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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师范院校工科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探讨 ①

令狐金卿，叶振环，熊中刚
（遵义师范学院 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贵州 遵义５６３０００）

摘　要：随着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地方师范院校开始发展非师范工科专业，向综合性大学转型。地方
师范院校在专业设置时应遵循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原则，突出特色，统筹师范专业与非师范专业的关系，深化教

学改革，构建工科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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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范类高校为了拓展学校办学空间，服务地方经济，

提高学校社会地位，纷纷向综合性高校转变，开办了许多

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应用型专业，师范院校的非

师范专业蓬勃发展［１］。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西部大

开发战略与改革开放再一次拉开序幕。香港中华电力、

日本京瓷与振华集团、南方汇通微硬盘、香港瑞安集团、

美国旗盛公司等世界５００强企业纷纷落户贵州，富士康工

业园、中关村科技园区等亦相继落户贵州，需要大量能够

满足现代工程应用发展需要的高素质的本科工程应用型

人才。因此，贵州地方师范院校再次迎来了发展的契机，

也迎来了新挑战。大力发展非师范工科专业，为贵州工

业强省培养应用型人才，已势在必行。

１　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高等师范院校为基础教育培养了大量师资，为教育

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国发２号文件《关于

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的

颁布［２］，西部大开发战略与改革开放再一次拉开序幕，工

业强省、大力发展贵州经济成为又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

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电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

术、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重点开发一批具有比较优势

的产品，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重点支持金属及其合金材

料、电子功能材料产业发展，建设贵阳、遵义新材料产业

基地；重点发展电子元器件、软件、混合集成电路等产业；

支持发展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相关产业，建设光伏产品

研发及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

快地发展，贵州地方师范院校又一次迎来了发展的空间

和机遇。

但高等师范院校能否把握住机遇，确定改革与发展

的方向，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将直接关系到高等师范

院校的生存和发展。随着地方基础教育对师范教育类学

生需求的逐渐萎缩，师范生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如何调

整学校专业布局，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就业形势的需要，

探讨非师范工科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是地方师范院

校面临的挑战，也是发展的机遇。

２　工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２．１　确定人才培养目标

为学校长远发展及适应西部大开发战役的需要———

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地方师范院校确定了应用型工科人

才培养目标为“厚基础、宽知识、强能力、高素质、重创新、

广适应”。根据培养目标，扬长避短，加大自身建设力度，

充分发挥已有的教学资源优势，培养能满足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需要的工科专业人才，使师范院校工科专业健康

发展。

２．２　优化实践教学体系

实践教学是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整体素

质的重要环节。学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将所学知识内

化为自身的知识，构建自身的知识结构，因此，建立科学、

合理、全面的实践教学体系是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

能力的有效途径。然而，实践教学在目前本科人才培养

体系中却处于附属地位，被视为验证理论、训练动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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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辅助教学，实践教学教师亦被划定为教辅人员，导致在

人才培养上重理论、轻实践，实践教学环节中重动手能力

训练、轻创新能力培养。

根据人才培养目标，优化实践教学体系，必须将实验

课与理论课分开，单独制订实验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使

实验教学与理论教学并行，改变实验教学从属于理论教

学的教学体系；对一些实用性强的专业选修课，可以实验

教学为主，理论教学为辅。为了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和方法，使各个教学实践环节和理论课程教学更

好地衔接，要加大实践教学比例，增加实验、设计、实训及

实习等实践教学课程的学时数，增加集中实践的时间；同

时还可与一些单位或公司联合，进行订单式培养，提高学

生实际动手能力。

２．３　强化实践教学活动

在优化后的实践教学体系指导之下，强化实践教学

活动。实践教学活动是巩固理论知识和加深对理论认识

的有效途径，是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高素质工程技术人

员的重要环节，是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掌握科学方法

和提高动手能力的重要平台，相对于理论教学而言，实践

教学是教学过程中最薄弱的环节［３］。

２．３．１　针对地方企业开展大学生课外科研活动

贵州是全国重要的能源、资源深加工、特色轻工业以

及以航空航天为重点的装备制造基地和西南重要陆路交

通枢纽。近年来，一大批企业落户贵州，如香港中华电

力、日本京瓷与振华集团、南方汇通微硬盘、香港瑞安集

团、美国旗盛公司等８家世界５００强企业落户贵州；中国

电信、中国移动在贵州建设数据中心；富士康工业园、中

关村科技园区落户贵州；云计算、大数据产业也悄然崛

起。因此，针对地方企业开展大学生课外科研活动，让学

生在参与科研活动的过程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真正

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２．３．２　以各种竞赛活动促进实践教学改革

实践教学课程在工科专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开设了

生产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设计一系列的实践教学课，在

培养学生主动探索、勇于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在

实践教学中鼓励学生参加各种专业竞赛活动，如机器人

大赛、计算机编程、机械设计、电子电路焊接等技能竞赛。

学生通过参加学科竞赛，可进一步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和

创造性。为使学生熟练掌握实验、实训技能，可开放实验

室，设立计算机项目工作室、机械设计创新实验室及现代

制造实训中心等，为学生在课外实训中提供平台。

２．３．３　开展产学研合作项目，促进教师成长

以教学促研究，以研究促进教学，产学研结合，提高

教师教学与科研水平。与企业合作，引进企业项目，让教

师在与企业合作的过程中解决实际问题，逐步形成适合

自身发展、具有特色的科研道路。通过与企业项目的合

作，教师实践技能也得到极大的提高，有利于促进理论教

学和实践教学的紧密结合，探索出合适的实践教学方法；

有利于逐步形成一支实践能力强、教学水平高的既能指

导实践教学的“双师型”教师又能指导生产教学的“生产

型”教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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