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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背景下地方院校人才培养方案的

修订与优化 ①

———以百色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为例

张婷婷，马博
（百色学院 农业与食品工程学院，广西 百色５３３０００）

摘　要：以职业岗位要求和职业发展需要为导向，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修订和优化了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新版人才培养方案通过模块课程，引导个性化人才培养；强调应用技术能力培养，突出实践教学环节；构建创业

教育课程体系，实施全程化培养；紧密结合地方产业，突出专业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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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社会生产，产业结构不断调整、转型、升级，产业生产方式的变革，需要大

量既能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又接受系统技能训练的应用技术型人才［１］。教育部在２０１４年颁布了《关于
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了地方转型高校要“以培养生产服务一线

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为主要任务”，要求人才培养方案“更好对接职业岗位要求和职业发展需求”。

地方本科院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培养应用技术人才、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

重任。然而，当前部分地方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方案还尚存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准、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不能很好地支撑人才培养目标，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不能很好地满足人才规格培养要求等问题［２］。为

此，开展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和优化是地方高校成功转型发展的必然要求。

地方本科院校应根据自身办学定位，遵循应用型和地方性特点，从地域性和实用性出发，提高学校

教学水平和服务社会的能力，突出办学特色［３］。百色学院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地处“两国三省五

州市”特定区域，热带、亚热带农产品资源丰富，为此学校在２０１１年审时度势地申报了食品科学与工程
专业，以期培养能够“立足百色，服务广西，面向全国，对接东盟”的食品类应用技术人才。百色学院作

为广西整体转型高校之一，一直探索应用技术大学的有效办学模式，不断优化应用技术人才培养方案。

作为高等学校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要求的总体规划和纲领性文件，学校极其重视人才培养方案的

修订工作，并于２０１５年４月启动了以“转型发展”为重要指导思想的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本文在
论述新版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以下称“新版人才培养方案”）优化路径的基础上，介绍了

新版人才培养方案的总体框架，并详细阐述新版人才培养方案的特点，希望对我国同类型院校人才培养

方案的制定和优化有所帮助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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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新版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优化路径
人才培养方案的优化是一个复杂系统工程。只有广泛调研，获得大量的直接资料数据，科学分析，

把握市场对人才需求的规律，才能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合理的优化。新版人才培养方案着手优化之前，

我校成立专门的修订团队，通过网上查询、电话咨询及实地参观考察学习等方式，对区内外开设有食品

类专业的兄弟院校进行了深入调研，认真研究其人才培养方案，比较借鉴；同时，还到食品行业及企事业

单位进行了访谈，了解其岗位需求及人才规格要求。此外，对毕业生进行回访，了解就业状况及其对人

才培养方案的意见；召开在校生和任课教师座谈会，倾听人才培养方案直接作用人群对现行人才培养方

案的看法。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设计食品专业不同工作岗位的要求，形成了新版人才培养方案的人才

规格，通过构建课程体系来支撑核心知识、专业能力及素质结构，进而明确了人才培养目标，初步形成新

版人才培养方案。经过教研室讨论、校内外专家及企业技术骨干进行多方论证，不断修改完善，新版人

才培养方案最终形成。在新版人才培养方案中，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规格及课程体系构成了其核心

主体内容。

２　新版人才培养方案总体框架
我校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学生具有吃苦耐劳、团队协作精神，身心健康，人文修

养较高，责任心强的高级应用技术人才。使学生具备扎实的化学、生物学、食品科学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掌

握现代食品加工、保鲜、发酵及食品安全卫生等方面的专业技能，以胜任在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研究院

所及中等学校等从事食品相关的生产研发、品质控制与管理、工程设计及教育教学等方面的工作。

课程设置方面，按照“基础够用、口径适中、强化实践、注重能力”的原则，构建了“平台＋模块”的课
程结构。即通识教育、学科基础、专业基础、专业发展及实践创新５大教学平台，其中专业发展平台中包
括食品加工与贮藏保鲜、食品安全与卫生、保健食品与成型、食品发酵与酿造、食品贸易与管理及专业素

质提升６大课程模块。通识教育平台中的课程分为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两种，专业发展平台中课程分
限选和任选课程两种。学科基础、专业基础及专业发展３大模块课程总学分、学时相当，在２８～３０学分
之间，在５２０～５７０学时之间；必修课与选修课学分比接近７∶３，选修学分４８，学时７２７。

３　新版人才培养方案的特点
３．１　模块引导，实施个性化培养

模块课程设置增强了专业的社会适应性，拓宽了专业的市场需求，为学生个性化的知识培养奠定了

基础［４］。模块化课程体系是按照岗位要求、专业能力和核心知识，将相关课程有机整合而成。前期专

业调研显示，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生一般就职于工商管理、质量监督和食品检验检疫部门，科研院

所及食品与农产品加工企业等单位，从事食品质量与安全监控、食品检验检测、食品研发与加工、食品发

酵以及食品贸易与营销等方面的工作。不同的工作岗位需要的核心知识、专业能力及素质结构不同，故

新版人才培养方案在专业发展平台设置了食品加工与保鲜、食品安全与卫生、食品发酵与酿造、食品贸

易与管理及专业素质提升６大模块，其中任选４个，限选２个，要求每个学生至少选修３个专业模块，共
计２８学分，５６７个学时。学生在对本专业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第４学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今后
从业方向，选择相应模块进行学习。新版人才培养方案还进一步理顺了课程设置、专业能力及工作岗位

之间的关系，使核心课程与专业能力和就业岗位的支撑度得到了有效提升。

３．２　突出实践教学，强化技术应用能力培养
实践教学是人才培养方案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一个必须环节，更是学生获

得实践能力和职业综合能力的最主要途径和手段［５］。新版人才培养方案实践教学体系包括实验性教

学环节和实践性教学环节２大部分。前者由理论课程内的实验教学和独立开设的实验课程两部分组
成；后者由必修的公共实践环节、专业实践环节和选修的创新实践环节３部分组成。

新版人才培养方案增加了实践教学的比重，进一步完善了实践教学体系，初步形成了校内实践与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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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相结合，多层次、开放性的实践教学体系。较旧版而言，新版人才培养方案实践教学部分学分比重由

原来的３９．２％增加到了４３．９％；在实验性教学环节中，增设了独立开设的实验课程门数，构成了以验证
性、技能训练性为主的基础层次实验；而在实践性教学环节中，则主要是设计性、综合性为主的提高层次

实践训练和应用性、创新性、研发性层次的实践训练。基础层次实验主要包括生物化学实验、微生物学

实验、食品化学与分析实验及果蔬加工工艺学实验等；提高层次实践训练主要包括食品综合实训、食品

工程原理课程设计、食品工厂课程设计以及专业实习和顶岗实习；应用性、创新性和研发性的实践训练

主要包括毕业论文（设计）、学科竞赛、创新创业训练、大学生挑战杯及科技兴趣小组等。

３．３　构建创业课程体系，进行全程化育人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作为一门应用性很强的专业，比较适宜于进行创业教育。实施创业教育主渠

道是构建创业课程体系，它是实现创业教育的主要载体。新版人才培养方案中创业课程体系由创业理

论课程和创业实践课程组成，覆盖大学四年的每个学期，实现了创业教育的不间断化。创业理论课程

中，大学生心理健康、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及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等课程，主要是用于培养学生良

好的心理素质、创新意识、职业道德及社会责任担当等；创业基础主要是创业知识的学习积淀；食品科学

导论课程授课过程中，聘请优秀企业家或创业先进毕业生代表进行创业经验，达到“创业了解”的目的。

在前３个学期创业理论学习的基础上，第４学期开始以创业模拟、创业实践、创业大赛等方式进行创业
训练，辅以专业见习、专业实习及顶岗实习，促进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机融合，并适时将职业元素融

入专业课程的教学过程中，进而实现创业教育的全程化。

３．４　紧密对接地方产业，彰显专业特色
百色地区干热的右江河谷及其周围复杂地形为其丰富的农业生物资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

件，尤其是热带亚热带果蔬和中草药资源丰富。目前，初步形成以百色国家现代农业科技园区为主导的

农产品加工企业相对集中和地方县、镇、乡零星分散相结合的分布格局。为此，新版人才培养方案在专

业发展平台中设置了“食品加工与贮藏保鲜”和“保健食品与成型”的两个专业发展模块，以培养地方产

业发展所需人才，并突出我校食品专业人才与区内外兄弟院校食品专业人才的区分度。同时，新版人才

培养方案中设置的食品技能综合训练、专业见习、专业实习、顶岗实习等实践教学环节，为积极引导食品

有关企业参与专业建设提供了前提。但今后仍需大力推进企业参与学校共同构建本土化特色课程，实

现专业课程的真实案例、真实任务教学；共同建设工程技术中心和实验实训实习基地，推进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探索协同育人路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４　结语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工作岗位对人才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只有不断改进人才培养方案，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才能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食品科学与工程作为一个综合了化学、生物学、食品科学与

工程学等多学科领域知识的应用性专业，更需要适时修订和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新版食品科学与工程

人才培养方案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优化了课程体系，以课程模块引导人才的个性化培养，以增加实践

教学来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以构建和完善创业课程体系，推进创业教育；以区域资源为依托，紧密对接

地方产业，凸显专业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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