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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卓越法治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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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代对卓越法治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时代卓越法治人才应当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和追求公
平正义的法律职业伦理素质。我国目前的法学教育还存在实践教学未与理论教育有机融合、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地位

悬殊、学科交叉培养机制落实难和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缺位等问题。各高校法律院系应融合实践教学与理论教育，践行通

专并举的培养模式，打造“法学＋Ｘ”实验班深度交叉培养机制，强化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
输送卓越法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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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５月３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政法
大学考察时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长

期而重大的历史任务，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道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立德树人，德法兼

修，培养大批高素质法治人才。”《教育部 中央

政法委关于坚持德法兼修实施卓越法治人才教

育培养计划２．０的意见》（下文简称《２．０意见》）
指出，卓越法治人才培养应当落实注重德育、强

化专业能力、加强实践教学、深化协同、加强法

学师资队伍建设、拓展渠道、促进开放、细化标

准八项要求。因此，如何统筹法学教育的工具

价值与学术价值，统一法治人才培养的技术性

和通识性，加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提升教师专

业能力和综合素质，从而培养出新时代所需的

复合型、多元化法治人才，是应当进行深入探索

的法治人才教育关键问题。

１　新时代卓越法治人才的必备素质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

从一开始的培养造就法学人才，到后来的法律人

才培养，再到现在的法治人才培养，三者的区别在

于：法学人才的培养侧重于理论培养，旨在培养法

学理论人才；法律人才的培养则同时注重理论和

实践的培养，旨在培养法学理论和应用人才；法治

人才的培养在适应性和实践性方面的要求更高，

高度强调职业道德素养的涵育［１］。

“卓越”一词在法治人才培养中指的是德才

兼备、德法兼修，即卓越法治人才必须具备的素

质既包括一流的专业素养，又包含高尚的职业

伦理。

１．１　卓越法治人才必备的专业素养
《２．０意见》指出，卓越法治人才的培养必须

强专业，筑牢法学教育之本。卓越法治人才必备

的专业素养不仅包括全面的法学知识体系、法律

实践能力，还包括一定的人文科学素养。

首先，卓越法治人才应当系统掌握理论法学

和应用法学、程序法学和实体法学、国内法学和国

际法学三方面的法律知识，主要包括法理学、中国

法制史、宪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刑法、刑事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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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法、民法、知识产权法、商法、经济法、民事诉讼

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劳动法与社

会保障法、环境法与资源保护法等内容。此外，要

将法律原理、法律规则和法学方法融会贯通，形成

完整的法学知识体系。

其次，人文素养同样是卓越法治人才必须具

备的素质。法律职业对价值观的要求极高，因为

其所追求的不仅仅是单纯的专业规范性，更要确

保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在法学有关的领域中，

无处不充斥着价值判断，而法科学生不懂人文就

无法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可见，卓越法治人才应

当在掌握扎实专业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深入理解

身处的社会，成为沟通法律规范与社会公平正义

的桥梁。

最后，新时代的卓越法治人才应当具备一定

的科学素养。《２．０意见》鼓励高校开设跨学科、
跨专业新兴交叉课程和实践课程，形成课程模块

供学生选择性修读，鼓励高校深入实施主辅修制

度，丰富学生跨专业知识，培养学生跨领域知识融

通能力和实践能力。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学科

交叉、知识互通和技术融合成为当今社会的三大

重要特征［２］。这就需要新时代法学学子掌握一

定的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知识，如哲学、心理学、

数学、计算机、信息科学等。具备良好的科学素养

是法科学生未来进入法律职业领域后运用科学方

法处理案件并适应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新时代

卓越法治人才应当是视野广、口径宽的法治人才。

１．２　卓越法治人才必备的实践素养
《２．０意见》指出，重实践为强化法学教育之

要。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政法大学时也强

调：“法学学科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法学教育要

处理好知识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关系，要打破高校

和社会之间的体制壁垒，将实际工作部门的优质

实践教学资源引进高校，加强法学教育、法学研究

工作者和法治实际工作者之间的交流。”［３］

法学是一种世俗的学问，其直接面向社会生活

的方方面面，极具实践性和技术性［４］。因此，法律

实践能力是卓越法治人才不可或缺的专业素养，是

法治人才必备素质的核心所在。这也是《２．０意
见》中培养应用型和创新型法治人才之要求。卓

越法治人才不仅要具备学习、理解和研究法学理

论知识的能力，还应当做到知行合一，学以致用。

此处所论的法律实践能力并非如同麻木的法律技

术匠般在执法、司法、法律服务等领域被动生搬硬

套现有法律制度的“职业技术或能力”，而是主动

运用法治思维、法学知识和法治方法在立法、执

法、司法、法律服务、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等领域

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该能力还要

求卓越法治人才能够将抽象的法学理论知识灵活

地、创造性地运用于具象的创新创业实践。

１．３　卓越法治人才必备的职业伦理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卓越法治人才的核心素

养进行论述。在中国政法大学进行考察时，他提

出“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抓好法治人才培养”。

在十八届四中全会讲话中，他明确指出：“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队

伍至关重要。”［５］《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明确提出要“创新法

治人才培养机制。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全方位占领高校、科

研机构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阵地，加强法学基础

理论研究，形成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

论体系、学科体系、课程体系，组织编写和全面采

用国家统一的法律类专业核心教材，纳入司法考

试必考范围。坚持立德树人、德育为先导向，推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

脑，培养造就熟悉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体系的法治人才及后备力量”［６］。

法律是治国理政之重器，其与意识形态和政

治紧密相连，具有心怀天下的理想信念和坚持公

平正义的职业操守，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

会主义法治理念，对法科学生来说至关重要。孙

晓楼教授提道：“作为高素质卓越法治人才，要具

有法律的学问，才能理解并完善法律；要具有社会

生活的常识，才能正确地运用法律；要具备法律的

道德，才有执行法律的资格。”［７］《２．０意见》明确
指出，新时代卓越法治人才应当德法兼修，具有坚

定的理想信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这是比专业素

养更高一层次的人格素养，也是法律职业公共属

性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建设德才兼

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确保法治专门队伍做

到“四个忠于”，即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和

忠于法律。法学学生只有熟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理论，具备追求公平正义的职业伦理素质，具

有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担当，将来才能够切实履

行法律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义务。

５７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２４年第１６卷

２　当下法治人才培养存在的主要问题
２．１　法学理论教育与实践教学未能有机融合

法学不是关在象牙塔里研究的学问，而是一

门极具实践性的学科，因此，法学实践教学与法学

理论教育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当前我国法学院校

已普遍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对法学实践教学作出

了各式各样的探索，不仅针对校外法律专业实习

实践设置了一定的学分要求，同时还创建了模拟

法庭、法律诊所和法律实务讲座等校内实践教学

模式。但是在法学理论教育和实践教学“先后化”

的传统思维影响下，我国法学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

长期以来处于相互独立，甚至可以说是割裂的状

态［８］。法学实践教学通常被独立设置于法学理论

教学之后，成为对法学理论教学进行验证或反哺的

工具。这样的先后关系实际上导致法学实践教学

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通常流于形式。同时，法学实

践教学需要高校自行寻求实践教学资源，依赖高校

教师的实务界人脉，受制于法学院校的社会资源，

难以形成规范、长效的实践教学机制。

法学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先后化的模式导致

两个独立阶段的观念不统一。一方面，目前的法

学理论教学缺少实践教学的配合，大多为教师在

讲台上向法科学生灌输国内外法律知识的填鸭式

教学，考核方式多为闭卷笔试，培养出来的学生擅

长背诵既有知识，却缺乏思辨能力和实践能力。

此外，当前法学理论教育偏重应然性，侧重理想化

制度理论的传授，容易忽视我国司法实践的实际

情况。例如，理论课堂上极少介绍以司法人员分

类管理、司法责任制、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人

财物省级统管为“四梁八柱”的司法体制改革主

体框架［９］。法科学生进入法律职业领域后，通常

还需要重新接受培训。另一方面，当前法学实践

教学中缺乏理论知识教育，过于偏重实然性，仅培

养学生在实践中的适应性，导致学生在理论教学

阶段形成的知识储备难以有效转化为实践能力。

如此一来，本应如“鸟之两翼”的法学理论教育和

法学实践教学未能实现相辅相成的有机结合。

２．２　法学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地位悬殊
法学兼具人文性和社会性，是社会科学王冠

上的明珠。这就要求法科学生具备较高的人文素

养。而通识教育和素质教育是提升法科学生人文

素养的基础。在当前法学教育被定位为职业教育

的背景下，法学本科阶段的通识教育未受到应有

的重视，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高校过于重视法学职业教育，大多秉持

专业课多多益善的观点，设置的专业课在本科四

年所有课程中占比极高，甚至有部分学校的专业

开设是以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为参照的。而本就为

数不多的通识教育课程普遍存在课程要求不高、

“走过场”等问题。

其次，现阶段少有高校创立发展通识课程的

激励机制，因此，高校教师大多缺乏建设精品通识

课程的动力，导致各高校甚至同一高校内各教师

建设的通识课程质量参差不齐。

最后，法学本科教育中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

地位的不平等导致了法科学生对社会学、哲学、政

治学等专业课程以外的知识缺乏兴趣，欠缺关注

自身所处社会的人文情怀。如今多数法科学生习

惯于努力学习法学专业知识，把所有精力放在通

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上，对通识课程则应付了事，

很少主动阅读能够拓展自身知识面的非专业课书

籍。法科学生未经过系统的人文教育，对自己所

学知识的社会价值了解不够，进入法律职业领域

后通常难以适应不同岗位的工作。

此外，我国法律学科的专业教育虽受到普遍

重视，但存在同质化严重，特色化培养欠缺的问

题，这也直接导致了我国法科毕业生就业难的现

状。目前，我国法学教育中司法中心主义盛行，众

多法学院校从培养目标到培养内容都大同小异，

重在培养法科学生的诉讼技能，培育以法官、检察

官、律师为主的传统诉讼型人才。但随着社会的

发展变化，更多地需要法律人在预防性法律治理

中发挥作用。非诉业务在法律领域所占比重逐渐

升高，急需大量非诉法律人才。

２．３　法学和其他学科的交叉培养难落实
２０１８年 ８月，中共中央在所发文件里提出

“高等教育要努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

新文科”（简称“四新”建设）。２０１９年４月，教育
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２．０启动大会在天津大学
召开，“新文科”概念从提出走向正式实施。２０２０
年１１月，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发布《新文科
建设宣言》，提出要紧扣国家软实力建设和文化

繁荣发展新需求，紧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新趋势，积极推动文科专业与人工智能、大数据

等现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积极发展文科类新

兴专业，推动原有文科专业改造升级，实现文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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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农医的深度交叉融合［１０］。

当今社会中的法律问题错综复杂，法律人往

往需要以多元的跨专业视角分析并解决问题。同

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科学技术正

在渗入法律实务界，如智慧司法、智慧检务和类案

检索等项目，这也要求法律人掌握此类科学技术

知识。而目前我国法学教育培养出的人才大多不

具备这样的综合素质。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

两点：

第一，相比于其他专业，法学本科教育内容更

多，任务更重。法科学生还面临法律职业资格考

试、研究生入学考试、公务员考试、就业等方面的

压力，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学习其他学科

知识。“法学＋Ｘ”培养模式往往将 Ｘ设置为法学
以外的特色学科，在这种模式下，学生对 Ｘ学科
的学习不够深入，学业压力过大，不同学科间教学

资源整合难，学科交叉融合乏力，双学位培养模式

很难落到实处，而将其他学科课程作为选修课的

模式又常沦为拼凑学分的工具。

第二，法学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壁垒仍未

打破，导致法学与其他学科在教学上难以融合。

法科学生在学习其他学科知识时，往往走马观花，

应付了事；其他专业的教师面向法科学生的讲解

常浮于表面，且对其降低标准和要求。如此一来，

法学学生根本无法真正掌握跨学科知识，与新时

代复合型卓越法治人才的要求相差甚远。

２．４　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缺位
新时代卓越法治人才应当德法兼修，同时具

备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否则容易出现利己主义

和机械教条主义，阻滞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

程。目前，我国高校法科学生职业伦理教育机制

尚未完善。一方面，高校普遍统一安排所有专业

学生的思政教学，统一安排的思政课程无法将道

德教育与法学专业知识教学较好地融合，难以引

导法科学子树立正确的法律职业道德。另一方

面，法学专业课教师在课时有限且教学内容体量

庞大的情况下，通常重知识点讲解而忽视了对学

生法律职业伦理的熏陶。因此，卓越法治人才培

养中的法律职业伦理培养机制亟待优化。

３　培养新时代卓越法治人才的主要路径
３．１　法学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协同育人

我国法学理论教育与实践教学的割裂，导致

法科学生对专业知识的认知大多停留在理论上，

专业应用能力不足且未能养成良好的法治能力。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打破知识教育和实践教

学的壁垒，建立实践教学规范化和常态化机制，实

现实践教学与理论教育的协同融合。

首先，我们需要深刻认知本科教学方案的局

限性。若按照传统模式将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设

置为独立部分，但将较短时间的校外实习作为实

践教学的重头戏，不利于学生法学知识应用能力

的提升，甚至可能让学生产生对我国法治实践的

片面认知。

因此，我们应当改变传统法学实践教学“走

出去”的单一模式，增加“引进来”的新方式，实现

法学实践与理论同步教学。《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健全

政法部门和法学院校、法学研究机构人员双向交

流机制，实施高校和法治工作部门人员互聘计划，

重点打造一支政治立场坚定、理论功底深厚、熟悉

中国国情的高水平法学家和专家团队，建设高素

质学术带头人、骨干教师、专兼职教师队伍。”教

育部门和高校应当协同包含立法部门、执法部门、

司法部门、律所等在内的法律实务界形成法治人

才培养共同体，让法律实务界参与到卓越法治人

才培养的教材编写、课程设置、方案制定、课堂讲

授、毕业论文答辩等校内教学环节中，实行法学理

论界教师和实务界教师双轨制，从而实现高校与

法律实务界的资源共享，让法学学生在校内充分

了解法律实践活动，使实践教学与理论教育同步。

在校外，还应当建立开展联合培养的实践基地。

从域外经验来看，美国法学实践教育的特色

之一是由律师协会对法学院的人才培养活动进行

认证［１１］。日本法学教育实行理论导师与实践导

师双线并行制，聘任法律实务界人才担任讲师，充

实教材和课堂的实务内容。

在国内，也有部分高校已做出相应探索并取

得了不错的成果。其中典型的是中国政法大学的

同步实践教学模式：以学训一体课程体系平台为

基础，在坚持“理论—模拟—仿真—全真”的递进

法学实践教学模式基础上，创立包含实况庭审观

摩点评课、庭审录像观摩课、司法卷宗课在内的翻

转课堂式特色课程以及实体化的法学实验教学中

心；以协同融合模式运行平台为支撑，推进校内—

校外直通的合作机制，设立理论与实践双院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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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资源共享汇聚平台为载体，引进检察、审判、

司法鉴定和公益法律援助四类原始案例卷宗副本

６万余套，年阅览量达到 １万人次左右，同时，创
立庭审过程同步直播的观摩体系，每周固定同步

直播；以专兼互补师资队伍平台为保障，着力创建

双师型法学教育机制［１２］。甘肃政法大学也主动

与司法实务部门对接，如与甘肃省司法厅联合共

建了监狱学专业，与法律实务部门共担法治人才

培养的重任［１３］。

３．２　践行“通专并举”的卓越法治人才培养模式
新时代的卓越法治人才首先应当是人格健全

的人，而通识教育是将法科学子培养为合格的人

之关键所在。人们对“法学”和“法学教育”的第

一印象通常是“法律职业”和“职业教育”。笔者

认为这种职业教育应当解释为通识教育和价值教

育基础上的职业教育，即其不仅包含专业知识和

实践能力的教育，还应当包含法律理念、思维和人

文知识的传授。原因在于，若只进行单纯的职业

教育，培养出来的法律人往往会如工匠般处理法

律漏洞带来的问题，但如果他们掌握了哲学、政治

经济学和伦理学等学科的知识，就能够从规范的

目的、法律的价值等出发更好地解决问题。

传统课程划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两类，其中，

必修课包含专业基础课、专业主干课和公共必修

课，选修课包括专业选修课和公共选修课。为实

施“通专并举”的卓越法治人才培养模式，首先，

我们可以从优化课程体系着手，将传统的课程体

系改为由核心人文素养版块和核心专业能力版块

组成的课程体系。在对相关课程对法学生人文素

养涵育和潜能激发的作用力大小进行评估之后，

将上述课程分别设置为核心人文素养版块的通识

必修课、通识限定选修课（指学生必须在指定的

若干组课程中选修一定组数的若干课程，或在若

干门指定的课程中选修一定门数的课程）和通识

任意选修课［１４］。其次，可以作出通识教育课程不

少于所有课程１／３的硬性规定。最后，法学院校
可以定期举办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知识

相关的有奖竞答活动，评选出优秀读书笔记和读

后感并公开展览，以此激发学生阅读人文类著作、

深入学习人文知识的兴趣。

针对上述法学专业教育缺少院校特色的问

题，笔者认为，可以将非诉人才的培养从以诉讼人

才为中心的法治人才培养模式中独立出来。非诉

人才分为专项业务类、专门领域类和综合服务类

三大类。其中，专项业务类包括知识产权代理人、

公证鉴证人员和职业侦查人员等，专门领域类包

含金融法律人才、房地产与建筑咨询人员和媒体

法律人才等，综合服务类包括国际法律服务人员、

新型商务律师和公司法律顾问等［１５］。各法学院

校可以根据本校的特色和优势，确定一种或多种

非诉人才培养方向，打造特色化的培养体系，为我

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培养并输送不同种类的非诉

人才。

３．３　打造“法学＋Ｘ”实验班深度交叉培养机制
新时代急需的复合型法治人才是指同时具备

法学专业素养和法学以外至少一门其他学科的知

识，且能够将不同学科的知识融会贯通的人才。

为破解前文所述复合型法治人才交叉培养机制方

面的难题，我们应当充分认知交叉培养机制的前

提：首先，不能要求法科学生既通晓法律知识，掌

握法律实践技能，又懂得各种工作岗位所需的科

技、管理等领域的知识；其次，个人的能力存在差

异，并非所有法科学生都适合并且能够朝着复合

型法治人才的方向发展；最后，为使法科学生顺利

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对法学生实行交叉培养

机制时必须保证其在本科四年内完成法学专业的

核心课程（至少 １６门），而在此基础上再增加其
他学科的课程可谓难上加难［１６］。

基于上述认知，笔者认为，新时代复合型人才

培养机制的优化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各高校在优势或特色专业与法学专业

交叉融合之前，应当先发展自己的法学专业，至少

应当先打造稳定的法学学科和师资力量，进而依

据自身特色进行交叉培养。唯有在强强联合的基

础上打造特色“法学＋Ｘ”，才能够真正培养出新时
代所需要的复合型卓越法治人才。例如，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在其科技领域学科较强的前提下，大

力提升学校法学实力并建构法学与新科技联合的

特色培养模式，经过２０多年的努力形成了法工融
合的办学特色［１７］。

第二，各高校在选择与法学学科联合办学的一

流学科或优势学科时，应当进行充分的评估论证。

需要考量的因素包括：本校哪些专业已形成相对完

善且极具特色或影响力的学科建设体系、法学院的

建设程度以及国家和地方的重要战略需求导向。

第三，在具体实施上，不同类学校应当建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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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机制。传统法学类高校或文科实力强的高校

可以利用自己的法学优势，由法学院向其他学科

渗透法学元素，并与按照前述方式甄选出来的特

定学院签订合作协议，或者与其他法学学科实力

不强甚至没有法学学科的理工或语言类高校签订

跨学校合作协议，共建共办联合培养实验班，从法

学生和特定学科学生中选拔自愿学习两个学科知

识且优秀的学生进行培养。例如：西南政法大学

通过前期的调研和论证，设立了“法学＋外语”“法
学＋监察调查”和“法学＋公共服务”实验班，并单
独制定了人才培养方案［１８］；中国政法大学与北京

外国语大学开展了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深度合

作，共同创办了“法学＋英语”联合学士学位项目，
通过两校的学习后同时符合两校毕业标准的学生

能够获得联合学士学位证书，满足特定条件者还

可继续在中国政法大学攻读国际法学硕士研究

生［１９］。对理工类高校、语言类高校以及法学相对

不具优势的综合性高校而言，可以从具备特定优

势的学生或一流学科的学生中遴选出对法学感兴

趣且愿意接受法学教育的优秀学生在大三转入

“法学＋Ｘ”卓越班并为该班级制定独立的教学计
划，采用法学和特定专业双导师制，让该班级的学

生在大三、大四主修法学专业核心课程并继续学

习少量原专业的核心课程。以中国地质大学为

例，该校发挥其地理学一级学科的优势，在法学专

业开设“矿产资源法学”等特色课程，让法科学生

参与部分地理学专业的实习。再如，重庆大学结

合学校优势学科开设了“建筑法”“房地产法”和

“会计法”等特色法学课程，着力形成“法学＋一流
或优势学科”的课程体系［２０］。

３．４　双管齐下，强化法律职业伦理教育
《２．０意见》要求高校面向全体法学专业学生

开设“法律职业伦理”必修课，旨在实现法律职业

伦理教育贯穿法治人才培养全过程。因此，各高

校应当依据《２．０意见》开设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必
修课，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法律职业伦理教

育机制。

一方面，笔者对法律职业伦理必修课的具体

设置有如下建言：第一，该课程的开设时间应当为

大一第一学期，这样可以使法科学生刚接触法学

专业就树立起一个基本的法律信仰。该课程与法

理学课程相辅相成，为之后的专业学习和实践打

下牢固的思想基础［２１］。第二，该课程的学时数应

当小于或等于所有法学专业学生必须完成的其他

９门必修课（一类必修课），同时又大于各高校根
据院校特色开设的 Ｘ门专业必修课（二类必修
课）。如此一来，既能让学生明白该课程的重要

性，又不会过分占用学习其他专业知识的时间。

第三，该课程应当将理论与案例相结合，既要包含

法官、检察官、律师等主要法律职业的职业伦理理

论知识，又要包含该方面的典型案例，通过弘扬正

面人物的法治精神和剖析反面人物如何一步步背

离法律人初衷，让学生们感受到职业伦理课堂的

生动性并接受相关教育。

另一方面，仅通过一门必修课来培养学生的

法律职业伦理是远远不够的，对学生法律职业伦

理的培养还应当贯穿法学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全

过程。这对法科教师的职业伦理素养提出了较高

的要求。因此，高校应当设立适当的考核标准对

教师的法律职业伦理素养进行定期测评，如采取

随堂测评、视频评议等方式对教师课堂上的言行

举止、法律职业伦理与知识点的融合程度以及听

课学生的课堂反应作出综合评价。实践教学领域

的法律职业伦理培养可以参考借鉴美国的培养机

制，即：要求学生定期完成案例分析报告，而选用

的案例均存在一定的道德困境，学生要完成报告

就必须进行法律职业伦理分析，并在这一过程中

不断加深对法律职业伦理的理解。

４　结语
新时代对卓越法治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各高校法学院应当基于《２．０意见》，以实践
教学与理论教育协同融合为目标创立实践教学新

机制，以通专并举模式为载体强化人文知识教育，

以“法学＋Ｘ”实验班为基础输送复合型卓越法治
人才。此外，以上好法律职业伦理必修课、深度融

合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为抓手，努力实现《２．０意
见》中“厚德育，铸就法治人才之魂”的目标，培养

出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需要的卓越法

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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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背景下理工科院校学科交叉人才

培养模式实践与探索

康苒１，吕英波１，陈学胜２，刘丹丹２，徐天河１

（山东大学 １．空间科学与物理学院；２．商学院，山东 威海 ２６４２００）

摘　要：传统文科人才培养具有“守正创新”的特性。新时代对传统文科的创新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来，交
叉专业种类有所增加，但交叉专业的设立对学校以及院系的要求较高，学生修读难度大，且政府和企事业单位仍侧重于

“科班出身”的拔尖人才，在就业问题的加持下，新文科建设道阻且长。山东大学（威海）空间科学与物理学院在不改变

原有学科专业的基础上，以学院优势学科开设的通识课程为依托，大力推进新兴学科交叉建设，设立“遥感＋金融”本科
生选修课程，率先开展空间科学与金融领域的交叉人才培育，结合学院大力实施的本科生导师制，探索由通识教育到专

业融合、由理论传授到实践创新的跨学科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

关键词：新文科；学科交叉；复合型人才；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０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２４）０１－００８１－０７

　　２０１８年 ８月，教育部高教司正式提出“新文
科”这一概念。随着“六卓越一拔尖”计划２．０的
正式启动，新科技革命与文科融合引起了社会的

广泛关注。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专业目录》，我国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新增文科专业
３２个，占比为 ４２．１％［１］，这一数据充分表明我国
正在革故鼎新，积极推动文科专业的深度融合，进

一步加快新文科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文史

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中强调，在新的

时代条件下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２］，这也是全面推进我国新文科

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我国对学科交叉关注得相

对较晚，１９８５年召开了首届交叉科学学术讨论
会。当时，由于学科制度发展较为深入，学科交叉

并没有成为国家科学发展战略，在实施的过程中

也困难重重，未有力推进，这也导致我国哲学社科

领域发展迟缓。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国家学科制

度下我国培养了一大批术业有专攻的专项人才，

文理科生思维方式也因此有了明显的差异：文科

生习得往更宽广领域拓展的横向思维，理科生则

习得往纵向延伸发展创造的纵向思维。当今世

界，学科前沿的重大突破和重要创新成果，大多是

多学科交叉、融合和汇聚的结果。因此，高等院校

人才培养模式从单一学科转向学科交叉已是大势

所趋。学科交叉人才培养主要是通过跨学科教育

来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且具有跨学科知

识结构或背景的人才。

山东大学原校长樊丽明指出，新文科育人要

勇于打破学科专业壁垒，大力推进人文社会学科

内部及人文社会学科专业与理、工、医专业的交叉

融合发展［３］。卞雅婷提出，理工科院校的文科创

新发展需要在人才培养方案上创新，将本校的优

势工科元素融入文科，进而形成独特的学科优

势［４］。蔡劲松等人指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立足

１８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５－２５
基金项目：国家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２０２１１４００８４）；山东省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面上项目（Ｍ２０２１３２２３）；山东大学（威海）教学

研究与教学改革一般项目（Ｙ２０２２０６８）
作者简介：康苒（１９９１—），女，山东梁山人，实验师，博士，主要从事遥感技术与应用、遥感技术学科交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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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现有行政管理、经济学２个国
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依托学校工科优势，融

合“信息技术＋公共管理＋情景模拟”打造人文社
会科学特色课程［５］。滁州学院李丹等人依据新

文科建设内涵，提出建设“两结构＋五支撑”的金
融与统计类专业新文科建设特色体系［６］。武昌

理工学院蔡贤浩等人对创新法学人才“三维”培

养模式进行了探索与实践［７］，长春理工大学结合

自身理工科优势制定了“人工智能＋法学”特色培
养方案［８］，积极推进法学学科与人工智能学科交

叉互融，旨在培养新文科复合型人才。

在新文科建设中，理工科起到的作用大致可

以分为以下四类：①技术支持作用。例如疫情期
间，飞速发展的网络技术和其他现代科技产品为

线上授课、学科讨论等提供了技术支持。②理工
科的学科产物和工业产品成为文科学科的研究对

象，如在宣传、营销等领域。③通识教育作用。学
校通过开设跨学科的通识课程群来培养学生独特

的跨越学科界限的思维方式，努力拓展其知识视

野。④根据自身学科特点，实现文科与理科交叉
融合，让它们成为彼此的一部分，如计算法学、大

数据管理与应用、金融科技和商业智能等。长期

以来，理工科与文科有一定程度的交叉融合，但主

要集中在第①②种类型。近些年来，得益于我国
大力实施的通识教育计划，为文科专业学生开设

的自然科学类和工程技术类通识课程也在蓬勃发

展中。但如何真正让理工科融入文科专业，让它

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部分，从而提升学生专业

分析、认知社会的能力和水平，是当前亟待深入研

究的课题。

山东大学作为历史悠久的综合类大学，见证

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不断深化改革与科

学发展的光辉历程。早在２００８年，《山东大学关
于跨学科联合培养研究生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

出构建多学科集成与交叉的学术环境是培养创新

型人才的必由之路，建议每年自主设置一批新兴

学科和交叉学科的二级学科博士点和硕士点，并

鼓励研究生和导师从事跨学科研究，设立研究生

跨学科研究基金，积极探索跨学科改革之路。山

东大学（威海）空间科学与物理学院拥有物理专

业和空间科学与技术专业两个国家级一流专业建

设点，２０２０年入选“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２．０基地”，致力于培养学科交叉复合型拔尖人

才。本文以山东大学（威海）空间科学与物理学

院、商学院的两个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为基础，

以理、工、文深度融合为目标，探索建设“遥感＋金
融”交叉育人平台，探索由通识教育到专业融合、

由理论传授到实践创新的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

为我国高等理科教育培养视野宽阔、综合素质高、

技术能力强的交叉复合型人才提供新的思路。

１　“遥感＋金融”学科交叉创新课程建设
探索

１．１　构建基于理工科通识教育的新文科交叉融
合课程

金融领域是指经营金融商品的特殊行业，其

所涉及的领域较广，如银行业、保险业、信托业、证

券业和租赁业等。在市场经济的金融活动中，信

息的获取至关重要。对经济主体来讲，获取信息

的渠道有很多种，既可以是上市公司、证监会、媒

体的公开信息，也可以是特殊渠道非完全公开披

露的信息。投资者、企业、政府等主体在对市场活

动及其变化趋势做判断时，需要准确、全面、及时

的信息。但是，很多情况下这些信息的获取并非

易事。也有个别经济主体披露的信息不透明、失

真，甚至捏造虚假信息，使得投资人对相关的金融

活动做出误判，或造成重大损失。因此，发现和利

用更为高效、安全、准确、迅速、廉价的大数据和分

析工具，已经成为当前金融市场“运筹帷幄，决胜

千里”的重要手段。遥感技术是指非接触式获取

地物信息的对地观测技术，具有覆盖面积广、周期

性强、历史数据可查阅等优点。对银行、证券公

司、投资机构等企业来说，遥感大数据可以用来进

行现场调查、辅助贷后风险管理、港口评估和期货

交易预判等工作，是具有广大应用空间的商业选

择。美国已率先开始利用遥感大数据 ＡＩ技术服
务金融市场的尝试。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

全法》和现行监管政策的约束，外资数据分析商在

国内市场尚无法顺畅地取得相应的经营资质和客

户信任，这为国内自有产业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发

展契机和政策缓冲期，相关民族企业品牌方兴未

艾。我国是世界第二大卫星保有国，卫星数量多，

但当前我国卫星大数据应用尚处在初级阶段，渗透

率不足２％。我国的遥感行业应用还主要停留在国
土、气象、海洋、农业、林业等领域。将卫星采集到

的海量数据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进行落地应用，是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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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相关产业发展关注的重中之重。

遥感与金融科技是两个技术壁垒很高的专

业，高校开设的专业课程往往只针对本专业学生，

两者泾渭分明。因此，在学科交叉教学的过程中

面临着诸多问题，如：多学科联合教学团队如何进

行分工协作？如何选择合适的课程内容让学生较

为全面地了解遥感、金融及人工智能的专业知识？

如何让学生将上述专业知识融会贯通？教学内容

应该如何选择才能更全面地体现遥感技术在相关

金融领域的应用？学科交叉融合是当前科学技术

发展的大势所趋，受到全球广泛关注，但机遇与挑

战并存。近年来，科学研究要解决的问题，包括前

沿科学问题和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越来越复

杂，单一学科的知识、方法、工具等不足以破解这

些重大科学难题，学科交叉研究发展趋势明显，同

时学科自身也在动态演变中。目前，我国金融与

遥感的学科交叉尚处于起步阶段，学科交叉的深

度和广度极其有限。要想让这两个行业进行精准

的对接，精通金融与遥感的专业人士至关重要。

但是，目前国内高等教育体系中很少开设专门的

课程来培养遥感＋金融的专业人才，相关行业的
人才储备也远远不足。在此重要机遇下，以“摄

影测量与遥感”等理工科通识课程为基础，结合

金融系目前已开设的课程，开展遥感与金融学科

的产、学、研深层合作研究，建设文理交融、科教一

体、课赛结合、校企互动、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学科

交叉课程，形成培养遥感＋金融复合型人才的新
范式。

交叉课程的设立主要是基于拟进行学科交叉

的学院已有专业方向展开初步探索，重点围绕学

科交叉团队教师授课课程及科研方向选择授课内

容，在授课过程中融入学科交叉理念及相关案例。

目前，山东大学（威海）空间科学与物理学院和商

学院、机电与信息学院部分专业方向初步开展了

交叉融合课程建设，如“摄影测量与遥感”“空间

科学与物理入门”及暑期课程“玩转遥感数据－赋
能金融领域”等。具体交叉融合方向见图１。

李志义认为传统课堂始终是由知识主宰，学

生要做的仅仅是聆听、理解和记忆，这种灌溉式教

学模式下，老师和学生可以用同样的标准与节奏

完成教学任务，教学效率方面优势明显，但其有碍

学生高阶能力的发展［９］。随着新时代高等教育

教学理念的发展，新课堂教学理念在教学内容、教

学方式等方面都进行了大幅改革，教师角色也发

生了显著变化。课堂从“以教师为主体”转变为

“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课堂内外的时

间得以调整，学习的决定权从教师转移给学生，

“翻转课堂”也成为新型学习模式的代名词。

图１　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方向

１．２　创新学科交叉课程教学模式，打造“圆桌式”
对话课堂

交叉课堂是由翻转课堂发展而来的专业课

堂，除了对课程教材高要求外，也强调授课过程中

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传授，对授课教师的知识储

备量要求更为严格。当前，新兴学科交叉体系尚

未健全，传统授课方式已无法满足创新型学科交

叉课堂的需求。“圆桌式”对话课堂以两个或多

个不同学科专业教师联合授课的形式开展，授课

教师抛砖引玉，围绕课程主题案例以师—生、生—

生、师—师提问和讨论的方式展开全方位、多层次、

多元化交流。课前，教师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提

前了解本节课程相关内容，准备与自己专业领域相

关的汇报内容，引导学生通过问答、交谈、辩论等形

式共同探索，勇敢发言，有同理心地倾听，理解不同

思想的差异。同时，引导学生向预设教学方向深度

思考，在合作中学习和解决问题。这种学生间或师

生间的合作学习更为有效，可以激励学生自由思考

和辩论，帮助学生取得更高的成就。

２　“遥感＋金融”学科交叉创新教育实践
探索

２．１　拓宽修读门槛，导师先行，建立优势互补、长
效稳定的学科融合团队

囿于传统的认知惯性，强调专业对口、崇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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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业专攻”的观念在我国仍然根深蒂固，“杂家”

不如“专家”的认识广泛存在。要打破这一“尴

尬”局面，就必须让更多的人先接受学科交叉的

先进理念，明确学科交叉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掌

握不同学科的先进技术和思想以解决本专业领域

的“疑难杂症”。目前，我国跨学科专业的报考基

本以硕士生、博士生为主，高校普遍认为学生应具

有一定研究水平才可以开展跨学科专业的学习。

国外高校亦是如此，如美国哈佛大学教育哲学博

士（Ｐｈ．Ｄ）项目，选拔高质量人才为Ｐｈ．Ｄ项目候
选人，进而培养学生成为卓越的学者、研究者、决

策者以及能提高美国乃至全世界教育成效的领

袖。然而从目前科技发展水平及发展速度来看，

社会对跨学科专业人才的需求将越来越大，因此，

跨学科专业的修读不应再断层式开展。如果学生

进入高校后只能先行修读报考专业，修读完毕后

再进行跨学科专业的修读，就会导致学生在修读

跨学科专业时陷入迷茫，无法定位自己的专业方

向，特别是在交叉专业就业前景尚未清晰时。跨

学科专业的设置根本上是为了培养“多学科”人

才，高校应降低学科交叉修读门槛，给予学生更多

时间进行跨学科学习。因此，设立面向全校开放

的本科生学科交叉公选课，使学生进入校园后能

够第一时间接触学科交叉相关内容，是加快实现

新文科背景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重要手段。

要想让遥感与金融这两个行业进行精准对

接，精通金融与遥感的专业人士至关重要。但是，

目前国内高等教育体系中几乎没有专门的课程来

培养“遥感＋金融”专业人才，也缺乏相关的教学
资料。因此，要建立完善的“遥感＋金融”课程体
系，必须先由授课团队进行学科方面的深度融合，

以前期的交叉研究资料为基础，依托空间科学与

物理学院和商学院的两个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

点，以理、工、文深度融合为目标，建立交叉融合的

“遥感＋金融”课程。让传统文科专业突破原有的
知识框架，将跨学科的知识融入已有的知识体系，

结合本科生导师制，设立交叉课题，引导学生主动

思考，激活学生创新思维。定期召开学科融合讨

论会，由遥感方向和金融方向的研究人员合作开

展相关方面的交叉研究，聚焦科学前沿，形成较为

新颖、丰富的研究资料，从而取得关键性研究

进展。

２．２　开发思政为先、专业为本的“遥感＋金融”课
程教学案例

跨学科课程通常涉及多门学科知识，而不同

的学科适用不同的讲授方法。教师不能简单地将

多学科知识叠加起来，而应以问题为导向，将多门

学科知识融会贯通，这也对授课教师的课程设计

和教学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方面，联合授课

组采取案例教学法，自主开发一系列针对性强、启

发价值大的教学案例；另一方面，在设计“遥感＋
金融”课程教学时，将思政元素作为重要的授课

内容穿插其中，将课程思想政治教育常态化、自然

化，做到思政教育“润物细无声”。在此基础上，

建立思政为先、专业为本的“六主题、两实操”案

例教学库。

例如，在《雾霾治理与绿色金融》教学案例

中，授课教师结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

意见》，让学生了解：我们国家在明知要承担巨大

碳减排成本、碳中和压力与挑战的情况下，依然选

择以提升自主贡献力度的方式实现碳中和，承诺

在时间上与发达国家大体同步地达成碳中和目

标，这体现了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历史责任与担

当。在尚有巨大“自有”碳空间余额的情况下，中

国自主推进碳中和进程，将为全球气候治理作出

发达国家无可比拟的巨大贡献。教学中，教师应

引导学生建立四个自信，增强其民族自豪感，点燃

其科技报国的热情。要让学生明白一个强国的发

展离不开强大科学技术的支撑，关键核心技术永

远是要不来、买不来的，从而实现爱国教育与学科

前沿的紧密结合，引导学生树立紧跟国家发展战

略、解决国家急需科技问题的决心和底气。在

《基于遥感技术的蓝碳评估》案例中，授课教师聚

焦科学技术对海洋“双碳”的支撑引领作用，介绍

蓝碳资源信用市场、蓝碳交易项目等的发展现状，

引出当前国家对蓝碳的重大需求，深度挖掘我国

海洋渔业的巨大碳汇市场，引导学生辨明当前形

势，扛起服务“双碳”战略的时代使命，坚定不移

地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绿色转型。联合授课组开发

的教学案例还包括：以码头、机场、商场等场所的

遥感数据为基础的《遥感技术赋能金融领域改

革》案例；结合威海市房地产市场实际情况开发

的《遥感技术在地产金融的应用》案例；结合农村

农民贷款难等问题设计的《遥感助力涉农信贷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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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的应用》案例；为落实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战

略、提高农民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保

障种粮基本收益而设计的《遥感技术在农险支农

惠农的应用分析》案例。“两大实操”案例包括基

于虚拟仿真平台的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实验和遥

感影像的简单解译及基本处理。授课教师通过六

大主题案例呈现详细的事实细节，以情景化的方

式将抽象的专业概念映射到具象的金融活动中，

辅以两大实操增强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亲历感和

把握度，从而提高学生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

授课教师将较为复杂的概念性知识实例化

后，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与思考，在授课过程中

精心设计提问环节，帮助学生厘清知识关系，使学

生用更宽广的视野去分析专业知识，认真思考学

科知识的交叉融合。教师对专业知识进行多角

度、多维度的分析讲解，拓展学生的思维。通过这

些教学案例，提升大学生对国内外经济、政治、科

技发展现状和趋势的分析、判断与决策能力，使学

生深刻理解、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学生

为我国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而自豪，增强他们的

凝聚力和向心力。此外，授课老师也可以结合自

身经历，引导学生将中国宏观经济发展实践与西

方经济学理论有机结合，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

递中国声音。

２．３　建立特色鲜明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范式
基于“遥感＋金融”教学、科研成果，结合学校

大力开展的本科生导师制度，通过各类竞赛和科

研活动提高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质量，实现多要素

协同互动，以及创新创业活动与专业知识的全过

程、渐进式有机融合。促进不同学科教师和学生

的互动交流，突出教学与人才培养的重点和主线，

形成独具特色的专业创新创业教育范式。

（１）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学
生一入校就开始实践创新能力的引导、培养，从低

年级开始进行专业课程和科技创新活动的融合，

尽早培养学生的融合意识，逐渐拓展融合的深度

与广度，由通识性融合逐渐向专业性融合过渡。

借助开设的学科交叉课程和假期实习实践、科研

立项等实践活动，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提

升学生的创新能力。

（２）创新教育实现全学科交汇贯通。学科交
叉融合是当前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特征，是新学

科产生的源泉，是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的有效路

径。学科交叉融合工作不局限于遥感和金融两个

专业，因此，我们的科研立项和科技创新面向全校

学生，积极发动其他理工专业甚至是文科专业的

学生参与到我们组织的创新创业活动中来。例

如，在“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
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和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

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等活动中，我们组建了多支

跨学院的参赛队伍。参赛的６４名学生来自空间
科学与技术、应用物理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数学与应用数学、金融学、工商管理、会计学、

生物科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等１０余个专业，实现
了专业知识互补，有利于不同专业学生的思维碰

撞，真正做到了理工融合、文理交叉，学生受益

面广。

（３）构建竞赛驱动、教学联动、课赛一体、科
教融合的教学模式。本着“以赛促学，以赛促教”

的指导方针，实施课赛结合的培养模式，通过多种

形式的创新教育建立了专题培训—校内竞赛—省

部级、国家级竞赛的培育模式，组织学生参加全国

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挑战杯”

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国际“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中国大学生
创业计划竞赛等专业相关的主流竞赛，将书本知

识与实践应用有效结合。在开展学科交叉工作的

一年时间里，累计联合指导本科生科研立项２项，
参与竞赛获省级以上奖项４项、山东大学优秀社
会实践项目 ２项，实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教”
的目的。

（４）产学研协同育人，培育拔尖创新人才。
目前，交叉团队已与部分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建立

了部分遥感专题产品、科研仪器设备、科研成果共

享机制，形成了较为丰富的合作案例，如产品策

略、价格策略、渠道策略、会计财务预算报表等一

切可开放共享的资源。鼓励学生结合国际经济环

境提出前瞻性方案，方案一经采纳，负责人可作为

团队核心成员与企业进一步接洽。对于证券、保

险、银行等行业的客户案例，经保密处理后，可以

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的学科优势对案例进行再次加

工分析，从而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提前了解

行业趋势。团队依托市重点实验室为合作企业和

学生提供开放性交流平台，定期组织参观交流，聘

请企业的专业人士担任授课教师和创新创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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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招募具有学科交叉意愿的在校生加入项目，

并推荐能力突出者到对接的金融领域企业实习或

工作。

３　结语
“遥感＋金融”属于新型学科研究方向。我国

金融与遥感学科的交叉尚处于起步阶段，学科交

叉的深度和广度极其有限，相关的教学、科研积累

较少。由于学科专业壁垒较强，学科交叉的特色

和差异性也未得到充分认识。因此，探索兼具示

范性和可推广性的新兴交叉学科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发挥高校教学改革创新的示范引领作用，是推

动我国新文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

通过前期对培养模式的实践和探索，“遥

感＋”复合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逐渐成熟，阶段性
产出成果如下：①课程建设方面。目前，已有３门
以上课程将学科交叉案例纳入课程建设，其中，暑

期课程“玩转遥感数据－赋能金融领域”已上线运
行２个学期。学生将上课的收获与心得体会发表
在了山东大学网站《山大日记》专栏，教学反响较

好。②教学案例建设方面。联合授课组把教学内
容编成案例，自主开发了一系列针对性强、启发价

值大的教学案例，积极申报了教育部碳达峰碳中

和领域教学资源、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及课程思政

优秀教学案例等。③创新创业教育方面。自“遥
感＋金融”学科交叉实施以来，直接参与创新创业
活动的学生近百人，联合指导本科生多次荣获创

新创业大赛省级以上奖项、优秀社会实践项目等，

推动了不同专业学生的大交叉、大融合，实现了

“遥感＋金融”教学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提升
了学生的创新能力。不难发现，“遥感＋”复合型
专业人才模式日趋完善，可将其推广至所有开设

了遥感相关专业的高校，并可启发相关单位探索

更多的“遥感＋”复合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此
外，专题培训—校内竞赛—省部级、国家级竞赛的

课赛结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能够促进多要素协同

互动，实现创新创业活动与专业知识的全过程、渐

进式有机融合，通过各类竞赛和科研活动提高创

新创业人才培养质量。这一模式也适用于其他高

校和其他专业的人才培养。

在学科交叉的初步探索中，虽然取得了较为

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如下几个问题：①新型
交叉方向起步晚，相关的教学、科研积累不足。②

团队融合机制不健全。如何整合资源，通过良好

的激励机制促使团队进行深度融合，产出创新性

的成果，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③教学相长的
机制尚不完善。激励教师将更多的精力投入本科

人才培育，还需更多的机制保障。培养政治素质

过硬、视野开阔、能解决复杂问题的复合型人才，

还要持续推进不同学科的深度融合，以学科交叉

推动专业融合，不断丰富授课内容和教学案例。

在现有基础上，逐步深入、层层细化，坚持以学科

融合带动专业融合，把学科融合做实，让传统文科

专业突破原有的知识框架，将跨学科的知识融入

已有的知识体系。在实际工作中，在已经形成的

创新育人模式基础上，结合教师的具体研究方向，

增设合适的项目主题，凝练思政元素，建设更多切

实可行、思政教育特色鲜明的课程教学案例，并将

之纳入人才培养过程。学科交叉课程只是学生培

养过程中的一个居中环节，高校应秉持学科交叉

课程与专业课程、学科竞赛、毕业论文写作等融会

贯通的理念，使专业融合覆盖学生的每一个教育

环节，形成内容丰富的课程讲义及其他育人资料。

此外，持续加强政产学研合作，组建更多多学科专

业交叉的本科生融合协作团队，开发新的技术方

案、资政建议等，健全科研实践和创新实践体系，

将“遥感＋金融”的融合模式推广至其他专业，助
力企事业单位的产业发展和社会管理等工作的开

展，从根本上增强大学生的跨领域知识融通能力、

人文素养与创新创业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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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来华留学生管理怎样“异”中求“同”？

———兼论趋同化管理

原宗琳１，２，陈麦秋３，张慧１，２

（１．广东药科大学 医药商学院，广东 中山 ５２８４５３；２．广东药科大学 卫生经济与健康促进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

３．广东药科大学 发展规划部，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

摘　要：伴随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的逐步推进，高校来华留学生趋同化管理成为新时期高校管理的重要课题。
从留学生趋同化管理可能遇到的困难入手，阐述对趋同化管理和文化认同间关系的新理解，同时对中国５所高等院校留
学生趋同化管理的实践进行分析比较，提出摆正国际办学理念、丰富教学内容、增强校园软硬件设施建设等推动高校留

学生趋同化管理的建议，以期为更多高校的留学生培养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趋同化；文化差异；双向趋同；管理体系认同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５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２４）０１－００８８－０６

　　长久以来，加强教育事业发展是中国社会和
谐发展、经济稳步前进乃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根本大计。近年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教育正以崭新的姿态迎接国际教育发展道路

上的各种挑战。其中，国际学生来华留学事业的

发展，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教

育部发布的《全国普通高校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报

告（２０２０年度）》显示，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亚洲
第一的留学目的地国。

留学生的引入，不仅提升了中国高校的国际化

水平，同时对促进对外文化交流、塑造中国国际形

象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留学生是一个文

化背景多样化的国际学生群体，其引入后的管理工

作更是重中之重。不可否认，当下部分国内高校在

推动留学生教育上仍存在一些误区，无形中增加了

高校的办学负担，也伤害了高校平等的校园氛围，

甚至出现“宽进宽出”的留学生特殊待遇。在这种

背景下，中外学生的趋同化管理彰显了其重要性。

２０１８年教育部印发的《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
规范（试行）》再次提出“逐步实现中外学生教学管

理的趋同”，并进一步细分至教学管理、学生管理和

服务三个方面，这也说明趋同化管理已经是现阶段

来华留学事业发展的必经之路［１］。

本文在对“趋同化”管理理念作出全新阐释

的基础上，对中国高校当下趋同化管理可能面临

的困难进行分析，并通过中国５所高水平大学的
留学生趋同化管理经验，为今后普通高校的教育

国际化发展和留学生培养提供可参考的建议。

１　留学生教育趋同化管理之难
留学生趋同化管理的精神内核，并非仅有统

一、同化等思想，而应秉持同中有异、求同存异的

基本理念。具体来讲，趋同化管理主要在于：既注

重学生教学管理的普遍性特征，建立一种具备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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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性”的教学管理模式，进而实现中外学生教育

和管理的一视同仁，又应注意留学生群体在风俗

习惯、意识形态上的特殊性，指引其全面认识中国

国情和文化，从而真正融入高校学习和生活，学校

也能更有效地开展教育管理活动。故而，正确认

识趋同化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可以使留学生管理工

作更加顺畅。

１．１　文化的差异与冲突
留学生与本土学生之间差异的根源在于跨文

化问题。霍夫斯泰德认为，所谓“文化”，是同一

个环境中的大众具有的“共同心理程序”，文化并

不是一种个体特征，而是具有相同社会经验、共同

教育背景的群体共有的心理程序［２］。实际上，文

化冲突并非一无是处，只要科学对待，留学生管理

工作便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正是因为文化冲

突的存在，国际交流活动才被赋予了实际意义，国

际教育才有了丰富的意蕴。

对留学生群体来说，对另一种文化的认同是

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甚至称之为一种严峻的心

理挑战也不为过。首先，物质环境的巨大转变可

能会使很多留学生感到不安，如气候、饮食、服饰、

建筑风格、交通等。严重者可能出现心理和生理

症状，如“发怒、焦虑、认知损伤、敌意、抑郁、疲

劳、恐惧、肠胃问题、头疼、肌肉紧张”等等［３］。其

次，留学生对自身身份与群体间关系的认知可能

偏离现实。留学生来源国的文化构建了他们的自

我认识，他们通过自我与群体的差异认识来定位

自身，同时本能地体现出对“内群体”（留学生群

体）的偏爱和对“外群体”（本土学生群体）的贬

低，而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就可能升级为偏见和歧

视［４］。再次，受心理的支配，留学生可能出现行

为偏差。留学生行为偏差产生的后果可以用“一

损俱损”来形容，个人行为失当不仅于己不利，更

将影响学校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乃至办学声誉。

综上，留学生因为不同国家文化差异而显示出的

种种“不耐受”，将使趋同化管理成效大打折扣。

１．２　国际办学价值取向失当导致制度匹配错位
价值取向对高校教育制度设计起根本性指引

作用。当前，国内很多高校为争取“双一流”而在

留学生管理方面制定了很多绩效指标，如在校留

学生数量等。然而，如果高校为达到留学生数量

指标而选择放宽其准入制度，必将带来学生质量

的下降。国际上留学生入学考试制度主要有美国

的学术能力评估测试（Ｓｃｈｏｌａｓｔｉｃ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Ｔｅｓｔ，
简称ＳＡＴ）、德国的德适考试（ＴｅｓｔｆｏｒＡ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简称ＴｅｓｔＡＳ）和日本的日本留学生考试
（Ｔｈｅ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简称 ＥＪＵ）等，对留学生
学习和学术能力的要求等同甚至高于本土学

生［５］。而我国排名前１００位的高校选拔留学生的
模式基本分为入学考试模式、申请—审核模式、免

试入学模式、预科教育升学模式。其中，多达

９３％的高校采用免试入学模式，申请条件为达到
一定的语言要求并提交相应的材料，无需其他反

映个人综合素质的证明［６］。很明显，当急功近利

的价值取向占领国际教育高地时，教育制度势必

尽显偏颇。

１．３　留学生教学管理体系仍旧不完善
中国高校的留学生管理体系主要通过三种模

式构建［７］。一是“国际处联合国际学院”，由国际

处负责留学生的招生、奖学金申请、住宿、休学等

行政管理工作，国际学院负责所有留学生的培养

和教学工作。这一体系看似简洁且权责分明，实

际上抹杀了留学生与中国本土学生日常学习生活

中的交集，文化的理解、认同和传播更是无从谈

起。二是“国际交流合作学院”，该模式下，学院

以独立部门的身份对留学生的所有事项全权负

责，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意味，但仍会造成

校内职能部门设置冗余，资源配置失当，最终可能

失掉“平等、公平”的基本前提。三是“国际处联

合多学院”，由国际处负责留学生招生等行政管

理工作，之后将留学生指派入相应学院进行学习。

部分学校在采用这种体系时会遇到语言障碍。留

学生和本土学生合班上课的话，需要前者具备基

本的中文听说能力。分班学习则需要配备全英教

学的专业教师并专门制定留学生教学计划和方

案，这容易导致中外学生的学业交流受阻［８］。

１．４　服务缺乏国际化水平依旧是留学生管理的
短板

留学生管理中，“家长式”掌控一切的管理模

式忽视了留学生的很多合理诉求，并未充分考虑

留学生的服务体验。本土学生反映和留学生对比

遭遇待遇不公的事例屡见不鲜，而这都源于办学

者长期以来的传统思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

期，来华留学生工作更多是政治外交在教育领域

的延伸，留学生名额、奖学金投放等主要遵循国际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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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的基调，留学生作为“国际友人”的代表在中

国享受各类“超国民待遇”［９］。除此之外，学校还

会给予留学生一些生活上面的补贴。这种做法会

颠覆国人对奖学金“励学”的基本认知，而顺理成

章地认为奖学金更像一种教育援助，与学业进步、

素质提升无关。这种服务制度同样有失公允。

２　国内高校留学生趋同化管理实践之
比较

据《全国普通高校本科教学质量报告（２０２０
年度）》的相关数据，所有高校留学生中，选择在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３９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求
学的有２．６６万人（占比２５．２９％），选择在西南大
学、西南交通大学等８９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求学
的有２．２６万人（占比２１．４８％），可见，一半来华留
学生会优先选择进入国内双一流大学学习。表１
是全国各大高校中留学生人数排名的前１０位，其
中不乏我国“双一流”高校建设中的领跑者，办学

历史悠久且教学质量优秀。依据表１的全国排名
和留学生人数，本文主要选取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为研究对

象，探究中国高校留学生趋同化管理实践的发展

特征并从中总结可借鉴的管理经验，以期推广至

更多的高校。

表１　２０２０年校友会中国大学留学生人数排名

名次 学校名称 留学生人数 全国排名 办学层次

１ 北京语言大学 ９０５６ １３０ 中国一流大学

２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８５５５ ８８ 中国一流大学

３ 北京大学 ７７９３ １ 世界一流大学

４ 上海交通大学 ７４１２ ６ 世界一流大学

５ 浙江大学 ７１９３ ４ 世界一流大学

６ 复旦大学 ７０５７ ３ 世界一流大学

７ 华东师范大学 ６４７２ ３２ 世界高水平大学

８ 清华大学 ６３７９ ２ 世界一流大学

９ 云南民族大学 ５８１２ １６７ 中国一流大学

１０ 东华大学 ４８６５ ５６ 中国一流大学

　　注：数据来源于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

２．１　北京大学的留学生管理实践
北京大学全校留学生由国际合作部归口管

理。国际合作部主要负责管理外国留学生、港澳

台学生、交换学生和研究学者、交流学者，包括发

展规划的制订、招生录取、外事和教学管理、生活

服务、经费管理、国际校友联络等业务。在管理队

伍建设方面，北京大学于２０１１年在全校院系层面

建立了留学生辅导工作制度，在学业、思想、活动、

安全、签证居留及住宿管理等方面为留学生提供

服务和帮助。在校园生活方面，留学生同中国学

生一样无差别地享有各项公共服务设施，参与校

园社团文体活动，每年一度的“国际文化节”已成

为校园文化的亮点。在留学生教学管理方面，学

生需按照所在院系所学专业的课程安排和教学计

划参加课程学习，原则上与本土学生合班上课，毕

业学分要求与本土学生基本相同，不减免学分。

在留学生毕业后的相关支持上，学校成立了留学

生校友联络办公室，加强与校友工作办公室的沟

通协作，积极解决毕业生回国后可能遇到的人际

交往、返乡再适应、就业等方面的困难。

２．２　清华大学的留学生管理实践
清华大学留学生趋同化管理体系以国际学生

学者中心为主要部门，该部门负责整合校内外资

讯和资源，为国际学生学者提供签证、保险、奖学

金、学业支持、心理发展、实习就业、校友联络、住

宿生活、法律政策和文化交流等事务上的帮助。

管理队伍建设方面，清华大学于 ２０１５年 １２月成
立国际合作领导小组，并于次年１０月成立清华大
学国际合作与发展委员会，吸纳校外专家、学者与

校友，助力清华大学国际化发展。近年来，通过

“行政与后勤队伍国际化能力提升计划”，学校构

建国际化服务平台的同时对全校行政管理人员进

行提升国际化能力的多种培训。留学生文化生活

方面，学校定期举办文化交流活动与文化浸润项

目，支持发展国际学生社团组织和国际学者俱乐

部，同时，每周围绕某一时下热点话题进行中外学

生文化交流沙龙，加深国际学生学者对中国文化

和世界其他各国文化的理解，培养其跨文化适应

力和全球胜任力。留学生教学管理方面，留学生

的教学计划由各系自主制定，原则上与本土学生

保持一致，但会兼顾留学生的专业素质差异。二

级学院下属各系均指派一名留学生指导老师，主

要帮助留学生按教学计划选课，同时积极跟进其

思想动态，必要时开展心理疏导工作。清华大学

苏世民书院每届招收的学生中，有８０％为国际学
生。书院最具特色的“中国社会实践”课程让学

生有机会了解中国的不同地区并深入开展与政

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主题相关的研究。学生能够

有针对性地考察相关企业和与社会发展相关的农

村、基层社区、学校和养老机构等不同的实践基

０９



第１期 原宗琳，等：高校来华留学生管理怎样“异”中求“同”？

地，在鲜活的体验和丰富的实践中触摸中国社会

发展的脉搏［１０］。

２．３　复旦大学的留学生管理实践
复旦大学外国留学生工作处是学校外国留学

生归口管理机构，主要承担管理、协调全校外国留

学生教育的职能，为全校外国留学生提供留学生

活指导与服务。工作处下设招生办公室、学生办

公室、综合办公室。留学生的招生、奖助学金、签

证、学籍和教务、国际学生社团管理等工作均由该

部门统一管理。留学生教学管理方面，主要由各

学院负责，复旦大学按照学科交叉和大类融合的

原则将各学院分至自我管理的五大书院（志德书

院、腾飞书院、克卿书院、任重书院和希德书院），

教学制度由各书院自行制定，留学生和本土学生

实施趋同化管理。学校还设有国际文化交流学

院，主要对外国留学生进行汉语和中国文化教学，

包括文学、历史、经济、哲学、国际关系等辅助教学

内容。留学生文化生活等方面，书院按学校住宿

区域划分，物理空间相对独立，包括一个区域内的

公寓和公共空间，留学生可以通过书院生活深切

体验大学文化，从而实现复旦大学文化育人的目

标。学院常设的自我管理委员会也会引导学生在

此平台上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

我监督，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此外，还有

很多留学生社团，它们大多是依据不同国别设置

的。在２０２２年初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高峰期，
来自复旦大学国际学生志愿者服务队的留学生志

愿者们在校园疫情防控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

支志愿者服务队伍不仅实现了“鼓励国际学生融

入校园生活”的初衷，也为校园抗疫作出了很大

的贡献。

２．４　浙江大学的留学生管理实践
浙江大学设有国际教育学院这一直属单位，

负责全校国际学生的招生、管理、后勤服务，并承

担国际学生的汉语和中国文化教学工作。国际教

育学院下设综合事务办公室、招生事务办公室、教

学事务办公室、学生事务办公室、对外汉语教学中

心和外国专家留学生服务中心。师资队伍建设方

面，国际联合学院下的书院依托发展导师、兼职导

师等开设“导师工作坊”，提供“问诊式”学生成长

咨询服务和“菜单式”学生能力发展指导。留学

生教学管理方面，教学计划均由国际教育学院按

高等学校教学计划要求制定，如为教育专业留学

生单独开设汉语和中国概况必修课，为哲学、政治

学专业留学生单独开设政治理论必修课。留学生

文化生活等方面，浙江大学国际校区学生会在丰

富留学生课余生活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作为一

种校内群众组织，国际校区学生会下辖多种类的

学生社团，如公益服务类、体育运动类、学术科技

类、文化艺术类等等。

２．５　上海交通大学的留学生管理实践
上海交通大学趋同化管理体系职能较为分

散：留学生发展中心负责招生、奖助学金申请等工

作，教务处负责教学管理，学生处则负责保险、宿

舍等日常管理，财务处负责各项费用的收缴工作，

保卫处负责处理各类事件。留学生教学管理方

面，各院系原则上执行统一的本科专业教学计划，

但也可针对国际学生制定个性化教学计划。招生

过程中，学校对本科留学生的汉语言能力并无硬

性要求，满足相关法规要求即可，这是区别于前４
所高校的地方，留学研究生则需要在学校发布的

英文能力考试中选择一种并在有效期内达到最低

分数要求。教学过程中，除极少数公共基础理论

课程外，不为留学生单独开课，力求留学生与本土

学生全程保持课程一致。留学生文化生活等方

面，学校设有留学生会，下辖体育、传媒、志愿者、

学研、文艺等部门，极大地丰富了留学生的校园生

活。另有一些品牌活动，如 ＩｃｅＢｒｅａｋｉｎｇ、万圣迎
新派对、双蛋迎新夜、ＳｔａｙＬｏｖｅ爱心募捐、摄影大
赛、国际文化节、语言文化交流活动等，能够帮助

留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加强了中外学生的

交流和融合。学校还有其他１００多个社团面向留
学生开放。校友会也为留学生的毕业后去向和回

国后再适应提供了很大帮助。

综上，５所高校的留学生趋同化管理不乏共
同之处：（１）教学管理层面，排除特殊情况，５所高
校的留学生均和本土学生执行同样的教学计划，

在学业上摒除区别对待的现象。同样的课堂、同

样的老师、同样的课程考核方式、同样的评分标准

等等，不仅体现了中外学生公平考核的基本原则，

也是对学生专业知识掌握情况的试炼，以确保其

收获真才实学，同时也助力学校做好“育才”的本

职工作。（２）文化生活方面，留学生课余活动的
设计和学生社团的发展都十分完善，留学生能够

定期参加很多不同种类的群体活动。更重要的

是，学校社团面向所有学生开放，这足以证明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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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文化交流是加以鼓励的，此举能够增进留学

生和本土学生的国际友谊，保留文化差异的同时

增进文化融合。（３）留学生毕业后续工作方面，５
所高校都成立了海外校友会，在留学生离校回国

后面对各种困难时给予支持，同时也为有意向报

考中国高校的国际学生提供帮助。５所高校的校
友会都会定期举办活动，如清华大学在瑞士的校

友会每月组织徒步、读书分享、艺术品品鉴等交流

活动，以此创造新老学生互帮互助的平台，同时定

期跟进留学生在母国的动态。

３　来华留学生趋同化管理的启示和建议
教育国际化不能片面等同于“西方化”，中国

高校留学生管理趋同化也不应是对西方文化和教

育体系的趋炎附势和盲目崇拜，因此，中国需要有

独具特色的国际化教育体系，而不是简单的复制

粘贴式教育管理借鉴模式［１１］。结合前文的经验

总结及分析，笔者提出以下意见。

３．１　广泛推行留学生趋同化管理，需要从革新理
念出发，重视差异，逐步融合

高校首先要解决的便是文化间性问题，而间

性问题通过“延异”“关联”“融合”这三个要点得

以呈现［１２］。在实施管理之前，我们要认识到文化

差异是非静态的且非绝对的，各个国家的文化传

统都在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即所谓“延异”，

我们应当承认并鼓励差异，在捕捉差异的同时发

掘不同文化的相似之处，即“关联”，最终实现文

化间的互动式契合，即“融合”。现实中，部分高

校会针对留学生管理相关部门的职工举办一些跨

国文化交流活动，让管理者切身体验和认识他国

文化。从“管理者”身份转为“外国人”身份后，教

职工便能清晰地了解留学生可能面临的困难，以

及管理体系中应当改进的地方，从而完善管理理

念，避免自贱式体系照搬或是自我优越心理产生

的冷眼旁观。

３．２　教学方面，丰富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提高
办学质量

很多留学生之所以选择到国外学习，除了想

习得就业所需的专业知识，也希望了解世界不同

的文化。前文提及的高校中，有的专门开设了国

际文化交流学院或是专门传播中国文化和语言的

学院，学院下设专业丰富，涵盖了语言、政治、经

济、历史、哲学等多类学科，能够满足留学生提升

专业素养和加强文化交流的需求。此外，受新冠

肺炎疫情的影响，近几年线上教学的发展速度惊

人，授课内容和方式的革新也较快，很多高校利用

慕课等平台将校内优秀线上课程分享给更多学

生，这也是留学生接受与本土学生均等教育的一

个重要途径。

３．３　留学生日常学习、生活方面，加强硬件环境
建设，提供良好的生活设施

虽然此前网络上对于留学生在宿舍、餐饮等

方面享受“特殊待遇”多有诟病，但高校理应尊重

留学生个人传统习俗、民族习惯等，为其提供必要

的特殊设施，如供穆斯林学生就餐的清真餐厅、留

学生能够便捷浏览的图书馆英文网站等等。此

外，前文提及分散化管理体系的问题，其中一项便

是信息化建设。高校可以学校统一身份认证为基

础，建立数据共享机制，所有信息可以通过云数据

库同步至教务系统、学生管理系统等，留学生选

课、学习成绩、住宿情况等信息也能通过该机制及

时同步反馈到留学生管理核心部门，使各管理部

门同时掌握留学生在校的各类情况，从而形成双

向共享机制［１３］。

３．４　优化留学生管理和教学岗位师资配备，做好
教学与服务管理支持

管理服务层面，一方面，可以以留学生管理核

心部门为基础建立跨文化心理咨询、语言文化支

持体系。国际学生出入他国，语言是首先要攻克

的适应问题，其次就是不同的风俗习惯。当留学

生感到压力时，往往伴随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这

需要管理部门及时留意和疏解。高校可以设立跨

文化心理咨询室、语言培训班以缓解留学生的心

理问题和社会文化适应问题。另一方面，留学生

的学术能力培养是至关重要的环节，高校的基本

职能在于传道授业，仅停留在缓解文化冲突的管

理服务体系无异于舍本逐末。因此，过硬的学术

支持体系依旧是实现留学生趋同化管理的关键要

素。为此，高校可以教学院系为单位，为不同年级

的留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学术能力提升办法，如：

设立课程支持小组，由相同课程的授课教师为该

课程的留学生提供学习方法的指导、重点内容答

疑、考试辅导等；也可组织同专业学术能力较强的

教师成立学术支持小组，或执行导师制，定期向留

学生讲授学术论文写作技巧，督促留学生掌握不

同专业的学术逻辑并提升科学研究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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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同化管理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我国高等教育

国际化，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理念、制度也需要

在国际社会上得到认同。这便不能简单将国际学

生“同化”到本国教育体系，或是生搬硬套、完全

复制国外学校的留学生教育经验。中国高校应走

出独具中国特色的国际化教育道路，既做好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也做好来自世界各地求

学者的领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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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１６Ｎｏ．１
Ｊａｎ．２０２４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２４．０１．０１４

“云招聘”视角下西部高校就业服务现状及

优化策略研究

门一１，马美馨２，郭军豪１

（１．西安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５４；２．长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４）

摘　要：随着后疫情时代的来临以及互联网技术的日渐成熟，“云招聘”模式成为对传统招聘模式的重要补充。以
西部高校的就业服务体系为切口，分别从就业认知服务、就业实践服务、就业渠道服务、创新创业服务以及软硬件配套等

五个维度展开调研。针对现阶段高校就业服务存在的问题，提出构建阶段性就业引导体系、高效运用科技化手段、优化

社群管理模式、营造创新创业良好环境和构建多元化服务团队等优化措施，为进一步提升大学生就业满意度、打造高校

高质量就业服务、优化新型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提供有力支撑。

关键词：云招聘；西部高校；就业服务；创新创业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０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２４）０１－００９４－０７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强
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

充分就业”。随着２０２２年高校毕业生规模首次突
破１０００万以及就业环境发生颠覆性变化，我国
青年群体失业率达到 １７．９％（数据来源：２０２２年
１１月１５日国民经济运行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
布）。目前，国内大学生就业形势呈现就业难度

加大、就业选择多元、就业意愿下降、创业意愿增

强等整体性特征。西部地区相较于东部沿海地区

经济活力较弱，在高校毕业生人数逐年攀升和疫

情冲击的双重压力下，能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西

部高校大学生就业呈现地域性特征，如城镇就业

倾向明显、自主创业意愿不强、就业速度较慢等。

在后疫情时代背景下，如何高质量完成人才

培养、人才供给和人才输送的社会责任，成为现阶

段高校亟待解决的问题。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

直接冲击，国家五大部委曾于２０２０年发布联合通
知，提出暂停高校毕业生现场招聘，鼓励开展“云

招聘”。之后，“云招聘”借助互联网技术，采取线

上职位发布、空中宣讲会、线上双选会、语音视频

面试等多种形式，解决了跨省、跨境线下活动受限

的问题，以低成本的方式受到企业青睐。未来，随

着互联网及 ＡＩ技术的日渐成熟，“云招聘”将成
为助力企业打赢“人才战”的有力武器。

然而，目前国内高校应对“云招聘”的就业服

务仍处于调整期，还未能最大限度地挖掘互联网

平台的潜力，各参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较低，且无

法有效对接供需双方。因此，本研究意图通过在

西部高校毕业生及就业服务工作者中开展深入调

研，明确“云招聘”模式下高校就业服务工作普遍

存在的问题，为做好毕业生就业保障工作提供对

策与建议。

１　文献综述
１．１　云招聘与就业服务

“云招聘”是依托远程互联网技术实现岗位

发布、简历投递、简历筛选、面试、测评、签约甚至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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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职等环节全流程在线化的招聘模式［１］。“云招

聘”具有以下特点：（１）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全流程线上管理，具有高灵活性和便捷性；（２）降
低招聘双方成本，有效提高招聘效率；（３）调动多
主体广泛参与，覆盖面广；（４）新技术加持，招聘
场景丰富，招聘渠道多样［２］。

本研究中，就业服务是指由高校提供就业信

息、职业内容介绍、政策讲解、职业发展指导以及

就业技能培训的一系列活动过程［３］。根据主体

的不同，就业服务可以分为公共和私营两种形式。

公共就业服务是以政府为指导、社会各方共同参

与的为提升就业者技能水平，继而使其获得就业

机会的服务。而私营就业服务是以企业或者个人

为主导，通过为相关群体提供就业指导和技能培

训从而获利的一种服务。高校大学生就业服务是

通过有效规范、约束和引导来激励学生就业，从而

对学生就业行为进行横向和纵向管理的过程。

传统就业服务参与主体众多，服务内容模块化

明显，且由于高校层次不同，毕业生群体差异明显，

很难形成统一标准。高校在就业服务过程中的角

色也并不突出，主要体现在对企业、学生及社会组

织的衔接与对接。在“云招聘”背景下，就业参与

主体不在物理空间进行大规模流动，大多通过云端

来完成就业准备、就业推荐、就业指导、双向选择、

就业签约、就业派遣及人事关系转移等多个环节的

工作［４］。因此，高校正在从保障性角色向主导者角

色转变，这一转变意味着其工作重点将从就业服务

的衔接转向对就业工作的全面统筹管理。

１．２　人职匹配理论
１９０９年，弗兰克·帕森斯提出“人职匹配”理

论，他认为首先应该达成职业与个人专业知识和

专业技能的匹配，其次是达成职业与个体兴趣、价

值观等人格特质的匹配，该理论是职业指导的基

础型理论［５］。在人职匹配的过程中，个体具有较

高的主观能动性，应充分了解自身特点，挖掘自身

能力优势，以获取职业成功。霍兰德将人职匹配

分为职业兴趣匹配、职业能力匹配和职业人格匹

配，国内学者则提出人职匹配不仅应关注以性格

特质为主导的内在匹配，还要考虑以技术能力为

主导的外在匹配［６］。

１．３　职业生涯与职业锚理论
组织行为学家萨柏结合个体的生命周期将职

业生涯划分为成长、探索、确立、维持以及衰退五

个阶段。该理论认为个体的职业选择是一个连续

的长期的过程，而职业选择从幼年时期就已经萌

芽，随着生活经验与教育经历的增加，个体在不同

的职业发展阶段有其不同的特点。职业锚理论从

职业生涯理论发展而来，它认为个体有不同类型

的自我意向模式在进入早期职业工作情境后，个

体根据自己实际工作经验所感受到的与自己内省

的动机、需要、价值观和才能相符合的，能够满足

自我的一种长期稳定的职业定位，就是职业锚。

２　西部高校就业服务质量调研情况概述
研究团队在西部高校开展调研。首先，面向

各高校就业指导处专干老师、班级导师、已就业的

学生、正在求职的学生等进行半结构性访谈形成

调研问卷。接着，采用Ｌｉｋｅｒｔ５级量表（１表示“非
常不满意”，２表示“不满意”，３表示“一般”，４表
示“满意”，５表示“非常满意”）对就业服务满意
度展开调研，共发放问卷 ２４３份，回收有效问卷
２３３份，问卷回收率达到９６％。然后，对量表整体
的信效度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克隆巴赫系数达到

０．９０１，说明问卷整体信度良好；ＫＭＯ值为０．９５１，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结果显著，说明量表具有较

高的可靠性。详见表１与表２。
表１　克隆巴赫信度检测

克隆巴赫Ａｌｐｈａ 基于标准化项的克隆巴赫Ａｌｐｈａ 项数

０．９０１ ０．９０４ ５４

表２　ＫＭＯ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ＫＭＯ值 ０．９５１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６６５１．７４２

自由度 ４３５．０００

显著性 ０．０００

本次调研样本主要涉及陕西、甘肃、四川、青

海、内蒙古、新疆等多地高校学生。本科院校共

１２所，其中９８５院校 １所，２１１院校 ７所，其余 ４
所为双非院校。研究生共计 ５６名，占总数的
２４．０３％；本科生共计 １７７名，占总数的 ７５．９７％。
男性共１３３人，占总数的５７．０８％；女性共１００人，
占总数的 ４２．９２％。已经签署就业协议的有 ６７
人，占总数的２８．７６％；有就业意向尚未签署就业
协议的有５８人，占总数的２４．８９％；继续升学深造
的有８４人，占总数的３６．０５％；工作尚未落实，仍
处于求职阶段的有 １７人，占总数的 ７．３０％；选择
入伍、创业的有７人，占总数的３．００％。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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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就业服务质量数据分析结果
３．１　就业认知服务模块数据分析

就业认知是指大学生对就业的总体认识，对大

学生职业选择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高校可提供

的就业认知服务包括为毕业生提供就业形势认知、

就业期望认知以及就业准备认知等相关信息［７］。

研究结果显示：毕业生对云平台专业话题讲座、优

秀毕业生线上求职经验分享、ＨＲ线上讲座的满意
度均值分别为３．８９、４．０４和３．７９，满意度较高；对云
平台所开设的专业导引课程、职业生涯规划课程以

及线上咨询服务满意度均值分别为３．３６、３．１５和
３．０５，满意度较低。具体如表３所示。

表３　就业认知服务满意度统计数据

评价内容
评价等级

非常不满意（％） 较不满意（％） 一般（％） 比较满意（％） 非常满意（％）
均值

云平台专业引导课程 ２．１５ ２０．１７ ３９．４９ １４．５９ ２３．６０ ３．３６

云平台职业生涯规划课程 １１．７２ １８．５８ ２３．７８ ３４．７６ １１．１６ ３．１５

云平台专业话题讲座 ３．００ ８．５８ １２．８８ ４７．２１ ２８．３３ ３．８９

优秀毕业生线上求职经验分享会 １．３０ ４．２９ １８．４５ ４１．２０ ３４．７６ ４．０４

企业ＨＲ线上讲座 １．７２ ５．１５ ３０．０４ ３９．０６ ２４．０３ ３．７９

一对一／一对多线上咨询服务 １４．１６ ２０．６０ ２９．１８ １８．０３ １８．０３ ３．０５

３．２　就业实践服务模块数据分析
就业实践服务包括校内实践和校外实践两个

核心部分［９］。校内实践包括校内实验室的模拟

仿真训练、线上实习实训、校企合作的校内实训

等；校外实践主要包括学校官方提供的实习单位。

本研究调研结果显示：毕业生对于高校实践服务

整体满意度均值仅为２．７０；对学校官方对接的实
习实训单位质量的满意度仅为２．５４，比较满意和

非常满意的仅占比１５．４５％；对学校所提供的虚拟
仿真就业实验（虚拟面试、虚拟招聘等）比较满意

的人数仅占比９．４４％，非常满意的仅占比９．４４％；
学生对线上实习实训平台比较满意的人数占比

１３．７３％，非常满意的仅占比１１．５９％。本研究还调
研了被调查者对学校开展的就业面试、简历制作

技巧等线上培训的满意度，有 ９．８７％认为比较满
意，１０．７３％认为非常满意。详见表４。

表４　就业实践服务满意度统计数据

评价内容
评价等级

非常不满意（％） 较不满意（％） 一般（％） 比较满意（％） 非常满意（％）
均值

实习实训单位质量 １９．３０ ２７．０４ ３８．２１ １１．１６ ４．２９ ２．５４

虚拟仿真就业实验 １６．７４ ２５．３２ ３９．０６ ９．４４ ９．４４ ２．７０

线上实习实训平台 １２．４５ ３３．０５ ２９．１８ １３．７３ １１．５９ ２．７９

线上技巧提升训练 １０．７３ ３０．９０ ３７．７７ ９．８７ １０．７３ ２．７９

３．３　就业渠道服务模块数据分析
根据本研究调研结果，求职学生获取就业信

息的主要渠道依次为就业信息交流群、官方公众

号发布和学校官方网站，其中，社群是目前高校开

展就业服务的主要渠道，也是未来“云招聘”可依

赖的最有利、最便捷的信息传导工具。

本研究认为，就业渠道服务主要包括就业信

息发布、就业单位引进、形势政策解读等重要方

面。首先，关于就业信息发布及时性、有用性和多

样性的数据显示，求职学生对就业信息发布的及

时性和多样性满意度较高，均达到了３．４５，优于平
均值。其次，关于就业单位引进方面的数据显示，

学生对线上招聘会、线上宣讲会以及对接企业数

量的满意度较高，分别达到了３．５９、３．５６和３．５３，
优于均值水平，但对对接企业质量的满意度较低，

仅为２．８６。最后，学生对就业形势政策解读的整
体满意度较低，就业形势分析的满意度仅为２．６０，
就业政策宣导的满意度仅为２．５５，均低于平均值。
详见表５。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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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就业渠道服务满意度统计数据

评价内容
评价等级

非常不满意（％） 较不满意（％） 一般（％） 比较满意（％） 非常满意（％）
均值

就业

信息

发布

线上信息发布的及时性 ６．４４ ２１．４６ ２１．０３ ２３．１７ ２７．９０ ３．４５

线上信息发布的有用性 １２．８８ ３４．３３ ３０．０４ １０．７３ １２．０２ ２．７５

线上信息发布的多样性 ５．１５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７ ３３．０５ ２１．４６ ３．４５

就业

单位

引进

组织线上招聘会 １２．８８ ２０．６０ １９．１５ ２４．３３ ２３．０４ ３．５９

组织线上宣讲会 ４．２９ １８．４５ １７．１７ ３６．９１ ２３．１８ ３．５６

对接企业的数量 ６．４４ １６．７４ １９．３１ ３２．６２ ２４．８９ ３．５３

对接企业的质量 １１．１６ ３０．０４ ３４．７７ ９．８７ １４．１６ ２．８６

形势政

策解读

就业形势分析 １３．７３ ３６．９１ ３３．０５ ８．５８ ７．７３ ２．６０

就业政策宣导 １６．７４ ３２．１９ ３７．７７ ６．４３ ６．８７ ２．５５

３．４　创新创业服务模块数据分析
创新引领创业，创业带动就业，创新创业教育

与专业教育相融合改变大学生传统就业观念，提

升其综合素质，有助于促进就业范围和领域的扩

大［８］。学生通过高校组织开展的创新创业活动

获取创新创业知识提升自主创业能力已经成为其

提升就业能力的关键路径。研究结果显示，有

７４．６８％的被调查者参与过学校组织的创新创业
大赛。以陕西省为例，陕西秦创原科技创新创业

大赛、“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中国创新

挑战赛以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均
是高校引入的主流官方赛事。有 ６４．０８％的被调
查者所在高校提供商业计划书撰写辅导服务；有

５７．６２％的被调查者参与过校内组织的创业成功
人士交流分享会。但是，仅有１３．５２％的被调查者
所在高校能够协助学生获取创业基金，仅有

２０．２３％的被调查者所在高校能够及时准确地发
布本地的创新创业政策信息，仅有３２．６０％的被调
查者表示其所在高校有专门的创新创业平台或媒

介以供学生获取相关信息。详见表６。

表６　创新创业服务模块统计数据

评价内容
是否有服务

是（％） 否（％）

高校是否组织开展创新创业大赛 ７４．６８ ２５．３２

高校是否有专门的创新创业平台 ３２．６０ ６７．４０

高校是否提供商业计划书撰写指导 ６４．０８ ３５．９２

高校是否协助学生获取创业基金 １３．５２ ８６．４８

高校是否邀请创业者分享创业经验 ５７．６２ ４２．３８

高校是否发布本地创新创业政策 ２０．２３ ７９．７７

３．５　就业软硬件配套模块数据分析
本研究认为就业配套服务分为师资“软”配

套和线下与线上平台等“硬”配套。研究结果显

示，求职学生对高校就业指导过程中的师资配比

比较满意，满意度均值达到３．３１。但是，对师资来
源多样性的满意度较低，均值为２．７５。

目前，高校就业指导教师的核心人员包括专

职授课教师、就业指导中心教师、班级导师以及辅

导员等，但调研发现有５２．０６％的人认为应增设企
业导师，３９．０９％的人认为应增设校友导师，
４８．２４％的人认为应增设同学导师，详见表７。

表７　就业服务师资来源统计数据

选项 专职授课教师 辅导员 就业中心老师 班级导师 企业导师 同学导师 校友导师

百分比（％） ２０．９０ ２３．４８ ３７．３４ ３８．５０ ５２．０６ ４８．２４ ３９．０６

　　关于师资的评价指标中，被调查者对工作人
员的服务态度及其操作流程的规范性比较认可，

满意度分别达到３．５９和３．６１，但对其专业素养、
工作效率以及建议质量的满意度较低，分别为

２．８７、２．７９和２．７６，其中，专业素养反映的是工作

人员对就业政策与就业信息的了解程度以及解读

的准确性，工作效率反映的是工作人员在指导就

业过程中信息反馈的及时性，建议质量则评价了

工作人员提供建议的针对性、可参考性。详见

表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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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就业服务师资满意度统计数据

评价内容
评价等级

非常不满意（％） 较不满意（％） 一般（％） 比较满意（％） 非常满意（％）
均值

专业素养 １１．０２ ３２．０８ ２９．０３ １２．７８ １５．０９ ２．８７
工作效率 ８．５８ ３７．０７ ３５．１０ ７．５５ １１．７０ ２．７９
服务态度 ６．４４ １７．１７ １６．７８ ３４．３８ ２５．２３ ３．５１
建议质量 １３．２９ ２９．４３ ３７．４８ ７．４５ １２．３５ ２．７９
流程规范 ７．３０ １５．１６ １７．４８ ３２．０５ ２８．０１ ３．０１

　　关于就业服务线下及线上平台的调研结果显
示，有７３．８２％的被调查者所在高校有专门的就业
服务中心，有５４．５１％的被调查者所在高校设有就
业咨询机构，仅有２６．３５％的被调查者所在高校设
有专业的线上面试空间，具体如表９所示。

对学校就业服务网站的调查结果显示，学生

对网站的可操作性及简洁性满意度较高，分别达

到了３．５４和３．２１，但普遍认为网站的功能性不强
且交互性较差，满意度均值仅为２．７６和２．９３。此

类网站的特点是信息发布功能完善、模块清晰，但

往往不具备在线咨询或留言功能，具体如表 １０
所示。

表９　线下就业服务设施统计数据

评价内容
是否有服务

是（％） 否（％）

学校是否有专门的就业服务中心 ７３．８２ ２６．１８

学校是否有专门的就业咨询机构 ５４．５１ ４５．４９

学校是否有专业的在线面试场地 ２６．３５ ７３．６５

表１０　线下及线上平台建设满意度统计数据

评价内容
评价等级

非常不满意（％） 较不满意（％） 一般（％） 比较满意（％） 非常满意（％）
均值

网站操作性 ８．５５ １２．０３ １６．５４ ３７．３３ ２５．５５ ３．５４
网站简洁性 １０．７３ ２１．４６ １６．５１ ３３．２８ １８．０２ ３．２１
网站功能性 １０．７３ ３４．４８ ２７．７０ １６．０１ １１．０８ ２．７０
网站交互性 ９．８７ ３４．５２ ２６．７５ １１．２２ １７．６４ ２．０３

４　当前高校就业服务存在的问题
（１）就业认知引导准备不足。首先，高校在

开展远程就业服务时，往往将服务对象设定为毕

业班学生，鲜有阶段性的职业认知课程规划，难以

形成积蓄之势，造成学生对该环节满意度较低。

部分高校设有专业导论课程，但往往课时量较少，

重理论少实践，学生难以形成对专业和未来职业

的具象认知。其次，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常作为校

选课，且每年仅开放少量选课位，影响力十分有

限。最后，受限于师生比及其他客观条件，高校很

难提供一对一或一对多的线上就业咨询服务，这

也是毕业生对就业市场认知不足的重要原因。

（２）就业实践服务衔接不畅。从掌握某个专
业领域的理论知识到能够灵活地应对工作岗位上

的现实问题需要从业者进行反复的实践与演练。

从数据可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近几年高校对

接的实习实训单位质量参差不齐。由于地域间人

员流动受限，实习实训环节从原有的顶岗实习逐

渐过渡到以虚拟实训为主的线上模式，高校大量

引入虚拟仿真实验及课程，推进“云参观”等线上

实习项目，但学生对这些形式的认可度较低，整体

效果普遍一般。究其原因是大量虚拟仿真类实训

平台的情景化程度不高，仿真度偏低，缺乏人际互

动。由此可见，线上实习仍然难以作为就业实践

环节的主导形式。

（３）就业信息传导效率不高。从本研究对就
业信息渠道模块的调研结果来看，一方面，相较于

官方网站和公众号等传播途径，学生群体对就业

信息的获取更多地依赖于社群服务。社群服务由

于其便捷性和交互性成为未来就业信息传导的重

要工具。目前，为落实责任到位，高校就业信息的

发布更多依赖于自上而下的传导机制，没有充分

发挥社群服务的强大功能。另一方面，就业社群

信息虽能够保证及时性和多样性，但有用性不足，

对求职学生缺乏吸引力。同时，其对形势政策的

解读不及时、不专业，无法从宏观层面起到对学生

的引领作用，权威性不强。

（４）创新创业工作未落到实处。高校在开展
创新创业服务的过程中，普遍能够做到“以赛促

创”。依托全国性的创新创业赛事，学生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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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创业并提升自身运营和组织能力。然而，大

部分高校不具备专业的创新创业平台来对接各类

优质资源。这造成就业服务工作人员无固定途径

公布和解读创业相关政策，创业学生无法快速摘

取有效信息。更为重要的是，从商业创意孕育出

创业计划继而实现创业项目的落地是一个相对复

杂的过程，如果只讲理论知识却忽略了学生创业

资源导向能力的培养，高校创新创业服务工作便

未落到实处。

（５）软硬件水平参差不齐。在“云招聘”逐渐
成为主流招聘模式的情况下，高校就业服务师资

来源较为单一，仍以传统的辅导员和班导师为主，

未能引入多元化的师资力量来丰富求职者的信息

来源。同时，就业网站的交互性不强，无法提供一

对一的线上服务，难以保证反馈的及时性。大部

分高校目前还无法为学生提供专门的场所来完成

线上应聘，不同高校在软硬件设施的配套上也存

在较大差异。

５　高校就业服务优化机制
（１）构建阶段性就业认知引导体系。根据职

业生涯理论，职业生涯并非以初入职场为起点，且

其呈现阶段性特征。在进入职场前，大学生主要

经历了专业课程学习和实习实践等环节，因此，高

校的就业引导服务应尽早抓起，越早投入到就业

准备活动中则就业效果越好，力争为学生提供优

质的就业前端服务。就业指导初期应以夯实专业

知识与技能为基础，以提升求职的专门技能为牵

引，可以为学生设置专门的简历撰写课程，提供简

历修改服务和面试技巧培训。同时，应尽早为学

生讲解不同专业的就业渠道和就业方向，提升其

职业认知水平。在学生求职过程中积极给予反

馈，为学生解决择业烦恼。在学生顺利取得职位

后，高校应建立学生就业档案，以便后期对接优质

校友和企业。

（２）高效运用科技化手段。首先，应加快线
上招聘的硬件建设。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求

学深造和求职等的面试环节大多数改为线上形

式，因此，高校应着手对闲置空间进行全面升级与

改造，为学生打造专门的面试场所，包括对教室重

新布局、提升网络条件、提供面试摄像设备等。其

次，应积极结合人工智能，有效提升虚拟仿真实验

环节的仿真度和体验感。现有的招聘、面试模拟

仿真实验多以人机交互为主，学生通过内置实验

参数熟悉招聘和面试流程，但情景化不足，内置参

数无法模拟现实情境的复杂性。借助 ＶＲ和 ＡＲ
技术有效提升虚拟实验的仿真度，同时结合大数

据进行复杂实验情境构建，能够大大提升参与者

的参与意愿。

（３）优化社群服务管理模式。首先，应保证有
专业教师对就业社群内发布的各类信息进行筛选、

整理和再发布，提升社群信息传递的有效性。除了

对企事业单位进行分级分类管理外，还应对各单位

招聘的专业和岗位信息进行分类，以便群内成员快

速找到所需信息。其次，应增加社群内就业管理人

员的数量，保证师生比。再次，社群服务应以同好

性功能为依托，结合学生求职目标根据就业区域、

企业类型、专业背景、岗位特征等对学生进行分群

管理。最后，社群中应形成消息闭环，对学生就业

过程实施追踪服务，设置相应的反馈机制，并根据

获取的信息为求职学生提供进一步的建议。

（４）营造创新创业良好环境。首先，应注重
校友资源管理，大力举办线上线下创业交流活动，

如通过建立“创业校友”通讯录，搭建学生与创业

者交流的桥梁。与教育背景类似的创业经历者进

行深度沟通更能引发学生的思考与共鸣，也能为

创业者提供宣传渠道。其次，应借助新媒体手段

宣传并指导创新创业过程，如通过建立专属新媒

体账号定期发布和解读本地的创新创业政策，共

享高质量课程，对接双创资源，举办线上活动，等

等。最后，通过研究本校强势专业与课程，打造符

合本校特色并能迎合社会新兴需求的、可操作性

强的高质量线上创新创业课程。

（５）构建多元化就业服务团队。首先，应丰
富就业指导师资的来源与构成。传统的师资组合

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毕业生群体对于就业指导服务

的需求。学校可以构建“校内指导为主，校外指

导为辅”的就业指导师资团队，如：校内专职教师

主要进行专业教学并负责对国家政策进行解读与

宣传，企事业单位联络人可以进行社会需求分析，

优秀校友可以定期分享求职经验和求职信息，等

等。其次，应有专职教师提供在线咨询服务。目

前学校的就业指导咨询服务以线下一对多的面对

面咨询为主。随着“云招聘”的普及和互联网技

术的发展，高校可在各类就业网络服务平台上拓

展在线咨询模块，确保就业咨询形式的多样性以

及问题回复的及时性。再次，高校应补充专门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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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研究生的就业服务机构和专业人员，并针对研

究生的学术研究方向对接高质量的对口单位。与

此同时，应考虑学术型和非学术型研究生在培养

目标上的差异性，量身定制能够迎合社会不同需

求的就业指导活动及服务。最后，关注学生心理

健康状态以及隐私保护。远程求职难度较大，学

生心理问题频发，高校可以通过建立网络匿名

“树洞”，由专干老师疏导学生心理。

６　总结与展望
本研究以“云招聘”时代背景下的远程就业

指导服务工作为切口，对西部高校在就业认知服

务、就业实践服务、就业渠道服务、创新创业服务

以及软硬件配套服务等方面的工作开展了深入调

研，分析了目前西部高校在就业服务中的不足，提

出了对应的优化机制，力图为提升毕业生就业满

意度、推进高校就业服务意识、完善就业服务体系

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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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ｓｓｉｎｇｅ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１９０９．

［６］肖阳，边燕杰．社会网络对人职匹配的双重影响———
基于关系强度和内外匹配的视角［Ｊ］．社会科学辑刊，
２０１９（４）：１０４－１１２．

［７］刘潞．纠正高校毕业生就业认知偏差［Ｊ］．人力资源，
２０２２（１４）：８７－８９．

［８］王俊明．应用型院校“四位一体”教学实践与就业实
践同质同行探析［Ｊ］．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２０２１（１）：１９－２１．

［９］符天任，林晓贤，朱艳萍，等．创新创业教育对大学生
就业能力的影响研究［Ｊ］．投资与创业，２０２２（１７）：
３７－４１．

Ｓｕｒｖｅｙｏｎｔｈｅ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

“Ｃｌｏｕｄ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

ＭＥＮＹｉ１，ＭＡＭｅｉｘｉｎ２，ＧＵＯＪｕｎｈａｏ１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Ｘｉ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５４；

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ｈａｎｇ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６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ｏｎｓｅｔｏｆｐｏｓｔｐａｎｄｅｍｉｃｅｒａ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ｌｏｕｄ
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ｈａｓｂｅｃｏｍｅ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ｔｏ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ａｔｔｅｍｐｔｓｔｏ
ｔａｋｅｔｈｅ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ａｓｔｈｅ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ａｎｄｃｏｎｄｕｃｔ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ｆｉｖ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ｃｈａｎｎｅ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ｎｄ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ａｎｄｈａｒｄｗａｒ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ｓｈｏｒｔｃｏｍｉｎｇｓｏｆ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ｉ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ａｔ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ａｇｅ，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ｓｔａｇｅｂｙｓｔａｇｅ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ｕｓ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ｅａｎｓ，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ｎ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ｔｅａｍ．Ｉｔ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ｓｔｒｏｎｇ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ｏｆｕｒｔｈｅｒｉｍｐｒｏｖｅ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ｍｏｔｅ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ｉ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ａｎｄ
ｃｏｐ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ｎｅｗｈｕｍ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ｌｏｕｄ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ｗｅｓｔｅｒ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责任校对　朱春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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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背景下工科专业毕业设计与

思政要素的融合与创新

齐宝金，魏进家，伊春海，杨福胜
（西安交通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４９）

摘　要：“课程思政”是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同向同行、协同育人的重要抓手，是新时期高校思政教育的必然趋
势，符合“新工科”建设的内在要求。但在知识融会贯通与能力培养最重要的毕业设计环节，存在课程思政明显缺失的

现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以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毕业设计环节的课程思政融合为研究对象，详细分析毕业设计与

思政要素融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顶层设计、师资建设、思政元素融入策略、形式多样化方法、学生兴趣引导策略、评价

及推广体系改革等方面提出针对性改进措施，进一步探索毕业设计融合课程思政的创新方式，为其他专业毕业设计环节

思政要素的融合与创新提供经验与思路。

关键词：毕业设计；课程思政；融合创新；思政要素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２４）０１－０１０１－０７

　　“课程思政”是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同
向同行、协同育人的综合教育理念。将思政要素

融入专业课程，于无形中对学生进行品德、认知、

三观和理念等的教育与塑造，使其树立正确的三

观，养成良好的品德，掌握正确的认知观与方法

论，对培育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

重要意义［１］。课程思政建设与“新工科”建设“更

加注重理念引领、模式创新、质量保障、分类发

展”的内在要求［２］有诸多共通之处。经过近几年

的“新工科”建设和课程思政建设，西安交通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的大部分专业课程已经与思

政要素紧密结合，达到了良好的协同育人效果。

相比之下，本学院本科生毕业设计环节与思政要

素的有机融合还比较薄弱，需要进一步提升和

强化。

相较于各门专业课程，毕业设计无论是在学

生专业知识的系统学习方面还是在实践能力的综

合培养方面都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是高校学

生培养方案中最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更是评估

学校办学层次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依据。本文

以西安交通大学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为例，

进行详细的分析阐述。表１列出了我院过程装备
与控制工程专业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评分标

准，包括十余项对标学生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培

养的指标点，足可见毕业设计在学生培养过程中

的重要地位。但与国内很多高校类似，学院在毕

业设计环节的顶层设计、选题方式、考核制度和评

价体系等方面存在思政要素融合不足、思政教育

过程考查和成效评价缺失等问题，未能很好体现

专业知识和思想政治教育同向同行、协同育人的

教育理念。

鉴于此，本研究聚焦本科毕业设计环节思政

教育要素缺失的问题，坚持“政治引领、品行养

成、知识传授、能力培养、思维创新”的培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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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工科”对学生培养、教学模式创新和评价体

系等的要求为框架，在梳理毕业设计环节人才培

养自身特点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着重探索思政

要素与毕业设计教学有机融合的人才培养新模

式，主要包括探究课程思政教育与毕业设计课程

教学有机结合的新思路，推进毕业设计课程思政

教育的成长，确立毕业设计课程思政教育“知情

意行”原则和策略。通过专业知识和思想政治教

育的相互融合、协同育人，培养出具有强烈民族使

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具备扎实的基础知识及卓越

的人文素养、卓越创新能力和领导能力，能够适应

和引领科技和社会发展的复合型人才。

表１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
评分表

序号 项目 分值（分） 评分（分）

１ 问题分析能力 １０

２ 复杂工程问题解决能力 ９

３ 设计环节的创新意识 １１

４ 工程与社会责任 ５

５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意识 １０

６ 职业规范 １０

７ 清晰表达及沟通能力 ８

８ 外文文献及国际视野 ７

９ 工程领域管理基础知识 １１

１０ 技术经济性分析能力 ９

１１ 终身学习能力 １０

总分 １００

　　注：按百分制打分并给出每项成绩。
评分等级：

优秀：Ａ＋—（９５～１００分），Ａ—（９０～９５分），Ａ－—（８５～９０
分）；良好：Ｂ＋—（８１～８５分），Ｂ—（７８～８１分），Ｂ－—（７５～７８分）；

中：Ｃ＋—（７２～７５分），Ｃ—（６８～７２分），Ｃ－—（６４～６８分）；及格：
（６０～６４分）；不及格：（＜６０分）。

１　毕业设计与思政要素融合中存在的
问题

毕业设计与思政要素的有机融合、协同育人

势在必行。但在笔者看来，国内还有很多高校的

老师对这一问题不够重视。毕业设计与思政要素

有机融合的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亟待

解决。

（１）毕业设计课程思政顶层设计的缺陷和教
师团队认知不足。高校对毕业设计环节思政教育

重要性的认识严重不足，导致毕业设计的顶层建

设和制度建设不合理，进而导致指导教师对课程

思政融入毕业设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

此外，部分教师进行课程思政教育建设的能力不

足，这些都极大地限制了课程思政教育在毕业设

计环节的开展与推进。

（２）课程思政在工科毕业设计中过于薄弱，
二者协同与融合不足。相较其他专业课程，课程

思政教育在毕业设计环节明显缺失，与毕业设计

的结合严重不足。教师、学生、社会三者间思政教

育的沟通、交流机制不够顺畅是课程思政与毕业

设计融合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毕业设

计选题、过程考核等环节都可以有效融入思政

要素。

（３）工科毕业设计中的课程思政形式单一，
成长性不足。以其他专业课程为借鉴，课程思政

教育形式化导致育人效果不理想的情况同样会发

生在毕业设计环节。刻意进行课程思政创新和教

学会导致专业课程和思政教育“两张皮”现象的

发生，思政内容选择的随意性也会弱化课程思政

教育的效果。同时，思政教育长效机制不完善，内

容滞后，无法与新时代相契合也是一个亟待解决

的问题。

（４）学生对毕业设计环节课程思政教育的参
与热情不高。学生在课程思政教学过程积极性不

高，应付了事，缺乏耐心。

（５）毕业设计评定与推广中课程思政的缺
失。当前，工科专业毕业设计环节对学生家国情

怀、使命担当、追求真理、无私奉献等思想素养的

综合评价机制不健全，对学生创新能力、处事方式

和合作意识等专业素养的评价体系也有欠缺，尚

未达到思政育人的目标［３］。未将毕业设计教师

指导考核评价机制纳入课程思政教育考核体系，

也降低了教师推动课程思政教育改革的动力，阻

碍了毕业设计环节课程思政教育的落实和推广。

２　毕业设计与思政要素融合的方法与
思路

为探索课程思政与毕业设计有机结合的教学

新思路，有力推进毕业设计中课程思政教育的成

长，确立课程思政教育“知情意行”原则和策略，

本文借鉴“新工科”建设的要求与经验，重点在以

下几个方面开展了一些研究和探索。

２．１　课程思政视域下毕业设计的顶层设计改进
策略和师资团队建设方案

毕业设计（论文）要求的制定影响着师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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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的认知和精力投入。如果在毕业设计的

顶层设计上存在认识的不足，如对课程思政的根

本目的、任务、价值和意义等的认识存在偏差，课

程思政教学改革就会偏离顶层设计所设定的目标

与宗旨，则课程思政的落实无法得到保证，社会主

义办学方向也得不到体现。此外，部分教师对思

政教育知识储备不足，或难以掌握学科知识和文

化、价值、观念等的传播边界，易将宗教、民族和自

我价值观等进行过度解读和强制施加，这种行为

违背了课程思政教育的指导理念［４］。因此，需要

对课程思政视域下毕业设计的顶层设计改革策略

展开研究，对提高师资团队思想认识和技能水平

的建设方案进行探索。

鉴于此，笔者所在教学团队的研究思路是：首

先，针对不同的专业背景，梳理专业授课内容和行

业信息，从专业知识中蕴藏的科技史观、奋斗精神、

协作精神、工匠精神、家国情怀、工程伦理、绿色理

念等教育要素中深挖所需的课程思政要素［３］，然

后，对专业课程授课内容进行全面解构与认真剖

析，探明所发掘的思政要素与课程内容之间的隐性

联系，并在此基础上重塑毕业设计的内容体系，糅

合知识要点与思想政治教育点。研究建立了毕业

设计各环节与思政映射融入点对应表格，以此构建

毕业设计的顶层设计，具体见表２。

表２　毕业设计环节课程思政融入要素

毕业设计环节 思政教育融入要点

毕业设计要求 规则意识，诚信意识，守时意识

毕业设计选题 正确认知自我、发现自我、扬长避短的意识，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行业痛点

文献资料查找
在文献资料查找、资料处理及甄别手段等课程内容中融入自主学习、信息获取与处理、信息安全等方面的

意识

毕业设计开展 大国工匠精神、严谨的工作态度、遵纪守法的规则意识以及绿色制造的理念

资料归档
在资料归档方法和原则相关的课程教学中融入工程思维与意识、技术应用意识、做事有条有理有逻辑意识、

整洁有序意识

答辩准备与开展 审美和人文情怀，兴趣和意识的艺术表达和创意表现，传统美德意识

　　在对师资团队进行培训时，要充分认识到开
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是教师，思政育人最终成

效的优劣取决于教师能力和思政意识的强弱。强

化教师主体作用的首要措施是转变教师对毕业设

计与课程思政融合的认知，提高其重视程度。通

过经验交流会、专题指导与培训等多种方式转变

教师的理念，使其摒弃毕业设计中任由学生发挥、

只重视知识传授和理论能力培养、轻视价值引领

的观念，将“课程思政”的理念根植于心。教师只

有思想认知水平提高了，才会自发推动课程思政

与毕业设计的结合，才能主动进步而不是流于形

式，敷衍了事。在提高思政教学水平方面，可以让

广大教师通过观摩现场教学、参加专题培训与专

业研讨、参与教学竞赛、开展集体备课等方式获得

理论与实践水平的提升。“新工科”建设同样强

调对建设目标的深入理解和对学生培养理念的转

变。各高校在“新工科”建设过程中或取得了教

师授课培训的优良经验，或制定了健全的教师培

训制度，或形成了优质培训课程。在“新工科”建

设后期，借助已经形成的优良经验、优秀制度和优

质课程，充分运用学校的思政教育资源，成为巩固

思想转变效果、提升教师思政教学水平的关键。

同时，应激励课程骨干教师与思政教学骨干教师

集体参与制定顶层设计和相关指标，协助提高专

业课授课教师思想政治教学水平，进一步发挥其

在课程思政革新中的领先模范作用。

２．２　课程思政与工科毕业设计有机结合的策略
研究

在传统工科教育背景下，毕业设计环节易出

现不知道怎么讲政治、不知道怎么进行思政教育

的问题。即使在顶层设计环节对可能适用的课程

思政教育要素进行了梳理，部分教师仍不知如何

将思政教育要素有机融入毕业设计，或强行嵌入

要素，导致毕业设计指导和思政教育“两张皮”，

或是顾此失彼导致毕业设计的培养目标无法

完成。

针对此问题，首先，笔者所在教学团队牢牢把

握课程思政的政治属性，遵循课程思政意识形态

教育的内在要求，谨记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淡化

或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总结和借鉴其他专

业课程思政教育的先进理念和方法，提出将思政

教育同“新工科”建设实践有机结合新策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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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而言，即育人目标与育人过程的有机结合。在

毕业设计指导和教学全过程始终牢记育人目标，

将专业知识学习和技能培养与思政教育设为两条

并行的主线，以立德树人和培养“新工科”人才为

宗旨，让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的同时进一步提升

专业知识与技能水平，在运用专业知识与技能的

同时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确保教育教学活动与育

人目标有机联合，思政教育显隐性结合。以观看

大国工匠纪录片、开展职业素养培训等为显性思

政教育手段，以选题引导带来的自我认知、扬长避

短意识和严格要求带来的严谨态度等为隐性思政

教育方式，破解显性思政教育独奏的刻意感和突

兀感，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有机结合。树立知识

传授与价值引领有机结合的毕业设计观念，构建

以立德树人为核心的指导体系，在知识传授过程

中融入中国榜样、中国故事、中国态度、中国精神

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从而达到“术”与

“道”的密切联合［５］；宏大叙事与启明心智有机结

合。在毕业设计指导过程中，教师在照拂学生的

同时要紧跟时代变化，追踪大变局下的时代课题，

引导学生主动感受社会、时代与世界格局的发展

变化，主动探索产业发展的方向及其对人才的新

需求，主动思考国家、社会的需要与个人价值、个

人使命的关系，主动将目光投向前沿或紧缺学科

和课题。教师要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的志向和领跑

者意识，要教育学生构筑胸怀天下的大局观、整体

观，要培养学生开阔的眼界和深厚的人文底蕴，引

导其在辩证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形成正

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些举措与“新工科”建

设要求完美契合，强化了对学生的理念引领，拓展

了学生的国际视野，激发了学生的家国情怀、法治

意识、生态意识和工程伦理意识，故而可以视为

“新工科”建设的延续，也可以以“新工科”建设工

程取得的优秀成果为助力。

２．３　毕业设计环节课程思政形式多样化策略研
究及长久性规划

课程思政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只是在

某个时间段开展的，更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确立

好顶层设计和有机结合方式的基础上，毕业设计

课程思政教育应该形成长效机制，这也是改革最

关键的部分。课程思政应保留优秀的经验，并根

据反馈不断优化思政建设思路，形成成长型课程

思政建设体系。此外，毕业设计的课程思政应该

是紧跟时代潮流、国家政策、行业需求和社会发展

的，落后的课程思政策略无法实现三全育人的根

本理念，这也是“新工科”建设注重模式创新的要

求。同时，在毕业设计整个指导周期，课程思政也

要逐渐成长。因此，应在随时监测学生思政教育

效果的基础上建立逐层次递进的动态教育体系。

“新工科”建设同样强调全周期工程教育理念，但

成长型育人体系建设在“新工科”建设中也被许

多高校忽视。

鉴于此，笔者所在团队从一而终围绕“新工

科”建设和顶层设计所要求的“三位一体”培养目

标，聚焦思想政治教育引领，逐步健全毕业设计的

全局规划和各阶段的具体细节，构建独具特色的

毕业设计指导、考查体系，建立行之有效的长效工

作机制。在整个长周期内充分激发教师和学生的

积极主动性，让思政教师、专业课教师、职能部门

都参与进来，形成多领域、多时段、多层次育人合

力。在建立长效机制的基础上，针对性建立过程

考查机制，以掌握课程思政教育的动态效果。建

立多维度、多层次的思政教育计划表，根据实时反

馈的学生思政教育成效动态，调整后续思政教育

的规划和实施方案。在毕业设计思政教育多样性

方面，以丰富多彩、扣人心弦的教学资源为关键抓

手，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仔细探寻课程

内容与思政要素的关联点，并以此为基点，发散性

挖掘具体案例，丰富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库，深化授

课内容［６］。同时，积极革新传统毕业设计实施方

案，摒弃以往理论知识生搬硬套的方法，引导学生

在理论知识学习与实践中自发领会正确的价值观

和人生观。在这方面，现代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

和“新工科”建设取得的先期成果使得利用新媒

体平台、综合教学平台、创新工坊、校企合作平台、

国际合作平台等构建多平台协作创新型毕业设计

成为可能。

２．４　激发学生主观能动性、树立“知情意行”理念
的方法研究

毕业设计环节另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是学生

完成毕业设计时积极性不高，应付了事，缺乏耐心

和钻研精神。这是由多方因素造成的，可能是毕

业设计时间安排与就业需求、升学需求的冲突，可

能是学生对设计课题的迷茫和不感兴趣。学生主

观能动性的低下使得无论是毕业设计还是思政育

人都难以达到满意的效果。

鉴于此，本团队着力研究教育模式的创新，如

开放多个选题大方向供学生选择，让学生在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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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驱使下选择导师和研究大方向，再通过和导师

的进一步交流确定具体的研究内容和评价体系。

此外，加强内外联合，如：加强与就业中心的合作，

在毕业设计课题框架下加入职业规划指导，让学

生通过毕业设计提前体验行业工作；加强与企业

的合作，一方面为学生提供实践场所，另一方面实

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学科交叉［７］；加强与其他

科研单位的合作，如与航天部门的合作，建立多重

指导体系，让学生接受导师指导的同时能与航天

科研人员交流，培育学生的工匠精神和奋斗意识，

以榜样的力量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在

毕业设计过程中逐渐形成情感认同和意志坚定、

躬行实践的理念。

２．５　课程思政视域下毕业设计评价、推广体系改
革思路

以其他专业课程思政教育和“新工科”建设

的经验为参考，课程思政实施过程中易形成以公

文、会议、评比活动等形式推进落实课程思政的情

况，但课程思政决不能局限于这些形式。没有合

适的课程思政教育成效评价和推广体系，思政教

育很容易沦为“一阵风”。体系和制度的建设是

连接组织和组织、行为和责任的重要纽带，是课程

思政的实施得到长期保障的重要基础。

鉴于此，本团队坚持贯彻以学生为中心的思

政教育和工程教育理念，制定适应思政教育新模

式的评价体系和制度，优化考核标准，采取形成性

考核评价，确保毕业设计中“课程思政”教育教学

质量。在这方面，可以参考各高校“新工科”建设

形成的工程人才培养质量标准。首先，可扩大评

价人员范围，将指导教师、合作导师、合作平台对

毕业设计完成度的意见以及学生互评按一定比例

纳入评价体系，使评价结果更完善，更有认可度。

其次，要更多地根据毕业设计全周期学生态度、价

值观的变化等来拟定评价内容。同时，增大过程

性考核评价占比，使得评价体系更加客观公正，更

加全面。此外，需要不断完善过程环节实时评价

体系，以知识传授和育人的效果为评价监管导向，

确保思政教育源头、过程与结果整个环节均可取

得好的效果。各级监管机构也要随时抽查，定期

巡回，对导师的课程思政实施效果进行评价、指导

与总结，使毕业设计各环节都渗透着思政要素。

在课程思政的推广体制方面，探索建立表彰体系

和教师奖励体系，对课程思政实施效果好、方法新

颖的老师进行表彰，及时组织相关经验整理并在

刊物上公开发表或在经验交流会上分享。科学有

效的评价体系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参与意识，提高

学生的认同感，还能强化教师的责任心，从而使思

政育人的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新工科”建设

中，与中国特色、国际实质等效的工程教育专业认

证制度为评价体系改革提供了指导，但是教师师

资评价标准与教师发展机制还存在缺陷，毕业设

计课程思政评价体系和推广体系要着重形成和完

善教师评价体系。

３　毕业设计与课程思政融合的方式与创
新路径探索

３．１　融合的方式
（１）探究课程思政与毕业设计课程教学有机

结合的新思路。把握课程思政的政治属性，遵循

课程思政和“新工科”建设意识形态教育的内在

要求，谨记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淡化或弱化思想

政治教育的要求。分析工科教育背景下毕业设计

环节不知道怎么讲政治、不知道怎么进行思政教

育这一问题的根源，学习和借鉴专业课程思政教

育的先进理念和方法，设计思政教育同工科实践

有机结合的方案，在毕业设计课程教学中实践课

程思政，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

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２）推进毕业设计课程思政教育的成长。学
生的成长成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身心发展与

感知认知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的特征。因此，在

专业课程和毕业设计中进行思政教育不能是固定

的、操之过急的。针对工科教育背景的学生，教师

应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课程设置。毕业设计的

思政教育应着重培养学生的使命担当、道德情怀，

特别要在学生所学专业领域下功夫，构建思政教

育和专业培养的有机整体，引导学生加强专业理

论知识学习，夯实思想根基，有本领、有担当地参

与国家现代化建设。在整个毕业设计较长的教学

周期内，不仅应对每一阶段的课程思政内容进行

优化设计，使学生在毕业设计环节获得完整的思

政教育，更应发挥强化作用，进一步巩固专业课程

思政教育成果，让学生受用终身。

（３）确立毕业设计课程思政教育“知情意行”
的原则和策略。课程思政教育要以学生愿意接受

并付诸实践为结果导向。知，是准确把握理论基

础，指学生明确“新工科”背景下与使命担当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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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情，是情感认同，指思政学习同学生生活

实际相结合；意，是意志坚定，指学生具有使命担

当意识，应对问题和挑战时有底气，是学生敢于践

行的内在动力；行，即躬行实践，指学生主动思考

个人理想与国家理想的关系，将个人远大志向同

国家社会需求有机结合，将爱国情怀、奉献精神和

拼搏热情自觉融入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伟业［８］。

３．２　融合的创新路径
创新毕业设计标准，建立思政内容资料库。

在毕业设计的顶层建设和大纲规划阶段充分挖掘

专业领域和行业背景蕴含的思政要素，针对性建

立毕业设计各环节思政要素融入对照表，明确毕

业设计课程思政教学目标，将思政教学要素、教学

资料、反馈信息等纳入思政内容资料库。以过程

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毕业设计为例，遵循“新工

科”建设理念引领和结构优化的要求，将产业新

发展带来的最新人才需求引入毕业设计环节。例

如：可以通过专家讲座、实地观摩和自主讨论等方

式将压力容器在航空航天工程、核电工程和新能

源工程等领域的新发展，传热传质与５Ｇ设备、云
计算和数据中心热管理新概念，控制工程变革带

来的军工装备进步新实例，以及氢能、太阳能、风

能的新设备与能源结构新转变展示给学生，引导

学生在选题目标、设计理念、实践方法和评价方式

等方面向“新工科”需求靠拢。在毕业设计指导

过程中融入工程伦理和家国情怀，引导学生自主

挖掘优秀工程案例和优秀工程任务，探究过程设

备发展、国家政策变化和社会需求变化的历史规

律，增强学生的民主自豪感、政治认同感和爱国热

情。在评价环节融入理念教育和意识教育，如引

导学生从设备设计、选材、制造、运输、安装、运维

周期和使用寿命等方面全面系统地认识和评价不

同种类和形式的过程设备性能和成本之间的矛盾

与平衡，树立系统、辩证的工程思维。总之，在毕

业设计的各环节都可以引入安全意识、科学素养、

团队精神、辩证思维等个人品行和专业技能方面

的培养。

创新毕业设计实施形式，实现多维度课程思

政。改变传统指定毕业设计题目的方式，由导师

提供多个方向、多种形式的毕业设计课题，学生受

兴趣启发而选择，师生共商细节。以过程装备与

控制工程专业为例：从应用背景出发，可以设定新

型过程设备设计课题、关键或重大装备技术国产

化课题、新能源设备开发课题、学科交叉技术探索

课题等；从研究方法出发，可以设定设备设计型课

题、计算仿真型课题、实物搭建型课题、概念提出

型课题、经济分析型课题等。通过变革设计实施

形式，将学生兴趣、行业急需、社会发展需求、国家

政策导向等融入毕业设计主题。将信息技术引入

课题，探索ＶＲ、ＡＲ、线上直播、动画展示等毕业设
计展示新方式。探索创业型毕业设计实施形式，

为学生提供创业指导，鼓励学生将毕业设计成果

用于成果转化或自主创业。

创新考核机制，建立动态反馈体系。在毕业

设计中增加专业知识和技能考核以外的考核内

容，如增加设计美感、科技学史、工匠精神解读等

的考核。增加交流会环节，让学生们有更多的机

会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对课程思政产生的效果

进行动态监测和实时反馈，将过程考核纳入考核

体系。以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为例，可将学

生的压缩机压力容器等设备建模能力、ＰＬＣ设备
编程能力、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使用能力、关键点

提炼能力、时间管理能力、与工厂对接交流能力、

国内外技术现状调研能力、工程伦理感悟能力、协

作能力、报告撰写能力、新技术新理念学习能力、

实验安全意识等纳入考核体系。同时，对学生各

项能力的进步过程进行记录与考核，并对不同阶

段的重点能力培养进行灵活、合理的调整。

创新课程思政实施体系，推动课程思政成长。

保留优秀的经验，不断优化思政建设思路，形成成

长型课程思政建设体系。同时，在毕业设计长周

期指导阶段，课程思政是逐渐成长的，因此，在随

时监测学生思政教育效果的基础上应建立逐层次

递进的动态教育体系。

创新指导方法，引领行动自觉。以过程装备

与控制工程专业为例，强实践性是本专业的显著

特点。企业、行业、国家发展需求是本专业毕业设

计课题的主要选题方向。在毕业设计实施过程

中，与企业、机构合作不仅可以增进学生对产业现

状的认识，也可以显著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可

以强化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使命担当意识。通过

自主调研了解国内外技术水平的差距，不仅能增

强学生对工程人员奋斗精神的情感认同，更能激

发学生投身社会建设的热情。此外，教师还可以

引导学生自主发现和感悟，使其树立正确的理想

信念，掌握正确的行事规范，学会正确的思考方

式，提升自我操守，从而实现思想品德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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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在毕业设计中融入课程思政，不仅是一种立

德树人的教育理念，一种潜移默化的思政教育方

法，同时也是思政教育在专业领域的具体化实践。

毕业设计与课程思政的有机结合是保障实践教学

最关键环节育人效果的重要举措，是发挥培养高

素质人才、实现高校育人目标、促进课程与教师发

展最后一堂课关键效用的重要手段，也是“新工

科”建设的延伸。本研究提出一些课程思政与毕

业设计有机结合的新策略，确定课程思政在毕业

设计环节的成长路线，确立毕业设计中课程思政

的实施原则，形成一套政治属性明晰的、契合“新

工科”背景的、促进学生情感认同的毕业设计课

程改革策略，充分发挥毕业设计教育与社会重要

中转站的作用，上好校园里的“最后一堂”思政

课，培养面向国家战略、服务国家发展的科技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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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化学中思政元素的挖掘

———以“稀土元素”为例

张少伟，彭伏阳，唐臻强，袁华
（湖南科技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以天津大学无机化学教研室编写的《无机化学》（第五版）第十四章“稀土元素”为例，从创新精神、社会责
任、家国情怀三个角度挖掘其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并在此基础上对稀土元素相关内容的教学提出建议，以期为“稀土元

素”教学提供思路与素材，实现思政教学与专业知识教学的深度融合。

关键词：无机化学；稀土元素；课程思政；化学教学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２４）０１－０１０８－０６

　　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

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

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

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

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

业发展新局面。”［１］时隔五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

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的医药卫生界、

教育界委员时再次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

计，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教育各环节，贯穿教育各领

域，体现到体系建设各方面，培根铸魂，启智润心，

要从我国改革发展实践中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

论，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２］。

“无机化学”是高校化学化工类专业的第一

门专业基础课程，同时也是后续相关课程的基础。

作为传授化学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的重要课程，

“无机化学”课程中蕴藏着丰富的思政元素。本

文以天津大学无机化学教研室编写的《无机化

学》（第五版）第十四章“稀土元素”为例，从稀土

元素的化学史、科技前沿以及稀土资源现状等方

面挖掘其中的思政元素，并根据“知识传授与价

值引领相结合”的理念给予一定教学建议。

１　化学课程开展课程思政的必要性与可
行性

仅通过思想政治课程进行思政建设时，往往

会出现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相对滞后，学生缺

乏配合意识，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教育内容和实际

运行存在偏差，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环境不相适

应等现象［３］。而“课程思政”理念的提出，使得所

有课程都能够与思政教育在“共舞中共振”，让学

校教育具备３６０°德育“大熔炉”的合力作用，在构
建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综合素养课程、专业课程三

位一体的思政课程体系方面发挥重大作用［４］。

各门课程以“课程思政”理念为依托，挖掘课程蕴

藏的思政元素，再将思政元素有效融入课程知识

教学，形成专业知识传授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统一

的教学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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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门自然科学，化学在开展课程思政教

学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化学在我国

的发展历史源远流长，前有中国古代灿烂的化学

成就，如造纸术、陶瓷烧制技术、青铜铸造技术等，

后有屠呦呦创制的抗疟药———青蒿素。将这些化

学史实穿插在课堂教学中，不仅可以增强课堂的

趣味性，还能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培养学生的

家国情怀。其次，化学不仅是现代科学技术的重

要基础，同时在促进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中也发

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是揭示元素到生命之奥秘

的核心力量［５］。无论是从化学对环境造成的伤害

中吸取教训，还是从化学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帮

助中总结经验，都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

学科自信。最后，在新时代中国，化学也在不断发

展，既有利用稀土元素治理水体污染的应用，又有

神舟十四号上的有机温控涂层和导航用陀螺油，还

有新冠肺炎疫情下系列药物的抗疫奇效。这些例

子都关乎化学的最新科技成果与时事热点，将其与

化学内容进行有机结合，不仅能增强学生的学习兴

趣，还能厚植创新精神于学生心中。本文从家国情

怀、社会责任、创新精神三方面入手挖掘藏于稀土

元素中的思政元素（见图１），以期为“稀土元素”一
章的课程思政教学提供参考与借鉴。

图１　稀土元素中的思政元素示例

２　化学课程思政的现状
２０１４年，上海市委、市政府印发《上海市教育

综合改革方案》，提出将德育纳入教育综合改革

重要项目，逐步探索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的转

变。自此，高校开始探索将思政内容融入课程教

学。尤其是在习近平总书记 ２０１６年全国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后，此进程不断加快，课

程思政也逐渐成为教育领域的研究热点。当前高

校化学课程思政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政

策与教材发生了变化，但是许多教师的思想没有

改变。章燕［６］指出，当前尚存在部分高校教师对

课程思政工作认识不清、理解不透、重视不够、落

实不好的情况，课程还存在缺乏系统设计、实施方

式单一等问题，课堂教学以教师的“教”为主，虽

然采取多媒体教学，但与学生的互动较少，往往是

教师在讲台上讲，学生在座位上听，课堂枯燥乏

味。另一方面，教师缺乏挖掘思政元素的意识。

彭进松［７］发现，许多高校化学教师虽然有课程思

政的意识，但在教学过程中只停留在书本内容中

的部分思政元素，缺乏主动深挖化学思政素材的

主观能动性。此外，化学专业课教师在开展化学

教学的同时需要进行专业相关的科研活动，使得

其学习思想政治知识的时间被大大压缩，化学课

程思政效果不尽如人意。

这些现象都足以说明当前高校专业课程与思

政教育之间还未达到相辅相成的效果，思想教育

和专业教学“两张皮”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

决。一方面，一些专业课教师的思想观念没有跟

上时代的变化，其在课堂内外的德育能力和德育

意识都需要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对于化学课

程思政元素的挖掘还不够充分。因此，需要更加

积极地对课程中的思政元素进行发掘加工，为高

校化学教师建立一个化学思政元素“素材库”，以

期为高校教师从传统课堂到课程思政课堂的转变

提供一些帮助。

３　稀土元素中思政元素的挖掘及教学
建议

３．１　稀土元素中家国情怀素材的挖掘
《无机化学》（第五版）第十四章“稀土元素”

第二节“稀土元素的提取”中介绍了提取稀土元

素的两种方法———溶剂萃取法与离子交换法，教

师可从这两种提取方法相关的人物事迹入手挖掘

其中的思政元素。

与溶剂萃取法有关的科学家是被誉为“中国

稀土之父”“稀土界的袁隆平”的徐光宪先生。新

中国成立不久，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理学博士学位

的徐光宪先生本可以留在当时各方面条件都非常

优越的美国，但他还是毅然决定返回祖国，为新中

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到北京大学化学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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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不久就因为国家的需要转而研究核燃料的萃取，

当他重新回到化学系研究自己的“老本行”时已经

是十多年之后了。成本高、纯度低、无法大规模生

产等是当时稀土分离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徐光宪想

到自己做核燃料萃取工作时的经历，突发奇想：“稀

土元素是不是也能萃取呢？”他从这个设想出发开

展了多轮实验研究，提出“混合萃取比ＥＭ（即稀土
混合组分的总萃取比）”的新概念以及“ＥＭ恒定”
的新假设。在进行无数次实验后，徐光宪探索出出

料液、萃取剂、洗涤剂浓度比和流量比的关系式，在

世界上首次创建了适用于稀土分离的串级萃取理

论。串级萃取理论在徐光宪的主导下不断发展完

善，并得到广泛传播与推广应用［８］。

李有谟先生是一位在离子交换分离方法发展

上作出巨大贡献的学者。他响应国家号召，毕业

后马上进入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工作

直至退休。刚工作不久，李有谟所在的小组就突

破了技术难题———用离子交换法分离出 １５种高
纯稀土元素。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李有谟制备出
９９．９％的高纯氧化钇，他使用的是其在１９５９年发
明的以乙酸铵为淋洗剂分离钇的方法。当时的李

有谟在南昌 ６０３厂工作，他的这一成就也被《南
昌日报》称为“金凤凰”，而这一分离高纯氧化钇

的方法也为我国高纯氧化钇的生产提供了新技

术。李有谟院士是一位勤恳敬业的科学家，科研

成果丰硕，但李有谟先生并不为大家所熟知，他在

默默无闻的工作中为我国稀土事业作出了莫大的

贡献［９］。

以两位科学家的经历为依托讲授两种稀土分

离方法，这也是“稀土元素”部分的重点教学内

容。在讲授此部分内容时，可以以老一辈科学家

取得成就的事迹为情境，采用代入式学习法让学

生体验老一辈科研工作者的学习成长、科研科创

经历，引导他们在学习稀土知识的同时学习老一

辈科学家的科研精神，从而更好地强化学生对稀

土知识的理解和对爱国学者的尊敬与向往，培养

学生的家国情怀。

３．２　稀土元素中创新精神素材的挖掘
３．２．１　稀土材料的应用

在《无机化学》（第五版）教材中，列举了稀土

材料在各领域的应用前景（见表１），教师可以从
此方面切入，深度挖掘稀土材料在不同科技前沿

领域的应用情况及成效（见表２）。有关稀土元素
科技成果的例子可用于课堂知识传授之后的知识

点拓展与交流讨论，如列举当前中国在稀土元素

应用上所取得的成就，组织学生对稀土应用的新

可能展开交流讨论，从而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与

创新精神。

表１　《无机化学》（第五版）中稀土材料在各领域的应用

领域 用途 ＲＥ Ｙ Ｌａ Ｃｅ Ｐｒ Ｎｄ Ｓｍ Ｅｕ Ｇｄ Ｔｂ Ｄｙ Ｈｏ Ｅｒ Ｔｍ Ｙｂ Ｌｕ

磁学
永磁体

磁体管阀

○
○

○ ○ ○
△ △ ○ △ △

电子

热电子发射材料

电容器

传感器

电阻

△

○
○

○
○
△

○ △ △ △

光学

光学玻璃

着色玻璃

吸收紫外线玻璃

陶瓷材料

荧光材料

激光材料

弧光灯电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冶金

打火石

钢铁添加剂

耐热合金

吸氢合金

铸铁

有色合金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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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领域 用途 ＲＥ Ｙ Ｌａ Ｃｅ Ｐｒ Ｎｄ Ｓｍ Ｅｕ Ｇｄ Ｔｂ Ｄｙ Ｈｏ Ｅｒ Ｔｍ Ｙｂ Ｌｕ

原子

能工

业

核反应堆结构材料

核反应堆控制材料

核反应堆屏蔽材料

△
○
△

△
○
△

△
△
△

石油化工

ＦＣＣ催化剂
汽车用催化剂

燃料电池

玻璃脱色剂

Ｘ射线增感屏

○

△
△

△

○
△
○
○

○
○ ○

轻工
毛织物染色剂

皮革鞣剂

△
△

生物

医疗

稀土生物材料

稀土医疗材料

△
△

△
△

△
△

　　注：○—已在工业中应用；△—正在研究开发。

表２　稀土材料在科技前沿领域的应用情况及成效

科技领域 应用情况 成效

磁体材料

突破表面防护、自动成型、“速凝工艺＋双（永磁）主相”、低氧工艺、
“双合金”、连续烧结、细粉制备、晶界扩散等关键工艺难关

低成本高丰度的Ｌａ、Ｃｅ等稀土元素用作永磁材料，极大地提升了稀
土资源的利用率，拓展了稀土永磁体的应用范围；高性能Ｃｅ磁体的
成功研制极大地促进铈、镧等稀土元素的均衡高效利用，有利于我

国稀土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这些新技术的突破使我国高性能永磁

材料的产业化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我国成为国际上永磁产业的佼

佼者

高性能烧结钕铁硼突破关键工艺技术难关［１０］

ＣｅＦｅＢ／ＮｄＦｅＢ成功研制永磁双主相Ｃｅ磁体

发光材料 稀土发光材料的高品质批量生产技术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国产高显色用纯镥铝酸盐绿粉［１１］

催化材料

稀土ＳＣＲ催化剂是完全由我国自主开发的产品，彻底解决了传统
ＳＣＲ催化剂造成的环境二次污染，填补了我国柴油车 ＳＣＲ催化剂
技术的空白

稀土ＳＣＲ催化剂［１２］

储氢材料

ＬａＦｅＢ系储氢合金是由完全我国自主开发的产品，相较于老产品，
它降低了２０％的生产成本，功率与性能更加优秀，是新一代镍氢电
池的储氢负极材料

ＬａＦｅＢ系储氢合金［１３］

高纯材料
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封锁，提升了中国稀土产品附加值，在高纯材料

方面有效地提高了我国的核心竞争力

制备出１３种超高纯稀土金属；开发了稳定的高

纯稀土金属制备新工艺；制备出高纯金属钪［１４］

３．２．２　有关稀土元素的工艺技术
我国是一个稀土资源大国，自“串级萃取理

论”提出之后，中国稀土工艺技术也步入了快车

道，数十年来实现了许多关键理论的突破与技术

的进步（见表３）。教师在讲授离子交换法与溶剂
萃取法时，可将稀土分离工艺技术的发展以拓展

内容的方式呈现，使学生在学习稀土分离工艺的

同时拓展稀土工艺的知识面，也可于课后布置有

关稀土工艺发展的课外拓展作业，推动学生创新

精神的发展。

３．３　稀土元素中社会责任素材的挖掘
３．３．１　有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素材挖掘

２０１９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并主持召
开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时强调，稀土是

重要的战略资源，也是不可再生资源，要加大科技

创新工作力度，不断提高开发利用的技术水平，延

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加强项目环境保护，实现

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１８］。

然而，一方面，我国是稀土大国，最多时我国

稀土储量占到全世界的 ７１．１％，但稀土资源现状
不容乐观，近年来，我国的稀土资源占比不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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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却仍然承担着世界上大部分的稀土供应。另

一方面，对稀土资源的无节制开采、低效利用以及

研发的滞后和开采时的生态破坏等诸多因素，导

致稀土储量迅速减少，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稀土产

品出口走私情况严重，等等［１９］。

表３　稀土工艺技术的发展

工艺技术 应用

深海富稀土沉积物中稀土资源的分离提取［１５］

（１）酸浸－萃取法：采用酸浸法从沉积物中回收稀土元素，然后对稀土元素
富集的浸出母液进行净化除杂，最后将除杂后的浸出液萃取分离，使稀土

元素达到有效富集

（２）分级－浮选法：泥预处理—浮选分离—浸出—擦洗—浮选分离，得到稀
土精矿

超重力梯级分离稀土元素的工艺［１６］

利用超重力技术进行氧化稀土相、铁酸稀土相、铈磷灰石相的梯级分离，Ｃｅ
元素首先以氧化稀土相形式析出并实现分离，Ｌａ元素进入铁酸稀土相被
第二个分离，而Ｐｒ和Ｎｄ元素在铈磷灰石相中最后被分离，以此实现稀土
精矿中Ｃｅ、Ｌａ、Ｐｒ、Ｎｄ的梯级分离

离子型稀土硫酸镁浸出液中制备碳酸稀土的新工艺［１７］
以离子型稀土硫酸镁浸出液为原料，进行树脂的静态遴选、动态吸附—解

吸，从而达到标准质量要求。能够有效降低成本，具有工业应用前景

　　这一部分内容可以作为反面素材在新课引入
部分进行讲授，以中国稀土资源危机和中国“稀

土不稀”传统印象两种相反的观念引发认知冲

突，突出问题，从而激发学生的民族归属感与环境

保护意识。此外，还可以结合稀土元素在环境治

理中的应用言明身为学者应担负的社会责任。

３．３．２　有关绿色环保的素材挖掘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新时代中

国的重要发展理念，其中“绿色”发展理念是关乎

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理念。在“绿色”发展理

念的带领下，各行各业都在寻找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方法，在稀土元素的研究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

许多绿色环保的例子（见表４）。

表４　稀土元素在水体富营养化治理中的应用［２０］

应用 方法

采用吸附法去除水体中的氮和磷

（１）稀土氧化物和氢氧化物：利用稀土元素在水中形成的带正电荷的水合氧化物或
者氢氧化物，对水中阴离子类污染物如磷酸盐和含氮化合物等具有较强的吸附能

力，可以同时高效去除引起富营养化的两种重要污染物

（２）复合吸附剂：利用稀土元素对各种吸附材料进行改性，采用化学键和、负载、掺
杂等形成稀土复合吸附剂

沉积物中氮和磷的消除
（１）激发水体自我净化能力，提高营养物质吸收利用率
（２）与基体合成复合材料，对底泥中的营养物质进行吸附和屏障

对水生植物的作用
在适宜的浓度范围内，能够增加水生植物叶绿素和蛋白质的合成以及植物生物量，

促进光合作用。而在此浓度范围之外，则表现为重金属离子的生物毒性

　　稀土元素在环境治理中的应用可在两处展开
教学：（１）在新课引入环节讲解稀土无节制开发内
容之后进行举例说明，不仅能为学生指明稀土元素

的实际用途，还能在缓解学生关于稀土资源危机的

紧张感的同时培养其绿色化学意识与社会责任。

（２）在课程知识点讲授结束后作为稀土材料的应
用拓展实例，以稀土的环保应用拓宽学生的思路，

既能培养其创新意识又能发展其社会责任感。

４　结语
从殷商时代的青铜冶炼技术到神舟十四号所

使用的材料，化学发展史源远流长，现代化学学者

的一项项科研成果帮助中国走向复兴，这些都足

以体现化学学科担负新时代课程思政重任的深厚

底蕴。深挖蕴藏在化学中的思政元素，在传授化

学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与思想品德素

养，是新时代化学教育的目标。本文使用对思政

元素进行分类的方法，以“稀土元素”一章为例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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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思政素材的挖掘，并对各类素材提出使用建议，

以期为“稀土元素”的教学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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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与设计学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

路径研究

伍国正，王顶，陈梦珂，姜太军，郭琼
（湖南科技大学 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如何结合专业特点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当今高校教师要思考的重要课题。建筑与设计学类专业的课
程思政建设，需结合专业课程与教学特点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工匠精神与美育精神的统一，坚持“求真务

实、道技合一”的内在原则要求。在提升专业教师课程思政素养的基础上，建设专业全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加强多方协同

联动，构建全员全课程全时空协同思政育人体系与教学模式，实现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关键词：建筑与设计学类专业；课程思政元素；实施原则；建设路径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２４）０１－０１１４－０７

　　课程思政是通过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三全
育人”格局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

行并形成协同效应，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根本任

务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 ２０１６
年１２月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
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一方面要坚持在改进

中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断提升思想政治

教育的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

和期待，另一方面要督促其他课程都守好一段渠，

种好责任田，从而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其他各

类课程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２０１９年 ３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师座谈会时强调，“要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

相统一，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

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习

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着重强调，“人无

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１］。《高等学校课

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教高〔２０２０〕３号，以下简
称“《纲要》”）指出，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课程思政建设

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任务，要结合专

业特点分类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全国很多高校将建筑类专业和设计学类专业

设在同一个学院，组成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或

者设计与建筑学院。本文将建筑类专业和设计学

类专业简称为“建筑与设计学类专业”。受限于

学科专业背景，建筑与设计学类专业教师过去参

与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建设的程度相对较低，对于

课程思政的了解不够深入，课程思政教育经验不

足，能力有待提升［２］。目前，专业课教师对课程

思政元素的挖掘不够深入，课程思政与专业课程

之间、课程思政理论与教学实践之间存在不同程

度的脱节，无法实现知行合一［３］。受实用主义思

想等多种因素影响，教师在专业课程教学中对学

生的“文化自觉”意识还不够重视［４］。专业培养

模式存在重“技能性”轻“理论性”现象，课程思政

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协同育人衔接不够，各主体

全员参与课程思政建设的力度不足［５］。专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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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思政的教学体系、工作体系和长效机制不够健

全，课程思政育人体系与教学模式有待改进，需要

进一步构建课程思政思想目标和实践目标有效融

合的专业教学体系［６］。因此，该类专业的课程思

政教育要在提升专业教师课程思政素养的基础上

充分挖掘和提炼思政育人元素，将“思想政治工

作体系”有效贯穿在“人才培养体系”中，加强专

业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建设，加强专业课程思政实

施路径、体制和机制建设，完善专业课程思政工作

体系和长效机制，从而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

１　建筑与设计学类专业教学特点及课程
思政元素

１．１　建筑与设计学类专业教学特点
建筑与设计学类专业具有较多相同的专业教

学特点。该类专业都注重工程素质、实践能力和

应用创新思维的培养，都强调个性化发展、以美育

人、以美化人。“在学科属性上，该类专业不仅具

有理论性、实践性、过程性、成果性、方向性、经验

性和综合性强的特点，也具有时尚性、学术性、创

新性和效益性的要求，突出体现在该类专业的毕

业设计及各项应用研究课题中。”［７］在专业课程

方面，该类专业都有较多实践性强的设计实践课

程和校内外实习实践课程，教学成果都兼有工程

技术和艺术等相关学科的特点，都强调地方特色

和民族特色，都强调科学技术与地域文脉、艺术审

美等的结合，都强调应用创新和艺术创新的结合。

在教学方式上，该类专业的课程常常为小班教学

或小组教学，不仅课程实践性强，而且专业设计实

践类课程较多，课堂互动式教学时间长，教师与学

生的交流多，此外，特别强调做模型分析设计，强

调工程技术和人文艺术的结合。因此，相对于其

他专业，该类专业教学对象与教学内容的针对性

更强，教师对学生的直接影响更大，更便于开展课

程思政教学。

１．２　建筑与设计学类专业课程思政元素
建筑与设计学类专业具有较多相同的课程思

政元素，如：在课程教学中，强化对学生工程伦理、

科学精神、工匠精神、人文精神等的教育，弘扬中

华美育精神；在学生设计实践中，强化“文化自

觉”的意识，引导学生自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立足时代、深入生活、追求真理，体现科

技创新与人文关怀，树立正确的设计创作观；在校

内外实习实践环节，将传统工匠精神与艺术修养、

传统文化与哲学思想、民族精神与革命传统、劳动

精神与社会责任等思政元素融入教学；等等。所

以，该类专业课程思政容易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

精神的统一，以及工匠精神与美育精神的统一。

１．２．１　在求真务实与实践养成中体现科学精神
和人文精神的统一

科学精神是科学思想的升华，简单地说，科学

精神就是实事求是、勇于探索真理和捍卫真理，其

核心是求实与创新［８］。人文精神是对人生价值

和意义的观照，关注的是人类的价值和精神表现，

基本含义是尊重人及其精神的价值，表现为对人

存在意义的弘扬及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

化的高度珍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文精神的

特点和重点是不同的。在《辞海》（上海辞书出版

社２０１０年版）中，人文“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
现象”，“指人情事理”，这表明“人文”是一个动态

的概念，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人性特点、价值取

向和时代精神等是不同的。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人类精神的两种不同

形态，都是在人类生产实践活动中产生的。无论

科学精神还是人文精神，都强调实践标准，追求真

理与创新发展。王岩教授提出：“科学精神和人

文精神是社会发展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共

同铸就人类社会的繁荣辉煌。”［９］朱成全教授指

出：“科学精神是人文精神的基础 ，人文精神规范

科学精神。”［１０］建筑与设计学类专业在教学中尤

其强调科学技术和人文素养的结合，强调实践活

动的时代性与创新性，强调体现人类社会发展特

点。该类专业的课程思政，要在强调“求真、求

善、求美、求新”等科学精神的同时，加强对学生

的文化熏陶和实践养成教育，使其在学习过程中

体悟人性，弘扬人性，完善修养，此外，还需体现教

育教学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使学生形成良好的人生品格和价值取向。

１．２．２　在传承创新与美育涵濡中体现工匠精神
与美育精神的统一

工匠精神的内涵十分丰富，包括劳动精神、敬

业精神、奉献精神、精益精神、执着精神、创新精神

等。龚群教授提出，工匠精神的核心要素是创新

精神，从根本上说，工匠精神是一种伦理德行精

神，工匠精神的本质是道技合一、追求卓越［１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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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

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

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近年来，工匠精神的实践

意义及其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意义得到大力

弘扬。

中华美育精神凝聚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

华。王一川教授指出：“中华美育精神的内涵在

于，它更多指向中华民族审美与艺术传统在育人

及应用层面的独特建树。其实，从根本上说，中华

审美与艺术传统的核心内涵之一就在于人的培育

或养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华美育精神尤

其能体现中华审美与艺术传统的精神特质。”［１２］

提高学生审美能力和人文素养是美育的目标，重

在“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

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指出：“美是纯洁道

德、丰富精神的重要源泉。美育是审美教育、情操

教育、心灵教育，也是丰富想象力和培养创新意识

的教育，能提升审美素养、陶冶情操、温润心灵、激

发创新创造活力。”［１３］

建筑与设计学类专业都强调工程技术与艺术

审美的结合，强调应用创新和艺术创新的结合，强

调对中华美育精神的培养与弘扬。该类专业的课

程思政，可以在教学中以工程伦理教育为切入点，

在专业课程设计、模型制作、工程设计实践等环节

结合项目特点培养学生热爱劳动、敬业奉献、精益

求精、科技创新的大国工匠精神，激发学生科技报

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引导学生自觉传承和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学生的设计审美和

人文素养，以美育人、以美化人，可以在各类外出

的实习实践环节，如设计实践考察、民族艺术考

察、美术写生实习、设计单位实践等，结合地域建

筑特色与民族艺术特色及其发展特点，引导学生

立足时代，树立正确的艺术观和创作观，提升审美

素养和创新意识，传承和弘扬中华美育精神，从而

发挥艺术与审美在学生成长过程中关键的涵濡

作用。

２　建筑与设计学类专业课程思政的内在
原则

课程思政是一种隐性的思政教育，其最佳效

果是“溶盐于水”“润物无声”。高校显性的思政

教育课程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形势与政策课

程、创新创业教育课程、毕业教育等，这些课程是

高校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导学生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的主战场。《纲要》指出，各专业要“结合专业

特点分类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作为培养社会主

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关键阵地，高校要想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贯彻落实宣传思想工作

“九个坚持”［１４］，光靠显性的思想政治课程教学

是不够的，还要在通识教育课、公共基础课和专业

课的教学中自然有效地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在遵

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的同时，将显性的思政教育

与隐性的思政教育结合起来，将思政教育与专业

课程教学目标达成结合起来，实现专业课程与思

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上述“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的原则

体现了课程思政的总体原则。对建筑与设计学类

专业来说，实施课程思政还必须坚持“求真务实、

道技合一”的内在原则。其中，“真”体现规律性

与科学性，“实”体现实践性与创新性，“道”体现

核心思想与指导原则，“技”体现科学方法与工艺

技巧。建筑与设计学类专业都强调工程技术和人

文艺术的结合，专业的理论性、实践性、过程性、方

向性、创新性和综合性都很强，都有较多实践性强

的设计实践课程和校外实习实践课程，教学成果

都强调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在该类专业的课程

教学中最容易做到在达成专业和课程教学目标的

同时，因课、因事、因地、因时制宜地开展科学精

神、工匠精神、人文精神与美育精神等方面的课程

思政教育，在实践中体现“求真务实、道技合一”，

体现全过程全方位协同育人，实现显性教育和隐

性教育的统一。因此，坚持求真务实，创新发展，

道技合一，“道”“技”“德”同向同行，是建筑与设

计学类专业课程思政原则的内在要求。

３　建筑与设计学类专业实施课程思政的
具体路径

３．１　师资素养的提升———夯实全课程思政建设
基础

《纲要》指出：“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教师

是关键”，“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价值归宿在于

立德树人”［１５］。教师的思想政治素养、育人意识

和育人能力直接影响着课程思政建设和立德树人

的落实程度与成效。因此，在工作中，一方面要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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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专业教师在提高专业教学能力的同时树立提升

育人能力的自觉意识，要加强对推进全课程思政

建设目的与意义的学习与领悟，提高专业教师课

程思政育人意识，要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践行

“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１６］的师德师

风。另一方面，要鼓励专业教师积极参加各类提

升课程思政能力的学习、培训等，提高专业教师的

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政治素养，激励其做“政治

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１７］

的课程思政教师。同时，加强专业教师课程思政

教学团队建设，鼓励专业教师积极主动研究课程

思政，充分发挥专业教师课程思政的积极性、主动

性和创造性，提升其对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和梳

理能力，强化思政元素与专业课教学的互洽性，不

断提升专业教师把思政教育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课

程全过程的能力，实现教书与育人的有机统一。

３．２　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建设———落实全课程思
政的基本保证措施

《纲要》指出：“将课程思政融入课堂教学建

设全过程，要综合运用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

不断拓展课程思政建设方法和途径。”这里至少

包含三个层面的内涵和要求。一是全课程思政教

学，即构建全课程思政育人环境，在专业培养目标

和课程教学大纲中落实课程思政，在所有课程教

学中自然融入课程思政元素。二是全过程全方位

思政教学，即在学生培养的各个环节融入课程思

政教学内容，将课程思政教学融入人才培养全过

程，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

育、社会实践教育、校园文化建设等环节，加强多

部门联动、多方协同育人，构建课程思政育人协同

机制，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三是多方

法多途径开展课程思政教学，即结合专业特点和

课程特点，创新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通

过教师的言传身教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构建科学合理的专

业课程思政教学体系是落实全课程思政建设的基

本要求，有助于在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专业课程思政建设要秉承“课程承

载思政”和“思政寓于课程”的理念［１８］，将课程思

政建设落实到专业的育人目标设计、课程目标设

计、教学大纲修订、教材编写、教辅材料选用、教案

课件编写、授课计划安排等各个方面，构建科学合

理的专业全课程思政教学体系。要在落实思想政

治教育课的基础上，在所有课程的教学大纲中明

确课程思政与专业教学的结合点，在人才培养的

各个环节自然融入课程思政教学内容，将思想政

治教育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从而实现专业

全课程全过程的思政教学。

建筑与设计学类专业的课程思政建设应结合

专业教学特点，充分挖掘和梳理专业课程体系中

蕴含的课程思政教育资源，深度提炼其体现课程

思政理念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从课程所涉专

业、行业、国家、国际、文化、艺术、历史等角度，增

加课程的知识性、人文性、艺术性和思想性，提升

课程思政的引领性、时代性和开放性，科学合理拓

展专业课程思政的广度、深度和温度。坚持问题

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统一，

在教学中坚持求真务实、道技合一原则，注重培养

学生的科学精神、工匠精神、“设计”理论修养、人

文素养、技术素质、艺术素养和多元文化思维，加

强价值引领，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如在

评析２００８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时，既可以从建筑
设计理念的角度分析其建筑的形式和风格在适应

自然条件、社会和人文环境等方面的作用，分析地

域性民族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与国际

化审美意识相融合对建筑创新的重要性，分析建

筑技术体现节能、环保、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对建

筑审美的影响———体现“地域特色”和“时代精

神”，引导学生在进行建筑设计时，加强对本土

“软传统”建筑文化的发掘，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建筑文化思想和建筑经验，加强建筑设计的

国际交流，主动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先进的建筑

理论和建筑技术，做到对现代建筑设计理论和设

计方法的“贯通”，从而创新建筑文化［１９］，也可以

从建筑美学特征的角度分析其建筑艺术的文化价

值、社会价值、审美价值和教育价值等多方面的价

值内容，帮助学生理解构建“绿色与可维持发展

的建筑美学体系”的重要性，引导学生在进行建

筑设计时注重运用绿色建筑技术，在进行建筑评

价时关注建筑艺术及其文化审美的时代特点。

３．３　多方协同联动———构建课程思政育人体系
与教学模式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推进课程思

政建设，不仅要做到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课程同

向同行，科学设计专业全课程思政教学体系，提升

专业教师课程思政的素养和能力，也要加强对专

业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的研究，探索有

效的专业课程思政方式方法，健全课程思政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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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纲要》指出：“要创新课堂教学模式，推进

现代信息技术在课程思政教学中的应用，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建筑与设计学

类专业的课程思政，要结合该类专业教学特点及

其课程思政元素，在课堂理论教学、设计课教学、

实习实践教学、校园文化建设、设计实践和社会实

践等环节加强研究，加强课程联动、课内外联动、

育人主体联动、校内外联动，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和自主性，构建全员全课程全时空协同思政的

育人体系与教学模式。

３．３．１　课程联动，实现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结合
实施课程联动开展思政教育，就是要在全课

程思政育人理念下加强思政课程、公共基础课程、

通识课程、形势与政策课程、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专业理论课程、专业实践课程的协调联动，形成各

类课程同向同行，体现协同效应。要加强对专业

课程体系中蕴含的课程思政教育资源的系统挖掘

和梳理，提炼其体现课程思政理念的思想价值和

精神内涵，将思政教育的价值引领与专业育人目

标和课程教学目标结合起来，并落实到专业全课

程思政教学体系建设各个方面，形成从课程思政

模块教学到具体课程思政教学及考核的目标链。

建筑与设计学类专业在教学中加强理论课和

实践课的协调联动，在理论教学与设计实践中强

化“文化自觉”意识并兼顾科学性和价值性，更有

利于开展课程思政教育，体现求真务实、道技合

一，体现“道”“技”“德”同向同行，体现专业课程

教学的价值引领，体现课程思政的广度、深度和温

度，从而实现专业课程思政教学目标，实现专业课

程教学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结合。例如：在专业理

论课教学中引入实践案例，分析案例所包含的技

艺特点，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工匠精神和创新精

神；在专业实践课教学中阐释基本原理，提出成果

要求，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美育精神与劳动

精神。

３．３．２　课内外联动，实现价值引领和自我构建的
统一

真正的教育是通过自我教育实现的。苏联教

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指出，真正的教育是教育与自

我教育相结合。冉乃彦先生认为，真正的教育是

自我教育［２０］。自我教育是实现课程思政的重要

途径，加强课内外师生联动有利于促进学生课程

思政方面的自我教育。建筑与设计学类专业都有

较多设计实践课程和校外实习实践课程，教师要

加强对课程思政的目标管理，合理设计课程思政

目标，在思想价值引领中促进学生课程思政方面

的自我教育。要对课外教学资源管理加以规范，

统筹规划整合各类课外实习实践思政资源，建设

学生开展自我教育的价值引领资源库。同时，要

转变“教”“学”方式，实现课内外“教”“学”联动。

例如：（１）通过教学情境设计、案例、学习体验、互
动讨论、问题设计与回答等环节，理论联系实际，

有计划地让学生搜集、选择、加工、制作、传递思想

政治教育的信息，将思政教育与课程专业教育目

标达成结合起来，推动价值塑造与知识教育、能力

培养的有机结合，实现课程思政教育与自我教育

的结合，实现价值引领和自我构建的统一。（２）
加强网络思想政治工作载体建设，建立案例丰富、

类型多样、内涵深刻的线上线下课程思政教学信

息资源库，促进线上线下两种教育模式的衔接整

合，拓展思政教育的广度与深度。教师在激发学

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

要的同时，应引导学生课程思政方面的自我教育，

促进学生思想品德的健康发展。

３．３．３　育人主体联动，形成协同育人合力与工作
长效机制

高校教师、党政干部、管理服务人员等是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主体，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

设，需要推动形成育人主体协同育人格局。因此，

要加强育人主体联动，形成协同育人合力，构建协

同育人机制。

（１）加强团队建设，形成教研育人共同体。
教师是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因此，教学

团队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作用，不断

提升专业教师课程思政的意识和能力，不断加强

自身课程思政建设。一方面，要组织专业教师与

思政课教师结对子，组建课程思政教学共建团队，

形成课程思政专门化结对制度和常态化运行机

制［１８］。另一方面，要组织专业教师开展课程思政

教学研讨，形成“教研相长”协同育人共同体：在

教学研讨中完成专业知识体系与全课程思政教学

体系的同构，实现“德智一体”培养目标的达成；

深入挖掘和提炼课程思政元素，优化课程思政内

涵建设；改革教学方法，将课程思政元素“基因

式”植入教材，“生态式”融入教案，“化学式”融入

教法［２１］，并及时评价教育教学效果，改进教育教

学方法。

（２）加强部门联动，形成三全育人格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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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协同育人，需要学校多部

门协同联动，着力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平台对接、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同时，建立部门联动育人工

作长效机制，形成多方协同育人格局，使全体教职

员工都成为“育人者”，实现教书育人、管理育人、

服务育人的融合贯通，达成协同育人效应。工作

中，注重全员、全程、全方位三全育人环境的营造，

加强课堂教学、实习实践教学与学工、团委等管理

服务部门组织的第二课堂的联动，发挥第二课堂

的育人作用，将育人工作贯穿学生学习的全过程，

融入学生学习、工作与生活的各个方面。引导教

学、管理、服务等不同岗位的教职员工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通过日常点滴与细致的教育、管理和服

务，影响每一位学生，关心学生成长，促进学生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从而实现显性教育和隐性教

育的统一。

３．３．４　校内外联动，实现价值塑造与能力培养的
有机结合

建筑与设计学类专业都有较多的设计实践课

程、校外实习实践课程和社会实践机会，师生互动

的教学时间长，因此，充分利用校外专家优势和各

种教育载体创新育人工作平台与工作形式，开展

校内外联动育人，创新实践类课程思政教学模式，

是该类专业提升课程思政教育实效、实现学生全

面发展的重要手段。专业可在遵循教育教学规律

和学生成长成才规律的基础上，结合实习实践类

课程的教学特点和社会实践项目的特点，加强校

内外“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关键点位研究，将课

程思政元素自然融入实习实践教学和社会实践活

动，创新实践育人模式，实现价值塑造与能力培养

的有机结合，构建对标人才培养目标的专业实践

教学模式和培养模式。

建筑与设计学类专业实践类课程思政建设需

要结合各自专业教学特点，在加强实践育人平台

建设、强化实践育人成效上下功夫。例如：在专业

设计课程中，充分利用校外实习实训基地资源，聘

请企业和用人单位专家学者到学院讲学和指导课

程设计，发挥校外专家学者的“思政案例”教学作

用和现身说法作用，强化学生工程伦理、科学精

神、工匠精神和人文精神等方面的教育；在校外实

习实践类课程中，通过现场教学与师生互动，让学

生在“学”与“做”中完成价值取向和价值塑造的

自我教育，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和求真理、悟

道理、明事理的素养；在设计类竞赛活动中，通过

组织与研讨，培养学生科技创新、求真务实、道技

合一、团队协作的精神；在校内外设计实践活动

中，创新育人工作平台，以培养设计创新能力和设

计服务人才为导向，强化“价值引领”，培养学生

热爱劳动、敬业奉献、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社会

责任意识，实现价值塑造与能力培养的有机结合，

实现立德树人、文化传承创新等思想目标与学以

致用、服务区域发展等实践目标的有机融合。

４　结语
综上所述，建筑与设计学类专业课程思政建

设要在结合其专业教学特点和课程思政教育资源

优势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和梳理专业课程体系蕴

含的课程思政元素，深度提炼其体现课程思政理

念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要坚持科学精神与人

文精神相统一，工匠精神与美育精神相统一，显性

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要体现全课程全过程全

方位协同、求真务实、道技合一的原则要求。要在

工作中提升专业教师的课程思政素养，建设专业

全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实现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

课程同向同行。要加强课程联动、课内外联动、育

人主体联动、校内外联动，构建对标人才培养目标

的全员全课程全时空协同思政育人体系、育人模

式和教学方法，达到“溶盐于水”“润物无声”的育

人效果。高校应通过以上路径，努力实现价值塑

造与知识教育和能力培养的有机结合、课程思政

教育与自我教育的有机结合、价值引领与自我构

建的有机统一。

限于篇幅，本文没有对建筑与设计学类专业

课程思政建设的评价体系、激励机制、组织领导和

条件保障等展开论述，这些要在以后的教学实践

中加以研究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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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ｍｕｌｔｉ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ｌｉｎｋａｇｅ，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ｔｈｅｗｈｏｌｅ
ｓｔａｆｆ，ｗｈｏｌｅｃｏｕｒｓｅ，ｗｈｏｌｅｔｉｍｅａｎｄｓｐａｃｅ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ｏｄｅ，ｓｏａｓｔｏ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ｆｏｒｍｉｎｇａ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ｍａｊｏｒｓ；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ｐａｔｈ

（责任校对　龙四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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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

协同育人的逻辑进路

黎敏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政法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０４）

摘　要：“课程思政”应协同“思政课程”发挥好育人功能，形成“课程思政”隐性育人与“思政课程”显性育人相连接
的“大思政”新态势。二者协同育人的特征是主体的全员性、过程的完整性和方位的立体性，逻辑基础是“思政课程”向

思政教育提出挑战和“课程思政”为思政教育带来新思路，逻辑路径是非理性教育与理性教育协同育人、非连续性教育

与连续性教育协同育人、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协同育人。

关键词：协同育人；课程思政；思政课程；思政教育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２４）０１－０１２１－０７

　　思政教育在我国高校工作中占首要位置。长
期以来，“思政课程”是学生接受思政教育的重要

方式，但单靠“思政课程”唱独角戏，教育成效还

不够明显。同时，伴随新时代世情、国情和社情发

生的巨变，高校思政教育面临着空前未有的新形

势与新挑战。教育部反复强调要使各类课程与

“思政课程”产生协同效应。在此背景下，“课程

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是全面实施时代新

人培育工程的又一创新理念和模式。要想更好地

实现“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就要全

面厘清其中的逻辑进路。探究二者协同育人的逻

辑进路，亟须准确理解二者协同育人的内涵与本

质，同时完整把握协同育人的逻辑基础，继而找到

协同育人的逻辑路径，这对进一步提升高校思政

教育的针对性、渗透性和有效性具有极强的现实

意义。

１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的
内涵与特征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的科学

内涵及其本质特征是问题研究的逻辑起点，贯穿

于研究的全过程。准确理解这一点可为高校精准

实施“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提供

依据。

１．１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的内涵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是指高

校“课程思政”（涵盖公共基础课程、专业教育课

程和实践类课程）应协同“思政课程”发挥好育人

功能，形成“课程思政”隐性育人与“思政课程”显

性育人相连接的“大思政”新态势，使“课程思政”

与“思政课程”达到育人目标、内容、主体和机制

的协同，从而有效实现二者的相伴相随、同向而

行。具体而言，首先是“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

将立德树人作为高校人才培养目标，应保持育人

方向与政治方向的协同一致。其次是“课程思

政”与“思政课程”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享育

人。课程教学体系以“思政课程”为主干和核心，

以“课程思政”为补充和辅助，“思政课程”不断推

进“课程思政”同向发展，“课程思政”助力“思政

课程”的有效建设，最终实现思政资源共享和同

向育人。其三是全体高校教师协同担负思政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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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责任，共同完成教书与育人的历史使命。

各门课程的教师原本应独立完成教学任务，但思

政育人对教师提出了互通互助、协作共建的要求。

最后是高校应构建相对完善的“课程思政”与“思

政课程”协同育人机制，逐步探索互通互助机制

和协同推进机制，确保思政育人合力的形成和运

行。综上，“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是

一个内涵极为深刻的概念，是思政教育理论的不

断更新和优化。二者协同育人拓宽和延伸了思政

教育主体的边界，推进了各教育主体间的协作，从

而孕育了思政教育的新模式。

１．２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的特征
１．２．１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的主

体具有全员性

主体是协同育人中的人员要素。首先，思政

育人计划的实施及其目标的实现都需要人去完

成。只有育人主体分工协作，紧密配合，各个环节

才能产生育人整体合力。其次，思政育人的职责

内涵要延伸到教书育人、实践育人、管理育人等多

个环节。这不仅表明了育人主体之间要进行整

合，还强调了育人主体范围要实现由专职到全员

的转变。所有教师、全体行政管理人员都要参与

育人过程，将以往只有思政课教师单独参与的思

政教育变成全员集体参与的教育行动，主体多方

协同完成育人的历史重任。再次，所有课程都要

始终围绕高校立德树人的主线。在社会价值多元

化、复杂化的背景下，迫切需要非思政课教师发挥

协同育人的功能。思政课教师要担负起社会主义

高校思政显性教育赋予的使命，其他课程教师也

要实施思政教育，在讲授学科知识的同时注重价

值塑造、铸魂育人，彰显思政隐性教育的优势。作

为高校育人共同体，所有课程、所有教师都要担当

立德树人职责，分别守护好自己的责任田，让“课

程思政”与“思政课程”产生协同效应。

１．２．２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的过
程具有完整性

过程是协同育人中的时间要素。思政教育历

来都非孤立的、静止的，而是联系的、动态的。思

政教育理应始终贯穿学生学习的全过程，既要凸

显教育内容以知识为本，又要体现对学生全面发

展的终极关怀。首先，思政教育应是一种集合多

种形式的完整性教育，包含非理性教育与理性教

育、非连续教育与连续教育、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

等形式。若将课程视为思政育人的主要载体，那

么，“课程思政”侧重隐性的非理性教育、非连续

性教育，而“思政课程”关注显性的理性教育、连

续性教育。虽二者呈现的形式不一样，但育人任

务一致，都是高校实施立德树人的育人活动。其

次，“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彰显了育

人的全过程性。教师根据学生全面发展的规律和

各门课程的任务、特点，通过全过程整体性跟进，

在各个学习阶段实施不同形式的教育，即全体教

师都要参与思政教育全过程，齐心合力完成教书

育人的重任。由此，“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联

合构筑“思政共同体”，相互合作与补充，共同建

构一个完整和谐、类型多样、层层递进、互为支撑

的思政教育体系。

１．２．３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的方
位具有立体性

方位是协同育人中的空间要素。适应教育综

合化的发展趋势，思政教育逐渐演变为一种多维

立体的育人格局，在实施过程中发展为不同类型、

不同层次的立体教育。为更好地发挥思政教育的

作用和指向性，各高校在课程教学指导上把教育

与教学有机连接起来，强化德育与智育的关系。

因而，在课程建设上就应有两个层次：一是理论知

识的传授和专业能力的培育，二是思政教育的目

标和内容。“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定位是“大思

政”（含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等内容）育

人［１］，它与“思政课程”一起组建分工明确、协同

一致的立体性思政教育模式。另外，通过组织丰

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来配合进行思政教育是思政教

育实践证实了的行之有效的基本方法。诚然，思

政教育还应校内与校外相结合，让学生带着思政

教育的烙印从学校走向社会，促使思政教育边界

由封闭走向开放。可见，“课程思政”与“思政课

程”是思政育人的基本环节，而每个育人环节之

间既互相联系、影响，又互相渗透、补充，从而全方

位协同实现立德树人的战略目标。

２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的
逻辑基础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的逻辑

基础是指二者能够协同育人的理论基础，也是二

者何以要协同育人的研究。要回答“课程思政”

与“思政课程”何以要协同育人，首先必须明晰高

校思政教育的担当使命与时代定位，这是协同育

人发挥实效不可或缺的逻辑前提。众所周知，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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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育要以信念理想为灵魂、以爱党爱国为中心、

以道德情操为根本、以全面发展为归旨，涵育能担

当国家和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是“课程

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的根本要求，也是

高校教书育人的应有之意。从实践层面看，思政

理论课要与时共进，笃行思政教育的担当使命，就

必须找到发展与创新的路径———“课程思政”与

“思政课程”协同育人。

２．１　“思政课程”的显性教育向高校思政教育提
出挑战

２．１．１　“思政课程”是思政教育的理论阐释
“思政课程”主要任务是阐释思政教育理论

之“道”。它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历

史进展规律，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系统的理论性、

鲜明的价值导向性等特征，帮助学生形成对中国

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正确理性

认知，并揭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逻辑魅

力［２］。“思政课程”依托课堂教学主阵地，一贯采

用非常显著的教育方法和手段，以理论性、系统性

和集中性的意识形态育人方式，由教师采用显性

施教方式，通过讲道理、摆事实，说透说通说深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及其理论精髓，凸显思政教

育应当具有的政治性和价值性。因此，要使学生

在“思政课程”中真正学有所悟、学有所为，就要

注重思想引领，融会贯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

解疑释惑学生的思想和生活实际，真正展现“思

政课程”的显性育人价值。

２．１．２　“思政课程”向高校思政教育提出挑战
显然，传统的说服式、灌输式、孤岛式“思政

课程”课堂教学已跟不上新时代的复杂形势。主

要表现在：首先，“思政课程”的培养目标比较模

糊。长久以来，多数高校要么把思想、政治、道德、

法制等素质培养统统归入“思政课程”的范畴，一

味地无限扩大其功能，使“思政课程”的培养目标

陷入“泛化”的深渊，要么把单纯的道德素质培养

视为“思政课程”的培养目标，使“思政课程”的培

养目标走向“窄化”的窘境［３］。其次，大部分高校

非常重视专业知识教育、技能教育，认为思政教育

无关紧要，导致“思政课程”在课堂内外难以产生

合力。学生在思政课堂上进一步，但一到其他课

堂又回到原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校思政

教育缺乏整体合力的客观现实。再次，非理性思

政教育功能被忽略。传统的思政教育是一种唯理

性的育人方式，其显著特点是重视思想政治和道

德规范的知识灌输，却常常忽略了政治信念、政治

意志、思想感情等非理性育人内容的培养和渗

透［４］。这种育人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难以消除固

有的弊端，致使育人的实际成效大大削弱。由此，

要切实增强“思政课程”的实效性，“课程思政”与

“思政课程”协同育人就成为当务之急。

２．２　“课程思政”的隐性教育为高校思政教育带
来新思路

２．２．１　“课程思政”是思政教育的理论渗透
教师将思政教育的内容和目标有意识地隐藏

起来，运用间接、婉转的教育方式把新时代价值引

领、意识形态等思政因子有意识地融入每门课程

的教学。因此，“课程思政”具有教育目标渗透

性、教育方法隐蔽性和教学手段综合性等特征。

一般来说，“思政课程”是思政教育的核心课程，

而“课程思政”则是思政教育的有效补充。当然，

“课程思政”作为一种课程教学理念，不是课程与

思政的机械相加，更不是要把所有课程都变成思

政课。“课程思政”强调以专业知识为介质，通过

学科知识传授与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无缝连接的

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思想［５］，进而实现

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协同育人。

２．２．２　“课程思政”为高校思政教育带来新思路
“课程思政”的隐性教育作用是“课程思政”

与“思政课程”能够协同育人的重要原因。首先，

高校思政教育绝非“思政课程”单打独斗就能完

成的，而必须打开思政教育的所有通道，对所有课

程进行全面覆盖、全面整合。其次，各门课程蕴含

的思政因子具有指向性、针对性，任课教师要深挖

其中的学科思维方法素材、代表人物素材等，把非

逻辑性、非系统性、非集中性的隐性思政资源与专

业教育紧密连接在一起，涵养学生科学思维，厚植

忠诚于党、热爱国家、服务人民的情怀。再次，高

校面临全球多元文化思潮的冲击和挑战，青年学

生的思想又正值可塑期，要解决“思政课程”缺乏

整体合力这一问题，这就要求全体教师、所有课程

都来参与思政教育教学，形成“课程思政”与“思

政课程”双轮启动的协同局面。可见，“课程思

政”在充实课程知识方面的多元性和价值引领

性，发挥着“思政课程”难以达到的独特作用。为

构筑思政教育的整体合力，教育部于２０２０年印发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提出要

“科学设计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并“结合专业特点

分类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综上，“课程思政”是

３２１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２４年第１６卷

高校思政教育的新思路，更是党中央对高校思政

教育的殷切要求。

２．３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助推高
校思政教育创新发展

２．３．１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逻辑联系为
同向而行提供资源共享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都具有思政教育

的性质和功能，通过相互融合、分工协作，提供资

源共享和高效互动。首先，二者都具有思政教育

的性质和功能。“思政课程”是显性、系统的思政

教育，“课程思政”是隐性、非系统的思政教育，二

者皆为思政教育的分支，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形成

同向而行的合力育人态势，展现了思政教育全课

程育人的大思政教学体系。其次，二者相互融合。

“思政课程”可以大量融合、吸收其他各门课程的

综合素养涵育功能，如自然科学的实事求是、开拓

创新、艰苦奋斗等精神，人文科学的家国情怀锻

造、理性思维塑造等功能，从而隐含了“思政课

程”教学的多学科渗透性。同时，各门课程中也

隐藏丰富的思政资源，如课程中正确的价值理念、

学科的求实精神、杰出人物的工匠精神等素材，具

有隐性育人的属性。再次，二者分工协作。“思

政课程”一般采用的是直接说理式的理性教育，

而“课程思政”是间接渗透式的非理性教育。二

者紧密结合，通过情理融合实现以情动人、以理服

人的目的。由此，完整和立体的思政教育应是由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共存并重而构成的共

融同进体系。

２．３．２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互动逻辑关
联决定同向而行的运转机制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能够同向而行还

体现在二者互动逻辑上的统领与递进关系。首

先，二者共同构建“隐性”与“显性”协同的互动体

系。从教学功能的层面看，在鲜明的政治导向上

“思政课程”绝对统领“课程思政”，“课程思政”

的隐性教育是“思政课程”显性教育的有力补充

和完善，这是“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互动逻辑

关联的起点［６］。“课程思政”可以结合有关学科

特点及学科协同培养优势，立足相关专业的教育

目标，在传授知识与技能时融入思政教育理念，确

保在课程教学过程中体现立德树人价值旨归。其

次，“课程思政”“思政课程”与全体教师共同筑牢

思政教育根基。“课程思政”所蕴含的思政资源

处于零散状态，需要全体教师积极深挖、开发并通

过综合运用、优化整合使育人内容更贴近学生的

生活；“思政课程”是提高学生思政道德素质最为

直接的显性课程，以价值引领和政治导向贯通于

教学全过程。二者都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理应互

相呼应，协同运转。

３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的
逻辑路径

综上所述，“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

人的内涵和逻辑基础映射出二者协同育人的逻辑

路径。明确二者协同育人的必要性之后，探寻二

者协同育人的逻辑路径成为解决思政教育缺乏整

体合力问题的当务之急。为此，本文以“基础—

过程—方法和手段”的分析架构阐释“课程思政”

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的逻辑路径。

３．１　协同育人的现实基础：非理性教育与理性教
育协同

马克思主义强调一个完整的人是理性与非理

性统一的社会存在物，这为协同育人逻辑进路的

产生和实现奠定了现实基础［７］。协同育人过程

是非理性与理性融合发展的过程，理性教育引领

非理性教育，而非理性教育为理性教育提供动力

支撑。

３．１．１　非理性教育与理性教育思政教育功能的
耦合

理性教育是关于认知社会现象及其本质规律

的教育，其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理性认知能力。

非理性教育是根据一定的社会价值规范及准则对

学生的信念、意志、情感、心理等进行的引导，通常

是针对学生面对发展、选择、前程、就业等方面的

现实问题时产生的情绪和心理上的响应而作出的

应对。从价值取向来说，思政教育最理想的境界

是在学生的思想活动中实现发展的非理性教育与

理性教育巧妙的功能耦合。这里的思政教育功能

耦合就是理性思政教育非理性化与非理性思政教

育理性化［８］。在人的社会实践中，理性因素与感

性因素、理性认知与情感认知必须结合起来，才能

使某种意识、观念真正得到稳定、深入和持久的理

解和认同。因此，思政教育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社

会价值规范及道德准则的全部内容，提升其理性

认知能力和水平，还要向学生传递意志、情感、心

理、行为方面的知识，不断强化其价值塑造、心理

成长和能力提高之间的联系［９］。因此，只有非理

性教育与理性教育都发挥作用，且二者达到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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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耦合，完整的思政教育才能达成最理想

境界。

３．１．２　协同育人是非理性教育与理性教育的协
同发展

育人过程中，非理性教育与理性教育的目标

是紧密协同的，二者相互浸透、相互促进。非理性

教育与理性教育的互联性，是协同育人的理论依

据。最初，非理性教育与理性教育目标相同。二

者共同体现了学生全面发展的基本教育形态和内

在构成要素，对学生的政治认同、价值选择和道德

判断有着直接影响，并鞭策学生知、情、意、信、行

均衡协调。理性教育立足于学生的意识、价值和

观念的形成与转变，非理性教育则是对学生认知、

情感、意志与行为的培育，二者分工不同，但意图

相同。其次，非理性教育与理性教育相互浸透。

非理性教育与理性教育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互

相浸透的。在转变学生意识、价值和观念的过程

中，实施理性教育须借助情感、意志、心理等非理

性教育的方法。同样，对学生进行情感、意志、心

理等非理性教育时，也必须植入一定的意识、价值

和观念等理性教育的方法。再次，非理性教育与

理性教育互相促进。理性教育为非理性教育指明

方向，有利于学生养成正确的认知、美好的情操、

坚强的意志、健康的心理和端正的行为。同时，在

非理性教育环节把陶冶性情、磨炼意志和调整行

为转化为学生的实际行动，也会促进学生思政理

论水平的提升。思政育人的终极意义是达到内化

于心、外践于行的目的，它所追求的不仅仅是一种

知识、认知，更是一种态度、行为。

非理性教育与理性教育在“课程思政”与“思

政课程”协同育人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譬

如根据“课程思政”的教学定位，在校内外实践教

学环节将非理性教育与理性教育充分结合在一

起，重点引导学生在实践情境中检验理想信念的

正确性，并在已有理性认知的基础上有所感，有所

为，促使其内化、认同和践行两类课程的教学内

容，形成认知与行为统一、教化与内化统一的思政

教育教学模式［１０］。因而，只有“课程思政”与“思

政课程”协同发展才能更好地实现思政教育的时

代使命。

３．２　协同育人的行动过程：非连续性教育与连续
性教育协同育人

行动过程是协同育人的重要保障。根据人的

发展规律，思政教育活动应是连续性与非连续性

协调统一的过程，二者相互包含，且互为彼此存在

的根本和条件。因此，协同育人的行动过程必须

是非连续性教育与连续性教育协同的，连续性教

育是思政教育得以充分发展的前提条件，而非连

续性教育则是思政教育得以有效延续的必要

补充。

３．２．１　思政教育过程是非连续性发展与连续性
发展的统合

连续性与非连续性是一对极为普遍的哲学范

畴，就如黑格尔所说，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唯有统一

在一起才会是真的。所谓连续性，即事物运动接

连不断的发展特性。而非连续性是指在事物接连

不断的发展中，经常会发生一些不可预测、猝不及

防的障碍和干扰因素，这些因素会对事物持续的、

沿着特定轨迹的正常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非连

续性往往会引起事物发展的终止、间断或转向，使

事物的发展具有非连续性。客观上，人的一生一

定不会只沿着既定的道路发展，这是因为非连续

性的发生是有偶然性和规律性的［１１］。只有经历

过诸如沉痛的打击、重大的变故、突发的危机等人

生坎坷，人才能真正学会成长，最终形成一个不受

任何因素影响、对自己负责的稳定状态。这种非

连续性的特别事故通常隐藏在学生每个学习阶段

的行动过程中，在其学习成长中发挥关键性作用。

因此，非连续性发展是连续性发展过程的必然体

现，连续性发展又蕴含了一定的非连续性发展过

程，非连续性发展与连续性发展贯穿于思政教育

的全过程。只有认识到非连续性发展与连续性发

展的必然性，尤其是正视非连续性发展的作用，才

能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３．２．２　协同育人是非连续性教育与连续性教育
的和谐一致

连续性教育是指依据学生连续发展这一客观

规律，高校运用系统的思政教育内容对学生施加

连贯的、系统的影响，让学生获得完整的逻辑认知

的教育。非连续性教育是为应对阻碍学生连续正

常发展的非连续性因素而实施的教育，它并不谋

求思政教育过程的连续性，而是对学生实施非连

贯性、非逻辑性、非系统性的教育。博尔诺夫首创

性提出了训诫、号召、唤醒和碰撞等一系列非连续

性教育范畴［１２］。譬如在日常学习中，学生时常会

显露出精神萎靡、无精打采的状态，这种一蹶不振

的精神状态会导致学习的偏离，甚至个别学生可

能会误入歧途。此时，教师可实时予以告诫和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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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唤醒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思政课教师可系统诠

释“理想信念”“奋斗精神”的意蕴和实质；专业课

教师可把学科专业知识与奋斗不息精神有机结合

起来，挖掘课程中科学家和理论家坚持不懈、努力

奋斗的成长历程；公共基础课教师可通过“奋斗

精神”主题教育侧重培养学生奋斗情怀，在奋斗

精神教育中融入自强不息、奋发图强、勇于挑战、

爱国主义等思政因子［１３］。有时一句鼓励的话语

就会引发学生的顿悟。教师以此指引、敦促学生

非连续性自我思想变革。

“思政课程”主要是进行思维、价值、信念等

理性精神层面的培育，而“课程思政”则是欲望、

情感、意愿等感性因素方面的陶熔鼓铸。传统的

高校思政教育是以人的连续性发展为前提条件

的，故而尤为重视“思政课程”。毋庸置疑，学生

的发展具有非连续性。思政教育过程中要积极引

导学生非连续性的发展，那么，“课程思政”也就

不容忽视。可以说，“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

同育人的过程是非连续性教育与连续性教育协调

同步、相辅相成的过程。

３．３　协同育人的方法体系：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协同育人

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是实现协同育人的具体

环节。协同育人方法体系是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

的协同一致、现代教学技术手段和教学艺术手段

的有机融合。具体来说，教师将晦涩而抽象的理

论知识运用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引导学生沿波

讨源，在社会实践中获得理论认同。同时，对模糊

而笼统的理论进行形象化艺术化处理，凝练为学

生易于汲取的教学内容。

３．３．１　协同育人方法：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协
同一致

教学方法是思政教育教学的重要依附。教育

家杜威有个著名观点“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

会”，主张把理论与实践结合在一起［１４］。因此，从

教学方法的角度看，思政教育方法有两种———理

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且两种方法应遵循协同原则。

理论教学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支撑，具有显著的

学理性和思想性特征。其中，理论教学包含两种

教学形式：一是既定的“思政课程”，二是把思政

内容渗透于各门课程。理论教学应积极运用各

门课程的“大思政”效应，使之与“思政课程”协

同实现理论教育的育人价值。二者通过思政教

育的价值引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于

灵魂，充分发挥思政教育完善人格、塑造灵魂的

育人作用［１５］。

实践教学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阐扬

实践教学内在知识架构和逻辑思路，厘清实践教

学活动真正追求的教育价值。与理论教学相比，

实践教学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思政教育方式。学生

的理性认知与实践活动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学

生在理论教学中获得思政教育理性认知后，只有

经过实践活动才能进一步理解、消化，进而将其转

化为自己的行为指南；另一方面，只有经过生动的

实践教学，学生的思政教育理性认知才能转化为

属于自己的政治观点、思想观念和道德品格。实

践教学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主要涵盖线上实践教

学、课堂内外实践教学和校内外实践教学。教师

通过这些实践教学活动引导学生知信行相统一，

学思用相结合，形成理论与实践协同育人的“大

思政”格局。

３．３．２　协同育人手段：现代教学技术手段与教学
艺术手段的协同运用

教学技术手段与艺术手段是提升协同育人水

平的必要条件。教学技术手段是指有效运用现代

科技成果的所有教学方式。它能使教学过程更具

直观性、生动性，故而线上课程教学、虚拟仿真教

学平台等现代教学手段备受青睐。为践行协同育

人原则，各高校应加强校内各部门、各院系和各课

程教师间横向的互联互通、协同推进机制建设，构

建专业课程教师与“思政课程”教师协同育人的

一体化教学模式。“课程思政”教学目标和教学

内容设计方面，专业课程教师可以结合专业特点

邀请思政课教师研讨、把关。以专业课程教师、思

政课程教师等为主体组建“课程思政”育人共同

体，其整体效能将远远大于各个教师单体育人效

能之和。各主体通过专长互补、优势叠加，发挥各

自的专业背景优势，形成“课程思政”与“思政课

程”协同育人的线上资源共享平台，推进各门课

程思政因子的融合、共享与创新。

教学艺术手段是指显性或隐性育人过程中，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目标，恰当地通过艺术的形式

把思政教育融入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包括故事、

诗歌、歌曲等艺术形式。经验表明，人的思想、情

感、意愿等非理性因素可以借助艺术表达出来，因

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采用接地气的艺术手

段以轻松、愉悦、含蓄的方式净化和陶冶学生，使

学生获得更强烈、更持久的心理感受，最终完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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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自我成长。譬如上海大学由哲、文、史、法、

经、管等多学科的十几位教师与思政教师一起开

设的“形势与政策”，采用“把理论融进故事、让故

事说明道理、用道理赢得认同、将悟道代替灌

输”［１６］的教学手段，深受学生喜爱。要使公共基

础课程、专业教育课程和实践类课程情感有温度，

拓宽有广度，延伸有深度，需要任课教师用心设

计，用情上课，协同运用多种艺术手段将思政教育

内容自然地融入各门课程的教学。

新时代要求全体教师紧跟时代潮流，在传授

学科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融入立德树人的主旋律，

不断改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推进课程教学内

容与思政因子完美而高效的结合，以此达到“课

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的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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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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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专业学位研究生为本位的

校企联合培养思考

陈冰１，２，万林林１，李时春１，伍济钢１，刘国跃１，２

（１．湖南科技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２．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２０３）

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企业科技发展迫切需要
自力更生。作为企业科技发展和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关键抓手，校企联合培养在新形势下也遇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

阻碍。分析新形势下校企联合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新时代专业学位研究生为本位提出联合培养

主体在制度和培养模式方面的有效措施，解决新时代校企联合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困难、企业项目与研究生培养要

求矛盾、研究生科技服务能力不突出等问题，提高新时代专业学位研究生全方位能力。

关键词：专业学位研究生；校企联合培养；以研究生为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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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将研究生培养
成以学术研究为导向、偏重理论和研究、从事大学

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学术研究型人才；专业学位研

究生的培养目标是将研究生培养成以解决实际问

题为导向、掌握专业基础理论和知识、从事专业技

术或管理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１］。随

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蓬勃兴起，科技

和人才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承担着为国家培养高层次应用型

人才的重要使命［２］。《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

方案（２０２０—２０２５）》中提到，我国探索建立了以
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以产教融合为途径的中国

特色专业学位培养模式［３］。校企联合培养是指

充分利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各方资源优势，

开展联合培养，构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

务等多元一体的合作培养模式［４］。近年来，随着

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对专业学位人才的需求日

益增加，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专业

学位硕士研究生占比已超过７０％，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将面临更多新挑战［２］。

数十年来，全球经济快速发展，全球化进程不

断加快，我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５］。然

而，美国悍然挑起“新冷战”，通过一系列制裁中国

科技发展的政策，试图遏制中国科学技术的崛起，

以保持其世界霸主地位，推动“逆全球化”思潮发

展。在此背景下，国家和企业认识到核心技术是买

不到的，关键还是得靠自主创新［６］。中国企业迫切

需要紧跟并逐渐引领科技发展潮流，通过校企合作

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培养行业高素质人才队

伍，承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与责任。专业学位研究

生将在科技革命中激流勇进，成为推动中国科技迭

代、产业更新变革的弄潮儿［７］。

目前，我国迫切需要培养大量高素质的应用

型专业学位研究生。近年来，“９０后”“００后”专
业学位研究生逐步登上历史舞台。区别于“７０
后”“８０后”，这一代研究生具有生活条件富足、
思想个性鲜明、兴趣爱好广泛、学习能力强、善于

推陈出新、注重他人认可和自我表达等特征［８］，

但受互联网时代的影响，这一代研究生学业成长

目标与科技发展、社会进步、伟大“中国梦”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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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系有待加强，他们迫切需要在培养过程中获

得思想建设、科技服务、人生发展相结合的具有时

代特性的正确引导，从而把实现自身成长同新时

代国家发展战略结合起来。专业学位研究生“以

学生为本位”的思想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９］，要求创

新专业学位研究生校企联合培养模式，在符合高

校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制度和企业科技发展需求

的前提下，结合现阶段研究生的特点和需求，达到

实现研究生自身成长价值和提升科技服务能力的

培养目标。

面对新时代新挑战新要求及新冠肺炎疫情、

逆全球化思潮、国家科技升级的迫切需求等，专业

学位研究生校企联合培养在长期实践中出现了诸

多新问题［１０］。如何激发产学研合作各方主体的

主动性和积极性，以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为本位

发挥产教融合育人作用，是实现专业学位研究生

高质量培养，为企业、行业和国家输出高素质应用

型人才的关键。本文厘清新形势下校企联合培养

专业学位研究生存在的问题，以提高新时代专业

学位研究生全方位能力为目标，提出联合培养主

体在制度和培养模式上的有效策略，形成以专业

学位研究生为本位的校企联合培养模式，新时代、

新形势下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和高校科技服务社

会的能力。

１　专业学位研究生校企联合培养的重要
作用

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主要有项目依托

型、设立人才培养和科研基地、建立培养研究生的

经济实体、引进企业人才兼任导师、研究生培训

班、创办大学科技园、共建合作研究中心、企业委

托培养研究生等八种模式［１１］。不管是哪种专业

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模式，均是通过整合企方、校

方和社会各种资源，发挥各合作主体的优势，实现

行业技术发展和人才积累加速、高校科技服务企

业能力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全方位成长和社会

科技力量进步等多方共赢的目标。

１．１　助力行业技术进步和人才储备
在新时代逆全球化思潮中，企业发展迫切需

要科技升级和人才储备，然而，多数中小科技企业

存在研发能力不强、人才储备不足等问题。社会

化背景下，企业追求短期利润和长期效益，企业发

展中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技术呈现多学科融合、专

注核心技术、技术迭代迅速等特点，科技企业需要

同时注重生产增效和科技升级，原有单一学科的

企业研发技术力量不足以支撑科技企业智能化升

级改造、核心技术快速升级等时代发展需求。此

外，企业科技人才培养周期较长，科技人才培养能

力和精力有限，使得科技人才发展难以紧跟企业

高速发展的步伐。校企联合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

的模式可以缓解甚至解决企业发展问题：首先，将

专业学位研究生作为行业储备人才，使其在进入

企业之前的研究生学习阶段提前了解和学习行业

发展现状和动态，挖掘和攻克企业核心技术难题，

从而缩短企业科技人才的培养周期；其次，在财力

和人力投入较小的情况下，利用高校科技人才培

养机制，结合企业实践环境，培养“即插即用”的

行业科技人才；最后，充分结合高校人力资源丰富

和企业科技发展方向敏锐的优势，快速推动科技

企业的智能化升级和产品迭代升级，为企业发展

注入核心竞争力和生命力。

１．２　提升高校科技服务企业能力
近几十年来，中国高校经历了高质量的发展。

特别是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中国高校紧跟新时代科
学技术发展的步伐，在学生培养、基础研究和科技

创新等方面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为行业和社会的

发展贡献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和科技力量。然而，

目前多数高校，特别是应用型高校科技服务社会

意识不强，与企业合作不紧密，造成高校科技成果

转化能力不强、人才培养与社会及行业脱节等问

题。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中国经济社会高

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高校的高质量发展面临

着新的机遇与挑战，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和人才服

务社会能力逐渐成为评价高校办学质量的重要指

标，同时敦促着高校与企业开展更加深入的合作。

校企联合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是校企合作的桥梁

和纽带：一方面，促使高校及相关教师深入科技

行业一线，以企业实际科技发展需求为科研攻

关目标，不断调整和优化研究方向，将研究方向

与行业企业实际科技需求紧密结合，在服务企

业科技发展的过程中提高自身科技攻关能力和

科技服务行业的能力；另一方面，为契合国家专

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目标，在校企联合培养过程

中，高校及相关教师要依据企业人才需求方向，

优化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制度及其过程管理，

提升高校在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服务社会行业

方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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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促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全方位成长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以专业实践为导

向，重视实践和应用。目前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

环节主要还是在高校内部完成，专业学位研究生参

与专业实践，特别是面向市场环境的专业实践不够

深入和具体，导致其毕业后难以快速进入工作岗位

开展应用实践活动。校企联合培养专业学位研究

生可以让其深层次地投入具体的实践，从实践中探

索、调查和发现，促进其准确把握行业科技发展状

态，不断积累企业科技应用实践经验，提升对行业

内专业性科技的把握能力和研发能力。此外，校企

联合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过程中需要与校内导师、

企业导师、一线工人和市场行为人员进行密切沟

通，与更多的人紧密合作，从而培养专业学位研究

生与人沟通的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１．４　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校企联合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可以助力行业

技术进步和人才储备，提升高校科技服务企业能

力，促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全方位成长，从而更深层

次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首先，校企联合培养专

业学位研究生可以推动相关企业技术进步，促使

相关企业核心竞争力和生命力快速提升，同时也

使与其有业务往来的上下游企业不同程度地受

益。其次，校企联合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能够提

升高校科技服务企业能力，不断强化高校与企业

高质量合作的良性循环，更深层次拓展高校科研

成果惠及社会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最后，校企联

合培养有助于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使高素质的专业学位研究生不断输入社会经济

体，为社会经济发展储备雄厚的人才力量，进一步

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２　专业学位研究生校企联合培养存在的
主要问题

为加快从以学术型人才培养为主向学术型与

应用型人才培养并重转变，加快硕士研究生教育

从以学术型为主向以应用型为主转变，从２００９年
起，我国设置和培养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以专

业实践为导向，重视实践和应用［１２］。经过十多年

的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模式不断变革，培

养质量也在逐步提升，但其实践环节的培养多局

限于校内实践，实质性进入企业开展实践活动的

并不多，多数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难以达

到国家的期望。究其原因，主要存在研究生、导

师、企业和学校等多方面的问题。

２．１　专业学位研究生层面的问题
新时代专业学位研究生个性突出，对校企联

合培养患得患失。一方面，大部分“９０后”“００
后”专业学位研究生具有自小生活条件富足、思

想个性鲜明、兴趣爱好广泛、学习能力强、善于推

陈出新、注重他人的认可和自我的表达等特征。

受互联网时代的影响，这一代专业学位研究生的

知识体系比较混杂，个性突出，更愿意做自己喜欢

做的事情，对研究生生涯有自己的目标和规划。然

而，在校内研究生培养管理相对宽松的大环境下，

校企合作科研要求专业学位研究生在校企联合培

养过程中服从导师、学校和企业的指导和管理，特

别是要遵守企业相对严格的管理制度，这与专业学

位研究生的时代特点存在一定矛盾。另一方面，部

分专业学位研究生进入企业接受联合培养，远离学

校、导师和同学，可能存在导师指导不到位、同学人

际关系缺失、学校评奖评优竞争力下降、学习和生

活环境孤单等问题，难以沉下心来在企业开展科研

实践活动。

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基础知识薄弱，缺乏挑

战高难度课题的勇气。一方面，多数进入研究生

阶段的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思想意识上仅是从

本科生课堂环境进入研究生课堂环境，缺乏对研

究生阶段科研环境的正确理解。本科阶段主要是

知识的传授与吸收，学生吸收和获取的仅是零散

的、局部的、联系不够紧密的知识，而进入企业开

展实践科研活动时，专业学位研究生要基于体系

的专业知识创造出新生事物、观念、理论和技术

等。多数专业学位研究生因本科阶段掌握的专业

基础知识不够扎实而畏惧在企业开展科研实践活

动时可能存在的失败。另一方面，多数全日制专

业学位研究生在进入研究生阶段之前的十几年一

直在学校这个极其稳定的环境中生活和学习，习

惯了来自家庭、学校和教师的保护，对不确定性因

素较多的、陌生的企业环境存在畏惧、抵触情绪，

导致他们没有信心，也不愿意进入企业开展实践

活动。

２．２　导师层面的问题
导师重视企业项目进展多于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质量。一方面，通常情况下，导师依托与企业

方合作的项目联合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企业对

项目成果和效益的要求较高，项目周期一般比较

短，导师存在项目交付的压力，所以，多数导师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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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合作时更加关注专业学位研究生推动项目进

展的情况。另一方面，导师工作事务繁忙，为简化

管理，多通过课题组制度管理研究生，缺乏对在企

业培养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心理、生活和科研状态

的关注和关怀，更加缺失依据专业学位研究生个

性和成长目标而制定的培养方案。

导师通过校企联合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经

验不丰富。一方面，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高校逐

渐意识到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和人才服务社会能力

的重要性，并在教师职称晋升等方面设置条件，然

而，在政策的引导下也仅有少数高校教师逐步开

展校企合作项目、研究生联合培养等，尚未形成成

熟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校企联合培养模式。另一方

面，随着博士研究生的扩招，高校大量引进博士任

教，多数高校新引进教师在博士阶段主要从事基

础研究，几乎没有企业项目研究经验，更加缺乏依

托企业项目开展校企联合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的

经验。

２．３　企业层面的问题
企业导师选拔机制不健全，教学能力有限。

校企联合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多采用“双导师”

制，校企双方导师均有明确的责任和分工。然而，

为了促进校企双方的合作，在企业研究生导师的

选拔方面相对宽松，大多仅对学历、职称和从业资

历等有一定的要求，对其学术和高等教育能力相

关的要求和培训不足，企业方导师虽然具备一定

的学历和资历，但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面缺

乏一定的经验和能力。企业导师在繁忙的企业科

研、生产工作之余管理在企业实践的研究生时，主

要关注其项目科研进展，而对其科研能力提升和

人格成长的关怀不足，致使专业学位研究生在企

业实践阶段压力较大，成长不足。

企业缺乏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才培养机制。企

业作为以经济效益为重要追求目标的单位，多具

备相对完善的社会人才培养模式和激励机制，更

关注在职员工的培养，这更符合企业的短期和长

期效益。对企业来说，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才培养

是一个长期而效益不明显的行为，且多数校企联

合培养与合作项目高度相关，缺乏连续性，这与企

业的实际发展存在一定的矛盾，导致企业不愿在

研究生培养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财力，更不愿

主动建立研究生人才培养机制。

２．４　学校层面的问题
学校缺乏与时俱进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校企联

合培养模式。目前，高校积极布局推动教师联合

地方、区域和国家政府部门与高新企业开展产学

研顶层设计的合作，鼓励高校教师深入企业开展

校企合作项目，支持二级学院与企业建设校企联

合培养基地，积极探索校企联合培养研究生的模

式。然而，多数高校无视学科、教师、研究生个体

差异较大和新时代科技、教育发展迅速的事实，为

了便于管理，仍由校研究生院制定统一的研究生

校企联合培养模式和考核机制，缺乏因学科、教

师、专业学位研究生和时代特点而异的弹性校企

联合培养模式。

学校缺乏调动师—生—企联合培养积极性的

政策和措施。学校作为校企联合培养专业学位研

究生最重要的主体，是统筹和协调教师、学生和企

业共建联合培养模式的主导方和责任方，具备丰

富的高校教育学基础理论、校企联合培养实践经

验和较强的共建决策能力，在正确解析新时代学

生思想意识和行为特性、培养教师以人为本全面

教育理念、认识企业人才培养需求和模式上有独

特的优势。然而，在高校鼓励教师、学生参与企业

项目并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校企联合培养的实践

中，多数高校将“导师第一责任制”和“导师全责

任制”混为一谈，校企联合培养更多依赖于教师

与企业的沟通交流，缺乏有针对性的鼓励校企双

方导师提升培养质量、关怀专业学位研究生在企

方科研过程中的心理和生活、提供专业学位研究

生科研和生活保障等方面的政策和措施。

３　对以专业学位研究生为本位的校企联
合培养措施的思考

综上所述，校企联合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是

多方共赢的事情，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诸多

问题。此外，校企联合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是一

个教育过程，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是这个

过程的重点。在把握这个重点的基础上，以专业

学位研究生成长为本位，学校、企业、教师和学生

在校企联合培养过程中如何承担起主体责任，提

升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培养环节的主导能力，提升

高校服务科技发展的能力，解决企业项目和研究

生培养要求的矛盾，健全产教融合机制，探寻符合

国家长期经济发展的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才培养新

模式，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１）高校作为校企联合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
最重要的主体，规划好校企合作的顶层设计，并制

１３１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２４年第１６卷

定校企联合培养的底层实施方案。一方面，高校

完善研究生校企联合培养基地的相关制度，鼓励

二级学院结合学科、行业和企业特点设计不同的

专业学位研究生校企联合培养办法，以专业学位

研究生培养质量和成长要素为重要考核指标，以

高等教育学相关理论为基础指导和审核培养办

法，确保校企联合培养过程的合理性、弹性，确保

其符合新时代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才培养规律。另

一方面，高校整合校内优势资源，通过校企联合培

养相关教育培训和讲座等，深入解析当代专业学

位研究生的特点，不断提高双导师的责任意识和

联合培养能力。此外，高校设置专业学位研究生

校企联合培养专项基金和激励政策，鼓励导师、学

生和企业合作开展校企联合培养活动，弥补专业

学位研究生缺失的校内评奖评优资源，保障专业

学位研究生在企业心无旁骛地开展科研和生活。

同时，高校对计划参与校企联合培养的专业学位

研究生进行人格分析、心理引导和成长指导，依据

专业学位研究生性格特性和成长目标等，筛选适

合参与校企联合培养的研究生进入企业开展实践

活动，并在培养过程中不断研判专业学位研究生

的成长特性，确保其在企业科研活动中获得理想

的成长。最后，高校定期开展企业、导师和专业学

位研究生的考核、评价和指导活动，落实专业学位

研究生培养质量、培养成效，在校企联合培养过程

中不断总结和完善校企联合培养模式。

（２）企业在保证科研项目成效的同时，优化
人才培养理念和机制。一方面，在企业导师的选

拔方面，将学历、职称和从业资历作为企业导师选

拔的重要条件，重视企业导师在科研和企业实践

项目中的参与度和能力，支持企业导师进入高校

开展实践教学，深入了解专业学位研究生成长规

律和教育方法，鼓励企业导师学习和运用高等教

育学相关理论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另一方面，

企业从人才培养和人才储备角度出发，制定相应

的校企联合培养制度，促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快速

认同和融入企业文化，为专业学位研究生制定相

应的成长和发展规划，给予其成长的空间，鼓励其

毕业后留在企业工作，确保其实现成长目标的同

时推动科研项目进展。

（３）校方导师畅通专业学位研究生校企联合
培养通道，扎实提升校企联合培养质量。一方面，

校方导师作为校企合作项目的负责人，应主动承

担科研项目研发和结项的重任。另一方面，校方

导师主动摸索校企联合培养的细节和措施。在专

业学位低年级研究生校内学习阶段深入了解其性

格和发展目标，结合研究生的特点引导其树立正

确的成长目标，领会勇于攻坚克难的精神，培养其

健全的人格和坚强的性格，引导其逐渐深入校企

合作项目；在高年级研究生进入企业科研阶段，导

师定期和不定期地进入企业，或者随时与研究生、

企业导师开展线上交流，了解专业学位研究生在

企业的生活、心理和科研状况，推进项目进展的同

时关注和关怀研究生的成长状况。

（４）专业学位研究生形成自我培养意识，磨炼
坚强的性格，制定合理的成长目标，培养科技报国

的情怀。一方面，实施校企合作科研项目初期，在

导师的指导帮助下积极主动查阅文献和网络资源

了解项目、企业和行业背景，不断夯实专业基础知

识。另一方面，进入企业开展实践活动后，积极了

解企业文化和运行机制，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企业

实践合作，以企业科研实践活动为契机，敢于担责，

善于与导师沟通解决问题，不断思考，克服困难，磨

炼自己，进而成长为社会所需的高素质人才。

（５）政府机构推进校企合作培养，鼓励企业
承担起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主体责任。校企联

合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初衷是充分利用高校人

力资源和企业实践资源优势，达到学校、企业、学

生和社会多方共赢的目的，然而，依托校企合作项

目开展的联合培养使得学校和企业这两个利益主

体在联合培养过程中非常容易产生矛盾和冲突，

此时，政府机构的协调作用尤显重要。一方面，政

府机构可从政策、职称评审、拔尖人才机制、经费

和指导等方面给予支持，鼓励企业承担起专业学

位研究生培养责任，推动研究生校企联合培养可

持续开展，引导校企联合培养朝着正确的方向运

行。另一方面，政府可在高校和企业之外建立第

三方平台，对校企联合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进行有

效监督和管理，以及对校企联合培养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进行协调和指导［１３］。

４　结语
综上所述，专业学位研究生校企联合培养是

现阶段国家科技发展的需要，以专业学位研究生

为本是高等教育核心要求的需要。同时，校企联

合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是多方的共同需求，可以

助力行业技术发展、人才积累、高校科技服务企业

能力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全方位成长和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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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力量进步。然而，校企联合培养专业学位研究

生过程中存在研究生无主导能力、研究生科技自

强自立能力不足、企业项目和研究生培养要求矛

盾、培养模式需要创新、培养质量亟待提高、产教

融合机制不够健全等一系列问题。针对目前存在

的问题，政府、高校、企业、导师和研究生应当积极

创造条件，提升校企联合培养质量，拓展培养宽度

和深度，保障培养的可持续性，并不断探索和实

践。随着专业学位研究生校企联合培养的不断深

入和革新，学生、导师、高校、企业和社会经济均将

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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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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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研究生教育学术不端治理的

发展态势、困境与对策探析

汪士，汪志强，许丽萍
（合肥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０９）

摘　要：学术创新在建制化规范化正向化发展过程中需要抵制和有效治理各种学术不端行为，这也是培养和提高研
究生学术诚信意识的重要内容。随着理论和实践的深入发展，学术不端治理越来越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议题和科技治

理的重要环节，也是促使研究生提高科研诚信意识和科研伦理主动性以及有效规避学术不端的重要推手。总结我国学

术不端治理理论和实践发展经验，是直面新时代学术不端治理困境、推进问题解决的前提。从我国学术不端治理实践呈

现的体系化、联动性、主动性、全面化良好态势出发，更要认识到我国学术不端治理在认知基础、价值辩护、局面被动以及

量化评价等方面面临的普遍困境，通过构建学术不端治理行动者网络、加强学术诚信教育、科学借鉴科技发达国家成熟

经验等提升学术不端治理成效。

关键词：学术不端治理；发展态势；困境；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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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大会上提
出，中国科技发展和科技体制改革要“深度参与

全球科技治理，贡献中国智慧”［１］。学术不端治

理已经成为全球科技治理的显性难题和重要议

题，也是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提供中国方

案的重要契机，更是新时代研究生学术诚信素质

培养的重要内容，还是正向学术生态建设的制度

依据。本文讨论的学术不端是指知识生产、科技

创新、成果发表、科研奖励以及成果应用过程中产

生的不良、失范、滥用、造假等行为的总和，不仅包

括成果发表中的伪造、抄袭和剽窃等狭义上的学

术不端行为，也包括学术造假、学术失信、学术失

范、学术腐败等相关和相近行为，即广义上的学术

不端［２］。

随着社会的发展，学术创新已是成熟的社会

建制活动，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智力引擎，深得

社会赞赏和信赖，但与此同时，学术不端行为层出

不穷，负面影响外溢越来越严重，这些都严重毁损

学术创新的良好声誉和正向价值。尤其是越来越

多的研究生和高校涉事其中，学术不端越来越多

地发生在研究生培养环节，因此，为保证学术创新

健康有序发展，加快建设和完善学术不端治理体

系实属必要，科学界和社会公众也深感加强学术

不端治理势在必行。

１　我国学术不端治理理论与实践发展态
势概述

梳理我国学术不端治理理论与实践经验，加

快构建学术不端治理体系，是新时代贯彻科技强

国战略、实现科技治理理论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

内容。从我国学术不端治理实践来看，理论研究

的深入与重大学术不端事件的处理实践是相辅相

成的：一方面，理论可以指导和引领实践发展；另

一方面，对于学术不端事件处理经验的总结和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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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也在促进理论的深入发展。我国学术不端治理

理论与实践呈现的利好发展态势证明了这一点。

１．１　学术不端治理实践逐步体系化
我国学术不端治理实践和国际学术不端治理

历程都表明，重大学术不端事件的曝光及其引发

的社会广泛关注是推进学术不端治理理论研究不

断深入、建立健全学术不端治理体系的重要推手。

这突出表现为学术不端的判定标准越来越精确。

学术不端的判定最初依据的是罗伯特·金·默顿

（Ｒ．Ｋ．Ｍｅｒｔｏｎ）提出的剽窃行为，即完全复制所有
的文字和使用别人的思想而不注明。布赖恩·马

丁（Ｂ．Ｍａｔｉｎ）将剽窃细分为五种：文章注释引用
剽窃、研究思想剽窃、逐字逐句剽窃、措辞变化剽

窃、作者署名剽窃。梅丽莎（Ｍｅｌｉｓｓａ）等根据学术
不端新情况认定捏造、篡改和剽窃他人全部或部

分实验数据的行为也是学术不端行为，此外，还提

出引用不规范、一文多发、扣押数据、署名不规范、

人体被试和动物研究中发生的不道德行为、对熟

人使用有缺陷的数据或对数据解释存在的问题视

而不见、未经同意使用保密信息、根据资助方意愿

改变研究结果等行为都属于学术不端行为。２００９
年发布的《教育部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

端行为的通知》也对不当署名、图表及公式篡改

与抄袭、跨语种抄袭、数据造假、拆分发表等隐性

学术不端新形式作了界定，高校也是依据最新规

范文件来对研究生开展学术诚信教育和研究生学

术不端行为判定。

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学术不端行

为本质和规律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全面、系统、

精细。同样，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惩戒措施也更具

区分度和针对性。但是相对于科技发达国家，中

国的学术不端事例大多属于技术性失范，尤其是

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一般情节较轻，达到蓄意造

假程度的少，因而惩戒也以纪律处罚和行政警告

为主。２００６年“汉芯事件”的曝光以及处理过程
中各方主体的态度转变，极大地提升了学术不端

治理体系的建构水平。首先，刷新了学术不端内

涵和外延的常规尺度。“造假”被明确纳入学术

不端范畴。其次，各方主体的态度转向积极应对，

提升了学术不端事件的处理效率和权限等级。科

技部、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高校党委和

学术委员会等治理主体相继出台措施和意见，协

同落实对“汉芯事件”涉事人的处理和追责［３］。

第三，学术不端引起社会各方的充分关注。每次

重大学术不端事件的曝光都会引爆舆论，高校、科

研管理部门也便成为社会关注和监督的焦点，这

使得国家以及各级科研管理部门高度重视事件的

处理进程及后续预防措施的出台，直接促使科技

部成立了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分管相关事宜。此

外，还极大地推动了学术不端治理政策的密集出

台，科技部、教育部等部委仅在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７年
就出台了１３项相关政策，科技部发文明确规定学
术不端行为类型并实行批评、警告、终止项目、收

缴经费以及限制项目申请等处罚措施［４］。可以

看出，我国学术不端治理的理论推进和实践创新

是相互促进的，这是探索学术不端治理中国方案

的前提和基础。

１．２　学术不端治理方式逐步联动化
随着“汉芯事件”等多起重大学术不端事件

的曝光，政府、学界、社会公众一致认同学术不端

治理仅靠科学界自治自律是不够的，因为柔性的

自治自律模式缺乏阻滞学术不端的刚性约束和强

制威慑。因为“汉芯事件”引发的负面影响很大，

学术创新相关的各级主管单位和责任主体都严肃

处理涉事主体并追究责任，处理措施呈综合互补

趋势：科技部牵头成立专家调查组，对曝光的科研

造假事实、过程以及影响层面和范围进行专项调

查并给出结论，取消陈进承担国家纵向科研项目

的资格；教育部撤销其学术荣誉和相应待遇；国家

发改委终止其负责项目的执行，追缴相关经费；上

海交通大学撤销其院长职务和教授职称，解除教

授聘用合同［５］。

正是因为各级治理主体的迅速行动，整个处

理过程非常迅速，成功示范了学术不端治理综合

联动的效率。以此为起点，学术不端治理的受理、

调查、认定、处理、惩戒、宣传、教育、预防等环节的

权责归属到具体部门。《教育部关于严肃处理高

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高

校、科研院所和大型企业研发机构等主体在学术

不端治理上的具体权责、学术不端认定标准以及

处理流程［６］。例如，２００７年 ７月，有人匿名举报
西南交通大学副校长黄庆涉嫌论文抄袭。西南交

通大学立刻启动学术不端行为调查和事实认定工

作，认定抄袭事实成立且性质严重后，经学校学术

委员会决定，取消黄庆博士学位，撤销其研究生导

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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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针对学术不端重灾区的高校研究生硕

士、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２年教育部下发《学位论文
作假行为处理办法》，对毕业论文规范审查和管

理权限作了明确规定，层层落实到高校、学院、导

师、学生个人，并制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针对学

术不端行为带来的成果发表困境，中国科协等七

部门联合印发《发表学术论文“五不准”》，进一步

规范期刊、出版单位对个人论文发表资格和程序

的把关。２０１６年，教育部出台《高等学校预防与
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在预防学术不端行为

的制度层面迈出新步伐，指出高校学术委员会在

学术不端事件处理实践中存在的界定模糊、应对

措施不专业等问题，提出对学生学术不端行为的

处置程序要完整且符合程序正义［７］。

２０１７年，教育部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
规定》中明确规定：对高校学生代写论文、买卖论

文等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２０１９年９月，科技部、教育部、最高人民法院等联
合颁发的《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行）》

确定了调查、处理的程序和规则［８］，明确了学术

不端治理体系中政府主管部门、高校、科研院所、

科协、各级学术委员会等主体的学术不端治理权

限和责任，并且注重各环节配合，处理措施轻重适

度、综合互补，实现学术不端由自治自律向多主体

联动综合治理的整体转变。

１．３　学术不端治理逐步掌握主动权
在学术创新只是少数人闲暇时满足好奇心和

成就感的行为的时代，学术不端缺少功利驱动，总

体数量较少，情节较轻，科学界自治、学术共同体

自我监督、科学家自律是能够大致满足管理需要

的。但在从事学术创新活动人数空前暴涨的今

天，学术创新是一个建制化的社会分工领域，功利

驱动因素太多。有学者分析学术不端深层次原因

时指出：导致学术不端的根本原因是研究生、高校

教师以及其他科研工作者面临的毕业、晋升和科

研考核压力太大，至少间歇性压倒了内心的道德

信念和惩戒恐惧［９］。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术不端

的具体形式从简单的抄袭和剽窃发展到数据造假

甚至全面造假，学术不端治理流程和实践基本上

是有人申诉才会启动，不会主动监督监察和前瞻

预防，这些导致学术不端治理局面越来越被动。

因而，学术不端治理要从以前“无为而治”的

舒适圈走出来，主动构建学术不端治理体系，掌握

主动权。首先，明确学术不端治理主体，协同管控

学术不端治理的主要环节。高校和科研院所要发

挥学术管理和不端审查的功能。教育部 ２０１４年
颁布的《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明确规定，

“高校应当依法设立学术委员会，健全以学术委

员会为核心的学术管理体制与组织架构”［１０］。各

级学术委员会要在论文写作、项目管理、成果发表

审查等环节制定细则，层层落实管理和审查把关

功能。同时，学术期刊、新闻出版单位以及专利申

报机构也要切实把关。其次，加强研究生学术诚

信教育和学术规范宣传。这是扭转学术不端治理

被动局面，打造学术不端治理主动新局面的基础

工作。研究生群体是未来学术创新工作的生力

军，对他们进行体系严密的学术诚信教育，是提高

学术创新主体自觉遵守学术规范觉悟的源头［１１］。

最后，加快构建科研诚信联合工作机制，形成监督

学术不端的社会网络。２０２１年，科技部、教育部、
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依托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

议建立联合工作机制，组织相关部门和论文作者

所在单位查处了 １１９篇造假论文，依据《科研诚
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行）》对２９３名责任人作
出处理，违规事实及处理决定记入科研诚信管理

信息系统［１２］，以后还可以将科研诚信信息记录接

入社会诚信信息系统，形成监督学术不端的社会

网络。

１．４　学术不端治理机制逐步全面化
随着学术不端治理理论和实践的深入发展，

通过建立健全学术不端治理机制来系统预防和阻

滞学术不端行为将是必然之举。

建构学术不端治理机制的前提是有据可依。

因此，需要不断丰富健全学术不端治理条例和法

规。例如，２００９年东北财经大学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学位条例》和《东北财经大学学位授予工

作实施细则》，查实该校２００５级统计学专业研究
生袁新的硕士学位论文确系抄袭南京财经大学研

究生曾康宁的硕士学位论文，当即作出撤销袁新

硕士学位的决定［１３］。只有学术不端治理法规条

例健全，才能做到处理学术不端有理有利有节，才

能确保治理的权威性和合规合法性。２０１９年，科
技部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

理规则（试行）》明确违反科研伦理规范也是学术

不端。２０２２年，科技部等二十二部门印发的《科
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强调，以弄虚作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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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获得科技伦理审查批准和伪造、篡改科技伦

理审查批准文件等均属于科研失信行为。这些法

规条例都是学术不端治理深入、细化的基础和

前提［１４］。

建构学术不端治理机制的关键是促成学术不

端治理主体联合协同，形成多方联动、多措互补的

治理链。国家教育、科研主管部门要进一步明确

各主体在知识生产、论文写作、成果发表、传播交

流、成果应用等具体环节的治理责任。虽然各主

体的分管区域和涉及环节不同，但处理措施应该

是环环相扣、协同互补的。近年来发生的几次大

规模撤稿事件就是期刊和国家新闻出版单位积极

承担主体责任，落实学术不端监督把关责任的例

证。２０１９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学术出版规
范———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界定了学术期刊

论文作者、审稿专家、编辑三方可能涉及的学术不

端行为，是我国首个界定学术不端行为的行业标

准，这对建立学术不端治理主体联合行动机制具

有重大推进意义［１５］。

２　我国学术不端治理理论和实践深入发
展面临的主要困境

我国学术不端治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历程和

态势总体良好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带有普遍意义

的困境需要我们正视。

２．１　刻板认知阻滞学术不端治理深入发展
由于学术创新工作的准入门槛较高，学术产

出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智力结晶，可以极大地推

动社会进步，因此普遍认为从事学术创新工作的

人群比从事其他工作的人群具有更强的道德自

律，认为科学界自治足够维持学术创新健康生态。

这种刻板认知带有很强的晕轮效应，也部分地导

致科学界对于学术不端的处理方式过于柔和宽

容。但近年来国内外学术不端现状告诉我们加强

和改善学术不端治理十分有必要。只有深入推进

学术不端治理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才能洞察学

术不端本质及其产生、发展的规律，从而更好地贯

彻落实德治、法治、自治相结合，自律、监管、审核

把关互为补充的学术不端治理方针［１６］。我们应

参考科技发达国家的学术不端治理理论和实践经

验，进一步充实我国学术不端治理的理论依据，创

新学术不端治理实践，精准界定学术不端类型，构

建学术不端治理行动者网络，发挥社会舆论监督

作用，建设学术诚信教育体系，完善学术不端预防

措施。

２．２　姑宽治理惯性毁损学术研究自由根基
中国社会讲究人情和“面子”，可能有相当一

部分人认为学术不端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容易

走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行为窠臼。我们对

学术不端具体事件的处理很难不被这种惯性模式

干扰、裹挟。但是，姑宽的学术不端治理惯性最终

损害的是学术研究自由权［１７］。学术不端实质上

是在直接侵害他人学术成果的同时毁损现代学术

创新的价值根基。如果学术研究的立场和结果运

用不能摆脱政治目标的捆绑，不能体现科学真理、

客观规律的真实性和无私利性，那就不能为提升

人类福祉提供价值辩护。诸多学术不端行为致使

学术创新饱受价值理性缺失争议，所以，加强学术

不端治理的法治力度和强制约束是巩固学术研究

自由基石的必要措施。

２．３　柔性治理模式无力扭转被动局面
目前，学术不端处理主要依据各高校的学术

委员会条例和行政管理条规，情节严重可能会涉

及经费追缴和项目终止的民事责任追究，但适用

刑罚的案例较少。要想从根本上扭转当前学术不

端治理的被动局面，必须增强治理刚性［１８］，而其

关键就是制定法律法规明确学术不端的严重后

果，甚至可以考虑入法量刑［１９］。例如：根据学术

不端行为的性质和负面影响程度，设置科学清晰

的行政、民事、刑事责任追究标准，分层适用，层层

递进；在行政法规适用层面，设立监督举报电话、

邮箱接受举报，组织具备资质的专门人员甄别信

息真假，确定是否受理入档，发函质询学术不端涉

事人，按规定启动调查程序，以及依据调查结论确

定适用的具体细则；在民事责任适用层面，将学术

不端记录纳入社会诚信体系和科研征信体系，将

科研诚信视为科研人员社会诚信的重要组成部

分，要对学术不端涉事人进行程度不同的科研失

信记录并在科研项目申报、科研评奖评优中限制

其资格。此外，还可以在刑法中增设学术欺诈罪

以及科研造假罪，依法量刑。

２．４　科研评价缺陷诱发体系化学术不端
单向度科研评价指标及其功利导向是诱发体

系化学术不端的重要因素。优化科研评价体系，

提高其科学性和适用性，是阻滞学术不端的关键。

因而必须破除学术创新评价机制的单一性，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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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看重成果的数量，更要注重成果的质量，不断强

化科研评价体制的科学性和完备性。目前针对高

校教师的科研考核评价机制改革重点是破“五

唯”（“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

的简称），改变以往单纯强调数量和结果的功利

导向，完善过程评价机制，探索增值评价方法，健

全综合评价体系。这是整体优化科研评价体系的

重要参考。

３　优化学术不端治理的策略
如前所述，要想推动学术不端治理实践深化

发展，就要持续优化现有治理体系。

３．１　基于新共识，构建治理行动者新网络
基于学术不端治理特别需要真抓实干的新共

识，构建多主体共同作为、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的

学术不端治理行动者新网络。科技部、教育部等

科研管理机构，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学术创新成果

生产部门，学术期刊等成果公开发表机构，学术共

同体等自治组织，都是学术不端治理新网络的行

动主体，分别履行管理、监督、审核、自我管理等职

能。只有充分发挥各行动主体的功能，才能织密

学术不端治理网络。学术不端不是真的没办法

治，关键要看治理主体的态度和决心，需要形成学

术不端治理新共识，真抓真干真管。

３．２　做好学术诚信教育，筑牢价值信念基础
学术不端治理固然要重视理论和方法的创

新，但真正阻滞学术不端的是“创新是人类进步

阶梯”的信念和价值观。所以，做好研究生学术

诚信教育，培养认可科学价值、恪守学术道德准则

的人，是减少本源性学术不端的根本所在。同时，

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学术规范解读、科技伦理讨

论、学术不端案例警示教育，强化对学术不端的识

别能力和主动规避意识，警示学术不端的严重后

果，遏制学术不端侥幸心理，这些是避免技术性学

术不端的关键。所以，学术不端治理既要治标，也

要治本，标本兼治，方有所成。

３．３　科学借鉴有益经验，提升学术不端治理成效
科技发达国家丰富的学术不端治理经验中，

有很多值得借鉴。例如，美国研究生院委员会通

过“负责任研究行为”（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ｆ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ＲＣＲ）教育项目，系统培育研究生在人体
测试、动物试验、利益冲突、数据处理、同行评议、

科研合作等方面的诚信规范，把“负责任研究行

为”教育项目纳入学分体系，这种先期培训项目

可以使学生在研究生阶段形成诚信规范意识，真

正落实学术不端治理“防大于治”的原则。又如，

德国科学基金会为预防学术不端，不仅设立全国

性监察委员会，还积极压实项目负责人的监督管

理职责，要求规范科研项目原始数据记录，每一个

项目、每一篇论文都要有细致严格的记录［２０］。再

如，在科技工具的使用和开发方面，美国高校普遍

使用Ｔｕｒｎｉｔｉｎ系统检测科研不端。Ｔｕｒｎｉｔｉｎ系统
是历史最悠久且最具权威性的学术不端检测系

统，拥有海量的数据比对资源和独特的数据算法，

全球超过１万所院校使用该系统。美国很多高校
与Ｔｕｒｎｉｔｉｎ系统合作开发了论文检测端口，为学
生提供自测的渠道，提醒学生哪些内容属于不规

范引用的范畴，指导学生正确引用文献。很多教

师在日常管理中也要求学生在提交论文的同时提

交检测报告。所以，科技手段的开发和使用，可以

大大加强学术不端治理实践中的精确识别和海量

比对。这些经验和措施都可以促进我国学术不端

治理方针的落实落地，从而真正减少学术不端行

为的发生，最大限度限制研究生的学术不端行为。

除此之外，Ｔｕｒｎｉｔｉｎ系统还开设了多个版块，包括
普及学术规范的“预防抄袭”版块和帮助研究生

提高写作水平的“提升写作技巧”版块，契合研究

生的多元需求，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指导性［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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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ｌｌｙｄｒａｗｉｎｇｏｎｍａｔｕｒ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ｍｉ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ｒｅｎｄ；ｄｉｌｅｍｍａ；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
（责任校对　龙四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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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认证背景下高校师范生

知向行转化的逻辑路向

———基于ＡＣＴ认知模型视角

屈社明，张曙晨，孙博洋
（西安外国语大学 英语师范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２１０１８）

摘　要：专业认证背景下高校师范生的“知”和“行”是师范生将“践行师德、学会教学、学会育人、学会发展”等“他
知”内化后形成的结构化“我知”以及外化后生成的关联化教育行动。由“知”化“行”是师范生知识形态从陈述性向程

序性自然变迁及其职业素养发展的基本要求。从ＡＣＴ认知模型视角看，这种转化遵循“认知”“编辑”“调适”的逻辑发
展规律。其中：“认知”是师范生以学习理解“他知”意义为任务，学以致知；“编辑”是师范生以整合碎片化意义为目标，

学以致道；“调适”是师范生依托教育场域，应用“我知”，以知化形。

关键词：高校师范生；知和行；转化；逻辑路向；ＡＣＴ认知模型
中图分类号：Ｇ６５０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２４）０１－０１４０－０７

１　专业认证和“知”“行”内涵及其交互
关系

“知行问题自古以来是哲学、伦理学、教育学

等领域涉及人的成长的经典问题。”［１］孔子在《论

语》开篇就主张“学而时习之”，“学”指“认识”，

“习”指“实践”“体验”“行动”。王阳明认为，“知是

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当代教师教育把“知”“行”

界定为教师施教应具备的知识框架和行为体系，学

术研究侧重揭示二者的内在结构与交互关系。

“知”“行”是高校师范生未来施教应具备的

两大核心素养。什么是“知”？什么是“行”？依

据《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工作指南（试

行）》（以下简称“《认证标准》”），高校师范专业

毕业生毕业时要达到“践行师德”“学会教学”“学

会育人”“学会发展”四个基本要求［２］，这四个基

本要求包含了“是什么”“为什么”“何以为之”等

知识形态，对应师范生的“知”和“行”。

深度认知和系统建构“知”是高校师范生开

展专业学习的首要任务。“知”由“他知”和“我

知”融合而成。

什么是“他知”？“他知”是前人通过长期的

深度思考、系统归纳、有效整合和实践检验凝练而

成的关于教师基本素养的认知和实践智慧，具有

高度的理论概括性和实践指导性。从《认证标

准》看，“他知”涵盖师德规范和教育情怀、学科素

养和教学能力、班级指导和综合育人、学会反思和

沟通合作等，属于精神文化或者公共性知识范畴，

是师范生从事学科教学的奠基性智力资源和宝贵

的精神财富。师范生在校学习期间既要深研细读

和融会贯通，更要在未来教学中合理传承和创新

发展。“他知”具有规范性、逻辑性、科学性、局限

性、发展性等特征。规范性表明，“他知”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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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师范生未来施教设定的行为标准，如“践行师

德”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认同、政治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

逻辑性显示，“他知”是由具有不同结构和性能特

征的知识按照某种逻辑关系通过动态交互组合而

成，呈现为一种复杂的结构关系图谱，如构成“学

会教学”的两个指标体系是学科素养和教学能

力，其中，学科素养涵盖学科基本知识、基本原理、

基本技能以及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学科与社

会实践的联系等，教学能力包括基本的教学设计、

实施、评价和研究能力；科学性表明，“他知”得到

了实践检验，反映了师范教育的客观规律，如积极

的情感、科学的态度、正确的价值观、人文底蕴和

科学精神、尊重学生人格等；局限性表明，“他知”

是时代的产物，是前人对教师教育教学较为可靠

的解释或者假设，但并不是解释教师教育教学的

“绝对参照”，依然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认知缺

陷，有待深化认知和发展；发展性意味着，“他知”

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者认知水平的提升在结

构、关系、内容等方面时时推陈出新。

高校师范生在学习理解“他知”后必然会生

成富有个性化认知特征的教育意象，这便是“我

知”。“我知”并非师范生对“他知”四个维度的简

单叠加，而是师范生通过深度理解形成的全新的

知识交融共同体。“我知”是个人知识体系中的

一种知识形态，又不完全等同于个人知识，因为

“个人知识是基于个体需求、经验和实践而形成

的知识，具有个体性、分散性、情境性和隐含性等

特点”［３］。“我知”的认知对象是“他知”，认知形

成理解性知识形态植根于大脑，具有不规范、非结

构化、隐性化、实践性弱的特性。“我知”也非单

纯的实践性知识，因为，“实践性知识的基本内涵

是指教师在具体的日常教育教学实践情境中，通

过体验、沉思、感悟等方式，发现和洞察自身的实

践和经验之中的意蕴，并融合自身的生活经验以

及个人所赋予的经验意义，逐渐积累而成的运用

于教育教学实践中的知识”［４］。显然，实践性知

识突显体验感悟，“我知”强调心理认知。“我知”

概念的提出扩大了学术界对“知”的理解范围。

学术界以往仅仅将“知”看作一种通过书面文字、

图表、数字、声音、数学公式、数据、视觉图形、声音

磁带等形式表征且可以指导教师教育教学实践的

显性知识。这种认知存在以下弊端：忽略了师范

生在理解和建构“他知”过程中应发挥的自主性

和能动性，夸大了“他知”对师范生知识体系建构

的潜在影响以及在未来教学中的显性引导，强化

了师范生对“他知”学习的传承，淡化了师范生对

“他知”固有范式的挑战以及在未来教学中对“他

知”应用的创新。这样很容易导致师范生在未来

施教时被书本知识裹挟，失去教学“真我”，甚至

失去教学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他知”并不能

绝对准确无误地概括教育教学法则或为所有教育

教学活动或问题提供可用的方法，因为“他知”的

科学性是相对的，并非绝对的，会因势而变。鉴于

此，师范生要辩证地认知“他知”，以科学的态度

看待“他知”存在的合理性和局限性，以有效的方

式合理传承，并在传承中依据新的语境不断创新

“他知”。不加思考的传承是盲从，盲从很容易消

弭教师的自主认知和创新意识。创新是以传承为

根基、以拓宽认知视域为目标的，是师范生在校求

知的梦想，是未来从教追求的目标。高校师范教

育既要鼓励师范生汲取他人优秀的认知和实践智

慧，更要培育师范生科学认知、有效传承和创新发

展“他知”的意识和能力。前者旨在厚实自我认

知框架，后者旨在学会如何“克服传统掌握定论

性、既定性、现成性知识为主的储存式学习方式，

建立一种会学习、会创造的新型学习方式”［５］，养

成深度学习的习惯，发展创新教学思维模式，生成

符合教育教学发展规律的教学行为。所以说，师

范生从教以“他知”为认知基础，以“我知”为行动

根基，驱使“他知”转向“我知”，这是知识形态由

外向内转化的客观要求。

学以致用是师范生学习的终极目标。学习

“他知”旨在构建“我知”，“我知”需要对接教育

场域，顺其而行。“行”是“他知”和“我知”的行

为外化。师范生最初体验教学时呈现的“行”是

对“他知”的机械翻版或者生硬模仿。例如：在试

讲中，他们会一味地模仿教师的言行，或者生搬硬

套书本里的知识。随着师范生对“他知”理解的

深化以及教学体验频率的增加，“他知”逐步退居

幕后，“我知”走向前台，操控个人行为。从“他

知”到“我知”再到“行”，符合师范生知识形态变

迁的逻辑规律。“行”并非单一的，而是多元的。

依据《认证标准》，“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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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如何依法执教？如何立德树人？如何在教学

中突显学生的中心地位？如何改变单一讲授教学

常规，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

如何创设深度学习情境，积极推进问题解决学习、

项目学习和研究性学习？如何依据课程标准，针

对中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学科认知特点，运用学

科教学知识和信息技术进行教学设计、实施和评

价？如何开展班级指导和综合育人？如何开展反

思教学？如何与学生沟通合作？

师范生建构和应用知识的过程是一个从

“知”到“行”有序推进的过程。师范生在实现从

“学生”到“教师”的身份转变之前夯实“他知”，

厚实“我知”，形成“雏行”，符合师范生“知”“行”

交互发展的规律。当然，在推进“知”向“行”转化

的逻辑发展过程中，“知”为先，“行”为后，“知”

所占比重要高于“行”。这样说并不是否认“行”

之重要性，而是凸显师范生在生成“行”之前培植

厚实土壤———“知”之重要性和必要性。有了厚

实的“知”，科学的“行”之生成才有坚强的后盾，

从而在多变的教育场域下以“行”思“知”，驱使

“行”进一步实效化。这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

研究者虽然罗列了许多教师过分强调“知”而使

“行”不足给师范生教学实践能力发展带来的负

面影响，如学不致用、机械模仿、缺乏创新等，殊不

知，这些负面影响产生的深层根源恰恰在于师范

生对“知”认知的碎片化和浅层化。这一点在职

后教师的教学行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职后教师

在开展教学时常会发现一些问题，他们在这些问

题产生的根源以及解决这些问题所需理论知识方

面的储备略显不足，致使他们在探寻解决问题的

路径时趋于经验化。虽然经验是一种难能可贵的

缄默性知识，但是经验的过度使用难免会使职后

教师对教育教学问题的认知趋于肤浅化，对问题

解决路径的选择难免单一化。高校师范教育要以

此为鉴。“行”唯有建立在厚实“知”的基础上，方

可彰显其科学性和实效性。否则，“行”之实施就

是无本之源，流于形式。显然，没有认识论就去谈

方法论是行不通的。当师范生认同了教师身份，

其“知”就会在多变的教育场域下反复被激活，从

而使“知”化“行”。这是一个极其复杂和艰难的

转化过程，不过它会驱动师范生的“行”由模仿和

错乱走向创新和有序。因此，师范生未来从教的

实效性既取决于他们理解“他知”的深度和宽度

及建构“我知”的水平，还取决于他们对校内课堂

教师授课及课堂内外试讲和实习的真实感悟。由

此可见，“知”可定“行”，“行”可思“知”。从“知”

化“行”符合师范生专业知识发展的递进规律。

朱熹认为，“知行相须”。王阳明认为“知行

合一”，“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知行不可分

作两事”。师范生未来从教是以“知”促“行”，以

“行”思“知”。从现代知识分类视角看，“知”既

是一种事实性知识或者陈述性知识形态，还是一

种个体理解性知识形态；“行”则是一种程序性知

识形态，是“知”的行为外化。“知”为“行”奠基，

“行”以“知”为基准。以“知”化“行”是客观必

然。不过这种转化相当复杂。从理论层面上分析

这种转化的逻辑路向为揭示师范生在推进“知”

向“行”转化过程中遭遇的现实困境并引导师范

生以此为基础探寻走出困境的实践进路奠定了认

知基础。

２　专业认证背景下高校师范生知向行转
化的理论依据———ＡＣＴ认知模型
ＡＣＴ认知模型（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Ｔｈｏｕｇｈｔ）

是由美国人工智能专家和心理学家安德森［６］等

人建立的，它是预测大脑工作机制以及人类认知

行为的理论模型［７］。该模型就知识类型及其转

化机制提出的以下观点对教育教学产生了较为深

远的影响。（１）知识分类观。知识分陈述性和程
序性两种形态。陈述性知识描述了客观存在，是

对客观现实的真实反映，具有静态特征；程序性知

识以陈述性知识为基础，涉及陈述性知识的使用

条件，是人们行事的规则和方法，具有动态特征。

个体往往是通过被告知的方式获取陈述性知识，

通过反复练习和实践的方式获得程序性知识。人

们运用陈述性知识是有意识的，而运用程序性知

识是潜意识的。这两类知识在使用中相互依存，

彼此影响。（２）人类所有的知识最初都是通过陈
述性知识表征以命题形式呈现，再转换成一种做

事的程序。人们在学习任何新东西时，首先接触

的是陈述性命题，再以此为行动向导，经过反复练

习转化为“产生式”系统程序。这种转化历经认

知、编辑和调适三个阶段。①认知阶段。个体学
习理解陈述性知识，奠定新规则产生之知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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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新知识单位将习得的陈述性知识储存在大脑

语义网络之中。②编辑阶段。个体在学习新的陈
述性知识前已经在大脑储存了相关知识，形成了

一定的认知结构。新知进入大脑后，需要与旧知

建立联系。新旧知识结构组合的系统性和关联性

决定了个体提取信息和处理信息的效率。个体此

时以融合新旧知识生成效率更高的信息组织为任

务。个体如果按照“认知”阶段处理知识的方式

编辑信息，未免过于烦琐和笨拙，还会经常出错。

③调适阶段。大脑通过编辑新旧知识单位产生的
行事方案（产生式系统）处于构想状态，个体认知

世界和以知行事的能力依赖于个体依据社会情景

调适内在结构，以适应新语境下的默认规则，完善

产生式系统［８］。

安德森提出的ＡＣＴ及其后来衍生的 ＡＣＴ－Ｒ
认知模型被运用于教育认知、人工智能以及安全

驾驶等多个领域的认知行为研究，有效揭示了教

育教学发展规律，取得了较好的实践应用效果。

本研究以 ＡＣＴ认知模型中的知识转化过程为理
论依据，从理论上分析师范生“知”向“行”转化的

三层逻辑。

３　专业认证背景下高校师范生知向行转
化的三层逻辑

从ＡＣＴ认知模型看，师范生由“知”转化为
“行”的本质在于实现知识形态从陈述性转化为

程序性。这一转化遵循从“认知”到“编辑”再到

“调适”的演进规律。师范生在每个演进阶段都

有相应的学习目标，以及支撑学习目标达成的学

习内容、学习任务和学习策略等。师范生在其中

的任何一个阶段出现转化问题，都有可能阻隔

“知”向“行”的有序推进。揭示“知”向“行”转化

的逻辑发展规律，对探寻“知”向“行”转化过程中

出现的各种阻隔并提出突破阻隔的现实路径有很

大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践指导作用。

３．１　逻辑起点———认知“他知”，学以致知
“认知”是“他知”转化为“行”的逻辑起点。

“他知”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性知识，是有意义的，

这意义是用语言符号来表征的。按照传统的语言

哲学观，语言符号与客观世界存在对应关系［９］。

“他知”意义包括文本意义和社会意义。文本意

义是“他知”以文字和音频符号等表现出来的书

面语言符号意义，表征为陈述性概念、命题、图式

等；社会意义是文本意义的延伸，是文本意义所隐

含的社会实践应用价值之所指。例如：教学设计

的文本意义是用系统的方法分析教学问题、制订

解决问题的路径和评价教学结果的计划过程，其

社会意义则是教师在教学中“何以作为”，即实施

分析、制定和评价等教育教学行动。

“他知”属于“应然性”知识范畴，有待转化为

“实然性”。这种转化是一个“求知”的过程，包括

“学习”和“理解”两个阶段。“学习”是指师范生

借助视觉和听觉等，通过自主阅读文本、倾听教师

授课、参与同伴探究等多元化方式获取“他知”的

文本意义。例如：学科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基

本技能，学科知识体系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学科与

其他学科的联系，初步的教学能力和一定的研究

能力，等等。文本意义唯有语境化，才能彰显其实

践应用价值。语境化是实现文本意义与社会现实

有效对接进而将文本意义转化为社会意义的过

程，对接是以“理解”为手段的。“理解”是指师范

生通过分析、比较、归纳、概括、联想、直觉等逻辑

或非逻辑的思维方式，透过符号化的文本意义，挖

掘文本意义所隐含的社会意义。例如：师范生建

构的学科基本知识体系有何实践应用价值？了解

这门学科跟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价值何在？这就

需要师范生开展深度理解。深度“理解”离不开

“记忆”，但又超脱“记忆”。“记忆”是一种浅层

次的学习活动，“着眼于局部内容，被动地、机械

地接受知识，孤立地存储信息，把学习重点放在互

不相关的部分。他们更专注于学习的‘信号’，也

就是一些相互独立的词、隔离的事实、一个个条款

等”［１０］。“理解”是一种深层次的学习活动，“着

眼于学习内容整体来获得综合性的、系统性的认

知与理解”［８］。许多师范生经过多年的学习后，

在大脑形成了关于“我知”的认知结构，按理说，

他们完全可以以“我知”为基础开展教育教学实

践活动。事实并非如此。这种现象以往被归因于

教育教学实践机会过少甚至缺失。实际上，这与

师范生认知“他知”意义时方式囿于“记忆”、目的

囿于应试、内容局限于文本意义有很大的关系。

长期形成的文本意义“记忆”学习模式使师范生

没有将文本意义转化为社会意义。这样，当他们

体验教学时，他们对教育场域内发生一切现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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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都会受到大脑储存的文本意义的操控，致使

他们在“所学”与“所用”之间形成了两张皮，各自

为政，互不关联。从师范生对“他知”的认知是聚

焦于文本意义还是聚焦于社会意义可以推断师范

生对“他知”的认知深度，进而探查“知”向“行”

转化存在的阻隔。

３．２　逻辑延伸———编辑“他知”，学以成道
“编辑”，亦称“联络”，是“知”向“行”转化的

逻辑延伸。“编辑”既要实现文本意义和社会意

义的有效关联，又要在这两种意义与师范生个人

想法之间建立关系。

师范生在“认知”阶段学习理解“他知”的文

本意义和社会意义之后，在大脑会生成相应的认

知图式。不过这些图式在结构建构和内容生成上

存在碎片化和浅层化问题，缺乏连贯性和体系性。

例如：师范生在认知学科知识体系和教育教学基

本理论的过程中，既存在对这两个模块认知的碎

片化问题，还存在对他们之间关联性认知的浅层

化问题，突出的表现就是，师范生缺乏运用教育教

学理论实现学科教学知识情景化的能力。这是认

知问题，客观存在，不可避免。这种现象的形成既

与高校师范专业教育教学机制有关，还与教师的

授课方式以及师范生的学习方式有关。高校师范

教育往往通过设置模块化课程体系助力师范生整

合同一模块内部不同课程知识以及不同模块的知

识体系，旨在形成整体性认知。这一做法的初衷

毫无疑问是有科学依据的。高校师范教育在教育

教学实践中缺乏促使师范生整合这些模块化课程

知识的有效机制，尤其是模块化课程整合效果评

价机制，使得师范生模块化课程教育理念诱导下

的模块化课程学习并没有达到整合不同知识的初

始目标，师范生获取的知识体系呈现碎片化状态，

缺乏动态关联。此外，教师采用的“知识告知型”

教学也加剧了知识的碎片化。在这种教学中，

“教师通过运用各种教学手段，如口头传授、视频

放映、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呈现等，给学习者提供了大量与
教学主题有关的信息，并直接告知学习者学习信

息，学习者无须主动思考，只需被动接受”［１１］。如

果师范生对教师提供的信息不能产生任何想法，

知识整合显然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知识整合的

前提是深度思考。深度思考会催生不同的想法，

进而链接不同的知识形态。深度思考是高阶思维

的显著特征。“高阶思维是一种发生在较高认知

水平层次上的心智活动或认知能力”［１２］，它会助

力师范生将“他知”意义看作可以类比、归类和联

系的体系化材料，再运用一些判断准则和逻辑规

则整合这些材料，形成知识整合体。所以说，深度

思考对师范生十分重要。问题是，如何通过深度

思考整合不同的模块化知识体系？这就需要教师

运用知识整合教学理论“通过诱出（师范生）已有

想法、增加新想法、辨分想法、反思和整理想法等

环节将碎片化想法转化为连贯性想法”［１３］。

生成学习理论的创始人维特罗克认为，学习

并非知识的简单接收，而是新旧知识的动态融合，

是学习者深度理解新知识并将其融入已有知识结

构的过程。师范生经过多年的学习，对“他知”意

义产生了一些想法，尽管这些想法有时候是碎片

化的、不连贯的，甚至是不成熟的，但是它们是师

范生进一步认知“他知”意义的能量源泉。师范

生需要设法将这些想法与新摄入的“他知”意义

建立联系，通过新旧意义的动态交互，修正或完善

已有的想法，丰富和重组意义结构，生成全新的意

义框架。这是内化。“内化”旨在将“他知”意义

所隐含的理论体系、价值观、要求和标准变成“我

知”。“我知”的形成既要师范生深度认知“他

知”，更要师范生发挥认知中迸发的意向性创造

力和参与教学的实践力。鉴于师范生开展教学实

践的机会相对较少，通过短暂的实习和见习形成

系统化的“我知”似乎有难度。师范生内化“他

知”只是意味着理解并获得了其中的部分意义，

这与师范生通过实践体验教学真谛还是有区别

的。学科知识体系的完全建立以及教学理论的认

同是以反复的教学体验和深度反思为前提的。所

以，内化只指师范生对“他知”的理解和领会，指

其完成了社会“倡导的理论”向自我“运用的理

论”的转化［１４］。换而言之，师范生唯有在“他知”

认知与现实教学之间搭建一座桥梁，才能生成新

的理解，产生新的认同，再运用新的认同开展教学

实践，最终形成能指导教学实践的“我知”，即维

果茨基提出的“成熟概念”。

３．３　逻辑归宿———调适结构，以知化形
“调适”是“知”向“行”转化的逻辑归宿。师

范生通过“认知”和“编辑”形成“我知”。“我知”

是文本意义和社会意义的有效整合，隐藏于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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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相对静态，活性不足，有待激活。激活需要依

托教育教学场域，“场域”是由教师、学习者、资

源、技术等教学硬件和软件通过多元交互后生成

的动态教学环境。激活还需要外在刺激，刺激物

是师范生在教师引导下开展的各类学习活动，如

学习理解、实践应用和迁移创新等。激活既是师

范生调用大脑已存的“我知”尝试解决教育教学

问题的复杂过程，也是师范生将个体性认知转化

为教育教学操作思路和行为的过程。不过，教育

教学场域是人和物的动态交互环境，时刻变化。

这就意味着师范生需要面对各种新的教育教学情

景，处理各种新问题。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我知”

应用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当师范生以相对静

态的“我知”面对变化的场域时，并不是所有的场

域都在他们的可控范围之内，或者说，在这些场域

内发生的教学事件并非都与他们的“我知”相匹

配。当他们发现“我知”无以应对多变的教育场

域，尤其是大脑构建的“他知”文本意义与社会意

义严重脱节时，他们就会依据教育场域反思“我

知”意义结构的逻辑性、内容的完整性和应境的

灵活性，顺境而变，以增强内生力和应变力。

“我知”的社会意义被激活后，自然会以多样

化的教学行为呈现。这些教学行为是“我知”的

社会意义从体系化“认知”到可视化行为的外显。

《认证标准》并没有逐一列举这些行为具体包括

哪些方面，但是我们还是能从师范生毕业要求看

到一些具体的行为表现，如：教学设计、实施与评

价，教学研究，组织与指导主题教育和社团活动，

沟通合作，等等。这些行为我们暂且称之为“雏

行”，这是因为师范生在此期间的行为如同婴幼

儿牙牙学语或者蹒跚走路，以高度的模仿性、机械

性和直线性为显著特征。模仿性表明，师范生以

模拟先前小学、初中、高中甚至大学老师的教学言

行为主，缺乏个体性；机械性体现为师范生教学言

行刻板，缺乏应景而变的灵活性；直线性体现为师

范生的教学行为单一，缺乏综合性。师范生之所

以显现这些“雏行”，与他们真实教学体验频率不

高、文本意义语境化程度较低有关。从“雏形”到

“老道”需要师范生逐渐转变自我身份。当师范

生能以教师身份施教时，他们就不会像实习或者

见习期间这般以“旁观者”身份临时“入场”了，而

会以“主人”身份“从教”。教师专业发展在某种

程度上是教师在动态化场域下不断调整“我知”

结构并催生有效教学行为的过程。师范生在真实

教育语境下对自我教学理念、教学方法、知识结构

等内容的深度反思引发教学行为变化的样态，可

以成为研究者考察师范生推进“知”向“行”转化

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切入点。

４　结语
高校师范生的学业绩效发展现状是检测高校

师范专业教育质量能否得到认证的关键。师范生

学业绩效既体现在对“他知”的内化程度，还体现

在对以“他知”为根基而衍生的“行”的外化效果，

是“知”和“行”的动态融合。“知”为先，“行”为

后，“知”要化“行”，“行”要善“知”。这种转化，

在ＡＣＴ认知模型看来，是知识形态从陈述性转向
程序性的自然演进。这种演进遵循从“认知”到

“编辑”再到“调适”的三层逻辑发展规律。分析

这一演进规律有助于我们探查师范生推进“知”

向“行”转化过程中遇到的阻隔以及打通阻隔的

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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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ＤＥＤＥＣＥ，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Ｊ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Ｃｕｓｔｏｍｉｚ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ｆｏｒＥａｃｈ

Ｓｔｕｄｅｎｔ．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Ｃｏｌｌｅｇ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

［１４］段作章．教学理念向教学行为转化的内隐机制［Ｊ］．

教育研究，２０１３（８）：１０３－１１１．

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ＫｎｏｗｉｎｇｔｏＤｏｉｎｇｆｏｒ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ｏ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Ａｃｃｒ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ＣＴＭｏｄｅ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ＱＵＳｈｅｍ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Ｓｈｕｃｈｅｎ，ＳＵＮＢｏｙａ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ｅａｃ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Ｘｉ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７２１０１８，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ｋｎｏｗｉｎｇ”ａｎｄ“ｄｏｉｎｇ”ｒｅｆｅｒｔｏ“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ｙｈａｖｅａｄｅｅｐ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ｖｅｍｅａｎ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ｎｏｔａｔｉｖ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ｏｆ“Ｐｒａｃｔｉｃｉｎｇｈｏｗｔｏｂｅａｇｏｏｄｔｅａｃｈｅｒ”，“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ｈｏｗｔｏ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ｈｏｗｔｏ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ｔａｌｅｎｔｓ”，ａｎ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ｈｏｗ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ｉｒ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ｌｅｖｅｌ”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ａｃｃｒ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ｔｉｓａｎａ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ｆｏｒ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ｔｏ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ｔｈｅｉｒ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ｙｐｅｓｆｒｏｍｆａｃｔｕ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ｏ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ｉｔｉｓａｌｓｏａ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ｔｈｅｍ ｔ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ｔｈｅｉｒ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ＡＣＴｍｏｄｅｌ，ｔｈｉｓ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ｈａｓｔｈｒｅｅｓｔａｇｅｓ：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ｅｄ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Ａｔｔｈｅｓｔａｇｅｏｆ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ｍａｊｏｒ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ａｓｋｉｓｔｏｌｅａｒｎ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ｆａｃｔｕ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ｔｔｈｅｓｔａｇｅｏｆ
ｅ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ｙａｉｍｔｏ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ａｃｌｏｓ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ｆａｃｔｕ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ａｌｉｔｙｂ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ｒｙ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ｔｔｈｅｓｔａｇｅｏｆ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ｙ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ａｎｄ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
ｔｈｅｔｒｕ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ｉｅｌ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ｋｎｏｗｉｎｇａｎｄｄｏ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ｃｃｅｓｓ；
ＡＣＴｍｏｄｅｌ

（责任校对　朱春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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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个人实践理论的内涵、特征与建构策略

李王伟１，潘正茂２

（１．江苏师范大学 智慧教育学院，江苏 徐州 ２２１１１６；２．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四中学 广东 佛山 ５２８１１９）

摘　要：教育家型教师培养是新时代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作为其重要实践标志的教师个人实践理
论近来也受到教育研究者和一线教师的广泛关注。从个人实践理论的意义探讨出发，阐明中小学教师个人实践理论的

内涵及特征，提炼出基于专业探究的教师个人实践理论建构策略及规律，以促成教师个人实践理论的建构，为教育家型

教师培养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关键词：个人实践理论；建构策略；凝练；案例研究

中图分类号：Ｇ６３５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２４）０１－０１４７－１０

　　《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提出，要造就一
批具有示范性和影响力的教育家型教师［１］。而

教育家型教师的首要特征是拥有兼具创造性和系

统性的教育思想或理论［２］。教育学者叶澜指出，

教育实践过程中真正起作用的是教师的个人教

育理论［３］。这种个人教育理论通常表现为教师

教学实践中的个人魅力与创造性的品质，并能

通过教学实践外化形成具有个人特色的实践观

点，也称“个人实践理论”（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ｔｈｅ
ｏｒｙ）。从教育发展趋势来看，教师个人实践理论
的建构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虽然常规的、规

则化的教育教学行为可能会被人工智能替代，

但教师在现实场景中的创造性教育教学行为无

法被取代。笔者从教师个人实践理论的意义探

讨出发，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探索教师个人实

践理论的内涵、特征和有效建构策略，提升教师

的理论修养，以促成教育家型教师的养成，推动

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１　教师个人实践理论的发展
１．１　教师个人实践理论的意义

通过对专家型教师思想和实践的调查发现，

专家型教师通常能将个人想法进行系统性实践探

索，以逐步形成系统性的“个人实践理论”［４］。美

国教育学者舍恩（Ｓｃｈｏｎ）认为，优秀教师之所以
能进行卓有成效的教学实践，是因为其有着关于

教学实践的特有理论和个性理解［５］。因此，体现

优秀教师创造性、稳定性、主动性、独特性、系统性

的个人实践理论成为教育家型教师的重要特征。

这被视为与研究者建立的教育学术理论相对的

“非正式理论”，也称“小写理论”。实践表明，教

育学术理论对教学实践的影响和作用存在滞后

性。相反，教学情境和实践是教师直接面对的。

任何教师都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归纳经验，将其内

化为认知并进行加工提炼，形成教育“小写理

论”，进而反馈专业实践，提高教学实践绩效。贝

弗利（Ｂｅｖｅｒｌｅｙ）认为，教师个人实践理论的意义
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６］：一是通过个人实践理

论，教师与同事及学生能较为顺畅地交流教学

实践背后的原理；二是个人实践理论能促使教

师开展有效教学实践；三是个人实践理论的建

构过程对教师的持续专业成长具有正向促进作

用；四是教师个人实践理论能增强教师自信心

和自我效能感；五是个人实践理论能作为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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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的依据和理论基础；六是个人实践理论有

利于教师与学生建立信任关系，提升学生学习

的效果。数学特级教师任勇认为，教师个人理

论建构还体现在其追求和发展个人认识的过

程，以个人理论建构为目标，教师通常会形成主

动学习、实践、反思内化等专业实践，促使其从

经验型教师向专家型教师转变，使教学实践由

经验驱动转换为理论驱动［７］。

１．２　个人实践理论的研究趋势
众所周知，个人实践理论并非特定的概念。

国内外学术界还有教师个人理论、个人教育信念、

内隐理论、实践理论、个人实践知识、个人教育哲

学、教学主张、教学思想及教育思想等与之相似的

概念。其中，教育信念和个人实践理论在教育学

和心理学领域被提及最多，包括教学信念、认识信

念、自我价值感及教学认识信念等。笔者从文献

研究出发，采用关键词检索法对国内外包含“个

人实践理论”及相似关键词的研究成果进行分

析，如在相关数据库输入“个人实践理论”“个人

理论”“教学主张”“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ｉｅｓ”和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等关键词，检索不同年
份的研究文献，绘制统计图，探索个人实践理论的

研究主题和趋势，具体如图１所示。

图１　“个人实践理论”及相似关键词有关研究发文量
　　注：数据来源于ＣＮＫＩ、Ｓｉｃ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万方等中英文数据库，检索时间为２００３—２０２２年，检索结果去掉书评和报纸等类型文献。

　　如图１所示，近２０年，“个人实践理论”“个
人教育信念”“教学主张”和“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等相关研究都大致呈现在稳定中增长的
趋势，表明教师个人实践理论的相关研究和实践

逐渐受到教育研究者和教师的关注与重视，并成

为教师专业学习研究领域的前沿话题。其中，较

之其他关键词，“教学主张”相关研究发文量较

多，近２０年间共有６０６篇相关文章发表，多集中
于教师课堂教学实践与信念融合的研究，是表征

个人教学特色与实践的典型概念。从“个人实践

理论”和“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ｉｅｓ”相关研究发
文量看，近２０年相关研究较为稳定，虽每年发文
量不多，但都被关注，研究文献总量超过 １００篇。
相关主题多集中于教师个人实践理论的意义、个人

实践理论发展趋向、个人实践理论与教师成长关

系、个人实践理论的建构探索、教学专业问题解决、

教师个人知识创造及教师研究等。西班牙学者琳

娜（Ｌｉｎａ）等人通过刺激回忆访谈对１７名小学教师
个人实践理论（ＰＰＴｓ）的组成类型进行考察和分
析，提出了教师行为的显隐性理论，并指出其对教

师深入理解和发展教学的重要意义［８］。中国台湾

学者洪雨涵（Ｙ．Ｈ．Ｈｕｎｇ）通过案例研究探索教师
个人实践知识在课堂教学决策中的运用及影响。

结果表明，教师通过运用个人实践知识，对教学内

容的选择、作业设置和课堂冲突性对话的构建做出

有效决策，以解决课堂中的公共问题［９］。

２　教师个人实践理论的内涵与特征
２．１　教师个人实践理论的概念内涵

英国教育学者恩特威斯尔（Ｅｎｔｗｉｓｔｌｅ）认为，
８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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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每位教师的多元智能、个性经历和实践对象

不同，其学习和教学实践的方式及结果也不尽相

同。换句话说，不存在一种完全正确或者万能的

教育实践方式，每位教师总能从所处教育情境出

发，通过持之以恒的探索，建构促进个人教育实践

的认识和理论［１０］。例如：数学家苏步青老师经历

数十年的教学实践而形成了个人独特教学风格，

并结合启发式教学方法，创建了讨论班小型科学

报告会理论，培育出数学研究领域的“浙大学派”

人才，为高等学校教学方法创新和应用提供有效

指引［１１］。因此，教师个人实践理论指向教师在个

人教育情境和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教师个人“小写

理论”。笔者依据国内外学者对教师个人实践理

论的不同理解视角，梳理了教师个人实践理论的

代表性内涵与理解，具体如表１所示。

表１　教师个人实践理论内涵的代表性理解

作者 内涵视角 内涵

帕特里克（Ｐａｔｒｉｃｋ） 教学的方式 教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既是概念化教学的方式，也是实施教学的方式

汉达尔（Ｈａｎｄａｌ）、

拉沃斯（Ｌａｕｖａｓ）
认识系统 在任何特定时间都与教学实践相关的知识、经验和价值观相整合的综合动态系统

桑德斯（Ｓａｎｄｅｒｓ）、

麦卡琴（ＭｃＣｕｔｃｈｅｏｎ）
行为缘由的概念

为教师的行为提供理由的概念结构和愿景，以及为有效开展教学活动和选择课程材料

提供理由的概念结构和愿景

斯威尼（Ｓｗｅｅｎｅｙ）等 系统信念
一套结合教师先前生活经验引导教师的系统信念，这些生活经验既来自非教学活动，又

来自教学的课程设计及实施结果

　　如表１所示，学界关于教师个人实践理论内
涵的理解主要有四种：教学方式、认识系统、行为

缘由的概念、系统信念。事实上，“个人实践理

论”可追溯至舍恩的《反思性实践者》。他认为，

科学研究建立的公共理论无法解决专业实践情境

中复杂、多变的问题［１２］。相反，教师能通过反思

实践的方法从实践中提炼理论，进而反馈实践。

挪威学者汉达尔等人从理论建构维度，将教师个

人实践理论理解为教师个人经验、学科知识、教育

价值观的有机融合［１３］。陈向明基于反思型实践

的观点提出了教师个人实践理论的一般概念，即

教师心理上信服并在实践应用中显现的教育认

识，其内容包括教育信念、教学机制、策略知识、反

思意识等［１４］。与之相似，斯威尼等人将教师个人

实践理论理解为教师在先前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

的系统信念［１３］。桑德斯和麦卡琴的理解更具实

践性，他们认为教师个人实践理论是教师个人教

学实践的理论性概念结构和目标［１５］。帕特里克

将个人实践理论定位于教学领域，称其为实施教

学的方式［１６］。笔者从教学实践出发，融合教师个

人特色认识，将个人实践理论理解为教师在个人

经验和理论认知基础上，通过系统性方法和实践

建立的关于教育教学的创造性实践知识，这是介

于个人教育哲学与教育实践智慧间、指向实践的

理论。

２．２　个人实践理论建构的特征
从理论构成要素来看，理论是一个或多个法

则和要素形成的系统。陈向明认为，每位教师都

有自己的教育教学理论和信念，且与公共的、普遍

性的大写理论不同，它通常指小写的、区域性的、

对某些特殊情况适用的理论，抽象程度较低，旨在

说明某些具体问题［１７］。还有学者根据理论知识

的来源和实用性特点提出教师个人实践理论的解

释性、行动性、情境性、个体性和开放性特征：解

释性体现在教师对实践和现象过程要素及其联系

的解释和阐述中；行动性表明了个人实践理论的

可操作性，体现于实践主体的语言、概念和范畴，

表明教师实践的行动意义和逻辑；情境性体现在

实践理论来源的情境和实用性成效，表明理论的

实践场域和结果等；个体性体现出实践理论的独

特性和创造性，并将实践和理论的主客观联系起

来；开放性表明个人实践理论不断完善的过程，体

现理论发展的持续性和包容性［１８］。笔者从当代

教育名家的个人实践理论案例分析着手，归纳教

师个人实践理论的特征，具体如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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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现有代表性个人实践理论案例

建构主体 个人实践理论 内涵

窦桂梅 主题教学理论
立足语文教材，从文本的言语内容与形式中获取具有促进儿童生命成长的核心“词语”———体

验和发现，即“主题”［１９］

华应龙 化错教学理论 把课堂的差错转化为教学资源融入后续教学，包括容错、融入教学、在错误基础上发现学习［２０］

魏书生 六步教学法 定向、自学、讨论、答题、自测、自结［２１］

于漪 人文性语文教学理论 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语文学习是达到此目的的适当途径［２２］

马培高 首善教育实践理论 首先要将善放在首要位置，其次要开展以至善为核心的教育［２３］

李吉林 儿童情境学习理论 择美构境—境美生情—以情启智，把情感活动与认知活动结合起来，引导儿童学、思、行、冶［２４］

王俊 两类结构尝试教学理论
在学科教学中，帮助学生掌握概括化、结构化的知识内容和方法程序，使其自如地主动学习某类

知识，解决某类问题［２５］

　　如表２所示，笔者从学科、实践领域、所处情
境、个人实践理论名称及内涵等角度收集和归纳

教育名家建构的个人实践理论，为个人实践理论

特征归纳提供依据。不难发现，这些教育名家的

个人实践理论名称、内涵、目的和意义均体现出理

论与实践兼具的特征。尤其是从实践理论的建构

背景和要素来看，教师个人实践理论表现出鲜明

的个性化特征，具体可归纳为实践性、系统性、情

境性、创造性、精炼性和个性化等。

（１）创造性。创造性是个人实践理论的首要
特征，是教师个人实践理论特色的集中体现。表

２中，七种个人实践理论名称即是建构主体创造
性的集中体现。从理论内涵来看，较之宏大的教

育基本理论，这些个人实践理论具有极大的创新

和特色，如华应龙的化错教学理论体现出的对课

堂错误资源的重新认识和创造性运用。

（２）实践性。实践性是个人实践理论的标志
性特征。与一般理论不同，个人实践理论具有明

显的实践目的指向并对实践方法和策略起到示范

性引导作用，如王俊的两类结构尝试教学理论对

课堂教学实践改进的关注。

（３）系统性。系统性是个人实践理论有别于
教师个人实践认识或理念的典型特征，体现教师

对个人实践理论的持续探索和实践，表明教师对

某类问题的整体性认识及视角的形成，表现为个

人实践理论内涵的完整性要素与系统性逻辑，如

李吉林的儿童情境学习理论对儿童学习情境与实

践的系统性关注和整合。

（４）情境性。情境性与实践性相似，是个人
实践理论的典型特征，指个人实践理论从具体实

践情境中产生并在情境中应用和完善，如窦桂梅

的主题教学理论关注的语文教学情境及其应用

实践。

（５）精炼性。精炼性是教师个人实践理论
建构性的集中体现，表现为理论内涵形式简练

而意义丰富，这需要教师具有极强的教学实践

胜任力，并以此建构和归纳关于实践的理论，如

魏书生六步教学法，具有高度概括性且意义

丰富。

（６）个性化。从内涵和要素来看，七种教师
个人实践理论皆具有个性化特征，涵盖教师的学

科背景、家庭影响、学习经历、专业素质和学生的

学习等，并通过个人实践理论的应用和论证扩展

其创造性、实践性价值。

３　教师个人实践理论的建构
实践表明，教师通过对自身实践和经验的反

思及推理形成理论和智慧［２６］。英国学者布雷兹

曼（Ｂｒｉｔｚｍａｎ）认为，理论的形成并非脱离个人经
验的孤立过程，而是来源于个人实践、信念、价值

观、社会背景及其深信不疑的认识。教师的个人

实践理论则是通过对教学实践的不断阐释和丰富

形成的［２７］。继而，教师以个人实践理论为基础，

开展有逻辑、有学术性的教育实践。

３．１　教师个人实践理论的凝练过程
文献调研发现，与个人实践理论建构相似，研

究者同时使用“凝练”一词来表征个人教育思想

形成的过程［２８］。所谓凝练，原指通过某种方式使

物质纯净，凝固成精华，引申为凝聚事物并通过某

种方法使事物的精华显现，即使原有的零散事物

凝聚成具有规律性、科学性、创造性和价值性的东

西。教师个人实践理论或教育思想的凝练通常包

括三个过程：阅读和积淀，实践及提炼，分享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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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笔者通过追踪国内研究者或实践名师指导的

教师个人教育思想凝练或发展过程，归纳出教师

个人实践理论凝练的几种代表性观点，如表 ３
所示。

表３　教师个人实践理论凝练过程的代表性观点

研究者 年份 凝练过程

李志厚 ２０２２ 教师对实践加以总结，并融入个人教育认识，在实践基础上提炼概念和理论

黄佑生 ２０２２
教师反思自身教学，借助理论知识和个案来反思教育现状，归纳教育现象的典型特征，并通过写作对经验进行

提炼

谢先国 ２０２１ 教师反思自身教育教学行为及效果，用理论验证实践经验，并转变看问题的立场和方法

王平生 ２０２２ 教师通过写作和参与研讨会凝练教育思想及反思教育教学，在与同事的思想碰撞中反复思考、修正、改进

张倩 ２０２０ 教师洞察教育实践规律并输出个人教育观点，同时提炼教育主张，归纳教育思想［２９］

　　如表３所示，教育学者李志厚认为，个人教学
思想的提炼涉及教师对自身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

和对教学理论观念的消化，融合了教师的教育理

想、志趣及其对教学属性及规律的洞察［３０］，旨在

寻找、完善和建构符合中国本土教育情境和文化

的个人实践理论。实践名师黄佑生认为，教师需

要反思自身教学，借助理论知识对经验进行验证

和提炼，并从实践中提取关键词，形成自己的教育

思想。这一凝练过程包括使用个案反思教育现

状、找出教育现象的典型特征、坚持阅读与写作

等［３１］。理论名师王平生认为，教师要通过写作和

参与研讨会凝练教育思想，并在教育教学实践中

撰写专题教育教学研究论文，拓展分析问题的视

角，从而总结出教育教学规律以指导教育教学实

践［３２］。数学特级教师任勇认为，与教学主张相关

的个人理论的提炼通常有两种途径：一是教学实

践先行的实践途径，教师通过理论学习启发教学

实践并研究实践改进过程，以不断改善和提炼实

践基础上的理论认识，形成独特的思想假说或个

人理论；二是理论先行的理论提炼途径，教师通过

课题研究提出理论假说，在先进理论和实验验证

基础上提炼理论假说和实践要素，融合成关于教

育实践的思想、方法和理论［３３］。并且，这两种途

径都强调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同时着重个人理论

的创新性和实效性。

３．２　教师个人实践理论的建构方式
受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影响，国外通常使用

“建构”来表征个人实践理论形成的过程。实验

科学的先驱者培根提出知识获得的三种方式，即

先验论者的自我反思、经验论者的简单式模仿学

习及科学认知论者的外部学习与内部消化加

工［３４］。从教师持续专业成长来看，主动认知和建

构无疑是最为有效的途径。从理论建构过程来

看，大部分教学理论和思想源于人类存在和感知

的世界。研究者大多从教师个人的课堂研究和反

思过程来研究促进个人实践理论建构和发展的途

径［３５］。笔者从中小学教师具身专业成长的角度，

归纳了建立在教师日常实践基础上的个人实践理

论建构方式，包括倾听、表达、实践和反思等四个

维度，具体如图２所示。

图２　教师个人实践理论建构途径

图２表明，教师个人实践理论的建构方式较
为多样，包括具身理论视角下的理论材料学习、口

头分享、书面写作与分享、个人实践探索、合作实

践、证据基础上的反思、对实践经验的反思、专家

和同伴的课程引导等。同时，一些新技术支持和

教育政策与内容变化促成的新方法不断丰富教师

反思及与他人合作的方式，有力地促进了教师个

１５１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２４年第１６卷

人实践理论的形成。索磊从教师个人实践理论来

源的维度，强调了反思的重要作用，提出个人实践

理论建构的实践—反思路径。即教师通过反思形

成关于教学的观念系统，进而在实践中持续探索、

批判及验证，并与相关理论不断比较，实现理论的

优化与完善，最终形成教师个人实践理论［３６］。费

伦猛提出，教师以教学理论、教学观念、教学活动、

教学表象等为研究对象，对教学存在进行反思，在

整体观照、质疑、反思与超越的基础上发挥理论功

能，揭示教学存在的合理性，构建合理的教学理论

与实践［３７］。黄津成从教师日常教研视角，提出个

体自觉实践与教育者目的性培养等相结合的个人

实践理论培育途径。他认为，要把碎片化的观念

转化为个人实践理论，需要教师对个人的观点进

行系统、深入的思考，以提炼出相关的“线索”概

念。同时，教师要有意识地探索、实践和积累相关

的教育教学案例，再通过有意识的“自我培育”形

成个人的体系化理论言说———个人实践理论［４］。

美国教育学者哈蒙德（Ｈａｍｍｏｎｄ）的调查研究表
明，使教师专业成长卓有成效的关键是其与课堂

教学实践高度相关［３８］。而教师个人实践理论通

常来自教学实践和经验，教师建构理论的过程同

时也是改善实践、提升实践能力的过程。因此，嵌

入课堂实践的教师专业成长过程与个人实践理论

建构的过程及目标相一致。换句话说，教师可以

根据学生的需求或学生的兴趣和技能，通过计划、

合作和反思调整实践，发展个人实践理论。

４　教师个人实践理论的建构策略
通常，为了建构新概念、发展教学实践能力及

提升教学能动性，教师需要参与关于行动和反思

的探究循环，即个人实践理论的建构能通过探究

实践来完成。教师通过反思将教学实践经验进行

理论化和概念化，进而改进教学实践，发表相关探

究成果并与同行分享，然后获得相关评价和反馈，

以继续下一问题的探究，从而在实践基础上不断

优化和丰富创造的意义，直至个人实践理论建立。

史密斯（Ｓｍｉｔｈ）及莱特尔（Ｌｙｔｌｅ）用理论和实践的
中介来概括个人实践理论建构过程［３９］。综合凯

利（Ｋｅｌｌｙ）的个人建构理论启发［４０］，笔者以教师

合作专业探究为基础，构建国内教师个人理论建

构的本土方式和策略。循着教育家型教师养成的

目标，着眼中国教师合作文化和教学实践文化，笔

者初步构建出基于专业探究的教师个人理论建构

过程，包括问题提出、计划探究、凝练共识、设计策

略、探究实践、反思分享、持续探究等环节，遵循问

题—计划—论证—实践—论证—反思—探究的实

践逻辑。同时，通过对教师个人实践理论建构实

践的观察和访谈，逐步建构出基于专业探究的教

师个人实践理论建构策略，包括专家引领式双师

指导、同伴互助与示范、案例列举与写作、概念界

定、公开式学习、事后共同反思等。

４．１　专家引领式双师指导
先行研究表明，专家引领为教师建构知识提

供中介和脚手架支持，促进教师发现实践问题，开

拓看待问题的新视角，内化新观念和他人行动，从

而实现教学实践的优化和教师持续专业成长［４１］。

学习科学研究发现，学习者能够通过观察专家榜

样的实践建立自主实践的心理框架，专家此时发

挥建构支架作用［４２］。个人实践理论建构过程中，

理论专家和实践导师分别担任引导启发和示范合

作的角色。理论专家的视角犹如“航标”，指导教

师从整体性视角思考教育实践的情境、理论本质

和目标，引领教师从个人实践认识中发现解决实

践问题的理论和方法要素，并依此建立问题解决

的新概念，促使教师个人实践认识从实践经验转

换为引领问题解决的实践知识和概念。实践导师

的行为犹如“脚手架”，示范教学实践问题解决的

策略和方法，并通过与教师合作使其明晰个人实

践理论建构的特色和价值，培养教师探究实践的

创造性思维和能力，这与认知学徒制的教师指导

原则相吻合。理论专家同时从理论视角启发教师

反思实践的原理，使其建立实践概念的理论逻辑，

提炼核心类属，生成理论要素，并通过持续的实践

探究指导促使教师建立理论要素连接基础上的个

人实践理论，进而促进教师持续专业成长。因此，

理论专家和实践导师的启发引领构成双师指导。

４．２　同伴互助与示范
克拉克（Ｃｌａｒｋｅ）和埃里克森（Ｅｒｉｃｋｓｏｎ）的研

究指出，学习被视为个体构建其与现象和经验互

动相关的个人意义的过程，而结果是从个体和个

体之间的多维互动中产生的［４３］。因此，教师与同

事的合作对其个人实践理论的建构具有积极意

义。首先，教师与同事在课堂教学中发现共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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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共同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策略，并为此进行

探索实践和相互反馈，以反思和调整教学实践。

其次，同伴示范式合作为教师个人实践理论的建

构提供他人视角，即同伴的示范性实践和实践经

验为教师提供解决问题的脚手架，促进教师创造

性问题解决能力的提升，也促使同伴反思和调整

完善。此外，同伴互助还体现于教师与同事对理

论的合作学习中。实践发现，受理论基础和视角

的局限，教师通常采用合作方法展开理论的学习

和反思，包括理论共读、共同参与理论讲座和合作

查阅文献等，以避免集体思维的单一化。从合作

方式来看，这种同伴互助与示范包括团队指导、互

助指导、远程在线指导、反向在线指导、即时在线

指导、一对一指导等［４４］。

４．３　案例列举与写作
教师实践案例的列举和写作同样是建构个人

实践理论的重要策略。从学习科学角度来看，教

师对实践案例的列举正是对客观事物建构意义的

过程，能促使教师主动创造知识，体现出建构主义

的优势。从情境性学习理论来看，案例的列举和

建立是学习者在实践情境基础上建立客观知识的

过程，有利于教师建立教育实践和教学情境的系

统性思维，帮助其理解实践的全貌，促进专业实践

问题的创造性解决和理论的建构。从教师专业探

究角度来看，与通常意义上大学教师进行的学术

理论研究不同，中小学教师的巨大优势在于其面

对的是最为丰富和真实的教育情境，同时也是真

实实践问题解决的现实场域，教师具有列举和建

立案例的情境和过程优势。从案例列举和建立过

程来看，教师对实践案例的列举和写作有利于其

对专业实践问题解决过程的反思与完善。

４．４　概念界定
概念界定被视为教师个人实践理论建构的关

键环节。其通常与专家指导和教师反思同时出

现，是专家指导基础上的实践性概念界定。实际

上，概念界定是学习科学视域中基于建构主义理

论的启发性策略。按照建构过程从简单到复杂的

递进逻辑来看，与概念界定相关的还有描述和下

定义。描述最为简单，即根据客观事物的表征对

其事实进行表达的过程，教师创造性参与程度较

低。下定义是用简短明确的语句揭示客观事物的

内涵概念，即揭示概念所反映对象的特点或本质

的一种逻辑方法。概念是思维的基本显现方式，

用以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人类在认识事物

的过程中，把所感觉到的事物的共同特点抽象出

来并加以概括，即成为概念［４５］。概念界定是较高

层级的下定义，其不仅包括下定义的基本属性和

过程，还要求下定义者对概念所处的实践情境加

以考虑，以建构实践性概念。教师个人实践理论

建构中，概念界定指向实践过程与理论内涵的融

合，为教师专业实践问题的创造性解决提供脚手

架支持，也为教师个人实践理论建构提供了基础

性支持，是个人实践认识到个人实践理论进阶的

中介。

４．５　公开式学习
从教师专业实践来看，教师通常有自主和合

作两种实践方式。探究驱动的教师个人实践理论

建构实践促成了第三种实践方式———分享的出

现，分享也称公开式学习。其中，理论提炼分享和

实践过程分享是公开式学习的代表性过程。教师

通过向同行和学校管理者分享专家指导和同事合

作的理论建构实践及成果，完成新理论、新知识、

新方法的外化和社会性调节，是新建构理论内涵

和外延丰富和完善的过程。分享方式通常包括新

媒体平台发布、在线论文、讲座发表、实地同行交

流、理论成果视频和音频发布等。从学习科学角

度来看，教师个人实践理论建构中分享想法、方

法、资源及理论的行为能为教师和同事合作提供

有形脚手架，从而提升教师和同事的合作效能。

从合作过程来看，教师通过非正式或正式分享为

同事的个人实践理论建构增加许多新想法和新策

略。同时，其他教学同事能为其提供较佳的教学

实践反馈。伍德（Ｗｏｏｄ）和利伯曼（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的
研究表明，通过在线论文或讲座，教师有机会对同

行共享的想法、方法和示例提出意见和建议，同时

接受同行关于想法和方法的新观点，从而实现教

师和同行的专业学习和实践发展［４６］。

４．６　事后共同反思
案例分析发现，共同反思作为教师持续专业

成长的重要环节，也是教师建构个人实践理论的

重要策略，其中，事后共同反思尤为关键。共同反

思即专家、教师和同事共同对实践的内容、过程和

效果进行反思及改进的过程。事后共同反思即教

师和同事对专业探究和专家指导过程及结果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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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是教师内化和创新的过程。笔者发现，专家

和教师及同事在个人实践理论建构的设计、实践

和归纳阶段开展共同反思，使用探究结果对现象

和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能够促进教师对相关实

践理论的创造和实践的改进。事后共同反思表现

为教师和同事对专家指导的内容、理论和示范实

践进行事后性回顾、解释、讨论改进。案例访谈发

现，教师最为常见的话语是“我回去再和同事们

学习和反思”。这表明，教师和同事会围绕个人

实践理论建构的过程和结果进行探讨，以提出新

观点和改进方法。专家的适时介入，为教师和同

事提供反思问题和结果的新视角。事实上，反思

或合作反思能帮助教师和同事明晰自身经验的价

值并能以新的视角理解个人实践理论建构的过

程。罗杰斯（Ｒｏｄｇｅｒｓ）在体验学习框架基础上提
出批判性反思对话的框架———客观问题—反思—

解释—决策问题的（ＯＲＩＤ）框架，即同事通过问题
的提出和反馈，帮助教师建立对专业探究实践全

面、客观的描述及多元理解［４７］。

５　教师个人实践理论的未来
毋庸置疑，教师个人实践理论建构与教师

日常实践紧密联系。笔者通过对国内外的文献

调研和案例研究发现，探究能有效促进教师将

个人实践认识发展为个人实践理论。通过对文

献的分析，融合教师个人实践理论的凝练和建

构方式，笔者建构出基于专业探究的教师个人

实践理论建构策略，持续反思教师个人实践理

论建构的规律，如教师个人实践理论来源和新

技术赋能等。

５．１　教师个人实践理论的来源
从个人实践理论的内容和要素来看，个人实

践理论来源于教师的理想或教育情怀。其典型表

现是教师教育情怀对个人实践理论建构的重要影

响。事实上，通过案例访谈发现，大多教师都是理

想主义者，他们反对平庸的教育实践或信念，对未

来充满希望，对学生充满期待，有着强烈的教育使

命感。受持续的教育实践和社会变革的影响，教

师的使命感逐渐转换为对自身实践和学生发展的

特有教育情怀，进而融入当前的教育实践情境，形

成独有的个人实践认识，最终通过主动建构发展

为教师个人实践理论。因此，从理论产生的来源

来看，教师的个人实践理论来源于其教育理想或

特有的教育情怀，是教师个人实践和理想信念的

融合物。

５．２　新技术赋能的教师个人实践理论建构
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

教育数字化转型时代的到来，传统教师角色和专

业实践受到挑战。人工智能时代，教师在人工智

能虚拟教师和元宇宙“孪生”教师的助力下，进行

教学实践的有效合作、转化和变革，逐渐成为终身

学习者和实践者。同时，具有特色化、个性化、持

续性及主动性特征的个人实践理论建构成为人工

智能时代教师持续专业成长的重要方向和途径。

从个人实践理论建构来看，人工智能技术能从三

方面发挥助力作用。一是人工智能技术支持的数

据元素，教师通过数据团队组织和合作的专业探

究将个人特色认识凝练成理论，增强了个人实践

理论的科学性和真实性。二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

技术支持下，教师对个人特色认识的模拟、思考和

实践，为其提供了较为适宜的论证及提炼的空间

与技术环境，使教师逐步明晰自身特色认识的科

学性及有意义性，并将其提炼成理论。三是人工

智能视域下的深度学习技术使教师对自身认知与

情感的数据收集及处理成为可能，为专家和同事

洞悉教师个人实践理论建构和专业探究的原理提

供卓有成效的依据。

５．３　未来研究与展望
从现有研究和案例分析来看，迄今为止的研

究大多忽视教师作为社会人的实践者角色，即没

有认识到教师个体是情感人和心理人的完整存

在。教师的专业探究要同时关注到个体的全人性

发展，以使教师的教学改进和个人成长相统一。

习总书记指出，新时代的教师要成为“经师”和

“人师”的统一者［４８］。因此，未来的教师个人实

践理论建构需要融入师德和教育情怀等要素，以

探索专业知识与理想信念、道德情操、仁爱之心相

融合的个人实践理论建构实践，建构有“人情味”

的个人实践理论。此外，新技术的发展不断促进

和改善教师专业实践，提高教学效果。可以确定

的是，教师创造性的培养将是未来教师专业学习

值得探索的长久课题，也是应对智能技术时代教

育发展与变化的重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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