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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本科院校教学实践基地效率分析 ①

———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视角

戴俊
（百色学院 审计处，广西 百色５３３０００）

摘　要：为探讨新建本科院校教学实践基地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中的效率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运用个性与共性的辨证
关系原理，以百色学院教学实践基地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数据为例，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新建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中
教学实践基地效率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新建本科院校教学实践基地非ＤＥＡ有效，主要是由技术效率非有效所引起；在
影响教学实践基地技术效率的主要因素中，基地使用率影响最大，教师专业对口率次之，教师能力水平第三，基地重复率

最小。建议以提高教学实践基地效率为中心，优化资源配置，加强“硬件”建设；强化师资队伍，不断升级“软件”；创新管

理模式，提高基地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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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基地承载着高等院校教师传授知识、学生获得与掌握知识的功能，它直接关系到实践教学

的质量，对于高素质人才的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国家对教学

实践十分重视，出台了相应的文件：２０１５年教育部《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
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教高［２００５］１号）提出大力加强实践教学，切实提高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完善实
践教学体系，切实加强实验、实习、社会实践、毕业设计（论文）等实践教学环节的要求。倡导政策引导，

吸引高水平教师从事实践环节教学工作，同时通过加强产学研合作教育，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不断拓

展校际之间、校企之间、高校与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方式，加强各种形式的实践教学基地和实验室建设；

２０１０年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明确提出了坚持能力为重、优
化知识结构、丰富社会实践、强化能力培养的要求，旨在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２０１２
年，为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的精神，加强新形势下高校实
践育人工作，教育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教思政［２０１２］１号），明确
了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重要性，并提出推进实践育人的各项对策；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６日，中国新闻网在题
为“李克强：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转型”一文中，提出从２０１４年２月起，国家引导一批
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并将努力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与提升劳动大军就业创业能力

确定为培养目标。

在国家极度强调教学实践基地建设工作与实践教学重要性的同时，关于高校教学实践基地的相关

研究也从未间断：一类是关于高校教学实践基地创建对策与模式的研究。高蓉提出教学实践基地应由

学院领导和行业企业领导共同组成的校企合作教育工作委员会建设，并认为教学实践基地主要有共建

共享、学校主导及企业主导三种模式［１］；刘长宏等认为高校教学实践基地建设模式主要有与企业互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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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赢的合作、依托行业学会及政府优惠政策的支持模式［２］；陈洋与贾建东提出一种“交流多层次、综合

多功能、灵活开放”的适应创新教育的空间发展新模式［３］；陈利鲜提出“一轴两翼”地方师范院校教学实

践基地运作模式应坚持“以学生就业为导向，以能力培养为核心，以合作双赢为基础，以促进师范生专

业素质的发展为目标”［４］；方祯云、赵郁松创造性提出了重庆大学教学实践基地模式：学生自主管理、开

放性的创新实验室及渐进式的人才培养模式［５］；程淑玉提出校企深度融合的多元化生产性教学实践基

地的设想，即“校中厂”、“厂中校”、“校企共建工作室、大学生创新中心”及“校企联办专业”等模式［６］。

另一类是教学实践基地的运行管理模式研究。刘坤娜建议社会实践和校内实践相结合，提出要建立稳

定高效的大学生校内教学实践基地，不断完善学生考核体系、指导教师对学生的监督和评价体系及各个

专业的校内教学实践基地之间的合作机制［７］；王成端认为互惠共赢模式是较好的教学实践基地的运行

管理模式，该模式包括建设保障、联合运行及管理评价三个机制［８］；高庆殿在研究高职院校实训基地功

能实现与效益研究时，认为完善实训基地内部管理机构、借鉴或形成适宜的运作模式，加强并且深化校

企合作、加大工学结合力度、加强内部成本控制及完善实训基地师资队伍建设等措施可以提高基地运作

效益［９］。

综上所述，对西部民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教学实践基地效率研究很少，且现有学者忽略了教师专业

对口率、教师能力水平、基地使用率及基地重复率等因素对教学实践基地效率的影响，同时也没有建立

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此，文章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构建教学实践基地评价体系，通过使用

数据包络分析（ＤＥＡ）方法对教学实践基地在西部民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应用型培养中的效率进行分
析研究，以期为西部民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够用、有效的教学实践基地，进一步促

进西部民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提高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水平。

１　指标体系与数据
１．１　指标体系

为了科学、合理地评价新建本科院校教学实践基地在实际教学中的效率，根据瓦西里·列昂剔夫

（ＷａｓｓｉｌｙＷ．Ｌｅｏｎｔｉｅｆ，１９３６）的投入产出思想与中国大学评价研究综合排名中评价体系指标
①

①及实习与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一般评价标准，结合新建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目标与各指标的真实性、可比性、可得

性，特设计教学实践基地评价体系，如表１所示。
表１　教学实践基地效率指标体系

指标类别 指标名称（代码） 备注

投入指标
教学实践基地投入额 资产总额以人民币（万元）计算

实验师资配备 实验员与“双师型”教师

技术指标

教学实践基地专业关联度 基地功能与专业匹配程度

教学实践基地使用率 教学实践基地使用率＝（１
!

每年基地未使用数）除以基地总数

教学实践基地重复率 每年各院系同类型基地重复建设面积总和除以基地总面积

教师能力水平 五点法分级：“差、一般、中等、良好、优秀”

教师专业对口度 教师所学专业与所授课程（或指导）是否一致或接近

产出指标

专业竞赛获奖人数 当年学生获得省（区）级国家级的奖项

专业相关技能过级率 全校学生的专业技能过级的加权平均数

应用能力产品设计与创作 每年全校艺术设计、物理、化工、计算机等专业学生的设计或创作总数

专业相关的就业或创业人数 当年毕业生对口就业或创业率加权平均数

应用性论文设计与写作比例 当年毕业生应用性论文设计与写作占论文设计与写作总数的比例

教师发表论文数 学校老师每年发表论文的总数

０７

①

①　中国校友会网的《中国大学评价研究综合排名》与高考网 ｗｗｗ．ＧｘＥＤｕｗ．ｃｏｍ对高校排名的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科学研
究、人才培养及综合声誉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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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数据来源与说明
为了分析研究新建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中教学实践基地的效率，文章以百色学院为例，选取了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５年的数据作为样本数据
①

①，如表２所示。该数据包括产出指标数据、投入指标数据、技
术指标数据。其中，产出指标数据主要包括专业竞赛获奖人数、专业相关技能过级率、应用能力产品设

计与创作、专业相关的就业与创业人数、应用性论文设计与写作比例及教师发表论文数；投入指标数据

有实验师资配备与基地投入金额；技术指标数据主要有基地使用率、基地重复率、教师能力水平及教师

专业对口率
②

②，如表３所示。其中，教师能力水平采用五点法进行评级，并对五个等级分别赋值：差为
“１”，一般为“２”，中等为“３”，良好为“４”，优秀为“５”。

表２　教学实践基地投入与产出

年份
专业竞赛

获奖人数

专业相关技能

过级率加权平

均数／％

应用能力产

品设计与创

作／件

专业相关就业

与创业率加权

平均数／％

应用性论文设

计与写作所占

比率／％

教师发表

论文数／篇

实验师资

配备／人

投入金

额／万元

２０１０ ２１１ １５．０１ ８０ ６１．０１ ５３．０３ ３３５ １０ ８００

２０１１ ３５６ １５．９８ ７０ ７１．０２ ４１．０４ ２８６ ３３ ９００

２０１２ ４０３ ２４．０３ ９０ ７１．９６ ４１．９９ ４９２ ５０ １３００

２０１３ ５３７ ２４．９８ １２２ ６６．３０ ４７．０２ ４８９ ７３ １５００

２０１４ ３００ ３８．０４ １６１ ６６．２８ ４９．９６ ４８２ ９８ ２４０５

表３　教学实践基地技术指标

年份 基地重复率／％ 基地使用率／％ 教师能力水平 教师专业对口率／％

２０１０ ５．０１ ６１．０３ ２ ４９．０１

２０１１ １０．０３ ６４．９９ ２ ５０．９８

２０１２ １９．８８ ７０．０１ ３ ６１．０１

２０１３ ３０．０４ ８２．０４ ３ ６３．０４

２０１４ ３９．９８ ８６．９５ ３ ６９．９７

２　分析框架与模型
２．１　高等院校教学实践基地效率分析框架

高等院校教学实践基地效率分析框架：将教学实践基地建设、设备配置投入金额及实验师资配备作

为投入要素。在教师专业对口率、教师能力水平、基地使用率、基地重复率等技术指标的影响下，以最终

的学生的竞赛获奖人数、技能过级率、产品设计与创作数、专业相关就业率、应用性论文设计写作比例及

教师发表论文数等作为产出要素，通过数据包络分析获得高等院校教学实践基地效率
③

③。具体分析框

架见图１。
２．２　模型选择
２．２．１ＢＢＣ模型

为了真实反映教学实践基地在新建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中的效率，同时考虑到研究样本容量

小与各评价指标性质不同的特征，结合 １９７８年由著名的运筹学家 Ａ．Ｃｈａｒｎｅｓ，Ｗ．Ｗ．Ｃｏｏｐｅｒ和 Ｅ．
Ｒｈｏｄｅｓ提出的 ＤａｔａＥｎ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ＥＡ）不受样本容量限制和对数据无需进行无纲量化处理的
特点，选用１９８４年Ｒ．Ｄ．Ｂａｎｋｅｒ，Ａ．Ｃｈａｒｎｅｓ和Ｗ．Ｗ．Ｃｏｏｐｅｒ在ＣＣＲ模型的基础上提出的ＢＣＣ模型进行
分析，具体模型如下：

１７

①

②

③

①　数据来源：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百色学院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②　考虑到基地空间布局对教学实践基地的影响包含并主要体现在基地使用率中，因此，技术指标数据主要有基地使用率、基地

重复率、教师能力水平及教师专业对口率。

③　参照中国校友会网的《中国大学评价研究综合排名》与高考网ｗｗｗ．ＧｘＥＤｕｗ．ｃｏｍ对高校排名的评价指标体系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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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教学实践基地效率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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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ｘｊ为投入向量，ｘｊ＝ ｘ１ｊ，ｘ２ｊ，…，ｘ( )
ｍｊ

Ｔ，ｙｊ为产出向量，ｙｊ＝ ｙ１ｊ，ｙ２ｊ，…，ｙ( )
ｍｊ

Ｔ，ｊ＝１，２，…，ｎ。当θ＝

１，且ｓ＋＝０，ｓ－＝０，则决策单元为ＤＥＡ有效，决策单元的经济活动同时为技术有效和规模有效；当θ＝
１，同时至少某个输入或者输出大于０，则决策单元为弱 ＤＥＡ有效，决策单元的经济活动不是同时为技
术效率最佳和规模最佳；当θ＜１，决策单元不是ＤＥＡ有效，经济活动既不是技术效率最佳，也不是规模
最佳。

２．２．２　相关系数分析模型
相关系数具有反映变量之间相关程度的功能。为了反映技术指标对产出指标的影响，特选用相关

系数作为分析研究模型。具体模型如下：

ρｘｙ ＝
∑
ｎ

ｉ＝１
ｘｉ－珋( )ｘ ｙｉ－珋( )ｙ

ｎ∑
ｎ

ｉ＝１
ｘｉ－珋( )ｘ２·∑

ｎ

ｉ＝１
ｙｉ－珋( )ｙ

槡
２

（２）

式中，ρｘｙ表示产出变量与技术指标的相关系数，ｘｉ表示技术指标；ｙｉ表示产出变量；ｎ＝１，２，３…ｎ－
１，ｎ。

３　结果与分析
基于式（１）与式（２），选取百色学院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的数据作为样本数据，通过使用 ＤＥＡＰ２．１进行

分析，得到教学实践基地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各项投入与产出冗余均为０及相应数据与图表。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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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新建本科院校教学实践基地效率分析
从表４可以看出，２０１０年教学实践基地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都等于１，表明２０１０年

百色学院教学实践基地ＤＥＡ有效，即教学实践基地既是技术效率最佳，也是规模最佳；而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百色学院教学实践基地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均小于１，且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４年中，２０１１
年、２０１３年及２０１４年规模报酬递减，２０１２年规模报酬递增，表明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百色学院教学实践基地
非ＤＥＡ有效，即经济活动既不是技术效率最佳，也不是规模最佳，且多数年份规模报酬递减，同时也意
味着百色学院教学实践基地效率可以通过提高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以提升教学实践基地效率综合效

率；此外，表４显示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中技术效率均小于规模效率，同时根据ＤＥＡ综合效率公式“综合效率
＝技术效率×规模效率”，表明了百色学院教学实践基地非ＤＥＡ有效主要是由于技术效率非有效所引
起。更进一步地，通过比较表５中各投影值与表２中各原值，发现各投影值与各投入产出原值均相等，
同时由式（１）与式（２）得到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教学实践基地投入冗余与产出冗余均为０，表明各投入规模无
需改变，这也说明了技术效率非有效是引起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教学实践基地非ＤＥＡ有效的主要原因。

表４　教学实践基地效率与规模

年份 综合效率 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规模报酬

２０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不变

２０１１ ０．８０１５ ０．８６００ ０．９３２０ 递减

２０１２ ０．９２１５ ０．９５００ ０．９７００ 递增

２０１３ ０．８８７３ ０．９３４０ ０．９５１０ 递减

２０１４ ０．８１０２ ０．８７１２ ０．９３００ 递减

表５　教学实践基地投影值

年份
专业竞赛

获奖人数

专业相关技能

过级率加权平

均数／％

应用能力产

品设计与创

作／件

专业相关就业

与创业率加权

平均数／％

应用性论文设

计与写作所占

比率／％

教师发表

论文数／篇

实验师资

配备／人

投入金

额／万元

２０１０ ２１１ １５．０１ ８０ ６１．０１ ５３．０３ ３３５ １０ ８００

２０１１ ３５６ １５．９８ ７０ ７１．０２ ４１．０４ ２８６ ３３ ９００

２０１２ ４０３ ２４．０３ ９０ ７１．９６ ４１．９９ ４９２ ５０ １３００

２０１３ ５３７ ２４．９８ １２２ ６６．３０ ４７．０２ ４８９ ７３ １５００

２０１４ ３００ ３８．０４ １６１ ６６．２８ ４９．９６ ４８２ ９８ ２４０５

３．２　技术效率影响分析
技术效率是企业由管理和技术等因素影响的生产效率，而非企业规模因素影响的生产效率。根据

新建本科院校教学实践基地的管理与使用情况，结合 ＤＥＡ综合效率公式，发现影响教学实践基地技术
效率的技术指标主要有基地重复率、基地使用率、教师能力水平、教师专业对口率等。

从表６可以发现：其一，技术指标与产出指标（除基地使用率与创业人数比率相关系数为负数外）
成正相关且相关程度很高，表明基地重复率、基地使用率、教师能力水平及教师专业对口度的提高，有利

于产出的增加，即有利于教学实践基地效率的提高；其二，专业竞赛获奖人数与技术指标的相关系数中

最大值为其与基地使用率的相关系数０．９３；技能过级率与技术指标的相关系数中最大值为其与教师专
业对口率的相关系数０．９７；产品设计和创作数与技术指标的相关系数中最大值为其与基地使用率的相
关系数０．９６；专业相关就业和创业人数比率与技术指标的相关系数中最大值为其与教师能力水平的相
关系数０．８１；应用性论文设计写作比例与技术指标的相关系数中最大值为其与基地使用率的相关系数
０．９９；教师发表论文数与技术指标的相关系数中最大值为其与教师专业对口率的相关系数０．８８。同时
根据基地重复率、基地使用率、教师能力水平及教师专业对口率与产出指标的相关系数最大值出现的频

次，排序为基地使用率出现３次，教师专业对口率出现２次，教师能力水平出现１次，基地重复率出现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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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因而表明对教学实践基地效率影响大小：基地使用率 ＞教师专业对口率 ＞教师能力水平 ＞基地重
复率。

表６　技术指标与产出指标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专业竞赛

获奖人数

技能过级

率

产品设计

与创作数

专业相关就业与

创业人数比率

应用性论文设

计写作比例

教师发表

论文数

基地重复率 ０．９１ ０．９６ ０．９５ ０．１２ ０．９７ ０．８１

基地使用率 ０．９３ ０．９２ ０．９６ －０．４８ ０．９９ ０．７７

教师能力水平 ０．８２ ０．５２ ０．３７ ０．８１ ０．５２ ０．４６

教师专业对口率 ０．８８ ０．９７ ０．９１ ０．１９ ０．９２ ０．８８

　　注：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小于０．３为低度相关。

从表２和表３及图２中可以看出，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间基地重复率、基地使用率、教师能力水平及教师
专业对口率均呈上升趋势，对应地，应用能力产品设计与创作、专业相关技能过级率及应用性论文设计

写作比例（除２０１１年出现下滑外）也呈现上升态势，说明提高基地重复率、基地使用率、教师能力水平
及教师专业对口率，可以增强学生的应用能力与创作能力。再次观察还可以发现，随着基地重复率、基

地使用率、教师能力水平及教师专业对口率的上升，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间的专业竞赛获奖人数也同步上升，
但在２０１４年出现下滑，其原因是对专业竞赛获奖人数影响最大的基地使用率增速减缓（２０１４年增速
６１０％小于２０１３年增速１７．１４％）；类似地，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间随着基地重复率、基地使用率、教师能力水
平及教师专业对口率的上升，专业相关就业与创业人数比率与教师发表论文数也呈现上升态势，但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两者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其下滑的原因：一是专业相关就业与创业人数比率下滑的原
因是对专业相关就业与创业人数比率影响最大的教师能力水平增速减缓（２０１３与２０１４年增速为０均
小于２０１２年增速５０％）；二是教师发表论文数的原因是对教师发表论文数影响最大的教师专业对口率
增速减缓（２０１３年增速３．２８％与２０１４年增速１１．１１％均小于２０１２年增速１９．６１％）。通过对专业相关
就业与创业人数比率、专业相关就业与创业人数比率及教师发表论文数下滑的原因分析，揭示了加快基

地使用率、教师能力水平及教师专业对口率增速可以改变专业竞赛获奖人数、专业相关的就业与创业人

数、教师发表论文数下滑的态势。

图２　教学实践基地技术效率影响因素与产出变化

４　结论与建议
通过运用个性与共性的辨证关系原理，以百色学院教学实践基地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数据为例，采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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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期 戴俊：新建本科院校教学实践基地效率分析

据包络分析法对新建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中教学实践基地效率评价分析，得出结论：新建本科院校

应用型人才培养中教学实践基地非ＤＥＡ有效；教学实践基地非 ＤＥＡ有效主要是由技术效率非有效所
引起；在影响教学实践基地技术效率的因素中，其影响大小为基地使用率＞教师专业对口率＞教师能力
水平＞基地重复率。针对该结论，建议以提高教学实践基地效率为中心，优化资源配置，加强“硬件”建
设；强化师资队伍，不断升级“软件”；创新管理模式，提高基地使用效率。具体建议如下：

一是合理布局，科学管理，提高教学实践基地使用率。合理布局，缩短教学实践基地与学校的距离，

增加使用频率；实行学校统筹分配，学生自主管理的教学实践基地使用模式，增长教学实践基地使用时

间与提高使用率。

二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专业对口率。灵活处理人事关系，采取“自繁”和引进的方法，加强教

学实践基地师资配备，提高教师专业对口率。学校人事部门可以通过招聘新实验员或者依托学校和企

业，共建“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培养“双师型”教师。此外，学校可以通过聘用企业专业人员、柔

性引进具有实践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和高技能人才，担任专兼职教师等方式配足教学实践基地师资。

三是优化资源配置，避免重复建设。学校统筹设计，整合资源，合并功能相同或相近的教学实践基

地，同时淘汰落后基地、增加投入与专业紧密相关基地数量，避免重复建设，减少教学实践基地重复率。

四是正确预判投入规模，提高教学实践基地效率。本科院校教学实践基地的建设与使用是一个持

续的过程，必须具有前瞻性，根据招生规模前景与学生就业形势，根据学校的财力与融资能力，在履行好

大学功能的前提下，正确预判教学实践基地投入规模，提高教学实践基地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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