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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四川开放大学在探索工商管理专业校企合作工作中，以实践性环节教学改革为重点，通过与企业合作共

同打造创业教育课程，将工商管理知识融入到课程中，以线上教学、创业讲座等方式组织开展教学，并

通过问卷调研、访谈等方式从教师、学员两个层面对创业教育课程教学需求、教学效果进行评价，教学

效果整体反应良好，对开放大学系统内工商管理专业相关课程教学改革提供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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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xploration of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in business management, Si-
chuan Open University focuses on practical teaching reform, builds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courses through cooperation with enterprises, integrates business management knowledge into 
the curriculum, organizes the teaching in online teaching and entrepreneurship lectures, and or-
ganizes the teaching through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and interview. The students’ two levels 
evaluate the teaching needs and teaching effects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course, and the 
teaching effect has a good overall response, which provides experience for the teaching reform of 
business management specialty in the open university system. 

 
Keywords 
Demand Orientation, Opening Education,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Teaching Evaluation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四川开放大学(原四川广播电视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校企合作建设必须以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所在四

川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为依据，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社会需求、学生需求为导向，创新体制机制，

努力实现“五个对接”。本研究在对新形势下四川开放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校企合作建设情况进行了调研

分析的基础上，基于专业调研情况探索开展突显专业特色的校企合作模式建设和改革，形成积极服务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工商管理类专业技能人才培养体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需要。 
拟考虑通过引入创新创业型企业，通过《创业教育》系列课程、模拟创业沙龙、企业参观、职业规

划、创业支持等模块来在开放大学工商管理专业进行校企合作，满足学生的需求，提升学生的专业实践

能力、帮助学生提高职场技能水平，为想创业的学员提供支持服务。 
开放教育工商管理专科毕业实践性环节传统方式为撰写论文，由于教务管理分级管理实践性环节成

绩输机权限下放到各教学站点后，毕业作业质量下滑，文章内容复制、格式不规范、指导教师师资不符

合要求等现象层出不穷，同时，毕业作业的完成数量也得不到监督，出现部分学生没有完成毕业作业却

有成绩的情况。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专科毕业作业教学管理，提升教学质量，让学生真正通过毕业论文

环节提升工商管理专业实操技能，四川开放大学直属学院、省直机关学院从 2019 年秋季学期开始对工商

管理专科毕业设计为试点进行考核形式调整，学员参加《创业教育》课程在线学习合考核，通过后可替

代专科毕业设计学分。从 2020 秋季学期起，将改革延伸到行政管理、市场营销、酒店管理、社会工作等

14 个文经类专科专业。学员在国开学习网上参加《创业教育》课程在线学习和形成性考核，考核通过后

即可替代并获得相关专业专科毕业设计的学分。 

2. 《创业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思路及评价意义 

2.1. 课程教学改革思路 

《创业教育》课程采用“线上 + 线下”混合式教学。线上学习重在介绍理论知识和技能技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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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配合国开学习网上的视频、PPT、讲稿材料进行自学，参加每学期组织的网上教学活动，收看网上

直播课堂，线下主要以邀请聘请高校教授、职场经理人、民营企业家开展创业技能方面的讲座，把教学

内容与企业经营管理等紧密结合。2020 秋季学期，直属学院、省直机关学院邀请创业导师为工商管理专

科学员带来“创赢未来——创业者只做不说的创业秘笈”专题讲座，从创业与就业、创业之道与术、创

业路上的坑三个方面分享了创业的技巧，并结合自己的创业经历进行分享。接下来，我们将开拓思路，

充分利用行业、企业人力资源优势，聘请兄弟高校教授、职场经理人、民营企业家等建立库企业兼职导

师团队，把教学内容与企业经营管理等紧密结合。每期邀请 1~2 位企业导师，通过线上或线下的方式开

设创业教育打造企业管理专题讲座，提升学员技能。也可选派教师到企业实践锻炼，了解、掌握行业、

企业最新动态，丰富实践经验，使教学不脱离企业实际，同时又能融合学校与企业的文化。与大道经纬

等公司建成学生创业孵化、学生办税实践基地等具有实操性与专业性较强的实践基地，定期组织工商管

理专科在籍、毕业学员到基地开展教学实践活动，让学员近距离深入企业，获得企业注册、财务管理、

税务管理、品牌设计等创业方面实战技能提升。总之，将学校和企业连接起来，老师和学员深入企业，

企业家等深入到学校，做到教学内容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理论联系实际。 
考虑到不同层次的学习者，以及成人学习者的特点，分别制作了视频 23 讲、8 个章节的 PPT、教案

和 10 多个案例等资源。学习者根据自己喜好等情况，通过引列进行预习，每一节后面有小案例、复习题，

便于相应知识点的巩固和应用。该课程以大量的案例，供学习者在学习的同时，更好理解相应的知识点，

并掌握运用，让学生做到有效输入。接下来，我们将定期对该课程的资源内容进行定期优化、及时更新

创业方面的最新政策文件，还有国内外的创业教育案例，保证学习资源的时效性。学生在输入的同时，

鼓励学生输出，积极参加全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创业大赛，为创业、就业做准备。 

2.2. 课程教学评价的意义 

《创业教育》课程重在培养具有创新创业精神，掌握创业管理的基本理论和技能，具备一定的创新

思维、商业机会识别、创业融资投资、创业团队建设、创业企业运营管理、创业方案设计、创业商业路

演等岗位的创业专门性经营和管理人才，能进行自主创业、市场开拓及企业管理的创业与管理型人才。

课题组运用问卷调查法，比较研究法从教师、学生两个层面构建了课程教学评价体系。该评价体系从教

学资源、实践能力提升、教学信息反馈三个方面全面对《创业教育》课程教学进行评价和综合分析。 符
合学生认知规律及技能掌握逻辑，易于分析研判，能够实现全程、科学、动态对课程教学进行跟踪评价

的目的， 进而提升课程教学效果。同时，通过评价发现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更好地完善该体系，

特开展高职课堂教学评价案例研究[1]。 

3. 《创业教育》课程教学对象学情分析 

3.1. 学习者属性和特征分析 

《创业教育》是一门对于初创业者应该学习的基本理论知识的启蒙，所以课题组对于学生的基本情

况进行了一个初步摸底。从图 1 中可以看到，填写此问卷的同学来自企业的学员占到了 56.05%，机关企

事业单位仅占 11.46%，自主创业占 8.92%，其他职业占 23.57%，综上分析学员在企业或从事企业相关工

作的占到绝大多数。再看同学在单位的职位(如图 2 所示)，有 56.17%的同学在单位的职位是初级职位，

40.12%的同学是中层职位，3.7%的同学是高层职位。综上分析学员绝大部分在企业处于中低职位。接着，

我们针对学生对于对工商管理职业发展方向的了解程度进行调研(如图 3所示)，发现有12.1%学员很了解，

25.48%学员表示比较了解，54.78%学院基本了解，还有 7.64%的学员不了解。总之，大部分同学在社会

上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这部分同学如果想要自主创业，尚需要进一步锤炼自己，需要加强学习[2]。 

https://doi.org/10.12677/ae.2021.114186


吴文嘉，樊艳茹 
 

 

DOI: 10.12677/ae.2021.114186 1208 教育进展 
 

 
Figure 1. Working units of students 
图 1. 学生的工作单位情况 

 

 
Figure 2. Position of the company 
图 2. 学员所在单位的职位情况 

 

 
Figure 3.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图 3. 学员对工商管理专业职业发展方向了解情况 

3.2. 学习者学习行为和效果分析 

学习是一个过程，对每个学生来说，由于学习习惯的不同，他们选择学习的方式也不一样，有的同

学喜欢集中学习，有的同学喜欢有规划的分阶段学习。学习者的学习过程中包括课程资源观看、教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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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活动的观看、参与讨论的情况以及学生完成形考作业的情况。 

3.2.1. 课程章节观看情况 
第一：学生登陆该门课程的天数情况。如图 4 所示，大部分学生登陆天数在 10 天以下，共 5066 人，

占 85.06%；其次是登陆超过 20 天，但是小于 30 天以下的学生，共 520 人，占 8.73%。大于 30 天的学生，

共 145 人，占 2.43%。由此可见，大部分学生喜欢集中学习，分散学习的学生较少。 
 

 
Figure 4. Student’s course behavior days 
图 4. 学生课程行为天数 

 
第二，学生学习行为总数。学生学习该门课程的行为总数呈现正态分布，位于两边的行为次数占比

较少，中间占比较大(如图 5 所示)。200 次以上，500 以下的行为次数，共有 4954 次，占 83.18%。其中

200 次以上，300 次以下的行为次数，共 2408 人，占 40.43%。由此可见，学生上网学习的次数还是比较

稳定。 
 

 
Figure 5. Number of students’ online learning behaviors 
图 5. 学生网上学习行为次数 

3.2.2. 参与讨论情况 
该课程设置有专门的讨论区，如表 1 所示，学生在讨论区参与度比较低。仅有 24.33%的学生参与了

发帖，总发帖数有 3194 个，发帖人数有 1451 人。再进一步分析，在参与发帖的学生中，大多数学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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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数量小于 3 个。回帖数更不容乐观，总回帖数有 276 个，并且仅有 138 人参与了回帖，占总人数的。

占比回帖数有 276 个，回帖人数有 138 人。总之，讨论区有待进一步改进。 
 
Table 1. Post/reply situation of students in discussion area 
表 1. 讨论区学生发帖/回帖情况 

发帖个数 发帖人数 发帖占比 回帖个数 回帖人数 回帖占比 

3194 
(总发帖数) 

1451 
(总发帖人数) 24.36% 276 

(总回帖数) 
138 

(总回帖人数) 2.32% 

8 个以上 14 0.24% 8 个以上 5 0.09% 

4~7 个 158 2.65% 4~7 个 13 0.22% 

1~3 个 1279 21.47% 1~3 个 120 2.01% 

0 个 4505 5956 0 个 5818 97.68% 

3.2.3. 学生形考作业完成情况 
本课程测验采取“四次形考作业”，取四次作业的平均分为最终成绩。通过对 2020 年秋季直属学院

所有选取该课程的学生考试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如表 2 所示)，有 80 个学生没有参加考试，没有成绩，缺

考率为 4.03%。参加考试的学生中，只有 15 个学生没有及格，5861 个学生及格，及格率达到 95.21%，

其中 90 分以上的同学占比高达 71.36%。由此可见，学生对于该门课程的考试情况还是比较乐观。 
 
Table 2. Student examination results 
表 2. 学生考试成绩情况表 

成绩 学生人数 占总人数比例 

缺考 80 4.03% 

0~59 15 0.76% 

60~69 190 9.58% 

70~79 117 5.90% 

80~89 166 8.37% 

90~100 1415 71.36% 

 
综上所述，学生有学习过程的体现，但是大部分学生会采取集中学习的方式，这也是在成人学生工

学矛盾的特点影响下，不可避免的，学生在线讨论较少，学习讨论的积极性不够高。但是，学生的到考

率很高，并且高分比例很大。 

4. 《创业教育》课程教学效果评价 

针对《创业教育》课程，考虑到成人学生边工作边学习的特性，辅导教师在学生学习过程中起到了

不可或缺的监督作用。评价的主体为辅导教师和学生两个群体，相对应的评价方式为辅导教师评价和学

生评价两种。 

4.1. 辅导教师对于本课程教学效果的评价 

4.1.1. 辅导教师对于本课程教学效果的总体评价 
本次调研的辅导教师全部来源于 2020 年秋季选取《创业教育》这门课的教学点的老师。本次调研计

划由参与本次改革的 10 个学习中心分别选取 6 名辅导教师填写调查问卷，实际收到问卷 60 份，有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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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60 份。 
辅导教师平时跟学生联系非常紧密，由他们来评价本次改革，非常有意义。辅导教师会接收到学生

的反馈信息，他们主要对教学资源的适用性、实践方式的适用性、反馈渠道的适用性这三个评价指标来

评价。 
对于辅导教师的调查问卷，问题设置主要是通过问答式的方式。对于反馈结果，我们把它分成三个

程度，并设置相应的分值。如果辅导老师回答“满意并且没有提出意见与建议”，则表示“非常满意”(分
值 3 分)；如果辅导老师回答“满意，但是提出意见与建议”，则表示“一般满意”(分值 2 分)；如果辅

导老师回答“不满意”，则表示“不满意”(分值 1 分)。根据辅导老师的回复比率，计算得出一个总分值，

如表 3 所示，最高得分和最低得分分别是 2.93 和 2.53，都在 2 分以上。总体来讲，对于该门课程的教学

效果，辅导教师满意度较好[3]。 
 
Table 3. Tutors’ evaluation on the teaching effect of this course 
表 3. 辅导教师对于本课程教学效果的评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问题 

反馈结果 

总分值 排名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3 分) (2 分) (1 分) 

教学资源

的适用性 

课程资源呈现

内容 

网络课程资源设计是否科学？是否

完整？您认为学生更喜欢哪些方面

的内容？ 
68.33% 31.67% 0% 2.68 3 

课程资源呈现

形式 

该门课程资源呈现形式是否能满足

学生需求？是应该增加视频还是文

本 
53.33% 46.67% 0% 2.53 6 

课程资源导航

设计 
该门课程资源如何设计导航可以提

升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66.67% 33.33% 0% 2.67 4 

实践方式

的适用性 

创新创业大赛 
您认为创新创业大赛对于学生的创

业之路有没有指导意义？有没有什

么建议？ 
93.33% 6.67% 0% 2.93 1 

创新创业讲座 

您认为该课程开展的《两直学院创

业课程讲座：创赢未来—创业者只

做不说的创业秘笈》讲座是否有指

导意义？对于讲座的选题您有什么

建议？ 

79.66% 6.78% 13.56% 2.6 5 

反馈渠道

的适用性 

教学情况跟踪 
您认为讨论区的设置能否满足学生

提问的需求？您认为采取哪种方式

更有利于给学生答疑解难？ 
88.33% 1.67% 10% 2.78 2 

反馈需求渠道 
您认为课程资源区的《课程教学学

生满意度问卷》设置的怎么样？能

否满足学生反馈需求的要求？ 
66.67% 33.33% 0% 2.67 4 

4.1.2. 本课程教学效果的具体评价分析 
第一，辅导教师对于课程资源的具体评价分析 
课程资源主要从资源设计的科学与完整性、资源的呈现形式以及课程资源的导航设计这三个方面设

置问题，希望老师们能给出科学合理的建议。 
1) 当问到网络课程资源设计是否科学？是否完整？您认为学生更喜欢哪些方面的内容时，所有的老

师认为该课程的网络资源设计科学、完整。有 19 个老师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其中，8 位老师认为学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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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视频资源，应该多增加一些视频资源。有 9 位老师认为学生更喜欢老师多开展一些实践案例，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更有利于学生学习。有 1 位老师认为学生喜欢线上讨论。有 1 位老师认为学生更喜欢讲

座。有老师认为形考作业的位置显眼一些会比较好，最好能提供形考作业的辅导资料。 
2) 当问到该门课程资源呈现形式是否能满足学生需求？是应该增加视频还是文本时，所有老师都认

为目前的资源呈现形式能满足学生需求，或基本满足学生需求。有 28 位老师提出了建议，其中，19 位

老师认为应该多增加视频资源。有 8 位老师认为应该增加文本资源。有 1 位老师认为应该减少视频，同

时增加文本。 
3) 当问到该门课程资源如何设计导航可以提升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时，有部分老师认为目前的导航就

很好，有 20 位老师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其中，有 8 位老师只要导航简单明了，方便学生学习就好。有 1
位老师建议课程开始前，需要有一个先导视频，告知学生这门课程学完后可收获什么。有 1 位老师建议

将形考作业放在最显眼的位置，有 1 位老师谈到激励机制，即给予学习优秀的学生以网上奖励，以激发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 1 位老师建议采取思维导图，即让学生更直观的选取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去学习。

有 1 位老师建议由浅入深式学习，通过导入有趣的案例吸引学生兴趣。有 1 位老师建议以学促练，以练

促考式学习方式，即设置章节练习题，练习完成再参加考试的方式，督促学生学习。 
第二，辅导教师对于讲座的评价 
1) 开展讲座非常有意义，希望多多开展。有 47 位老师认为本次讲座组织的非常有意义，希望多多

开展。有 1 位老师因时间原因没有观看，有 8 位老师表示无意义。有 4 位老师认为讲座有意义，并且提

出了宝贵的意见。集中在选题与讲座回放两个方面。对于选题，有一位老师建议选择更贴近学生的实际

需求一些，比如，直观的讲解，如果要创业，如何分析项目的投资回报率。有一位老师建议增加当前的

热点话题。总之，就是选题要更实用会更好。对于讲座回放，有两位老师建议直接在国开学习平台植入，

方便没有参加直播的学生观看，这点课题组会考虑改进。 
2) “创新创业大赛”对于学生的创业之路有指导意义。有 56 位老师认为这个大赛对学生有很大的

指导意义，有 4 位老师也认为这个大赛举办的很好，并且建议老师能多给学生以指导意见。 
第三，辅导教师对于反馈渠道的适用性的评价 
1) 设置讨论组基本能满足学生讨论的需求，实施情况需要改进。53 位老师认为能满足学生需求，有

1 位老师认为讨论区的设置意义不大。有 6 位老师认为讨论组能满足学生讨论的需求，并且提出了宝贵

的意见。总结起来，主要集中在讨论方式、讨论话题的选取、老师答疑速度三个方面。对于讨论话题的

选取，有 2 位老师觉得学生层次较低，可能自己不能发现问题，所以建议责任老师抛出一些话题，供学

生讨论，实际上本学期调研组已经这样做了，但是效果不理想。可能调研组还应该在话题选取上多下一

些功夫，找一些学生关注的话题。对于讨论方式，有 2 位老师建议开展在线直播答疑，有 1 位老师建议

创建创业咨询指导小组。对于老师答疑速度，有 1 位老师建议提高答疑速度。 
2) 设置课程资源区的《课程教学学生满意度问卷》，需要加强宣传。有 40 位老师认为设置合理，

能满足学生需求。有 20 位老师认为问卷设置的合理，但是需要给学生加强宣传，有些学生没有注意到这

个问卷，没有填写。 

4.2. 学生对于本课程教学效果的评价 

本次调研的学生全部来源于 2020 年秋季选取《创业教育》这门课的学生。本次调研计划由参与本次

改革的 10 个学习中心分别抽取 10 名同学填写调查问卷，实际收到问卷 98 份，有效问卷 98 份。 
学生主要对创业课程教学、创业实践教学、反馈渠道这三个评价指标来评价。本次评价表大部分问

题分为五个维度，分别是非常好(分值 5 分)，较好(分值 4 分)，一般(分值 3 分)，较差(分值 2 分)，非常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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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根据学生的回复比率，计算得出一个总分值。如表 4 所示，最高得分和最低得分分别是 4.89 和

4.19，都在 4 分以上。总体来讲，本次试点改革，学生满意度较好[2] [3]。 
 
Table 4. Students’ evaluation of the teaching effect of this course 
表 4. 学生对于本课程教学效果的评价 

二级指标 问题 

反馈结果 

总分值 排名 非常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非常差 

(5 分) (4 分) (3 分) (2 分) (1 分) 

教学资源

内容 

您认为本课程提供的教学资源丰富程

度如何？ 
31.63% 57.14% 11.22% 0% 0% 4.2 11 

您认为任课教师在及时更新教学资

源，介绍学科新动态、新发展、理论

联系实际方面做的如何？ 
40.82% 50% 9.18% 0% 0% 4.31 6 

您认为教学资源是否能启发您的思维 33.67% 52.04% 14.29% 0% 0% 4.19 12 

您认为教学资源能否做到突出重点 37.76% 48.98% 13.27% 0% 0% 4.24 10 

课程设置 您认为教学资源内容编排逻辑性如

何，是否有利于理解和学习 
40.82% 50% 9.18% 0% 0% 4.32 6 

教学方法 您认为本课程采取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方式如何？ 66.33% 30.61% 3.06% 0% 0% 4.63 3 

考核方式 您认为本课程采取形考方式考核如

何？ 
89.80% 10.20% 0% 0% 0% 4.89 1 

创业讲座 

您认为本次《创业教育》的讲座对你

是否有触动？ 
36.73% 53.06% 10.20% 0% 0% 4.26 9 

您认为本次《创业教育》的讲座是否

适合您的需求 
32.65% 54.08% 12.24% 1.02% 0% 4.19 13 

您认为本次《创业教育》的讲座方法

和讲座时间内容是否合理？ 
50% 44.90% 4.08% 1.02% 0% 4.44 4 

创新创业

大赛 
您认为本次创新创业大赛对于创业之

路有没有指导意义？ 67.41% 22.47% 10.12% 0% 0% 4.27 8 

教学情况

跟踪 

您认为教师对于讨论组的回复质量如

何？ 
41.84% 48.98% 8.16% 1.02% 0% 4.33 5 

您认为教师对于讨论组的回复速度如

何？ 36.73% 54.08% 8.16% 1.02% 0% 4.27 7 

反馈需求

渠道 

您认为课程资源区的《课程教学学生

满意度问卷》设置的怎么样？能否满

足您反馈需求的要求？ 
75% 25% 0% 0% 0% 4.75 2 

 
关于讲座，为了详细了解学生在本次讲座中的具体收获，以及学生的具体需求，为下次讲座做准备，

课题组问了两个问题。如图 6 所示：学生在本次讲座中收获最多的是获得了新的概念，其次是获得了适

用的新知识，说明老师的选题对于很多学生还是很新鲜的，学生在本次讲座中有所收获。另外，为了了

解学生对于讲座的需求，课题组了解了学生希望从讲座中收获的内容，如图 7 所示：学生希望通过讲座，

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开阔视野，其次是加深对专业知识的理解，所以在下次讲座的选题与讲座内容设

计上，老师可以偏向于这两个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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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Gain from attending this lecture 
图 6. 参加本次讲座收获有哪些  

 

 
Figure 7. What we hope to gain most from the lecture 
图 7. 最希望从讲座中收获的内容 

5. 结论及建议 

课题组通过前期教学改革，引入了大道经纬公司建立校企合作模式，建立《创业教育》在线课程、

进行了实践性环节教学及考试改革，开展了创业教育专题讲座，满足学生创业教育的需求，提升学生的

专业实践能力、帮助学生提高职场技能水平，为想创业的学员提供支持服务。但是在很多环节还有待改

进完善，在很多方面还需要持续改进。 
1) 辅导教师以及学生就该课程的教学效果进行了评价。从评价结果来看，辅导教师的满分为 3 分，

最高得分和最低得分分别是 2.93 和 2.53，都在 2 分以上。学生的满分为 5 分，最高得分和最低得分分别

是 4.89 和 4.19，都在 4 分以上，总之，辅导教师及学生的满意度都比较好。从学生和辅导老师的反馈结

果，我们可以看出来，相对比较差的部分是教学资源的建设，因此，接下来我们将根据学生的需求，在

教学资源的建设上多下功夫。对《创业教育》课程资源内容进行定期优化、及时更新创业方面的最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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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文件，还有国内外的创业教育案例，保证学习资源的时效性。 
2) 鼓励学员创业创新，及时发掘优秀的案例和种子学员，积极指导并推选其参加全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创业大赛。结合国家提倡的“1 + X”证书，鼓励学生考取工商管理专业的实践类的证书，

学习实践性强的课程，提升学生实践操作技能。与职业院校合作，运用职业院校的优势，培养学生的课

堂实践，师资共享，教学资源共享[4]。 
3) 定期对工商管理专业校企合作工作进行研究，在总结直属学院、省直机关学院试点改革的基础上，

可以将其推广到全省各市州分校。其次，对于专业工商企业经营管理、商务谈判、公共关系学、个人与

团队管理等开选修课也可以采用校企合作的方式探索教学及考核改革，提升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和实践操

作技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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