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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应用技术型本科高校作为顺应社会发展需求而出现的新兴办学模式，其培养目标区别于研究型和高职类

院校，对办学中的各个方面都提出了不同的要求。首先，从教学与师资两方面论述了其办学特色；其次，

论述了课堂翻转、过程化考核、校企合作/引企入教、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等多项教学改革实践体会，给出

了相应的实施措施，并指出应建立以教师为主导的良性循环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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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pplied technology university is a new model for society development. It has different require-
ments on many respects of school-running. Firstl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aching and teacher re-
sources are introduced. Secondly, some experiences on teaching reforms, such as flipped class-
room, process assessment,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enterprises into the education and on-
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are stated, some corresponding steps are proposed, and building benefi-
cent cycle based on teacher-centered is pointe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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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了顺应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模式的多层次需求，我国创办了“学术/研究型”、“应用技术型”、

“高等职业型”等不同类别的普通高等院校[1]。其中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办学宗旨主要是为了满足企业

对高端应用技术型毕业生的需求。基于此，在教学中需要兼顾理论分析能力和一线工程实践能力的协调

培养，可以说是学术/研究型和高职类院校的折中错层培养。在我国快速、高质量发展的今天，这种培养

模式契合了很多企业对毕业生的需求。然而，这种培养模式促使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必须形成自身的办

学特色，包括师资与教学的多个方面。为了保障办学特色的有效形成，有针对性的教学改革模式必不可

少。笔者作为应用技术型高校中的一线教师，从自己切身体会，对上述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2. 应用技术型本科高校的办学特色 

笔者认为办学特色包含教学特色和师资特色两个方面，教学特色是内容，而师资特色是基础。因此，

笔者首先论述了应用技术型本科高校的教学特色，包括教学内容、形式、考核与硬件特色，然后论述了

基于此的师资要求、困境及解决途径。 

2.1. 教学特色 

教学内容与方式：理论联系实际是所有教学中都要关注的方面，而应用技术型高校的培养目标进一

步强化了这一要求。在理论方面也更应该深入浅出，利于学生能够从宏观层面理解原理，易于与工程实

际的结合。在工程实际案例设计方面，注重由浅及深，从而保证学生能够既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又具有

较高的工程实践能力，达到错层培养目标。在具体教学实践中，既要考虑课程本身的特点，也要考虑学

生基础等特点。理论与应用的深度有机融合是应用技术型高校教学的最大特色，除了要在理论课程中进

行上述方面的转变外，加大实践类课程比重也成为必然。这样的教学内容整体的转变，必然带来与传统

单一偏重理论或操作技能传授所不同的教学方式。 
课程考核：由于教学内容和方式的差别化要求，应用技术型本科高校教学中的考核也应该进行相应

的调整。如：理论教学考核中，考核的重点应该有所改变，即降低理论深度，提高理论与应用的结合比

重。在实践教学环节考核中，在结果导向的同时，更应该注重学生的技术灵活运用和思辨能力的考核，

可以增加答辩环节等措施。 
教学硬件：应用技术型本科高校教学内容和方式的不同，必然对相关教学硬件方面提出差异化的要

求。实践环节的内容设置，不仅仅只注重学生操作能力的培养，而更注重学生理论与应用的有机结合。

基于此，实践环节的硬件不能是简单的技能操作类设备，而应该兼具使学生能够进行适当技术融入的设

计空间，从而使学生走向工作岗位时有更广的职业发展空间。 

2.2. 师资特色 

师资要求：师资作为所有高校办学中核心的力量，也是直接影响教学效果的关键因素。应用技术型

本科高校由于其培养目标的特殊性，对师资各方面也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在满足一般教师能力要求（语

言表达、学生组织管理能力等）的同时，还存在两个不同方面的要求，即：一方面要有较扎实的理论水

平和一定的学术科研能力，一方面又要有一定的工程应用实践能力，甚至最好有一定的企业工程应用背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1.95232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潘玉娜 
 

 

DOI: 10.12677/ces.2021.95232 1394 创新教育研究 
 

景，可以说对师资有着苛刻的全方位要求。 
师资困境：随着近些年博士研究生培养规模的扩大，以及高校教职人员的低流动性等诸多因素，导

致高校人才引进的门槛不断提高，博士学历已成基本要求，而博士研究生期间的培养一般侧重理论学术

方面。现实的情况是，一方面，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的科研平台相对不高，有效的科研团队难以搭建，

教师的科研压力大、发展较为困难。另一方面，随着高校的不断扩招，导致新进教师几乎没有以往的老

教师带新教师的适应过程，甚至是从毕业到独立承担教学工作几乎是同时完成的。因此，应届博士毕业

进入应用技术型高校，不得不同时面临三方面压力：基本教学压力、科研压力和应用技术转型压力，这

对新进教师来讲，无疑是极具挑战的，尤其是当今社会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高速发展以及社会巨大的竞

争压力。因此，应用技术型本科高校中师资特色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困难。 
解决途径：笔者所在单位，最近几年在引进师资方面做了一些新的尝试。一方面，积极推动引进新

进应届博士进企业的教师发展工程；另一方面，积极引进有相关企业或研究所背景的、具有博士学历的

高层次人才。这样，新进师资在上述三方面的压力都会相应降低。这不仅有利于学校教学和科研的良好

发展，同时对教师本身职业的发展也是颇为有利的，从而形成教师个人和学校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有

利于形成应用技术型本科高校的特色师资队伍。 

3. 教学改革 

为了不断提升本科教学水平，应用技术型高校尝试和推进了多种教学改革措施。作为一名一线教师，

笔者也直接或间接、正式或非正式的参与和尝试了部分教改模式。 

3.1. 翻转课堂 

最早是美国西点军校 General Sylvanus Thayer 开展的一种教学活动，即学生提前学习教师准备的资料，

在课堂上学生则进行批判性思考和小组间协作问题解决[2]。随着教育信息化的不断深入，翻转课堂这种

教学模式有了良好的硬件支撑，国内也曾掀起了这一教学改革热潮，尤其是在中学阶段范畴内。这种教

学模式把传统的教师讲授内容前置到课堂教学之前，把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改为师生互动。这不仅需要

调动起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同时要求教师能够对课程内容有非常深入的把握能力，否则课堂互动很容

易变成简单的应试提问，而失去这一教学模式本身的意义。笔者在教学过程中的某些环节，也尝试过翻

转课堂，学生的积极性并不高。分析其中的原因可能有：缺乏行之有效的考核机制保证；学生相关基础

没有很好的支持；缺乏积极的学习氛围等。笔者认为，翻转课堂这一教学改革具体实施中，关键在于建

立明确的考核机制，同时要分析学生的知识特点，对教学中的部分内容进行有选择性的“翻转课堂”，

而不宜于全面的铺开。 

3.2. 过程化考核 

过程化考核的基本出发点是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对课程的学习过程有更多的参与性，

使得课程的学习更全面、广泛、灵活，从而激发学生的创造性，其实质是改变传统的应试教育，推进专

业素质教育[3]。目前，过程考核一般采取的措施是增加课程教学过程中的形式及考核比重，其中不乏有

许多成功案例，使得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得到大幅提升。但也存在一种现象，即学生被动、消

极的参与，甚至是过程考核成为了一种提升平时成绩的手段，而降低了课程“过关”难度。笔者在所担

任的《动车组检测与故障诊断》教学中，也积极开展了过程考核。切身体会是，过程考核对教师在时间、

精力等方面的投入有非常高的要求。笔者认为，为了保证这一教学改革的成效，教师需要在实施过程中

做到：制定明确、严格的考核办法；根据课程特点精心设计过程化考核的具体内容和形式，这两者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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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而从学校的角度，需要出台一定的激励措施，这是因为过程化考核的实施要求教师付出更多的精

力，如果对教师的教学工作量要求不做相应调整，教师的精力是很难保证的。 

3.3. 校企合作/引企入教 

校企合作是高校开展较早的一项教学改革，尤其是在高职类院校，具有一定的广泛性。高校往往通

过与企业共建实验室、实习基地、人才培养等方式，争取企业在设备、技术、资金以及人力等方面的支

持[4]。引企入教是近两年提出的一种新的教学改革模式，主要是在课程教学中的某些环节，充分利用企

业高级人才现场应用的经验优势，为学生提供更为接近工程实际的教学内容，使得理论与工程实际有更

好的紧密结合。笔者也在课程某些环节参与了部分这一教学改革，这种教学模式对原有教学场所、时间

等方面没有过多新的要求，整体实施难度不大，但有两个核心问题：一是企业中与课程相关的人员联系

较大程度依赖任课老师的个人关系，这就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二是企业人员讲授内容需要任课老师与

之有深入的沟通。因此，为了长期有效的开展“引企入教”，首先应该建立稳定、深入的校企合作关系，

这不仅能够避免过度依赖个人关系而带来的不稳定性，而且也利于保障这一教学改革的实质深度；其次，

学校应该在教学时间上能够给与一定的灵活性，毕竟企业人员需要从自身工作中安排进校时间；最后，

一定要注重校内教师和企业人员各自优势的综合发挥，避免企业人员来上“理论课”的情况。 

3.4. 线上线下混合教学 

随着信息化教育的不断推进，尤其是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线上教学成为课程教学的风口。线上

课程具有学习时间相对自由、可重复性等优势，对于实验实践类课程也提供了一种区别于以往的教学模

式选择。根据疫情期间半年的线上教学反馈来看，线上学习确实可以作为一种未来教学途径，并且一些

优秀的慕课，可以把教师从繁重的讲课中解脱出来，把相应的时间和精力转换到课程更深入、精细的方

面中去。但是，由于线上交流相对面对面的交流存在一些差异和不足，线上教学还难以完全取代线下教

学。于是，借鉴疫情期间的线上教学经验和资源，线上线下混合式的教学改革模式得以提出[5]。笔者也

进行了一些初步尝试。这种模式具体实施中，根据课程内容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课程内容本身有

优秀的线上教学资源，一种是课程内容需要任课教师录制线上教学视频。前者实施时可以直接借助优秀

的慕课资源，相对比较容易，而后者实施时，需要教师投入大量的精力完成课程视频的录制、线上习题

的录入等工作。因此，学校应该根据不同情况给予教师不同的课时减免等激励。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

是对现有线下教学的有益补充，但笔者认为，这种补充作用不仅仅是在学生无法完成线下学习的“退而

求其次”的方式，还应该成为线下教学活动的助推器。因此，在完成线上相关内容建设的基础上，探索

线上对线下教学的广泛助推途径值得思考。笔者认为，可以和“翻转课堂”、“过程化考核”等教学模

式进行有机结合。 
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深入，形式多样的教学模式被相继提出和应用，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提

升了教学效果。但我们可以看出，任何一种新的教学改革模式都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从时间、

精力还是能力方面。因此，如何激励教师的积极性是形成最终成效的保障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一线

教师也会积极主动探索适用于相应课程的新的教学模式，从而形成以教师为主导作用的良性循环。 

4. 结语 

随着社会发展对应用技术型人才需求的不断提升，应用技术型本科作为我国新兴起的一种高校办学

模式，是对研究型院校和高职院校的错层补充，对办学中各方面都提出了极具挑战性的要求。本文从一

线教师的角度论述了其教学特色、师资特色以及相应的教学改革探索。笔者认为有效激发教师的积极性，

形成以教师为主导的良性循环机制，是应用技术型本科高校办学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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