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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协同机制的建立是美国州立大学荣誉学院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保障。州立大学荣誉学院人才培养协同机

制主要包括内部、外部两个部分，并具有清晰明确的角色定位、高效全面的资源共享、健全完善的组织

制度、广泛深入的密切联系等特征。美国州立大学荣誉学院人才培养协同机制对我国地方高水平大学荣

誉学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即：一是明确协同主体角色定位，实现高效顺畅协同合

作；二是确保多元资源有效共享，提升人才协同培养质量；三是加强协同组织机构建设，健全完善制度

规范设计；四是积极拓宽协同合作领域，全面深化协同合作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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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in Honors College of American State University. The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of t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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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ng in Honors College of State University mainly includes internal and external parts, and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lear and clear role positioning, efficient and comprehensive resource shar-
ing, sound and perfect organizational system, and extensive and in-depth close contact. The colla-
borative mechanism of talent training in honors colleges of American State universities has im-
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in honor colleges of lo-
cal high-level universities in China, namely: first, clear the role positioning of collaborative sub-
jects to achieve efficient and smooth collaborative cooperation; the second is to ensure the effec-
tive sharing of multiple resource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ollaborative training of talents; 
thir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 and improve the design of systems 
and norms; fourth, actively expand the areas of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and comprehen-
sively deepen the level of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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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培育与塑造精英人才，在提升国家创新能力、促进国家可持续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荣誉学院

作为当代培养精英人才的一种高级形式，起源于美国，如今在美国大学繁荣发展[1]。美国荣誉教育的起源

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20 年代初，受牛津大学导师制的启发，美国斯万斯莫尔学院院长弗兰克·艾德洛特在

该学院选拔具有学术潜力的优秀本科生进行荣誉教育试验，由此开启了美国高校通过荣誉教育选拔与培养

精英人才的实践模式。这些荣誉项目的创建旨在为具有卓越学术成就和潜力的学生提供更具挑战性和深度

的学术体验。直到 21 世纪初，荣誉学院和荣誉项目仍然一直盛行于美国的州立大学，基于服务当地优秀学

者以及与顶尖私立大学争抢精英人才的考量，州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制定者非常支持荣誉学院建设。截至

目前，已有近 60%的美国高校开展各种形式的荣誉教育，形成了以美国州立大学为代表的荣誉教育实践体

系。著名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密歇根州立大学、马里兰大学、俄勒冈大学、密西西比大学等均设立荣

誉学院对拔尖学生进行集中培养，整合学校最优质的教育资源，为拔尖创新学生提供更深入和更具挑战性

的本科课程，同时在课程选择、师资配备、科研指导、国际交流等方面为其提供“优待”[2]。 
虽然不同州立大学荣誉学院精英人才培养成效有所不同，但值得肯定的是，它在发展学生的批判性

思维、创新能力、深入学习能力与跨学科能力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它与校内其他院系、其他院校、

当地政府、企业行业和一些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协同密切合作，更是着重培养了荣誉学院拔尖人才创新的

综合能力，为有志于追求和实现学术卓越的才华横溢的人才创造平台，致力于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术和

社会体验。 

2. 美国州立大学荣誉学院人才培养概述 

1) 美国州立大学荣誉学院人才培养的发展历程 
美国最早成型的荣誉教育模式公认产生于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时任校长弗兰

克·艾德洛特(Frank Aydelotte)被公认为美国荣誉教育的发起者。艾德洛特早年在牛津大学的留学经历让

他对如何塑造优质的本科教育有了相当理性的认识和经验的借鉴，并于 1921~1940 年担任校长期间对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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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斯莫尔学院进行了荣誉教育改革实验。斯沃斯莫尔学院荣誉教育改革实验将学者、教育管理者及社会

公众的目光汇集到资优学生的培养过程中来，开启了美国本科教育的新时代，成为美国荣誉教育历史上

第一个成型的荣誉教育模板。美国州立大学荣誉学院(Honors College)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初。在

20 世纪初至 20 世纪中期，这些荣誉学院的创建旨在为具有卓越学术成就和潜力的学生提供更具挑战性和

深度的学术体验，而不一定特别强调创新和拔尖人才培养。20 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斯沃斯莫尔学院的荣

誉教育改革实验被越来越多的大学和学院争相效仿，荣誉教育的影响力从私立大学逐步蔓延至公立大学。

1957 年，由科罗拉多大学牵头，11 所州立大学共同发起的荣誉教育协会“大学间优异学生委员会”

(Inter-University Committee on the Superior Student，简称 ICSS)成功组建，这便是全国高校荣誉教育理事会

(National Collegiate Honors Council，简称 NCHC)的前身[3]。1965 年，“大学间优异学生委员会”进行了扩

充和改整，正式更名为“全国高校荣誉教育理事会”，这标志着美国荣誉教育发展步入组织化阶段。[4] 20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期间，一些州立大学建立了正式的荣誉学院或荣誉项目。这一时期，高等教育领域

开始强调提高学术标准和培养领导力，荣誉学院应运而生，一些州立大学的荣誉学院可能开始在课程中引

入更多创新元素，如独立研究项目等。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期间，荣誉学院的概念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和推广。越来越多的州立大学看到了荣誉学院作为吸引和留住顶尖学生的有效手段，并为他们提供更优质

学术经验的机会。随着对创新和跨学科研究的重视不断增加，一些州立大学的荣誉学院可能开始强调培养

精英人才。这可能包括提供更多的研究机会、跨学科项目和实践性经验。21 世纪以来，随着时间的推移，

荣誉学院逐渐成为大多数州立大学的一个标配。许多学校在这个时期扩大了荣誉学院的规模和影响力，提

供更多的学术资源、研究机会和领导培养活动。这一时期荣誉学院进一步强化对精英人才的培养，荣誉学

院可能加强与产业界的合作，提供更多实践性的项目，鼓励学生参与科研和创新竞赛。荣誉学院的发展并

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每所大学在发展荣誉学院时都会根据其独特的目标、资源和学科特

点进行调整和发展。随着社会和经济环境的变化，州立大学荣誉学院的培养重点也可能不断调整[5]。 
2) 美国州立大学荣誉学院人才培养的现实状况 
协同培养精英人才的核心在于多元化课程以及与之相匹配的产业发展体系。为了满足荣誉学生的潜

在兴趣和需求，荣誉学院通常提供更具挑战性和创新性的课程，涵盖多个学科领域，这些课程旨在激发

学生的兴趣，促使他们追求深度学习和研究。州立大学荣誉学院提供四大类的荣誉课程，分别是限定荣

誉课程、混合荣誉课程、合约荣誉课程和体验荣誉课程，上述四类荣誉课程不是每所大学的荣誉学院都

会开设的，不同的荣誉学院根据自己的培养目标以及师资力量选择适合自己的课程，但总体来说，开设

限定荣誉课程的荣誉学院比例最大[6]。荣誉学院学生通常也有机会参与独立研究项目、创新设计和实践

性项目，这有助于培养他们在解决实际问题和进行原创性研究方面的能力。而荣誉学院也会提供科研资

金和奖学金，鼓励学生参与研究项目，支持他们的学术和创新努力。美国州立大学荣誉学院通常会与各

种机构合作，以提供更丰富、更深入的学术经验和资源，一些荣誉学院与当地州政府、当地知名行业和

实业界建立紧密联系，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行业导师和实际项目经验，以促进他们在实际工作环境中

的创新和实践。州立大学荣誉学院精英人才培养协同机制大致可以分为校内协同机制，这是指学生、教

职员工和行政人员在学院内部之间建立的合作机制以及荣誉学院与校内其他专业学院建立紧密的合作关

系，通过跨学科合作以促进学术和社会发展；以及校外协同机制，这是指州立大学荣誉学院通常与校外

的机构和组织进行协同合作，以提供学生更广泛的学术和实践机会，包括但不限于产学研合作、实习和

职业合作、社区服务合作和国际交流合作。 
州立大学荣誉学院协同机制的建立有利于人才的培养。首先，协同机制的建立是学生自我发展的需

求，荣誉学院的综合培养目标旨在超越各个专业领域的目标，强调学术的高标准与个人多维度发展的结

合，这种教育方式以卓越为导向，鼓励学生在多个领域不断挑战自我，塑造自身的卓越品格。荣誉学院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4612


谢思晨，金保华 
 

 

DOI: 10.12677/ae.2024.144612 953 教育进展 
 

的学生因接受到更高标准的教育，他们更有可能产生荣誉意识，并积极运用学院和学校提供的学术资源

以及外部社会资源，这种整合资源的方式可以帮助他们实现个人发展的目标，追求卓越，提升自身能力。

这种教育模式旨在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终身学习的意识，使他们具备跨学科的能力和领导力，从而更

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和职业环境；同时，荣誉学院将通过优质生源和教师资源互动，打破学生与教

师的疏远关系，这能够促使学生更加主动地参与到精英人才培养过程之中[7]。荣誉学院通过与各专业学

院的合作，创造了一种新的学习途径，打破了学科之间的壁垒，这种合作促成了跨学科的交流与合作，

为学生提供了更多探索不同学科领域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在学术探索中释放出创新和多元化思维的潜能。

最后，荣誉学院精英人才培养协同机制的建立有利于改善以往高校教育教学及管理工作中的一些弊病，

如学科与学科之间、专业与专业之间边界清晰，难以做到资源共享，不能相互支撑和渗透等。就校外协

同而言，荣誉学院较为重视学生的服务学习、领导力与宽阔的国际视野，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参与社区的

工作，主要重点是社区参与，通常是单个项目或一系列合作项目，以解决现实世界中的问题，学生通过

这些项目获得实践经验和技能，并可以将活动成果转化为学分。而当地知名企业组织也会更倾向于为这

些精英学生提供实习或发展机会。荣誉学院通常会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国际交流机会，通常包括与其他国

家的大学或学术机构的合作、学生交换项目、国际研讨会或课程等，通过参与这些活动，学生可以深入

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术、社会和经济现实，拓展自己的专业视野，提升语言能力和跨文化沟通技巧。 
同时，州立大学荣誉学院协同机制的发展对州的发展可能产生多方面的积极作用。首先，荣誉学院

精英人才协同机制的发展有助于培养高水平、综合素养强的拔尖人才，这些人才将成为州内的重要人力

资源。通过吸引本地和国际优秀学生，荣誉学院有望成为吸引高水平人才进入州的平台；其次，荣誉学

院精英人才培养协同机制通常注重学术研究和创新活动，荣誉学院的协同机制有助于促进院内外的合作

研究项目，为州内的科研机构和产业提供新的思路和成果，为州经济的发展提供支持；最后，荣誉学院

通过校内外协同机制的卓越成就和社会影响，有助于提升学校在州内的公共形象，吸引更多的资源和支

持。总而言之，荣誉学院精英人才培养协同机制有望成为州立大学发展的重要引擎，为州立大学的综合

实力提升和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3. 美国州立大学荣誉学院人才培养协同机制的主要特征 

1) 清晰明确的角色定位 
在美国州立大学荣誉学院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协同培养的主体包括学院本身、教师、学生、校外合

作伙伴以及校友等。这些主体在协同培养体系中各自承担着独特的角色，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对于实现

高效协同和人才培养目标至关重要。首先，荣誉学院作为协同培养的中心，其角色定位是提供高质量的

教育资源和学术环境，荣誉学院处于大学的核心位置，通常象征着一个涵盖众多学科的综合性学术机构，

其荣誉学生代表了各个专业领域内最顶尖的本科教育水平[8]。学院需要明确自己的使命，即培养具有创

新精神、领导能力和全球视野的拔尖人才。为此，学院需要设计符合这一使命的课程体系，提供丰富的

学术资源，如图书馆、实验室和研究设施，并建立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如企业、研究机构和国际伙伴。

专业学院与荣誉学院紧密合作，这种合作使得学生能够在专业领域内获得深入的知识，同时培养跨学科

的思维能力。其次，教师在协同培养中扮演着知识传递者和学术指导者的角色。他们不仅负责教授课程

内容，还要指导学生的学术研究和职业发展，教师需要明确自己在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引导作用，通过个

性化的指导和反馈，帮助学生实现学术目标和个人成长。学生作为协同培养的主体，其角色定位是主动

学习者和自我发展的实践者。学生需要明确自己的学习目标，积极参与课程学习、研究项目和社区服务，

通过实践活动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校外合作伙伴，如企业、研究机构和非营利组织，在协同培养中

扮演着实践基地和资源提供者的角色。这些合作伙伴需要明确自己在人才培养中的支持作用，通过提供

实习机会、研究项目和行业知识，帮助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工作中，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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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校友作为荣誉学院的毕业生，他们在协同培养中扮演着经验分享者和职业导师的角色。校友通

过分享自己的职业经历和行业见解，为在校学生提供宝贵的指导和建议。政府和资助机构则通过提供资

金支持和政策指导，确保荣誉学院能够开展高质量的教育项目，这些支持对于维持学院的运营和提升教

育质量至关重要。威联姆斯将州政府的角色描述为促进者、裁判员和消费者的支持者。作为促进者，州

政府向高等教育机构提供设施和运营支出，为高等教育机构规定制度以达成总的目标[9]。而联邦政府通

过行使财权和立法权对大学治理施加影响[10]。美国州立大学荣誉学院在进行人才协同培养的过程中，各

个主体通过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共同构建了一个支持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生态系统。这种协同培养模

式不仅提高了教育质量，也为学生的学术成就和职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教育模式的不断创新

和发展，这种角色定位将更加精细化和专业化，以适应未来社会对人才的多元化需求。 
2) 高效全面的资源共享 
美国州立大学荣誉学院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通过一系列策略实现了校内校外资源共享，从而为学生

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和实践机会。荣誉学院通过提供独特的荣誉课程，实现了教育资源的校内共享，

这些课程通常由资深教师授课，内容涵盖各个学科领域，旨在挑战学生的学术能力并促进跨学科学习[11]。
学生在这些课程中不仅能够接触到前沿的学术知识，还能够与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同学交流思想，激发

创新思维。此外，荣誉学院的学生通常享有优先选课的权利，确保他们能够顺利选修所需的课程。荣誉

学院与校外企业和研究机构的合作，为学生提供了宝贵的实习和科研机会，这些合作项目使学生能够在

真实的工作环境中应用所学知识，增强实践经验。例如，俄勒冈州立大学(Oregon State University, OSU)
的克拉克荣誉学院成立 MECOP (Mechanical,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Pre-Graduate Opportuni-
ties Program)项目 MECOP 是一个由俄勒冈州立大学和创始公司之间的合作项目，致力于通过提供带薪实

习机会，为下一代工程师和以商业为中心的专业人士提供培训和发展。MECOP 项目为学生提供了在工

程领域内的实际工作经验，使他们能够在完成学业的同时，获得宝贵的行业知识。这种校企合作模式不

仅为学生提供了实践机会，也为企业输送了具有实际工作能力的人才。通过这种合作，学生能够在真实

的工作环境中应用所学知识，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也为他们的职业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国际交流方面，荣誉学院通过与海外高校的合作，为学生提供了海外学习的机会。这些国际交流项目

不仅拓宽了学生的国际视野，还提高了他们的跨文化沟通能力。例如，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 Schreyer
荣誉学院就提供了丰富的国际交流项目，让学生有机会在世界各地的合作高校进行学习和研究，宾夕法

尼亚州立大学每年提供超过 300 个海外学习项目，覆盖全球 140 多个国家，同时设有 180 多个学期项目

和 70 多个国际实习项目。此外，该校每年投入超过 20 万美元的资金，以支持学生参与国际交流活动。

此外，荣誉学院还通过建立生活学习社区(LLC)，为学生提供了一个集中的学习和生活环境。这些社区通

常设有专门的住宿设施，鼓励荣誉学生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团队合作，这种住宿模式有助于形成学术氛围

浓厚的社区，促进学生之间的互助和学习[12]。在学术资源方面，荣誉学院的学生通常可以优先使用图书

馆、实验室等学术设施，这些资源的共享使得学生能够接触到最新的学术资料和研究工具，为他们的研

究项目提供了支持。同时，学院与校外机构合作共享研究设施和技术支持，进一步扩大了资源共享的范

围。导师制度是荣誉学院资源共享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形成跨学科的师资凝聚不

仅能够获得个性化的学术指导，还能够获得职业规划和发展的建议[13]。最后，荣誉学院通过校友网络，

为学生提供了职业发展的指导和行业联系。校友的成功经验和职业发展路径为在校学生提供了参考，帮

助他们更好地规划未来。综上所述，美国州立大学荣誉学院通过校内外资源共享，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全

面、多元化且富有挑战性的学习环境。这种资源共享不仅提高了教育质量，也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未来

职业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这种资源共享模式将继续发挥其重要作用，

为社会培养出更多具有创新精神、领导能力和全球视野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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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健全完善的组织制度 
1957 年，由科罗拉多大学牵头，11 所州立大学联合发起的荣誉教育协会“大学间杰出学生委员会”

(Inter-university Committee on the Superior Student，简称 ICSS)顺利成立。这就是全国高等学校荣誉教育理

事会的前身——全国高等学校荣誉教育理事会。“全国高校荣誉教育理事会”细化了业务分类，下设教

育质量评估、专业发展、外部联系、国际教育等 24 个委员会。该协会的成员包括大学和大学的荣誉学院、

荣誉项目、教师、学生和校友，成为该协会成员的机构和个人能够从协会的资源、网络和专业发展机会

中受益。全国高校荣誉教育理事会的目标之一是通过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社区促进荣誉学院和荣誉项目之

间的合作，分享最佳实践和经验。而州立大学内部通常会设置荣誉学院委员会，该委员会通常由学院领

导、教授、学生代表和校友组成，负责制定荣誉学院的方向、政策和项目，委员会可以提供协同合作的

平台，确保学术和职业目标得到全方位的支持，通过对院长和工作人员的建议、对当前学者的指导、赞

助实习和研究项目以及个人慈善事业，展示了对学院的领导和承诺；而学者校友会董事会是学者校友会

的管理机构，学者校友会是州立大学校友会的附属团体。董事会成员通过直接与学院工作人员合作，通

过奉献他们的时间、才能和财富，参与和支持校友和现任学者，领导努力实现团结和联系荣誉学院校友

的使命；教师咨询委员会由来自各个学科的高级教职员工组成，他们就学术政策和计划向荣誉学院提供

建议。另外，荣誉学院通过设置企业联络办公室该办公室负责与企业建立和维护联系，促进实习机会、

职业发展和研究合作。通过这个机构，学生可以更容易地接触到企业的支持和机会。宾夕法尼亚州立大

学荣誉学院的组织机构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Organization of the Schrell Honors College of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图 1.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施莱尔荣誉学院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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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协同机制良好运行的保障，美国并没有特定的法案直接针对促进州立大学荣誉学院与其他组

织合作。然而，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存在一些政策和法案，它们间接支持荣誉学院的发展和与其他组织

的合作。最为著名的是《拜杜法案》(Bayh-Dole Act)，该法案于 1980 年通过，它允许大学、非营利组织

和小型企业将受联邦资助产生的科技成果专利化和商品化。这一法案极大地促进了科技成果的转移和商

业化，加速了科技成果向市场的转化，对美国的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该法案允许大学

和研究机构保留联邦资助研究的专利权，促进了学术界与产业界的合作，为精英学生提供了参与创新和

创业的机会[14]。此外，美国政府鼓励国际教育交流，如通过《富布赖特计划》(Fulbright Program)等项

目，支持学生和学者的国际访问和研究合作。并且，各州可能有自己的政策和程序，鼓励州立大学荣誉

学院与本地企业、非营利组织和国际伙伴建立合作关系。这些政策和实践为荣誉学院提供了合作的框架

和机会，但具体的合作模式和项目通常由荣誉学院根据自身的资源、目标和需求来设计和实施。美国政

府颁布的这些法律及政策协同机制的建立与运行提供了制度性保障，规范了协同机制各个主体的行为，

为协同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指明了方向。 
4) 广泛深入的密切联系 
美国州立大学荣誉学院在人才培养方面采取了广泛而深入的协同合作模式，这种模式不仅涉及学院

内部的资源整合，还包括与外部组织如企业、研究机构、非营利组织以及国际伙伴的紧密合作，并且这

种协同合作并不仅仅是浮于表面的，主体之间相互合作，沟通交流，形成双赢机制。首先，荣誉学院与

专业学院之间的合作是协同培养的核心。其次，荣誉学院与企业的合作为学生提供了宝贵的实习机会。

在国际交流方面，荣誉学院通过海外学习项目，如学生交换和国际会议，拓宽了学生的国际视野。这些

项目让学生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文化和教育体系，提高了他们的跨文化沟通能力。此外，荣誉学院还鼓

励学生参与社区服务和领导力培养项目。通过这些项目，学生不仅能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

还能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领导能力。例如，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荣誉学院(NC State Honors College)
与当地社区合作，学生参与到社区发展项目中，如城市规划、环境保护等，这些经历对于学生的职业发

展和社会参与具有重要意义。在学术研究方面，荣誉学院为学生提供了参与教师研究项目的机会。学生

可以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独立研究，甚至有机会在学术会议上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这种研究合作模式

提高了学生的科研能力，为他们未来的学术或职业生涯奠定了基础。例如，密歇根州立大学的荣誉学院

(MSU Honors College)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源和资金支持，鼓励他们在本科阶段就开始参与到前沿

的科研活动中。 
总之，美国州立大学荣誉学院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协同合作模式，通过与专业学院、企业、国际伙

伴以及社区的深入合作，为学生提供了全面的发展机会。这种合作不仅提高了教育质量，也为学生的个

人成长和职业发展提供了实际的支持。这些成功的合作实践为其他高等教育机构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展

示了协同培养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和潜力。随着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这种协同培养模式将继

续发挥其重要作用，为社会培养出更多具有创新精神、领导能力和全球视野的高素质人才。 

4. 美国州立大学荣誉学院人才培养协同机制的启示 

1) 明确协同主体角色定位，实现高效顺畅协同合作 
在荣誉学院精英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明确协同主体的角色定位是实现高效顺畅协同合作的关键。这一

启示不仅适用于荣誉学院，也适用于更广泛的教育合作和人才培养环境。明确的角色定位有助于各协同

主体理解自身的责任和期望。在美国州立大学荣誉学院中，教师、学生、行政人员、企业合作伙伴以及

校友等都扮演着特定的角色。例如，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也是学生研究的指导者和职业发展的顾

问；学生则是学习的主体，同时也是创新和领导力的实践者；企业合作伙伴提供实习和就业机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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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校友则通过分享经验和资源，支持在校学生的成长。这种角色定位的明确

化，使得每个参与者都能在协同合作中发挥其最大效能。在荣誉学院的协同机制中，资源的整合不仅仅

局限于学术资源，还包括了实习机会、研究资金、校友网络等。通过明确各主体的角色和责任，学院能

够更有效地整合这些资源，为学生提供全面的支持。例如，学院与企业的合作可以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

而校友网络则为学生提供了职业发展的指导和资源。最后，明确的角色定位有助于建立有效的沟通和协

调机制。在协同合作中，沟通是至关重要的。当各主体清楚自己的角色和目标时，他们能够更有效地进

行沟通，减少误解和冲突，确保合作的顺畅进行。例如，荣誉学院的导师制度要求教师与学生建立定期

的沟通机制，这有助于学生及时获得反馈和指导，同时也让教师更好地了解学生的需求和进展。此外，

角色定位的明确化还有助于评估和改进协同合作的效果。通过设定明确的目标和期望，学院可以定期评

估各主体的表现，及时调整策略和方法，以提高教育质量和协同合作的成效。例如，学院可以通过学生

满意度调查、实习成果评估等方式，来监控和优化与企业合作的实习项目。 
2) 确保多元资源有效共享，提升人才协同培养质量 
荣誉学院在培养精英人才时，通常需要多方面的资源支持，这种资源方面的支持包括但不限于学术

资源、社会资源以及优秀师资的支持。就学术资源而言，州立大学荣誉学院常常提供更深入、更挑战性

的课程，总体来说，荣誉课程涵盖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与人文等多个领域，这种荣誉课程旨在

通过阅读、写作和讨论，提高学生批判性推理和清晰沟通的能力。相较于此，我国地方高水平大学荣誉

学院在提供课程时，更多的是涉及专业知识方面的课程，对于加深学生的批判性推理和沟通能力的课程

却有所忽视。一些深度广度具备的跨学科课程应该被纳入荣誉学院学生的课表中，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

中跨学科能力与综合思维能力得到有效提升。就师资而言，地方高水平大学荣誉学院应该有自己学院的

专职教师，这对教师的身份认同很重要。同时也应积极邀请校内其他院系的优秀教师来参与荣誉学院本

科生教学工作，由多领域的教师组成的卓越导师团队，一些企业导师，行业知名精英也应该被请进院内，

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术指导和支持。学院也应该更加重视学生们国际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注重学生

们的学术体验与学术质量，开阔学生们的国际化视野。地方组社区组织也应积极与地方高水平大学荣誉

学院在课堂内外建立联系，帮助他们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和参与的荣誉组织，培养荣誉学生们的社会责

任感和领导能力。在奖助学金方面，学院除了学校内部支持以外，可以为荣誉学生争取更多的外部奖学

金支持，如校友捐赠，企业捐赠，基金会支持，为荣誉学生减轻各种负担，鼓励他们在学业上面所取得

的成就，在创佳绩。 
3) 加强协同组织机构建设，健全完善制度规范设计 
制度和组织机构是协同机制良好运行的保障，两者的建立与运行对协同机制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

州立大学荣誉学院协同培养精英人才过程中基本上建立了从上至下的制度规范和协同的专门组织机构，

我国荣誉学院此方面工作与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就导师制度而言，在我国，许多精英人才培养计划

的试点院校采用了单一导师制，但在实践中，导师通常不仅负责科研任务和教学管理，还要担负学生课

程教学等责任，这可能导致导师在学术指导和个人关怀方面的负担过重，且缺乏相应的质量评估体系。

为了改善这种情况，有必要对导师的角色、权限和责任做出明确规定。尝试多导师制可能是一个解决方

案，这种模式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学术和生活方面的指导教师，减少学生管理方面的“空白地带”，同

时分担导师的工作压力。此外，建立清晰的评估体系对于确保导师的质量和责任至关重要。这可以包括

定期评估导师在学术指导、学生发展和科研指导方面的表现，以便提供反馈并为导师提供持续改进的机

会。而为了确保荣誉学院与其他相关组织机构协同工作的顺利展开，有必要建立起专门化的组织机构、

配备相关人员来负责相关工作。州立大学内部通常会设置荣誉学院委员会，该委员会通常由学院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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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学生代表和校友组成，负责制定荣誉学院的方向、政策和项目，委员会可以提供协同合作的平台，

确保学术和职业目标得到全方位的支持。地方高水平大学荣誉学院通常也会设置综合事务处理办公室来

负责所在学院与其他相关组织的协同合作，但是该办公室往往还需负责日常地行政管理，教务管理，学

生事务等工作，因此，在构建地方高水平大学荣誉学院精英人才培养协同机制时，理应设置专门化的组

织机构，或者加大人手来负责此事。另外，荣誉学院还可以就合作方创建一个交流平台，可能是一个线

上平台或者定期举办的会议，让不同机构的代表有机会交流经验、分享最佳实践和解决问题。 
4) 积极拓宽协同合作领域，全面深化协同合作层次 
确保协同深度意味着建立稳固、富有成效的合作关系，而协同广度则是拓展合作的范围，从而使合

作关系更加多元化和丰富化。两者共同促进了荣誉学院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全面合作，为双方带来更多的

机会和收益。州立大学荣誉学院与众多组织机构都建立起了紧密合作的关系，这些组织包括但不限于校

内其他院系、行业领先的公司和企业、非盈利组织、其他大学和学术机构、政府机构、国际组织。这种

合作关系不仅限于表面层面，而是建立在深入的沟通、共享目标和资源的基础上，在项目执行、信息共

享和共同目标方面密切合作，确保协同项目顺利推进，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就荣誉学院与其他专业学院

共同构建的跨学科课程而言，理应比普通学生的课程难度更大，学生学习时间更长。在培养精英人才时，

我国荣誉学院应避免过分强调速度和效率，而是应该注重为学生提供足够的学习时间和资源，这样可以

确保他们在学习上能够有充分的准备和深入的理解。荣誉课程的安排应该考虑到课程的挑战性，确保学

生有足够的时间来掌握和理解专业课程，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应该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深入专业课程，

而不是简单地匆匆过目，应对各种课程的涉猎。而荣誉学院与合作企业实现深度协同的关键在于建立稳

固的合作关系，并确保双方的利益和目标保持一致，在开展产学研结合的项目的过程中，例如共同进行

研究、技术开发或创新项目，应尽可能地让学生参与到其中，这种合作能够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将所

学知识内化，同时促进双方的技术和学术交流。荣誉学院也可以根据当地地方企业需求，定制专门的课

程或项目，并且企业专家担任学生的导师。课程可以结合地方企业实际需求，为学生提供更贴近实际工

作的培训和教育，推动荣誉学院精英人才更好地服务于地方，扎根于地方。除此以外，构建良好运行的

协同机制重要的一点在于协同合作双方要建立良好的沟通与评估机制，需要定期举行会议保持双方沟通

畅通，及时解决问题。 
利开展依托于院系之间、教师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合作，通过跨院系与多导师的合作式教学，对

荣誉学生展开一系列相对固定的教学与管理。除此以外，正如美国著名教育家查德·莱特所说，“所有

对学生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的事件，有 80%发生在课堂外”[15]。荣誉学院应该注重社会服务和实习和科

研，为学生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实习岗位和大量的科研项目，同时定期举行各种校内服务和社区服务

等志愿活动，并可以将活动成果转化为学分。我国荣誉学院中的社会实践的主体为见习和实习，实习岗

位与所学专业紧密相关，具有一定的功利性。社会服务活动往往是完全处于学生自愿，并不能激发学生

的主动性。因此，我国荣誉学院拔尖人才的培养模式需要为学生的社会服务提供一些奖励性举措，提高

学生的参与度和积极性，同时加强校企合作、联合培养，为学生提供多种实习岗位，增强学生对实习岗

位的选择性和自由度，适应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地方高水平大学地方高水平大学兼具地方性和高水平两

大特点[16]，核心和本质是“区域特色、全国一流”[17]。其荣誉学院精英人才培养目标要与区域的要求

相结合，发挥其对区域转型及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地方高水平大学通过精英人才的输送、区域

创新的提升等形式，推动区域的发展。荣誉学院应加强与企业之间的合作，让学生能够将所学知识通过

实践的方式得以真正内化，对于企业和学院而言，都应该调整固有认识，产学研合作不应该是松散的短

期行为，企业和学校作为产学研合作的重要主体，双方理应积极对待，主动合作，就技术合作、教学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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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领域等问题开展交流、互动。 

5. 结语 

在研究美国州立大学荣誉学院协同机制的过程中，我们深入了解了这些学院如何与各自的大学环境

以及其他学院相互协作，以实现教育质量和学术研究的卓越。这一领域的研究揭示了荣誉学院在提升学

生参与度、增强学术成果以及塑造积极校园文化方面的关键作用。协同机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合作框

架，而是融合了多层面的互动和资源共享。从课程设计到学术研究，从师资力量到学生服务，荣誉学院

与母体大学及其他学院的协同作用使得教育资源得以最大化利用，同时满足了荣誉学生对高质量教育和

个性化发展的需求。随着教育的不断发展和全球竞争的加剧，荣誉学院的协同机制将成为提升整个大学

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未来，这种协同机制还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和机遇，例如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在线教育

和混合学习模式，如何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和领导力，以及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加强与国际同

行的合作。综上所述，美国州立大学荣誉学院协同机制的研究不仅对我们理解当前的高等教育模式具有

价值，也为未来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启示。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的发展，我们期待看到更

多创新性的协同机制和策略，以推动高等教育质量的持续提升和学术研究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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