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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构学习者能力”为本位，合肥学院

建设高水平应用型高校之道

2019-09-03

来源：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归根到底靠人才、靠教育。改革开放四十年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一直十分重视教育事业发展，先后提

出并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作为产教融合的新载体、科教融合的新设计和未来教育的新探

索，智慧学习工场由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于 2017 年 10 月首

次提出。智慧学习工场始终推动着产教融合向“大平台+”的方向持

续演化升级。

历经两年多时间的多层级交流、多次研究调整、多项实验验证，

《智慧学习工场 2020 建设标准指引》于 7 月 29 日正式发布。该指引

从技术上兼容各类相关的国家标准，并填补了现有国家标准体系的空

白。

以此为契机，中心推出了智慧学习工场大讲堂系列报道，以大家

之言，明教育真义。今天，我们将与大家分享大讲堂嘉宾——合肥学

院党委书记蔡敬民教授对于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之路的实践与思

考。

一、因需而智，实现对学习者的能力建构

合肥学院曾被誉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小岗村”，早在 1985

年成为中德省州文化交流合作共建项目，接受中德两国领导人多次莅

临考察，学校也因此得到了长足发展。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jcxNjg5NA==&mid=2652898217&idx=1&sn=4d53853b74e2b0610cf1b48ab6fe693f&chksm=8410db18b367520e165c478c91d73c6dcafd2918280a90cfd988e93c1e26645fe220de508bd3&scen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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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合肥学院正朝着建设高水平应用型大学迈进，特别是在课

程改革与创新方面，逐步建立了灵活性、可拆分性、突破学科的模块

化课程体系，为重点培养学习者应用能力提供了有力支撑。这一点充

分体现出了智慧学习工场“以能力为本位”的设计理念，通过建立价

值观、感知能力、思维能力、实战能力、创新能力的成长流线，并将

专业结构向“因需而智”方向转变，以模块化课程为教学单元，最终

实现对学习者能力的建构。

二、理论结合实践，八面开花创新探索

合肥学院在新型大学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方面遵循“八个转变”:

一是坚持办学理念向“应用型”转变，以“地方性、应用型、国

家化”为办学理念，走突破同质同构的特色发展之路；

二是坚持专业结构向“需求导向”转变，与区域产业结构对接，

突破学科定势，以社会需求设置增设调整专业；

三是坚持人才培养模式向“产教深度融合”转变，建立“全过程、

一体化”产教深度融合人才培养模式，共制培养标准和人才培养方案，

共搭课程体系，共建多层级校企合作组织，结合企业真实案例建立项

目库，实现教学融入真实工作场景；

四是课程体系方面坚持向“能力导向”转变，以专业为导向，以

职业或行业所需的知识、技术或技能为中心，注重将理论知识与实践

知识有机融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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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教学过程方面坚持向“以学为中心”转变，积极开展教学方

法改革，重视对学生自主学习效果的评价，促进“教”与“学”统一；

六是师资队伍方面坚持向“双能型”（教学能力、产学研合作能

力）转变，通过挂职锻炼、企业工作、产学研合作的模式，培养教师

行业能力，并制定“双能型”师资认定标准；

七是资源保障方面坚持向“两个开放”转变，即向“国际开放”

和“地方开放”转变，学院已与国内外企业、地方政府和科研院所、

高校共建 40 个校内嵌入式实验室、技术研发中心及 242 个校外实习

实训基地；

八是质量评价方面向“两满意”转变，已建立 25 个主要环节质

量标准，将毕业生跟踪调查、用人单位走访、第三方评价等纳入评价

体系，实现内部评价向内外结合转变，实现“学生满意”和“社会满

意”。

三、突破瓶颈，致力优化人才培养模式

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关键在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坚实的

课程体系为人才培养模式提供着有力支撑。蔡敬民表示，合肥学院在

构建课程体系时进行了“模块化”探索：

围绕特定主题或内容的教学活动的组合；或者说，一个模块是一

个在内容和时间上自成一体、带学分、可检测、具有限定内容的教学

单元，它可以由不同的教学活动组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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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学生修完某一模块后，就应该能够获得相关方面的能力。根据

“博洛尼亚进程”内容，将以知识输入为导向的教学理念，向以知识

输出为导向的教学理念转化，即从学什么知识向会什么能力进行转

变。

模块化课程体系重点体现了学生应用型能力的培养，在特色方面

要具备灵活性、可拆分性、突破学科，在层次结构方面包含了基础知

识的公共必修、本专业必备知识的必修、本专业涉及其他方向的选修、

更加宽泛的跨专业选修的内容。

新建本科院校教学改革思路，要搭建以知识输出为导向的人才培

养方案构架，构建以能力为导向的课程体系，推进以学生为中心的教

学和评价机制改革，深化校企合作的合作教育模式改革，促进应用型

人才培养的质量保障与评价体系建设，坚持地方应用型高等学校的开

放与国际化，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抓住发展机遇，增强危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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