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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为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了“双一流”建设，即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站在新的起跑线上，每个大学都有机会跻身“双一流”的竞争当中。每个高校也应该建立符

合“双一流建设”的人才培养目标。地方高校在这样的背景下，更应该抓住自身的优势，建立具有地方

特色的人才培养目标，所培养的人才要能推动地域经济发展，满足所在区域的市场需求；并且还要具有

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目前，我国的地方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为培养更加符合区域经

济甚至国家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人才，地方高校需要转变人才培养模式，发扬优势，凸显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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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historical perio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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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s to build “double first-class”, that is building “world first-class University” and “first-class 
discipline”. In the new starting line, every universit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enter the “double top” 
competition. Every university should also set up a talent training goal that conforms to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Under such a background,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seize their 
own advantages, set up talent training objectives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ivate high-quality 
talent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market, cultivating 
the innovative ability and consciousness of excellent talents. At presen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 of local universities in China. In order to cultivate talents more in line 
with regional economy and even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eed 
to change their talent training model, carry forward their advantages, and highlight their characte-
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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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双一流建设”是 2015 年 8 月 18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旨在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做出的重要

决策和部署，即发展一流高校和一流学科，这是继“211 工程”“985 工程”之后我国在高等教育改革方

面的主要方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快一流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这一方案

同时也对人才素质的培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发展一流高校，需要对硬件设施，即学校的外部环境提出

一定的要求；同时在软实力方面，即师资力量、教育理念、教育目标、人才素质等等方面也应提出一定

的要求。随着经济的不断兴旺发达，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也需要适应当下经济对人才的需求。双一

流建设是高校发展的良好契机，地方高校应把握机遇，展示自身的优势，努力培养有浓厚地方特色的高

素质人才。因此，地方高校应当转变自身的教育发展理念、设置更加合理的人才培养目标以及制定更加

合理的人才培养模式。现如今，社会对人才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了，所以高校应当制定好应对措施，培

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2. 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及其转变的必要性 

2.1. 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 

什么是人才培养模式？这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到的见

解。对于高等教育来说这是其核心问题之一。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人才、社会服务、科学研究的职责，

而培养人才则是其重要的职能。要培养专门人才，就应当有相应的人才培养模式。同时，人才培养模式

应该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改变而做出及时改变，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关于人才培养模式内

涵的界定，“人才培养模式是指在一定的现代教育理论、教育思想指导下，按照特定的培养目标和人才

规格，以相对稳定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管理制度和评估方式，实施人才教育的过程”[1]。高校应当

根据自身的培养目标即针对培养什么标志性人才，制定相应的人才培养模式，及时地改变人才培养模式，

以便使高校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路径。提升地方高校教育质量的关键是要培养具有地方特色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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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人才。地方高校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所占比重较大，承担着培养地区人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大使命，因此，地方高校教育质量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高等教育整体的教育质量。 

2.2. 地方高校人才培养模式转变的必要性 

第一，地方高校人才培养模式耦合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势，能实现区域经济增速发展。经济的兴旺发

达和科技的日渐进步，使各个高校对未来做出了新的展望。高校有直接为社会服务的职能。各个高校应

以为我国经济和科技发展做出贡献为宗旨。地方高校可以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径，及时改变和制定人

才培养方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寻找契机，做到产学研相结合，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2]。 
第二，地方高校资源匮乏，应探索最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地方高校存在资金不足、师资力量相对

较弱、学生质量相对较低等劣势。所以地方高校应该仔细审视自身情况，实现不足向优势转变；应选择

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同时，我国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所以在人才培养方面也应该具有

自身的特色。地方高校不完全是处于劣势地位，其还存在一定的优势，地方高校可以依托其地理位置、

气候条件、环境优势以及文化传统等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制定相应的人才培养模式。以便更好地推进

当地特色的发展和区域经济的发展[3]。 
第三，大众化教育阶段，学生人数与就业岗位不匹配。部分专业学生人数过多，从而导致招生人数

和就业人数比例失衡，就业人数过剩随之而来的就业压力加重。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与专业人数的多少

有关联，人数多，教师压力增加，对学生的关注度减少。所以若地方高等学校沿袭以往的人才培养模式，

势必会造成人才质量的进一步下滑，即会出现很多只会应付考试而缺乏创造力的大学生。地方高等学校

为了更好地满足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应严格制定适用于自身学校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更多拥有良

好素质和出众能力的人才。 

3. 地方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困境 

3.1. 人才培养理念不合理 

人才培养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指导着人才培养模式的制定。人才培养模式一般都是置于教育理念之下

进行设置的，且人才质量同样受其影响。双一流建设，要求高等学校要培养具有特色化的人才。所以，

独特的人才培养理念对地方高等学校来说在打造特色高校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的诸

多高校的人才培养理念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具体表现在：第一，照搬其他知名高校的人才培养理念。知

名高校所培养的人才质量较高，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会吸引大部分地方高校效仿。当地方高等学校效仿其

他高校的人才培养理念后，所培养的人才质量必然会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同化现象。这就会造成地方高校

学生无论是在继续求学，还是在未来求职的道路上，都缺乏一定的优势。第二，地方高校的人才培养理

念忽视了所在地区的特色化生长。现如今的高校大多数都在向多科性综合大学靠拢，地方高校力求借助

高校综合化的优势，培养复合型人才，但是却忽略了特色化人才的培养。地方高校所培养的人才既要有

普遍的高质量的文化素养，也要有为满足地方特色化发展而具备的专业化素养。而大多数地方高校都缺

乏对人才培养理念的合理认识。 

3.2. 专业设置不合理 

3.2.1. 专业分流过早 
我国的高考制度是学生在进行大学报考时就已实现专业分流，而在进入大学校园之前的学生们普遍

不具有专业选择的能力。我国的高考以应试为主，尤其在欠发达地区的学生仅学习与高考紧密相关的科

目。学生难免对高校设置的专业有诸多不了解之处。未了解专业相关知识之前进行专业选择存在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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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性，在一定程度上，学生的专业都是在父母或者相关报考机构的帮助下做出的选择，忽视了学生的

兴趣所在。学习者在未来的大学学习生活中很难保证不出现厌学综合征[4]。学生一旦产生厌学情绪，其

自我能动性就会受到影响，在终身学习社会的背景下，厌学情绪会对学生自身的未来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同时，过早地进行专业分流，会限制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学生基础知识面狭窄，其认知能力容易受

到限制，很难实现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分流过早，还容易造成学生对所选专业的相关知识的片面学习，

进一步影响学生的全面发展。所以，高校进行过早的专业分流会对学生产生较多的消极影响。 

3.2.2. 专业设置缺乏预见性 
无论是在专业招生人数上，还是在专业本身的撤销和增添方面，其都应该根据近年来经济和科技发

展的需要来进行设置，然而，高校在专业设置方面缺乏一定的预见性。专业设置缺乏预见性会造成一定

的资源浪费或资源紧缺现象。部分专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更多的人才投入，但是地方高校由于自

身外部资源的短缺，导致师资力量短缺，人才数量也难以满足未来人才市场的需求[5]。而一些一直以来

发展较热门的专业由于过多的人才涌入相关市场，则会造成人才过剩，大批量人才难以找到对口工作，

造成人才的恶性竞争，资源浪费等现象。所以，高校在专业设置方面应当增强预见性[6]。 

3.3. 课程设置和教学过程不合理 

3.3.1. 课程设置的不合理之处 
课程设置是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反映。课程设置与人才培养理念和办学理念等紧密相关。 
第一，在人才培养目标方面，高等学校更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价值，而忽略了学生的个人价值。因

为在课程设置中，高校关注更多的是社会发展所需的各种理论知识，忽视了学生的个人发展需要，没有

真正地将“以人为本的”理念得到落实。 
第二，理论课和实践课的比重失衡。由于高校课程设置仍然以理论课为主，学生学习了大部分理论，

但很难应用于实践。缺乏实践则会阻碍学生个人能力的发展，在日后的职业生涯中碰壁的可能性也较大。 
第三，专业课程的设置和通识课程的设置比重失衡。由于高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更多关注的是学生

专业素质的提高，在课程设置方面会加大专业课程的比重，所以导致了专业课程和通识课程设置比重不

合理的现象。虽然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对人才未来在对口化的职业中占有较大优势；但是，学生也应该

具有丰富的知识素养。学生的知识储备过少，很容易缺乏创新能力。很难变通以及很难从不同的角度去

看待一个问题。另外，若只重视培养学生某一方面的技能，所培养出来的人才难免会缺乏较强适应性。 
第四，课程设置缺乏国际视野。越是与国际接轨的课程越能够推动高等院校和学科的发展。然而，

我国的多数高校课程设置体系陈旧、不能及时根据学科发展及时调整相应课程，缺乏对最新的学科前沿

的了解，培养的人才缺乏前瞻性思维。人才素质是高等学校各方面的体现，人才素质低会阻挡高校向世

界一流高校发展的进程[7]。 

3.3.2. 教学过程的不合理之处 
教学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相统一的一种双边互动活动。所以在教学过程中，不仅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具有不合理的地方，而且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存在有一定的问题。 
教师教学主要在教学方法和课堂教学管理上存在问题。首先在教学方法方面，我国部分高校的教

师仍然习惯于运用讲授法来传授给学生知识。这种灌输式的教学方式看似是把知识教给了学生，但是

大学生的内驱力低，导致大学生的接受性低。所以，学生在这种传统的讲授式的方式下，吸收到的知

识是少之又少。教师应该紧跟时代前进的脚步，及时转变教学方法，让学生接受更多相关性的知识。

在课堂教学管理方面，大学课堂上，教师很少管理课堂纪律，教师遵从的宗旨是在有限的时间内，把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3.112046


李欣昱 
 

 

DOI: 10.12677/ces.2023.112046 273 创新教育研究 
 

知识教给学生，而对于学生在课堂上的种种不良行为不做过多的约束。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大多是

因为大学生没有升学压力，同时学生的成绩与教师的评教等等方面不挂钩，导致高校教师忽视管理学

生权。 
学生学习主要是关于学习方法、学习态度的问题。由于学生基础教育时间过长，且基础教育与高等

教育所学内容有很大的不同，学生在两个不同时期所追求的目标也不同。很多学生在步入大学之后，都

会产生迷茫的心态，并且有很多人都会失去目标。比起有目标的高中生活，学生很容易懈怠，也有可能

会出现不知道学什么、该如何学习等的一系列心态。学生学习缺乏适应性、主观能动性低。所以，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问题都需要在教师引导下解决，而高校在教育过程中往往会忽视学生作为学习

主体的这一环节。 

3.4. 教学组织形式单一 

我国的教学组织形式以班级授课制为主。由于班级授课制发展时间较长，且在班级授课制下，教学

效率较高。所以，我国现在的教学组织形式仍然以班级授课制为主。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国力的

强盛，我国的高等教育受教育人数相比之下愈发增多。在未进行扩招之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师生比较为

合理，教师教学压力较小，每个学生都能够得到教师的关注，培养的人才质量较高。进行扩招后，班级

授课制仍为主体，且教学方法沿袭传统，培养的人才质量普遍较低。据统计，1998 年高校的本专科学生

总数为 450 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 9.8% [8]，到 2020 年底高校的本专科学生总数为 4183 万，高等教

育毛入学率为 54.4%。是 1998 年的 9.3 倍。高校师生比由 1998 年的 1:11.94 转变为 2020 年的 1:22.82。
高校学生人数的增加导致教学班级空前膨胀。相比之前的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教师在相同时间内若想

讲授同样多的教学内容，只能减少与同学的互动交流，将所要讲授的内容机械性地教给学生。大班授课

的教学组织形式不适用于当下学生人数多的情况。在这种单一的教学组织形式下，高校教师更为关注自

身的教学任务，而忽视了学生所掌握知识的情况。这种教学组织形式不利于学生积极性的发挥和主观能

动性的培养，也未能做到以学习者为中心，关注学生的个性发展。 

3.5. 人才培养评价体系单一 

国家提倡进行素质教育，在高等教育中，多数高校仅仅只对学生学习成绩进行评价，而轻视了其他

方面的评价，评价体系单一，并且对学生学习成绩评价的方式也比较单一。在高等教育阶段，学生未来

面临着多种选择，升学压力较之前小，学校应该考虑学生的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所以，仅仅评价学

生的学业情况比较片面。首先，在学业评价方面，为了学生学习情况反映的简便性，我国高校主要以试

卷成绩为参考标准，评价形式较为单一[9]。这种评价方式不仅难以反映教师的教学质量，而且也难以掌

握学生平时的学习情况和判断具体深深掌握在学生脑海中的知识存量。这种单一的评价方式对判断学生

的学业是否达标有失偏颇。其次，高校忽视了除智育以外的其他方面的评价。由于对其他方面很难有一

个客观的评价标准，所以高校在其他方面的评价有所欠缺。高校中培养的人才将来是要走向社会的，所

以高校应当非常注重学生品德方面的培养，相应的做好品德方面的评价。但是大多数高校在发展中都忽

略了品德评价，不乏培养出一些有才无德的人。素质教育应当对学生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做出相应的评价，

例如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各个方面。但是高校在发展的过程中都将其忽略了，这是人才培养评价体系

中所缺失的。 

4. 地方高校人才培养模式转变的路径 

由于国家经济发展、国家政策转变以及受教育人口增多等因素的影响，地方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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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及时的满足其发展的需要。若地方高校培养的人才素质不能满足于国家经济发展以及其他方面发展

的需要，那么地方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就不应一成不变，及时地转变人才培养模式才能培养更符合时代

发展的人才。 

4.1. 更新人才培养理念 

各个高校都应该制定适合自身发展的人才培养理念，尤其是地方高校在占据区域优势的情况下，应

该合理制定具有自身特色的人才培养理念。高校不应该照搬、照抄其他知名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每个

学校的学生水平都不同、学校在考虑学校发展时，也应当考虑学生本身的素质。知名高校的人才培养理

念固然好，但是并不适合每一个高校。在制定人才培养理念时，要因地制宜，选择最适合自身发展的教

育理念。同时，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在制定普适性的人才培养理念时，还应该制定具有突出特色

的人才培养理念，使具有特色的专业发光发热，向一流学科迈进。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他专业展开

合作，促使学校培养更多特色型的高素质人才，使高校向一流高校迈进[10]。 

4.2. 调整相关专业设置 

4.2.1. 延缓专业选择时间 
为了保障学生对专业足够了解，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高校应当将大学生进行专业选择的时间延缓。

高校应秉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注重学生的兴趣所在。将学生的发展放在第一位。步入大学后的

学生，只有具有了深厚的基础知识，才能在以后的学业上具有更强的创新能力。学生可以利用所学的丰

富的知识，从多种角度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同时，学生充分了解不同的专业后，一定会对某一个专业

产生浓厚的兴趣。因此，学生就会乐学，容易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学生转“要我学”变为“我要

学”。高校招生若采取大类招生，在学生对各专业充分了解的情况下，选择专业可以推动学生的个性倾

向性的发展，也有利于学生在未来的职业道路上展现出自己的能力。 

4.2.2. 专业设置凸显预见性 
高校在设置专业时，应考虑到专业未来的走向。在进行专业设置时，不应只顾及眼前的利益，有些

专业符合近些年的经济发展趋势和国家的政策。但是，在未来发展中可能会成为劣势，学校设置专业时，

应该对专业进行评估，尽可能设置的专业既符合当下社会的需求，又能够满足未来市场的需要。同时，

应该合理设置专业的招生规模。在进行招生之前，也应该对人才市场的需求量进行评估，尽可能不要出

现人才过剩的现象。现如今，有很多专业的毕业生面临着就业困境，并且大量学生毕业后难以找到与本

科阶段所学的专业相对应的工作岗位。所以高校应该合理安排招生规模，尽可能使培养的人才与人才市

场需求平衡[11]。 

4.3. 优化课程设置 

第一，课程设置要体现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课程的设置不仅要体现对学生社会价值的培养，也应

当体现出对学生个体价值的培养，即将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相结合。课程设置应当体现出“以人为本”

的教育理念，学生应该对课程内容具有很大的选择权，学什么由学生进行选择，从而推动学生的内在

生长。 
第二，协调理论课和实践课的比重。课程设置不应该仅仅以理论课为主，高校应该注重学生能力的

培养。实践对于学生未来的发展尤其重要，无论未来是选择工作或是继续深造，实践都能在一定程度上

对学生有所启发。若学生未来选择工作，实践使学生能够更好地将所学习的知识得以迁移，并且能使学

生更加懂得如何解决未来实践过程中出现的突发状况。若学生选择深造，实践就相当于成为了学生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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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将自己置身于其中，在未来的研究中能够更好地发现实际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更合理的解决对策。 
第三，协调专业课和通识课的比重。高校基本都以专业课程的学习为主，专业课程的学习对专业人

才的培养固然重要，但是若缺乏通识教育知识作为基础，学生就很容易走向片面化的发展道路。现在，

人才市场需要更多的是横向发展的人才，即有广泛的知识储备，并且在特定领域发展突出的人才，即通

才。所以，高校在进行课程设置时，可以尽可能地提高通识课程的比重，既重视“对口”，又注重“基

础”。这一行为，既能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又能适应未来市场人才发展的方向。 
第四，高校应模仿基础教育，设置“校本课程”。在培养理念上，要求高校应培养特色人才。所以，

在课程设置上，应该体现人才培养理念的要求，设置适合自身发展的“校本课程”，使每个学生都有机

会学习学校开设的特色课程，每个学生的发展都具有学校的特色化的优势[12]。 
第五，课程设置要具有国际视野，具有时代性。课程设置当紧随时代的发展，进行实时革新，保证

相关课程内容应该具备该学科最前沿的内容。课程内容具有了国际视野，可以通过比较，发现自身的不

足之处，从而及时地学习国外的优势。 

4.4. 优化教学过程 

教学过程的优化，既需要靠教师教学过程的优化，又需要学生学习态度等方面的转变。教师的“教”

需要改进，学生的“学”也要努力改进。 
在教师教学方面，应该从有关于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管理两方面入手进行优化。教学方法方面，

多数高校的教师在课堂当中仍然愿意以讲授法为主，然而这种只注重学生接受而不重视学生思考的教学

方式在高校中，尤其在当下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的阶段已经不完全适用了。教学方法多种多样，但

应该注重多运用问题式、启发式教学，同时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作用。教师要注重学生学

习兴趣的激发，让学生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提高教学效率。抛弃传统的“教师、课堂、教材”三中心

论，转为“学生、实践、经验”三中心，切实做到以学生为本。教学管理方面，在大学中，学生学习需

要靠自身自觉性的发挥，脱离了教师与家长的监督，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

高校课堂纪律一般较为松散，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应当合理使用管理学生权，对学生进行积极管理，整

顿课堂纪律，使学生的学习能够受到教师的合理监督，打造高效课堂[13]。 
在学生学习方面，学生应当为学校向双一流方向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在进入大学后，学生要树立

正确的学习观念，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在短时间内摆脱迷茫的状态，合理制定适合自己的学

习目标。同时，应当做好职业生涯发展规划，弄清楚自己未来想要选择求学之路亦或是求职之路，付出

相应的实践，合理安排自己的生活。积极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学习与专业相关的各类知识，打好专

业知识的基础，及时与导师沟通，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学生作为学习主体，对学校的发展至关重要。所

以，学生要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为促进学校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与教师积极配合。 

4.5. 创新教学组织形式 

高等教育大众化，使得每个班级的学生人数迅速增加。大班授课的方式，在高校扩招形势下难以照

顾到每个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同时也不利于教师与学生的沟通，进一步影响了

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现在科技日益发展，教育应该与时俱进，积极运用互联网，打造新型教学组织形

式。例如，翻转课堂，学生可以利用空闲时间进行学习，这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自控力；课上学生可以

和教师、同学之间积极进行讨论，产生思维碰撞，在教师的引导下推动学生积极思考。教学组织形式应

以学生主动探究和发现为宗旨，尊重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及时对教学组织形式进行创新，提高学

生对问题的发现和解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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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完善人才培养评价体系 

评价体系应该不仅仅包括学生学业成绩评价，还应该包括学生品德评价和综合素质评价。在学生学

业评价方面，高校也应该运用多种评价方式，关注过程性评价，仅靠卷面成绩对学生学业进行评价容易

打消学生平时学习的积极性，并且学生也很难掌握具体的知识，更无从谈起将知识应用于实践了[14]。对

学生学业成绩进行评价，应当将注重结果评价转变为注重过程评价。通过运用多种方式对学生学业成绩

进行评价，努力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保证评价的公平性，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同时，还应完善对

学生科研、创业等方面的评价体系，以促进学生多方面综合发展。 
高校应积极对学生实施素质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的知识掌握能力，还应该培养学生的品德，积极

对学生实施品德评价，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注重大学生自身的全面发展。只有培养的人才素质

得到提高，学校才能真正实现内涵式发展。 

5. 结论 

双一流建设要求培养具有特色优势的高素质人才，要求学校应具备一流的学科建设，积极带领学校

加入一流高校的行列。而我国现在的部分高校在人才培养理念、教学组织形式、课程设置、教学过程、

专业设置、人才评价体系等方面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尤其地方高校在资源匮乏、发展落后的劣势条

件下，更应该做出积极的改变。我国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的个性化、特色化程度较低。本文从双一流建

设背景出发，结合我国当前的国家政策对地方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方向进行了分析，我国地方高校人才培

养模式的转变还应该结合当地的情况进行改变，切实做到因地制宜，努力实现人才的创新培养。但由于

个人能力和学术水平的限制，在对策方面仅提出若干粗浅的建议。希望在双一流建设这一政策的影响下，

各个高校能够更加积极地认识到自身的问题所在，并能够对其迅速做出反应，培养更多具有个性倾向性、

特色化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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