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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４．０”背景下德国应用科技大学
的转型及其启示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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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师范大学 职教师资学院，重庆 ４０１３３１）

摘　要：德国应用科技大学是德国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的摇篮，在德国“工业４．０”背景下，德国应用科技大学为了
保持竞争力，通过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专业设置、改革评价模式等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积极转型，并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在“中国制造２０２５”的背景下，我国应用型人才培养要转型发展，可借鉴德国应用科技大学在人才培养模式、专业设
置等方面的先进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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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德国应用科技大学在德
国经济迅速发展和工业化进程中对劳动力素质提

出更高要求的背景下应运而生。时至今日，我们

可以从享誉全球的德国制造及其科技发明，甚至

从德国巨额贸易顺差中发现６０年代末这次人才
培养模式的改革是极其成功的。德国应用科技大

学的诞生与发展，不仅对于德国教育具有里程碑

式的意义，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借助培养高级应用

型人才来实现经济飞跃都具有极高的借鉴价值。

德国应用科技大学在１９７６年德国颁布的《高
等教育框架法》中就被正式确立了高等教育机构

的法律地位，而后又在１９９８年修订的《高等教育
总法》中赋予它具有颁发“学士”和“硕士”学位的

资格，为了避免不同文化背景差异而造成的理解

上的歧义，德国州文教部长联席会议将德国应用

科技大学（Ｆａｃｈ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ｎ）的英文名确定为“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自成立以来，德国
应用科技大学发展迅速，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

色的办学理念、办学模式，并向其他国家提供了宝

贵的经验。在德国“工业 ４．０”战略计划的背景
下，德国应用科技大学为迎合社会的发展和企业

的需求也不断在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及专业设置

等方面进行转型，从而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人才。

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研究德国应用科技

大学是如何进行转型的。

１　转型的背景
１．１　激烈的国际竞争

在“工业４．０”背景下，德国应用科技大学转
型既是为了自身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在各类学

校竞争中有所发展，也是为了培养的人才在激烈

的国际竞争中能生存下去。从表１可以看出，从
２０１２年到２０１５年，德国的出口呈现的是不规律
的变动，而进口却是呈上升趋势［１］。自德国统一

以来，德国产品畅销世界并非由于其价格低廉，而

是由于其技术含金量高，质量上乘。而如今，这一

优势已不明显，美、日等国也相应具备该优势，市

场竞争激烈，这就为德国的制造业带来了不小的

冲击，“工业４．０”的提出也是为了改变这一不利
的生存环境。２０１６年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展
出了包括工业自动化、数字化工厂等几大板块，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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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Ｔ技术与自动化的结合备受关注，在本次展览
中，德国参与的企业数量位居第一，几乎涉及了所

有新型的高科技领域，这种自信与成就也是德意

志民族持续发展的动力［２］。

表１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德国进口和出口的同比增长率

进出口同比增长率
年份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出口 ３．２ ０．９ ５．７ ６．３

进口 １．４ １．５ ６．２ ７．０

１．２　生产方式的改变
德国的产业结构相对而言是比较均衡发展

的，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变革，原有的产业结

构不再适应新的发展要求，产业结构的重组与升

级已势在必行。此次产业转型主要以智能制造为

主导，建立一个数字化、个性化、网络化的生产服

务模式。这种模式会模糊传统行业的界限，产生

新的生产领域，通过革命性的生产方式———“信

息技术与空间虚拟系统”相结合的方法使传统制

造业向智能制造业转变。生产方式的改变使得生

产工序更加集中，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产品设计

也更加个性化，这种转变需要更多高度熟练的工

人运用信息技术来操纵几十台机器甚至一个庞大

的生产车间。

２　德国应用科技大学转型的方向与举措
２．１　转型的方向
２．１．１　专业设置领域的转型

为响应“工业４．０”，德国联邦职业教育研究
所（ＢＩＢＢ）建立了属于职业教育的“职业教育
４０”。２０１６年３月，工商业行会在法兰克福召开
了题为“职业教育４．０：不断发展的数字化职业教
育”的会议，指出“职业教育４．０”发展的主导方向
为数字化，具体可表现为企业的数字化工场、员工

的数字化工作能力、职业院校的数字化教育环境、

职教师资的数字化媒体能力等［３］。《数字化行动

议程（２０１４～２０１７）》明确指出，当前的德国职业
教育系统培养出的人才应具备良好的媒体素养，

能够满足数字化操作环境与技能的需求以及符合

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知识与能力等各方面的要求。

２０１６年，为了让“职业教育４．０”对培训人员更有
吸引力，受联邦教育科研部委托，ＢＩＢＢ在德国多
地推出“职业教育中的信息化”展览活动，以支持

职业教育中的数字化发展，以及进一步促进教育

培训中的数字设备应用和数字媒体的使用。在此

背景下，德国应用科技大学专业设置更加注重

“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这一理念，与之相关的

制造类、电子与电气类、信息与通信技术类、计算

机与网络技术、管理技术类等专业群都受到热捧。

一些德国应用科技大学甚至开设了专门针对

“工业４．０”的专业，如萨克森州的密特维达应用
科技大学开设了“自动化工业 ４．０”这个本科专
业。该专业学生毕业后可以直接到汽车生产商、

机械制造企业和大型配件供应商工作。本科学制

３年，毕业后授予工程学士学位（Ｂ．Ｅｎｇ．）。该专
业有三个方向：自动化生产设备的运行操作、自动

化生产设备的设计、网络化机械［４］。

２．１．２　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
目前，德国很多应用科技大学人才培养模式

参照了德国职业教育的双元制培养模式，即企业

与学校作为培养学生的共同主体，共同承担培养

高级应用型人才的重任。在“工业４．０”理念的背
景下，企业在各自具有核心竞争力及擅长的领域

里，能够为学生实习实践提供一流的设备和技术

技能指导。“工业 ４．０”总的来说主要任务在企
业，它们承担着技术的研发、制造业的创新和大数

据、网络化、智能化的运营与运用。因此，与其说

是学校主动拓展新的专业领域，不如说是企业在

引领着学校去适应新的社会需求。如代根多夫应

用科技大学与Ｌｉｎｄｅｒ、Ｚｏｌｌｎｅｒ等企业合作时，其学
校的培养计划跟随 Ｌｉｎｄｅｒ等公司对人才类型需
求的变化而变化。耶拿应用科技大学是图林根州

最大的应用科技大学，企业除了与其合作培养人

才，还为学校提供涵盖了对学生创业的分析、学生

入职的分析等宏观方面的顾问与咨询，校企合作

的重点放在了企业管理的相关领域，如业务指导、

市场营销、企业融资等。企业在学生和教职工学

习工作的任何阶段都提供相应的咨询服务；那些

发明者和毕业生也可以从企业得到与知识产权有

关的专利、实用专利、注册外观设计、商标等问题

的解答或企业发展情况的相关资讯［５］。

从耶拿应用科技大学上百家合作伙伴中摘取

了具有代表性的几家机构与企业［６］：ＡＢＢＡＧ拉
登堡研究中心、德意志汉莎股份公司、本田汽车欧

洲有限公司、慕尼黑发展银行、Ｈａｎｓｋｎｏｌｌ研究所、
Ｈｉｖｏ教育援助协会。从这些合作的机构与企业
可以看出，对耶拿应用科技大学提供的合作与支

持的企业涵盖了资金、技术、法律、设备、场地等诸

多资源的机构。而这些资源就可以对学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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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加影响，决定学校发展的走向，这就是校企合作

发展的另一个阶段。

工业４．０带来的不仅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思维方式的变化，也是管理方式的改变。在教育

领域里，起主导作用的可能会由原来的学校演变

为今天的学校与企业共同领导，而在不久的将来，

也许企业将引领教育的发展与前进方向。

２．２　转型的举措
２．２．１　优化课程结构，改革教学内容

新的生产服务模式要求专业与专业之间、学

科与学科之间融会贯通，期待发现新的领域和开

发新价值。一套适应新的生产方式且科学合理的

课程体系能带来良好的教学效果，因此，原有的课

程体系需要重新搭建。从纵向上看，学校需要通

过深化教学内容改革，使培养的人才能满足各种

工作层次的需要；从横向上看，补充相近学科的学

习内容、学习方法，使学生除了能具备一般工作所

需的通用知识和专业技能以外，还能灵活运用其

他相关专业的知识。例如，在原来的电气自动化

专业主干课程中加入了与电气热能动力装置相关

的课程，如汽轮机原理、锅炉原理、热力设备安装

检修等。在充分利用原有的教学条件下，设置相

近的专业，创办不同性质的新专业，使整个课程结

构错落有致，但又高效合理。又如，魏思玛应用科

技大学在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的课程设置上，在

第三个学期学生才开始学习主干课程，前两个学

期学习以专业基础课为主，包含对相邻学科基本

知识技能的学习。这样不但丰富了教师教学内

容，也使专业与专业之间的交融性、粘合性、适应

性、迁移性显著增强，更值得一提的是，经这样培

养的毕业生，其自主性、灵动性都会更胜一筹［７］。

埃斯林根应用技术大学教授 ＲａｉｎｅｒＷüｒｓｌｉｎ
在《工业４．０在德国应用科学大学教育项目中的
整合》中提出，改革后的本科学习要融入行业领

域，通过增加新知识、新技艺、新方法等途径，革新

现有的教学设备，对教师进行新技能的培训［８］。

“大而精”的课程设置需要的不仅是硬件的革新，

还包括一些软实力的替代，如经验丰富的教师。

２．２．２　拓展教学功能，充分考虑社会发展
学校教育有一个不可避免的缺点就是滞后

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项研究显示，信息通信技

术加快了人类知识的更新速度，如今许多学科的

知识更新周期已缩短至２～３年。特别是在“工
业４．０”中所提到的网络化、智能化、数据化，其科

技创新度高，新技术层出不穷，未知领域不断显

现。因此，学生的专业能力在这样的环境下就必

须得到提升，学校教育培养出的人才要面向未来，

在知识的快速更新换代中学生要保持潜在的适应

性。因此，学校教学功能不能局限于传授知识、培

养技能，教学应具有启发性、自主性和选择性。

２０１７年德国联邦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研究所
发布了一组数据：与过去２０年相比较，德国全职
就业人数大约下降了１９０万，但非全职就业人数
从１９９６年到２０１６年几乎翻了一倍，到２０１６年非
全职就业人数占就业人员总数的３９％，而这种变
化在最近几年更明显［９］。工业４．０在原来的基础
上加速了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人们的就业观

念、能力结构也随之改变，学校不仅要提高学生的

知识水平，更要关注学生个性化需求和对市场的

敏感度。德国应用科技大学的学生在本科学习将

要结束时，会有项目周或者学术旅行这样的实践

教学，他们在师傅的带领下被分成小组共同完成

一个或者几个项目，每个人都会承担不同的任务。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些学生不仅要完成属于自己

的那部分任务，也要熟悉整个运作过程，项目的最

终完成不再是各个单元的简单拼凑，而是相互贯

通的一体式衔接。工业 ４．０催生的是“高端性、
跨领域、复合型”［１０］的应用型人才，学校的学习不

单是帮助学生找到谋生的职业，也是学生最大化

地实现自我价值，更好地服务社会、效力国家的途

径。教学功能的拓展能给予他们更多的选择，使

其成为具有专业特长的复合型人才。

２．２．３　改革评价模式，全方位检验教学成果
这里谈及的评价主要是针对学生学习结果的

评价，教学评价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改进方式、

优化程序的关键环节。目前，德国应用科技大学

不再仅限于对学生动手能力的检验，以需求为导

向的应答模式和以决策为导向的 ＣＩＰＰ评价模式
倍受学校与企业的青睐［１１］。学校为了更有效地

检验培养效果，得到更真实的反馈，综合运用不同

的评价模式，与学生最后签约的企业共同合作，多

角度考察学生的各项能力，将决策目标与行为目

标做比对，不再单单关注指导教师、企业师傅提交

的评价结果。

德国国际教育研究所（ＤＩＰＦ）报告显示，德国
已开始对高等教育过程的质量和有效性评价开展

新的调查研究，侧重于在评价教育效果背景下的

学生学业成就、学生能力和人格特质。研究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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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核心主题：一是教学和学校教育研究，二是教

育和心理评估。在教学和学校教育研究（包括适

应性教育和移民研究）中，研究人员通过视频和

准实验性干预来调查教育的有效性，包括具体学

科内容、教学质量以及实践的机会。跨文化和历

史比较也用于确定成功教学的基本因素，因此，他

们也利用国际学生评估中心（ＺＩＢ）的某些途径来
评价自己的学生。２０１７年８月份，联邦政府、各
州和ＤＩＰＦ已经同意启动一项评估德国教育服务
器（ＤＢＳ）现有发展潜力的研究，此项研究旨在检
查完善德国的教育评价系统；而希尔德斯海姆大

学则专注于此项研究上的信息检索，利用服务器

对ＳＷＯＴ等软件检索到的信息进行分析。这样
一来，就可以对研究对象有一个全面系统的

评价［１２］。

３　德国应用科技大学转型的效果
３．１　学校规模与注册入学人数的变化

纵向比较，从表２［１３］中我们可以看出，注册
学生人数最多的为普通高校，而应用科技大学的

学生人数仅次于普通高校，位列第二。从横向上

看，应用科技大学每年的入学人数都处于一个稳

步增长的态势，总的而言，它很受学生与家长的青

睐。应用科技大学在校生人数的增加与学校规模

的扩大化本身也就证明了它对德国社会的发展具

有很强的适应性，也从侧面凸显了它的重要地位。

表２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德国入学人数情况

学校类型
冬季学期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普通高校 １７０５７３２ １７２９５０３ １７４７５１５ １７５７３１８

教育学院 ２４７４８ ２４４５６ ２５１０９ ２５３５７

神学院 ２５６８ ２４９３ ２４７６ ２５８６

艺术音乐学院 ３５３２６ ３５５３６ ３５９８０ ３６４６１

应用科技大学 ８９６１８７ ９２９２４１ ９５６７１７ ９８２４１５

公共行政学院 ３４３４９ ３６５７０ ３９２１３ ４３６８４

合计 ２６９８９１０ ２７５７７９９ ２８０７０１０ ２８４７８２１

３．２　企业参与合作办学的动力更足
根据２０１７年 ７月 ２１日联邦统计局（Ｄｅｓｔａ

ｔｉｓ）调查的最新结果显示，２０１５年７７％的德国企
业为其员工及学校学生提供了持续的技能培训课

程。联邦统计局还提到，提供持续培训活动的企

业比例比 ２０１０年增加了 ４个百分点。２０１５年
６２％的企业以课程和研讨会的形式提供了传统的
高级培训课程；７４％的企业利用其他形式也在进

行企业培训，如信息活动、轮岗和自主学习、网络

学习等［１４］。

作为一种营利性的组织，企业愿意进一步加强

与学校的合作，也说明这种合作可以为他们带来更

大的价值。学校本身的吸引力和潜藏的社会价值

不仅能推动企业发展，促进德国制造业的进步，还

能引导企业关注社会，激发企业的民族责任感。

３．３　对学校的发展定位更准确
德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主要分为以下四大类：

综合性大学（ＵＮＩ）、应用科技大学（ＦＨ）、高等艺
术与音乐学院、职业学院（ＢＡ）。综合性大学的主
要任务是科研和教学；高等艺术与音乐学院的主

要任务是维护、传承和发展艺术；以应用型人才培

养为导向的应用科技大学侧重培养学生的生产技

能及实践创新能力；职业学院则是侧重于校企联

合培养。这种定位使应用科技大学需要在专业领

域、优势学科等领域确定其优势。

转型后的应用科技大学认真审视自我，将学

校的规划定位得更准确，不论规模大小，更加注重

特色化办学，与地区产业结构、社会需求紧密结

合，走特色发展的道路。例如，在发达的汽车制造

业地区———斯图加特和沃尔斯堡，当地的应用科

技大学都以工程、电子、汽车为优势专业，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直接到这些企业进行实习，人才培养

的针对性十分明确，还有不莱梅应用科技大学就

充分利用港口城市的特色和邻近空中客车生产基

地的优势，大力发展航空、船舶制造、航海技术等

特色专业［１５］。结合当地产业、资源等来定位学校

发展的方向，不仅学生的就业方向明确，教学运作

方便有效，而且便于解决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４　对我国本科院校转型的启示
２０１４年２月国务院提出“引导部分普通本科

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的口号。２０１３年１２
月我国教育部组织编写了《欧洲应用技术大学国

别研究报告》和《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实践与

政策研究报告》等文件。２０１５年，我国又正式提
出了“中国制造２０２５”，旨在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
转型的关键时期，为使我国成为制造强国赢得先

机。２０１５年１１月教育部发布了《高等职业教育
创新发展行动计划（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的文件。迄
今为止，我国已经出台了多个针对本科院校转型

的政策文件，但由于历史文化、观念、经济结构、教

学模式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高等教育转型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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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重，阻碍众多，如专业优势不明显、课程内容老

套、培养方案与社会脱节、校企合作肤浅等。为使

我国应用型本科高校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实现

其服务社会的价值，我们可以借鉴德国应用科技

大学诸多经验。

４．１　以地方产业为依托，形成自己的优势与特色
专业

从我国地方本科院校转型而来的应用技术型

大学专业设置与普通本科几乎一样，没有明显特

色，想要增强其吸引力，首先要形成自己的优势专

业。我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地域特色明显，这

样的局面更有利于应用型高校的发展。以当地的

经济支柱或特色产业作为学校发展的有力支持，

不仅可以为学校提供教学资源、教学设备、教学场

地，而且可增加实践操作的机会，企业参与培养学

生，学生学成反哺企业。专业的设置既要参照引

领发展的高新技术相关的前沿领域，也要结合当

地特色产业所衍生出来的其他行业，这样才能确

保学生就业方向明确，应用性强，专业优势明显，

竞争力显著提高。

４．２　加快课程内容更新的速度，利用教育的前瞻
性抗衡其滞后性

应用型高校培养的就是社会在某一时期紧缺

的技能型人才，如果课程内容与社会需要脱离，那

不仅是资源的浪费，也将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

我国高等教育课程设置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脱离

了实际的社会需要，虽然教育滞后性带来的影响

不可避免，但通过加强与企业的交流对接，跟紧国

家政策，关注国外动态，捕捉前沿信息，提前做出

预测，能使学生的选择性适应性更强。例如，在国

家开放二胎政策时，我们可以预测到儿童护理专

业、学前教育专业的发展前景广阔，结合新时代对

这些专业科学、全面的要求，对学科内容、课程结

构作出相应的调整，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便能满

足社会对这一行业人才的需求。

４．３　开发新的培养方案，形成培养特色
应用型本科院校强调的是“应用性”，培养的

是技能型人才，因此，不能简单套用综合性大学的

人才培养方案。《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

划（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要求通过３年的建设，高等
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结构更加合理，促使高等教

育结构优化成效更加明显，服务“中国制造２０２５”
的能力显著提升。这就要求整个学校重新定位自

己，我们培养的人才不是能被智能人工替代的仅

能从事单一工作的熟练操作工，而是有思想、会变

通、会延伸的高级技能型人才。整个培养过程中

的高标准、高要求、严格严谨的态度不仅能增强学

生就业的竞争力，也是我国制造业走向国际的一

张亮丽名片。

４．４　深化校企合作，促进产教融合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教育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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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件，该文件指出

转型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建立行业企业合作发

展平台，校企合作的专业集群实现全覆盖［１６］。培

养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是应用型本科院校的职

责使命，完成使命少不了企业的高度参与。学校

积极融入区域经济发展体系中，与企业行业建立

合作伙伴关系，实现资源对接、设施共享，高校为

企业的发展提供人才支持，企业参与高校的教学

活动，形成一体化发展机制。搭建企业与高校合

作办学的平台，建立专门的指导制度，学校要积极

争取企业的各种资源，企业要主动推动学校转型

发展。

普通本科院校转型质量与效率的高低是“中

国制造２０２５”目标能否实现的重要影响因素，十
九大以后，“大国工匠”“工匠精神”成为应用型人

才的培养目标与方向，此目标与我国的战略计划

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目前，尽管我国应用型本科

教育面临着改革与发展中的诸多问题，但随着国

家与社会对它的关注与重视，应用科技大学成功

转型必定对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国民经济的发

展、毕业生就业情形的改善具有重要意义。应用

科技大学的转型不仅是迎合我国战略计划的需

要，也是时代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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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ｒ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ａｂｌｅｓ／ＴｏｔａｌＴｙｐｅ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ｉｏｎ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ＷｉｎｔｅｒＴｅｒｍ．ｈｔｍｌ．

［１４］ＭｉｒｉａｍＭüｌｌｅｒ［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７－２１）［２０１８－
０１－２５］．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ｄｅｓｔａｔｉｓ．ｄｅ／ＥＮ／ＰｒｅｓｓＳｅｒｖｉｃ
ｅｓ／Ｐｒｅｓｓ／ｐｒ／２０１７／０７／ＰＥ１７＿２５０＿２１５．ｈｔｍｌ．

［１５］秦琳．德国应用科技大学 －显著的应用性特色和职
业导向［Ｎ］．中国教育报，２０１３－０２－０２（０２）．

［１６］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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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
２０１５－１０－２３．

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ｅｒｍ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４．０”ａｎｄＩｔｓ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Ｃｈｉｎａ

ＱＩＵＤｅｌｉ，ＧＡＯＳｏ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ａｃｈｅｒ，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４０１３３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Ｇｅｒｍ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ｒｅｔｈｅｃｒａｄｌｅ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ｔａｌｅｎｔｓ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４．０”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ｙ，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ｔｓ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Ｇｅｒｍ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ｈａｖｅｔａｋｅｎｓｏｍ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ｅｔｔ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ｇｏｏ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ｂａｃｋ
ｇｒｏｕｎｄｏｆ“Ｍａｄ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２５”，Ｃｈｉｎａｃｏｕｌｄｌｅａｒｎ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ｉｎ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ｍｏｄｅｓａｎ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ｅｔｔｉｎｇｓｆｒｏｍＧｅｒｍ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ｂｅｔ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ｐ
ｐｌｉｅｄｔａｌｅｎｔｓ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Ｇｅｒｍａｎ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责任校对　蒋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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