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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优化的实践,提出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

优化应当坚持保证基础、强化实践、培养能力、提升素质4个原则,通过更新人才培养理念、整体优化课程结构、

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推进实践教学建设4种优化模式来保证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努力提高应用型人才

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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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培养方案是高等学校教学工作的指导性教

学文件,为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提供了

重要保证,是体现办学理念和办学水平及办学特色

的重要窗口。独立学院是新生事物,是实施本科以

上学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与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

组织或者个人合作,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举办的

实施本科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1]。举办独立学院的

普通高等学校具有较高的教学水平和管理水平,一
般均有博士学位授予权,是研究型、研究教学型或教

学研究型类型定位的大学,以培养研究型、学术型人

才为目标。独立学院一般定位为本科层次的教学型

学院,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毋庸置疑,举办独

立学院的普通高等学校与独立学院应当有各自适应

人才培养目标的人才培养方案,以保证人才培养规

格和实现人才培养目标。但是,由于方方面面的原

因,不少独立学院均使用举办高等学校即母体学校

的人才培养方案,导致人才培养方案趋同,其课程设

置甚至连教材也趋同,背离独立学院教育教学规律

和应用型人才培养规律,有悖于教学型的办学类型

定位,不利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2]。
独立学院应当坚持“优”“独”“民”的原则,遵循

自身教育教学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紧紧围绕应用

型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优化自身应用型人才培养方

案,以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市场需求需要

的应用型人才。笔者以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为

例,对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优化的原则与

途径作初步研究。

  一、文献综述

国内不少学者对独立学院人才培养方案系列问

题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荆光辉

等[3]认为独立学院人才培养方案应当强化实践性原

则,并从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培养过程、
培养质量评价五方面论述了人才培养方案的实践框

架。曾富珍[4]认为独立学院克隆母体学校的人才培

养模式和教学计划必将失去竞争优势,甚至被市场

所淘汰。刘献君[5]基于独立学院学科专业建设研

究,提出了“基本理论+特色专业方向”的人才培养

方案课程设置模式。陈俞飞[6]认为独立学院调整和

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应当与时俱进,以社会、市场、人
才需求为导向,加强学生动手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

培养。白解红等[7]围绕教学目标、专业设置和课程

设置,评价了湖南省独立学院人才培养方案的现状。
荆光辉等[8]认为独立学院人才培养方案应当坚持特

色化发展道路,才能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
以上学者均侧重从理论角度对独立学院人才培

养方案设计原则及其课程设置模式进行研究,这些

成果为优化独立学院人才培养方案提供了理论基

础。但从总体上来看,国内学者对独立学院人才培

养方案进行实证研究仍不够,至今似乎还没有国内

学者基于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优化的角

度,从理论与实证两个视角来研究独立学院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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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方案问题。

  二、培养方案优化原则

1.保证基础

独立学院是实施本科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对

本科学历教育的学业标准,《高等教育法》第十六条

做了明确规定,强调本科教育应当使学生比较系统

地掌握本学科、专业必需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具
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的基本技能和初步能力。因

此,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应当符合《高等教

育法》对本科学历教育的学业标准,符合教学型大学

的类型定位及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

型人才的目标定位,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坚
持保证基础理论,注重应用能力培养,即把课程设置

重点放在保证基础和全面提升学生素质,使学生获

得比较系统的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及基本技能,以
保证专业课程的学习及增强适应性和可持续发展能

力。同时,独立学院人才培养方案基础理论课程内

容应当以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和就业能力为标准,避
免传统学术型和理论型精英教育阶段的基础理论人

才培养规格,以确保理论与应用的无缝对接,促进应

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2.强化实践

独立学院是教学型学院,以应用型本科人才为

培养目标。实践教学是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

重要教学手段,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培养学

生的创新精神及实践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作

用。长期以来,高等学校教学均一定程度存在注重

理论知识传授,理论与实践脱节,学非所用,以分数

评价学生学业质量标准等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问

题成为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尤其动手能力培养

的重要障碍,导致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差,严重影响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
因此,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优化应当根据

自身的定位和特点,坚持实践性原则,坚持学用结

合、学以致用原则,努力改变过去实践教学处于从属

地位的旧模式,确保实践教学在人才培养方案中的

比重和核心地位,充分发挥实践教学的功能和作用,
切实强化实践教学,以促进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的培养。

3.培养能力

能力是个体完成某项活动时表现出的个性心理

特征[9]。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培养有实践能力尤其

就业能力的大学毕业生,应当成为独立学院教学质

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标准。独立学院应用型人

才培养方案优化应当坚持以实践能力为本位,坚持

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并重的原则,以就业为导向,根
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按照经济社会发展和

专业岗位能力要求,围绕人才市场需求,科学定位专

业培养目标、业务规格和业务范围及合理设置课程

和教学内容,从指导思想、办学理念、培养目标、师资

队伍、课程设置、培养模式、教学方法、学业评价、教
学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优化,切实注重学生实践能

力尤其就业能力培养,切实提高毕业生的就业核心

竞争能力,增强培养人才的市场适应性。

4.提升素质

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优化应当遵循民

办公益原则,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围绕培养具

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的根本任务,
以培养综合素质高、实践动手能力强和职业技术过

硬的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
坚持学生主体性发展观,转变教育教学理念,实施培

养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校园文化和学风建设

等教育教学改革,并通过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道德

品质教育课以及人文学科课程,健全素质教育模式,
尤其要注重艰苦奋斗教育和诚信教育,切实提高素

质教育的针对性,以提升学生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思

想道德素质,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三、培养方案优化途径

1.更新人才培养理念

人才培养理念决定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应用型

人才,不仅应当有应用型的师资、应用型的课程和教

材、应用型的教学方法、应用型的评价方式,还应当

有应用型的人才培养理念。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优

化应当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生产与劳动相结合、
学校与企业相结合的人才培养理念,坚持以适应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人才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利

于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和职业素养训练为目标,优化

人才培养方案的“应用”培养元素,注重学生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培养,注重学生职业素养培养,注重学

生生活和生存能力培养,构建适应行业、产业、企业

需要的课程结构体系,以增强人才培养方案优化的

针对性。珠江学院人才培养方案坚持“育人为本、德
育为先、注重应用、彰显特色”的办学理念,围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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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基础、强化实践、培养能力、提高素质”的应用型人

才培养方案优化原则,加强实践教学基本建设,规范

实践教学运行管理,组织实施实践教学改革,构建实

践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努力提高实践教学质量和人

才培养质量,促进了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2.整体优化课程结构

课程结构决定着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

构[10]。珠江学院围绕独立学院“优”“独”“民”原则

和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努力提高课程质量并整体

优化人才培养方案课程结构。一是优化课程分类与

比例。人才培养方案将课程分为必修和选修两类。
必修课程包括基础(公共)课、学科基础课、专业课。
选修课程包括公共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在课程比

例上,除毕业论文(设计)课程外,其余必修课程总学

时为2440学时左右,约占87%;选修课程总学时为

360学时左右,约占13%。基础(公共)课总学时为

1200学时左右。学科基础课和专业课总学时为1
240学时左右。专业选修课和公共选修课总学时为

360学时左右。二是优化基础(公共)课程平台,规
范基础(公共)课程教学,保证基础(公共)课程教学

质量,确保应用型人才基本规格。同时,强化大学英

语、计算机应用基础、应用写作等应用性强的公共基

础课程的教学,切实提高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
别是听说能力和计算机应用、汉语写作能力,打造以

“就业能力本位”为教学目标的公共基础课程教学特

色。三是优化课程学时数标准。课程周学时数一般

定为每周上课2~4学时,原则上不超过6学时。艺

术类专业部分课程及实践教学类课程可根据课程性

质确定每周上课学时数。各专业年级周学时数均在

22学时左右,原则上不少于20学时或超过26学

时。各专业年级1~7学期学时总数分别在400学

时左右。第8学期除安排毕业论文(设计)课程外,
原则上不再安排其它课程。毕业论文(设计)学时数

原则上不少于8周。各专业1~7学期总学时数在

2600~2800学时区间内。通过优化课程学时数标

准,规范了人才培养方案的管理,促进了人才培养方

案的有效实施,确保了人才培养规格和质量。

3.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人才培养模式是教育质量的首要问题[11]。珠

江学院坚持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以不断促进人才培

养方案优化。一是保证实践教学学时。学院将列入

人才培养方案的各实践教学环节累计学分(学时),
经济学、管理学、文学(不包含艺术类专业)学科门类

专业均超过总学分(学时)的15%,理学、工学、艺术

类学科门类专业均超过总学分(学时)的25%。同

时,人才培养方案各专业均安排一定数量的综合性、
设计性实验,以培养学生综合分析和实际操作能力。
二是实施考试内容和方法的改革。学院根据课程性

质与特点,组织实施以考核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综合

运用所学知识能力为重点的考试内容与方法改革。
学院要求各门课程考核学生分析和应用能力的内容

应当超过本课程考核内容的60%,以切实发挥考试

在应用型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提高学生独

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其实践动手能力的

培养和发展。三是实施教学方法改革。学院鼓励教

师根据独立学院学科、专业、课程、教材和学生的特

点,摒弃“教材中心”“教师中心”“照本宣科”“照屏宣

科”“填鸭式”“灌输式”等教学方法,并坚持通过组织

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教学观摩、老教师传帮带新教师

等方式来开展以探讨教学方法为主题的教学研讨活

动,有效地开展启发式教学、讨论式教学和案例教

学,以强化对学生思维方法的训练,激发学生的求知

欲望和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是建立健全人才培养方案质量保障和评价机制。
学院建立教学督导员、教师、学生和用人单位等共同

参与的教前、教中、教后全过程人才培养方案质量保

障与评价机制,通过教学评价、学生教学信息员反

馈、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方式评价人才培养方案的实

施效果,以努力实现人才培养方案优化的再优化。

4.推进实践教学建设

推进实践教学基本建设,是实现应用型人才培

养方案优化的基础。首先,珠江学院重视实践教学

队伍建设。学院围绕应用型人才培养优化方案,科
学制订实践教学师资队伍建设规划,加大 “双师”型
教师的引进力度,优化实践教学队伍结构,努力建设

能够满足人才培养方案优化的实践教学师资队伍。
同时,重视实践教学队伍的培养和考核,努力提高实

践教学队伍的素质与水平。其次,优化实验室建设。
学院根据人才培养方案优化的需要,按照“资源共

享、节约高效”的原则,科学论证并提出实验室建设

的整体方案,切实优化实验室的建设,提高实验室的

使用效率和效果。如学院依据动画、服装设计与工

程、艺术设计3个艺术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优化的

需要,建立了资源共享的艺术与人文系实验中心。
实验中心高端配置有数码与影像室、图形工作站、非
线性编辑室、录音棚、苹果机房等实验室,为促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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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艺术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优化提供了保障。第

三,加强实验教材、实验指导书和实验实习教学大纲

建设。学院按照人才培养方案优化的要求,坚持选

用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的高质量的实验教材和

实验指导书。同时,按照专业、课程的性质与特点,
认真组织编写符合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的

实验实习教学大纲,逐步建立和完善实验实习教学

大纲质量标准,提高实验实习教学大纲质量,以满足

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优化的需要。

  四、结 语

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优化有其自身的

特殊性。珠江学院按照保证基础、强化实践、培养能

力、提升素质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优化原则,通过

实施更新人才培养理念、整体优化课程结构、改革人

才培养模式、推进实践教学建设的人才培养方案优

化模式,提高了教学质量和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
学院2010年首届885名本科毕业生中,有99.3%
的学生获得了毕业证书,有84.5%的学生获得了学

士学位证书,有6人考取了硕士研究生,初次就业率

达到了91.1%,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得到了学

生、家长、用人单位、社会的肯定和赞誉。人才培养

方案优化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独立学院应当结合

自身的定位、特点和优势,进一步优化应用型人才培

养方案,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以促进

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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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OptimizingTrainingProgrammefor
Application-orientedTalentsinIndependentColleges

CHENWen-yi
(ZhujiangCollege,SouthChinaAgricultural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510642)

Abstract Basedonthepracticeofoptimizingtrainingprogrammesforapplication-orientiedtalents
inZhujiangcollegeofSouthChinaAgriculturalUniversity,thispaperputforwardfourprinciples:main-
tainingthefoundation,strengtheningpractice,fosteringabilitiesandimprovingquality.Fouroptimizing
modelsarealsoillustratedinthispapertorealizetheobjectiveoftrainingapplication-orientedtalentsand
improvethequalityofsuchtalents,whichincludesupdatingtheconceptofeducation,optimizingthe
structureofcurriculum,reformingthemodeloftalentcultivationandpushingforwardpracticalteach-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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