博士生教育也包含在内：“与美国和日本相

比，在欧盟，在学术界之外工作的博士生人数太少。

高等教育机构必须改变这个现状，比如通过在博士

生培养中加强知识应用的部分以及增多与将来雇

主的互动”。欧盟委员会也希望有更多人在博士研

究过程中或者通过他们的博士研究为今后在劳动

市场就业做好准备。顺便要提到的是，这点也为德

国的应用科学大学在争取博士学位授予权的斗争

中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论据。

这意味着什么？将来，联邦政府、州和欧盟会更

多地要求高等教育机构承担把科学知识变成有益

于创新的责任。高校要实现三级跳：获得知识 ———

研究应用———创造使用价值，也就是：研究———转

化———创新。德国的高校必须自己完成这样的三级

跳。作为一所大学，仅仅寻找纯粹的科学发现，之后

高呼：剩下的事让别人来做吧！这已经远远不

够了。

现在，应用型大学，特别是应用科学大学的时

代到来了。这种大学模式的本质是“科学成果转化

和教学”：正如当年的年青人们在洪堡通过积极参

与研究而修身一样，现在的年轻人们可以在一所现

代化的应用科学大学为将来的职业做准备，从而接

受学术训练 （ａｋａｄｅｍｉｓｃｈｅＡｕｓｂｉｌｄｕｎｇ），在这种学术
训练中，他们可以参与到学校许多面向经济界、社

会或者政府的科学成果转化过程中去。一种大学

模式以教育和研究为本，而在另一种模式中，学术

训练和科学成果转化是特色。

所有的科学成果转化都需要有一个知识转化

的接受方。知识的应用者取决于应用的性质，应用

者可以是经济界、文化界、城市、社会和社区机构

等，他们也都应当是应用科学大学在人才培养中的

重要合作伙伴。与之相比，洪堡式的科学从一开始

就不要受到任何政治、宗教、商业的约束，以便实现

完全按照自己的逻辑、自由且不受限制的发展。

为了实现科学成果转化而与当地经济界、社

会、社区机构建立联系，这明显是应用科学大学办

学理念体现的优势：为了让知识得到应用，科学与

经济建立伙伴关系，在两个世界之间架起桥梁。如

果我们让年青人们参与我们任何的一个转化过程，

那我们就是让他们在这座桥上行走了，也正是通过

这样的方式，我们让年青人们在应用科学大学为他

们今后的职业做好准备，因此，谈起就业能力，在应

用科学大学是再自然不过的了，而在综合大学却是

不愿意被提及的。

５　如何促进科学成果转化这个绩效
维度的发展

　　首先，我们已经明确，科学成果转化作为确实
独立的一个绩效维度，不管怎样都不能像基础研究

一样被对待和促进。基于以上论述，这一点是显而

易见的：不同于追求真相的科研，转化项目最关注

的是通过科学想法或方法为应用者创造实用价值。

在此，实用价值必须最大化，而不是科学知识。把

科学成果转化作为高校的任务是在德国科学基金

会成立了６３年以后才确定的，因此，这个机构根本
没有设置推动该维度发展的措施，也没有为此做好

准备。为什么没有呢？

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把一所大学容易出成

果并且很有意义的转化和创新项目归类到一个单

一的学科，因为这种项目通常都具有跨学科及贯通

学科的属性。而且，大家事先都很清楚，通过这样

的项目是不会获得科学新发现的，因为这根本也不

是目的。从项目一开始，知识就是放在那儿的，这里

关乎的只是怎么应用。因此，科学基金会的理念—

也就是获取知识、寻求真相、科学界审查：所有这些

都无法在这里发挥作用。

谈到具体的科学成果转化项目，每一个都是独

特的，因为它们是以解决应用问题为导向的，是一

种以结果为出发点的研究，并且，有关应用的问题

不是由学者来定义的，而是由以后的用户来定义！

在此提出本人的观点：就科学成果转化项目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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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会有应用者和使用者，而永远不会有一个你可以

让他做评审的科学界。通过这样的项目也不会有

你想引人注意的科学新发现出现，因为这根本不是

这类项目的目的。基于此，科学成果转化项目不属

于科学基金会管辖的范畴，它也绝不是为这些项目

设立的。

科学成果转化不能等同于研究。创新也不能等

同于与研究。通过加强地方上各机构、企业、高校之

间的紧密合作，推动区域科学成果转化和创新事

业，这不是德国科学基金会设立的初衷，也不是其

定位。简言之：德国在这里不需要科学基金会，而

是需要一个科学成果转化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有与

科学基金会不同的定位，不同的目标，不同的资助

机制，不同的评审规则，而且是另外一种专家体制！

随着机制“转化”已经彻底成熟，成果转化被确定为

德国高校的一个绩效维度，我们在德国科学基金会

成立 ６６年后，需要一个本质上全新的资助机构，与
德国科学基金会相比，它应当承载类似的基本使

命，并且作为协会获得与德国科学基金会同等的资

助经费。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需求现在已经难以忽

视了：我们要求联邦政府，最终设立一个德国转化

与创新机构。现在是时候了！

６　欧洲已经走在先，并考虑如何系统
地推动科学成果转化和创新

　　德国的应用科学大学并不是唯一提出设立一
个科学转化基金会要求的机构。在欧洲，人们也有

非常相似的考虑。人们已经认识到，仅存在一个对

应德国科学基金会的欧洲研究理事会（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ｕｎｃｉｌ）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个欧洲创新
理事会（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Ｃｏｕｎｃｉｌ），即欧洲层面
对应德国科学转化基金会的机构。就此呼吁大家集

思广益，已经有一组专家现在也正在讨论并考虑如

何设计这样一个机构。

最近已从布鲁塞尔传出消息，得知第九研发框

架计划将加大对应用型高校科研的资助。现在，欧

盟第九研发框架计划的三大核心价值观已经确定：

“卓越创新”“开放性”和“影响力”。欧洲要更多地

挖掘科学的实用价值！更多应用！更具影响力！要

实现这些就需要一个新的资助体系，它就是欧洲创

新理事会。顺便提一下，在布鲁塞尔的文件中，“影

响力”一词的使用非常频繁。“影响力”较之实用价

值有什么不同？欧洲地区几乎已在高频率使用“影

响力”这个词，这就很明显地表明人们想推动一种

有实用价值的科学的发展。这种科学会导致我们

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现实发生巨大的变化。从这种

科学信奉价值视角来看，

“欧洲拥有世界一流的科学，但我们缺乏能够

创造市场的颠覆性创新，我们最需要的是把最佳创

意转化为新的工作岗位、商业和机遇。”欧洲研究、

科学与创新委员卡洛斯·莫达斯说到。什么应当

受到资助？即：“能够提高区域影响力的重要伙伴

关系”和“能够创造市场的创新”。具有创新力的想

法会创造快速增长的市场，因此，我们在德国也需

要设立一个德国科学成果转化协会。一方面，我们

有德国科学基金会，它在做资助决定时以获取科学

新发现为导向，通过同行审议的方式进行评审；另

一方面，德国科学成果转化协会应着眼于科学应用

产生的最大社会经济效益，在此重要的不是优秀的

科学研究者，而是创新者。

显然，德国的创新体系也存在差距：虽然不断

有科学新发现，但没能把它们充分转化到产品和生

产过程中去。强大的基础研究与从科学发现中获得

经济和社会效益的能力之间的差距正在变大，这对

整个德国中小企业的竞争力和创新实力产生越来

越消极的影响，而这些中小企业正是确保我们经济

繁荣的最重要的主体和保障。这种负面发展特别

体现在例如创业公司数量回落或创新率下降上面。

仿照备受欢迎的“创新大学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计划，德国转化与创新机构的使命将是
资助那些能够实现创新和科学成果转化的应用研

究，它应当不去考虑大学属于什么类型，也不受政

党活动（经常是一些短暂的“时尚节目”）的影响。

在高校校长联席会议应用科学大学成员小组的一

份立场书中提到：“德国转化与创新机构将建立一

个以科学为主导、独立的体制，以便系统地、在结构

上促进建立在应用研究基础上的创新转化。除了

提供项目资助外，它还应当使创业和持续性建立科

学界、经济界、社会机构以及公共服务部门之间的

合作体制成为可能”。

莫达斯的工作组已经认识到了起决定性的一

点：“让我们改革方案的评审机制，关注市场创新。”

德国科学成果转让基金会与德国科学基金会之间

最显著的区别应当是不同的评审程序。毕竟，一项

以科学新发现为目标的研究和侧重可利用性的研

究———正如德国转化与创新机构要支持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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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有极大区别。在第一种情况下，来自同一科学界

的同行评审至关重要，但在第二种情况下，需要调

查的是以后的用户的评估，也就是要吸收合作企业

的代表进入评审委员会，由这样的评审委员会来评

价一个科学想法的利用潜力。

设立一个德国转化与创新机构已迫在眉睫！

和其他任何政治进程一样，首先必须充分论述提出

主张的理由，然后把它带入政治进程，之后需要坚

持不懈地，系统化地跟踪。没有任何东西是白送

的。我们必须预计到会有来自各方面的强烈反对

意见，尤其是那些直至今日仍从以推动基础研究为

目标的体系受益的相关方，他们必然不愿意与他人

分享利益。但是，那些与我们有相似处境和兴趣的

群体，必然会是我们的同盟，例如德国的中小企业、

德国联邦中小企业联合会（Ｂｕｎｄｅｓｖｅｒｂａｎｄｄｅｒ
Ｍｉｔｔｅｌｓｔｎｄｉｓｃｈｅｎ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工业研究协会工作联
合会（Ａｒｂｅｉｔｓ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ｌｌｅｒ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ｓｖ
ｅｒｅｉｎｉｇｕｎｇｅｎ），或许甚至包括弗劳恩霍夫协会
（Ｆｒａｕｎｈｏｆｅｒ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总而言之，现在的时代
是有利的，企业和社会都需要应用研究、科学成果

的转化和愿意创新的大学。任何一个重大变化都

是从小变大的，让我们开始行动吧！

本文为作者２０１７年９月６日在ＨＩＳＨＥ高等教育发展
研究所举办的“应用科学大学战略发展”研讨会上的演讲

稿。本文保留了演讲稿的风格。

（翻　译：陈　颖②）
［责任编辑：文　竹］

　　② 陈　颖（Ａｓｓ．ｊｕｒ．ＹｉｎｇＬａｃｋｎｅｒ），女，德国法学硕士、持德国司法职业资格、德国法院中德文宣誓公证翻译、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

学大学汉语教师，从事中德商业及项目咨询、项目管理、中德文翻译（尤其是法律、经济与教育领域）、汉语教学等工作，现居德国；Ｅ－ｍａｉｌ：

ｙ．ｌａｃｋｎｅｒ＠ｈｓ－ｏｓｎａｂｒｕｅｃｋ．ｄｅ。

（上接第４页）

３．３．３　校企共建产学合作平台
结合学校学科专业特点，有效引入优质企业资

源，校企共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将企业生产、研发体

系与专业实践教学紧密联系起来，将企业生产全过

程融入到教学中，培养学生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

３．３．４　校企共建应用研究平台
基于创新发展的需求，学校和企业共建应用研

究平台，形成校企合作的长效机制，持续有效地开

展适应地方发展的应用研究，使得校企双方在融合

过程中共同受益。

随着人们对应用型本科人才研究和探索的不

断深入，产教融合的作用会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会重视。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
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７〕９５号）。
笔者认为，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会有越来越

多的企业行业参与其中并给予支持，作为产教融合

主体之一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只要勇于探索，大胆

实践，产教融合“两张皮”的问题就一定能够较好地

解决，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就一定能够

实现有机衔接２，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新型大学产

教深度融合的新机制、新模式也会越来越多，新型

大学之路也会越走越宽阔。

参考文献

［１］张华．当前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存在的问题及创新模式
研究［Ｊ］．现代经济信息，２０１７（３）：３９５３９７．

［２］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办发
〔２０１７〕９５号）．（２０１７－１２－１９）［２０１８－０２－２５］．ｈｔ
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７－１２／１９／ｃｏｎ
ｔｅｎｔ＿５２４８５６４．ｈｔｍ

［责任编辑：李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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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产教融合，加快内涵发展
———民办高校应用型办学路径探索

邱　克
（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合肥　２３１２０１）

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和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新建民办高校从外部环境到内部发展都面临许多新的难题
和挑战，党的十九大展示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和战略部署为民办高校发展提供了最大的发展

机遇。新建民办高校如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近年来民办高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实践探索，证明产教融

合是新建民办高校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加快内涵发展，提升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民办高校；机遇和挑战；产教融合；应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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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
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要

“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

内涵式发展。”［１］这一重要论述为高校未来发展进

一步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给高教战

线的同志以极大的鼓舞。深化产教融合，既是高校

自身发展进步的迫切要求，更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所必须。本文以民办高校为例，对产教融合的实践

探索作一分析，以期大家指正。

１　产教融合是提升新建民办高校办
学内涵的重要途径

１．１　产教融合是民办高校明确定位，走出发展瓶
颈的重要途径

我国现有近千所民办高校，大多诞生于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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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大众化时期。民办高校作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

一个重要补充，促进了高等教育在办学体制机制、

办学资源和办学模式等方面的多元发展。近年来，

随着国民经济和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民办高校与

同类公办高校的差距逐渐拉大。一是国家财政对

公办高校办学经费的投入大幅增加，使公办高校在

办学条件、实验实训、师资队伍等方面有明显改善。

二是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指导不断加强，队伍建设、

人员培训、规范化管理、质量保障、内涵发展等方面

抓得越来越紧。公办高校的社会知名度和办学质

量信誉不断提升。三是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

达４２．７％。“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现象已成
历史，对广大学子来说，已不是能不能上大学，而是

如何争取上优质大学的问题。因此，越来越多的优

质生源涌入公办高校。反观民办高校：在办学定位

上，缺乏对新形势下自身发展方向的战略研究，盲

目追求高大上，应用型办学定位不够明确。在管理

上，缺乏“向管理要质量效益”的意识，追求急功近

利走捷径，不愿做艰苦扎实的工作。在队伍建设

上，重使用，轻培养。人员流动大，骨干队伍稳定性

差。加之生源竞争激烈，办学经费相对紧张，社会

负面评论时有出现，办学质量信誉有所下降。可以

说，很多民办高校与同类公办高校已不在一个起跑

线上，如果民办高校不能准确定位，另辟蹊径，继续

与公办高校在学术研究、科研成果等方面进行竞争

较量，那就只能延误自身发展。

目前，我国的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

量发展阶段，对劳动者素质和受教育水平都提出了

新的要求。为此，党中央国务院一再强调，要解决

好高等教育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同质化倾向和毕业

生就业难、就业质量低等问题，并颁发了“关于引导

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

（教发［２０１５］７号）［２］。民办本科高校一定要认清
形势，放下身段，更接地气，把“以社会需求为导向，

以职业教育为主”作为办学和人才培养的主要目

标。加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既可促进学校师生

对社会快速发展的了解，促进知识更新和实践能力

提升，也可弥补学校师资薄弱、教学内容滞后于社

会经济发展的不足，促进学校深化教学改革，提升

教学质量。这是民办高校扬长避短，发挥自身优

势，勇于另辟蹊径，借社会之力为办学之力，引社会

资源为育人资源，提升内涵，特色发展，走出发展瓶

颈的重要途径。

１．２　民办高校走产教融合之路的机遇与优势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宏伟蓝图和战略部署，并对高等教育分类发展，完

善职业教育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这既为我们指明了发展方向，又为深

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坚信今

后国家一定会不断推进这一决策，新产业、新业态、

新技术必将在很多新领域培育新的增长点，这些都

是民办高校走产教融合、应用型办学之路最大的机

遇。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院

校向应用型转变的部署，更是对民办高校走产教融

合、应用型办学的直接和具体的指导。近年来，民

办高校开展产教融合热情高涨。在此大背景下，民

办高校走产教融之路存在许多优势，其一是民办高

校多次牵头承办以应用型办学和产教融合为主题

的全国性和区域性大会，参会高校和企业最多达三

四百所。会议加强了经验交流和新思想的碰撞，又

在全社会营造了良好氛围，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其二是民办高校多由企业举办，与企业有着更

多的联系。民办高校的专业设置多与地方产业联

系紧密，并已有较好的办学基础。如本人所在高

校，以工科为主，工科专业占比达６５％。民办高校
中的中青年教师多有过在企业工作的经历。有的

学校，教师中有企业工作经历的高达５０％左右。因
此，民办高校更容易开展校企合作，实现产教融合。

其三是民办高校办学机制较为灵活。尤其是

在用人和师资队伍建设上，有更多的自主权和灵活

性。如学校从企业聘请兼职教师，他们自编教材，

讲最新的技术和学科发展。教学方式灵活，可以把

学生安排到企业去上课。学校还从公办高校聘请

了一批刚刚退休，身体健康、高学历、高职称、高素

质的教师，他们中一部分人除承担教学外，还承担

了学校教学科研等的领导和管理工作。他们不仅

教学科研管理经验丰富，而且还有丰富的教学管理

资源。他们的学生、同事、朋友常常为促进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并积极参与和推

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近几年，解放军军校中刚

退休的高学历高职称人员，年龄在５０岁左右，他们
来到民办高校，在教学科研、团队建设和产教融合

中发挥了重要的骨干作用。

其四是民办高校的学生虽然高考的分数低一

些，但兴趣广泛，动手能力强，就业导向比较明确，

参加校企合作，到企业学习的积极性高，稳定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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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新建民办本科院校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的实践探索

２．１　以转换观念为先导，打好产教融合思想基础
陈宝生部长在谈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时说，

“只有把专业建在产业链上，才能了解产业发展的

现状；知道需求，才能提供供给”，并指出，“我们的

办学理念，整个社会的理念都不适应”［３］。对于民

办高校定位于应用型和以职业教育为主，对于走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之路，很多民办高校的领导、老

师、学生家长都有顾虑，担心是否会影响学校人才

培养的质量，是否会降低学校的办学层次和在社会

上的质量信誉，是否能实现预期目标等。近年来，

很多民办高校围绕应用型办学定位和产教融合，开

展“为什么”和“怎么做”的教育思想大讨论，通过

学习文件、专家讲座、外出考察交流等，认清形势，

查找差距，找准定位，明确职责、任务和工作路径。

振奋精神，克服惰性思维和畏难情绪，增强责任感

和使命感，努力提高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育应用

型人才的能力和工作质量。加强以“工匠精神”为

核心的校园文化建设，努力为社会提供好两个优质

的公共产品，即弘扬工匠精神和培养大国工匠。

２．２　以修订完善人才培养方案为前提，落实产教
融合运行基础

人才培养方案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纲领性

文件，是学校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也是落实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的运行基础和人才培养质量的保

证。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既要准确把握社会对人才

素质的要求，又要切合学校实际。还要请行业和企

业专家来把关。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要注重在明确

专业服务面向和人才培养目标规格的基础上，列出

专业所对应的主要职业岗位、关键能力、能力要素

和主要支撑课程，进行模块化课程设计和具体实施

方案。注重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有机融合。

注重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注重适当加大实践教学

比例，如：确立以社会需求和职业岗位需求为导向，

以能力培养为核心，以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理实一

体化教学为路径，以立德树人，提高应用型人才培

养质量为根本目标任务，实行“三平台，五模块”的

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三平台，即通识教育平

台、专业教育平台、综合能力平台。五模块，即公共

课、公共选修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

修课。

２．３　创新教学内容和模式，打造产教融合建设
平台

一是改造传统课程，深化教学内容改革。课程

是人才培养的核心，是学校内涵建设的关键，也是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的关键。课程设置

要注重基础知识与技能应用并重，注重专业知识与

基础知识的互相协调，注重把创新创业和社会责任

感教育融入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之中。注重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引入行业技术标准作为课程标准，

加强与企业联合开发应用型课程和教材。

二是改革传统教学模式，推行理实一体化教

学。学生反映，有些课程，老师讲过理论后，要隔几

天才安排实践，容易忘记；希望讲过理论立即实践，

或边讲边实践。学校根据教学需要，改革传统教学

模式，推行理实一体化教学。

三是建设基于网络的课程教学平台，推动

ＭＯＯＣ等课程现代化建设。引进社会优质资源，积
极开设网络课程。加大对质量工程的投入，大力推

进“一院一特”项目、精品课程、特色课程项目建设。

四是注重从企业聘请一线专家来校上课。这

些专家不仅带来最直接、最前沿的知识，有时还为

学生创造难得的实践机会。例如，播音主持和表演

专业，聘请了省电视台的播音员来校上课，他们不

仅带来了工作中鲜活的案例，还组织学生到电视台

去认知实践，甚至介绍学生去工作等，使学生爱学

乐学，受益匪浅，专业素质提高很快。

五是鼓励支持各学院开设企业课程，根据课程

需要，请企业专家来校上课和组织学生到企业学

习。通过开设企业课程，使学生更多了解本专业在

社会上的发展情况，使学生对就业方向及个人发展

目标更加明确，有效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

动性。有些同学课程结束后，主动要求到企业实

习。有些同学，课程结束后，抓紧复习考研，争取再

提高。

２．４　以创新创业教育和学科竞赛为抓手，提升产
教融合内涵层次

深化高等教育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是国家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迫切

需要和重要举措，也是提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内

涵层次的有效途径。为全面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４］

精神，一是成立由校长任组长，有行业企业代表及

校内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创新创业教育改革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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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小组，成立创新创业学院，强力推进创新创业教

育工作。二是制定一系列激励机制。实行弹性学

制和创新创业学分互换等。将学生参与课题研究、

项目实验、学科及科技竞赛等予以量化评价并转换

成相应学分。三是鼓励教师学生和企业代表一起

参加各类科技和学科竞赛。学校围绕学科背景，举

办各类创新大赛，培育和孵化一批在校大学生创业

项目。通过各类大赛，促进了校企合作、产教融合，

促进了教师学科知识的更新，培育提升了学生创新

创业能力。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教和产教融合。

２．５　以加强体制机制建设为保障，深化产教融合
深化产教融合，关系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质

量，关系学校内涵发展。产教融合是一项系统工

程，也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既需要改革创新的

胆识和学科专业的支撑，更需要扎实细致的工作。

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和各项制度的保障。还

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支持。从学校来说，首先必须

加强领导力的投入，党政一把手要切实把办学思路

和精力转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做好产教融合上

来。一把手负总责，组建专门班子，专职人员和专

项经费推进落实。二是加大制度建设力度。建立

健全各项激励机制，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切

实提高教师教书育人、实践育人的理念和能力，将

产教融合工作纳入个人和集体年度考核，纳入工作

量计算，纳入奖惩、评优晋级和职称评审等。三是

加大经费投入，确保有较充分的专项经费保证。

产教融合是民办高校加快内涵发展，提升应用

型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实践证明，通过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学生受益，企业受益，参加合作的

老师受益，学校发展受益。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目前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在认识上，无论是学

校的领导、老师、学生家长还是企业领导、社会各界

都须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加强支持配合力

度；从合作融合形式看，特色发展不够；从合作融合

质量看，深层次、高质量合作融合不够。从具体运

作看，由于人员的流动性、企业发展变化等，建立的

基地不够稳定。从合作面看，发展不平衡。产教融

合是一项长期的关系全社会的系统工程，德国“双

元制”教育的成功经验证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

深入，不仅是高校和企业的责任，还需要政府的大

力支持和全社会的共识。中国社会重理论轻实践，

重学术轻应用思想由来已久，根深蒂固。虽然现在

社会上高级技工待遇已不低，但全社会对应用型人

才的重视度远远不够，青年中愿意成为好技工的也

不多。这些都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创

新，不断探索加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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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发展路径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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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现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发展，要改变高等教育体系原有的路径依赖，选择和确定新的发展路径。
新的路径应该是，将办学定位作为高校转型发展的前提条件；在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过程

中，由外延式发展转向内涵式发展；致力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校转型发展的根本要求和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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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引导部分地方普通
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简称高校转型发展，下同）

之后，教育部等三部委联合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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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

《指导意见》，下同）（２０１５年），要求转型发展的高
校，将办学思路转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来，

转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上来，转到培养应用型技术

技能型人才上来，转到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

上来。

在《指导意见》的四个“转到”中，“办学思路”

是学校发展和社会服务的方向，“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是人才培养的途径，“应用型技术技能型”是人

才培养的规格，“就业创业能力”是学生发展所需要

的基本功。

实现高校转型发展的过程，最为关键的是要改

变高等教育体系原有的路径依赖，根据经济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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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需要，转型发展的高校准确办学定位，确定人

才培养的方式和目标。本文的主题是对地方普通

本科高校转型发展路径探讨提出新思考。

１　高等教育体系原有的路径依赖
在社会上长期存在着一个较为普遍的认知：高

等院校尤其是大学，都是要从事学术研究的，培养

的人才也要走学术研究的道路。如果某个大学倡

导或培养“应用型”人才，就会被认为这样的大学层

次不高。这种状况在几十年来几乎作为中国高等

教育体系或办学思路的路径依赖。

按照道格拉斯·诺斯诺思的解释，路径依赖

（Ｐａｔｈ－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是一种惯性。事物的发展一旦
进入某种路径就可能对此产生依赖，并在以后的发

展中不断自我强化。不能全盘否定中国高等教育

体系原有的路径，因为在该体系内培养出了大批具

有很高学术研究造诣的杰出人才，并且为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凡事有一利就可

能有一弊。重视学术人才，忽略应用型人才培养，

导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应用型人才的短缺，而这

种状况至今没有真正得以缓解。

应用型人才短缺状况在许多行业都非常严重。

例如，据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２０１６年的统计，全国
机器人应用型人才的缺口高达２０万，并且预计以
每年２０％～３０％的速度增长；根据重庆市政府的规
划，２０２０年全市机器人产业销售额达到１０００亿元。
根据这一发展规划测算，需要与机器人产业相关的

应用型人才多达１０万人，但现实是这方面的人才
缺口高达８０％以上；经常有企业高薪招聘高级技工
但仍然不能如愿的消息，说明应用型人才短缺的程

度可见一斑。

当任何一种事物或制度遭遇发展瓶颈的时候，

就会促使人们改变原有的路径依赖去寻求新的发

展方式摆脱发展瓶颈。因此，需要全社会转变对大

学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偏见，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转型

发展也要做出新的发展路径。

２　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路径新
思考

２．１　准确办学定位是高校转型发展的前提
对高等学校的分类是对其办学层次、教育性质

和学科范围等的区别。在分类的基础上是办学定

位问题，而办学定位需要站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

来确定。在宏观层面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的需要，在微观层面要取决于自身办学的传

统、办学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等多种因素。在办学

的过程中，如果偏离了自己的办学定位，无论是偏

离宏观层面的要求，还是与微观层面的实际发生冲

突，其结果都不会实现办学的既定目标。因此，准

确办学定位是高校转型发展的前提。

高等教育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

及文化传承与创新四大基本功能，且随着高等教育

内涵的不断丰富及对社会贡献度的提升，国际合作

与交流等使命逐步列入高等教育功能列表中，高等

教育功能呈现多元化态势。然而，对具体高等院校

而言，它不可能将多个功能等量齐观，而只能最好

地发挥某一些功能。于是，地方普通本科高校一定

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将培养应用型人才作为重

点突破的方向，而不是在学术研究方面与研究型大

学去争锋比肩。如果这种办学定位出现偏差，对地

方普通本科高校的长期发展并非是福音。

教育是劳动者获得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主要渠

道，而受教育者是为了在其职业生涯中取得工作岗

位，职业选择也是每个人最重要的一项决策。职业

是由社会分工决定的不同种类的工作，不同种类的

工作需要专门的知识和技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

业分类大典》（２０１５年）将中国的职业归为８个大
类（党的机关、国家机关、群众团体和社会组织、企

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

人员；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农、林、牧、渔

业生产及辅助人员；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军人；其

他从业人员）、７５个中类、４３４个小类以及１４８１个
职业。

职业的多样化使得教育的类型呈现出多层次。

如果将高等院校培养的人才进行分类的话，有的高

等院校重点培养可能成为专家学者的研究型人才，

而有的高等院校则着重培养从事某种工作的应用

型人才。寻求事物的本质特征和未知领域更多的

交由研究型人才来做，而适应现实需要使用或操作

机器设备的具体任务更多的是应用型人才去完成。

实际上，研究和应用二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只是

在社会分工中的大致划分。

２．２　内涵式发展是高校转型发展的现实要求
事物的发展可以归纳为外延式发展和内涵式

发展两种方式。前者是指通过规模的扩张和数量

的增长来实现发展，而后者则主要强调组织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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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等内部要素来实现发展。这两种发展方式对

于事物的发展都不可或缺。也就是说，在一定条件

下需要外延式发展，而在达到一定规模时又需要内

涵式发展。如果片面强调一种发展方式，事物的发

展过程就不会理想。

当高等教育的规模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

需要，以及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提供更多高等教育的

机会，就必须扩张高等教育的规模。不过，规模扩

张的结果可能带来规模经济，也可能达不到预期经

济效应。２０００年前后中国不少高校的合并，有的大
学合并以后整体实力显著提升，而有的大学合并以

后并没有达到理想的结果。

在高等教育需要规模扩张而规模不足的情况

下，片面强调内涵式发展，也不能实现高等教育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以及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

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随着中国的高等教育规模

扩张阶段的结束，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由规模扩

张的外延式发展，转向提高教育质量的内涵式发

展。尤其是，内涵式发展已经是高校转型发展的现

实要求。如果将中国高等教育曾经的规模扩张喻

为“圈地运动”时期，那么现在的内涵发展就是进入

了“集约经营”时代。

理论界对高校转型发展尤其是内涵式发展，已

经有广泛的讨论。例如，高校内涵式发展是积极和

进步的发展，是高校功能和品位的提升，也是高校

相关要素品质的改善与优化［１］；将提高教育质量作

为内涵式发展的目标，以学生和教师发展为根本，

以专业特色打造学科特色，以学科特色铸就学校品

牌［２］；内涵式发展是将高校的内在要素进行科学组

合与互相作用［３］。上述讨论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

内涵式发展对于高校转型发展的要求。

早在２０１０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国家中长
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简
称《教育规划纲要》，下同）就提出，树立以提高质量

为核心的教育发展观，注重教育内涵发展。因为教

育是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所以注重教育内涵发展

就是强调教育质量观。人力资本是受教育者在其

教育的过程中有价值的知识和技能。对于个人而

言，接受教育获得的人力资本积累的质量，使得劳

动质量有很大的差异，由此决定的收入就有很大的

差别。拥有的人力资本越多，收入水平就越高；对

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而言，决定经济增长最重要

的因素是人力资本或劳动质量，而人力资本或劳动

质量正是劳动者拥有的知识和技能的具体体现。

对于教育的最终产品学生与普通产品一样，都

是“质量为王”。而且，教育产品的质量比普通产品

的质量更为重要。一个国家可以从外国购买先进

的机器设备，但只有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的劳

动者才能使这些机器设备充分发挥应有的效率；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国德国和日本的有形资本

遭到重创，但大部分人力资本和技术并没有被摧

毁，因而使得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得以比较快地恢复

起来。

２．３　高校转型发展需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
高校转型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并行不悖。允

许和鼓励转型发展的高校在如何转型方面的实验

和探索，只要着眼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高校转型

发展的路径选择就不会偏离教育的长远目标。

２．３．１　教育的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的关系
踏进企业大门就能立即“上手”承担起所分配

的工作，这样的毕业生既能迅速为企业带来效益，

又可以减少企业的培训成本，企业必然乐意接受他

们。不过，岗位对接只是课堂教学短期目标的完

成。如果以是否能够岗位对接来衡量高校的教学

水平以及学生的能力，转型发展的高校很可能将主

要精力放在岗位对接这种短期目标方面，势必将其

作为重要评价指标。

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就业率，

它表明社会对毕业生的需求程度。引导地方普通

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来提高就业率，缓解大学生就业

难，也是题中应有之意。于是，为了提高就业率，不

少转型发展的高校将教学的内容要与设想的岗位

对接。所谓岗位对接，简单地说就是学什么就干什

么，是所学的专业技能和所从事的工作的契合。因

为学生实现了岗位对接，也说明课堂教学暂时满足

了企业的需要。不少高校也尝试为用人单位订单

式培养。订单式作为一种人才培养模式，也是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的具体化。

岗位对接和订单式等的教学要求做法，在短期

内能够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率。在毕业生就业压力

很大的情况下，高校作为劳动力的供给者，致力于

增加学生的就业数量也值得肯定。但是，不能将培

养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局限在岗位对接，并且能

够接受工作“上手”的要求。更不能将就业率作为

衡量高校转型发展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这是因

为，“只关注就业率高低容易将高校变成职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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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从而使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进一步失去社会吸

引力”。［４］

为了达到让学生踏进企业的大门就能与岗位

对接，主要做法是压缩课堂教学的课时数，增加实

际操作环节的课时数。这种处理方法通过重新编

排教材的内容，或者根据学生和专业的实际自编教

材，保持教师对教材核心内容和专业技能的传授，

就不会偏离本科人才培养规格的基本要求。不过，

需要掌握的尺度是，重视实际操作而轻视专业基础

知识的学习。本科院校与高等职业院校的重要区

别，在于本科教育具有通识教育的显著特征，而高

等职业院校更注重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

采取岗位对接的教学方法，订单式培养模式等

来提高就业率，但教育长远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大学毕业生踏进企业的大门走上具体的工作

岗位，企业容易接纳那些在短时间内就能很快“上

手”工作的毕业生。但在长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才是教育的长远目标。教育使得受教育者积累有

用的和有价值的知识和技能。在一个日新月异的

世界中，教育能教人理解新的环境并从中获利。［５］

《教育规划纲要》更明确地提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和适应社会需要，是衡量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因

此，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在转型发展的过程中，教学

的短期目标一定要围绕着教育的长期目标来设计

和实施，而不是拘泥于完成短期目标忽略了长期

目标。

２．３．２　权衡知识结构和专业技能的关系
知识结构相对完整和合理，专业技能扎实是个

人发展的根基。大学教科书中有的理论知识，在实

际工作中好像“用处”不大，甚至没有什么“用处”。

例如，在会计工作中不会有“边际成本”的核算，企

业的生产经营也不会涉及这种成本概念。但是，会

计学专业的学生在学习理论经济学的过程中，边际

分析提供的是一种分析方法，对学生的思维能力是

很好的训练。如果将新的思维能力用于或迁移至

其他领域，将会成为创造性思维的基础。因此，即

使是想成为应用型人才，也不能是一个纯粹的功利

主义者，着眼于未来的发展是每个人所希望的。

大学教育的专业和课程设置，重要的功能和作

用是让学生有开阔的视野，掌握分析问题的工具和

方法，而不是僵化和教条的书本知识。否则，就可

能面临新技术、新业态而一筹莫展。在经济社会不

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面对变幻莫测的社会需求，

那些知识结构相对合理和专业技能扎实的人，要比

知识结构不完整的人能够更快地适应变化。或者

说，之所以教育能够教人理解新的环境，是因为它

提供了能够理解新环境的知识。正如培根所言，知

识就是力量。

知识结构和专业技能两者不可偏废。基础知

识是对专业技能的指导，而专业技能是基础知识的

实际运用。那些受过良好的基础知识教育的人，往

往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更快地学习新的技能适

应新的工作岗位。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在“一带

一路”的经济走廊，如果企图在国际贸易中赚得更

多的财富，对于那些能够使用外语交际、熟悉国际

贸易基本知识和规则的人往往会抢得先机。总之，

知识结构和专业技能是影响个人工作选择和适应

环境变化能力的重要因素。教育者和学生双方都

要权衡知识结构和专业技能的关系，使得两者达到

合理而均衡。

３　结　语
综上所述，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发展，

是深化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

客观要求，要坚定不移地全面贯穿落实党中央和国

务院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

决策部署。

高校转型发展的路径选择的新思考体现在，准

确办学定位培养经济社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坚持

内涵式发展，由规模扩张的“圈地运动”进入内涵式

发展的“集约经营”；着眼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正

确处理教育的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的关系，以及权

衡知识结构和专业技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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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过程中，公共外语教学应该积极支持大学功能和办学定位的实现，努力培养
学校其他学科专业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帮助其他学科专业开展应用性研究、促进地方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和地方智库建设。应该更加贴近其他学科专业的具体要求，注重培养大学生的学科专业外语读、写、译、听、说

能力和跨文化交流与合作能力，积极参与专业硕士研究生和来华留学生教育。公共外语教学的价值观、教师的

知识结构和组织方式等也要作相应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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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年以来，国家大力推动地方本科高校向应
用型转型发展，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

业教育的决定》，教育部等三部委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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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政府也纷纷制定实施意见，从理论、宏观和政

策层面阐明了一批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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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目标、任务、思路和措施。然而，在高校层面，在

操作和微观层面，还有一些重要问题值得深入探

讨。问题之一，就是公共外语教学应该如何支持地

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公共外语教学在高校一般

被当作本科生和研究生一二年级的基础课、必修课

对待，课时和学分都较多，牵涉的学科专业复杂、学

生和教师数量大，而且经过数十年的传统积淀，课

程比较成熟。因此，公共外语教学应该如何作为是

转型发展工作中的一大难题。

初步统计，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全国有 ２０余个
省、市、自治区的２１７所高校按照教育部等三部委
发布的指导意见开展整体转型，其中，以“大学”命

名的９所（约占４％），以“学院”命名的２０８所（约
占９６％），绝大部分是１９９９年以后设立的新建地方
本科高校。鉴于此，本文选取整体向应用型转型发

展的新建地方本科高校（以下简称“应用型地方本

科高校”）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公共外语教学的转型

问题。

１　公共外语教学要支持应用型地方
本科高校功能的实现

　　在我国，大学的功能被理解为４个方面，即培
养人才、发展科学、服务社会和传承文化。［１］作为应

用型地方本科高校，这４个方面的功能和学术型大
学有所不同。相对而言，学术型大学更加注重学术

型人才培养和学术理论研究，用学术来服务社会和

传承文化。而应用型本科高校更加注重培养应用

型人才和应用性研究，更加注重直接参与社会生

产、建设、管理和服务的实务工作，从而达成服务社

会和传承文化的功能。

１．１　公共外语教学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其他学科专
业的应用型人才

应用型地方本科高校公共外语教学的根本目

的是培养其它学科专业的应用型人才，而不是外语

专业本身的应用型人才。这里所说的应用型人才，

是指具备系统的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直接参与社

会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等实务工作，直接从事政

治、经济、科技、文化和教育等实务工作，直接为经

济社会创造价值的本科和研究生学历的高级专门

人才。因此，公共外语的教学内容对大学生来说必

须“有用”，而且教师要帮助大学生“会用”，教学方

式方法也必须着力于“运用”。

首先，筛选对其他学科专业的大学生“有用”的

教学内容。应用型地方本科高校的公共外语教学

内容的“有用”问题，可以从４个方面加以解决。
一是教学内容应该主要满足大学生的就业需

要、职业发展需要和终生学习需要。但是，这些需

要不仅会因为不同的学科专业、不同的大学生个性

需求而有所不同，还会随着未来社会的发展、毕业

生职业的变化而变化。理想情况下的公共外语教

学内容，应该根据学科专业和大学生的个性需求，

以及对未来社会的变化情况的预测，作出符合最大

公约数的筛选。简单地说，就是要符合学科专业的

要求、大学生的个性需求和社会发展的趋势。然

而，这种“有用”的教学内容的筛选难度很大，很难

实现，只能用“尽量逼近”的方式，一方面，先满足学

科专业的要求，再兼顾大学生的个性需求；另一方

面，先考虑中短期的社会需求，再兼顾中长期的社

会发展预期。

二是教学内容要“有用”，还必须在大学生已经

掌握的内容的基础之上有“增量”，特别是在其既有

外语水平、外语能力的基础之上有增量，而不是开

展低水平的重复教学。

三是对“有用”要有深刻的价值判断，要在有小

用和有大用、近期有用和远期有用、看似无用实则

有用和看似有用实则无用、常常有用和偶尔有用等

多种价值选择中取得平衡。

四是公共外语教学必须考虑这样一个现

实———由于语言环境和条件限制，我国的大多数大

学毕业生在日常生活中没有机会使用外语，只有在

工作中因查阅文献资料、发表论文和国际交流与合

作等需要，才能派上用场。所以，大学生们更需要

学科专业外语的读、写、译、听、说能力，而不是当前

高校普遍重视的通用外语听、说、读、写、译能力。

其次，建立非外语类学科专业的大学生“会用”

的标准。当“有用”的公共外语教学内容选定之后，

应用型地方本科高校要着手帮助大学生掌握这些

内容，并且“会用”。“会用”有一定的评判标准：基

本标准是具备读、写、译、听、说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较高标准是能够用外语准确地交流，准确地口头和

书面表达自己的思想，准确地理解外文书面和视听

材料；最高标准是能够轻松自如地运用外语开展深

度文化交流，达到“第二母语”的境界。应用型地方

本科高校的本科毕业生一般都应该达到基本标准，

部分优秀的毕业生应该达到较高标准，最高标准是

外语教学应该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我国高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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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的外语教学经验表明，会用与否不能够以课程

考试成绩、出国外语考试成绩和取得外语考试等级

证书等指标简单地加以衡量。而是应该根据实际

生活和工作中的外语运用能力加以评判。在我国

现行外语教育体制下，如果说中学六年训练的是学

生的通用外语能力，那么大学阶段的重点就是训练

学生在工作中运用外语的能力，尤其是学科专业外

语能力。［２－４］

最后，探索让非外语类学科专业的大学生“运

用”外语的教学方式方法。为了达到上述有用、会

用的要求，应用型地方本科高校公共外语教学方式

方法改革的核心就是要增强大学生运用外语的能

力。比如，从过去注重课堂讲授、做题应试、大班教

学的方式，改变到注重大学生自主练习、实践运用、

小班教学的方式；从一本教材、一支粉笔、一套 ＰＰＴ
课件就完成一堂外语教学的状况，转变到对读、写、

译、听、说的材料和手段的综合运用来开展教学。

其目的就是要让大学生不断地练习、运用，以达到

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的。不仅如此，公共外语教学

还需要教会大学生有效地选择利用外语学习材料、

学习方法等开展自学，不仅“授人以鱼”，还要“授人

以渔”，以增强他们的终身学习外语的能力。

１．２　公共外语教学应该支持应用性科技创新
除了在外语本身领域开展研究以外，公共外语

教师还可以和其它学科专业的教师、学生一起，组

成教学团队和研究团队，［５］在团队工作中发挥自己

的外语特长———这也是公共外语教学工作的一个

重要部分，不能把公共外语教学狭义地理解为仅仅

给大学生上外语课。

一方面，帮助科技创新团队拓展国际视野。截

至２０１４年，我国３０６所新建地方本科高校的教师
队伍中，具有博士学位的占 ８．４％，硕士学位的占
５８．４％，高级职称的占３４．２％。［６］不可否认，新建地
方本科高校的少部分从事技术研发的骨干教师具

备较高的外语水平，能够独立地阅读、撰写专业技

术论文，独立地与国际同行开展学术交流。然而，

这是大部分专业教师所做不到的。因此，由新建地

方本科高校转型而来的应用型地方本科高校在组

建应用技术研发团队、应用技术推广中心的时候，

可以考虑选择公共外语教师作为成员，让他们在外

文文献资料收集、国外先进技术信息收集、国外先

进技术引进、向国外推广专利技术和国际学术交流

等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以拓展科技创新团队的国

际视野。

另一方面，参与指导大学生的科技创新活动。

当前在应用型地方本科高校，不单教师有必要拓展

国际视野，大学生也有必要开拓国际视野。我国的

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在项目申报的规范性、资助力

度、学分认定等方面均与美国高校接近，但是在解

决实际问题、社会资助、评估机制等方面和美国高

校还有较大差距。［７］以大学生机器人技术创新为

例，２０１２年当我国一些本科高校的大学生们还在开
展零部件组装和简单动作设计的时候，美国伊利诺

伊大学香槟分校的大学生们已经在研制功能复杂

的机器人了。大学生的科技创新活动应该建立在

了解国内外大学生技术创新的动态和前沿的基础

之上，以确保站在较高的起点上去创新，积极参与

国际竞争，这才有利于落实国家“大众创新，万众创

业”的政策，才有利于青年创新创业人才真正引领

未来。因此，公共外语教师有必要参与指导大学生

的科技创新活动。

１．３　公共外语教学应该加强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
公共外语教学在应用型地方本科高校内部培

养应用型人才和参与应用性研究本身就是服务社

会和传承文化的一种方式。除此之外，公共外语教

师还可以通过协助地方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地方

智库建设等方式，来达成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的

功能。

一方面，积极助推地方国际交流与合作。公共

外语教师不仅能够在应用型地方本科高校自身参

与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还能够在地方

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可以考

虑从３个途径来实现：一是参与提高社区居民的外
语水平，普及国际旅游、国际交流的基本知识，特别

是在地方举办、承办的重大国际活动中发挥作用，

帮助居民、社区和地方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二是

积极开展继续教育教学工作，帮助拓展社区居民、

地方技术技能人才的国际视野，提高他们参与国际

合作与交流的能力；三是积极参与社区、地方政府、

行业企业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工作，牵线搭桥，充当

助手、推手。

另一方面，公共外语教师努力成为地方智库人

才。当前，有３个外部因素有利于应用型地方本科
高校的公共外语教师成为地方智库人才：一是尽管

经历了近 ４０年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和有意识培
养，我国能够熟练地利用国际规则开展政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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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文化等交流合作的精英人才数量还是不能满

足实际需求；［８］二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增强国家

的文化自信，公共外语教师可以积极参与孔子学院

建设、来华留学生教育等方式，向外传播优秀的中

华文化，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三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各级各类智库建设，

公共外语教师具有跨文化交流的优势，可以深入开

展国际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研究，

努力成为高校、行业企业和地方开展国际交流与合

作的智库人才。

２　公共外语教学要支持应用型地方
本科高校办学定位的实现

　　高校的办学定位一般包括办学目标定位、办学
类型定位、办学层次定位、学科专业定位、服务面向

定位等主要方面，前面的讨论已经涉及公共外语教

学在办学类型定位（应用型）、服务面向定位（服务

地方）等方面，以下着重讨论公共外语教学如何支

持应用型地方本科高校办学目标定位、学科专业定

位和办学层次定位的实现。

２．１　公共外语教学要积极支持学校发展战略目标
的实现

经过数轮规划，我国应用型地方本科高校都制

定了明确的发展战略目标。例如，重庆某应用型本

科高校提出利用大约３０年时间，建成高水平应用
型特色科技大学。公共外语教学应该如何支持该

战略目标的实现？第一，应用型本科高校的“高水

平”，需要公共外语教学的高水平作为支撑之一。

公共外语教学的高水平包括许多方面，比如，毕业

生的外语水平高、大学生外语学习效率高、外语教

师队伍的教学水平高、外语教学方式方法先进有

效、外语教学内容满足毕业生就业和职业发展需

要，等等。第二，公共外语教学可以在落实“应用

型”办学定位中发挥重要作用，前面已经讨论，不再

赘述。第三，应用型高校要办出“特色”，就需要公

共外语教学本身也做出特色，或者能够支持非外语

类特色学科专业的建设，或者能够支持特色人才的

培养、特色应用性研究，等等。不同类型 （综合、理

工、师范、医药、财经、农林、艺术、政法、体育、军事、

民族院校等）、不同层次 （“９８５”、“２１１”、地方院校
等）的高校，对外语教学的需求也不同，公共外语教

学应该根据应用型地方本科高校自身的实际情况，

做出自己的特色。［９］第四，学校最基本的目标是建

成“科技大学”，公共外语教学就应该主动服务于学

校的理工科学科专业的建设，主动服务于学校的主

干、重点学科专业的建设，要有大局意识，甘当“绿

叶”，而不是一味地谋求外语学科专业自身的发展

壮大。

２．２　公共外语教学要支持其他学科专业的发展目
标的实现

应用型地方本科高校的各个学科专业各有自

己的发展目标，公共外语教学要为非外语类学科专

业实现发展目标提供支持。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

是要支持其他学科专业的具体的人才培养目标规

格的实现。公共外语教学也只有贴近具体的学科

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规格，才能够准确地制订公共外

语本身的教学目标。例如，重庆某应用型本科高校

２０１３级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中提出的人才培养总体
目标是：“培养‘德优品正、业精致用、拓新笃行’，能

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具有较强竞争力

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显然，

较强的外语能力是隐含在人才目标中的一个子目

标，但是很难把握其具体的含义和要求究竟是什

么。而且，各个专业的具体要求是不一样的，该校

石油工程专业要求毕业生“掌握英语，并熟悉一门

第二外国语；具有较强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阅

读和翻译本专业外文资料的能力。”而该校会计学

专业要求“掌握一门外语，具备较扎实的听、说、读、

写等知识基础。”显然，如果不去研究具体学科专业

的人才培养目标规格，就难以确定具体的公共英语

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

最理想的情况是，公共外语教学满足所有大学

生的个性目标和需求，比如，就业、考研、出国，等

等。然而，据教育部发布的《２０１６年全国教育事业
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１２３７所普通本科高校，
校均在校普通本专科生数为１４５３２人。据此计算，
公共外语教学的校均一二年级学生就达到 ７２６６
人，根本不可能一一满足每个学生的个性需要。所

以，公共外语教学的目标贴近各个学科专业的具体

人才培养目标规格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选择。

２．３　公共外语教学要跟得上学校办学层次提升的
要求

新建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发展的过程

中，一般都倾向于主要举办应用型本科教育，重点

发展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适度发展继续教

育，积极发展来华留学生教育。也就是说，他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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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能够举办硕士研究生教育和来华留学生教育，

以提高自身的办学层次。

一方面，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对公共外语

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就是重视硕士生的学科

专业外语读、写、译、听、说能力。也就是说，按照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要求，公共外语教学要更加贴

近具体的学科专业人才培养的要求。另一方面，在

来华留学生教育中也需要公共外语教师承担重任，

一是对来华留学生开展通用中文教育和学科专业

中文教育，二是要培养来华留学生的专业中文应用

能力和跨文化交流与合作能力。

３　应用型地方本科高校的公共外语
教学改革方向

　　从前面的讨论可以看出，新建地方本科高校在
向应用型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公共外语教学改革的

方向就是要加强对学校应用型、地方性、国际化的

办学功能和办学定位的支持。公共外语教学要有

大局意识，积极支持学校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落

实到具体做法上，其核心就是更加贴近其它学科专

业对外语教学的具体要求。这一结论与３０多年来
一批英语教育专家从时代进步与中学和大学的英

语教学分工［２－４］、国内外大学英语教学的发展潮

流［１０－１２］、学生职业需要与社会需求［１３－１４］、大学英

语教学的困境与出路［１５］等多个角度进行观察和研

究，得到的应该以专门用途英语（比如，专业英语、

学科英语、学术英语、职业英语等）取代通用大学外

语的基本主张具有一致性，是殊途同归。然而，直

到现在专门用途英语的教学目标、教学理论、课程

设置、授课方式、教材编写、师资建设、测评方式等

诸多方面还存在严重不足［１６］，需要继续改进。

３．１　按照学科专业的具体要求开展公共外语教学
地方本科高校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公共外语

教学也要做相应的转变，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

要贴近具体的学科专业的发展目标和人才培养目

标，尤其要提升本科生、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学

科专业外语的读、写、译、听、说能力和跨文化交流

与合作能力，从而增强他们的就业能力和职业发

展潜力。当前应用型地方本科高校重通用外语教

学而轻学科专业外语教学，公共外语教学与学科

专业外语教学基本脱节的局面应该得到改变。

３．２　公共外语教学的指导思想要转变
由于要服务于学科专业发展目标和人才培养

目标，公共外语教学的指导思想也应该做出相应的

调整。一是教学价值观的改变。公共外语教学的

最终目的是提升大学毕业生在职业生涯中的外语

应用能力。公共外语教学关注的重点不应该是四、

六级和出国外语考试的成绩和通过率，而应该是学

生的学科专业外语应用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职

业发展潜力等软性指标。二是教学质量观的改变。

公共外语教学不是要全校统一质量标准，而是要达

到各个学科专业具体的人才培养要求。教学质量

评价不是外语知识点和基本技能的全面评价，而是

根据大学生的学科专业需要、职业发展需要、个人

志趣需要，在读、写、译、听、说等外语应用能力上各

有所长。［８］三是教学方式方法的改变。公共外语教

学方式方法的组织和选用，应该有利于提升学生的

读－写－译－听－说综合能力，要让学生把他们学
习到的外语知识和技能“用”出来，而不仅仅是停留

在记忆之中。要从教师主导、大班教学、满堂灌等

教学方式，转变为以学科专业和大学生需求为导

向、开展个别指导与辅导、鼓励自主学习和练习等

教学方式。教师不再是家长式的外语权威，而是大

学生学习外语的教练员、陪练员和指导员。

３．３　公共外语教师的知识结构与组织方式要转变
公共外语教师队伍建设也应该发生转变。一

方面，公共外语教师的知识结构要改变。其中一个

改变方向是，除了具备较强的通用外语读、写、译、

听、说能力以外，还了解其它某一个或某一类学科

专业的基本知识，即具备一定的跨学科专业知

识［１７］，以便有能力参与该（类）学科专业的教学团

队和技术研发团队。另一个改变方向是，除了具备

较强的通用外语读、写、译、听、说能力以外，还在国

际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有深入的研

究，能够在学校、行业企业、地方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中发挥助手、推手和智囊作用，而且能够开展专业

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和来华留学生教育。另一方

面，公共外语教师队伍的组织方式应该发生改变。

公共外语教师除了是公共外语学院（外语教研室）

的教师以外，还应该被安排到全校其它各个学科专

业（系、所、教研室）和各种团队中，围绕公共外语教

学中的共性问题和个性问题进行沟通、交流与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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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习、教学、研究的应用导向性和从事科学成果转化是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独具的特色。应用科学大学
与经济界密切合作，积极加入区域创新网络，致力于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因此，其与综合大学有着根本

性的区别。在此，教授的兼职权是确保这些特色存在的重要工具，但其作用直至今日都被低估了。教授的兼职

权尤其能够极大推动理论与实践的相互结合以及区域各界联动网络的建立。另外，不仅教授与实务界，高校和

大学生都能从中受益。

关键词：兼职；兼职权；应用科学大学；理论与实践结合；知识转化；科技成果转化；实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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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ｓｂｅｃｏｍｅａ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ｕｎｄ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ｔｏｗａｒｄｓｌｉｎｋ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ｎ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ｏｂｅｎｅｆｉｔｐｒｏ
ｆｅｓｓｏｒｓ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ｌｉｋ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ｒｉｇｈ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ｔｈｅｏｒ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０　引　言
教授享有兼职权，这在德国一直都是教授职业

的传统。①教授从事的兼职工作主要都是与科学有

关的活动，例如利用科学知识做专家鉴定，举办讲

座或提供科学咨询服务等。此外，教授也可以在经

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兼职，范围很广：例如，法学教授

可以在律师事务所作为高级顾问律师兼职，或者在

法庭上担任诉讼代理人；音乐教授可以作为钢琴家

举办音乐会；商业管理学教授可以每周在商务咨询

公司工作一天；建筑学教授可以经营一所自由建筑

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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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从事兼职工作非常有助于科技成果转化，

并能够促进教授们与本区域商界、政府和社会各界

的从业者们建立密切联系。②因此，通过允许教授兼

职，可以以最有效的方式加强教授与实践的联系。③

这也使建立和维护与实务界的联动成为可能，而高

校和学生也同时从中受益。此外，教授拿着没有竞

争力的公务员薪酬，通过兼职工作才有创造额外收

入的机会。如果没有这种额外收入的可能性，那

么，对那些应用科学大学潜在的后继人才，也就是

在工业界和经济界有高薪工作岗位的年轻人来说，

教授这个职业根本就没有经济上的吸引力，因而他

们当中很多人仅出于这个原因就不会去应聘教授

岗位。④

当然，国家应当对教授兼职进行规制。国家作

为教授的雇主有合法的利益，避免教授从事兼职工

作影响到公共利益。⑤ 因此，在高校领域的教授兼

职法就承担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即一方面要确保教

授尽可能享有最大程度兼职的自由，另一方面要有

效防止出现不良发展和滥用兼职权的现象。如何智

慧地实现这两个方面的平衡，便是本文探讨的主

题。首先，在本文第１部分将以下萨克森州为例概
述高校教授的兼职法。尽管德国其他一些州在规制

的结构上有一些细微的不同，但各州的相关规定原

则上是基本一致的。在第２部分里，作者提出一个
观点，即恰恰是依赖高度实践性存在的应用科学大

学⑥特别能够从其教授的兼职工作中受益。最后，

第３部分是对本文的总结，并为高校管理领导者提
出了采取相关措施的建议。这些措施将有意识地推

动教授从事兼职工作，最大程度减少行政消耗，并

使高校在其战略性发展规划中积极利用这一重要

工具。

１　法律框架：德国教授兼职权的概况
绝大多数情况下，德国高校的教授都是被任

命为终身制的公务员。因此，对教授兼职的规制

就处于一方面传统的公务员法和另一方面较为

自由的高校与科学研究法之间的紧张关系中。

在公务员法中，对公员兼职的规制一直都是比较

严格的，但在高校法中，却为教授兼职提供了许

多特权。⑦

１．１　宪法依据
德国《基本法》第三十三条第五款是最重要的

宪法依据。依据该条规定，规制公共服务机构公务

员的相关权利需要兼顾“专职公务员的传统原则”。

这些原则包括公务员职业的专职性和全职性。很

久以来，公务员法一直受到官员必须全身心投入工

作的原则支配。这意味着，公务员一旦被任命，他就

有义务完全为雇主服务，并原则上是终身为雇主贡

献自己的全部劳动力。作为回报，雇主有责任赡养

公务员及其家庭：根据公务员职务的级别、职务的

重要性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给公务员发工资、提供

养老保险和遗属抚恤金等。⑧

这些适用于公务员职业的传统原则与德国《基

本法》第５条第３项赋予教授的可以直接以此为依
据提起个人诉讼的学术自由权利，特别是其中的自

由成分形成鲜明对比。在德国，学术自由权利里也

包含高校教授从事学术性兼职工作的权利。鉴于这

样的宪法背景，立法者的任务就十分艰巨，因为他

们一方面要使这两个宪法原则都尽可能地得到实

现，另一方面又要尽可能地协调两者之间的对

立面。

１．２　法律框架
联邦立法者在《公务员身份法》（Ｂｅａｍｔｅｎｓｔａｔｕｓ

ｇｅｓｅｔｚ）中仅作了一个非常不完全的规制。根据该条
规定，从事兼职工作，原则上只要尽报告义务即可。

唯独在兼职会有可能影响本职工作时，才可以要求

兼职者事先获得批准或者兼职可以被禁止。通过这

项联邦法律规定，就对教授兼职设立了最低要求。

兼职法的相关详细规定则由各联邦州自己制定，也

就是说，各联邦州在此享有很大的立法权。实质

上，《公务员身份法》第４０条是为联邦州开放了相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ＭａｘＥｍａｎｕｅｌＧｅｉｓ，ｉｎ：ｄｅｒｓ．（Ｈｒｓｇ．），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ｒｅｃｈｔｉｍＦｒｅｉｓｔａａｔＢａｙｅｒｎ，２．Ａｕｆｌ．，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２０１７，Ｓ．５１４．
ＷｅｒｎｅｒＴｈｉｅｍ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ｓ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ｒｅｃｈｔ，３．Ａｕｆｌ．，Ｋｌｎ２００４，Ｓ．５５２．
ＤａｎｉｅｌＥｒｋ／ＭａｒｉｏｎＳｃｈｍｉｄｔ，ＧｅｌｅｈｒｔｅＧｅｓｃｈｆｔｓｌｅｕｔｅ，ＤｉｅＺｅｉｔＮｒ．２９ｖｏｍ１０．０７．２０１４．
ＨｅｒｗｉｇｖｏｎＺｗｅｈｌ，ＮｅｂｅｎｔｔｉｇｋｅｉｔｓｒｅｃｈｔｉｍｆｆｅｎｔｌｉｃｈｅｎＤｉｅｎｓｔ，２．Ａｕｆｌ．，Ｎｅｕｗｉｅｄ２００１，Ｓ．４５ｆｆ．
ＨｅｎｄｒｉｋＬａｃｋｎｅｒ，Ｄａｓ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Ｆａｃｈ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ｓｙｓｔｅｍｅｉｎＥｒｆｏｌｇｓｍｏｄｅｌｌａｕｃｈｆüｒＣｈｉｎａ？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２０１６，Ｓ．６５ｆｆ．　
ＭａｘＥｍａｎｕｅｌＧｅｉｓ，ｉｎ：ｄｅｒｓ．（Ｈｒｓｇ．），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ｒｅｃｈｔｉｍＦｒｅｉｓｔａａｔＢａｙｅｒｎ，２．Ａｕｆｌ．，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２０１７，Ｓ．５１４．
ＢＶｅｒｆＧＥ５５，２０７ｚｉｔｉｅｒｔｎａｃｈｊｕｒｉｓＲｎ．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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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立法权。⑨

下萨克森州在《下萨克森州公务员法》（ＮＢＧ）
第７０至 ７９条中对其公务员的兼职做了规制。有
关细节问题的规定则由下萨克森州州政府确定在

《下萨克森州兼职条例》（ＮＮＶＯ）中。瑏瑠在《下萨克森
州高校法》（ＮＨＧ）以及由下萨克森州州政府制定的
《高校享有公务员身份的学术和艺术工作者兼职条

例》（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ｎｅｂｅｎｔｔｉｇｋｅｉｔｓｖｅｒｏｒｄｎｕｎｇ，ＨＮｔＶＯ）
中，可以找到针对教授兼职的具体规定。与普通的

公务员兼职法规比较，这些规定明显赋予教授了很

多特权。瑏瑡

１．３　兼职的定义：本职工作与兼职工作的区别
下萨克森州立法者在《下萨克森州公务员

法》（ＮＢＧ）第７０条中对“兼职”所下的定义是担
任兼 职 职 务 （Ｎｅｂｅｎａｍｔ）或 从 事 兼 职 工 作
（Ｎｅｂｅｎｂｅｓｃｈｆｔｉｇｕｎｇ）。兼职职务瑏瑢指的是从事
虽然不属于自己本职职务的工作，但也是担任基

于任命的职务，而兼职工作则指的是其他所有在

公共服务机构内或以外的非本职的工作。兼职

工作的法律基础恰恰不是建立在相关部门的任命

之上，而是以诸如劳动协议、服务协议、承揽合同为

依据或在自由职业的范畴兼职。瑏瑣

为了避免重复付薪，一位教授不会因为从事其

本职工作而从另一方获得额外报酬，因为这项工作

的报酬已经被公务员的工资所覆盖了（禁止双重付

薪“ＶｅｒｂｏｔｄｅｒＤｏｐｐｅｌａｌ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瑏瑤在此背景下，
明确界定本职工作和兼职工作就十分重要，但在个

别情况下这往往是比较困难的。特别是当涉及到学

术论文等的撰写时，明确归类至关重要。《高校享

有公务员身份的学术和艺术工作者兼职条例》第２
条第２段规定，当涉及到教授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
时，直至手稿完成都属于本职工作，之后的工作都

属于兼职。由于在《下萨克森州高校法》第２５条第

１段里把研究工作定义为教授的职责，因此，把发表
学术作品归类到教授的本职工作是与此一致的。

只有在著作发表后，教授才可以把自己的研究成果

提供给相关专业领域，从而为科学讨论做出自己的

贡献。学术专业出版社定期给作者支付酬金，高校

教授作为作者接受这样的酬金并不违反“禁止双重

付薪”的规定，因为一旦手稿完成后，之后的工作都

属于兼职。此外，出版社在此给的酬金并不是因为

某一项兼职工作，而是因为作者授予出版社著作的

使用权。瑏瑥

教授作为学术刊物的出版人或编辑从事相

关工作应当归类于本职工作还是兼职工作主要

取决于他是否因此获得酬金。如果属于这种情

况，则这种工作根据《下萨克森州高校法》第 ２３
条第 ２项第 １句属于不需报告的兼职工作
（Ｎｅｂｅｎｔｔｉｇｋｅｉｔ）。瑏瑦

１．４　报告义务和其他合作义务
在下萨克森州，公务员从事兼职工作原则上只

需尽报告义务，不需经过任何申请批准。如果某些

兼职工作从一开始就不必被担心会影响本职工作，

或者是微不足道的，那么立法者甚至不要求公务员

就此进行报告。例如那些不付报酬的兼职工作就

属于这一种（《下萨克森州公务员法》第７２条第１
项第４号）。需要尽报告义务的兼职工作必须采用
书面形式报告。从事兼职工作的公务员必须至少在

兼职开始前一个月向他的雇主报告兼职事宜（《下

萨克森州公务员法》第７５条）。同时，公务员还必
须提供关于兼职工作性质和规模的证明以及约定

或预期的酬金。如果相关内容之后发生变化，该公

务员也必须立即报告。如果公务员违反了与兼职相

关的报告义务、提供证明与信息义务或其他合作义

务，就可以禁止其从事兼职工作。

　　《下萨克森州高校法》第２３条第２项第１句为
教授确定了不受报告义务限制的很多特权。从事写 作、学术、艺术活动、演讲及鉴定工作不需尽报告义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瑏瑥
瑏瑦

ＯｂｅｒｖｅｒｗａｌｔｕｎｇｓｇｅｒｉｃｈｔＲｈｅｉｎｌａｎｄＰｆａｌｚ，ＮＶｗＺＲＲ２０１１，５３６ｆ．
Ｎｄｓ．ＧＶＢｌ．２００９，１４０，ｚｕｌｅｔｚｔｇｅｎｄｅｒｔｄｕｒｃｈＡｒｔ．６ｄｅｓＧｅｓｅｔｚｅｓｖｏｍ２６．１０．２０１６，Ｎｄｓ．ＧＶＢｌ．２２６．
Ｎｄｓ．ＧＶＢｌ．２０１２，７６．
例如：根据《德国行政法院法》第１６条，法学教授可以被普通行政法院或高级行政法院任命为非终身制兼职法官，任期最

短为２年，最长与其本职职务的任期相同。
ＭａｘＥｍａｎｕｅｌＧｅｉｓ，ｉｎ：Ｆüｒｓｔ（Ｈｒｓｇ．），Ｇｅｓａｍｔ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ｆｆｅｎｔｌｉｃｈｅｓＤｉｅｎｓｔｒｅｃｈｔ，Ｂａｎｄ１，§６４Ｒｎ．３６．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ｌｌｆｅｉｅｒ，ｉｎ：Ｅｐｐｉｎｇ（Ｈｒｓｇ．），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ｚｕｍＮｉｅｄｅｒｓｃｈｓｉｓｃｈｅｎ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ｇｅｓｅｔｚ，ＢａｄｅｎＢａｄｅｎ２０１５，§２３Ｒｎ．１０．
ＭａｘＥｍａｎｕｅｌＧｅｉｓ，ｉｎ：ｄｅｒｓ．（Ｈｒｓｇ．），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ｒｅｃｈｔｉｍＦｒｅｉｓｔａａｔＢａｙｅｒｎ，２．Ａｕｆｌ．，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２０１７，Ｓ．５１９．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ｌｌｆｅｉｅｒ，ｉｎ：Ｅｐｐｉｎｇ（Ｈｒｓｇ．），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ｚｕｍＮｉｅｄｅｒｓｃｈｓｉｓｃｈｅｎ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ｇｅｓｅｔｚ，ＢａｄｅｎＢａｄｅｎ２０１５，§２３Ｒｎ．１３；

Ｍａｘ－ＥｍａｎｕｅｌＧｅｉｓ，ｉｎ：ｄｅｒｓ．（Ｈｒｓｇ．），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ｒｅｃｈｔｉｍＦｒｅｉｓｔａａｔＢａｙｅｒｎ，２．Ａｕｆｌ．，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２０１７，Ｓ．５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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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在高校或学术机构教学属于学术活动，因此也

无需报告。瑏瑧 赋予教授这种被州政府称为“教授特

权”瑏瑨的原因在于立法者正确的判断，即这些与本

职工作密切相关的活动通常是不会使本职工作受

到不利影响的。瑏瑩

此外，根据《下萨克森州高校法》第２３条第２
项第２句里极为宽大的规定，教授也无需通过报告
披露兼职工作的形式和规模以及酬金的数额，也就

是说，对教授而言，普通公务员须履行的披露义务

也被免除了。

１．５　雇主禁止兼职的情形
１．５．１　禁止原因

根据《下萨克森州公务员法》第７３条，如果兼
职工作会影响本职工作，就可以禁止公务员兼职。

法律列举了各种禁止的原因。根据规定，特别是存

在以下情形时，应当禁止公务员兼职：

（１）兼职工作的形式和规模将极大消耗公务
员的精力，以至于其履行公务职责会受到妨碍；

（２）兼职工作可能导致公务员履行公务职责
时陷入冲突；

（３）兼职工作会使或者可能会使公务员所属
的机关无所作为；

（４）兼职工作可能会影响公务员在履行职责
时的客观性或公正性；

（５）兼职工作可能会严重限制将来对公务员
的任用；

（６）兼职工作可能会损害公共服务机构的
声誉。

１．５．２　兼职工作的时间限制
因此，为了保障公务员法中的专职性和全职性

原则，兼职既在内容上，也特别在所用的时间上受

到限制。兼职工作无论如何都不得成为第二职

业。瑐瑠根据《下萨克森州公务员法》第７３条第１项第
３句的规定，对公务员适用以下推定：如果从事一项
或多项兼职工作所需的时间超过每周８小时（“８
小时规则”，鉴于每周工作时间为４０小时，该规则
也被称为“五分之一推定”），则应当认为这将妨碍

公务员完成本职工作。但是，该推定在个案中可以

通过举证推翻。也就是说，公务员最多可以从事每

周一天的兼职工作。当然，兼职工作必须在本职的

工作时间以外进行，否则就会出现不允许的双重付

薪现象。

根据《下萨克森州高校法》第２３条第２项第２
句赋予教授的特权，每周最多８小时兼职工作的时
间上限不适用于教授。教授享受这种优厚待遇是

因为：首先，根据《下萨克森州高校法》第２７条第１
项第２句，有关公务员工作时间的规定对教授不适
用。其次，教授特别是在非授课期间拥有的时间资

源远远超过普通公务员。第三，教授一般从事的兼

职工作，譬如付报酬的讲座、教学或主持考试、做鉴

定报告、学术咨询等，这些都和本职工作有紧密联

系，通常来说无需担心本职工作会因此受到不利影

响。综上所述，只要教授认真做好本职工作，是可

以从事兼职工作的，尤其是在非授课期间，即便所

需的时间会超过上述“五分之一推定”瑐瑡。非常正

确的是，为教授规定死板的兼职时间表是极不合

适，因此应当被拒绝的。瑐瑢 但是，如果学生抱怨教授

经常不来上课，或者试卷批阅时间过长，那么学校

管理部门就应当仔细审查当事教授从事兼职工作

的规模了。瑐瑣

１．５．３　兼职工作报酬的金额上限
对于属联邦的公务员来说，根据《联邦公务员

法》第９９条第３项第３句的规定，兼职工作获得的
报酬有金额上限：如果一项或多项兼职工作的报酬

总额超过该公务员本职工作基本年薪的４０％，则有
理由禁止该公务员兼职。但是，如果公务员可以证

明从事兼职工作所需的时间不超过每周正常工作

时间的五分之一，则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例外

处理。

但是，下萨克森州并没有规定这样的上限，因

此，兼职工作报酬过高不属于禁止下萨克森州公务

员兼职的理由。这样做也是非常正确的，因为个别

情况下，极高水平的专业知识是有理由获得高额报

瑏瑧
瑏瑨
瑏瑩
瑐瑠
瑐瑡
瑐瑢
瑐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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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的，这就是市场价格瑐瑤。在此背景下，即使是兼职

工作的报酬非常丰厚，也不能自然而然地得出公务

员必定为此花费太多时间或会因此陷入经济依赖

状态的结论。

１．６　使用高校的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及材料
如果从事兼职工作需要用到高校的基础设施

与人力资源，如场地、仪器、实验室工程师、秘书等

工作人员 ，以及材料，则事先必须征得学校的许

可。给与许可的前提条件特别包括学校通过兼职

工作能够获得公共利益或学术利益。在此情况

下，需要向学校支付使用费。对使用费的规定如

下：使用学校的人力资源须缴纳兼职工作毛收入

的１５％，使用基础设施则为 ７．５％ （下萨克森州
《高校享有公务员身份的学术和艺术工作者兼职

条例》第１２条）。
１．７　在公共服务机构所获兼职报酬的上缴义务

公务员因为在公共服务机构兼职而获得的报

酬，对此处理比较特别。根据《下萨克森州兼职条

例》（ＮＮＶＯ）第 ３条第 １项，除了属于联邦、州、
市、乡镇联盟的机构，公共服务机构还包括其他公

法法律关系下的法人、机构、基金会。此外，《下萨

克森州兼职条例》（ＮＮＶＯ）第 ３条第 ２项还把公
共企业以及政府间或超国家机构（如欧盟或联合

国）与公共服务机构做同等对待。瑐瑥公务员在公共

服务机构兼职获得的报酬必须在超过规定的年度

最高额时把超出部分上缴给雇主。目前，对应用

科学大学教授规定的年度最高金额为５４００欧元
（《下萨克森州兼职条例》第９条第２项第１句）。
这项上缴兼职收入的义务是基于“禁止双重付薪”

的原则被确定下来的，但是，非常正确的是，从法

政策（ｒｅｃｈ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的角度看，这项义务早已不
合时宜了。瑐瑦不过，公务员通过某些特定的兼职工

作所获报酬是不受该上缴义务限制的，譬如高校

教授的教学和主持考试活动、独立的评审鉴定活

动以及实施委托研究任务都在其列 （下萨克森州

《高校享有公务员身份的学术和艺术工作者兼职

条例》第１０条）。

２　教授兼职工作对理论与实践的结
合以及建立各界联动网络所起的推动

作用

　　理想情况下，通过教授的兼职工作，不仅其个
人，还有其所在的学校、学生以及实务界的委托人

都会从中受益。这样就会营造一个经典的四赢

局面。

２．１　对应用科学大学教授的益处
任命一所应用科学大学的教授，除了其撰写过

杰出的博士论文和具备教育教学能力之外，还需要

在实务界至少有五年的相关实践经验。瑐瑧因此，应用

科学大学的教授在一开始接过这个工作岗位的时

候就是经验丰富的实践家。然而，存在的一个危险

会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与实务界的联系可能越

来越少，以往积累的实践经验也会过时。因此，教授

兼职是维护和扩大其与实务界联系以及促进科学

技术转让的绝佳工具。尤其是大学教授通过在企业

兼职能够与工业界和经济界保持密切联系，从而亲

自伴随并塑造创新过程。通过兼职工作，往往会产

生需要研究的下一轮问题，从而推动教授自己的研

究活动。此外，教授可以把新获得的实践经验可以

直接融入教学。因此，兼职工作能够非常有效地使

高校的教学和实践之间产生协同效应瑐瑨，使应用科

学大学教授在进入高校多年后仍然可以实施紧密

结合实践的教学，并因此让学生在选定的职业领域

做好准备。

２．２　对高校的益处
教授兼职可以从以下３个方面证明是有利于

应用科学大学发展的：首先，特别是那些有公共效

应的兼职工作会使学校获得相当可观的声誉。例

如，如果一位教授在一个高级顾问委员会或一家公

司董事会或顾问委员会受聘；发表一份备受重视的

学术鉴定，或者在一份全国发行的日报上发表文

章，其所属大学的名称将会与教授的名字一同被刊

登。此外，教授在企业兼职也往往是实现校企长期

制度化合作的第一步。其次，高校允许教授兼职是

瑐瑤
瑐瑥
瑐瑦
瑐瑧

瑐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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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后继人才应聘教授岗位的重要招聘工具，其重

要性不容低估。对于许多应用科学大学来说，迅速

找到有高素质、积极性高、符合条件的人才填补空

缺的教授岗位已变得越来越困难瑐瑩。其中一个重要

的原因就是，与在工业界和经济界工作相比，教授

的薪酬完全不具有竞争力。如果没有通过兼职来

增加收入的可能性，那么，恰恰是在那些具有多年

行业实践经验的最佳候选人中，会有更多的人因为

考虑到收入将大幅下降而根本不考虑去应聘。第

三，应用科学大学赖于生存的根本就是其教授队伍

在教学、科研、培训和科学成果转化等方面确实展

现应用型特色，并把这个特色付诸于行。为此，教

授们必须有坚实可靠的实务界联动网络，并且始终

保持与企业界的沟通和交流。只有这样，应用科学

大学才能成功完成他们担负的任务。

２．３　对学生的益处
与实践保持不脱节的教授在授课时往往能够

清楚地解释授课内容，并在教学中援引具体实践案

例，在此基础上进行学术层面的分析，从而使学生

可以特别从中受益。通过兼职工作建立起的实务界

联动网络可以直接惠及学生，例如德国应用科学大

学一般会要求学生做毕业论文时必须有来自企业

的指导，教授在此就可以给学生推荐其兼职的企

业；另外，通过教授在企业的兼职，往往会接下来产

生高校和企业合作的研究项目，这也同时为学生提

供参与研究的机会。

２．４　对实务界的益处
最后，实务界也因教授的兼职工作获益丰厚。

企业作为委托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购买解决具体

问题和复杂问题所迫切需要的高质量服务。瑑瑠此外，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兼职教授往往也扮演企业“战

略开门人”的角色，因为企业得以借助他们建立与

大学合作的渠道。在此基础上往往会使高校和企

业在众多领域进行长期合作。

３　结　论
尽管现在的教授兼职法在某种程度上应该进

一步灵活化和去官僚化，瑑瑡但是，那些赋予教授们特

权的法律法规，瑑瑢一方面它们可能会引起很多人的

“嫉妒心理”，使相关主管部门会对貌似很有商业头

脑的教授们产生不必要的不信任，但另外一方面，

这也说明了下萨克森州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者们

已经清楚认识到了教授兼职的好处（见第３部分）。
教授兼职法的总体规制目标应该是把它从一种设

障法设计为一种现代的、连贯一致的提供机遇的

法。瑑瑣

在此背景下，应明确鼓励高校管理者们意识到

其教授从事兼职工作的战略重要性，并在制定学校

战略发展计划和签订任用和留岗协议时积极使用

这一工具。我们不能忘记一个事实：努力兼职的教

授也往往是最有事业心和奉献精神的教师，因此，

在对待教授兼职上，应当确保教授兼职的自由，以

宽容、善意的心去对待。德国最大的应用科学大学

之一，明斯特应用科学大学的校长也同意这个观

点：特别是那些从事兼职工作的教授，他们的组织

能力很强，能够为学校争取到高额的第三方资助，

学生对他们的评估也非常好。瑑瑤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６日在合肥召开了第９届中德应用型高
等教育研讨会，作者在该研讨会上做了的一个相关内容的

报告，本文是对该报告的总结和扩展。

（翻　译：陈　颖瑑瑥）
［责任编辑：文　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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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本科院校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的问题与对策

李德才
（合肥学院 管理系，合肥　２３０６０１）

摘　要：应用型师资队伍是能够满足培养应用型人才需要的新型师资团队，“双师型”是其外在特征，能力输出
型和综合创新型是其内在属性。因此，打造应用型师资队伍，必须以教师的能力建设为中心，转变思想观念，拓

宽培育思路，创新制度机制，构筑成长平台，走校企联合培养之路。

关键词：应用型师资队伍；能力输出型；校企联合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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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深入发展，以及市场经
济对实用型技术及其应用型人才的大量需求，目

前，应用型本科院校已经成长为一支重要的高等教

育力量。作为一种新型大学，应用型本科高校与传

统大学有着很多不同点，其中在师资队伍建设方

面，无论是建设目标定位，还是建设思路与举措，都

应该有明显不同。办好应用型大学的基础和关键，

在于建设好一支应用型师资队伍。对此，不少有识

之士虽然已经进行了有益探讨，但是，鉴于这一问

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笔者认为仍然有进一步讨论

的空间和必要。

１　应用型师资队伍的内涵与特征
应用型本科院校，是近年来基于社会对高级专

业人才需求的变化，以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为主要

任务的一类“新型”普通高等院校。它与传统的学

术型大学相对应而存在，其办学定位不以学术研究

和传授知识为追求目标，而以服务国家特别是地方

的经济社会发展为指向，培养和造就有理论、懂技

术、会管理、擅运用、能融通的一线工程师、会计师、

物流师、管理师等，以及为市场经济研究开发实用

性产品是其努力方向。毫无疑问，应用型师资队伍

是能够胜任培养应用型人才需要的新型师资团队，

即无论是在知识素养、能力结构方面，还是在教学

理念和教学组织模式方面，都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

学术性师资队伍。把握应用型师资队伍的关键在

于正确理解“应用型”的内涵，“应用”，特指能够将

理论知识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将“原理”运用到

“实践”之中，产生出有形“成果”。应用型师资，是

既有传道、授业、解惑能力，又有丰富实践经验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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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在工作情

景下具体指导学生完成学习任务的新型高校教师。

一般而言，应用型师资的知识结构合理，不仅知识

面宽，而且知识融通性强；在能力结构上，不仅具有

较强的操作能力，而且具有一定的实际研发能力。

应用型师资队伍的主要特征可归纳为如下几

大方面。

（１）“双能型”
“双能”是指既具教书育人的能力，又具研发、

操作等实践能力；“双师”则指既具教师资质，又是

工程师资质。关于 “双师型”与“双能型”，目前高

等教育界存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双师型”适用于高

职院校，而在应用型本科院校宜提“双能型”教师，

这样利于使二者区分开来。但也有学者认为“双能

型”与“双师型”区别不大，都是指这类教师要“能

文能武”，不仅能“动口”，而且会“动手”；不但能教

学生“艺”，而且能教学生“技”。笔者倾向于后一

种观点，认为二者互为表里，“双能”是其知识与能

力结构，“双师”是其外在的标志，即同时拥有教师

资格和工程师资格。

（２）能力输出型
“能力输出型”是与“知识输入型”相对应的。

在传统意义上，教师是以向学生输入知识为己任

的，他们会传道、授业、解惑，但往往只讲理论、讲推

理、讲思辨、讲感悟，而很少触及实际问题，甚至在

现实问题面前常常束手无策。应用型师资则以培

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应用能力、创新能力为己任，他

们在强调扎实基础理论的前提下，更加注重学生对

专业动态的把握，对最新技术的应用，对现实问题

的研究，特别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合格的应用

型高校教师应该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实践能力，

同时还应该具有较强的知识转化能力和科技开发

能力，即指导学生动手能力和服务经济社会的能力

较强，而不是只会讲授知识和原理。从这个意义上

说，高校和社会对应用型教师的要求更高。

（３）综合创新型
学术型师资要求有系统厚实的专业基础，学术

功力好，在某一专业领域有造诣，有理论研究成果，

甚至要是某一学科的专家。与之相比，应用型师资

要求知识面宽，知识融通性好，运用专业知识的能

力强，要有一定的研发水平或研究社会现实课题并

给出解决方案的能力。时下，工程创新型人才培养

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这其实是应用型人才培养话

题中的一个热点。工程创新型人才就是能将科学

技术知识创造性地运用于工程领域，在解决实际问

题的过程中，取得技术成果的专门人才。毫无疑

问，工程创新型人才是能力输出型的，同时也是综

合创新型的。当前，“新工科”建设概念的出现，是

信息化时代全社会对高等工程教育提出的新任务，

这当然也是对工程应用型人才和工程创新型人才

的培养提出了新要求，充分利用新技术、新手段、新

信息，培养综合创新人才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应用型师资在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上不同于

传统师资，这是一种新的师资类型。从个体素质而

言［１］，其知识、能力结构呈“Ｙ”型，即能将专业理论
知识与工程（社会）实践经验有机融合，形成培养学

生的特殊能力，其外在标志即是“双师“资质。从群

体素质而言，其知识、能力结构呈“Ｘ”型，即在群体
中，一部分教师的理论水平及学术研究能力较好，

也就是偏于“学院派”，而另一部分教师有工程实践

经验或社会工作背景，其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

力及研发能力强，他们偏于“实践派”，二者优势互

补，形成“交互效应”，产生理论应用于实践的整体

功能。

２　应用型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存在的
主要问题［２］

　　由于应用型本科院校的诞生历史不长，且大多
属于新建的地方性本科院校，因此在师资队伍建设

方面存在的问题很多，甚至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

应用型师资队伍尚未形成。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

方面。

２．１　供需性矛盾突出：教学能力不匹配
这里说的供需性矛盾，是指教师无法很好满足

学生的学习需求，教师讲授的许多书本知识严重脱

离实际，不为学生需要和接纳；教师的有效供给能

力不足，学生一方面渴望学到自己需要的专业知识

和技能，另一方面又对教师提供的知识不太“买

账”，处于“厌学”状态。由于不少大学教师都是从

校门到校门，没有实际社会工作背景，学工科的没

有工程背景，学管理的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因此只

能是照本宣科。这种“教”与“学”不太匹配的状

况，在不少高校尤其是新建本科院校普遍存在。当

前，大学校园里的厌学情绪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

注，究其原因，一是社会上不正之风以及浮躁之风

严重污染了高校这个“象牙塔”，二则是“教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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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非所用”，即是大学教育中存在的严重供需

性矛盾带来的恶果。这种供需矛盾的主要症结在

于教师没有在社会尤其是生产一线的实际工作经

历，缺乏实践经验。

２．２　结构性矛盾明显：师资队伍构成不合理
理想的应用型师资队伍，应犹如一支大型乐

队，不仅个体特色明显，而且彼此分工明确，主次明

晰，专业技能互补。大型乐队在演出时，主调突显，

各种乐器手围绕主旋律演奏出和谐乐章。应用型

师资队伍也应该是由各种专业、学科特长的教师构

成，在知识结构、专业能力上各具所长，形成互补；

在年龄层次上，形成梯队；在学源结构上，不千人一

面，或来自研究型大学，或来自应用型大学；在出身

经历上，或来自大型企业，或来自政府部门，或直接

来自于高等院校，如此等等。

但现实的状况是，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在师资

队伍结构方面很不合理，突出地表现为“三多三少”，

即新进的青年教师多，骨干教师尤其是专业、学科带

头人少；长线专业或者说传统学科的教师多，新兴学

科或能胜任新办专业的教师少；知识传授型教师多，

而实践教学型教师少。这“三多三少”严重影响了应

用型本科院校的办学质量，甚至于无法真正实现应

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落实。造成师资队伍构成不合

理的主要问题在于受传统的师资队伍建设思维的影

响，应用型高校师资来源比较单一。

２．３　机制性障碍严重：培养、培训渠道不通畅
应用型教师的培养必须打开“走出去，请进来”

的渠道，将教师困在讲台上或使他们囿于校园中，

是无法实现目的的。由于观念的束缚或因为工作

量考核的限制，现有教师外出进修尤其是到企业、

社区挂职锻炼，或者到企业搞产品设计与研发，是

非常困难的；由于缺乏机制和政策支持，若是聘请

企业高管与高级工程师来校任教，更是很难实现。

于是有人将应用型教师培养上的机制性障碍归结

为“三难”，即教师外出进修难，到企业挂职锻炼难，

聘请企业高管及高工上大学讲台难。

造成这种机制性障碍的主要原因是校企合作、

产教融合缺少法律制度的支持，企业没有培养人才

的法定义务。如前所述，应用型教师的突出特点是

能力型和综合创新型的，如果没有政策、制度保证，

在培养机制上存在障碍，则教师无法外出进修提高

和挂职锻炼，那么，他们也就不可能拥有“双师”资

格和工程实践背景，动手能力、研发能力和综合创

新能力也就无从谈起。

３　加强应用型师资队伍建设的对策
应用型师资队伍建设既是崭新的课题，也是系

统工程，必须要认真研究，系统规划，科学实施。

３．１　转变观念：以能力输出为取向，提升教师的育
人素质

传统观念认为，大学教师一定要是科班出身，

最好是高学历，知识渊博，理论水平高，专业基础扎

实，表达能力好，能为人师表等；而对于动手能力、

研发成果、工作经历、工程背景等没有要求，甚至不

太看重。这是一种典型的对知识传授型教师的要

求标准。但是，应用型师资主要是以能力输出为特

征的，因此，建设应用型师资队伍一定要摈弃这一

固有观念，要把对高学历的重视转变为对高素质的

重视，要由重视知识基础、学术水平转变为重视工

程背景、工作经历和研发水平，要以评价研究论文、

学术成果为主要标准转变为以评价研发成果、咨询

报告、实践能力为主要标准。尤其是培养工程创新

型人才，其师资要求必须有工程背景、研发能力。

总之，要以能力输出为价值取向，并以此作为引进、

考核、评价教师绩效的主要依据。

与此同时，要拓宽应用型本科院校引入教师的

渠道，要敢于引进那些学历层次不算太高，但具备

教书育人水平，工程实践能力强，工作经验丰富，能

够有效实施专业课教学，并能够指导大学生研究社

会实践问题尤其是企业实际问题的“双能型”人才

充实到师资队伍里来。要大胆聘请校外兼职教师，

特别是要让企业高管、高工进大学课堂，视他们为

师资队伍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

３．２　优化结构：以专业建设为核心，打造合理的教
师团队

优秀的教学团队一定是结构合理，优势互补 ，

主攻方向明确，团结合作精神良好的师资队伍。应

用型师资队伍建设也要以整体上优化，结构上合

理，专业特色鲜明，且各类学科、专业教师兼容和互

相匹配为目标。首先，应用型师资队伍是从整体上

而言的，即在总体上看，该类型师资队伍是以能力

输出为特征，且多数教师有着比较深厚的工程实践

或社会工作背景，但并非所有教师千人一面，其中

可能还有部分教师如公共基础课教师在能力上还

是知识传授型的，但他们得有应用型教学的理念和

意识。其次，应用型师资队伍建设要区分学科、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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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不可搞“一刀切”，对于工程类、经管类专业教师

来说，必须要有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和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而对于理科、文科类专业教师来说，要求

他们的只能是了解社会需求，熟悉企业情况，优选

教学内容，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再次，应用型师资

队伍的打造要以专业建设为核心，以培养学生的专

业能力为目标。应用型人才的特点是基础厚、能力

强、有特色，因此，应用型师资队伍建设要以此为依

据。总之，兼容并包，结构合理，富有特色，重在应

用，应成为应用型师资队伍建设的指向。

３．３　突显特色：以知识应用为基调，彰显师资优势
应用型师资与学术性师资的最大区别点就在

于后者以探索未知、学术研究、构建理论、传授知识

为优势，而前者则是以应用知识研究实际问题、研

发产品、培养学生的能力为优势。据此，建设应用

型师资队伍首先重在一个“实”字［３］。一是要注重

培养他们研究实际问题的能力，二是要加强训练专

业教师的工程实践或社会实践能力，三是要培养他

们的求实精神和务实态度，四是要引导他们对实用

技能的学习和知识更新。其次，建设应用型师资队

伍还要注意一个“活”字。一是培养方式要灵活，要

不拘一格选育人才，还要不拘一格培养人才；二是

思维方式要活跃，应用知识关键在于“活”，要引导

教师活学活用知识；三是思想观念要鲜活，应用型

师资的思想观念不能保守，要与时俱进，紧跟科学

技术的发展前沿，瞄准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

求。再次，建设应用型师资队伍还应该讲求一个

“通”字。应用型师资的知识面必须要宽，对社会需

求要了然于胸，对各种知识要有很强的融会贯通能

力，能够在知识、技术与社会需求和实际问题之间

进行有效对接 。换言之，应用型师资队伍的知识整

合能力和综合创新能力要强，这是其优势和特色之

所在。这一点，在工程创新型人才培养对师资条件

的要求上，体现得更加充分和明显。

３．４　构筑平台：以校企合作为基础，联合培养应用
型师资力量

仅靠高等院校无法培养出真正的应用型人才，

也根本无法造就应用型师资队伍。只有在政府引

导和推动下，校企合作，共同构筑育人平台，才能顺

利实现培养应用型师资力量的目标。

笔者认为，校企联合培养应用型师资及应用型

大学毕业生的途径很多，至少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

行探索：一是在政府支持下设立应用型师资培养项

目，通过项目把校企有机连在一起，形成合力，共同

为应用型师资培养提供资源、创造机会。二是通过

“双设”的办法，打造培养应用型师资培养的平台。

所谓“双设”，即企业在高校设立“嵌入式”实验室，

高校在企业设立教学“实践、实训基地”。“嵌入

式”实验室和“实践、实训基地”，既可以成为产、学、

研结合，孵化研究成果的平台，也能成为造就应用

型人才的摇篮。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工程创新型人

才的培养，必须要走校企合作之路，否则，无法很好

形成工程能力和创新能力。

３．５　建立制度：以改革创新为驱动力，推动应用型
师资队伍建设

政策和制度具有引导功能和保障作用，培养应

用型师资队伍离不开可靠的制度支持。应用型师

资队伍建设之所以步履维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

在于缺少有效的政策引导和有力的制度保障。加

强应用型师资队伍建设，必须建立、健全一套有效

的、操作性强的制度，譬如，“专业导师制度”、“差别

聘任制度”［４］、“应用型师资评聘标准与考评制度”、

“教师双挂制度”，等等。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

高等院校现有的一些制度不利于应用型师资的成

长，因此 ，必须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来破旧立新，

否则，打造应用型师资队伍只能是停留在口头上。

建立教师“双挂”制度和制定“应用型师资评聘

标准与考评制度”，是当下学者们议论较多的话题。

所谓“双挂”，即高校专职教师到企业挂职，增强实

践经验，以及企业兼职教师到高校挂职，了解高等

教育情况，并熟悉大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心理特性

等。这是造成“双师型”教学的有效方式。但是，要

目前为止，“双挂”只是在一些应用型高校做试验，

在总体上并未形成制度。与此同时，应用型师资队

伍的概念虽然已经提出，并且被学界和高教界普遍

接受，但是，它的认定标准是什么，如何对此进行考

评等，更是缺乏依据。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制

度性问题，应用型师资队伍的建设之路还会更加崎

岖漫长。

３．６　形成机制：以造就“资质”为标志，强化应用型
师资队伍内涵建设

应用型师资队伍建设核心在内涵，而内涵建设

的核心在“资质”造就。这里说的“资质”，并不在

于某些证书的有无或多少，而根本在于专业能力的

建设。首先，要建立教师的培训机制。对于不同学

科、专业的教师要有不同的培养、培训方案，即应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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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需要分类指导和培训；对于中老年教师与青年教

师，也应区别对待，要形成青年教师到企业、社区挂

职以及中老年教师到社会和企业定期调研的机制。

其次，要建立兼职教师资源库，形成正常的教师补

充和退出机制。兼职教师，尤其是来自于企业的兼

职教师是应用型师资队伍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

要通过一定的机制建设好、使用好这支师资力量。

再次，要打通渠道，建立应用型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以及与研究论文相互转化的有效机制。应用型成

果是应用型能力的物质形态和最直接的表现形式，

要通过建立机制，鼓励教师投入精力进行应用型研

究，这是培养应用型师资的有力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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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应用型高校新闻专业教师承担着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综合应用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团结协作能力等
素质的应用型新闻人才的培养重担，他们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教学与人才培养的质量。本文围绕思想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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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ｌｆ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ｔｅａｍ
ｗｏｒｋ，ｓｏｔｈｅｉ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ｓ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ｔｈ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ｓｅ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ｉｎａｐｐｌｉｅ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ｒｅｅａｓｐｅｃｔｓ：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ｏｎ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ｑｕａｌｉｔｙ

　　应用型本科院校产生于２１世纪初，既是中国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然结果，也是经济发展到一定

阶段的必然产物。应用型本科院校不同于传统大

学，其主要是培养行业一线岗位急需的“工程师”型

人才。所以，应用型人才培养既强调具有扎实的理

论基础，更注重实践能力培养，“理论知识”和“实践

能力”是应用型人才成长的双翼。应用型人才培养

目标的特殊性，相对于传统大学，其教学内容、教学

方式手段都更倾向于一线岗位的实战经验，这就要

求应用型本科院校教师既要具有普通本科院校教

师必须具备的专业知识和科学研究素质以外，还应

该具备知识应用能力、技术操作能力、实践组织能

力、应用创新能力和与时俱进的思想等“双能型”

素质。

我国应用型本科院校主要是在师范类专科院

校升本的基础上转型发展的，其原有师资队伍的特

点就是“专业教师缺乏实践背景，产学研合作的能

力不强”［１］，因此，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应用型师资队

伍是应用型本科院校的重要使命。

就应用型本科院校新闻专业师资队伍建设而

言，通过知网检索梳理，目前，展开的一系列研究主

要集中在新闻专业的教学方式方法上，有关应用型

本科院校新闻专业教师队伍建设只有５篇［２－６］，与

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为空白。

本文将结合应用型本科院校“双能型”教师队

伍建设标准，从四个方面简述应用型高校新闻专业

教师的素质要求。

１　思想政治素质
２０１８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强调，要增强做好新

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自信自觉，把学习宣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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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引向深入，着眼深入人心、凝心聚力、以文化

人、成风化俗，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

创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大好局面巩固好、发展好，

不断谱写新的时代篇章。会议精神不仅为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树立了明确的

目标，也为高校新闻专业培养人才目标作了新的界

定。尤其是应用型本科院校，培养的是新闻一线工

作岗位急需人才，所以应用型新闻专业教师坚定的

政治立场和强烈的时代精神是建设高素质专业化

宣传思想文化干部队伍的重要保证。

１．１　坚定的政治立场
新闻媒体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透明性，是党和

人民的“喉舌”，体现了较强的政治性，这也为新闻

专业教师提出了要求：要积极树立“喉舌”意识，深

入理解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内容，将其理论知识与

新闻媒体具体的实际工作相结合，树立马克思主义

的新闻观，利用正确的思想方法去发现、分析和解

决问题。

“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习

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充分认识肩上的责任，做

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不仅要在文艺创作上追求

卓越，而且要在思想道德修养上追求卓越，更要自

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做到言为士则、

行为世范。［７］作为新闻专业教师在弘扬和培育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更具有独特作用。一个时代

有一个时代的精神，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

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核心价值观是维系

一个民族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思想道德共同的

基础。如果缺失了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与

国家就会精神无所归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

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都很快，但同时，我国社

会也处在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

时代，也是容易出现一些严重问题的时期，其中就

有一些人价值观缺失，行为没有底线，没有国家观

念、不讲对错，不问是非，不辨美丑，邓小平曾告诫

说：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

会在另一方面变质！［８］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更是我们

每个新闻工作者的使命、责任，是我们的自觉行动

与担当。

１．２　良好的职业道德
具有真实、公正、客观的职业道德情操，是新闻

媒体业对新闻传媒人才自身素质的基本要求，也是

新闻人才培养的目标之一，而新闻专业教师是完成

这一目标的关键所在。新闻专业教师要充分意识

到自身的责任，教师传授给学生新闻传媒专业知识

固然重要，但利用自身的思想道德素养潜移默化地

影响学生更是关键。

在当前发展社会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许多文化

产品要通过市场实现价值，当然不能完全不考虑经

济效益，但是当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产生矛盾冲突

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

会价值。新闻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能沾满铜臭

味。一篇好的新闻，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讨论、专家

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要坚守新闻职业的原则立

场、保持新闻的独立价值。新闻专业教师必须向学

生呈现美好、善良、正义的一面，学生才会“亲其师，

信其道”，在潜移默化中促进他们在新闻工作中养

成良好的职业操守。

２　应用实践素质
应用型高等教育的领跑者德国高校特别强调

教师的行业背景，规定“要想成为一名应用型院校

教师，必须具有学士以上学位，并对所授技术课程

有一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及最新经验，或者在合适的

技术领域有５年以上的实际经验，还要求有当顾问
和单独判断与研究的能力。”［９］而美国聘用新闻教

师的标准在于是否在新闻产业做出过重大贡献，特

别是他们的作品是否影响广泛，是否获得过新闻奖

项，坚持不看文凭看水平的原则。

新闻专业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新闻专业

学生的技能训练，学生要经常介入显示媒介的运

作，学习适应新闻工作者的角色。因此，应用型高

校新闻专业教师良好的实践能力是成为一名合格

应用型教师的关键要素。

２．１　对媒体发展趋势的充分了解
要使培养的学生适合媒体的需要，新闻专业的

教师必须对媒体有充分的了解，这既是课堂教学自

然涉及的内容，也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大多

数新闻专业教师主要局限在高校范围内工作，很少

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媒体，所以很难向学生传授相关

媒体实践知识，如讲授报纸编辑学课程的教师对报

纸出版的流程缺乏亲身的经历，在向学生传授相关

知识时就很难做到生动深刻；讲授新闻写作与评论

的老师，自己没有发表过有影响的作品，在学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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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能树立威信。再者，媒体的变化日新月异，各

种新的媒介形态不断出现，如一些教师对博客、微

博都不接触，对其传播机制和社会影响当然也就很

难了解，又如何能培养应用型人才。

２．２　新闻价值的鉴别素质
新闻专业教师的应用实践素养在一定程度上

与专业素养有着极深的关系，但是从实际内容来看

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应用实践素养中重要的

内容就是新闻价值的鉴别素养。新闻专业教师要

积极参加新闻实践活动，坚持社会需求导向，在应

用实践中突出新闻专业的能力培养目标，进一步促

进新闻专业课程设置改革，积极进行新闻实践教

学，促进新闻创新教育，在实践中不断去挖掘新闻

信息的价值以及提高对新闻价值的鉴别力。

尤其是自媒体时代下各种“炒作”与“不实报

道”蜂拥而至，大大影响了新闻的价值，也使人们对

新闻产生了怀疑。这就要求新闻媒体专业教师对

新闻工作及其社会问题深入研究的同时，要有辩证

的思维和独到的见解，在大量信息中不断去开展专

题报道、深度报道，提高新闻事件的“质”。

２．３　深度报道采写的素质
新闻专业教师要让学生信服，产生影响力，必

须具备良好的应用实践能力，具备深度报道采写的

素养。美国新闻学教师上岗前大都有多年丰富的

新闻工作经历，上岗后其中大多数又不脱离一线新

闻工作，这充分表明美国重视新闻学教学与新闻一

线工作之间的紧密联系，新闻教育只有与实践相结

合才能焕发长久的生命力，新闻学教师只有不断经

历一线新闻工作才能把课堂教学引向深人，及时反

映当今网络时代新闻产业突飞猛进的变革和创新。

美国新闻学认为新闻是公众的消费品，只有深

人到实践中去把握市场的脉搏，掌握新闻工作的规

律性，才能搞好新闻学教学。我国著名新闻学教育

家李良荣曾说：“新闻学是以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

新闻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的重点是新闻

事业和人类社会的关系，探索新闻事业的产生、发

展的特殊规律和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１０］他的这

一新闻学概念在我国影响很深，长期为许多新闻学

论著和教科书作为经典所引用。

尤其是网络时代下，事件发酵速度快、传播快，

可能导致一些错误的信息占据舆论主导地位。教

师单纯的理论知识传授，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对新闻

人才的要求。因此，教师必须提升自身的素养，增

强敏锐的观察能力和思考能力，积极将网络热点问

题引入到课堂教学中，从民众关心的新闻、感兴趣

的新闻热点出发，亲临一线对相关问题展开调查，

在实践中培养合格的新闻工作者。

２．４　编辑素质
新闻专业教师具备较强的编辑素养，这是培养

高素质的媒体记者必备的基本素养。在新闻媒体

工作过程中，编辑作为工作的重要环节，教师必须

紧贴实际培养较强的选稿、改稿和编辑素养。当

然，良好的编辑素养还需要有前提条件，必须具备

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能深入研究和分析有

价值的新闻素材，结合新闻价值来掂量出社会新闻

的分量，再对新闻素材进行科学的选择和处理。编

写稿件时能充分尊重素材原有的的特点，善于运用

各种手段为新闻稿增添色彩，将新闻进行串联、组

编。尤其在信息时代，应用型新闻专业教师应该熟

练操作相关编辑软件。

３　广博知识素质
新闻媒体专业教师必须具有多领域广博的知

识素养，以此丰富自身知识结构。因为新闻专业知

识并不是独立的，它常常包括经济、文化、军事、社

会生活、心理学，甚至人文社会科学、计算机信息

学、外语等多个领域的知识，“在现代社会，新闻媒

体是关于公共事务信息和舆论的主要提供者，但并

不总是局限于新闻媒体或新闻本身，因为新闻传播

可以有更多的表达方式，包括文学和电影”。［１１］新

闻专业教师仅仅对某一领域有着渊博的知识是远

远不够的，还需要进行广泛的学习，面对海量的新

闻媒体传播信息需要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针对一

些社会热点问题的报道，新闻要基于真实性和合理

性来发表评论，要具备用正确的言论来引导舆论的

能力。李希光教授曾说，没有哪个学科像新闻传播

学的课程那样，随着时代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

更新得那么快！可能每个课程每两年或三年就得

调整教学大纲！如何适应新闻传播学课程的这种

快速的变化，就是要与时俱进，随时自我更新，自我

发展，别无他法。

同时，我国顶尖大学新闻学院都把培养学生的

国际视野作为专业培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不

言而喻，教师具有国际视野对于培养学生国际化极

为重要。大量历史和现实数据表明，美国等西方国

家在重大或突发性国际事件的报道和评述方面都



３８　　　　　　　　　　　　　　　　　　　　　　　 应用型高等教育研究 　　　　　　　　　　　　　　　　　 第３卷

明显优于中国，美国网络公司、报刊杂志、新闻广播

电视公司等新闻媒体，无论从规模，还是影响力来

看在全球都具有领先地位。新闻专业教师要时刻

关注国内外新闻和新闻学的发展动向，立足国际视

野，不断刷新升级知识结构。

４　教书育人素质
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

师。２１世纪，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新时代，教育成为
优先发展的战略要地。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是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的传播者。在教学活动中，

党的教育方针能否贯彻，培养目标能否实现，我国

的科学技术水平能否处于世界先进之列，中国梦能

否实现，教师起着重要作用。作为一名教师，要适

应科技发展、教育发展，要担负起教书育人的重任，

必须首先加强自身的师德修养，提高自己的思想道

德水平，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才能在课堂教学———

素质教育的前沿阵地上培养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

高素质的合格人才。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

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提出，健全教育人才评价

体系。坚持立德树人，把教书育人作为教育人才评

价的核心内容。《指导意见》强调，深化高校教师评

价制度改革，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思想政

治素质和业务能力双重考察、全面考核和突出重点

相结合，注重对师德师风、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社

会服务、专业发展的综合评价。《指导意见》对“教

书育人”提出了明确要求。

本文认为，新闻专业教师的“教书育人”，除了

课堂知识传授以外，应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１）对教育事业高度负责，乐于奉献。在职业
道德上，教师职业道德比其他职业道德更具有先进

性和自觉性。教师要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要树立

正确的教育观、质量观和人才观，增强实施素质教

育的自觉性，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用感。要认识

到，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综合国力的竞争实质

上是人才的竞争。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的人才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目标；还要认识到，

教育的发展，关系于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兴衰。教

师从事的是光辉而神圣的事业，在推进社会进步和

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我们应该全身心地投入，不断学习，不断创

新，与时俱进，锐意改革，更新教育观念，为学生的

持续发展、为社会发展而努力、自觉、主动工作。

（２）对新闻事业高度负责，以身作则。在职业
道德上，教师职业道德比其他职业道德更具有示范

性。作为教师，若想严于待生，必须严于律己，这是

一切育才者不可缺少的职业品质。布鲁纳曾经说

过：“教师是教育过程中最直接的有象征意义的人

物，是学生可以视为榜样并拿来同自己作比较的人

物。”［１２］教师是学生增长知识和思想进步的导师，

他们一言一行会对学生产生影响，一定要在思想政

治上、道德品质上、学识学风上以身作则，自觉、率

先垂范，这样才能真正为人师表。只会“言传”，不

会“身教”的老师不是一个合格的老师。把“言传”

和“身教”有机地结合起来，德以修己，教以导人。

参考文献：

［１］蔡敬民．地方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
探索［Ｍ］．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３．

［２］张香萍．提高新闻专业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的思考［Ｊ］．
教育与研究，２０１３（１０）：２６２９．

［３］孟丽娜．应用型高校新闻专业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策
略［Ｊ］．今传媒，２０１５（１）：１６１１６２．

［４］刘志武，王胜源．工科院校新闻专业应用创新型师资队
伍建设［Ｊ］．辽宁工程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２０１１
（６）：６４５６４８．

［５］王艳．略论高校新闻专业“双师型”教师培养的可能空
间［Ｊ］．教育与职业，２００９（２）：２５２７．

［６］田瑛，李忠春．论高校新闻专业教师的职责［Ｊ］．新闻爱
好者，２００８（４）：７６７７．

［７］张德祥：文艺应当引领新时代的新风气［Ｎ］．光明日
报．２０１４－１０－２２（０１）．

［８］徐远洲．心灵与实践的感悟·平凡心路［Ｍ］．上海：上
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１３０．

［９］新闻学，维基百科，（２０１６－０８－１０）［２０１７－１１－０２］，
ｈｔｔｐ：／／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１０］李良荣．新闻学概论［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１３０．

［１１］新闻学，维基百科，（２０１６－０８－１０）［２０１７－１１－０２］，
ｈｔｔｐ：／／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１２］李伯黍，燕国材．教育心理学［Ｍ］．上海：华东师范大
学出版社，２０１０：１４０．

［责任编辑：李玉年］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８年３月　第３卷第１期　　　　　　　　　　　　　　　　　　　　　　　　　　　　　　 Ｍａｒ．２０１８Ｖｏｌ．３Ｎｏ．１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研究项目“依托高校工程训练中心和地方企业提升本科生工程实践能力的研

究与实践”（２０１７－ＪＳＪＹＹＢ－１１９）资助。
作者简介：葛新锋（１９７８— ），男，河南许昌人，许昌学院工程技术中心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机器人学、先进制造技术。

以工程为动力，项目为抓手的机械类人才

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以许昌学院为例

葛新锋
（许昌学院 工程技术中心 ，河南 许昌　４６１０００）

摘　要：在“新工科”背景下，对于转型发展院校机械类专业学生的培养，提出了以工程为动力、以项目为抓手的
人才培养模式，界定这种培养模式的内涵和提出实施方案，并把这种模式应用到机械类专业学生的培养过程

中。通过实施这种培养模式，使机械类专业的学生树立了工程意识，具备了工程能力，为毕业后的工作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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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人才培养模式，就是在一定的教育思想和教育

理论指导下，为实现一定的培养目标，在培养过程

中所采取的能使学生掌握系统的知识、能力、素质

的结构框架和运行模式，［１］包括培养目标、教学制

度、课程结构、课程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

校园文化诸要素。

培养模式应是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和基本培养

方式的统一体。培养目标是确定培养规格和选择

培养方式的出发点和归宿，培养规格是培养目标的

具体形式，培养方式则是达成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

的具体途径。培养模式决定着高等教育所培养人

才的根本特征，集中体现了高等教育的思想和观

念。［２－３］但人才培养没有统一的模式，就大学组织

来说，不同的大学，其人才培养模式具有不同的特

点和运行方式。

在当前的高等教育中，相当部分地方本科高校

存在着人才培养目标不明确，学科专业名称凸显不

出学校的特点，人才培养同质化，师资队伍实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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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足，毕业生甚至是老师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

服务能力不强等问题。企业、社会、学生自己对高

等教育不满意，这说明机械工程类的高等教育培养

模式出了问题，［４－９］必须摸索找到一条适合经济社

会发展的新模式。

２０１２年底，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在全国教育工
作会议上讲到“高等教育要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

力，以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为抓手，深化改革，加快

推进，狠抓落实，突出实效，力争在高校科技管理体

制改革、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教育信息化重大工

程实施等重点工作方面有新突破，取得实效”。高

等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具有扎实宽广的基础理论、系

统深入的专门知识的综合型人才。［１０－１３］对于高等

工程教育培养人才的目标，教育部会同有关高校进

行了深入探讨，形成了“复旦共识”［１４］、“天大行

动”［１５］，最后出台了“北京指南”［１６］。根据教育部

对新工科的要求，地方高等教育的机械工程类专业

应根据地方产业经济结构的需求灵活设置或调整，

开设满足地方企业需求的理论内容，与当地产业经

济结构深度融合。因此，本文提出以工程为动力，

以项目为抓手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内涵建设，促进

学科融合，提高办学质量，提升学生的综合工程能

力。本文以许昌学院为例深入阐析这种培养模式。

１　以工程为动力，项目为抓手的人才
培养模式及实施方案

　　机械工程是以有关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为
基础，融合实践经验，研究在生活和生产中所用到

的机械产品的开发、设计、制造、安装、使用和修理

的理论和应用的学科。［１７］以工程为动力就是要求机

械类专业学生应树立工程思想，以工程为学习对

象。以项目为抓手是在学习过程中，充分运用所学

到的理论知识解决实际生产生活过程中遇到的种

种问题。项目内容是以企业生产全过程所涉及到

的问题，以真实问题引领工作任务，通过工作任务

引领专业知识。根据技术领域和职业岗位设置课

程，重构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建立解决工程能力

培养的教学标准，以解决复杂工程问题为根本，企

业和学校共同制定教学方法和手段，产教融合，强

化学生的综合工程实践能力培养。

１．１　培养模式
许昌学院定位为一所“地方性、应用型、服务

性”本科院校，确定了“以理工为主、特色鲜明的高

水平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办学目标，确立了“立足地

方、面向社会、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办学思路。

因此，对于许昌学院机械类专业在理论教学中过

程，应按照“新工科”［１８］的要求进行改造，即在传统

机械专业的培养计划中，针对机械类专业的社会应

用适当的安排强电、弱电结合的课程，计算机软硬

件的相关课程，并融入到工程项目中，学用结合，达

到“学中做，做中学”。充分利用学校所在地方的特

色资源，有统计数据表明，高校的毕业生中，８０％左
右的毕业生会选择在他们曾经就读过的学校周边

的一些城市就业。［１９］因此，在机械类专业学生的培

养过程中，深度融合地方产业和行业，推动学生对

现代企业文化和工作流程的了解，使学生充分的融

入到企业中去，参与到企业的具体工程项目中，从

一个项目的前期市场调研开始，直至到产品的试

制、安装、调试、制造和大规模商业化这一完整的过

程，以解决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学用分离问题，达

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１．２　实施方案
现行机制专业的课程体系第七学期安排的是

专业技能课，我们的做法是把课程直接安排到企业

上。先让学生对企业有总体的了解，让企业的管理

人员介绍企业的运营和经营情况、企业的技术工程

师介绍技术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让学生对企业和行

业有总体把握，然后让学生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上

课内容。将课程内容融入到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

企业工程师和专业教师共同拟定教学大纲，将课堂

搬到企业，企业的工程师全程实施教学计划，专业

教师全程跟踪，真正做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经

过一段时间的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学生对企业的生

产经营活动有了一定的了解以后就可以根据自己

的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情况制定自己的学习计划。

学习计划应该满足大纲要求，可以单独完成，也可

以小组实施，但要自行组织自己安排，能够运用理

论知识解决企业经营运营和技术实施中的实际问

题，以项目的形式进行实施。通过这种模式，学生

能够参与一个完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更好的理

解理论知识，应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掌握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讲授理论课的专业教师和企业工程师共同制

定教学大纲，在学生进行学习的过程中，教师也要

求和学生一样下企业，进车间，让教师去感受知识

的运用，这样才能使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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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

同时，根据地方高等院校毕业生的去向调查结

果，［２０］大部分的地方高校毕业生来源院校所在地附

近，毕业以后的工作地也在院校所在地附近就业。

因此，采用这种方式一方面使学生能够及早的融入

到当地的企业中去，了解当地的企业文化，企业的

经营模式，能够和地方产业结构紧密结合，毕业以

后能够充实到当地的企业中；另一方面在实践学习

的过程中能够转变角色，参与到企业的活动中去，

有利于培养团队精神、认同感以及个人的思维、品

行、技能等品质。

２　以工程为动力，项目为抓手的人才
培养模式的教学实践

　　许昌学院和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合
作开发项目课程。

２．１　实践项目１
针对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在加工汽

车差速器十字轴时出现超差严重的现象，提出了解

决“十字轴加工超差”项目，并对这个项目开展了研

究。对这个项目，首先根据图纸分析精度要求，十

字轴的加工误差主要是轴颈尺寸误差、四轴的中心

线的平面度误差、相邻的两组轴中心线的垂直度误

差和同轴中心线的同轴度误差，这些在学习《互换

性与测量技术》这门理论课时都学习过。所以解决

这个项目的问题就是如何应用这些理论知识的问

题。接下来分析工艺过程，图 １所示为某型汽车万
向节中的十字轴，同轴轴头的同轴度要求 ０．
２５ｍｍ，相互垂直的二组轴的垂直度要求０．１０ｍｍ，
四轴的平面度的要求０．０６ｍｍ。十字轴加工时首先
是把毛坯放到雷力卡盘（图２所示）中，这时必须保
证毛坯的四个凸台（辅助工艺凸台）与雷力卡盘的

四个定位槽完全接触。在毛坯夹紧过程中，要保证

毛坯与雷力卡盘的接触面没有铁屑等杂质，这道工

序可以完成对十字轴四根轴的加工，并且在轴的中

心处打上中心孔；其次是在车床上把十字轴中间部

分进行加工，以保证中间的平面度要求，这道工序

不会影响十字轴尺寸的变化；最后需要渗碳处理，

保证足够的强度、韧性和耐磨性，这里面涉及到《机

械制造工艺学》、《数控加工工艺》和《机械工程材

料与热处理》的内容，这些知识也是我们熟悉的。

接下来就是解决问题的过程，我们首先选取２０件
成品进行统计分析，测量其精度，分析超差的可能

原因，然后进行实验，确定原因。实践证明，这个项

目我们解决的很圆满，为企业节约了成本，提高了

效益，同时我们所学的知识在企业中也得到了应

用，不再让学生感觉到我们所教的知识和社会脱

节，学的不能用。

图１　十字轴的零件和零件图

２．２　实践项目２
在铣传动轴某零件的内孔时，铣刀刀尖到主轴

中心的长度Ｌ（如图３）是通过有丰富的工作经验的
工人进行目测调整铣刀刀杆的长度来保证的。这

种通过调整铣刀刀杆长度来保证 Ｌ大小的方法极
易受工人经验的影响，目前市面上没有一种现成测

量这样长度的仪器可以实现这样一段长度的测量，

如果直接采用游标卡尺来测量这一段长度会造成

测量的结果误差很大，从而导致在实际的机械加工

过程中会出现加工出许多不合格的产品，这样会造

成资源的浪费和企业生产效益的降低。针对这一情

况，提出了“铣刀半径测量器”的项目。对于这个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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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首先对现成的测量工具进行改造，把游标卡尺的

内外测量爪换成圆锥或者圆柱，即改造成如图４所示
的结构，可以实现对图３所示长度Ｌ的精确测量。

图２　十字轴的毛坯和雷力卡盘

图３　铣刀尖到铣刀杆中心线的距离

图４　铣刀半径测量器

　　此项目进行的过程中，涉及到《机械设计》、《机
械制造工艺学》、《互换性与测量技术》、《数控加工

工艺》和《机械工程材料与热处理》这些核心课程，

这些核心课程在大二、大三时都学习过，在此既进

行了复习，又得到了应用；对于企业来说，既摆脱了

对工人的依赖，又实现了技术和效益的增加。

上述具体实践，是对传统教学模式改革的积极

探索，符合教育部“北京指南”中的新工科建设精

神。这种方式的引入，既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有机

结合，又实现了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的同步提高，

给学生提供了工程环境，使学生尽早树立了工程意

识，培养了学生的工程能力，同时对于教学质量的

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增强、实践能力的提高都有

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１］刘红梅，张晓松．２１世纪初高教人才培养模式基本原则
探析［Ｊ］．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２００２，２３（５）：５８９５９０．

［２］刘献君，吴洪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内涵、制约与出
路［Ｊ］．中国高等教育，２００９（１２）：１０１３．

［３］张士献，李永平．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综
述［Ｊ］．高教论坛，２０１０（１０）：５８．

［４］李菊丽，郭华锋，黄传辉，等．机械类应用型本科人才培
养模式的研究［Ｊ］．教学研究，２０１１，３４（３）：６３６６．

［５］丁晓红，李郝林，钱炜．基于成果导向的机械工程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Ｊ］．高等工程教育研究，２０１７（１）：１１９
１２２，１４４．

［６］郑大腾，旷虚波，尹三凤，等．基于工程教育认证标准
的机械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Ｊ］．课程教育研究，
２０１６（３６）：２５３２５４．

［７］马建，焦生杰，吕彭民，等．行业性机械类专业人才培养
模式的研究与实践［Ｊ］．高教发展与评估，２００５，２１（３）：
６４６７．

［８］陈安华，胡燕平，颜建辉，等．构建多学科融合学术环
境，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Ｊ］．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０（４）：４７４９．

［９］黄民，米洁，王红军，等．机械工程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
与改革实践［Ｊ］．实验室研究与探索２０１５（９）：１７９１８３．

［１０］刘俊，李荣斌，汪烨，等．基于工程素质的技术应用型
人才培养模式研究［Ｊ］．职教论坛，２０１２（７）：５２５４．

［１１］程贤福．机械工程类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探析［Ｊ］．华
东交通大学学报，２００７，２４（１２）：１５８１６０．

［１２］徐艳．多学科融合在大学生科技创新中的重要地［Ｊ］．
南京工程学院学报，２００９，９（４）：６２６４．

［１３］何高法，周雄，丁又青，等．智能制造背景下机械工程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Ｊ］．教育教学论坛，２０１７
（２１）：１６２１６４．

［１４］教育部．“新工科”建设复旦共识［Ｊ］．复旦教育论坛，
２０１７，１５（２）：２７２８．

［１５］教育部．“新工科”建设行动路线（“天大行动”）［Ｊ］．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２０１７（４）：２４２５．

［１６］教育部．“新工科”建设指南（“北京指南”）［Ｊ］．高等
工程教育研究，２０１７（７）：２０２１．

［１７］雷源忠，我国机械工程研究进展与展望［Ｊ］．机械工程
学报，２００９，４５（５）：１１１．

［１８］钟登华．新工科建设的内涵与行动［Ｊ］．高等工程教育
研究，２０１７（３）：１６．

［１９］梁礼明，林元璋，吴健，等．“新工科”背景下地方本科
院校改革发展路径探析［Ｊ］．江西理工大学学报，
２０１７，３８（６）：６０６４．

［２０］王敏，江楠．新时期普通高校本科毕业生就业去向调
研分析［Ｊ］．教育现代化，２０１７（３６）：２９５２９７．

［责任编辑：李玉年］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８年３月　第３卷第１期　　　　　　　　　　　　　　　　　　　　　　　　　　　　　　 Ｍａｒ．２０１８Ｖｏｌ．３Ｎｏ．１

基金项目：四川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新建院校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基金项目“新建本科院校高水

平特色二级院系评价指标体系研究”（ＸＪＸＹ２０１６Ｂ０５）资助。
作者简介：彭富昌（１９７６— ），男，云南祥云人，攀枝花学院钒钛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教学管理、钒钛材料。

地方院校高水平特色理工院系建设评估指标构建研究
———以攀枝花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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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地方高校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竞争压力，高校二级院
系的评估是提升办学水平、彰显办学特色和增强服务地方发展能力的关键。指标体系是评估工作的核心要素，

院系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对学校的水平和特色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在分析国内高水平大学的类型和典型评估

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地方院校理工院系建设（评估）指标框架体系，并经过修正和实践应用，构建出包含

５个一级指标和４８个二级指标的地方院校高水平特色理工院系建设评估指标体系，估算了主要观测点权重，对
指标内涵进行了说明。该评价指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可用来对地方院校高水平特色理工科院系

的建设效果进行评价和验证。

关键词：高水平；特色院系；评估；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８．４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６－２０４５（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４３－００７

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Ｉｎｄｅｘ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ｉｎＬｏ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ＰＥＮＧＦｕｃｈａｎｇａ，ＺＯＵＪｉａｎｘｉｎｂ，ＬＩＵＹａｎｈｕｉｂ

（ａ．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ＶａｎａｄｉｕｍａｎｄＴｉｔａｎｉｕｍ；ｂ．Ｐｕｂｌｉｃ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Ｐａｎｚｈｉ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ａｎｚｈｉｈｕａ６１７０００，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ｌｏｃａｌｃｏｌｌｅ
ｇｅｓａｒｅｆａｃ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ｆｓｕｒｖｉｖｅ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ｉｓｔｈｅｋｅｙ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ｃｈｏｏｌｒｕｎｎｉｎｇ，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ｔｈ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ｉｓｔｈｅｃｏｒ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ｅｖａ
ｌｕａ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ｗｈｉｃｈｐｌａｙ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ｇｕｉｄｉｎｇｒｏｌｅｆｏｒ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ｔｈｅ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ｈｅｔｙｐｅａｎｄｔｙｐｉｃ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ｎｓｉｓｔｉｎｇｏｆ５
ｆｉｒｓｔｇｒａｄ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ａｎｄ４８ｓｅｃｏｎｄｇｒａｄｅｉｎｄｅｘｅｓｉｓｂｕｉｌｔｆｏｒｔｈｅ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ｉ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ｃｔｕ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ｉｔｈａｓａｃｅｒ
ｔａｉｎ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ｍａｎｅｕｖ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
院校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着力为地方

培养高素质人才。地方院校特别是新升格院校在

办学历史、师资队伍、教学资源和科研条件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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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存在先天不足。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不断

提高的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的资源和毕业生就业

两大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在面对如此严峻的竞争压

力下，地方院校为谋求生存和发展，必须在发展战

略上做出调整，科学定位办学目标，努力创建办学

特色，增强服务地方发展的能力。高校内部的办学

主体单元是二级院系，高校的办学水平和特色与院

系的建设成效直接相关。对地方高校高水平特色

二级院系建设的考核（评估）指标要素进行研究，构

建相应评估指标体系并开展考核和评估，不仅可以

指导二级院系开展日常的教学科研工作，而且可以

反映、监测和评价学科建设水平［１］，同时也是校级

层面建立“地方高水平特色大学”建设指标体系的

重要参考，对院系建设和学校发展均具有重要意

义。国内针对“地方高水平特色大学”建设指标体

系的研究不多，作为西部地方院校———攀枝花学院

提出了建设“地方高水平特色大学”的战略目标，并

开展了一些初步研究，但都尚未成熟。本文在梳理

国内关于高校的教学科研水平评估指标的基础上，

以西部地区应用型本科院校攀枝花学院为例，结合

自身实际，构建高水平特色理工院系建设的考核

（评估）指标体系，并进行研究与实践。

１　国内外高水平特色大学评估指标
体系研究现状

１．１　高水平大学的类型
在国内外提出高水平大学建设的目标下，许多

高校和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纷纷针对“高水平”的内

涵进行了研究。根据目前业内对高水平大学的研

究和划分大致包括七种类型，即高水平综合性大

学、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高水平特色大学、高水平

教学研究型大学、高水平教学型大学、高水平行业

特色大学和地方高水平特色大学。通常，国内外

一流大学的定位为高水平综合性和高水平研究型

大学。攀枝花学院是教育部布点在川西南、滇西

北唯一一所以工为主的综合性普通本科院校，并

于２００７年顺利通过了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合格
评估。学校在２０１３年（中国网大国内大学排行榜
第５９０位）时提出了发展目标定位，即建设地方高
水平特色大学。这一建设目标和思想在国内其它

高校中尚未见公开报道，由于在空间局域引入了

“地方”的限制，通过若干年的建设，该目标是可以

实现的［２］。

１．２　高校教学科研水平评估机构及典型评估指标体系
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是高

等教育的永恒主题，只有通过科学合理的评价体

系，才能考量质量的优劣。针对高校的教学科研水

平评估，目前国内大致有教育部本科教育教学水平

合格评估、教育部学科评估、中国大学排行榜、专业

评估和千分工程五种类型，其中专业评估由各教指

委组织实施，大学排行榜则包括网大、中国校友会

网、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

所、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学学研究所、中国科学

评价研究中心等五个评价机构。

评估的目的不同，其指标体系设计思路就不

同，每种评估类型均有一套指标体系。以教育部本

科教学水平合格评估为例，其目的是检查督促高校

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有关人才培养的权

重高，指标体系涉及范围广，但内容较为基础。另

如，中国大学排行榜的目的是将高校按照综合实力

进行排序，供社会参考，指标体系由人才培养、科学

研究、社会影响三大一级指标构成，包括６项二级
指标、９项三级指标和１６项四级指标，涵盖指标观
测点２８０余项，具体见表１。

千分工程即是国内部分评估专家根据一些重

要指标的数量以一定的权重计算，构成满分为一千

分的评估体系，用以评价一所大学水平高低的评估

项目，主要考虑高校的重点学科、实验示范中心、教

学成果获奖和发明专利等重要指标。汪泓设计了

由８个一级指标、２１个二级指标、６２个观测点组成
的地方工科特色大学的评价指标体系，主要从办学

理念、师资队伍、教学与实践条件、教学建设与特

色、学校管理、校园文化、人才培养社会认同度和产

学研水平等方面进行考考虑，每个观测点分为 Ａ、
Ｂ、Ｃ、Ｄ四个等级，分别代表优秀、良好、一般、较差，
每个观测点都有一个参考权重，该权重是制定评价

指标体系时估计的权重值［３］。

此外，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组织

的学科评估是对具有研究生培养和学位授予资格

的一级学科进行整体水平评估，以服务高校和服务

社会为目的。评估指标体系则采用客观评价与主

观评价相结合、以客观评价为主的思路，由４项一
级指标、１１项二级指标、１８项三级指标构成，指标
权重全部由参与学科声誉调查的约５０００名专家确
定。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指标体系（理学、工学

门类）具体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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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中国校友会网２０１７年中国大学排行榜评价指标及权重［４］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指标权重

Ａ．人才培养

Ａ１．教育教学

Ａ２．学科建设

Ａ３．师资队伍

Ａ１１．教育教学

Ａ２１．学科专业

Ａ３１．杰出师资

Ｓ０１．教学水平 ５．８９％
Ｓ０２．创新创业教育 ４．１３％
Ｓ０３．德育教育 ０．７４％
Ｓ０４．杰出校友 １５％
Ｓ０５．星级学科 ８．０９％
Ｓ０６．星级专业 ２．２１％
Ｓ０７．杰出师资 １２．５１％

Ｂ．科学研究 Ｂ１．学术科研

Ｂ１１．科研成果

Ｂ１２．科研基地

Ｂ１３．科研项目

Ｓ０８．高端科研成果 １６．９２％
Ｓ０９．科研创新基地 ６．６２％
Ｓ１０．学术平台 ２．２１％
Ｓ１１．基础科研项目 ８．８３％

Ｃ．社会影响
Ｃ１．社会影响

Ｃ２．国际影响

Ｃ１１．办学层次

Ｃ１２．社会声誉

Ｃ２１．国际影响

Ｓ１２．办学定位 ０．６７％
Ｓ１３．社会／校友捐赠 ８．８３％
Ｓ１４．生源竞争力 １．４７％
Ｓ１５．媒体影响力 ２．２１％
Ｓ１６．国际影响力 ３．６７％

表２　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指标体系（理工农医门类）［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Ａ．师资队伍与资源
Ａ１．师资质量 Ｓ０１．师资队伍质量
Ａ２．师资数量 Ｓ０２．专任教师数（设置上限）
Ａ３．支撑平台 Ｓ０３．重点实验室、基地、中心

Ｂ．人才培养质量

Ｂ１．培养过程质量

Ｂ２．在校生质量

Ｂ３．毕业生质量

Ｓ０４．课程教学质量
Ｓ０５．导师指导质量
Ｓ０６．学生国际交流
Ｓ０７．学位论文质量
Ｓ０８．有效在校生
Ｓ０９．授予学位数（设置上限）
Ｓ１０．优秀毕业生
Ｓ１１．用人单位评价

Ｃ．科学研究水平
（含教师和学生）

Ｃ１．科研成果

Ｃ２．科研获奖
Ｃ３．科研项目

Ｓ１２．学术论文质量
Ｓ１３．专利转化
Ｓ１４．出版教材
Ｓ１５．科研获奖
Ｓ１６．科研项目（含人均情况）

Ｄ．社会服务与学科声誉
Ｄ１．社会服务贡献 Ｓ１７．社会服务特色与贡献
Ｄ２．学科声誉 Ｓ１８．学科声誉

２　高水平特色理工院系建设评估指
标体系构建

２．１　评估指标体系设计思路
因为在高校内部，二级院系的设置主要从学科

优化布局和发展考虑，即一个院系更接近于一个学

科，因此，在设计评估指标体系时主要借鉴教育部

的学科评估体系的总体框架。院系“硬件”配置主

要从师资队伍的数量和质量、仪器设备的数量两个

方面进行评价；“软件”主要从教学质量工程和科研

平台两方面考虑。毕业生综合素质可看作高校的

“产品”质量，质量控制则主要从内部和外部两个环

节评估，内部质量控制即毕业率和授位率，外部质

量评价环节涉及学生创新创业、获奖、成果和执业

能力等方面。院系科研实力评价主要考虑项目、论

文、教材（专著）、专利、成果获奖和成果转让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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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综合评估院系在一定时期内的业绩表现，设置

了院系声誉指标，内容包括如第一志愿率、捐赠等

吸引类和优秀校友、媒体关注等辐射类项目。

２．２　评估指标体系初步构建
指标体系构建应坚持导向性、可量化性、可操

作性和全面性的原则［６，７］，经过研究设计了评价地

方院校高水平特色理工科院系建设水平评估的指

标体系，包含５个一级指标（师资队伍、教学科研资
源、人才培养质量、科学研究、院系声誉）和４３个二
级指标，具体评价指标体系的构成情况详见表３。

表３　地方院校理工科院系建设水平评估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参考权重 二级指标

Ａ．师资队伍 ２０％

Ａ０１．生师比
Ａ０２．高级及正高级职称专职教师比例
Ａ０３．研究生及博士研究生学历专职教师比例
Ａ０４．双师型专职教师比例
Ａ０５．教学名师数量
Ａ０６．学科带头人数量
Ａ０７．专家学者数量

Ｂ．教育教学与质量工程资源 ３０％

Ｂ０１．生均仪器设备总值
Ｂ０２．重点学科数
Ｂ０３．特色专业数
Ｂ０４．综合改革试点专业数
Ｂ０５．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区数
Ｂ０６．教学团队
Ｂ０７．卓越工程师培养专业数
Ｂ０８．精品课程数
Ｂ０９．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数
Ｂ１０．重点实验室数
Ｂ１１．重点工程中心数

Ｃ．人才培养质量 ３０％

Ｃ０１．毕业率
Ｃ０２．授位率
Ｃ０３．就业率
Ｃ０４．考研率
Ｃ０５．学生创新实验数
Ｃ０６．学生参与教师科研的比例
Ｃ０７．校级优秀学位论文比例
Ｃ０８．学科竞赛获奖数
Ｃ０９．学生论文发表数
Ｃ１０．学生授权专利数
Ｃ１１．学生执业能力证书考取比例

Ｄ．科学研究 １５％

Ｄ０１．学术科研及教研教改项目立项总数
Ｄ０２．科研经费总额
Ｄ０３．发表论文总数
Ｄ０４．ＳＣＩ／ＥＩ收录数量
Ｄ０５．核心期刊论文数量
Ｄ０６．出版教材数量
Ｄ０７．出版专著数量
Ｄ０８．授权专利数量
Ｄ０９．成果获奖数量
Ｄ１０．成果转化收入

Ｅ．院系声誉 ５％

Ｅ０１．第一志愿填报率
Ｅ０２．优秀校友比率
Ｅ０３．捐赠经费
Ｅ０４．媒体关注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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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评估指标体系的权重估算
在权重估算方面，考虑到攀枝花学院是应用

型、教学型大学，所以，在五个一级指标体系板块

中，Ａ、Ｂ、Ｃ三大板块中占据了大部分，即８０％，科
学研究仅占１５％。教育教学与质量工程项目数量
和级别则体现了院系开展教学研究与改革活动的

重视程度，所以占３０％的权重，而教学效果直接体
现了学生的学习成果和教学水平，因而也非常重

要，占据了３０％权重。此外，师资队伍的数量与水
平也十分重要，所以占据了２０％权重。社会是学校
教学质量的第三方独立评价“机构”，具有较高的客

观公正性，因此，院系声誉也纳入了评估体系。

３　高水平特色理工科院系建设评估
指标体系的修正及指标内涵

　　对教育质量的评价方式和评价内容必须随着

质量需求的变化而不断有所修正和调整［８］。表３
中的评估指标体系形成后，在攀枝花学院材料工

程学院和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进行了实践和应

用。通过应用，发现体系的外延还需拓展，比如学

术声誉、社会服务、特色培育等。此外，针对初步

构建的评估指标体系，经过进一步的咨询以及学

校层面的专家评估和论证，提出了一些修改和补

充意见，包括“特色”指标、“实践教学基地”指标、

“干部管理队伍”指标、“杰出”校友指标、“师生关

系”指标、“学生评教”指标、“思想道德”指标等，

以及二级指标的子权重和说明等，修正后的评估

指标体系见表４。表４中同时对各二级指标的内
涵包括释义、内容、主要观测点以及权重的分配等

作了说明，便于考核时操作时的量化和定性评定

分值。

表４　修正后的地方院校高水平理工科院系评估指标体系及内涵说明

一级指标

（参考权重）
二级指标

参考

权重
　　　　　　　　内涵说明

Ａ．师资队伍
（２０％）

Ａ０１．生师比 ２０％ 直接计算绝对值

Ａ０２．副高级及正高级职称教师比例 １５％ 分成两部分计算，正高级占较大分值

Ａ０３．硕士及博士学位教师比例 １０％ 分成两部分计算，博士占较大分值

Ａ０４．第一学历为 ９８５、２１１高校教师
比例

５％ 直接计算绝对值，９８５占较大分值

Ａ０５．双师型教师比例 １５％
以在企事业单位工作过３年以上的教师为准，其中列
出１０年以上的教师

Ａ０６．教学名师数量 ５％ 分为校级和省级教学名师，不同级别和数量分值不同

Ａ０７．学科带头人数量 ５％ 分为校级和省级带头人，不同级别和数量分值不同

Ａ０８．专家学者数量 ５％
分为校级和省级学者，如学术带头人等，不同级别和数

量分值不同

Ａ０９．师德与师生关系 １０％ 由学生评价完成，分等级

Ａ１０．中层管理干部的水平 １０％ 由校级和中层领导干部相互评价完成，分等级

Ｂ．教育教学
与质量工程

资源（３０％）

Ｂ０１．生均仪器设备总值 １５％ 直接计算绝对值

Ｂ０２．重点学科数 ５％ 分校级和省级，省级占较大分值

Ｂ０３．特色专业数 ５％ 分校级和省级，省级占较大分值

Ｂ０４．综合改革试点专业数 ５％ 分校级和省级，省级占较大分值

Ｂ０５．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区数 ５％ 分校级和省级，省级占较大分值

Ｂ０６．教学团队 １５％ 分校级和省级，省级占较大分值

Ｂ０７．卓越工程师培养专业数 ５％ 分校级和省级，省级占较大分值

Ｂ０８．精品课程数 １５％ 分校级和省级，省级占较大分值

Ｂ０９．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数 １０％ 分校级和省级，省级占较大分值

Ｂ１０．重点实验室数 ５％ 分校级和省级，省级占较大分值

Ｂ１１．重点工程中心数 ５％ 分校级和省级，省级占较大分值

Ｂ１２．实习基地 ５％ 除数量外，还按照实际实习次数确定等级

Ｂ１３．办学特色 ５％ 按照特色鲜明程度确定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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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参考权重）
二级指标

参考

权重
　　　　　　　　内涵说明

Ｃ．人才培养
质量

（３０％）

Ｃ０１．毕业率 ２０％ 直接计算绝对值

Ｃ０２．授位率 １０％ 直接计算绝对值

Ｃ０３．就业率 ２０％ 直接计算绝对值，同时考虑行业景气系数

Ｃ０４．考研率 １０％ 直接计算绝对值

Ｃ０５．学生创新实验数 １０％ 直接计算绝对值，分别考查立项数和验收结题数

Ｃ０６．学生参与教师科研的比例 ５％ 直接计算绝对值，每个项目限制人数

Ｃ０７．校级优秀学位论文比例 ５％ 直接计算绝对值

Ｃ０８．学科竞赛获奖数 ５％ 分校级、省级和国家级，省级、国家级占较大分值

Ｃ０９．学生论文发表数 ５％
分普通和核心刊物，核心占较大分值，同时分第１作者
和非第１作者，第１作者占较大分值

Ｃ１０．学生授权专利数 ５％
分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同时分排名第１和
非排名第１，排名第１占较大分值

Ｃ１１．学生执业能力证书考取比例 ５％ 直接计算绝对值

Ｄ．科学研究
（１５％）

Ｄ０１．学术科研及教研教改项目立项
总数

２０％
分国家级、省级和校级项目，分值不同，同时还分纵向

和横向项目

Ｄ０２．科研经费总额 ５％ 直接计算绝对值

Ｄ０３．发表论文总数 １０％ 直接计算绝对值

Ｄ０４．ＳＣＩ／ＥＩ收录数量 ５％ 直接计算绝对值

Ｄ０５．核心期刊论文数量 ５％ 直接计算绝对值

Ｄ０６．出版教材数量 １０％
分国家级和省部级，分值不同，同时还分排名第１和非
排名第１，排名第１占较大分值

Ｄ０７．出版专著数量 １０％
分国家级和省部级，分值不同，同时还分排名第１和非
排名第１，排名第１占较大分值

Ｄ０８．授权专利数量 ５％
分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同时分排名第１和
非排名第１，排名第１占较大分值

Ｄ０９．成果获奖数量 ２０％
分国家级、省部级和校级成果，分值不同，同时还分教

育教学成果和学术科研成果

Ｄ１０．成果转化量 １０％ 既考虑数量，还考虑金额

Ｅ．院系声誉
（５％）

Ｅ０１．第一志愿填报率 ５０％ 直接计算绝对值，同时考虑行业景气系数

Ｅ０２．优秀校友比率 ３０％
计算绝对值，同时按行政级别分等级，按个人资产分等

级，按大中型企业担任职务分等级

Ｅ０３．捐赠经费 １０％ 直接计算绝对值

Ｅ０４．媒体关注次数 １０％ 按照不同级别的媒体分等级

在师资队伍一级指标中，教师数量是否充足对院系

而言十分重要，因而权重较大，为２０％。此外，高职
称、高学历教师比例体现了教师的整体水平，所以

权重也较大，分别为 １５％和 １０％。作为转型为职
业应用性高校的院系，双师型教师需要特别强调，

所以权重占１５％。院系管理干部的水平和师德师
风对教学质量影响较大，所以权重也较高。

在教育教学与质量工程资源一级指标中，生均

仪器设备的多少对实践能力培养起着平台作用，因

而权重较大，为１５％，但要分文理科区别对待。一
个教学单位的教学团队建设好坏和精品课程数量

在相当程度决定了教学质量，也是院系只要努力就

可以做到的，数量也可以很多，所以权重为 １５％。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体现了实践教学的水平，也很重

要，权重设为１０％。其它质量工程项目的多少对教
学的支撑起着一定作用，办学特色也在一定程度反

应了院系的水平，所以都纳入指标体系，分别占５％
的比例。

在人才培养质量一级指标中，毕业率十分重

要，直接关系教学质量和学校的稳定，所以权重较

大，占据２０％。学生就业率是学校的生存之本，所
以权重也为２０％。学生创新实验具有可普及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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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十分重要，所以权重较

大，设为１０％。鼓励学生深造，减轻就业压力，考研
是一条途径，所以权重也定为１０％。其它学生获得
的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能表明教学效果，所以都纳

入了指标体系。

在科学研究一级指标中，科研包括教研教改和

学术科研两部分。教师承担的项目数越多，可以表

明教师开展教学研究越多，或是学术能力越强，所

以项目立项总数占据了２０％的权重。教师开展项
目研究，是否取得了明显效果，获奖成果最能说明

问题，所以该项指标权重也较大，占２０％。发表论
文数及出版的教材（专著）在一定程度上可表明教

师的研究成果，要发表文章，教师起码要做一些研

究工作，否则难以出论文，避免只注重立项而轻实

施的事情，所以各占１０％的比重。

４　结　语
评价地方院校高水平特色院系建设效果的前

提条件是制定科学合理的评估指标体系。在高校

考核评价体系方面，国内外虽然已取得一定的研究

成果，但针对不同层次、不同行业、不同区域高校的

评估体系相对欠缺。提升办学水平、彰显办学特色

和增强服务地方发展能力是地方院校生存和发展

的关键，院系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对学校的水平

和特色有重要的导向作用。通过分析国内高水平

大学的类型和大学排名评估机构的分类，分析了中

国校友会网评估指标体系、教育部合格评估指标体

系和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指标体系等五种类型

指标体系的特点，提出了地方院校理工科院系建设

（评估）指标框架体系，并经过修正和实践应用，构

建出５个一级指标和４８个二级指标的地方院校高
水平特色理工科院系建设评估指标体系，估算了主

要观测点权重，对指标内涵进行了说明。结果表

明，该评价指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可

用来对地方院校高水平特色理工科院系的建设效

果进行评价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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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有关调查显示，在工程师人才培养中，学生具备国际经验的实际情况和劳动市场的要求之间有很大差
距。特别是工科学生常常逃避在大学学习期间积累国际经验的机会。然而，在学业结束后，恰恰是工程师在工

作中最需要具备流动性，这是因为在全球化框架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使工程师们必须行走于全球，他们必须与

其他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工程师一起工作。本文将展示如何实现国际化的高校工程师人才培养，并介绍

一些相关措施和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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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工程师协会（ＶＤＩ）２０１４年的一份刊物中
载到：“德国培养的工程师在大学学习期间和毕业

后具备的海外流动性截然不同。事实上，２０１２年所
有学习工科的学生中，只有４％在海外完成其学业
的一部分。这也说明了工科学生是所有学科学生

中在大学学习期间最不具备流动性的。”［１］

然而，工科学生毕业后却面临完全不同的情

境。毕业后，工程师是最具流动性的群体之一。上

文［１］也给出了解释：“……可以这样解释这种状
况：因为在创新力和出口力强的制造业，与其他受

过高等教育的工作者相比，工程师所占人数最多。

机械、汽车制造和电子技术等行业在海外的业务占

到了其营业额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这也就必然导

致了这些行业高素质员工的海外流动性远远超出

平均水平。”

鉴于学生缺乏海外经验的现状和毕业后劳动

市场对此提出的高要求，必然会对工程师人才培养

得出一个结论，即应当在大学学习期间便培养学生

的外语和跨文化能力，使他们为今后国际化、也往

往是全球化的未来工作环境做好准备。无论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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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从事研究、研发、生产、销售，还是其他性质的

工作，外语和跨文化能力都必不可少。

１　必要举措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工科学生们需要付出特别

的努力，因为相对于语言学和社会学来说，他们一

般会对数学、物理更感兴趣。事实上，为了提高工

科学生们在这些方面的能力，现在已经有很多项目

在此提供资助，大多数高校也都有支持性的咨询机

制。但光有这些还是不够的。学生们必须自己有

动力，并有一个专业教师作为联系人，以便学生们

在有问题时可以完全信任他，请他提供帮助。

因此，教师是为学生在学习期间提供积累海外

经验的机会，并激励他们就此采取行动的关键人

物。这是因为，与海外合作伙伴一起组织具体的交

流活动都是由他们来设计并实施的。经验表明，要

确保有良好的国际合作关系，应当有来自两国学校

至少各一名教师担任这样的任务，前提是他们必须

都以实现工程师人才培养的国际化为己任，并且彼

此了解，专业相通。此外，相互间无条件的信任、可

靠性和对对方的教育与行政结构以及两国间文化

差异的理解也必不可少。

构建这样的“伙伴”关系不能采用决议决定或

者下达命令的方式，同时，也不是任何一名教师都

同样能够自信地游走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或者很

多人对此根本不感兴趣。还有一些教师干脆拒绝国

际化，因为他们担心自己应付不来，就更安于现状。

但是，学校和院系领导可以创造一个充满支持、认

可和鼓励的环境，激励有能力并对此感兴趣的教师

建立国际合作关系。如果有教师要积极与友好学校

进行国际合作，那么设置相关的委员会或所谓的

“许可程序”都有可能会阻碍教师的积极性。首先，

双方都愿意积极合作，这本来就无可厚非；此外，在

相关委员会做决定的过程中，权力示威或嫉妒心理

也往往会扮演重要角色，从而起负面作用。许多原

本有能力，并愿意积极从事国际关系的教师会因此

失去动力，进而放弃涉足这些事务。因此，特别是

高校与院系领导应当承担的任务是为教师们在这

一领域的积极活动创造一个激励的环境。就此可

以采取的方法有：保障教师在从事国际合作中的自

由，特别是对他们作出的努力给与精神上的赞赏和

认可，同时也包括把他们在海外的教学抵算为教学

量，以及为海外旅行提供资金资助等。同样，高校

管理层也应当指示学校里包括法务部在内的行政

部门，有的放矢地解决国际合作范畴中出现的问

题，以便为这些合作和由此产生的项目提供最大程

度的支持。

为了能够向学生提供在海外积累学习经验的

机会，保障项目的持续性是必不可少的。运作良好

的合作可能会因为两位同事中的一位退休或者（教

育）政策恶化，例如一方收取高额学费而突然终止。

因此，特别是学院领导应当鼓励愿意从事国际合作

的教师去不断维护现有的合作关系，并在需要的时

候重新建立后续的合作关系，这应当是一个持续不

断的过程。

２　获取海外经验的多种方式
下面将介绍学生和教师获取海外经验的一些

重要方式以及各自的优缺点。由于学生和教师都

是活动的参与者，所以，即便对他们进行分类研究，

也还是很难区分专属某一群体的方式和优缺点。

但是，尽管如此，本文在下面还是对学生和教师进

行区分，以此来明确不同的目标群体。

２．１　学生可以选择的方式
表１列出了学生获取海外经验的主要方式。

表１　学生获取海外经验的方式

合作形式 优点 缺点

在海外合作高校的实验室就相关科研

和研发课题做实验，这些课题往往是

与企业合作的课题 （２— ４个月）
容易实现、语言要求不是很高 对接收学生的高校来说收益不大

在海外合作高校完成毕业论文，但须

根据颁发学位的高校，即派出高校的

规定完成毕业论文

容易实现、语言要求不是很高，对接收

学生的高校很有益，因为学生通常会

以很高的积极性完成毕业论文

较难激励学生选择这种方式，因为学

生必须对双方高校的论文指导工作完

全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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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合作形式 优点 缺点

在海外参加完成项目式的暑期学校
进行学生、教师和员工交流的最简单

的方式
在假期进行

在海外合作高校修承认学分的模块／
课程

学生最为受益

语言要求非常高、与合作高校的教师

需要就学分的认可进行很多协调 （关

键词：学习协议）

修本校与海外高校合作举办的模块／
课程

对两所高校的学生都有极大益处

只有在两校有非常紧密、并十分可靠

的合作关系时才能够实现，通常消耗

很多、费用很高

参加专门为外国留学生开办的模块／
课程

提供这类课程的高校可以在相关专业

领域赢得国际声望，同时实现“在地国

际化”：本国学生不要出国也可以与外

国留学生建立联系

组织这样的课程很费事，需要把模块／
课程融入到相关体系中去

学习国际专业（有在海外留学义务的

专业）

学生从中十分受益，也可以提供获得

双学位的可能性。除了需要进行组织

（见右栏），对合作高校来说没有其他

更多的工作

需要考察合作高校的教学计划是否与

本校的教学计划类似。需要确定每年

的学生数量，并在学校间签署正规协

议；语言要求高

学习双学位专业 —与海外的合作高

校签订协议

学生从中十分受益，对他们很具吸引

力，对参与的高校来说没有很多额外

的工作

在设立阶段有短期较高的消耗（例如

比较教学计划），澄清学分问题等；语

言要求高

　　为了鼓励学生获取海外学习经验，以下两个因
素十分重要：

（１）对学生的关爱和指导：学生应当明确知道
在他留学期间，无论在母校还是友好学校都有非常

可靠的联系人，学生将不仅在专业方面，而且在生

活方面都可以跟他们联系。这两位联系人必须扮演

第一联络人的角色，同时还要关心邀请函、签证等

事宜。学生必须感觉在两方都能够得到安全可靠

的关护。这不仅是在海外留学之前和期间，也包括

留学之后的时期。学生之间彼此交流很多，哪所合

作高校能够满足这样的条件，很快就会被传出去。

（２）学分的认可：学生们必须明确，他们在海外
取得的成绩在母校是被认可的。因此，在任何情况

下，都应在留学之前与母校签署一份学习协议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并由在母校担任相关课程授
课的教师（如果由他们负责相关课程学分的承认）

签名。在此，上面提到的联系人也应当参与到相关

组织工作中来。

２．２　教师可以选择的方式
表１展示了学生可以选择的获取海外经验的

方式，表２显示的是教师可以选择的方式。

表２　教师可以选择的方式

合作形式 优点 缺点

授课式的暑期学校（常规教学的替代

形式，由海外高校的教师担任教学）

属于常规教学的替代形式，其授课由

海外高校的教师担任。学生可以十分

受益，因为可以减轻学生在学期内的

负担

在假期进行。对派出教师的学校没有

什么收益，除非承认其在海外的教学

工作量，并且仅在双向互派的情况下

项目周

容易实现、教师受益十分多、也较受学

生欢迎，因为学生不需离开学校，也没

有成绩

对派出教师的学校没有什么收益，除

非属于双向互派

短期教学 较容易实现，学生和教师都从中受益 较难融入到进行中的学习项目中去。

一整学期或者一整年的教师交流 学生和教师都可以从中极大受益

非常难实现，因为两所学校的模块必

须在内容上基本一致，并且各校都有

一位教师同意在同一时期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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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高校为留学生提供相关课程不仅可以激
励本校学生们去海外积累留学经验，还可以使合作

高校之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后一点特别不容小

觑，因为经验表明，如果学生知道母校和友好学校

的合作关系好，两校的联系人彼此亲自认识并相互

赞赏，那么学生就会更有信心去合作学校留学。

学院和高校领导层可以从多方面来激励其教

师参与在海外合作学校教学。这特别包括把海外

的教学也视作教学量对待，并在精神上给与认可

和赞赏。在欧洲国家进行教学往往都有很多项目

提供很好的资助机会，例如伊拉斯谟项目。但对

于在欧洲以外国家的教学而言，获得资助的机会

可惜较少，因此，学院和高校领导应当在此承担特

别的责任。

３　学生获取海外留学经验的实例
在接下来的几节中，作者将介绍几个已经成功

实施多年的实例。这些例子旨在展示学生在获得海

外留学经验时可以选择的多种方式。

３．１　国际项目专业
一般来说，国际项目专业要求学生必须在海外

的合作高校留学一年，也就是说，在一个６学期学制
的本科专业中，学生在前四个学期和“普通”的非国

际项目专业的学生一起学习，除了一个模块以外，其

他模块都相同。这个模块对非国际项目专业的学生

来说是一个选修模块，但国际项目专业的学生就必

须修技术英语模块，并且他们必须在第五学期和第

六学期在海外的合作高校完成学业。在第六学期通

常来说都是根据相关规定完成毕业论文，见表３。
因此，必须确保的是，合作高校开设的相关专

业，其中第五学期和第六学期的科目应当完全可以

让本校学生用他们在母校从第一学期到第四学期

所学习到的知识毫无问题地进行学习。因此，学生

们只能在那些被承认为是国际项目专业中的合作

高校留学一年。学生通过对海外合作大学的选择，

可以确定自己的专业重点。一般来说，学位由母校

授予，但有些合作院校也提供获取他们学位（双学

位）的机会。如有此可能性，可以通过协议确定。

表３　电子电气技术国际项目专业的课程设置

６

５
根据海外合作高校的规定进行学习并完成毕业论文

４ 模拟电子 电力供电 电磁兼容 微机 调节技术原理 技术英语

３ 元件 测量技术 软件工程 数字技术 信号与系统 通信网络

２ 电子技术原理２ 电子专业数学 物理 ２ 面向对象编程

１ 电子技术原理 １ 基础数学 物理 １ 编程基础

６—１学期；　　 与非国际项目专业相同的模块；　　 仅属于国际项目专业的模块。

　　如果让学生在大学学习开始之前就必须决定
是否参加含海外留学义务的国际项目，那么这是不

合适的：因为许多人在这个时候还完全不知道怎么

完成学业，因此，让他们这时便做决定是否要出国

留学便会吓到很多学生。最好是让学生在学习了

两个或三个学期之后再做决定是否要参加国际

项目。

３．２　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与芬兰赫尔
辛基都市大学的合作模块

１０多年以来，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
与芬兰赫尔辛基都市大学一起为硕士学生开办了

一个联合模块“国际传感器研发（ＩＳＤ）”。该模块被
两所高校都以同样的方式确定在自己的课程设置

中，并用英语授课。两所大学各有大约相同数量的

学生参加这个模块，其体系如图１所示：

图１　合作模块“国际传感器研发”的结构

　　在赫尔辛基的启动会议上，首先向学生介绍他
们的任务，例如根据特定要求研发一个多传感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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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学生们必须把这个课题分成几个子课题，确定

各自的任务，并制作时间安排。接下来，学生们在两

所大学分别从事课题的研究，但必然要使用现代通

信手段保持交流和沟通。沟通的语言是英语。在奥

斯纳布吕克举行的报告会上，学生们要展示他们制

作的仪器，每一名学生都要作简短报告介绍他的工

作，并且两所大学的学生要作为一个团队共同制作

一份海报（Ｐｏｓｔｅｒ）。在德国工程师协会（ＶＤＩ）２０１７
年３月面向全德国发行的一份刊物中，深入报道了
该模块在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冬季学期的实施情况。［２］在报
道中，模块参加者特别强调了在一个国际团队中获

取国际合作工作经验的特殊价值。

３．３　硕士层面项目“质量工程”
多年来，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的工程学

院开办了一个用英文授课，硕士层面的为期一学期

的“质量工程”项目。该项目针对的是来自海外的

学生，他们所在的母校一般都愿意承认该项目的所

有模块或部分模块。这个项目十分受欢迎。

项目里的各个模块由学院的同事们自愿组织

提供，他们的专业领域都在维护产品的质量或质量

保证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下面展示的是该项

目的一些重要信息和模块：

开始：每年３月；
时长：１学期 （３０个欧洲学分）；
语言：英语；

录取要求：在一个工程专业里已取得１８０个欧
洲学分。

　　见表４。

表４　“质量工程”的模块以及考试形式

模块 欧洲学分 考试形式

测量与质量 ５ 笔试与实验

影像 — 质量— 保障 ５ 笔试与实验

质量管理 ５ 笔试与实验

飞行器维护中的质量管理 ５ 笔试与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国际谈判与沟通技巧 ５ 演示报告与小论文

德语作为外语 ５ 演示报告与小论文

　　２０１７年，来自法国、墨西哥、马来西亚、中国、巴
西、俄罗斯和瑞典的学生参加了该项目。基于该项

目的榜样效应和留学生与德国学生的接触，使很多

德国学生受到激励，产生了去海外留学，获得国际

经验的意愿，这一作用也被称为“在地国际化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ａｔｈｏｍｅ）”。

３．４　与南京晓庄学院的国际合作
多年来，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测量技术

与测量信号实验室和南京晓庄学院物理与电子学

院在学生和教师交流方面进行了密切的合作。来

自中国的教师经常在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

的项目周里指导项目，而奥斯纳布吕克的教师则经

常在中国讲学。已有一些来自南京的学生参加了

“质量工程”项目并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定在奥斯纳

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测量技术与测量信号实验室

完成了毕业论文，或者在实验室里做与企业合作科

研项目中的一些实验。

作为中国团队的一分子，德国学生也参加了由

中国台达电子公司组织的竞赛，研发了一个满足台

达电子公司所提出要求的机器人，见图２。

图２　讨论研发的中期成果

　　中德学生共同研发出的机器人在竞赛中击败
众多对手，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图 ３为颁奖
仪式。

图３　南京晓庄学院的团队荣获第一名，奥斯纳布

吕克应用科学大学的一名学生也是团队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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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晓庄学院和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
的教师共同访问比赛组织者的时候，上海台达电子

公司提出了将来可以由两所大学组建一个代表各

自学校的团队参加比赛，该意向也在三方的一份声

明中正式确定下来，并且在第二年里就实现了这一

计划。来自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的几名学

生和南京晓庄学院的同学们一起再次参加了台达

公司组织的竞赛，见图４。

图４　一年以后正式代表南京晓庄学院和
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参赛的团队

　　参加比赛对学生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动力，
并为组建国际化和跨学科团队提供了绝佳的机

会。南京晓庄大学和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

学组建的联合团队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是因为

学习电子专业（南京）和机械工程（奥斯纳布吕

克）的学生混合在一起建立团队，因而产生了积

极的协同效应。

３．５　暑期学校
暑期学校主要利用夏季和放假期间学校里空

闲的资源，尤其是在学生宿舍、教室、实验室和车间

设施方面有很大利用潜力。暑期学校的形式可以

是多种多样的，下面主要通过两个例子作介绍。

３．５．１　以做项目为内容的暑期学校
来自瑞典中部大学的几位同事在２０１１年邀请

了５所友好大学的同事，以“可持续性生活方式”为
口号开办了一所暑期学校。这个暑期学校每年都召

开一次，参与的其他学校包括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

学大学（德国），斯莱戈技术学院（爱尔兰），阿姆斯

特丹应用科学大学（荷兰）和卢塞恩应用科学大学

（瑞士）。每年，教师核心团队都会提出既有工程和

自然科学，也有社会科学领域的项目。世界各地的

学生都可以申请参加这个暑期学校，人数限制在５０

人左右。２０１７年，该暑期学校在阿姆斯特丹应用科
学大学（ＨｖＡ）举行。暑期学校探讨的主题发布在互
联网上，如图５所示。

图５　５所大学的暑期学校筹备委员会宣布
第６期暑期学校的主题

　　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为工科学生提供
的项目是：“在阿姆斯特丹制作并安装一个微尘传

感器，并把测量值传输到现有的一个国际科研数据

库。”来自德国、爱尔兰、瑞士和荷兰的很多学生都

对这个项目感兴趣，见图６。

图６　来自４个国家的学生在一起共同研发
传感器系统并为其编程

　　从事这个项目的１０名学生把研发制作出的传
感器安装在大学的屋顶上，并成功地把测量数据传

送到斯图加特大学设立的国际数据库中。数据可

以通过互联网从任何地方调出。

３．５．２　替代常规教学活动的暑期学校
由赫尔辛基都市大学组织的暑期学校则完全

以另外一种形式呈现：这个暑期学校的目的是让芬

兰学生有机会在暑假期间修他们其实应当在学期

期间修的必修模块。为学生提供这样的机会一方面

可以减轻学生在学期内的负担；另一方面，通过教

师的国际关系，可以邀请来自国外的同事在都市大

学以相同或相似的方式从事相关领域的教学。这些

模块在暑期以集中授课的方式按照芬兰的规定提

供，因此也不存在承认学分的问题，见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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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芬兰的集中授课活动（德国模块）

课程名称和欧洲学

分 （课程描述的

链接）

时间 最多参加人数 课程代码 教室 教师

测量仪器的校准和

数据分析 （３个欧
洲学分）

８月１－４日
周二 ９∶００－１３∶００
周三 ９∶００－１５∶００
周四９∶００－１５∶００
周五 ９∶００－１３∶００

２４
ＴＸ００ＤＣ４４－３００１ Ａ０１４３

ＪｒｇＨｏｆｆｍａｎｎ博士、教授 ＆
ＷｅｒｎｅｒＴｒｅｎｔｍａｎｎ先生，奥斯
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

　　在该实例中，如在德国非常普遍的一样，分组
完成的实验课也属于讲授课的一部分。对该模块

的考核采用书面考试的形式，此外还必须证明成功

完成了所有实验。评分则根据芬兰的制度，因此不

需要进行成绩转换。

４　总　结
当今的科研和研发项目多数都具有跨学科性

的特征，同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需要越来越多国

际化的团队从事这些项目。除了具备专业技术知识

以外，对国际团队所有参与人员的跨文化能力以及

对最现代化的通讯技术的掌握程度都提出了很高

的要求。

然而，如一些调查研究表明，恰恰是工科学生

在学习期间最不愿意获得国际经验，而他们毕业后

却是国际流动性最高的群体。［１］

工程师人才培养必须回应这种缺陷。工科学

生必须在大学学习期间就为将来国际化和往往是

全球化的工作环境做好准备，培养外语和跨文化

能力。

为了确保高校能够为学生提供培养这种能力

的机会，有良好国际活动能力的教师扮演至关重要

的角色。由于这种国际关系网络既不能通过下命

令得以建立，也不能从外部组织起来，因此，学校和

院系领导应该尽最大努力创造一种认可和激励的

氛围，以便感兴趣的教师能够不断地扩展、保障和

维护相关的活动。

如本文列举的一些实例所显示的，未来的工程

师获取海外学习经验的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毫不

受限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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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我们运用标准的净现值法，以德国当前的年龄与收入状况为基础，利用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德国微观人
口普查中超过１００万人的数据，根据不同受教育程度计算人们终生收入的差异。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
整个职业生涯中，每一个较高的学历都会带来多出２２％到６４％的收入。但是，地域、性别、特别是不同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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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学徒／职业培训带来的收益
与没有任何职业资格的人相比，有职业培训学

历的人在本调查研究的任何方面都明显体现出其

优势：一方面，他们的收入较高。在德国，有职业培

训学历的全职雇员比没有任何职业资格的人月净

收入高出２５１欧元，即１５％（表１）。然而，各地差异
也很大：在４６个地区之间相比较，两类人群在德累
斯顿的收入差异为２％，而在不来梅则为３０％。总
体来看，城市里两类人群的收入差距略高于乡村地

区，分别为１７％和１３％。

表１　不同学历人群的月收入、失业率、终生收入 平均收入及与较低学历人群相比收入的差异

月收入

平均
差异

绝对值 百分比

％

失业率

平均

％
差异

％

终生收入

平均
差异

绝对值 百分比

％
男性 女性

无任何职业资格 １６４０ １９．５ ４５８５０４
学徒／职业培训学历 １８９１ ２５１ １５ ７．１ １２．４ ６０１３７２ １４２８６９ ３１ １５８１５５１０７４６５
匠师／技师资格 ２３７８ ４８７ ２６ ２．８ ４．３ ７３０８４１ １２９４６９ ２２ １６８７２２７４７００
通过第一教育路径取得的应用科学大学学历 ２９９３ １１０２ ５８ ２．６ ４．６ ８６８３５２ ２６６９８０ ４４ ３２００９５１６０９７７
通过第一教育路径取得的综合大学学历 ３５６８ １６７７ ８９ ２．５ ４．６ ９８８８０４ ３８７４３１ ６４ ４８６６８２２８００４１
通过第二教育路径取得的应用科学大学学历 ３０５４ １１６３ ６２ ２．４ ４．７ ８６２１８３ ２６０８１１ ４３ ２７５６２９１３４６９７
通过第二教育路径取得的综合大学学历 ３３９２ １５０１ ７９ ３．０ ４．１ ８８８９５６ ２８７５８４ ４８ ３４２１８８２１８４７７

　　注：相对于“学徒 ／职业培训”而言较低的学历是 “无任何资格”；相对于其他学历而言较低的学历是 “学徒 ／职业培
训”；就性别所统计的数据只涉及德国籍人。

来源：根据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微观人口普查ｉｆｏ研究所自行计算。详见Ｕｎｉｏ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２０１７）。

　　另一方面，除了月收入较高以外，与没有任何
职业资格的人相比，取得职业培训学历的人群明显

较少失业。有职业培训学历的失业人员比例为

７％，比失业率超过１９％的无职业资格人员相比低
１２个百分点。同样，此处地区差异也很大：上巴伐
利亚（Ｏｂｅｒｂａｙｅｒｎ）的失业率差异只有５个百分点，
而开姆尼茨 （Ｃｈｅｍｎｉｔｚ）则达到近３４个百分点。总
体来说，在德国东部地区，通过取得职业培训学历

可以大大降低失业风险。在南部的巴登－符腾堡州
（ＢａｄｅｎＷüｒｔｔｅｍｂｅｒｇ）和巴伐利亚州 （Ｂａｙｅｒｎ），劳动
市场的总体状况最为乐观，通过取得职业培训学历

降低失业风险的幅度不大，但也很重要。

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有职业培训学历的人比

没有任何职业资格的人的收入高出近 １４３０００
欧元。在此，各地区之间也有很大差别，在上巴

伐利亚 （Ｏｂｅｒｂａｙｅｒｎ），两类人的收入差距为人均
７５０００多欧元，而在吕内堡 （Ｌüｎｅｂｕｒｇ）则达到
２０８０００多欧元（图 ４）。在德国西部，较高学历
给终生收入带来的收益普遍高于东部地区或巴

伐利亚。 图４　取得学徒／职业培训学历与无任何职业资格人群

之间终生收入的差异

注：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ｚ（ｉｎＥｕｒｏ）：差额（欧元）。

　　来源：根据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微观人口普查 ｉｆｏ研究所自行
计算。详见 Ｕｎｉｏ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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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性别之间的差异也很显著。平均来说，学
徒／职业培训学历给男性的终生收人带来大约
１５８０００欧元的收益，而给女性带来的收益则为约
１０７０００欧元，比男性低大约三分之一。造成这种
差异可能的原因是女性从事半职的比例较高，并且

女性的工资水平也比男性低。终生收入性别差异

最大的地方是北部、巴登 －符腾堡州 （Ｂａｄｅｎ
Ｗüｒｔｔｅｍｂｅｒｇ）和萨克森 －安哈尔特州 （Ｓａｃｈｓｅｎ
Ａｎｈａｌｔ）。

除了在地区和性别之间存在差异，终生收入的

最大差异体现在职业培训的专业领域（参见 Ｕｎ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２０１７）对职业培训以及大学学习在专业
方向上的分类）。在金融、银行和保险领域接受职

业培训的人，他们取得的学历给终生收入带来的收

益最高，其次是行政、会计和税务领域（图５）。在纺
织与服装、贸易和仓储（仅限女性）、建筑、农业、食

品和酒店以及美发和美容护理领域接受职业培训

所获得的收益是最低的。女性在美发和美容护理领

域接受职业培训是收益是最少的（只带来７０００多
欧元的收益）。

图５　不同专业领域和不同性别群体的终生收入差异
取得学徒／职业培训学历人数与无职业资格人数之间的收入差异

　　基准情形下，人们在１８—２０岁之间便可以获
得职业培训学历。如果完成职业培训较晚，也就是

进入劳动市场较晚，那么该学历给终生收入带来的

收益就会降低。如果说一个人总共用了六年时间

才完成了职业培训（比如说他的第一次职业培训中

途而废），那么他终生收入的额外收益就会减少

１７％，即只能达到１１８０００多欧元。如果他完成职
业培训所用的时间为基准情形中的３年，但晚开始
了３年（也就是说２１岁才开始，而不是１８岁），那
么这个值就更低，明显下降３１％，终生收入的额外
收益只能达到９８０００多欧元。造成这个现象的原
因是由于在学校的学习期间是没有收入的。如果

职业培训早两年开始 ———即１６岁就开始，而不是
１８岁 ———那么，接受职业培训给这个人带来的额
外的终生收入平均就会高出１１％，达到１５８０００多
欧元。

４　取得技师或匠师资格带来的收益

　　同样，取得职业培训学历后接着做匠师或技师
培训也很值得。整体而言，拥有技师／匠师资格的全
职员工比只有职业培训学历的全职员工每月净工

资多出４８７欧元，即高出２６％。在此，地区间的差
异为：最低在柏林 （Ｂｅｒｌｉｎ），收入优势为２５３欧元
（１５％），最高在达姆施塔特 （Ｄａｒｍｓｔａｄｔ），为７２９欧
元，即差幅在１５％到３４％之间。在经济力量最强的
巴登 －符腾堡州 （Ｂａｄｅｎ－Ｗüｒｔｔｅｍｂｅｒｇ）和巴伐利
亚州 （Ｂａｙｅｒｎ）取得技师／匠师资格最值得，而在德
国东部地区带来的额外收益最少。

取得技师／匠师资格也会降低失业风险。与仅
接受过学徒／职业培训的人群相比，拥有技师／匠
师资格的人群失业率平均低四个百分点。此处的

区域差异也很大：在上巴伐利亚 （Ｏｂｅｒｂａｙｅｒｎ）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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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１个百分点的差距，而在莱比锡 （Ｌｅｉｐｚｉｇ）的差

图６　取得匠师／技师资格与学徒／职业培训学历人群之间终生收入的差异
注：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ｚ（ｉｎＥｕｒｏ）：差额（欧元）。
来源：根据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微观人口普查ｉｆｏ研究所自行计算。详见 ＵｎｉｏｎＩｎ

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２０１７）。

距则为近１３个百分点。总体而言，取得技师／匠师
资格在德国东部地区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失业

率，在这些地区，仅有学徒／职业培训学历的人群
的失业率相对较高。在德国南部，此处的差异不

大，有学徒／职业培训学历的人群面临的失业风险
相对较低。

总体而言，有技师／匠师资格的人群比只有学
徒／职业培训学历的人群的终生收入人均高出１２９
０００多欧元。具体而言，这个差额在柏林 （Ｂｅｒｌｉｎ）
为不到６３０００欧元，而在达姆施塔特 （Ｄａｒｍｓｔａｄｔ）

则超过１９８０００多欧元（图６）。在巴登 －符腾堡州
（ＢａｄｅｎＷüｒｔｅｍｂｅｒｇ）和巴伐利亚
州 （Ｂａｙｅｒｎ）的差额最高，差额最
低的是在德国东部，这种状况与

月收入类似。

　　如果可以较早接受技术／匠
师培训，那么这个资格在一个

人终身收入上体现出的额外收

益自然就会更高，因为他的收

入在早年就较高了。如果在 ２３
岁（不是像在基准情形中那样

是２７岁）时就接受技师培训，
那么终身收入就会增加５％，达到
１３６０００多欧元。如果在 ４５岁时
才开始接受这样的培训，那么终

生收入的收益部分就会降低近

６０％，但仍然高达５３０００多欧元，
因此也还是值得的。

５　高等教育带来的收益

　　拥有大学学历人群的月收
入明显高于只取得学徒／职业培
训学历的人群。纵观德国的所

有全职员工，应用科学大学毕

业生比只完成了职业培训的人

群月净收入人均高出 １１０２欧
元，即 ５８％。综合大学毕业生
的月收入与之相比甚至高出

１６７７欧元，或者说是 ８９％。在
此，地区差异也很大。与仅有学

徒／职业培训学历的人群相比，
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收入高出

部分的差异区间为：在勃兰登

堡州 （Ｂｒａｎｄｅｎｂｕｒｇ）为４３％，上普法尔茨（Ｏｂｅｒ
ｐｆａｌｚ）为７４％。综合大学毕业生收入高出部分
的差异区间为：在梅克伦堡 －前 波 莫 瑞 州
（ＭｅｃｋｌｅｎｂｕｒｇＶｏｒｐｏｍｍｅｒｎ）为７５％，在上弗兰肯
（Ｏｂｅｒｆｒａｎｋｅｎ）为１２５％。高校毕业生的收入优
势在农村地区略高于城市地区，在德国南部明显

高于德国东部地区。

与仅有学徒／职业培训学历的人群相比，高校
毕业生也更少失业：两类人群的失业率相差近５个
百分点。此处的地区差异也很大：在巴登 －符腾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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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ＢａｄｅｎＷüｒｔｔｅｍｂｅｒｇ）和巴伐利亚州 （Ｂａｙｅｒｎ），
这两类人群在失业率上的差距相对较小，最高为２
个百分点，而在东部地区的一些地方则达到１０多
个百分点。

图７　取得大学学历与学徒／职业培训学历人群之间终生收入的差异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ｚ（ｉｎＥｕｒｏ）：差额（欧元）。
来源：根据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微观人口普查 ｉｆｏ研究所自行计算。详见 ＵｎｉｏｎＩｎｖｅｓｔ

ｍｅｎｔ（２０１７）。

纵观整个职业生涯，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比只

有学徒／职业培训学历的人收入高出２６７０００欧元，
综合大学毕业生终身收入的高出部分则达到

３８７０００欧元以上。收入差异最大的地方是南部，最
小的是在东部和北部的几个地区（图７）。

在高校毕业生中，终身收入的性别差异也很明

显：大学学历带给应用科学大学或综合大学男性毕

业生平均约３２００００欧元或４８７０００欧元的额外收
益，而女性在此的相应值则要低５０％或４２％。造成
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女性从事半职工作的比例

较高，并且女性的整体工资水

平较低。

　　除了地区及性别差异，
对终生收入的不同产生最

大影响的因素是所学专业

（图８）（为了能够获取大量
的随机数，我们在对各专业

进行计算时，把所有的高校

毕业生都综合到一起了）。

能够给终生收入带来最大

收益的无疑当属人类医学

和牙科（女性为近 ６１３０００
欧元，男性为 ９８３０００多欧
元）。收益率排名第二高的

学科 是 法 学 （女 性 为 近

３６５０００欧 元，男 性 为 近
６５７０００欧元）。接下来，在
男性中，收益率高的专业依

次为 经 济 学 （５２９０００欧
元）、信息学、数学和自然科

学（４０００００欧元）以及工程
与技 术 科 学 和 机 械 工 程

（３８４０００欧元）。在女性
中，收益率高的专业依次为

高中和职业学校教师的师

范专业（２７９０００万欧元），
经济学（２４８０００欧元）和信
息 学、数 学 与 自 然 科 学

（２３７０００欧元）。无论对哪
个性别而言，学习艺术和艺

术科学（女性 ８００００欧元，
男性７４０００欧元）及社会工
作（女性 ７９０００欧元，男性

２００００欧元）带来的经济收益都最低。只有在
这两个学科，以及在师范、语言和文化学与政治、

社会学和地域学领域，高等教育给女性带来的终

生收入收益略高于男性；但在所有其他学科领

域，男性的经济优势明显比女性强，见图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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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取得大学学历与学徒／职业培训学历人群之间
终生收入的差异（根据专业方向和性别分类）

　　来源：根据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微观人口普查的数据自行计算，详见Ｕｎｉｏ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２０１７）。
注：以上结果包含了应用科学大学、综合大学毕业生，以及通过第一和第二教育路径取得大学学历的毕业生的收入。

　　大学学习开始得早，终生收入也随之提高，因
为高校毕业生因此可以较早进入劳动市场，同时也

有较长时间的收入。因此，每早一年开始大学学习

（例如通过缩短高中学习时间），终生收入便将增加

２００００多欧元。同样，如果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完
成大学学业，也会提高终生收入。

终生收入的多少也取决于大学学习期间的收

入。从学生的角度来看，除了在基准情形中考虑进

去的ＢＡｆＧ助学金和自己的收入之外，还可以把家
长给的经济资助与其他收入都计算进去。这样，接

受应用科学大学教育给一生收入带来的额外收益

就有１１％的增长，接受综合大学教育的相关增长率
则为９％。如果学生在大学期间没有通过工作来获
得收入，而是把平均水平的ＢＡｆＧ助学金作为唯一
的收入，那么无论是在哪种类型的高校接受高等教

育，给终生收入带来的收益就会减少４％。但是，如
果有学生因为放弃在大学期间工作，但能够提前一

年完成学业，那么其终生收入的收益甚至比基准情

形还要高：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高出３％，综合大
学毕业生高出１％。如果学生在大学学习期间没有
任何收入，并且结业速度也不快，那么，高等教育给

应用科学大学和综合大学毕业生终生收入带来的

收益分别下降７％和６％。
在大学学习过程中发生的任何费用，如学费或

较高的生活费用，都会降低终生收入。例如，假定大

学学习期间的费用为依据联邦助学金确定的每个

月最高６７０欧元（本调查研究生成时的水平），则高
等教育给应用科学大学和综合大学毕业生终生收

入带来的收益分别减少１４％和１１％。如果再另外
假设学生在学习期间没有任何收入，那么应用科学

大学和综合大学毕业生终生收入的收益甚至分别

减少２１％和１８％。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接受
高等教育仍然为终生收入带来明显的收益，这对于

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来说是２１００００欧元，综合大
学毕业生为３２００００欧元。

６　通过第二教育路径接受高等教育
带来的收益

　　完成职业培训后又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他们
的月工资也比只接受了职业培训的人明显高得多。

在全职劳动者中，通过第二教育路径接受了应用科

学大学教育的毕业生比仅有职业培训学历的人的

月净收入高出１１６３欧元（６２％），以同样方式接受
了综合大学教育的毕业生甚至高出 １５０１欧元
（７９％）。此处的地区差异也非常大。在萨克森—
安哈尔特 （ＳａｃｈｓｅｎＡｎｈａｌｔ）和下巴伐利亚 （Ｎｉｅｄｅｒ
ｂａｙｅｒｎ），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的月净收入比只有职
业培训学历的人分别高出３９％和１０１％。而综合大
学毕业生的收入优势则为在梅克伦堡—西波美拉

尼亚 （ＭｅｃｋｌｅｎｂｕｒｇＶｏｒｐｏｍｍｅｒｎ）的５５％和上佛兰
肯 （Ｏｂｅｒｆｒａｎｋｅｎ）的１２６％之间。通过第二教育路
径完成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其收入优势也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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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地区高于城市，在南德地区最大，在东部地区

最小。

通过第二教育路径完成高等教育的人与那些

只接受了职业培训的人相比，他们明显更少失业，

平均要少４个多百分点。这里的地区差异也较大：
大部分南部地区的

失业率差异最多只有２个百分点，而在德国东
部则高达１３个百分点。

纵观整个职业生涯，通过第二教育路径完成应

用科学大学教育的大学毕业生收入比只接受了职

业培训的人的收入高出近２６１０００欧元。对综合大
学毕业生来说，收入优势则近２８８０００欧元。终生
收入差距最大的是在南部，最小的是在东部、部分

北部地区和萨尔州 （Ｓａａｒｌａｎｄ）。
与通过第一教育路径接受高等教育一样，通过

第二教育路径接受高等教育的男性所得到的回报

也高于女性。对男性来说，通过第二教育路径在应

用科学大学或者综合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平均带来

２７６０００欧元或者３４２０００欧元的额外终生收入，而
对女性而言，则分别为１３５０００欧元和２１８０００欧
元，明显低于男性。

第二教育路径开始得越晚，终生收入就越少，

因为这样缩短了大学毕业后可以取得较高收入的

就业阶段。例如，如果一个人在 ２５岁，而不是 ２１
岁才取得高校入学资格，那么，高等教育为终生收

入带来的回报部分将会减少约 ３００００欧元，或
１１％。然而，如果一个人只用了一年补习，而不是两
年就获得了大学入学资格，那么第二教育路径给终

生收入带来的额外收益部分就增加１７％。
大学学习的直接成本，如学费会减少终生收

入。如果再次假定大学学习期间的费用为依据联

邦助学金确定的每个月最高６７０欧元，那么，通过
第二路径在应用科学大学和综合大学取得学历的

人，他们终生收入的额外收益部分分别减少１４％和
１５％。

由于通过第二教育路径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已

经取得了职业培训学历，因此，他们在大学学习期

间也可以作为有职业资格的员工挣得收入。假设一

名学生在大学学习期间每周工作两天（整个学期和

假期的平均值），他便可以挣取相当于熟练工工资

４０％的收入。因此，这也使在应用科学大学和综合
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给终生收入带来的额外收益分

别增长４％和５％。

如果把因为接受高等教育一开始造成的收入

上的损失与之后较高的收入进行比较，就可以计算

出对高等教育进行投资的内部收益率。对在两种类

型高校取得学历（应用科学大学和综合大学）和走

第一与第二教育路径而言，这个内部收益率约为

１０％（图９）。男性的回报率略高于女性，通过第一
教育路径在综合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产生的性别差

异最大（１２．７％比９．５％），而通过第二教育路径产
生的性别差异最小（９．９％比９．３％）。

图９　高等教育的内部收益率

备注：对各种学历投资的内部收益率或者说教育收益

率是通过确定一个使教育投资收益和成本平衡的利率计算

得出的。为了排除国籍的组合效应，作性别分析时，仅考虑

了有德国国籍的人。

来源：根据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微观人口普查的数据自行计
算，详见Ｕｎｉｏ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２０１７）。

７　结　论
本研究根据当前的微观人口普查数据计算了

各种学历在一生中带来的收入回报，揭示了对教育

进行投资，获得较高的学历，在不同的经济维度都

是值得的。整体而言，学历较高，月收入也较高，同

时失业风险也较低，因此终生收入也较高。对学历

和失业率的长期观察清楚地表明，过去４０年以来，
在德国劳动力市场，教育的重要性显著增加。

为了评价一种学历是否有价值，我们比较了整

个职业生涯中的收入情况。我们把在接受教育期

间一开始的收入损失与之后较高的收入进行了比

较。就整个工作生涯而言，学徒／职业培训结业的
人比没有任何职业资格的人的终生收入高出

１４３０００欧元。拥有技师／匠师资格的人又比只有职
业培训学历的人的终生收入高出１２９０００欧元。应
用科学大学毕业生的终生收入比只完成了职业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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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的人的收入高出２６７０００万欧元，而综合大学毕
业生的收入优势甚至高达３８７０００欧元。通过第二
教育路径完成高等教育的回报略低一些，但仍然很

高。一般来说，男性取得的教育回报高于女性。除

了性别和地区差异以外，学徒／职业培训或者大学
学习的专业领域也是造成终生收入差异的一个重

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本调查研究考察的各种学

历中，没有一个案例是较高的学历会带来损失的。

因此，整体而言，在本研究调查的任何一个教育领

域进行投资都是值得的。

本文介绍的调查研究仅仅涉及教育对个人在

金钱上的回报。此外，教育还会带来在金钱以外其

他的回报，例如较好的健康状况、较长的寿命、较低

的犯罪率、较高的公民参与度等，这些也都是得到

证实了的（参见 Ｌｏｃｈｎｅｒ２０１１）。除了对个人的回
报，教育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回报也可以被证实（参

见Ｈａｎｕｓｈｅｋ和Ｗｓｍａｎｎ，２０１５）。从这个意义上讲，
教育对我们未来的繁荣和富裕生活至关重要。

（续　完）
作者在此特别感谢ＪｅｎｓＲｕｈｏｓｅ先生对本项研究在策划

方面给予的支持以及德国联合投资银行（Ｕｎｉｏ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提供的经济资助。

参考文献：

［１］Ａｌｔｏｎｊｉ，Ｊ．Ｇ．，Ｐ．ＡｒｃｉｄｉａｃｏｎｏｕｎｄＡ．Ｍａｕｒｅｌ（２０１６），
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ＦｉｅｌｄＣｈｏｉｃｅｉ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ａｎｄ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ａｎｄＷａｇ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ｉｎ：Ｅ．Ａ．Ｈａ
ｎｕｓｈｅｋ，Ｓ．ＭａｃｈｉｎｕｎｄＬ．Ｗｍａｎｎ（Ｈｒｓｇ．），Ｈａｎｄ
ｂｏｏｋｏｆ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５，ＮｏｒｔｈＨｏｌ
ｌａｎｄ，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３０５３９６．

［２］Ｂｅｃｋｅｒ，Ｇ．Ｓ．（１９６４），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ｉｔｈＳｐｅｃｉ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Ｃｈｉｃａｇｏ．

［３］Ｃａｒｄ，Ｄ．（１９９９）．ＴｈｅＣａｕｓ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ｎ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ｉｎ：Ｏ．ＡｓｈｅｎｆｅｌｔｅｒｕｎｄＤ．Ｃａｒｄ（Ｈｒｓｇ．），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Ｌａｂ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３Ａ，ＮｏｒｔｈＨｏｌｌａｎｄ，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１８０１１８６３．

［４］Ｈａｎｕｓｈｅｋ，Ｅ．Ａ．，Ｇ．Ｓｃｈｗｅｒｄｔ，Ｓ．ＷｉｅｄｅｒｈｏｌｄｕｎｄＬ．
Ｗｍａｎｎ（２０１５）．ＲｅｔｕｒｎｓｔｏＳｋｉｌｌｓ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ＰＩＡＡＣ，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７３，
１０３１３０．

［５］Ｈａｎｕｓｈｅｋ，Ｅ．Ａ．ｕｎｄＬ．Ｗｍａｎｎ（２０１５），Ｔｈｅ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ＭＩＴＰｒｅｓ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

［６］Ｈｅｃｋｍａｎ，Ｊ．Ｊ．，Ｌ．Ｊ．ＬｏｃｈｎｅｒｕｎｄＰ．Ｅ．Ｔｏｄｄ（２００６）．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ＲａｔｅｓｏｆＲｅｔｕｒ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ＴｈｅＭｉｎｃｅｒ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ｅｙｏｎｄ，ｉｎ：Ｅ．Ａ．Ｈａ
ｎｕｓｈｅｋｕｎｄＦ．Ｗｅｌｃｈ（Ｈｒｓｇ．），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ｔｈｅ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１，ＮｏｒｔｈＨｏｌｌａｎｄ，Ａｍｓｔｅｒ
ｄａｍ，３０７４５８．

［７］Ｌｏｃｈｎｅｒ，Ｌ．（２０１１），Ｎ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ｏｆ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Ｃｒｉｍｅ，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Ｇｏｏｄ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ｉｎ：Ｅ．Ａ．
Ｈａｎｕｓｈｅｋ，Ｓ．ＭａｃｈｉｎｕｎｄＬ．Ｗｍａｎｎ（Ｈｒｓｇ．），Ｈａｎｄ
ｂｏｏｋｏｆ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４，ＮｏｒｔｈＨｏｌ
ｌａｎｄ，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１８３２８２．

［８］Ｍｉｎｃｅｒ，Ｊ．（１９７４），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ａｒｎ
ｉｎｇ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ＮｅｗＹｏｒｋ．

［９］Ｐｓａｃｈａｒｏｐｏｕｌｏｓ，Ｇ．（１９７３），Ｒｅｔｕｒｎｓｔｏ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Ｊｏｓｓｅｙ－Ｂａｓｓ，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１０］Ｕｎｉｏ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２０１７），ＢｉｌｄｕｎｇｈａｔＺｕｋｕｎｆｔ：Ｂｉｌ
ｄｕｎｇｓｓｔｕｄｉｅ２０１７，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

［１１］Ｗｍａｎｎ，Ｌ．（２０１６），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ａｓｅｆｏｒ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４（１），３３２．

［１２］Ｗｍａｎｎ，Ｌ．ｕｎｄＭ．Ｐｉｏｐｉｕｎｉｋ（２００９）．Ｗａｓｕｎｚｕ
ｒｅｉｃｈｅｎｄｅＢｉｌｄｕｎｇｋｏｓｔｅｔ：ＥｉｎｅＢｅｒｅｃｈｎｕｎｇｄｅｒＦｏｌｇｅｋｏ
ｓｔｅｎｄｕｒｃｈｅｎｔｇａｎｇｅｎｅｓ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ｗａｃｈｓｔｕｍ，Ｂｅｒｔｅｌｓ
ｍａｎｎＳｔｉｆｔｕｎｇ，Ｇüｔｅｒｓｌｏｈ．

（翻　译：陈　颖①）
［责任编辑：文　竹］

① 陈　颖（Ａｓｓ．ｊｕｒ．ＹｉｎｇＬａｃｋｎｅｒ），女，德国法学硕士、持德国司法职业资格、德国法院中德文宣誓公证翻译、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
大学汉语教师，从事中德商业及项目咨询、项目管理、中德文翻译（尤其是法律、经济与教育领域）、汉语教学等工作，现居德国，Ｅｍａｉｌ：ｙ．
ｌａｃｋｎｅｒ＠ｈｓｏｓｎａｂｒｕｅｃｋ．ｄ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８年３月　第３卷第１期　　　　　　　　　　　　　　　　　　　　　　　　　　　　　　 Ｍａｒ．２０１８Ｖｏｌ．３Ｎｏ．１

作者简介：ＫａｒｌＥｒｎｓｔＦｉｃｈｔｅｒ（１９４７— ），男，原德国下萨克森州科学文化部高校发展规划司司长，博士，现为安徽省教育厅
高等教育事业顾问。

高校的创业教育与创业支持
———第十届中德应用型高等教育研讨会精要

ＫａｒｌＥｒｎｓｔＦｉｃｈｔｅｒ
（德国 汉诺威　３０６６９）

摘　要：在２０１７年第十届中德应用型高等教育研讨会上，探讨的主要问题是中德两国的应用型高校为促进其
毕业生创业能够做出哪些贡献。在会上，不仅就衍生创业，也就适宜的资质培训措施展开了讨论。许多高校代

表、公司创始人和创业支持者都作了相关报告。会议得出的结论有：无论在中国还是德国，新创企业都在这两

个国家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虽然高校并不培养企业家，但他们可以培养学生具备创建企业的能力，并鼓励、

支持他们创业。除了大学在内部提供支持以外，校外机构———例如创新与孵化中心、经济促进机构、网络和融

资资助者等———提供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是否有人最终会成为创业者，起决定性作用的并非是高校的相关

教育，更多的是取决于个人特质，例如主动性、勇气、创造力和毅力等。

关键词：高等教育；创新创业；企业家精神

中图分类号：Ｇ５２０．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６－２０４５（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６５－０４

Ｏｎｔｈｅ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ｉｎ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
１０ｔｈＧｅｒｍａ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ＫａｒｌＥｒｎｓｔＦｉｃｈｔｅｒ
（Ｈａｎｎｏｖｅｒ３０６６９，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ｔｔｈｅ１０ｔｈＧｅｒｍａ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ｔｈｅｋｅｙｉｓｓｕｅｉｓｗｈａｔ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Ｇｅｒｍａｎｙｃａｎｄｏ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ｔａｒｔｕｐｓｆｏｒｔｈｅｉｒ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ｏｆｓｐｉｎｏｆｆｓ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ａｓｗｅｌｌ．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ｉ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ｃｏｍｐａｎｙｆｏｕｎｄ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ｉｎ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ｍａｋｅｒｅｐｏｒｔｓ．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ｈｏｗ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ｔａｒｔｕｐｓａｒｅｐｌａｙｉｎｇａ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ｉｎｂｏｔｈ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ｃａｎｎｏｔｔｒａｉｎ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ｔｈｅｙｃａｎｉｍｐａｒｔｓｋｉｌｌｓｔｏｅｍ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ａｒｔｕｐｓ．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ｔｉｓ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ｔｏｈａｖｅｓｕｃｈｓｐｏｎｓｏｒｓ
ｏｕｔｓｉｄｅ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ｃｕｂａｔｏｒｓｃｅｎｔｅｒ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ｇｅｎｃｉｅ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ｒｓ．Ｗｈｅｔｈｅｒｏｎｅｃａｎ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ｂｅｃｏｍｅａｎ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ｏｒｎｏｔｉｓｎｏｔｄｅｃｉｄｅｄｂｙ
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ｂｕｔｒａｔｈｅｒｂｙ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ｔｒａｉｔｓｕｃｈａｓ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ｃｏｕｒａｇｅ，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ｐｅｒｓｉｓｔ
ｅ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ｓｐｉｒｉｔ

　　第十届中德应用型高等教育研讨会于２０１７年
１１月２日到３日在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市召开。研
讨会上，围绕“创业和创业教育”这个主题，来自中

德两国的共７位政府代表和高校领导为大会致开

幕辞，此外，专家们作了４个主旨报告、５个主题报
告，以及在４个并行小组中共计１６个主题报告，３
位中国大学校长和２位德国大学校长还参加了嘉
宾论坛。约１２０名与会者积极参与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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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中德应用型高等教育研讨会已经是第
十次召开了。研讨会每次都确定一个该领域的具体

主题，因此，对相关问题的探讨在此早已形成了一

种制度。本届研讨会的主题是高校，特别是应用型

高校在“创业”这个领域能够做出什么贡献。在此

顺便提一下，大约２０年前，也就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后半页，在企业工作合理化和自动化的影响下，德

国大型企业以及公共部门大量裁员，失业率惊人地

上升，当时，德国的高校也深入地研究了这个主题。

那时，跟现在也一样，中小企业是 “就业的发动

机”，他们曾经现在也依然不断地创造最多的工作

岗位。因此，还有什么比新创中小企业更好的呢？

还有一点：人口结构的变化使过去和现在都产生大

量中小型企业，并且，往往是手工业企业正面临着

代际变革：他们正在寻找企业家和企业的接班人。

这些接班人原则上必须比其前任素质更高，掌握技

能更多，资质也更高。由此，高校也应该培养企业

家———但这可行吗？

１　９年“中德应用型高等教育研讨
会”回顾

　　首先回顾一下前９届的“中德应用型高等教育
研讨会”。一开始的几届研讨会探讨的都是一些比

较宽泛的话题，例如实践性、校企合作、地方性等，

但近些年来，研讨会的议题更具重点性和专门性：

如质量保证、创新伙伴关系等都是关键词，去年的

议题是“工业４．０与中国制造２０２５”以及对高等院
校的挑战，这是一个在两国都很有现实意义的主

题。２０１７年，衔接以往，大会非常正确地选择了“创
业和创业教育”这个主题，这个主题对应用科学大

学来说尤其重要，对综合大学而言也同样重要。

大约２０年前，为了培养创业者具备相关的素
质和能力，德国高校开始提供相应课程。这些学习

课程通常被融入到已有的专业中，或者作为一项专

业重点提供。在大学学习中就培养学生具备企业

家须有的素质和能力，这即便是在今天也是一个重

要的议题。下萨克森州科学和文化部的代表，Ｓｔｅ
ｐｈａｎＶｅｎｚｋｅ博士在报告中指出：在所属高校和下
萨克森州的目标协议中，这项任务是十分重要的。

高校不仅要制定科学成果转化战略，与当地各界的

主要行为者建立广泛联系，还要把创业能力的培养

作为关键能力融入到本专业的教育中去，这一点也

同样重要。

２　核心内容：创业与企业家精神
研讨会的议程如下：首先有以核心议题为重点

的报告，接下来，和以往的研讨会一样，是最佳实践

案例的介绍，其中，很多高校都介绍了他们是如何

加强“企业家精神”教育的。

在开幕致辞中就有发言人指出，加强并扩大应

用型高等教育在全中国都是被重点对待的大事。

很明显，中国共产党的１９大召开后，中国经济的现
代化和进一步创新发展被赋予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因而创业在此意义上也是必不可少的。安徽省教

育厅李和平厅长在他的两个演讲报告中以“工业

４．０与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带来的挑战为背景，详细阐述
了这一点。他的一个关键论点是：通过创业教育进

行创新。他提出要求：高校，包括高校教学和学习

的创新发展需要其所有团体，即教师、学生和管理

层来共同参与。高校的创新发展也必然包含传授

创立企业的相关知识。这种资质培训课程应纳入

一些教学计划中，并应当给与学分。创新发展处于

一个由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为标志的艰难时期，这也

是一个额外的挑战。

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创新与创业中心

主任Ａｒｎｓｆｅｌｄ博士教授针对李厅长的讲话做了评
论，他说，把对创业能力的培养纳入教学计划，在这

一点上，中国明显比德国走得远。Ａｒｎｓｆｅｌｄ先生介
绍了他所在中心从事的工作和功能。实行哪些机制

可以促进学生创业能力的培养？首先，可以采用提

供额外的教学计划内课程（多数是在硕士专业领

域）的方式，例如把这些课程作为一种“通识学习”

的一部分。此外，与企业进行合作项目和使学业具

有实践性特别对形成创业动机来说至关重要。当

然，“企业家精神”是无法传授的，但可以鼓励学生、

给他们提供咨询、渠道和关系网络。对有意创业的

人来说，“不忘初心”是关键。此外，需要知道的是，

一般来说，对创业是有很多资助体系的：有公共部

门、基金会，还有企业提供的资助。虽然这些资助工

具和体系都会为创业提供帮助，但最终起决定性作

用的还是“实干家”自己，他们都是不畏惧失败

的人。

Ｓａｎｄｍａｎｎ先生作为成功企业普尔潘有限公司
的董事总经理介绍了他的公司，并报告了公司成立

以来令人印象深刻的辉煌发展。他提到，在他的大

学学习期间，很遗憾当时还没有像 Ａｒｎｓｆｅｌｄ先生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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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的那些学校提供的帮助。必须要提供这样的帮助

吗？这是在研讨会上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一个

人可以学习创业精神吗？还是说这是一个涉及人格

特征的问题，即愿意去冒险“创业”？就此一致的意

见是：咨询、融资帮助、提供渠道和关系网络，这些

毫无疑问都是很有用的。然而，有冒险的意愿是无

论如何必须具备的。

主旨报告结束后，本次研讨会的核心议题在５
个主题演讲报告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慕

尼黑应用科学大学 Ｓｔｒａｓｃｈｅｇ创业中心的 Ｈｅｉｎｚ博
士介绍了他们中心的活动，指出为潜在创业者提供

资质培训的课程必须有相应的研究活动伴随，并且

也应结合一些与资助者和相关渠道进行互动的活

动。资质培训课程应当特别考虑到社会、性别以及

国际性方面的视角。Ｈｅｉｎｚ先生指出，慕尼黑应用
科学大学几乎有１０％的学生都在创业方面寻求了
咨询。

由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校长办公室主

管的创业服务中心是该校和奥斯纳布吕克大学创

业感兴趣者在衍生创业和新创企业相关问题方面

的咨询点。该中心的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先生介绍了他们的
“创业生态系统”方案。该中心还提供专利咨询、创

业启动服务、融资资助管理、科学成果转化与展览

会服务，以及全面的咨询，甚至包括制作商业计划

的服务。与此相关的课程和工作坊则属于教学计划

之外的内容。重要的当地联系网络由工商会、奥斯

纳布吕克创业者之屋和银行，以及在国内和国际层

面的渠道构成。Ｈｏｆｆｍａｎｎ先生提出了互联网上“企
业创始人地图”的做法，每个企业创始人都可以在

其上注册。

３　来自中国的最佳实践案例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副校长张锁怀教授和黑龙

江工程学院副校长叶树江教授介绍了他们的最佳

实践案例。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提供的学习项目十

分丰富，既有应用型的本科专业，也有在一些学科

领域提供的硕士专业，此外，该校与当地企业也有

很多合作；创业在该校是明确受到支持的，每年可

以成功产生大约１０个新创企业。为了能够较好地
培养学生的创业能力，学校特别注重教师具备相关

资质。根据叶教授的介绍，其所在学校的做法也类

似。首先，这所学院正朝着应用型的方向发展；其

次，创新、创业和就业服务被赋予十分重要的地位。

为了实现相关宏伟的目标，学校设立了创新创业学

院和创业园。

４　两位中国参会者十分特别的报告
以下两个演讲报告十分不同寻常：

一个是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陈洪捷教授在其以

“应用型高等学校中的知识传授”为主题的报告中

进行了批判性的思考；另一个报告是关于２０１５年
中德两国总理访问合肥（安徽）所产生深远影响的

描述。

关于第一点：教育学家陈教授认为，传授实践

知识和实践技能，这至少在中国的高等教育领域 是

相对来说较新的，因而不应期望现在所有的高校都

能对此毫无保留地兴奋接受。陈教授认为，实践技

能更多是在职业中获得的，这往往与大学传授的知

识和技能有一定差距。对他而言，创新潜力显然在

于学生的创造力，因而高校必须有意识地激发并加

强利用这样的潜力。

关于第二点：李克强总理和默克尔总理共同访

问了合肥学院，并提出建立中德教育合作示范基地

之后，很快就有了相应的行动。合肥学院王晓峰处

长介绍了该校就此进一步发展的方案，这个方案可

以说雄心勃勃，它不仅包含了综合性的扩建措施，

也包括了该校在结构和办学理念上的发展计划。

关键词有：建立中德应用科学学院、中德应用型高

等教育研究与交流中心、中德应用型高校教师能力

发展中心、中德人才交流中心、中德校企协调创新

中心、中德青年学生创业孵化中心等。学校也与德

国共同举办双元制专业，与埃姆登 ／里尔应用科学
大学和大陆公司合作的双元制学习项目就是一个

很好的开端。此外，合肥学院还强调进一步加强与

企业的合作，促进中德文化交流，增加来自德国的

师生数量，扩大中德合作的应用型研究范围。学校

还将开设硕士学习项目——— 此处应当补充下萨克

森州科文部的代表 Ｖｅｎｚｋｅ博士的倡议：他强烈支
持让更多的中国的德语教师有机会在下萨克森州

的大学进行短期交流。

５　校长座谈
研讨会第一天的最后一个环节校长座谈在奥

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副校长 Ｅｇｇｅｒｓ博士教授
和合肥学院党委书记蔡敬民博士教授幽默风趣地

主持下进行。会议内容十分丰富，即便９０分钟的



６８　　　　　　　　　　　　　　　　　　　　　　　 应用型高等教育研究 　　　　　　　　　　　　　　　　　 第３卷

座谈也不够畅所欲言。

参与座谈的校长们先各自介绍了他们的大学，

并谈到了支持创业在学校的重要性。常熟理工学

院、昆明学院和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的校长们都指

出，他们学校的应用型转型过程尚未全部完成。德

国施特拉尔松德应用科学大学前校长指出，这所相

对较小的学校具有很强的创业潜力，这可能是由于

所在地缺乏大公司所致。安哈尔特应用科学大学

有非常显著的一点，即外国学生的比例高达３０％左
右，其中有１２％都来自中国。自２０１０年以来，安哈
尔特应用科学大学就孵化了约８０家创业公司，而
学校所在地区也是一个仅有少数几家大公司的

地区。

主持人Ｅｇｇｅｒｓ女士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创业
是可以学来的吗？高校就此提供相关教育是否有意

义呢？或者这更多地是一个人格特征的问题？对于

德国而言，创业的意愿似乎取决于经济形势。目前

企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很多，为什么还要走上前途不

明的创业之路，成为自营者？关于这个问题，Ｂｉｔ
ｎａｍｉｃ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在一个工作组中做的报告
给与了一个很好的回答：他决定成为自营职业者，

至关重要的因素是他想成为“自己的老板”，并抢在

别人前面占领一个市场。在中国，似乎很多年青人

都有创业积极性，愿意迈出这一步。很多人这么做

了，也取得了成功。在中国的很多高校，为创立企业

做准备的课程很多都是教学计划的组成部分，并且

参加这类课程是给学分的，可能这也是影响中国的

很多大学生创业的因素。

安哈尔特应用科学大学校长 Ｂａｇｄａｈｎ博士教
授谈了他的观察，他指出，比较美国人和韩国人的

创业精神，可以感受到，在美国创业，如果不成功，

接下来再去试是毫无问题的。相比之下，韩国人在

这方面就不那么容易度过失败的难关。由此看来，

创业是否更多地取决于一个人的心态和态度呢？

６　关于一个工作组的报告
和以往的研讨会一样，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和嘉

宾座谈进行完毕后，接下来在各个工作组中有报告

和讨论。有几个工作组深化并补充了有关创业活动

的核心话题，另外几个工作组则侧重以“应用型高

等教育的全面发展”等更具普遍性的问题为主题。

令本文作者特别感兴趣的一个主题是一个工

作组探讨的有关“从创业者角度看高校应满足的要

求”。Ｂｉｔｎａｍｉｃ有限公司的创始人 Ｂｅｈｒｅｎｓ先生指
出，他的公司是在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孵

化的，当时指导他做项目的教授非常精心地陪伴

他度过了整个创业过程。他强调，奥斯纳布吕克

两所大学的创业服务中心和奥斯纳布吕克市的创

业者之屋特别是在创业阶段提供了十分专业的咨

询服务。然而，谈到大学期间的创业教育，Ｂｅｈｒｅｎｓ
先生则认为，尽管学校鼓励所谓的“创业精神”，但

应当在此作出更多努力并为有意创业者提供更多

帮助，例如提供临时的工作室等。他个人的成功

实际上是得益于学校的一位教授为他不断提供帮

助与支持。

ＦｅｅｌＳｐａｃｅ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之一ＳｕｓａｎＷａｃｈｅ
女士也同样介绍了通过个人，而非学校作为机构的

支持而创业成功的故事。该公司的创立源于奥斯纳

布吕克大学认知科学的一个研究项目。在科研项目

中研发的“ｎａｖｉＧüｒｔｅｌ”导航腰带可以帮助盲人定位。
该研究成果首先在一些展览会上展出，并参加了一

些便于今后营销的竞赛。当人们对这个产品的兴

趣变得明显时，就有了创立企业，对其进行生产和

进一步研发的前提条件。与其说学校，不如说是指

导科研项目的教授给与了非常多的鼓励和技术方

面的支持。奥斯纳布吕克两所高校的创业服务中心

和奥斯纳布吕克市的创业者之屋也为该企业的创

立提供了很多帮助。

创业者之屋的主任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先生在工作组里
介绍了该机构的作用。这是一个由奥斯纳布吕克市

和县镇经济发展促进部共同设立的机构。创业者之

屋和奥斯纳布吕克的两所大学共同合作，为主管地

区的创业活动在每个阶段都提供支持。该机构提

供面向大众的资讯、个人咨询服务，并为有意成为

自营者的人士提供三年免费的跟踪指导。相关举措

有咨询谈话、提供工作坊和信息交流。创业者之屋

也为创业者在“官僚主义的丛林”里引航，并帮助他

们审查商业计划。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先生回顾了该机构成
功的工作：在一年内，受到该机构帮助创立的约１８０
家企业创造了大约２８０个新的工作岗位。

安徽合大环境检测有限公司总经理韩蔚先生

在工作组中作了报告，对中国方面的经验作了进一

步的补充。在中国，环境技术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

领域，应当通过创新创业得到加强。因此，该公司

为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实践实习的机会，也为企业

在环境技术领域提供咨询服务。 （下转第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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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对护理专业人才的需求
——— 一个在巴登 －符腾堡州应用科学大学进行的科研项目

ＪｕｔｔａＭｏｈｒ，ＢｒｉｇｉｔａＳａｎｄｏｗ，ＮｏｒａＬｍｍｅｌ，
ＤｏｒｏｔｈｅｅＭüｌｌｅｒ，ＧａｂｒｉｅｌｅＦｉｓｃｈｅｒ，ＫａｒｉｎＲｅｉｂｅｒ

（埃斯林根应用科学大学，德国 内卡河畔埃斯林根　７３７２８）

摘　要：巴登－符腾堡州政府极力促进应用科学大学在关乎未来发展的领域进行跨学科的联合研究。在德国，
对护理人才的需求是一个受到高度关注的话题。应用研究中心（ＺＡＦＨ）ｃａｒｅ４ｃａｒｅ项目的目标是制定有助于招
聘和留住护理人员的战略。该项目以具有定性和定量成分的差异化混合方法设计为基础，采用跨学科和多维

度的研究方法。为了确保该研究从始至终具有实践关联性，ＺＡＦＨ还成立了多个委员会来指导研究。介绍德国
的职业护理情况，应用研究中心ＺＡＦＨ的背景以及ｃａｒｅ４ｃａｒｅ项目。
关键词：护理专业；人才需求；护理学；应用研究；跨学科联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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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背　景
“由于缺乏专业护理人才，已经有些医院的一

些科室不得不关门，或者新建的养老院因此无法

开张。人们难以想象，随着老年人数量的不断增

加，护理人才短缺的现象还将如何继续恶化下

去。”① ——— ＫａｒｉｎＲｅｉｂｅｒ博士、教授如是说（埃斯
林根应用科学大学应用研究中心 ＺＡＦＨｃａｒｅ４ｃａｒｅ
项目发言人）。

德国现在就已经面临着护理专业人才短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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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② 另外，很明显的趋势是，对专业护理人才的

需求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将继续加大。③原因

是多方面的。人口结构变化导致巴登－符腾堡州老
年人的数量增加。④多发病、慢性病患者和明显增加

的痴呆症患者都需要帮助和支持。⑤这种现状当然

不能仅用人口结构发生变化来解释。在医疗和护理

领域取得的进步以及卫生健康业发生的结构性变化

（例如１９９５年引入护理保险）都是造成这个现状的
原因。⑥更不利的因素是，护理专业人员从事这个职

业的时间都较短，因为他们承受的身心负担较重，⑦

护理人员从事该职业的期间平均只有 １０年 。⑧

目前，超过半数的专业护理人员年龄都已超过 ５０
岁，他们在未来１５年内将要退休，需要有人接替。⑨

此外，护理行业从事半职工作的人越来越多，这一

方面有人事政策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是由职业的

重负造成的。瑏瑠 此外，在德国，护理职业存在一个形

象问题。虽然护理职业继续在声誉良好的职业排行

榜上名列前茅，人们对该职业群体的信任度也高于

平均水平，瑏瑡但公众对护理职业的看法仍需改进 —

特别是人们对这个职业的工作条件和晋升机会认

知不够，往往在此印象较差瑏瑢。不应忽视的是，许多

专业护理人员都是十分明确地选择了他们的职业，

并很喜欢从事这个职业。瑏瑣

由于本国护理人员短缺，从海外招聘的现象越

来越多，特别是从平均收入低于德国的国家，例如

南欧和东欧的一些国家进行招聘。瑏瑤 人们就此获得

的相关经验十分不同。一定程度上，因为语言问题

和对该职业的不同理解会影响 国外招聘来的护理

人员并不长久留在德国。瑏瑥值得一提的是一个在中

国实施的护理人员招聘试点项目。在与中国就业

服务中心ＣＨＩＮＣＡ的合作下，该项目共招聘１５０名
中国护理人员，使他们在３个项目周期内获得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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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并在德国（特别是在巴登 －符腾堡州）就
业瑏瑦。

鉴于对护理人员有持续和不断增长的需求，巴

登－符腾堡州科学、研究和艺术部为应用科学大学
应用研究中心（ＺＡＦＨ）的 ｃａｒｅ４ｃａｒｅ项目提供资助。
该项目旨在为如何招聘和留住专业护理人制定战

略。此外，该项目还研究应当如何提升护理职业的

吸引力。

为了描述该项目的背景，在本文第２部分将首
先阐述德国职业护理的情况。接下来，在第３部分
介绍巴登－符腾堡州应用科学大学的科研情况以
及应用科学大学应用研究中心的相关背景。在第４
部分里，作者将对应用研究中心的ｃａｒｅ４ｃａｒｅ项目做
一个整体介绍。一些具体子项目的重点内容和研

究方法将在第５部分讨论。最后，在第６部分将对
这个还是很新的项目做以总结。

１　德国职业护理的概况
在德国，职业护理承载的任务一方面涉及的是

健康关怀、疾病预防和健康恢复，另一方面是为慢

性病患者、残疾人、身体软弱的人和在临终的过程

中提供支持和帮助。在此，护理过程是最基本的。

护理过程除了确定护理需要外，还包括对护理进行

规划、组织、实施和记录。瑏瑧 贴身的相关护理，如擦

洗身体和帮助摄入食物等也属于德国护理职业的

一部分。在德国从事护理职业需要经过职业培训。

到目前为止，护理职业还是被区分为儿科护理、病

人护理和老年护理。从国际比较看，德国对护理人

员培养的方式较为独特，因为在其他许多国家，从

事专业护理职业都需要受过大学教育。为了提升

护理专业的吸引力，更加灵活地使用人力资源，以

及为了引入一个欧洲统一并得到国际公认的资格，

多年以来，很多人都希望实施一个综合以上三个职

业领域的统一的职业培训，并且这样的呼声很大。

经过漫长的争议讨论后，目前开始适度实施有关护

理职业培训的一些改革措施 （护理职业改革法 －
ＰｆｌＢＲｅｆＧ瑏瑨）。除此以外，现在在德国也有很多人要
求把护理教育提高到高等教育层面。目前的计划

是，在为期３年的护理职业培训以外，为将来１０％
左右的专业护理人员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瑏瑩

由于当前的一些变化，对护理专业的职业特征和

资质要求也在做一些结构上的调整。这也就给护

理职业的教育体系、人事规划，以及在护理系统内

部护理人员群体与其他职业群体的合作带来了新

挑战。

与对病人护理和老年护理职业进行区别类似，

德国的专业护理是通过医疗保险和护理保险提供

资金的。这两大保险是德国社会福利体系的两大支

柱。两种保险都是强制性保险，这意味着员工必须

且有义务把自己的收入按照一定的比例自动上缴

保险。非职业人员则通过家庭成员或政府援助投

保。传统的医疗保险金主要是用于支付医疗保健的

成本。德国自１９９５年以来引入了护理保险，目的
是对有护理需求的人提供福利。但是，护理保险仅

涵盖护理费用的一部分，其余费用必须由当事人自

己及其亲属承担。由于人口结构和社会在发生变

化，预计将来成本还会不断增加。瑐瑠

在德国，护理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在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才建立起了与护理相关的专业。最初，
学科研究的重点不是护理管理就是护理教育。埃

斯林根应用科学大学社会工作、卫生健康和护理

学院开设护理专业已经有１８年了。作为护理科学
的基础，护理研究在德国也同时发展着。尽管如

此，德国还需要继续追赶。例如，现在还仍然不可

能在大型资助项目和高级资助体系中把护理科学

瑏瑦

瑏瑧

瑏瑨

瑏瑩

瑐瑠

ＺｅｎｔｒａｌｅＡｕｓｌａｎｄｓｕｎｄＦａｃｈｖｅｒｍｉｔｔｌｕｎｇ（Ｅｄ．）（２０１３）．ＮａｃｈｈａｌｔｉｇａｕｓｇｅｒｉｃｈｔｅｔｅＧｅｗｉｎｎｕｎｇｖｏｎＰｆｌｅｇｅｆａｃｈｋｒｆｔｅｎａｕｓＣｈｉｎａ．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ｆｒｏｍｗｗｗ．ｃａｒｅｆｌｅｘｒｅｃｒｕｉｔｉｎｇ．ｃｏｍ／ｃｍｓ／ｕｐｌｏａｄ／Ｐｒｏｊｅｋｔ＿Ｃｈｉｎａ／Ｐｒｏｊｅｋｔ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ｆａｓｓｕｎｇ＿Ｃｈｉｎａ．ｐｄｆ．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Ｐｆｌｅｇｅｒａｔｅ．Ｖ．（Ｅｄ．）（２００４）．Ｒａｈｍｅｎｂｅｒｕｆｓｏｒｄｎｕｎｇ．Ｒｅｔｒｅ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ｐｆｌｅｇｅｒａｔ．ｄｅ／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ＤＰＲ％
２０Ｄｏｋｕｍｅｎｔｅ／Ｒａｈｍｅｎｂｅｒｕｆｓｏｒｄｎｕｎｇ．ｐｄｆ．

Ｂｕｎｄｅ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ｕｍｆüｒＧｅｓｕｎｄｈｅｉｔ（Ｅｄ．）（２０１７）．Ｐｆｌｅｇｅｂｅｒｕｆｅｇｅｓｅｔｚ．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ｆｒｏｍ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ｕｎｄｅｓｇｅｓｕｎｄｈｅｉｔ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ｕｍ．ｄ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ｂｅｇｒｉｆｆｅ－ｖｏｎ－ａ－ｚ／ｐ／ｐｆｌｅｇｅｂｅｒｕｆｅｇｅｓｅｔｚ．ｈｔｍｌ．

Ｂｕｎｄｅ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ｕｍｆüｒＧｅｓｕｎｄｈｅｉｔ，＆Ｂｕｎｄｅ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ｕｍｆüｒ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ｅｎｉｏｒｅｎ，ＦｒａｕｅｎｕｎｄＪｕｇｅｎｄ（ＢＭＧ／ＢＭＦＳＦＪ）（Ｅｄｓ．）（２０１６）．
ＧｅｓｅｔｚｅｎｔｗｕｒｆｄｅｒＢｕｎｄｅｓｒｅｇｉｅｒｕｎｇ．ＥｎｔｗｕｒｆｅｉｎｅｓＧｅｓｅｔｚｅｓｚｕｒＲｅｆｏｒｍｄｅｒＰｆｌｅｇｅｂｅｒｕｆｅ．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ｆｒｏｍ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ｍｆｓｆｊ．ｄｅ／ｂｌｏｂ／ｊｕｍｐ／
７７２７０／ｅｎｔｗｕｒｆ－ｐｆｌｅｇｅｂｅｒｕｆｓｇｅｓｅｔｚ－ｄａｔａ．ｐｄｆ．

Ｇüｎｔｅｒｔ，Ｂ．Ｊ．，＆Ｔｈｉｅｌｅ，Ｇ．（２００８）．ＧｉｂｔｅｓｅｉｎｅＵｎｔｅｒｆｉｎａｎｚｉｅｒｕｎｇｉｎｄｅｒＰｆｌｅｇｅ？ＩｎＵ．Ｂａｕｅｒ＆Ａ．Ｂüｓｃｈｅｒ（Ｅｄｓ．），ＳｏｚｉａｌｅＵｎ
ｇｌｅｉｃｈｈｅｉｔｕｎｄＰｆｌｅｇｅ．Ｂｅｉｔｒｇｅｓｏｚｉａｌ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ｏｒｉｅｎｔｉｅｒｔｅｒＰｆｌｅｇｅ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ｐｐ．１５４１７９）．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ＶＳＶｅｒｌ．ｆüｒＳｏｚｉａｌ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



７２　　　　　　　　　　　　　　　　　　　　　　　 应用型高等教育研究 　　　　　　　　　　　　　　　　　 第３卷

作为一个经常出现并独立的领域确定下来。瑐瑡尽管

如此，由于高校的结构在拓展，也由于社会需求在

扩大，这个领域正在发生很多变化。在护理学领

域越来越多的研究项目便是该学科蓬勃发展的

体现。

２　向应用科学大学提供的应用研究
中心（ＺＡＦＨ）资助项目
　　巴登－符腾堡州的应用科学大学，如埃斯林根
应用科学大学，承担着通过应用型教学和继续教育

（州高校法第２条第１段）把传统的职业教育与应
用型研究或发展的元素进行相互结合的任务。应用

科学大学的科研特色是研究的应用性和实践导向

性。因此，基于护理的应用性，与综合大学的医学

重点不同，护理领域的高等教育任务主要由应用科

学大学承担。

为了对重点课题展开研究，巴登 －符腾堡州于
２００２年制定了一项资助计划，支持高校在对未来发
展十分重要的领域联合展开跨学科的研究，这个计

划就是建立多个应用科学大学应用研究中心

（ＺＡＦＨ）。该计划特别注重把科学知识和方法转化
为实践，以促进提高区域内商业和企业的竞争力。瑐瑢

巴登－符腾堡州从本州的经费和欧洲区域发展基
金（ＥＲＤＦ）中向应用研究中心各拨一半资金，为期
３年。３年后，通过评估决定是否把资助延长两年。
三到五年的资助使对重点课题的研究能够在一个

较大的联合科研环境下进行长期规划，并保持科研

的持续性。自２００２年以来，在巴登－符腾堡州共有
四大类、１１个应用研究中心获得了该项资助。到目
前为止，受到资助的中心主要从事科技领域的研

究，如服务机器人、光子工艺和节省资源的轻质建

筑材料等。瑐瑣 Ｃａｒｅ４ｃａｒｅ以社会科学为方向，致力于
研究人事和职业政策，因而它既是一个例外，也同

时反映了该项目的独特性。

３　ＺＡＦＨｃａｒｅ４ｃａｒｅ项目
ＺＡＦＨｃａｒｅ４ｃａｒｅ项目以“乐于护理，满意护理”

为座右铭，旨在为招聘和挽留专业护理人员，使他

们忠于护理职业，并为他们提供继续教育而制定战

略。我们在此考虑巴登－符腾堡州企业、职员，以及
即将进入护理阶段的人群的视角，兼顾地区特征，

研究相关结构、各因素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可以采取

的措施。巴登－符腾堡州科学、研究和艺术部为该
跨学科性的研究项目在一开始提供３年资助，其中
也包括来自欧盟结构基金的资金 （期限从２０１７年
３月至２０２０年２月）。ＺＡＦＨＣａｒｅ４ｃａｒｅ项目由埃森
林根应用科学大学主导进行。

在人口老龄化，需求多样化和注重满意度的背

景下，本项目以对护理专业人才的需求为主题。这

是在当前和未来都具有核心意义，对社会发展十分

重要的一个课题。本研究项目不是孤立地考察个别

维度，而是考虑对护理人员需求的不同维度，并把

它们彼此联系起来。在研究分析中，我们观察在政

治和社会的设计层面、公共和非营利性护理组织之

间，以及护理服务的结构和流程之间存在的密切联

系，因为这些都是影响护理人员工作状况的框架。

本项目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行动领域，见

图１。

图１　ＺＡＦＨｃａｒｅ４ｃａｒｅ项目确定的行动领域

３．１　目　标
ＺＡＦＨｃａｒｅ４ｃａｒｅ研究项目的总体目标是兼顾在

人口老龄化、需求多样化和注重满意度的背景下给

瑐瑡

瑐瑢

瑐瑣

Ｓｃｈａｅｆｆｅｒ，Ｄ．，＆Ｗｉｎｇｅｎｆｅｌｄ，Ｋ．（２０１４）．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ｖｏｎＰｆｌｅｇｅ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ＩｎＤ．Ｓｃｈａｅｆｆｅｒ（Ｅｄ．），Ｈａｎｄｂｕｃｈ
Ｐｆｌｅｇｅ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ｐ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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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职业带来的挑战，制定合适的招聘、留住护理

人员以及相关人力资源发展的战略。通过多维度的

项目设计和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我们将能够从以

下三方面处理对护理人员的需求：

（１）ｃａｒｅ４ｃｈａｎｇｅ：应对变化的战略。
兼顾地区的特殊性和所必需的政治与社会框

架，系统化地赢得、留住护理人才，并使他们有职业

发展。

（２）ｃａｒｅ４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多样化设计。
在对护理人员的需求和要求不断发生变化的

背景下，处理好护理人员在专业上、生活世界和文

化上的多样性。

（３）ｃａｒｅ４ｆｕｔｕｒｅ：确保护理职业的未来。
通过对职业资格的水平和形式进行差异化分

类来进一步发展护理职业，并加强该职业领域的发

展；在跨职业合作的背景下增强职业特色 。

３．２　联合科研
在ＺＡＦＨｃａｒｅ４ｃａｒｅ联合科研团队中，艾森林根

应用科学大学，拉芬斯堡－魏恩加藤应用科学大学
（ＨＲＷ），应用经济研究所（ＩＡＷ）和弗莱堡天主教
大学（ＫＨＦ）都是团队的成员。通过这样建立团队，
就可以把不同学科，如护理、教育、政治和经济科

学、社会学、老年学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能

力综合到一起。该联合研究团队把社会学与资质

实证研究的能力与对劳动市场研究和在变革管理

领域的经验进行相互结合。该研究项目的特点在于

对各个子项目进行跨学科性的组合，从而得以实现

多维度的切入和差异化混合方法设计。我们把定性

和定量的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为了正确处理问题

的复杂性，对各子项目的设计和成果进行定期相互

协调。

由于该研究项目是以应用为导向的，护理行业

的发展和其在招聘国外护理人员以及促进健康方

面的经验也都是该项目研究的重要方面，因此，该

联合科研团队与巴登 －符腾堡州社会经济欢迎中
心和健康服务与福利事业同业工伤事故保险联合

会（Ｂｅｒｕｆｓｇｅｎｏ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ｆüｒＧｅｓｕｎｄｈｅｉｔｓｄｉｅｎｓｔｕｎｄ
Ｗｏｈｌｆａｈｒｔｓｐｆｌｅｇｅ）进行合作。一方面，巴登 －符腾堡
州社会经济欢迎中心是国际专业人才的联络点，为

他们提供在德国就业的信息和咨询。另一方面，这

个机构也是想引进国际人才的企业与社会福利机

构的联络点。作为法定的事故伤害保险机构，健康

服务与福利事业同业工伤事故保险联合会是社会

福利企事业单位的责任保险机构，它为这些机构的

全体员工会遇到的诸如工伤和职业病等风险进行

担保。在疾病预防方面，这些企业和机构的健康管

理也属于其众多任务中的一项。实务届的合作伙

伴为本研究项目提供他们众多的网络和渠道，对研

究结果发表评论意见，为研究进程提供新的推动

力，并在制定和实施行动建议时发挥纠正作用。

３．３　委员会
ＺＡＦＨｃａｒｅ４ｃａｒｅ研究的是对社会未来发展具有

核心意义的一个主题。因此，在研究阶段就让相关

决策者参与进来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就可以确保能

够得到利益相关方的反馈和支持。为此，我们设立

了各类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分别是项目核心团队、

内部指导小组、指导委员会和项目顾问委员会。各

个委员会的定期会议对 ＺＡＦＨｃａｒｅ４ｃａｒｅ联合科研
团队来说都是信息丰富且极有价值的交流。主要

介绍各个委员会及其职能。

图２　联合研究团队的各个委员会

　　艾森林根应用科学大学是本项目的领头人，其
研究小组由一个内部的指导小组提供建议和支持，

该小组由来自社会工作、卫生健康与护理，以及企

业经济学的专家组成。跨高校的联合科研团队的项

目核心团队则由参与研究的机构，即埃斯林根应用

科学大学（ＨＥ）、拉芬斯堡 －魏恩加藤应用科学大
学（ＨＲＷ），应用经济研究所（ＩＡＷ）和弗莱堡天主
教大学（ＫＨＦ）的研究小组组成。虽然有共同的指
导目标把这些研究小组相互联结在一起，但是他们

各自独立地从事子项目的研究工作。项目核心小

组通过定期召开项目会议，使各个子项目得以在联

合项目总体目标的背景下持续地得到探讨。在指

导委员会里，除了有项目核心小组中进行合作的研

究机构的参与，还增加了两个来自实务届的合作伙

伴，即巴登－符腾堡州社会经济欢迎中心和健康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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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与福利事业同业工伤事故保险联合会。

此外，我们还设置了一个由来自护理行业和卫

生／社会福利部门的关键人物，以及学术界代表组
成的独立的项目顾问委员会，该委员会的职责是不

断跟踪并陪伴着这个项目的进展。

４　ＺＡＦＨｃａｒｅ４ｃａｒｅ项目的子项目
ＺＡＦＨｃａｒｅ４ｃａｒｅ项目由三所合作大学和应用经

济研究所（ＩＡＷ）各自从事的子项目构成。埃斯林

根应用科学大学（ＨＥ）和拉芬斯堡 －魏恩加藤应用
科学大学（ＨＲＷ）主要关注“留住护理职业里现有
的专业人才”和“赢得新专业人才与挖掘潜在人才”

这两个行动领域。ＨＥ在此更多地研究整体情况，
ＨＲＷ则侧重于对乡村地区的研究。ＩＡＷ和弗莱堡
天主教大学（ＫＨＦ）都专注研究“提升护理职业的吸
引力”的行动领域。图３显示的是各个行动领域的
概况和在子项目中使用的研究方法。

图３　研究项目预览

通过三角测量法，我们把各子项目的结果归总

并进行多维度的分析，从而实现对各行动领域的综

合研究，目的是制定整体发展战略。下面将重点介

绍艾森林根应用科学大学的子项目。其他合作伙

伴从事的子项目将仅以概况的形式做介绍。

４．１　艾森林根应用科学大学的子项目
艾森林根应用科学大学的子项目主要针对“留

住护理职业里现有的人才”和“赢得新的专业人才

与挖掘潜在人才”这两个行动领域。因此，这里主

要涉及的是企业的人事政策和其所处的结构与社

会政治框架。为了全面调查这一点，我们选择了３
种不同的方法进行实证切入 ，见图 ４。
　　采用３种实证方法得出的结果紧密相关并相

互衔接，继而也为进一步的调查阶段提供推动力。

在项目研究刚刚开展的时候就要进行专家访

谈，目的是探索研究的领域，以及对研究的问题在

内容上进行细化。此外，通过访谈还可以验证后续

调查中使用的调查工具，并验证为德尔菲法调查和

企业案例研究采用的抽样选择标准的正确性。在

此，我们使用了含有叙述部分的半结构化指南。我

们对访谈用内容分析法进行评估。瑐瑤 在调查阶段结

束并对结果进行分析后，我们把结果与专家们一起

进行交流验证，以确保这些结果能够转化到实践

中去。

在一个多阶段的德尔菲法调查范畴内，我们讨

论护理专业人才短缺面临的挑战和原因，确定研究

瑐瑤 Ｍｅｕｓｅｒ，Ｍ．，＆Ｎａｇｅｌ，Ｕ．（１９９１）．ＥｘｐｅｒｔＩｎｎｅｎ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ｖｉｅｌｆａｃｈｅｒｐｒｏｂｔ，ｗｅｎｉｇｂｅｄａｃｈｔ：ｅｉｎＢｅｉｔｒａｇｚｕｒ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ｎＭｅｔｈｏｄｅｎｄｉｓ
ｋｕｓｓｉｏｎ．ＩｎＤ．Ｇａｒｚ＆Ｋ．Ｋｒａｉｍｅｒ（Ｅｄｓ．），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ｍｐｉｒｉｓｃｈｅＳｏｚｉａｌ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Ｋｏｎｚｅｐｔｅ，Ｍｅｔｈｏｄｅｎ，Ａｎａｌｙｓｅｎ（ｐｐ．４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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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埃斯林根应用科技大学采用的研究方法

重点，并就不同的解决问题的策略达成一致。企业、

培训机构和相关利益团体中的决策者们在德尔菲

法调查中有机会就相关主题作出自己的判断，同时

也可以评论其他人的判断。为了反映出具有企业

和行业普遍性的讨论，我们通过一个多阶段程序把

受调查人的个人立场和评论进行浓缩。通过这种方

式，就可以把有关专业人才状况的经验和专业知识

推广出去，汇集不同的创新方法，制定具体的人事

政策战略。为了提高外部效度，即结果的普遍适应

性，通过预先定义的选择标准划定参与者群体。在

此过程中要特别考虑受调查的机构的多样性，例如

要考虑不同的主体，是门诊护理还是住院护理。

通过多维度企业案例研究可以重点深入考察

并比较不同企业对护理专业人才的需求、他们面临

的具体挑战和处理方式，最后分析并评估制定出的

解决问题策略。为了能够描绘在职业日常工作中

企业面临的广泛而复杂的现状，我们把企业里的人

事负责人和不同员工群体纳入调查中，并采用不同

的方法进行研究。我们在此使用指导访谈和参与者

对企业结构数据进行观察与分析的方法。由于对企

业采用多维度的研究方法，便可以论证制定出的赢

得人才、留住人才和人力资源发展战略，并使这些

战略能够从规划到实施都融入到企业的日常运营

中去。

瑐瑥 Ｍｅｙ，Ｇ．（２０１１）．Ｇｒｏｕｎｄｅｄ－Ｔｈｅｏｒｙ－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Ｓｔａｎｄ，Ｐｅｒｓｐｅｋｔｉｖｅｎ．ＩｎＧ．Ｍｅｙ＆Ｋ．Ｍｒｕｃｋ（Ｅｄｓ．），ＧｒｏｕｎｄｅｄＴｈｅｏｒｙ

Ｒｅａｄｅｒ（２ｎｄｅｄ．，ｐｐ．１１
!

４８）．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ＶＳＶｅｒｌａｇｆüｒＳｏｚｉａｌ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Ｆａｃｈｍｅｄｉｅｎ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ＧｍｂＨ．

依据理论抽样，瑐瑥第一步是研究一家或多或少

有创新战略定位的企业。然后通过分析确定对比标

准。在通过第一个案例研究制定的标准基础之上，

我们挑选更多的企业，对他们进行分析，并与第一

次分析进行比较。在对之后其他更多的企业做出

了进一步的分析后，结果会被集中起来，直到达到

高度饱和状态。

４．２　合作伙伴的子项目
拉芬斯堡－魏恩加藤应用科学大学的子项目

专注于在乡村地区的护理状况。在两个子项目中，

分别从护理服务提供者的角度和将要进入受护理

阶段人群的亲属的角度考察乡村地区面临的特有

的护理人才短缺状况。该校的研究团队主要以所

在的 Ｂｏｄｅｎｓｅｅ－Ｏｂｅｒｓｃｈｗａｂｅｎ地区为样本进行研
究。为了强调护理服务提供者的视角，在研究开始

的时候先通过召开重点小组讨论和个人访谈的方

式进行探索性专家访谈。接下来，在探索性调查的

基础上，对所有位于该地区的护理服务企业就不同

的问题解决策略进行书面调查。通过对具有代表

性的群体进行调查可以了解被护理者的视角。针对

即将进入受护理阶段人群的亲属进行定量的书面

调查，可以了解他们对高质量护理的理解、想法、期

望和偏好。该调查将有深入的基于指导的定性访谈

作为补充。

应用经济研究所（ＩＡＷ）和弗莱堡天主教大学
的子项目主要关注“提升护理专业吸引力”的行动

领域。ＩＡＷ研究分析的目的是明确护理职业中具
有吸引力的职业特征，并深入研究这些特征。首先，

在二次统计分析中，需要对护理职业的吸引力特征

进行分析。随后是一项针对专业护理人员的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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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性调查（传统调查问卷），此外还有一个插入

短文调查作为补充。在此范畴内，会向被调查者呈

上一份内容具有关联性的短文，它描述的是不同护

理职业的各自特征。如有必要，会借助二次统计数

据重新分析新确定的吸引力因素。

弗莱堡天主教大学的子项目主要研究为了使

护理专业人才能够持续，健康并满意地从事自己的

职业，有哪些先决条件和框架条件是有利和必要

的。通过采用定性方法，在研究中将考察护理人员

的个人职业经历。在此涉及专业护理人员对其职

业的期望，以及激励他们从事这个职业的原因。此

外，研究中将确定他们的价值观，对自己职业的态

度，自我价值实现的期望以及主观生活感觉。首先

会就妨碍和促进从事这个职业的因素进行定性访

谈，然后做二次分析。根据所得结果制定处的工作

模式将在接下来的过程中通过与来自不同护理机

构的护理人员进行定性访谈来从事实证研究。

５　总　结
ＺＡＦＨｃａｒｅ４ｃａｒｅ项目是巴登－符腾堡州资助的

应用研究领域的第一个社会科学项目。基于该资助

计划，我们这个较大的联合科研团队得以在较长期

间内研究一个对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十分重要的

课题。这个研究项目以应用性为导向，它的研究成

果应当特别对专业护理服务机构产生实用价值。

ＺＡＦＨｃａｒｅ４ｃａｒｅ４试图回答一些对一个开放社会的
未来发展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关乎巴登 －符
腾堡州将来对专业护理人员的需求：我们希望在未

来怎么进行护理以及得到什么样的护理？我们如何

让足够的人从事护理职业？护理机构与企业可以采

取哪些措施来留住员工？在哪些地方必须要有政治

决定？护理行业如何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现在，护理和护理需求在德国已经作为社会问
题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因此，我们要找到能够改善

护理专业人才短缺现状的具体方法。ＺＡＦＨ
ｃａｒｅ４ｃａｒｅ项目希望为专业护理人才自己塑造自己
的未来做出贡献。为此目的，我们在不同的子项目

中使用各种方法进行研究。鉴于复杂的因果关系和

专业护理领域面临的当前变化，我们现在还只能通

过子科目进行不全面的观察和分析。为了不忽视

总体目标，与项目合作伙伴、各委员会和实务界的

合作伙伴之间不断进行交流和定期反馈至关重要。

在进行数据收集的过程和面向社会的宣传工作中，

让实务界参与进来并展开定期讨论也同样重要。

通过制定实践性强的行动建议，ＺＡＦＨｃａｒｅ４ｆｃａｒｅ项
目可以帮助改善护理人员短缺的现状。经过三年的

成功评估后，巴登 －符腾堡州科学、研究和艺术部
可能会把给该项目的资助再延长两年。在此期间，

我们会启动具体的实施项目并进行科学监测。

不同的行为者都会受益于 ＺＡＦＨｃａｒｅ４ｃａｒｅ项
目：首先是护理机构和专业护理人员。其次是普通

民众，因为只有拥有足够数量和训练有素的护理人

员才可以提供高质量的护理。第三，参与研究的大

学和研究机构也从中受益，因为他们通过获得较长

时间的研究经费可以深入从事项目的研究，并通过

该项目树立自身特色。最后，项目委托人也是受益

者，因为他可以了解到哪些地方有变革的需要，并

就此获得新的方法和动力。该项目现已把对护理专

业人才的需求 这个主题不可动摇并持续性地置于

不同群体的议程上，在此意义上，这已经是一个很

重要的贡献了。

（翻　译：陈　颖瑐瑦）
［责任编辑：文　竹］

瑐瑦 陈　颖（Ａｓｓ．ｊｕｒ．ＹｉｎｇＬａｃｋｎｅｒ），女，德国法学硕士、持德国司法职业资格、德国法院中德文宣誓公证翻译、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
大学汉语教师，从事中德商业及项目咨询、项目管理、中德文翻译（尤其是法律、经济与教育领域）、汉语教学等工作，现居德国；Ｅｍａｉｌ：ｙ．
ｌａｃｋｎｅｒ＠ｈｓｏｓｎａｂｒｕｅｃｋ．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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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科数学以能力为导向的教学和考试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Ｍａａｓ
（汉堡应用科学大学，德国　汉堡　２１０３３）

摘　要：学生学到了些什么东西，他们现在能用这些东西干什么？提出这些问题，对在大学里任何一门课的教
学都至关重要。以能力为导向的教学是使学生通过学习取得在知识和技能方面的进步，从而具备完成特定任

务的能力。明确描述学习成果并协调好教学与考试之间的关系是学生取得学习成功的前提条件，探讨在工科

数学教学中如何具体实施这些理念。

关键词：学习目标分类；学习成果；考试试题的检验效果；构建性配置（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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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没有人因为喜欢数学而学习工科。尽管如此，
数学是每个工程专业里的必修课程。因此，我们必

须非常明确地告诉学生并让他们明白，在数学课上

都要学些什么东西，以及学到的东西对他们会有什

么用处，这一点非常重要。实行以能力为导向的教

学便可以实现这一点。然而，能力这个词的用法广

泛，含义也不尽相同。因此，首先有必要来说明一下

这个概念在本文的含义。在本文里，能力指的是那

些可以通过学习掌握的、借助能够让外界感知的行

为体现出来的知识技能。在此基础上，可以先利用

布鲁姆（Ｂｌｏｏｍ）［１］的分类法来定义学习目标。接下
来，基于比格斯（Ｂｉｇｇｓ）［２］的ＳＯＬＯ分类评价法便可
以评价学习目标的达标程度。

在做课程教学设计时，关键点是对学习成果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Ｏｕｔｃｏｍｅ，ＬＯ）进行描述。在学习成果描
述里，应当不仅指出一门课程的具体学习目标，而

且还要考虑到在进行该课程教学的范畴内有可能

实现的学习过程。此外，还应当说明学习该课程的

目的。鉴于上述内容，学习成果也为评价考试成绩

提供参考。

学习成果描述地恰当，就可以根据它立即看出

某种特定的考试形式是否能够确实反映出学习目

标的达标程度。

学生们都倾向于根据考试要求采取相应的学

习方式。根据“构建性配置（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Ａｌｉｇｎ
ｍｅｎｔ）”的原则［３－４］，计划教学时就可以有的放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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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这一原则。这样，那些平时只有在考试即将进

入“白热化阶段”才开始学习，而是在整个学期上课

期间都持续学习的学生比例将会增加。这将不仅提

高学生短期内的考试成功率，也会改善他们所学知

识的长期效果。

以上所阐述的都属于教师的个人影响范围。如

果一个专业里的所有学科的任课教师都能够进行

深入合作，例如加强每门课之间的相互联系，那么

预计学生的学习成果还会得到进一步提高。

１　能力导向
在学习和教育的发展进程中，对能力这个概

念几十年来一直都在进行着深入探讨。在这个

过程中，就此已经形成了一个大词场，体现不同

等级的粒度。有些词汇放眼整体情况，有些则体

现极小的细节，譬如通过对附加词和复数形式的

使用，词链“能力（Ｋｏｍｐｅｔｅｎｚ）－社会能力（Ｓｏｚｉ
ａｌｋｏｍｐｅｔｅｎｚ）－各种社会能力（ｓｏｚｉａｌｅＫｏｍｐｅ
ｔｅｎｚｅ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即使是同
一个词，所处情境不同，含义也不同。例如，就从

事某一特定工作所需资质的讨论和从教育学角

度描述一个具体的学习过程就是两个不同的情

境，其中都会提到能力这同一个词，但在不同情

境下，其内涵并不完全相同。Ｓｃｈａｐｅｒ［５］特别揭
示了这个概念的复杂性。

如果要对有关能力的观点进行科学论述，就必

须要探讨这种多样性。然而，本文首先是把对学习

成果的描述和考试成绩的评价都作为与学生沟通

的一种形式来看待，研究的是它们的有效性。在

此，涉及能力概念时，本文优先考虑的是经过简化

并易于理解的信息，而不是学术的精确性，因为这

可能会使读者产生误解或者感到难以理解。

１．１　能　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能力在这里可以被理解为一

种可以学习到的知识与技能，其存在可以通过外界

能够感知到的行为得到验证。

一门课程，如果其学习目标可以用能力获取的

形式来描述，就会是一门以能力为导向的课程。

非能力导向的教学在对学习目标进行描述时，

往往针对的是学生内在思想活动，例如：

·“学生们了解了数值分析的核心方法。”

·“学生们听说了微分算子对于电磁场研究的

重要性。”

１．２　布鲁姆（Ｂｌｏｏｍ）的分类法
还在对能力这个概念进行研究的初期，布鲁

姆［１］就对人用头脑处理一个问题的过程做了分级，

虽然非常简单，只有６个层级，但是，学生学习一门
课程要达到的预期能力水平通常都可以用这个方

法得到恰当的描述。

下面列出这６个层级，并对每一层级首先做普
遍性的说明，然后列举属于这一层级的数学试题。

在针对工科的数学中，就最上面３个层级的学习目
标只能根据相关的专业内容来举例，本文在此选择

了生物技术专业中疾病的传播行为。

　·第６层级：评价／发展
说明：就一个主题可以自主进行广泛的研究。

举例：请建立模拟疾病ＸＹ传播的数学模型。
　·第５层级：综合

说明：可以把一个事件翻译成数学模型。

举例：如何通过微分方程为 ＸＹ疾病的特征
建模？

　·第４层级：分析
说明：可以研究一个事件和数学模型之间的

关系。

举例：ＸＹ疾病具有以下特征……能够在多大
程度上用微分方程为……特征建模？

　·第３层级：应用
说明：能够认识到哪种方法适用于给出的情境

举例：请解微分方程
ｙ＇
ｙ２
－ １
ｃｏｓ２ｘ

＝０。

　·第２层级：理解
描述：可以对一个信息以正确的顺序进行分解

与组合。

举例：请用变量分离法计算微分方程 ｙ′（ｘ）·
（１－ｘ）＝ｙ（ｘ）的解集。

　·第１层级：知道
说明：学生可以复述老师提供过的信息。

举例：什么是一个可分离变量的微分方程？

１．３　对设计考试试题的影响
如何设计出能够说明学生所达到能力水平层

级的考试试题，将在本文第３部分里阐述。这里首
先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涉及哪个能力水平层级，都

要给学生足够的自由空间，以便他们能够充分展示

其掌握的知识技能。一般来说，在同一个试题中不

应当检验属于不同能力水平层级的知识技能。在

上面第３层级的例子中，学生可能会把提出的任务
锁定为一个全微分方程，并相应地去解它。这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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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当学生面对一个微分方程时，他知道如何处理。

但是，这也表明他还没有完全领会当解集以显性方

式（例如变量分离），而不是仅以隐式方式（如通过

势函数求解的方法）存在的好处。通过这样设计考

题，教师便能够评价他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层级３
的水平。但如果教师一定要了解学生是否掌握了

变量分离，因而在试题中明确规定必须采用这种计

算方法，那么就不可能通过学生的答题得出学生是

否达到了第３层级能力的结论。
其次，把考题根据这种方式进行层级归类并不

能说明考题本身的难度，也不能提供有关完成考题

所需时间的任何信息。例如，属于层级２的任务可
能涉及计算一个特别复杂的积分，或者做一个解

ｙ（ｘ）需要许多计算步骤。然而，在设计必须在有限
时间内完成的考试时，这些当然也是必须要考虑的

重要因素。

１．４　比格斯（Ｂｉｇｇｓ）的ＳＯＬＯ分类评价法
借助 ＳＯＬＯ分类评价法［２］可以明确学生在多

大程度上达到了预期的学习目标。根据该评价法

确定的５个层次，作者简要把学生的答题表现归类
如下：

　　·第５层次：拓展结构（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ｓｉｅｒｅｎｄ）
能够在所检验的能力水平层级上对问题进

行思考并独立自主地演绎，把知识转化到新

的情境。

　　·第４层次：关联结构（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尽管以前没有练习过考试中出现的问题，但

学生也可以在所检验的能力水平层级上自

主解答。

　　·第３层次：多点结构（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如果考题与以前做过的习题集中的某些练

习是一样的，那么学生可以识别这些问题，

并在所检验的能力水平层级上自主解答。

　　·第２层次：单点结构（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只有在考题与曾经练习过的习题完全一致

时，学生才能在所检验的能力水平层级上自

主解答这些考题。

　　·第１层次：无结构（ｕｎｓｔｒｕｋｔｕｒｉｅｒｔ）
学生不能在所检验的能力水平层级上自主

地解答考题，只有教师在课堂上演示解答问

题的步骤时才理解。

如果不了解上课的内容，很难列举属于各个层

次的考试题目。但是，在此可以举的一个例子是，

如果让学生用牛顿方法找函数的极限值，由于学生

只记得牛顿方法好像是和“由 ｆ‘（ｘ）导出 ｆ（ｘ）”有
关，所以只确定了函数的零点。这明显属于层次２
的表现。

考试表现只达到第１至第３层次的学生，很可
能以后在其他课堂上需要用到相关数学知识时，会

完全记不得了。达到了第４层次以上水平的学生，
可以推断他们就相关内容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知

识结构。即使教的人不在，他也可以基于自己的能

力解决问题。

因此，作者自己在设计考试试题的时候，非常

注意对考题做出的描述要与在课堂上举的例子或

做的习题有明显不同。

２　描述学习成果
就学习成果这个概念而言，在学界也有各种不

同的定义 ［６］。本文以Ｒｅｉｓ的理论为依托。［７］

２．１　以学生为关注点
无论对学习成果有什么样的定义，一致的一点

是，学习成果是对成功完成学习后的学生所做的描

述。因此，确定学习成果时，重点不是授课内容，也

不是教师的教学活动。学习成果关注的是完成学

习后的学生具备的能力。

２．２　三个核心组成部分
依据Ｒｅｉｓ的理论，只有在对学习成果进行了具

备以下三个特征的描述后，才能以其为依据设计教

学和考试。

（１）学习成果应当与布卢姆分类法相对应。
说明：这样不仅可以为考试试题的设计提供依

据，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学习成果确实发挥检验

学习效果的作用。如果考试试题相对应的能力水平

层级不清晰、同时检验多个层级的达标情况，则会

影响考试的说服力。（见本文 ３．３）
（２）学习成果描述的是可被外界识别的学生的

认知能力，并且这种认知能力是学生在具备相关基

础知识的前提下和在给定的时间框架内能够获

得的。

说明：首先，这一点也是为了确保学习成果具

备确实发挥检验学习效果的作用。此外，学生通过

它可以在学习开始前就了解对他提出的要求。最

后，通过确定一门课程的学习成果，可以使这门课

程与专业里的其他课程建立关系。

（３）学习成果必须说明所描述能力的使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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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就是在哪儿会用到这项能力。

说明：能力的使用目的可以从相关专业的素质

与能力目标 （Ｑｕａｌｉｆｉｋａｔｉｏｎｓｚｉｅｌ）推导出。它也是在
对考试进行评估时的一个参考点。

２．３　几个反面例子
下面几个对学习成果的描述是有缺陷的。通

过这些例子可以了解上述几点的具体涵义。

·对学习成果的描述：“学生掌握 （ｂｅ
ｈｅｒｒｓｃｈｅｎ）了对有一个变量的实函数进行微分和积
分运算相关基本方法的运用。”

评论：通过“运用”一词，上述学习成果描述仅

仅把预期的能力水平排除在知识（层级１）层级以
外。“掌握”一词使该学习成果也有对应到其余层

级的可能性：它可以被归类至第２层级，例如通过
运用固定的方法进行快速并无差错的运算（“找出

多项式ｐ（ｘ）＝…”的局部极限值和鞍点，然后进
行定位和分类）；它也可以属于对应第６层级的能
力水平，例如，可以给学生一个定积分，它的被积函

数不属于基本积分，而且在积分区间的一端有一个

极点，那么，学生必须考虑到函数的收敛性，并估计

他计算出的近似值的精度。

·对学习成果的描述：“学生了解了数学方法

在工程力学中的重要性。”

评论：这里提出的预期学习成果其实是能够在

工程力学课程中应用数学方法。但是，我们通过什

么才能够知道学生是否取得了这个学习成果呢？

会有合适的考题去验证学生的确积累了在此的相

关经验吗？

·对学习成果的描述：“学生可以选择常见情

况下矢量计算和分析几何的合适的方法，并能够进

行正确运算。”

评论：预期的能力水平可以被归类至第 ３层
级，即应用。预期能力体现在能够计算出正确的结

果，并且选择了适合解答相关考题的正确方法。但

是，这里没有描述具备这种能力的目的是什么。工

科数学课的目的往往都是为学习其他需要使用数

学方法的科目做准备。例如，就上述学习成果涉及

的主题而言，向量空间的抽象化定义，或者空间想

象可能对今后的学习更加重要。如果不知道预期

学习成果的用途，那么，通过考试对这项能力进行

考核就没有充分的理由。

经常被忽略的是，意图采用的考试形式也往往

是需要经过学习的，因此，掌握相关知识和技能也

应当属于学习成果的一部分。例如，怎么作报告或

制作海报（Ｐｏｓｔｅｒ）都是要先经过学习，然后才能在
考试中考核。

２．４　低年级工科数学课学习成果描述样例
一般来说，工科专业在本科阶段低年级都要求

学生修数学课。在结业证书里，数学课也是作为一

门独立的考试课列出并有独立的成绩。下面介绍

的是一份低年级数学课的学习成果描述，当然，第

一点和第三点是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的。

“学生能够：解答矢量计算和分析实数范围变

化的常见题目；他能够：选择合适的方法并正确计

算；目的是：应用这些数学知识成功完成物理、电子

技术、工程力学和控制技术课程的学习。”

这里的能力水平属于“应用”层级，即第３级。
常见题目是指那些在课堂上讨论过的题目。这并不

排除在单个考试试题中结合几种已知方法的必要

性 （例如：要找出极限值必须使用近似方法确定一

阶导数的几个零点）。检验学习成果可以通过以下

方式：给学生出一道合适的考题，要求学生选择一

个适合解题的方法，然后进行正确运算。如果学生

通过考试显示，在那些对以上列举出的日后的课程

重要的方面，学生还有知识和技能缺陷，那么，因此

扣分也就是完全有理由的。

３　确定考试的形式
考试应当能够完全具有说服力地验证学生达

到课程目标的程度。

３．１　原则性决定
尽管以能力为导向的教学总是试图能让学生

把学到的东西应用到工作中，但仍需要根据具体情

况来决定真实环境在此处、此时应该在何种程度上

被呈现。Ｓｃｈｉｎｄｌｅｒｅｔａｌ．［８］区分了以下３类测试：
·能力测试 （Ｋｏｍｐｅｔｅｎｚｔｅｓｔ）：在一个真实环境

下验证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和技能的掌握

情况。

·以能力为导向的测试 （Ｋｏｍｐｅｔｅｎｚｏｒｉｅｎｔｉｅｒｔｅｒ
Ｔｅｓｔ）：学生要在在一个与真实环境相似的情况下证
明其能力。如果实际中的一些方面在测试中没有

存在必要，就不用被呈现出来。

·以能力为导向的技能测试 （Ｋｏｍｐｅｔｅｎｚｏｒｉｅｎ
ｔｉｅｒｔｅｒＦｈｉｇｋｅｉｔｓｔｅｓｔ）：考试情境只要适合对相关技
能做出评价就可以，不需要与学生结业后会遇到的

职业情境建立联系。文献 ［８］中的作者称这种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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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为“以能力为导向的知识测试 （ｋｏｍｐｅｔｅｎｚｏｒｉｅｎｔｉ
ｅｒｔｅ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ｔｅｓｔ）”。选择这样的名称，作者个人认
为会产生与布鲁姆分类法第１层级混淆的危险。

一般来说，考试规章都要求数学考试必须有明

确的成绩，在此进行以能力为导向的技能测试是合

适的，因为在工程领域，即使在近乎实际的情境下，

学生的数学能力也只属于众多维度中的一个。

３．２　考试的特征
为了使考试充分达到其目的，首先必须回答以

下四个问题［９］：

·考试承载的任务：通过考试能够说明什么

问题？

说明：如果学习成果是经过深思熟虑制定出

的，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几乎是不言自明的。如果

不是这样，就应当继续提下一个问题：通过这个考

试的学生，应该在他的毕业文凭补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Ｓｕｐ
ｐｌｅｍｅｎｔ）中针对性地写些什么？

·检验性：设计的考试试题是否能够使考试承

载的任务得以实现？

说明：考试试题检验的知识和技能必须是学生

能否取得考试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不应该发生的情

况是，因为有与检验相关知识技能无关的要求而妨

碍学生成功通过考试。考试试题当然也不应该有

“漏洞”，以至于学生即使没有掌握相关的知识技

能，也能成功通过考试。下一节中的例子将进一步

阐明这一点。

·公正性：对考试试题的描述和其涉及的内容

是否符合学生对考试的期望？

说明：只有当学生对考试的期望和真正考试之

间没有过多距离时，教师才能利用这种期望，通过

它在课堂上调节学生的学习行为。

·经济性：用以准备、实施和评价考试所付出

的消耗是否与考试带来的价值成正比？

这一点应当是不言自明的。

３．３　考试试题的几个反面例子
在设计考试试题的时候，必须特别注意考题检

验学习成果的有效性。以下３个例子说明了可能发
生的典型错误：

例 １：考题检验的不是应当被检验的内容 。
·“函数ｆ（ｔ）：＝…被确定在［０．２π］区间。如

果函数周期性地在Ｒ上延伸，请计算该函数的傅里
叶级数。”

一旦学生在公式集中找到了适当的公式，结果

就都取决于他是否可以计算出相应的积分。他几乎

根本不需要知道什么是傅立叶级数。

例 ２：考题把不同能力水平层级混合在了
一起：

·“请解微分方程
ｙ＇
ｙ２
－ １
ｃｏｓ２ｘ

＝０。应当注意可

变量方程的哪种特殊情况 ？”

首先，在试题的第一部分，学生要确定所列出

微分方程的类型。通过变量分离或者把它作为全微

分方程处理都属于正确的计算方法。基于学生的选

择便可以看出他是否能够在两种方法之间进行衡

量，选择最适合的（第３级———应用）。在试题的第
二部分，主要针对的问题是特解，但向学生透露了

他们应当选择哪种方法，因此，这一部分属于层级２
（理解）的试题。

例 ３：试题里含有学生还从未了解过的来自其
他专业的术语或知识背景。例如，通过有关交流电

计算试题要检验学生对复数的掌握情况。尽管在

试题里提供了所有所需的数学公式，但如果学生还

没有了解过的交流电这个术语，是会引起学生的困

惑的。

３．４　试题举例
在２．４节中已经介绍了第３能力水平层级，即

有关应用的学习成果。设计对应这个级别的考题，

必须为学生提供充分的自由空间让他们自己做决

定，不应当期望学生只用一种方法解答考题。

例 １：“一个平面用２ｘ＋３ｙ－４ｚ＝５方程来
表示。请通过一个点和两个向量表示同一平面，并

计算两个向量间的夹角。”

学生可能首先会确定方程的三个解，然后选择

其中一个解及这个解与其他两个解的差值作为坐

标点和向量。接下来，通过数量积就可以得出夹角。

或者，学生从方程式中也可以读取平面的法向量，

然后与法向量正交就可以构建出向量。在两种方法

中，学生对内容掌握的熟练情况会影响计算步骤的

复杂程度。

例２：“请找出函数ｆ（ｘ）：＝ｘ
３
２ ＋３·ｃｏｓｘ的极

限值。至少使用一次牛顿方法，直到相应的 ｘ值在
三个位置是相等的。说明您所选择的起始值的理

由。举例说明您不建议选择的起始值。”

学生为证明一阶导数零点的位置在哪儿，排除

在哪些范围的可能性所进行的思考可以让教师清

楚地了解他解答考题的思维是否缜密。同样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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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问题的是，他是否在 ｘ＝０的地方找到了边界
值，以及他是否注意到牛顿方法也可以把它从 ｆ′
（ｘ）的定义范围推导出来。
３．５　分析与评价

考试结束后，首先应当说明学生的答题在多大

程度上让人看到了所检验的知识技能。最简单的

方法可能是把知识技能的不同表现程度按照线性

顺序排列，然后把达到最高层级视作掌握了知识技

能。但是，这个分级模式往往是不合适的，因为即使

是很小的错误也可能导致错失某一层级的达标，因

此下滑到一个较低的级别。原则上，如果把考试表

现基于一些不同的标准进行评价，则可以避免这种

情况。但是，因为要把在每一个标准下的评价进行

汇总，就会使人感到整体评价没有透明性。

对于２．４节中描述的课程，建议使用两个标
准：运算的正确性和解题方法的正确选择。

·运算的正确性可分为以下３个层级：
ａ．结果（几乎）无误；
ｂ．结果尽管有错误，但还可以使用；
ｃ．结果完全无用。
·关于方法的选择可分为以下４个层级：
·第 ４层次：学生说明了为什么选择这个

方法；

·第３层次：学生有意识地选择了一个适合解
答考试题目的方法；

·第２层次：学生基本上认识到了所使用方法
的战略意义；

·第１层次：看不到或者不能明显看到学生的
目标导向。

例如：在第３．４节的例１中，如果学生混淆了
位置矢量和向量，那么他就只达到了第１层次。学
生如果在使用数量积、叉积或三角函数时出错误，

那么达到第２层次仍然是可能的。如学生使用了上
面对该例所做说明中提到的方法，那么他可以达到

第３层次。如果要达到第４层次，那么学生就要提
出两种可能的方法，并说明他为什么选择其中的一

种。同样也属于达到第４层次的情况是，如果他专
门选择了包含两个零的方程的解，目的是简化进一

步的计算，或者如果他把第２个向量作为由来自法
向量和第１个向量的数量积来计算，以便省去计算
夹角。

接下来就可以把在这两项标准下达到的层级

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总体评价：如果运算正确性达

到“ａ”，那么方法选择达到的层次也直接转换为同
级；如果运算正确性达到“ｂ”，那么总体评价也不可
以超过这个等级；如果运算正确性只达到 “ｃ”，那
么整体评价必须是“不合格”。

整体来说，应当至少分４个层次，以使下面的
级别“达到了最高要求”“达到了普通要求”“达到

了最低要求”“没有达到最低要求”能够得到区分。

运算正确性的标准是一个例外，因为这里的普通要

求（工程师必须正确运算）和最高要求（没有比正确

结果更为正确的结果）是一致的。

在把对各个试题的评价综合为对考试的总体

评价时，需要做的一个决定是学生在某一领域缺少

的知识技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在另外一个或

其他领域的好评价得到弥补。最为前后一致的做法

应当是只有在给每一个试题的评价都至少是“合

格”时，学生才能通过考试。

４　对教学产生的影响
教学过程的设计应当促进培养学生具备在学

习成果里描述的能力。

我们首先应当正确选择课堂上应该涉及的内

容，即教学内容。总体来说，我们作为专家，对自己

的领域有非常全面的了解。然而，减少教学内容的

范围会给就所学内容作练习创造空间。当然，如果

把数学课的内容减少到仅由一系列公式和计算方

法组成，而且对它们不进行连贯并相互联系的处理

是毫无意义的。教学中，我们应当宁愿砍去知识之

树上的许多繁枝细节，保留由相互交织的思想构成

的主干节。

例如：如果涉及常微分方程，应当介绍可分变

量微分方程、线性微分方程和全微分方程的概念，

包括这些方程的解法和基本原则。对于诸如一阶微

分方程、伯努利（Ｂｅｒｎｏｕｌｌｉ）方程、黎卡提（Ｒｉｃｃａｔｉ）方
程和达朗贝尔（ｄ’Ａｌａｍｂｅｒｔ）微分方程以及积分因
子等其他进一步的内容，有必要与其他专业里的任

课老师协调。如果学生确实会被要求用到这些内

容来独立解决相关问题，那么可以在数学课上进行

相关教学，如果不是，那么就可以把它们在教学内

容中删除。

其次，针对确定下来的教学内容要为学生提供

适当的学习辅助工具（比如举例、练习）。如果只是

出于一般的数学教育目的而仅仅提及了一些内容，

但却给学生没有练习机会，那么就不会产生任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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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效果，应该省略。

在第三步中，应当对学习材料和如何展示教学

内容进行设计，此处应当使学生清楚看到需要取得

的学习成果和将来考试之间关系。这个过程被称为

“构建性配置（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３－４］这里举
一个反面例子：在上课时花大量时间论证（因为它

是一门科学课程），但是考试却由纯粹的运算题组

成（因为考生是工程学学生）。

最后，第四步是为学生获取应具备的能力提供

学习路径。如果说在２．４节的例子中，学习成果对
应能力水平第３级，那么，学生必须有机会评价他
们第３层级以下的能力，并在学习中了解这两个层
级与第３级考试能力水平之间的差异。考察是否
达到了第１层级的能力水平，教师出一些知识性的
问答题就可以了，通过出运算题可以检验第２层级
能力水平的达标程度，关于这两个层级，教师在此

可以提供相关标准答案。为了给检验第３层级能力
水平做准备，可以向学生提供以前考过的试题。但

是，为了达到 ＳＯＬＯ分类标准的第 ４层次（第 １．４
节），就必须为每次考试都设定内容全新的任务。

给学生提供以前的试题不应当泄露有关即将举行

的考试的信息，也不应当给学生这些试题的答案，

目的是避免学生进行纯粹记忆式的学习。在课堂上

就问题的解答进行讨论时，要强调解题是可以采用

不同方法的。

５　结　论
５．１　总　结

以能力为导向的教学是以学生为关注点来进

行设计的。学生取得学习成果意味着在课程结束

时，他们具备了一定的能力，并且这些能力是通过

外界可以认知的行动来证明的。在工程数学课中，

应当考虑到所学的数学知识需要应用于之后的其

他课程中，因此，对相关能力的描述也应当以此为

背景。对考题的设计应当确实做到由所考核的能

力来决定考试及格还是不及格。课堂教学和考试应

当相互协调，从而提高学生认真学习教学材料和听

课的意愿。

５．２　评　价
以能力为导向的教学应当比其他形式的教学

更有价值。在德国有两种传统的教学形式：一种主

要是向学生展示什么是科学。在此，学生观察教授

是如何一步一步构建数学思维的。但是，在工程专

业的学习中，学生经常会觉得不适应，并问他们“到

底”要学些什么东西。另外一种形式的教学则尽量

减少理论信息量，把重点放在实际运算上。但这样

学生会觉得数学就是由一系列互不关联的公式组

成的，这些公式在上完一门课后很快就会被遗忘干

净。以能力为导向的教学则能够帮助学生在脑海中

形成一副图画，使他以后在其他情境下也能联系起

并用上所学到的东西。

５．３　展　望
本文涉及的是对低年级工科数学课教学方案

的设计。如果在设计教学方案时，不同学科的教师

能够相互合作，就可以培养学生达到更高层级的能

力水平。［１０］当进入到高年级教学后，在描述学习成

果时，应对能力水平进行更深入的分类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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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　颖（Ａｓｓ．ｊｕｒ．ＹｉｎｇＬａｃｋｎｅｒ），女，德国法学硕士、持德国司法职业资格、德国法院中德文宣誓公证翻译、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

大学汉语教师，从事中德商业及项目咨询、项目管理、中德文翻译（尤其是法律、经济与教育领域）、汉语教学等工作，现居德国；Ｅ－ｍａｉｌ：ｙ．

ｌａｃｋｎｅｒ＠ｈｓ－ｏｓｎａｂｒｕｅｃｋ．ｄｅ。

（上接第６８页）此外，该公司还举办资质培训活动，目

的是以此促进和加强创业活动。据韩先生介绍，在

１０８名参加该企业活动的学生中，已有９名创立了
企业。

７　总结与展望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德国，创业都有很重要的意

义。特别是在职业世界日趋数字化的背景下———

关键词工业４．０———这一变化将引起职业世界发
生何种变化，这在目前是很难预测的。现在在中国

观察到的创业热情看起来似乎比德国要高。德国近

些年来缴纳社会保障金的员工比例不断达到新高，

但这个现象总有一天会改变，这是不言而喻的。因

此，无论在哪个国家，我们都必须鼓励年轻人勇于

创业或接管现有企业。应用型大学在此可以起举

足轻重的作用：鼓励衍生创业、在高校通过科研合

作项目孵化企业、促进科学成果转化和与地区的互

联，以及为潜在的创业者提供资质培训项目，这些

都应当是应用型大学的任务。创业能力必须成为

要培养的关键能力的一部分。在此，高校以外有支

持创业的环境也必不可少：例如建立创新和创业者

中心及经济发展促进机构、建立网络（互联战略）渠

道，以及创造和提供融资资助机会等。高等教育机

构在这方面应发挥重要作用，因为近几十年来，对

中小企业，包括手工业企业在内，对他们的经理人

在资质、技能和能力等方面的要求更为广泛、繁多、

复杂。在研讨会明确提出在相关的资质培训活动以

外，高校还需要作出更多努力来改善在学校的“创

业氛围”。

最后，展望２０１８年将要在安徽召开的下一届
研讨会，我们期望中德两国在高等教育事业的进一

步发展问题上能够继续扩展并深入交流。中德两国

的应用型高校都在蓬勃发展，伴随这一过程的则是

很多结构性的变化。近些年，两国应用型高校在数

量和质量上都有稳步增长，在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

性也逐渐增强。每年进行相关交流，彼此相互学习

是非常有益的。

（翻　译：陈　颖①

［责任编辑：文　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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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工科院校财务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改革探索
———以河北建筑工程学院为例

王永莉，李春晓，刘　静，张雅莉，周继岩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河北 张家口　０７５０００）

摘　要：通过对河北建筑工程学院财务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分析，发现存在实践教学课时偏少、实践教学设计
脱离人才培养方案的目标、实践教学监控体系不完善、未能充分发挥实践教学应有的作用等问题，对此提出了

应用型工科院校财务管理专业改革的必要性，从及时更新实验教材内容、建设综合实训平台、实行网络化教学、

强化实践教学监控制度等方面入手，对应用型工科院校财务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改革提出了一些思路和方法，为

培养具有工科专业特色的财务管理人才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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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内外经济飞速发展，各行业对财务管理
人才需求也在不断变化，一方面每年有大量财务管

理专业毕业生难以找到满意的工作，另一方面是各

行业企业难以招聘到满意的财务管理专业毕业生。

截至２０１８年１月７日“中国教育在线”网查询，目
前全国共有６２９所高等院校开设了财务管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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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开设财务管理专业的工科本科院校有１６３所，
由于工科院校财务管理专业在软硬件建设、师资、

生源等方面都与财经类和综合性大学存在一定差

距，所以工科院校财务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目

前不容乐观。应用型工科院校财务管理专业要紧

跟新时代发展要求，在实践教学上进行不断创新，

培养出具有工科特色的高素质的财务管理专业应

用型、复合型人才，这是应用型工科院校财务管理

专业面临的十分紧迫的任务。

１　应用型工科院校财务管理专业实
践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自１９９８年中国高校本科层次开设财务管理专
业以来，该专业在人才培养方面普遍存在着只重视

理论教学、忽视实践教学的问题，而应用型本科院

校的财务管理专业更是如此。应用型工科院校把

有限的资金首先投入到工科类等优势专业，对管理

类专业的实践教学投入稍显不足，导致工科院校财

务管理专业毕业生在就业上明显处于劣势。经笔

者调研了解，各用人单位普遍反映工科院校财务管

理专业毕业生实际操作能力较弱、适应能力较差，

短期内难以满足工作岗位要求。《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提出高校
必须“加强实验室、校内外实习基地”［１］等实践环节

的教学体系建设，河北建筑工程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为了提高财务管理专业毕业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对

旧的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修订，使财务管理专业的

实践教学发生了明显变化，但仍存在如下问题。

１．１　人才培养方案仍偏重于理论教学
为提高财务管理专业毕业生的工作能力和就

业竞争力，学院修订后的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提高了实践教学环节所占学时比例，建设了财务

管理专业能力训练实验室，购置了多个实训软件，

与省内多家用人单位签订毕业生顶岗实习协议，从

而有效地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加快毕业生角色转换

速度。学院财务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计划如表１，
实践教学课时占总课时的２１．８％，总的来看，实践
教学所占比重仍然偏低，实践教学体系还需进一步

完善。

１．２　忽视实践教学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中应有的
作用

目前工科院校的领导和教师对实践教学的作

用在认识上存在“误区”，普遍认为实践教学只是对

表１　实践教学计划表

课程

类型
课　程　名　称 学时

校内

实践

实

验

教

学

课

程

设

计

会计手工模拟 １６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ＶＦＰ ２０

计算机信息技术基础 ４

会计信息系统 ２０

财务管理软件应用 ２４

企业ＥＲＰ竞争模拟沙盘 １６

财务会计课程设计 ３２

成本会计课程设计 １６

财务管理课程设计 １６

市场调查实训（统计学课程设计） １６

资产评估课程设计 １６

审计学课程设计 １６

财务案例调研及分析 ３２

投资学课程设计 ３２

校外

实践

顶岗

实习

财务管理岗位实习（生产实习） ９６

毕业实习 ３２

课外研学实践 ３２

合　计 ４３６

专业技能的强化训练或“低层次”的熟悉业务流程，

把实践教学仅仅认为是一种“教育形式”或“教学方

法”。正因为如此，在资源有限的应用型工科院校，

财务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软硬件建设总是让步于

学校其他方面的建设，再加上实践教学师资缺乏，

部分工科院校还存在因人设课的现象，从而导致了

毕业生在实践应用能力方面存在短板，不能更快地

适应工作需要。

１．３　实践教学设计脱离人才培养方案的目标
当前应用型工科院校财务管理专业在实践教

学中主要依靠实验平台或软件的使用，部分实践教

学项目被简化成了软件操作训练，实践教学内容未

能严格按照学校人才培养方案的目标进行有效地

规划设计，而是参考财经类院校财务管理专业设

计，甚至是照搬财经类院校的实践教学方案，因此

培养出的财务管理专业毕业生与财经类院校相比，

缺乏特色，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上明显缺少优

势，实践教学的设计与人才培养方案目标未能很好

地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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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缺少适宜的实践教学评价指标，实践教学监
控体系不完善

目前，大多数应用型工科院校财务管理专业对

实践教学评价采用课堂教学的评价指标，学院校内

实践采用平时成绩（３０％）和实验成果（７０％）进行评
价，由于校内实践多采用分组实验，使得部分学生存

在滥竽充数现象，未能收到良好的实验效果，使得评

价结果可信度大大降低。学院校外实习采用实习单

位评价（２０％）和指导教师评价（８０％）两方面评价学
生实习成绩，在实践中存在个别学生应付实习的现

象，去实习单位人浮于事，没有真正地深入学习实习

单位财务管理业务，而实习单位由于工作较忙，也懈

于对实习学生进行监督，最后对学生评价大多都是

优秀成绩，使得校外实习流于形式。虽然学院也对

学生的校外实习安排老师去检查，但是限于教师少，

学生多，对每个实习点的检查仅有一次，不能有效地

监控学生，影响了校外实习的质量。

２　应用型工科院校财务管理专业实
践课程设置的思路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财务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
目标是“培养具备扎实的财务管理基本功，具有管

理学、经济学、法律和理财、金融等方面的知识和能

力，具有熟练技能和一定科研能力的工商管理学科

的应用型、复合型高级财务管理人才，重点培养学

生在建筑、房地产、工业等不同行业的理财、管理等

能力”①。要实现财务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必

须对现有的实践课程体系进行改革。

２．１　根据社会需求，分解财务管理工作岗位
为培养出适应社会需求的财务管理专业的毕

业生，首先要了解各用人单位招聘财务管理专业人

员的岗位，通过对多家不同行业的用人单位进行调

查，岗位需求如下表２。

表２　财务管理（本科）专业工作岗位调查

行业 首岗 发展岗

建筑业、

房地产等

企业

出纳 资金管理

会计 成本管理

税务 税务管理

管理会计

助理工程
财务分析、投融资管理

项目会计 工程审计、工程管理、工程造价

银行业

大堂经理 金融营销岗

柜员 主管、综合会计

信贷助理 授信与风控

保险业
保险营销 业务主任、部门经理

内勤 部门主管

政府、事

业单位

出纳 会计

会计 资金管理

会计师

事务所

审计助理 项目经理

内勤 部门主管

２．２　分析财务管理各工作岗位的职业能力要求
根据财务管理专业各个工作岗位所需要的职

业能力划分成３个能力等级，第一级为基础技能，
第二级为专业操作和业务能力，第三级则为综合能

力。［２－３］如下图所示：

图１　财务管理专业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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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根据职业能力构建分层次实践教学体系
根据财务管理工作岗位应具备的３个能力等

级把实践教学课程设计成３个训练模块。（１）基础
技能训练模块，包括：外语交际能力实训、经济学模

拟沙盘实训、计算机应用能力实训、网页制作实训、

统计应用实训；（２）专业操作和业务能力训练模块，
包括：会计手工及电算化实验、纳税会计实验、财务

管理实验、证券投资实验、资产评估实验、审计实

验；（３）综合能力训练模块，包括：工程程经济学实
训、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实训、工程造价实训、工程管

理实训、跨专业综合仿真实训、创新创业能力实训、

企业经营沙盘演练、顶岗实习。由此形成以上３个
不同层级的实践教学体系，实现“培养出适应新时

代发展需求的应用型、复合型高级财务管理人才”

的人才培养目标。［４－５］

３　应用型工科院校财务管理专业实
践教学创新的具体措施

３．１　根据经济环境变化，及时更新实验教材内容
目前，学院的实验教材多采用各出版社的实训

教材，这些教材内容出版时间长，与经济实践脱节，

尤其是进入新时代后，我国经济政策出台频繁，这

些教材远远不能适应时代需要，使学生刚毕业即面

临新情况无所适从，因此，学校应该鼓励专业任课

教师和相关企业财务人员一起编制会计、审计、税

法等顺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实训教材，使学生毕业

后即能迅速上岗，适应社会需要，提高工科院校财

务管理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和知名度。

３．２　突出工科特色，建设综合实训平台
学校的建筑学、土木工程等专业在京津冀地区

享有很高的声誉，中国高校毕业生薪酬排行榜学校

连续多年进入百强。把财务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

与我校的建筑学和土木工程等优势专业相结合，建

设富有工科特色的财务管理专业综合实训平台。

实践教学中对于综合能力训练模块，要把财务管理

与优势专业有机地融合起来，一方面让学生熟练掌

握建筑、房开等行业的财务管理业务流程，另一方

面也促使学生开拓眼界、创新思维，提高学生的实

际综合应用能力。真正把工科院校的特色在实践

教学中进行模拟训练，使学生在掌握财务管理基本

技能的基础上，也能熟悉建筑、房地产开发等行业

的财务管理基本业务流程，进而培养学生的综合执

行和决策能力，使工科院校的财务管理专业毕业生

有别于财经院校，在就业上能在工科院校优势专业

的行业内占有一席之地。

３．３　充分利用网络，实现实践教学的常态化
进入新时代，便捷的网络改变了人们传统的学

习方式和习惯，学习方式变得更加多样化、自主化、

碎片化，应用型工科院校财务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

也应该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结合“中国数字教育

２０２０行动计划”的实施，广泛采用网络化教学，突破
实验室的时空限制，使学生根据自身学习情况可以

随时随地的学习、查漏补缺，这样学生在学中练、练

中学，教师则由教学者转变为助学者，使实践教学

实现常态化。

３．４　构建适宜的实践教学评价指标，强化实践教
学监控制度

对实践教学要分别设计校内实践和校外实践

的评价指标体系，使实践教学环节的全过程、实践

教学体系的多层次都有评价指标，实现全方位监

控。首先系部（二级学院）应根据学校的实践教学

相关文件制定统一的《财务管理专业实践教学实施

细则》，实施细则应对实践考核有明确的可操作的

规定，包括实践纪律、实践表现、实践考核指标及实

践成绩等。校内实践应该对每个实验按学生的参

与度、实验方案及实验成果等各个实践环节都设计

量化评价指标，使学生对实践教学做到胸中有数，

老师也有了评价学生可遵循的依据。其次，校外实

践学校应与实习单位签订相关协议，协议中可细化

学生实习内容，每项内容都有对学生的量化评价指

标，同时聘请实习单位相关部门有关人员进行监督

检查并及时反馈到学校，使实习单位对学生的评价

客观真实，从而有效地督促学生认真地对待实习，

保证实习效果。［６－８］

总之，工科院校的财务管理专业必须要有自己

的特色，尤其是在实践教学课程设置上更要充分体

现出工科院校的专业背景，才能在开设财务管理专

业实力强劲的财经类院校和综合性大学中占有一席

之地，也才能培养出有工科专业背景的具备“实际操

作能力”和“创新能力”高质量的财务管理人才。

注　释：

①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２０１７版财务管理专业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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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视频案例教学在生物化学课程中的实践

吴红静ａ，王　莉ａ，赖稢修ａ，涂　追ｂ

（南昌大学 ａ．科学技术学院，南昌　３３００２９；
ｂ．食品科学重点实验室，南昌　３３００４７）

摘　要：将微视频案例教学应用在生物化学的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中，分别对相同专业不同年级学生进行实验
研究。结果表明，微视频案例教学有助于提高对课堂知识的理解，笔试成绩、长时记忆和理解力均高于传统教

学法，对创新能力和自学能力的提升学生认可程度较低。结果显示：微视频案例教学对学生主观学习有明显的

促进作用，这可以为类似的案例教学的应用提供较好的教学参考。

关键词：微视频；案例教学；生物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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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ｇｈａｓ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ｐｒｏｖｉｄｅａｇｏｏ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ｉｍｉｌａｒｃａｓ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ｉｃｒｏｖｉｄｅｏ；ｃａｓｅｂａｓｅ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生物化学是生物工程、生物技术专业的基础课
程，同时也是医学、食品、营养等专业的基础课程，

具有课时多、知识点难，内容复杂等特点。随着多

媒体课程的广泛应用，该课程的知识点讲解难度略

有下降，但由于知识点繁多、逻辑性强，仍被学生评

价为最难学的一门课程之一。［１－５］随着生命科学的

迅猛发展，生物化学在相关学科中所占的比重越来

越大。目前针对本科阶段的生物化学课程教学，

“课堂理论教学 ＋实验演示”的教学模式仍然广泛
存在，而学生主要是被动学习的过程，容易出现上

课记住，课后遗忘的现象，导致学生学习兴趣不高，

学习效果差，教与学分离，甚至出现厌学的现象。

传统的单一教学方式已经很难满足学生多样化的

学习需求。［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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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移动媒体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

的工具，微学习、移动学习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

受。［９－１０］在国外教育研究中，案例教学是主动学习

首选的教学方式，可以培养学生的学习的主动性和

洞察力。［１１－１３］因此如何利用移动终端进行课程教

育与学习，探究微课程资源的利用效果及如何辅助

教学具有积极意义。［１４－１５］鉴于此，本文将微视频与

案例教学相结合，形成微视频案例教学法，尝试从

多角度、全方面向学生传递新知识，满足学生个性

化、自主性和探究式学习的需求。

１　研究背景与对象
１．１　研究背景　在学院开设生物化学课程的有生
物工程、制药工程、应用化学３个专业，为排除不同
专业学习背景的影响，只选择生物工程专业作为研

究对象。课程内容包括理论教学７５学时，实验教
学６０。授课时间安排在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等相关
基础课程之后进行，即大学二年级第一学期。鉴于

相同专业、相同年级学生人数的限制，本研究采用

年级纵向比对的方式进行为期３年的教学实验。
１．２　研究对象　实验对象分别为学院生物工程专
业２０１３级、２０１４级、２０１５级本科学生共１０６人，采
取整群抽样方法进行试验。对照组为２０１３级学生
３５人，实验组为２０１４级学生３８人，重复实验组为
２０１５级学生３３人。学生年龄、性别、既往成绩无统

计学差异。２０１３级对照组由教师按统一的学院编
制的生物化学教学大纲和教学设计授课。２０１４级
实验组按照微视频案例教学法进行教学，教学大纲

相同。２０１５级为重复实验组，授课内容及方法同
２０１４级学生。

２　研究方法及评价体系
２．１　微视频案例的选择

研究发现，授课前教师向学生提供文字材料或

者多媒体材料均不能很好的引起学生兴趣，从而导

致课堂引导、知识内化效果差，甚至失败。［１６－１８］而

授课中使用微视频则有利于知识的理解和课堂内

容的延伸。结合相关文献，本研究中的微视频设计

针对大学生的学习特点设计相应的视频风格，通过

吸引学生的注意力，高效完成知识的传授。一个视

频长度不超过１０分钟，普遍在２～５分钟。视频内
容以小知识点为单位进行设计，例如，血红蛋白运

输氧气机制，酶与底物诱导契合，ＤＮＡ复制过程。
总体特点是时间短，并努力营造一种轻松的学习

氛围。

２．２　教学方法
对照组理论课采用传统幻灯片课件授课。实

验组和重复实验组理论课采用微视频案例教学法

授课，教学流程见图１。对照组与实验组教材、授课
师资完全一致。

图１　 生物化学微视频案例教学法流程图

２．３　评价体系
按学院要求，评价体系包括平时成绩（形成

性考评，占３０％）、期末理论考试成绩（终结性考
评，占７０％）。平时成绩包括实验报告的写作、

实验操作技能考核、期末实验测试成绩等，由实

验教师与授课教师双盲评分后取均值。理论考

试在教学结束后严格按照学校关于考试的相关

规定，完成制卷、评阅、成绩录入、试卷分析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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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确保学生的期末考试试题难易度合适，难度

系数相近。对于长时记忆的考核，由学生通过网

络教学平台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反馈调查，学生

参评率１００％。
２．４　长时记忆的测定

为测定学生对生物化学知识的掌握程度，设置

１０个生物化学中的最重要的知识点问题，在学生完
成课程３个月后，应邀完成基于 ｗｅｂ的简短测试。
试题测试见表１，每题５分，共５０分，精确度为０．１。
由授课教师和实验老师对每个测试进行独立双盲

评分，再求均值。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实验学生对微视频案例教学的评价

学期结束后分别对对照组、实验组与重复实验

组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学生对微视频案例教

学的评价，结果见表２和表３。
表１　生物化学重点知识的长时记忆测试题目

问题

１．什么是细胞呼吸作用？

２．什么是新陈代谢？

３．在长时间运动时，哪一种代谢途径最活跃？
４．人体为什么要保持血糖的稳定？
５．人体为什么不能利用脂肪酸合成葡萄糖？
６．可以为人体提供能量的物质有哪些，供能特点是什
么？

７．生物体内的氧化还原反应是如何进行的？
８．在呼吸链中电子是如何传递的（ＡＴＰ合酶的工作原
理）

９．举例说明在代谢中激素是如何起作用的？
１０．ＣＯ２与新陈代谢有什么相关性？

表２　对照组学生对传统教学的接受程度（ｎ＝３５）

调查内容 不接受 中立 接受 接受率／％

激发学习兴趣 ２ １３ ２０ ５７．１

提高课堂的参与积极性 ７ ２０ ８ ２２．８

提高课堂知识的理解力 １ ２３ １１ ３１．４

提高自学能力 ７ １０ １８ ５１．４

提高创新能力 ８ １２ １５ ４２．８

对新课程的期待 ６ １７ １２ ３４．３

表３　实验组与重复实验组学生对微视频案例教学的接受程度（ｎ＝７１）

调查内容 不接受 中立 接受 接受率／％

激发学习兴趣 ３ ９ ５９ ８３．１

提高课堂的参与积极性 ３ ７ ６１ ８５．９

提高课堂知识的理解力 １ ３ ６７ ９４．３

提高自学能力 ７ １０ ５４ ７６．１

提高创新能力 ８ １３ ５０ ７０．４

对新课程的期待 ３ ８ ６０ ８４．５

　　从表２中可知，学生普遍对生物化学的学习兴
趣并不高，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有一半的学生认

为传统的多媒体教学并不能够激发学习兴趣，对自

学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认可度过低。有１７．１％的学
生对新课程没有期待。实验组和重复组表明，有

９４．３％的学生认为微视频案例教学法有助于提高
对课堂知识的理解，而对创新能力和自学能力的提

升，学生的认可程度有一定程度提高。还有一种现

象是在实验组中学生对新教学方法有了更高的接

受率，这个数据的提高主要来自于对照组中保持中

立的学生，由中立转向接受，实验组的不接受率没

有降低。由此可见，微视频案例教学将更多保持中

立的学生转向为接受的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

明了新的教学方法更被学生喜欢。微视频课程在

课前、课中、课后进行推送，具有直观、督促和提醒

学习的特点，便于学生随时随地的学习，比传统教

学更灵活，这与实验结果相吻合。而对于自学能力

与创新能力的提高，与对照组相比有了较大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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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但根据教学效果评估显示，该结果还有提高的

空间。我国大学生在经过高中压迫式学习之后，普

遍表现出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较差，自学能力和创

新能力普遍不高。当大学教师采用发散式的教学

方法和教学设计时，学生会发现原本的填鸭式教育

和死记硬背的方式已经不适应新知识学习的时候，

可能会表现出反感甚至是排斥的情绪。另外微视

频案例教学对学生的自主学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把学习的主动性压力交给了学生，这与传统学习方

法形成较大的冲击，也为教师进行课程设计提出了

新的挑战。

３．２　微视频案例教学对学生成绩的影响
根据对照组与实验组成绩按照均值进行统计，

如图２所示。在实验组成绩均值中，无论是笔试成
绩，还是实验成绩，均有统计学差异，实验结果表

明，微视频案例教学在生物化学的教学中，有利于

学生成绩的提高。

图２　对照组与实验组成绩对比图

　　比较有趣的是在笔试成绩中，由对照组的７３．３
分的笔试平均成绩，上升到重复组的７８．２分，二者
之间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实验组的笔试成绩均
值为７５．６分，低于重复组成绩。重复组学生为实
施教学方法的第二年，对于授课教师与实验教师来

说，教学方法已经比较熟悉，在教学中更为熟练，因

此该实验结果高于实验组的成绩是可以解释的。

另外在教学过程中，该实验首次根据学生的性

别进行成绩分布的分析，实验结果发现，在对照组

中，男生笔试成绩和实验成绩普遍低于女生成绩，

但无统计学差异。但当实施了微视频案例教学时，

男生的实验成绩均值高于女生，虽然还未达到统计

学的差异，但似乎揭示了在微视频案例教学中，男

生可能更易于接受这样的教学设计。

３．４　微视频案例教学对学生长时记忆的影响
在课程结束３个月后（中间经历了寒假），设置

１０个题目对学生长时间记忆进行测定，学生成绩分
布表现如分布离散图３、图４、图５所示。

图３　对照组长时记忆成绩分布离散图（２０１３级，ｎ＝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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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对照组长时记忆成绩分布离散图（２０１４级，ｎ＝３８）

图５　对照组长时记忆成绩分布离散图（２０１３级，ｎ＝３５）

　　在课程完成３个月后，随着时间的增加，学生
所学知识逐渐衰减。在此时对学生进行长时记忆

的测验，有助于更好的发现新教学法对知识巩固程

度的影响。实验结果发现对照组和实验组的保留

分数有显著差异。对照组成绩集中在１８～２５分，
实验组成绩集中在２０～３０分，重复组成绩集中在
２５～４０分。实验推测，当使用微视频案例教学时，
会对学生的视觉、听觉有更多的刺激，同时明确对

学生的指导。与传统的教学模式相比，微视频案例

教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知识保留率，本研究的保留

测试不是面对面的，而是基于Ｗｅｂ测试。这种方法
可以方便学生使用书籍或其他材料回答问题，并不

仅局限于课堂记忆内容。

在本研究中，只有一位授课教师和一位实验教

师与整个班级互动。这使得所有的学生都能接触

到同样的风格和同样水平的教学专长，避免了研究

中的混杂因素。

本研究发现，首先，微视频案例教学在一定程

度上解决由传统理论授课枯燥无味、学生前学后忘

的问题，通过采用易于接受的微视频推送，学生可

以随时随地不受空间与时间的限制，通过微视频的

学生，达到预习和课后复习的目的，促进知识与技

能的提升。其次，微视频可以使学生更直观的学习

到实验课内容，尤其是与理论课内容相联系的部

分，有助于锻炼学生思考能力及对知识的综合运用

能力。再次，教师围绕一个主题设置微视频案例，

可以使参与者围绕主题各抒已见、拓宽视野、提升

认识水平，增强行为能力，从而密切师生关系，增进

同学情谊。［１９］微视频案例内容都比较短，适合短时

间内集中注意力学习某一个知识点，也解决了生物

化学课程在有限的课时内重复发挥时效性的问题，

案例后面的小知识点也可以充分激发学生学习的

兴趣，调动课余时间学习的动力。［２０－２１］

本研究中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加以深层次考

虑。首先，实验数据表明，微视频案例教学对生物

化学教学效果有着积极促进作用。由于专业人数

的限制，无法在同一学年完成所有的实验，故采用３
个学年弥补这一不足，时间跨度相对较大，一定程

度上增加了不可控的实验误差，使得实验精度降

低，因此充实样本总量对检测教学效果尤为重要。

其次，实验中利用了网络传播学习过程，结果分析

中并未考虑主动学习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再次，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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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只涉及一门课程，使得本研究缺乏随机化。尽管

如此，当进行统计分析时，如果遇到较大的影响因

素，仍可以使用较小的样本来检测显著差异。本研

究发现实验组和重复组在知识储备上存在显著差

异，并在此基础上统计基础似乎有一个效应大小，

因此在将来的研究中应给与实验组和重复组更多

的重视。

通过实验研究，可以促进新教学方法的产生，

促进批判性思维和问题解决，提高学生的动机，促

进课堂合作。总之，微视频案例教学以及对长时记

忆的影响需要更多的研究，例如测量结果与不同年

龄段的学生之间的关系，单一课程扩大到多门课

程，以及进行相关的教学改革等。

４　结　论
在对微视频案例教学的研究中，通过实验研

究、数理统计、对比分析等方法多层次、多角度的进

行比较及效果测评，发现微视频案例教学对学生主

观学习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或许可以为类似的案

例教学的应用提供较好的教学参考。

随着新型在线教育迅速发展，视频终端在教育

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为更多的人提供享受优质

教育资源的机会同时也给传统教育模式提出了挑

战。如何面对新问题、新冲突和新挑战，如何恰当

的处理新型教育与传统教育的关系使各自的优越

性得到彰显和发挥，将需要长期进行研究与探索。

参考文献：

［１］范芳．案例结合 ＰＢＬ教学法在生物化学教学中的探索
［Ｊ］．基础医学教育，２０１４，１６（２）：９５９６．

［２］舒青龙，冯洁，左爱仁．辨析概念，注重基础———浅谈生
物化学课程的启发性教学［Ｊ］．生命的化学，２０１７，３７
（２）：３０２３０５．

［３］雷呈．临床案例教学法在医学生物化学教学中的应用
与分析［Ｊ］．中国高等医学教育，２０１２（３）：１１７１１８．

［４］毛春丽．不同教学法在生物化学实验中的应用［Ｊ］．黑
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２０１８（１）：４９５０．

［５］张忠，毕阳，员建民，等．高校大班制多媒体教学环境下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设计———以生物化学理论课为例

［Ｊ］．河北农业大学学报（农林教育版），２０１７，１９（２）：
６２６７．

［６］王冰洁，陈玲，汪晓凤，基于微视频的 ＪＩＴＴ教学实践研
究———以学习元平台为例［Ｊ］．现代教育技术，２０１３
（７）：２６３１．

［７］范青．微视频教学资源的研发与应用研究［Ｄ］．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信息技术系，２０１２．
［８］李俐娟，唐，王五洲．智能移动设备在生物化学实验

教学中的应用探索［Ｊ］．基础医学教育，２０１７，１９（６）：
４６２４６５．

［９］宋岚，周芳亮，程莉娟，等．微信公众平台在医学生物化
学形成性评价体系中的应用［Ｊ］．基础医学教育，２０１８，
２０（１）：５８６１．

［１０］贾然然，李海霞，邢国珍，等．实验型微课提升高等农
业院校生物化学实验教学效果探讨［Ｊ］．现代农业科
技，２０１８（１）：２７０２７２．

［１１］ＶＫｕｌａｋ，ＧＮｅｗｔｏｎＡｎ．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ｕｓｉｎｇｃａｓｅ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ｉｎａ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ｃｏｕｒｓｅ［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５，４（４）：１１２４．ＤＯＩ：１０．５４３０／ｉｊｈｅ．
ｖ４ｎ４ｐ１３．

［１２］ＹｕｎｉｔａＡｒｉａｎＳａｎｉＡｎｗａｒ，Ｓｅｎａｍ，ＥｎｄａｎｇＷｉｄｊａｊａｎｔｉ
ＬａｋｓｏｎｏＦＸ．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ｗｏｒｋｉｎ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ｎｄｌｅｃｔｕｒｅｒｓ’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Ｉｎｄｏｎｅ
ｓｉａ［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７，
６（２）：１００１０９．ＤＯＩ：１０．５４３０／ｉｊｈｅ．ｖ６ｎ２ｐ１００．

［１３］ＨａｒｔｆｉｅｌｄＰｅｒｒｙＪ．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ｔ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ｌｅｖｅｌ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
ｃａｓｅ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ｄｅ
ｓｉｇｎ，２０１０，３（３）：２０３１．

［１４］刘洁，辇晓峰，朱晓波，等．案例教学法在生物化学教
学中应用的探索［Ｊ］．医学研究与教育，２０１１，２８（４）：
１０１１０３．

［１５］汪宗贵，左长清，张志珍，等．医学生物化学助学型微
课的教学设计［Ｊ］．基础医学教育，２０１８，２０（２）：１４４
１４７．

［１６］乔培．运用绩效技术理论和方法改善多媒体教学应用
效果［Ｄ］．２０１０：

［１７］王丽梅，邢振贤．论多媒体教学的改进［Ｊ］．河南社会
科学 ２０１０，１８（６）：１９４１９５．

［１８］陈婷．“互联网＋教育”背景下智慧课堂教学模式设计
与应用研究［Ｄ］．徐州：江苏师范大学智慧教育学院，
２０１７．

［１９］冯光伟．主体主题主动：对课堂教学设计的思考［Ｊ］．
教育研究与实验，２０１７（２）：５８６１．

［２０］ ＶｅｒｅｎａＫｕｌａｋｒ．ＧｅｎｅｖｉｅｖｅＮｅｗｔｏｎ，ＲａｈｕｌＳｈａｒｍａ．
Ｄｏｅｓ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Ｃａｓｅ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ＩｍｐａｃｔｔｈｅＲｅｔｅｎ
ｔｉｏｎｏｆＫｅｙ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ｉｎ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７，６
（２）：１１０１２０．ＤＯＩ：１０．５４３０／ｉｊｈｅ．ｖ６ｎ２ｐ１１０．

［２１］任仕君，龙丽霞．缺乏实践是原创性教育理论生成的
瓶颈［Ｊ］．教育研究与实验，２０１７（４）：３０３６．

［责任编辑：刘跃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