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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的共识、争论和特征引入，提出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应定位于学生“品质”培养，

突出思维方式教育，明确专业方法教育，精准专业技术教育，系统化职业能力教育，从而实现本科教育

人才培养的目标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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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roducing from the consensus, controvers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undergra-
duate education, we propose that the goal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should 
be set at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quality”, highlight the education of thinking style, clarify the 
education of professional methods, precise professional technology education and systematize the 
education of vocational ability, 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undergraduate edu-
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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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才培养的目标反映了高校人才培养观念和价值主张，解决的是培养学生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经历了几个阶段的演变，在不同阶段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培养目标也有所区别。而面对当今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和需求的多元与多变，本科教育如何设计课

程体系，设置课程，以达到人才培养目标的有效实现和与需求的无缝衔接至关重要。 

2. 问题的提出 

2.1. 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的共识由来已久 

根据国家的教育目的、教育方针、社会需求和本科教育特点规定本科教育人才的基本规格要求和质

量标准，体现了中国政府对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的基本指引、导向和宏观掌控。高校则依据国家层次的本

科教育培养目标的基本规格要求和质量标准，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学校的办学条件等，制定人

才培养目标，负责本科教育的具体组织、实施与开发。而随着行业的发展和产生的需要，行业也逐渐参

与到本科教育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中来，使人才培养方案更加丰富和完善。本科教育通过对人才培养方

案的政府指引、学校开发、行业参与，实现人才培养的三方认同。 

2.2. 本科教育的争论由来已久 

中国大学教育主要经历了 1949 年以前的“通才”教育，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中期的“专门人才”

教育，以及改革开放中后期之后因内外环境变化而引发的“高素质人才”的培养需求等阶段[1]。而近几

年，“转型”则成为高等教育界各方争议的焦点[2]，支持与反对之声此起彼伏，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

学校的人才培养差异引发关注。此外，由于社会背景、文化传统、经济水平和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差异，

相比于国外高等教育强调“通识教育”而言，中国本科教育则比较强调“专业教育”。 

2.3. 本科教育的特征由来已久 

中国的高等教育是按照意大利在 11 世纪出现的一种探索高层知识专门机构的模式发展而来的，现代

意义上的大学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并不长，只有 100 多年。在追随西方大学的过程中，逐渐领悟到要办自

己的大学，但一方面本科教育定位问题存在模糊性、随意性，到底要如何定位难以概括，不知路在何方；

另一方面，即使有好的顶层设计，而不具操作性，也会使身在其中之人不知身在何方，无所适从，出现

“两张皮”，甚至“多张皮”的尴尬境况。 

3. 本科教育板块组合的构建 

应如何定位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综合历史成功经验，本科教育应从校本出发，着力学生“品质”

培养，即突出思维方式教育，明确专业方法教育，精准专业技术教育，系统化职业能力教育。要以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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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为维度，找准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的定位，围绕学生“品质”定位展开课堂教学，

教学管理和评价围绕学生“品质”根据不同的课程类型和课程目标，制定课程建设标准，并依此进行教

学指引、监控和评价。 

3.1. 板块一：突出学生价值观念的养成 

从某种意义上说，价值观念与人相伴而生，在有了一定的思维感官的经验积累之后，无论是否经历

学校教育都会形成个人对人、物、事、行为等方面评价、取向，简单说来就是对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

的看法，并以此作为个人决策和行动的指引或标准。但大学作为现代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轴心，对真理

的探究和对意义的理解，一直是人们对大学使命的希冀。然而工业革命以致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物质的丰

富和精神的冲击，使今日的人类面临着诸如精神空虚、道德败坏的种种困境，大学理应承担起这一历史

责任。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教育是人类所特有的过程与特征，虽然其他动物也存在着生存技能的沿袭与

模仿，但人类教育独有一种不可或缺的要素——人类教育不仅是方法、技术的传习，在其中还蕴含着某

些被历史经验证明了的，具有一定持久性，值得长期恪守的价值原则，这些原则就是价值观念教育。因

此，大学的教育不是单纯的技术训练，价值观念教育是其中必有的内涵。 
在本科教育的版图中，价值观念的板块由学校和专业两方面共同完成。一方面，学校对价值观念教

育在规范性层面进行整体设计，这其中包含公民基本教育、道德教育，以及文化教育等；另一方面，专

业在学校价值观念总体设计之外，进行价值观念教育的有益和有效补充，专业在价值观念教育方面的主

要作用体现在职业伦理素养的形成和提高。价值观念教育的指向是“三正三不偏”，即人生观、世界观

和价值观念“正”，知识、能力和人生“不偏”。它解决的是一个经过良好本科教育，特别是大学价值

观念教育的人应该成为什么养的人的问题。 

3.2. 板块二：突出学生思维方式的锻炼 

思维方式通过人类的知识体系呈现，“是人们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在思维活动之前既有的、把握

客观事物的相对稳定的思维结构。是在人们的思维活动中，设定、选择、剖析、触及和说明问题的思维

结构、思维形式和思维方法等方面的总称”[3]。思维方式的科学与否，关系到学生成长和创造能力。 
随着中国社会卷入世界现代化进程包括后现代进程，知识不断分化，呈现出大众化、信息化、网络

化的特征，学科专业也因之不断细分，而略显单薄的专业教育，导致学生的思维陷入“知识陷阱”，局

限于专业不能自拔，这也导致人才输出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求。本科教育除了知识、技

能之外，还会或者应该给学生带来什么？本科教育的本质应是正确引导学生进行价值判断，帮助学生理

解如何思考，让学生掌控看待世界的方式，改变学生的大脑，这种“思维方式教育”是本科教育的本质

特征，是毕业生素养的公约数。 
在本科教育的版图中，思维方式的教育能够使学生具有更开放的思维与胸怀、更广博的见识与认知、

更独立的判别能力。在进入大数据时代之后，随时随地、无时无刻、无孔不入的庞杂数据对人类传统的

思维方式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和震颤，数理思维在众多思维方式中更显突出和重要，它源于形象思维，终

于逻辑思维，能够帮助学生于数据的千军万马之中拨云见月。 

3.3. 板块三：注重学生专业方法的掌握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推进，现代社会的知识分类更加细密，学科专业更加细化，经济学解决增长

和效用问题，心理学帮助人性解禁解放，社会学解读文化并建构秩序，管理学着力探索组织效用。与之

对应的，经济学如何解决问题，心理学如何提供帮助，社会学应该怎么研究，管理学如何管理等等，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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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到的是什么是专业方法的问题，这是专业要给学生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在本科教育的版图中，专业方法教育与价值观念有弱关系，与思维方式、专业技术、职业能力有强

关系。大学的专业知识教育必须明确掌握了什么方法，以及如何利用专业理论分析的工具，解决生产生

活中的实际问题，这个工具就是专业方法。未上大学的人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也会积累一定的经验，高职

教育则偏重直接技能的训练，他们缺乏专业理论的指导，是一般经验所产生的惯性结果。专业方法以反

复验证的经典理论为依据，而非从经验出发，采用科学的工具进行有效的分析，从而获得更优的解决实

际问题的方法和策略。 

3.4. 板块四：注重学生专业技术的运用 

约翰·亨利·纽曼认为，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大学教育的目的重在传播和推广知识[4]。生

活在 19 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纽曼论述了大学教育在那个时代的基本理论问题。而进入现代社会，以

致后现代社会之后的大学的专业教育，反映出社会和市场的需求，不仅讲求有知识，也要有技术，能解

决现实问题。某种意义上说，知识教育是大学教育的初级目标，在习得知识得以实现，具备专业理论之

后，用特殊技术手段(一般指科学技术手段)解决生产生活的实际问题才是大学教育更高层次的追求和目标，

这是专业要给学生解答的第二个问题。 
在本科教育的版图中，专业技术教育与专业方法有关。在专业方法与专业技术所占比重的具体安排

上，随专业的不同可能存在比重的微调，在偏重专业方法的社会科学等学科专业中，专业方法的比重可

略高于专业技术；反之，在工科等偏重专业技术的学科专业中，二者的比重专业技术可能稍占上风。同

样，在不同类型的高校中，也会有所不同。对于突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本科教育院校，专业技术的教育

尤为重要。 

3.5. 板块五：关注学生职业能力的可持续 

职业能力教育重在“面”，甚至是“体”，是一种全方位、全过程、立体式、多元化、面向广的教

育方式，它既得“树木”，更见“森林”。健全人的发展体现在职业能力教育中，不默认没有职业能力

的人不是健全的人。职业能力的优劣，关乎学校的生存处境，关乎学生的生存状态，职业能力是本科教

育的核心竞争力。 
在本科教育的版图中，职业能力包含但不限于思维方式、专业方法、专业技术，它与其他“品质”

处于同一平台，但又是其他“品质”的最终导向和结果输出。职业能力包括学习能力、沟通能力、信息

能力、领导能力、适应能力、探索能力、创新能力等等。其中，价值观念教育、思维方式教育导向学生

沟通能力的培养，使学生获得语言与书面能力、自我心理调适能力、协作能力、协调能力等，为学生社

会交友、交往提供支持，帮助学生认识自我，宽容待人，反思自己；认知社会与人，具有全球视野。思

维方式教育则在组织领导力、适应能力与探索能力等方面为学生提供支撑。学习能力(认知能力、记忆力、

分析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信息能力、创新能力则可通过专业方法和专业技术获得。各种能力分而不

散，最终形成学生的岗位竞争能力和职业生涯能力，为学生的后续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打稳根基。 

4. 学生“品质”培养板块与课程体系的对位 

课程体系是形成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关键，本科教育对学生“品质”的培养最终落脚于课程体

系，通过与每个模块和每门课程的精准对位，实现学生“品质”的终极输出。 

4.1. 价值观念教育与课程的对位关系 

在处理本科教育价值观念教育的过程中，物欲横流的极致诱惑，人云亦云的轻浮思想，铺天盖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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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信息，填补空虚的花边新闻等等所带来信用危机、职业道德危机和职业化品质危机，印证了本科教

育中信用教育、职业道德和职业化品质教育教育的欠缺。本科教育课程体系中，共同基础课中的公民基

本教育课、通识课承担了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念的重任。 
一般而言，公民基本教育课程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军事理论课等课程，其中

思政课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念；心理健康教育课培养学生了解、解决心理问题

的能力，形成良好的心理素质，助力学生健康成长；军事理论课培养学生的国防观念和国家安全意识，

强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观念，加强组织纪律性。 
而通识教育则是本科教育中一种共同的(各学科都需要学习)、核心的(在大学教育中处于核心地位)、

综合的(跨学科、跨专业界限)、非工具性(人文性与超功利性)、非职业性(不同专业教育的)的基础性教育，

是本科教育的必要组成部分[5]。它通过不同的分类课程，培养学生的品格，提高学生的心智，健全学生

人格，突破学科专业界线，促进不同学科领域知识的融会贯通，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认知视野和人文体

验，引导学生广泛涉猎不同学科领域，加强人文素质与科学素质的交融，培育学生的人文情怀、生存智

慧，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4.2. 思维方式教育与课程的对位关系 

思维方式教育在通常的本科教育中处于“隐身”状态，它并不如专业知识般“跃然纸上”，而是隐

形其后。在教师的教学过程中，它不是“常客”，而只是或然的。思维方式教育对教师也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需要他们在进行课程设计时，在课堂教学中，尽可能地移开遮脸的琵琶，让思维方式那朦胧的面

容呈现在学生面前，使之变成显性明显的、确定性的。 
思维方式的教育对位到具体的课程体系中，一般多在学科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通识课中有所

体现。学科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主要是专业思维方式的教育和养成，使学生在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积

累的基础上，通过一些专项的思维训练，逐渐形成较为成熟的思维；通识课则训练和培养学生的问题意

识、反思意识、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启发和引导学生对不同学科、不同文化和不同思维的认识。 

4.3. 专业方法教育与课程的对位关系 

人类社会的知识变迁从来不是以单一的形式实现的，但可以寻找到成功经验的一般共性。传统的课

堂教学注重知识体系和具体知识的传授，但专业方法教育是短缺的、或然的。专业方法的教育不应也不

能停留在对过往知识的总结和一般原理的传播，需要对课程进行深入的挖掘，寻找解决问题所需要的分

析工具，即既要授学生以“鱼”，又要授学生以“渔”，甚至授学生以“篓”。 
在本科教育课程体系中，学科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方向课对位专业方法教育。以社会工

作专业为例。社会工作产生于近代西方工业社会，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社会工作理论丰富，方法多样，

如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社会统计等等。在本科教育中，这些工作方法的提炼与传授，在为

学生解决社会问题提供可靠工具的同时，也提高了问题解决的科学化和专业化。 

4.4. 专业技术教育与课程的对位关系 

专业技术教育在本科教育中处于起步阶段，才刚刚开始，具有不明确，不普遍突出的特征。虽然国

家在提倡，社会、市场也在呼吁技术型人才，但仍是普通教育得到普遍重视，专业技术教育处在不利地

位。然而，专业技术教育设计的范围和内容却是十分广泛的。特别是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专业技术教

育更多呈现出与科学技术融合，带有明显科学技术特征的趋势。 
专业技术教育在本科教育课程体系中对位专业核心课、专业方向课、综合实践课。如测控技术与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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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专业，通过《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电子测量技术》、《汽车电器与电子控制技术》、

《多传感器融合技术》等专业核心课、专业方向课学习，在系统掌握测量与控制领域的基础理论与专业

知识的基础上，对学生进行电气设备检测技术、汽车电器与电子控制技术等专业技术的教育，从而使学

生能够分析和解决测量、控制和仪器领域的实际问题。 

4.5. 职业能力教育与课程的对位关系 

职业能力教育作为学生“品质”的最终导向和成果输出，几乎包含了本科教育课程体系中的所有课

程，包括共同基础课之公民基本教育课程、共同基础课之基本能力教育课、学科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

课、专业方向课、综合实践、创新创业课、第二课堂等。 
在这幅学生职业能力教育图上，各类各门课程各司其职，通力合作。思政课(含国防知识)提升学生政

治认知判断能力与明确价值取向；体育课，帮助学生树立健身意识，增强协作、竞技能力；写作课提升

学生语言文字表达能力；计算机课提高学生信息处理能力；英语课发展学生英语交际能力；而专业课则

在学习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方面发挥作用，最终形成和提升学生职业竞争力。但

在学生职业能力教育方面，还存在能力指数架构不系统，实施不完整，评价不明确具体等需要进一步完

善和提高。 

参考文献 
[1] 李庆丰, 张慧. 新中国成立 70 年大学教学方法改革的发展历程[J]. 北京教育(高教版), 2019(10): 37-41. 

[2] 卢彩晨. 第四次转型: 中国高等教育从大到强的必然选择[J]. 中国高教研究, 2021(10): 21-27. 

[3] 陈中立. 思维方式与社会发展[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4] 王晓华. 纽曼的大学目的观与功能论[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1, 22(1): 44-49.  

[5] 洪艺敏. 对我国高校通识教育改革的再思考[J]. 现代教育科学, 2010(9): 58-60.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7364

	基于学生“品质”培养的本科教育课程体系构建
	摘  要
	关键词
	The Construction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Curriculum System Based on Students’ “Quality” Cultivation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问题的提出
	2.1. 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的共识由来已久
	2.2. 本科教育的争论由来已久
	2.3. 本科教育的特征由来已久

	3. 本科教育板块组合的构建
	3.1. 板块一：突出学生价值观念的养成
	3.2. 板块二：突出学生思维方式的锻炼
	3.3. 板块三：注重学生专业方法的掌握
	3.4. 板块四：注重学生专业技术的运用
	3.5. 板块五：关注学生职业能力的可持续

	4. 学生“品质”培养板块与课程体系的对位
	4.1. 价值观念教育与课程的对位关系
	4.2. 思维方式教育与课程的对位关系
	4.3. 专业方法教育与课程的对位关系
	4.4. 专业技术教育与课程的对位关系
	4.5. 职业能力教育与课程的对位关系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