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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特色专业建设必须处理好的关系 ①

———以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为例

游训龙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政治与法律系，湖南 娄底４１７０００）

摘　要：搞好思想政治教育特色专业建设必须正确处理好专业建设与学科建设、专业建设与基地建设、专业建设与
课程建设、专业建设与教材建设的辩证关系，实现“四位一体”，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充分挖掘地方历史

文化教育资源，调整课程体系，不断修订完善人才培养模式，才能凝炼出专业建设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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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１０年，教育部公布了３０００个特色专
业建设点，这是一项巨大而又系统的工程。专业建设是

高等教育的一个永恒主题，而如何搞好特色专业建设是

高校的一个崭新的课题。地方高校的专业建设及其人才

培养必须立足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而地方高校的

特色专业建设，也必须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狠抓教学改革。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以下简称

“我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是教育部２０１０年公布的第一
类特色专业建设点，近几年来，该特色专业建设已初见成

效，很好地处理了专业建设与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和基地

建设、专业建设与课程建设、专业建设与教材建设的

关系。

１　特色专业建设与学科建设的关系
１．１　学科建设是依托

一般来说，研究型大学是以学科建设为龙头，教学型

大学是以专业建设为龙头。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型大学

可以忽视专业建设，教学型大学可以忽视学科建设。比

如，湖南省现有二本高校２５所，“十二五”期间遴选重点
建设学科９０个。为什么不称“重点学科”，而称“重点建
设学科”？为什么是这样安排或布局？答案很简单，这是

根据二本高校的实际情况来决定的，其专业发展具有不

平衡性，并不是多数专业都具有申报重点建设学科的条

件，不能全面铺开，只能选择那些基础好潜力大的专业来

进行学科建设。学科建设可以为专业建设提供“三高”，

即高水平的师资、高水平的教学和高水平的成果。“学科

建设通过学科团队建设与科学研究工作，优化了学科队

伍的构成，提高了教师的学识水平。同时也促进了一批

教学名师的成长，提高了课程教师的教学水平，带动了专

业教师队伍整体水平的提高”［１］。以学科建设为依托的

专业，应该是高校的优势专业。我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历史悠久，基础好，“十一五”期间被遴选为省重点建设学

科，经过５年建设后，被评为省“十一五”“优秀重点建设
学科”，“十二五”又列入省重点建设学科，继续加强建设，

这为我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搞出特色提供了保障。

１．２　专业建设是基础
专业建设是基础，这里主要搞好３个环节：一是招生

工作，要保证招收一定数量和规模的学生；二是教学工

作，要保证有基本的教学条件；三是就业工作，要使学生

能实现基本就业。专业建设与学科建设是相辅相成、互

相促进的关系，二者实现互动，就会实现平衡协调可持续

发展。如我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与学科于２００５年５月被
评为校级重点专业，２００６年 ５月被评为省级重点专业，
２００６年７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被评为省级重点建设学
科；２０１０年８月，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被评为教育部特色专
业建设点，２０１０年１２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被评为湖南
省“十一五”“优秀重点建设学科”，“十二五”又被评为重

点建设学科继续加强建设。这个“新的目标”为今后申办

硕士研究生学位建设点打下了基础，也为加强校地合作、

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打下了基础。专门设立“思想政治教

育与社区创新管理”方向，突出地方特色，把优势学科转

变为特色学科，使特色学科得依托作用更为明显。

由此可见，学科建设是依托，专业建设是基础，二者

实现互动，就会出现良性循环，优势或特色的学科建设，

为专业建设增添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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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特色专业建设与基地建设的关系
２．１　特色专业建设需要基地建设做支撑

基地建设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科学研究基地；

二是实训实践基地。以前，很多高校没有意识到基地建

设的重要性，没有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建设基地。

现在很多高校转变观念，加强基地建设特别是实训实践

基地建设。我校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以下称“思政专

业”）建立１０个校内外实训实践基地，还建立了２个省级
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即“曾国藩研究基地”和“区域文化研

究基地”。这２个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之所以能够获得批
准，除符合社会科学基地建设的一般条件外，还因为学校

坐落在湘中新城娄底，该市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教育资

源，区位优势明显，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色。

２．２　基地建设为专业建设提供教学条件
实训实践基地为专业建设的人才培养提供了实训实

践的场所，如教育见习和教育实习等。而科学研究基地

则可以为调整课程体系、更新教学内容提供帮助，为理论

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推动教学改革创造条件。如

曾国藩研究基地主要研究曾国藩教育思想、军事思想和

文化思想等，他的教育思想非常丰富，尤其是其做官为

人、家教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学校将这些理论研究成

果融入到课堂教学当中，对学生加强“诚信教育”、“励志

教育”，学生感受很深，非常满意，也使得教学改革富有

特色。

３　特色专业建设与课程建设的关系
３．１　特色专业建设的主要内容是特色课程建设

前面提到专业建设的三个环节，中心环节就是教学

工作，教学工作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基础工程。而教

学工作与课程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的实施需要借

助于人才培养方案特别是课程体系。“课程建设是专业

建设的基础和落脚点，是专业建设的内容及任务的实

质”［２］。“课程建设是专业建设的关键环节，是提高教学

质量的根本途径。”［３］一般来说，课程体系分为几个模块，

如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公共选修课、专业选修课、实

践必修课等等。目前，全国高校在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

课的课程建设方面，都是按照教育部有关规定来安排的，

这几乎成了“规定动作”，而公共选修课、专业选修课、实

践必修课等改革的力度较大，几乎成了“自选动作”。课

程建设是专业建设的应有之义，是否有特色，往往取决于

选修课教学改革力度的大小。

３．２　特色课程建设是特色专业建设的主要体现
专业建设的内容非常丰富，它的表现有多种形式，可

以说，课程建设是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因为专业建设

有没有特色就要考察人才培养方案有没有特色，而人才

培养方案有没有特色，就要考察课程建设有没有特色。

所以，很多高校在努力做此文章，挖掘本地历史文化资

源，开设相关选修课，突出地方特色。有很多高校就开设

了富有地方特色的课程：延安大学开设“党中央在延安三

十年”、井冈山大学开设“红色文化与井冈山精神”，衡阳

师范学院开设“船山文化”，湖南科技学院开设“舜文化”

等。我校则开设“梅山文化”系列课程，更主要是开设《近

现代湘中历史人物思想讲座》，既在思政专业开设专业选

修课，又面向全校开设公共选修课，收到了良好的教育

效果。

４　特色专业建设与教材建设的关系
４．１　特色专业建设必须加强教材建设

教材建设也是专业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搞

好教学工作，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乃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的必要条件。教材建设是学校三大基本建设之一，在培

养合格人才，提高教学质量的系统工程中有着举足轻重

的地位，在课程建设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里指

的教材建设主要是使用什么样的教材与怎样选用教材？

高校教材建设“应从我国地域广阔，学校、教师、学生的情

况不同的实际出发来考虑，更适合于国情，更能收到实实

在在的效果。”［４］“教材建设实现多元化、稳定与变化相统

一”［５］。目前，我国高校的教材主要有三类，一是国家规

定的权威教材，如“国家统编教材”、“十一五规划教材”和

“十二五规划教材”等，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基本上就

是这类教材。二是兄弟高校专家学者编写的教材，有的

还是联合几所高校合编写的。三是本校专家学者编写的

教材。前两类教材往往具有一般性的特征，这类教材还

具有通用的情况，各高校均可使用。后一类教材往往具

有特殊性，是根据校内专家学者的研究方向或本地历史

文化教育资源编写的教材，这类教材特别适用地方（指本

地）高等学校。近几年来，我校思政专业既注重前两类教

材的使用，确保占９０％以上的比例，又既注重后一类教材
的使用，并制定了激励机制，在项目评审和教材出版都予

以鼓励。

４．２　特色教材是特色专业建设的主要载体
教材是一种特殊的知识载体，是积累系统科学知识

的工具，是联系教师和学生学习的纽带。教材建设有利

于专业建设指导思想的明确。高校专业建设的根本目的

是加强本科生教育，提高本科生的教育质量。而教材建

设质量和水平的高低，则直接影响着学校的教学质量，所

以，建设一批高质量的教材，是实现专业建设的根本。特

色教材是特色专业主要标志，我校思政专业把特色课程

建设和特色教材建设作为特色专业建设的突破口，经过

几年的不懈努力，出版了系列特色教材，其中代表性的

有：《近现代湘中历史人物思想论坛》、《曾国藩德育思想

研究》、《蔡和森思想讲座》等。这些教材的出版和使用，

获得了很大的社会效益，使特色教材建设和专业建设均

上了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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