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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既定建设举措执行情况 

以项目申报书（建设任务书）为参照，梳理截至现阶段项目建设已经执行和落实的主要建设（改
革）举措(步骤、计划、措施等)，分条列举（800 字以内），已执行的建设举措需提供证明材
料。 

本项目通过深入调查应用型人才和职教师资人才培养的实践，针对人才培养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提出协同培养应用型人才与职教师资的模

式建设方案，不断提高我校应用型人才和职教师资人才培养的水平，截至现阶段项

目建设已经切实执行的主要建设举措如下： 

1、开展多类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通过研究高级技术技能型人才和职教师资

人才培养的现状，提出协同培养的方案和标准，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相关运行机制

及实施细则，探索实践“2+2”“3+2”等多种形式协同培养高级技术技能型人才和

职教师资的人才培养新模式，提升我校人才培养质量。 

2、多渠道汇聚校外优质教育资源，建立卓越教师培养协同机制。构建了广东

技术师范学院（University，职教师资培养单位）、行业企业（Enterprise，校外

专业实践基地和中职毕业生用人单位）、中等职业学校（School，校外教育实践基

地及师范生用人单位）“三位一体”的职教师资协同培养机制。 

3、制定了协同培养高级技术技能型人才和职教师资的质量标准。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等 4 个专业通过承担广东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高职本

科一体化专业教学标准的研制，按照“企业供需调研—职业能力分析—课程体系建

构—教学标准编制”四个基本环节开展了为期两年的教学标准调研及制定工作。 

4、探索出实践性的“教学做—教”一体化教学模式。突出职教师资核心能力

（职业技能传授能力的培养），创造性提出、并倡导推行“TLD—T”（教学做—教）

人才培养新理念。“TLD—T”（教学做—教，Teach learn do-teacher）理念，是

将“教学做”何以培养技能型人才的教学理念和模式，引入到职教师资人才培养，

在学生掌握扎实的专业能力与职业（岗位）技能的基础上，着力对学生进行职业技

能传授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具备实施新一轮次的“教”的能力。 

5、建立工程实践教育中心、职教教师教育师范教学基地。成立了职业教育师

范技能训练中心、广东职业教育协同创新发展中心和广东顺德现代职业教育研究

院，建设了一批教育实习基地；此外还与广物汽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校企合作人才

培育基地合作框架协议，正式挂牌共建校企合作人才培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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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既定建设举措执行情况 

以项目申报书（建设任务书）为参照，梳理截至现阶段项目建设已经执行和落实的主要建设（改
革）举措(步骤、计划、措施等)，分条列举（800 字以内），已执行的建设举措需提供证明材
料。 
 

1、本项目对高校通识教育及应用型高校公共选修课教学管理实践进行了较全

面的理论研究。首先对当代美国高等教育中的通识教育课程进行了研究，然后对通

识教育模式的历史演变与当代突破进行了理论探讨；最后对我国高校公共选修课教

学管理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优化的对策措施。（具体内容参见

本项目组成员公开发表的 3篇相关论文） 

2、以广东为重点，对我国高校通识教育管理模式进行了调研，参加了有关研

讨会。调研的高校有：西南财经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财经大学、嘉应学院等。项目负责人参加了 2015 年 11 月在成都举行的“全国

高校素质教育通识课程建设研讨会”。 

3、对我校公选课教学管理开展了若干改革建设实践。包括： 

（1）改革了我校公选课教学管理模式。改变了过去由教务处集中统一管理的

模式，实行教务处与开课教学单位职责分工基础上的二级管理模式。 

（2）调整了我校公选课结构，拓宽了课源，启动了教学模式的改革。课程结

构上增加了讲座课、创新创业课等课类，课源上增加了网络公选课。部分公选课实

行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 

（3）修订了《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公共选修课教学管理规定》。2016 年根据本

项目研究探索的结果及有关管理实践的要求，对我校原执行多年的《广东技术师范

学院公共选修课教学管理规定》进行了重新修订。修订后的该管理规定于 2016 年

9 月正式颁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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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财政厅文件『
人·

.,. 

粤财教〔 2014 〕 564 号

关于下达广东省教育体制综合改革

专项资金的通知

有关地级以上市财政局（委），顺德区财税局，有关财政省直管

县（市）财政局，省直有关单位：

经报省政府同意，现安排下达广东省教育体制综合改革专项

资金 7980 万元（具体单位、项目、金额详见附件），此款列 2014

年度“2051099 其他地方教育附加安排的支出”基金预算支出科

目。

请项目单位严格按规定专款专用，严禁挪用 。

.,. 

.. 

- 1 -



。、

广东省教育体制综合改革专项资金安排明细表

序
地市 县市区 单位 获支持专业／补助项目

安排企额
备注号 （ 万元）

‘未来教育空间站支持下’粤教云‘对接粤西中小学教学的资 40 
源共享渠道与机制研究

创新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30 

广州体育学院 “以学校体育工作机制创新为驱动”提升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 25 
的实验研究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125 

构建和实施基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广东省中职学校“立德树 25 
人”长效机制

应用型大学科学研究分类评价与激励机制综合改革与实践 25 

协同育人视阀下高校就业指导与服务的改革实践与研究 25 

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模式综合改革 30 

广东特色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创新研究 20 

广东财经大学 150 

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制度落实情况监测 40 

提高广东省教育财政保障水平研究与实践 40 

以构建现代教育法律顾问制度为核心的法治校改革研究与实践 25 

经管类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综合改革 30 

广东省高等学校分类管理政策研究 15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校企，合作完善职业教育体系、构建职业教育立交桥改革 60 

仲惜农业工程学院 50 

健全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机制 25 

地方农业院校青年教师培养机制与队伍建设研究 25 

广东金融学院 高校科研评价体系改革研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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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批准号 申请人 学校名称

1 “以器件为龙头”改进新能源化工专业硕士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重点项目 18JDGC001 孙晓明 北京化工大学

2 工程技术人才国际化能力培养体系研究 重点项目 18JDGC002 杨永斌 重庆大学

3 工程技术人才国际职业伦理能力标准与教育培养体系构建研究 重点项目 18JDGC003 刘宏 济南大学

4 国际化视野工程技术人才能力培养体系研究 重点项目 18JDGC004 李和兴 上海电力学院

5 口腔医学人文教育现状、问题及改革策略研究 重点项目 18JDGC005 邱蔚六 上海交通大学

6 新时代我国西南农业工程技术人才继续教育发展战略研究 重点项目 18JDGC006 荣廷昭 四川农业大学

7 面向2035的中国城乡建设工程科技人才培养体系研究 重点项目 18JDGC007 刘加平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8 新时代我国工科教师评价体系及激励机制研究 一般项目 18JDGC008 李健 北京工业大学

9 新工科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跨学科培养体验式教育模式研究 一般项目 18JDGC009 屈晓婷 北京交通大学

10 新生工科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一般项目 18JDGC010 王兴芬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11 粤港澳大湾区工科研究生产教融合培养体系构建研究 一般项目 18JDGC011 衷华 广东工业大学

12 系统论视角下新一代人工智能复合型人才协同培养模式研究 一般项目 18JDGC012 刘晓勇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附件7

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
（工程科技人才培养研究）评审结果公示一览表

第 1 页，共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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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组别：工科优势高校组□  综合性高校组□  地方高校组√ 

 

 

 

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推荐表 
 

 

 

 

项目名称：  广东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对计算  

  机类专业人才需求的调研分析                

实施单位：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项目负责人：      向凯                             

主管部门：      广东省教育厅                      

通讯地址：   广州市中山大道西 293 号               

邮政编码：       510665                           

联系电话：     13631306731                       

E-mail:         gz-xk@163.com                     

填表日期：    2017 年 8 月 17 日                     

 

 

 



3 

项 

目 

简 

况 

项目名称 
广东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对计算机类专业人才需求的调研分

析 

对应项目指南

编号 
2 起止年月   2017 年 11 月至 2019 年 11 月 

项 

目 

负

责    

人 

姓    名 向凯 性别 男 民族 汉族 
出生 

年月 1973.08 

专业技术职务／行政

职务 
教授／教务处副处长 研究领域 专业建设 

联系 

方式 

单位名称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邮编 510665 

通讯地址 广州市中山大道西 293 号 电话 13631306731 

主要教学改革和科研工作简历 

    主持广东省教学质量工程项目 4 项（包括特色专业、应用型示范专业建设项目、

校外大学生实践基地建设项目、精品教材建设项目），主持广东省教学改革研究项

目 3 项，参与省级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 10 余项。主编广东省精品教材 1

部，出版专著 1 部；主持省部级各层次的科研项目近 20 余项，在核心期刊等国内

刊物发表论文近 40 余篇。 

项 

目 

组 

总人数 高级 中级 初级 博士后 博士 硕士 参加单位数 

17 15 1 1 7 7 3  

主 

要 

成 

员 

（不 

含 

负责 

人 

） 

姓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职称/职务 工作单位 

项目中 

的分工 
签字 

罗 平 男 1983.12 讲师/教学建设科科长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开展调研  

闫 仙 女 1981.01 讲师/教学建设科科员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开展调研  

肖政宏 男 1965.05 教授/二级学院副院长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调研方案  

林智勇 男 1977.11 教授/专业负责人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调研方案  

刘晓勇 男 1979.04 副教授/专业负责人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调研方案  

梁海华 男 1979.06 教授/二级学院院长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撰写专业发展

战略报告 
 

杨  舰 女 1973.05 教授/专业负责人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撰写调研报告  

单  纯 男 1972.09 副教授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撰写调研报告  

柳秀山 男 1973.02 副教授/二级学院副院长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撰写调研报告  

冯明库 男 1970.10 副教授/二级学院副院长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撰写调研报告  

游志福 男 1981.02 副教授/二级学院副院长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开展调研  

姚  屏 女 1978.10 教授/二级学院副院长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开展调研  

周  莉 女 1977.11 教授/二级学院副院长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撰写调研报告  

向  丹 女 1980.08 教授/工业中心副主任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撰写调研报告  

杜灿谊 男 1980.09 副教授/二级学院副院长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开展调研  

张先勇 男 1977.04 副教授/二级学院副院长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开展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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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负责人
328 广州体育学院 体育院校排球课程(群)体系构建与实施研究---以广州体育学院为例 一般类教改项目 张红松
329 广州体育学院 基于互联网思维下高等院校模特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一般类教改项目 李笑南
330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基于区域经济转型发展需求的专业结构调整研究与实践 综合类教改项目 许玲
331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发展研究与实践---以广东技术师范学院为例 综合类教改项目 戴青云
332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相关研究和实践 综合类教改项目 张进
333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应用型高校新形势下内部教学质量内部保障与监测体系建设 综合类教改项目 王永超
334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基于实践与创新能力培养的汽车工程专业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 综合类教改项目 杜灿谊
335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以职业技能和创新能力培养为导向的环境设计专业应用型课程及教学内容体系改革研究 综合类教改项目 曾丽娟
336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多专业融合的汽车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建设 一般类教改项目 孔春玉
337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培养非计算机专业学生计算思维能力的教学改革与实践——以《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为例 一般类教改项目 李春英
338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基于数学实验的数学专业分析类课程的教学改革探索 一般类教改项目 梁海华
339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基于产教融合的机械工程专业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一般类教改项目 罗忠辉
340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电视包装类课程整合优化与实践 一般类教改项目 耿英华
341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基于网络的大学英语课程资源库建设与应用研究 一般类教改项目 张艳
342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面向互联网时代的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创新创业教学改革研究 一般类教改项目 孙敏
343 岭南师范学院 基于移动互联网络环境的未来教育空间站学习模式研究和改革实践 综合类教改项目 张子石 
344 岭南师范学院 以粤西支柱产业为依托的商务英语人才行业导向化培养研究与探索 综合类教改项目 林海
345 岭南师范学院 基于云平台的地方院校教学资源整合推送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综合类教改项目 杨俊杰
346 岭南师范学院 基于互联网的会计电算化专业职教师资培训包研究开发 一般类教改项目 李妍
347 岭南师范学院 互联网+创客教育：理科教师教育变革研究与实践 一般类教改项目 黄桦
348 岭南师范学院 基于创新能力培养地方师范院校工科高技能应用型人才的教学方式方法改革研究与实践 一般类教改项目 弓满锋
349 岭南师范学院 工程教育认证背景下地方高校制药工程专业《化学制药工艺学》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 一般类教改项目 周中流
350 岭南师范学院 基于微课程的《高等数学》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实践 一般类教改项目 米玉珍
351 岭南师范学院 预防高校教师“过度劳动”的研究和改革实践 一般类教改项目 石建忠
352 岭南师范学院 以创新能力培养为核心构建应用化学专业多元化教学体系的研究与改革实践 一般类教改项目 马琳
353 岭南师范学院 提升数学师范生学科知识素养的研究与改革实践 一般类教改项目 陈美英
354 岭南师范学院 基于协同育人平台的社会体育专业潜水职业技能课程体系建构研究 一般类教改项目 袁峰
355 岭南师范学院 环境生态学背景下《学前儿童社会教育》课程教革与复合型幼教人才的培育 一般类教改项目 林泳海
356 岭南师范学院 大数据时代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 一般类教改项目 李靖
357 岭南师范学院 中文本科生文本解读能力训练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一般类教改项目 陈斐
358 韩山师范学院 基于微课程教育的新型师范生教学技能训练模式研究 综合类教改项目 文剑辉
359 韩山师范学院 虚拟分层教学实践探究——以《高等数学》为例 一般类教改项目 刘晓玲
360 韩山师范学院 基于CDIO模式的应用型本科网络与新媒体专业课程实践教学改革研究 一般类教改项目 蔡梦虹
361 韩山师范学院 地方应用型高校心理学专业导师制体系建立与实践探索 一般类教改项目 王娜
362 韩山师范学院 基于微学习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深度融合教学改革研究——以教育技术学专业为例 一般类教改项目 韦宁彬
363 韩山师范学院 潮汕传统工艺文创产业新生态教学实践研究 一般类教改项目 杜延
364 韩山师范学院 应用创新型经管类专业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 综合类教改项目 李迎旭
365 韩山师范学院 高师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卓越师资培养研究——基于高中政治骨干教师素质模型的建构 综合类教改项目 余炳元
366 韩山师范学院 互联网+背景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综合类教改项目 和力
367 韩山师范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立体化教学应用实践平台搭建研究 一般类教改项目 陈爱娟
368 韩山师范学院 普通高校本科师范生教学技能的缺失及培养模式研究——以计算机师范专业为例 一般类教改项目 林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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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改革与实践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是一所以培养职教师资为基本
定位的本科院校，坚持“面向职教、服务职教、引领职教”
的办学定位。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2010—2020 年）》与《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
纲要（2008—2020 年）》等文件基本精神，满足广东产业
转型升级和职业教育发展的实际需要，积极推进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探索实践，形成培养“双师型”高素质职教师
资和技术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的办学特色。为进一步加
大教学改革力度，加强教学研究和课程建设，更好地提
升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水平，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教学
建设与改革的途径和思路。

一、专业建设
（一）优化专业结构与布局

学院立足广东产业与职业教育发展需要，不断调整
专业结构、优化专业布局，已初步形成以工为主、文理渗
透、师范与非师范并举等技术师范特色鲜明的多学科协
调发展的专业格局。设置职教师范方向的专业达 30 个，
占学院招生专业数的 58.82%，职教师范特色得以凸显。
截至 2014 年 6 月，学院共设有本科专业 60 个，涵盖了
工学、理学、文学、管理学、教育学、经济学、法学、艺术学
等八大学科门类。实施国家级、省级和校级三级特色专
业建设点建设工作，发挥特色专业建设的示范引领作
用。积极推进国家级、省级和校级三级专业综合改革试
点项目建设工作，推动各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从课
程体系建设、教学团队、课程教材、教学方法与手段、教
学管理等方面进行全面试点改革，优化人才培养方案，
促进人才培养水平的整体提升，引领示范其他专业的改
革建设。

（二）修订特色鲜明的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方案

针对职教师资和应用型人才培养特点，主动适应广

东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人才的新需求，对原有人才培养方
案进行修订，制定了“拓展、提升与培育相结合”、突出教
学实践能力培养的《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方案》。该方案强
调培养学生的职业教育从业能力，以模块化课程设置体
现专业（方向），可根据中职学校对职教师资的发展要求
灵活设置课程。实践教学学分比例达 35%以上，教师教
育模块学分数占总学分的 20%以上；设置了技能考证模
块，并借鉴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的优秀经验，设置了学
期训练项目，强化学生的实践技能。

二、课程建设
（一）深化课程体系改革

针对职教师资和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特点，基于“学
科专业教育与技术技能教育相结合”的教育理念，各专
业深化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探索构建“能力为重、
三位一体、突出职教”的课程体系。三位一体，即学科专
业基本能力、专业岗位职业技术能力、职业教育教学能
力，这种体系构成了高素质“双师型”职教师资能力培养
的有机整体。

（二）以精品开放课程建设为重点，全面带动系列课

程建设

学院扎实推进课程建设工作，先后开展了重点建设
课程、双语课程、优秀课程、精品课程、精品开放课程建
设。认真贯彻落实《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十二五”课程与
教材建设规划》等文件精神，以精品开放课程建设为重
点，充分发挥其在课程建设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努力构
建国家级、省级、校级三级精品开放课程体系，提升课程
建设水平。先后有“班主任与德育教育”、“电子学科教学
法”、“魏晋风度”等 3 门课程入选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
课；“基础写作”等 4 门课程获批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多媒体技术”等 6 门原省级精品课程全部转型升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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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平面构成”网络课程在教育部

“优秀网络课程及资源征集活动”中通过专家评审，在国

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予以展示。
三、教材建设
根据《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十二五”课程与教材建设

规划》《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材征订管理办法》等规定，

重视教材选用管理与建设工作，制定一系列规范教材选

用程序和鼓励自编特色教材的制度和措施。坚持选用近

三年出版的高质量教材，各类课程积极选用国家级规划

教材、高等教育“十二五”全国规划教材、省部级优秀教

材等。本学年共选用教材 1319 种，其中省部级以上规划

教材 459 种，比例达到 34.8%。学院设立教材建设基金，

资助、鼓励教师结合我院学科专业优势及课程建设实

际，编写、出版高质量的特色教材。2013—2014 学年全

院教师主编出版教材 13 部。
四、教学改革

（一）深化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

突出“专业学科性”、“技术应用性”和“职教师范

性”，着眼于培养高素质“双师型”职教师资与技术应用

型高级专门人才的课程体系。精简优化专业理论课设

置，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加大选修课比例；设置创新与技

能竞赛等课外科技文化活动学分；紧跟学科发展步伐，

将最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积极探索与现代

教学手段相适应的教学内容结构。合理设置课堂教学和

自主学习学时比例，加强公共选修课等通识教育课程建

设。为进一步丰富公共选修课资源，满足广大学生享受

全国优质教学资源的需求，引进了 10 门网络公共选修

课（尔雅课程）。
（二）积极推进教学方法与手段改革

鼓励和引导教师采用启发式、讨论式、探究式、案例

式、“教→学→做→教”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重视实

践教学方法的改革，增加设计性和综合性实验实训，培

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开展本科课堂教学观摩

竞赛等教学活动，推进课堂教学改革。分批次组织教师

参加“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法”“行动导向教学法”等教学

方法培训班。推动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广泛应用，

加大现代化教学设备及网络教学平台建设的投入，所有

教室都已升级改造为多媒体教室；鼓励教师根据教学需

要，开发多媒体教学课件和网络课程。自 2006 年以来，

学院每年举办一届校级多媒体教学课件开发竞赛，并遴

选、推荐优秀作品参加省和国家级多媒体教育软件大奖

赛。201—2014 学年，全院教师开发的多媒体教育软件

荣获国家级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3 项，广东省二等奖 5

项、三等奖 3 项。
（三）加强“质量工程”项目建设与管理

加强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的立项建设与管理工

作，批准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31 项，包括 16 项重点

项目和 15 项一般项目，研究内容涵盖核心竞争力培养、
课程建设、教学方法与手段改革、教学评价机制以及课

堂与实践教学模式等方面。重视“质量工程”项目建设，

先后出台《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十二五”本科教学质量与

教学改革工程实施方案》《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研项目

配套及教学奖励办法（试行）》等文件，从政策保障、奖励

经费、经费配套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把“质量工程”项
目建设作为教学改革的重点。认真做好各级各类项目的

申报、中期检查、结项验收等管理工作，抓好项目内涵建

设，提高项目建设水平。
五、实践教学与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一）强化实践教学环节

为满足实践教学需要，加强实验实训室、校内外基

地建设，建有计算机学院实验中心、电信学院实验中心

等 11 个校级实验中心，职业教育师范技能训练中心、综
合性工程训练中心等 8 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设有

电气工程虚拟演练重点实验室和“光机电一体化”研究

型重点实验室两个省级重点实验室。学校共建有 28 个

校级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广州周立功单片机科技有限

公司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广州思普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实践教育中心等 5 个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

地，广州华南资讯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1 个

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各专业高度重视学生

专业实习和教育实习，选派优秀教师进行指导，严格按

教学计划完成了各项实习任务。
（二）构建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贯彻教育部关于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教学的

要求，加强创新创业相关课程建设。将必修课“大学生职

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调整为“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就

业指导”2 门课程，总计 38 个课时，2 个学分。其中，“职

业生涯与发展规划”24 个课时，1.5 个学分；“就业指导”
14 个课时，0.5 个学分。开设相关选修课或公开讲座，

如：“创业实务”、“创业实践”、“创新与创业”、“院士论

坛”、“企业家论坛”等选修课和讲座。经过几年的探索，

已初步形成以“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和“就业指导”两
门必修课为主体，公共选修课为辅助，各类宣讲会、交流

会、“创业教育”专题讲座活动为补充，数字化学习平台

为依托的立体化课程体系。相关课程建设取得较好成

效，学院“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课程获评为全国职业发

展与就业指导示范课程；学院教师编写出版了《职业生

涯规划与就业指导》《创业意识与实践》等教材。
基于学校办学定位，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树立

科学、适应社会需求、学科教育与技能教育相结合的人

才培养观，保障学校向应用型大学转型发展的顺利进

行。有效实现专业与产业、专业培养方案与产业发展规

划、专业教学过程与产业生产过程的对接，必须加强教

学建设和改革，优化专业结构和课程体系、转变教育观

念，因材施教，培养基础扎实、技能突出、品格健全、发展

力强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实现人才培养的目标，提升

人才培养的质量。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

量的若干意见[Z].教高[2007]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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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质量是教育发展的永恒主题，不仅关系到

高校的生存和发展，而且还关系到国家高层次人才

的培养和社会经济发展。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
段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人才的培养也随之转入

“大规模生产”时期，发展数量与确保质量之间的矛

盾日益突显出来，建立和完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

系已刻不容缓。
一、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内涵

“质量保障”一词源自英文（Quality Assurance），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Quality Assurance in Higher E-
ducation） 这一术语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开始在高

等教育质量文献中被普遍采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

体系就是在现代质量管理和现代教育评价思想指导

下，根据教学质量保证对象和质量保证活动的需要，

依据一套质量评估指标体系，按照一定的程序，对高

等教育质量进行控制、评估和审核，使高等教育培养

的人才、开展的科学研究以及所进行的社会服务等

一系列活动持续达到预定的目标，以保障高等教育

的质量，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有计划、有组织、有系

统的活动过程[1]。它是政府的外部保障和学校内部质

量控制的有机统一。在外部保证机制上，政府通过建

立质量保障平台和外部质量评估，并采取控制、监督

和鉴定等措施检查并报告高校履行其职责的情况，

主要目的在于控制高校质量保障活动的结果和高校

对教学质量的关注，向高等教育的有关“利益相关

人”提供信任；在内部保证机制上，关注的核心是在

高校建立标准化质量管理体系及对其运转情况进行

审查，重点是高校对内部活动质量的监督和管理[2]。
在当今高等教育界，教育质量保障已成为高等教育

改革与发展的重要议题，质量保障已成为对高等教

育质量进行监控和评估的制度体系。
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功能

教学质量管理是通过建立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开展教学质量保证活动来实现的。高等教育质量保

障体系的内涵决定了该体系具有鉴定、监督、导向、
激励等多种功能，从而对高等教育起到保障作用，其

主要功能如下。

（一）鉴定功能

高等教育管理者根据质量保障体系确立的标准

与目标，对教育质量进行评鉴，判断学校的各种教育

教学活动是否达到预期的最低质量标准，是否符合

教育规律，帮助教育者分析教育过程的得与失，总结

经验和教训，从而有的放矢地改进工作，起到鉴定高

等学校的教育质量是否达标的作用。
（二）监督调控功能

教育主管部门或高校通过实施质量保障体系，了

解学校执行教育方针政策、资源配置、日常教学情

况、毕业生就业率及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等状

况，对整个质量保障过程进行及时调控。学校的管理

人员和教职员工可以通过制度化的渠道进行自我监

控，检查教学目标、教学活动、教风学风状况及教学

效果等，监督各项教学工作按预定计划进行，保障学

校的教学质量[3]。
（三）导向性功能

该体系使学校及时了解社会对高等教育结构的

需求、期望以及基本评价，发现自身在满足社会需要

方面存在的优点与不足，引导教师和学生的教学行

为走向规范。依靠质量政策、质量文化等对全体人员

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依靠质量目标、质量标准、质
量制度等对教职员工的质量工作进行约束和规范，

引导他们调整自己的质量行为，推动教学工作的顺

利进行。
（四）激励功能

高等学校通过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对自身作

出正确的评估，增强质量意识和效益意识，增强对学

生、政府和社会的责任感，激励高等学校不断进取，

提高教育质量，努力做好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工

作。高校可结合实际情况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

把物质奖励和精神激励结合起来，调动和激发全体

人员教学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促进教学目标

的实现。
三、完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途径

大众化教育给高等院校办学造成巨大压力，不

同程度地造成了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生源质量降低，

[摘 要]高等教育是国家和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础，教育质量是高校核心竞争力所在，构建完善的教育质量保

障长效机制是高校生存和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论述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内涵和基本功能，从强化质量保

障意识、加大教育投入、优化专业课程设置、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多方面提出健全和完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

系的新途径。
[关 键 词]高等教育；质量保障；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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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软硬件条件远远跟不上，教学管理滞后，强调办

学规模而专业设置雷同化、职业化等种种问题。目前

的现状迫切需要健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处理

好规模与质量的协调发展，可从以下六个方面加以

完善。
（一）强化质量保障意识，构建完善的高等教育

质量管理与监控体系

高等院校要加强质量意识教育，使广大师生牢

固树立“质量第一”的观念，本着对社会和教育消费

者负责的精神，通过引导、激励等机制，营造良好的

质量文化氛围，以质量求生存、求发展，使质量文化

思想成为学校生存和发展的中心价值思想。高校作

为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内部主体，要建立完善的校、
院、系三级教学质量评估体系，包括规章制度、评估

考核项目及指标，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具有专门评价

知识的教学质量管理队伍，分别对教学内容、教学方

法、学生的学习状况等涉及教育质量的各个环节进

行全方位的监控与评估。根据市场化、社会化的要

求，建立科学的高校人才质量评价体系，对毕业生质

量进行监控和科学评价，将人才培养质量作为衡量

一所高校教学水平的主要指标，用市场来检验高等

教育质量。
（二）利用多种渠道，确保高等教育充足的经费

来源

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导致不少高校办学经费紧

张，高校要对现有资源合理配置，多渠道筹措办学经

费，努力探索自主办学、自我发展的有效运行机制。
在遵循国家教育方针和办学方向的前提下，实行高

等教育基金制和教育股份制，把学校办成一个对外

能够适应与满足社会及个体不断变化的教育需求，

对内充满竞争与合作、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俱佳的

健康的组织，条件成熟时可试行通过资本市场进行

教育融资，使社会上各种闲散资金投向教育行业。鼓

励和引导学校与企业、社会合作办学，积极寻求社会

各界对学校的支持，并把捐资集资与培养学生结合

起来，使那些为高校筹集资金的单位能够优先选择

急需的专业人才，这样既可以满足企业的人才需求，

又可以解决学校经费不足和毕业生就业分配供需脱

节的问题。
（三）优化专业和课程设置，重视教学创新

根据市场发展对未来人才的需求调整学科专业

设置，课程的设置要体现宽口径、厚基础的普通教

育，为学生打下坚实的公共基础和学科基础，提高本

科教育质量与培养目标的符合程度。以“培养现代化

建设需要的、具有较强综合素质、实践能力和创新精

神的高级专门人才及应用型人才”为方针，培养学科

交叉、知识综合的复合型人才，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

的需求。优化课程体系，改革单一的学科型课程模

式，精选教学内容，突出实践特色，将最必要、最先

进、最有效的课程内容提供给学生。积极运用现代教

育技术、多媒体、教学课件、网络课程资料等先进手

段。更多地关注课程与学科专业的评价，教学质量和

效果的评价，教学过程的监控，这些是构成、保障教

学创新的基本环节。
（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采取有效的激励机制

教师是教学和科研的主体，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是保证高等教育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积极引进高

学历层次人才，鼓励和支持中青年教师有计划地以

各种形式攻读博士、博士后；支持教师到国内外高水

平的大学进修、合作研究或参加培训；以学科建设为

切入点，培养学术带头人和学科骨干，打造“双师型”
的教师队伍和高水平的教学科研团队；营造良好的

学术研究氛围，激发广大教师从事科研和教学的热

情，引导教师正确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完善人事

分配制度，建立公平竞争和有效的激励机制，推行教

师职务聘任制、定期考核、择优上岗，合理设置高、
中、初级教师职务岗位。加强教学信息的交流，通过

观摩教学、聘请优秀教师开设讲座、青年教师教学竞

赛以及教学课件资源共享等形式，使教师能充分汲

取各家之长，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在竞争与激励中发

挥创新能力。
（五）建立有效的信息反馈机制，对教学进行及

时评价

良好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是质量保障的重要组

成部分，教师、学生、学校职能部门、用人单位、家长

都可作为评价主体参与到教学质量的评价和反馈活

动中来，形成对教学质量的多角度的审视，以保证教

学质量评价的客观合理性。建立多渠道的、畅通的信

息反馈系统，除了采取课堂测评、教学检查、专家听

课、问卷调查等直接方式外，还可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建立教学信息反馈网站或教学评价专用信箱等，

使教学质量信息以客观、迅捷的方式得以上传下达。
多样化的信息反馈渠道使教师更好地了解自己教学

的具体情况，及时发现影响教学质量的诸多要素，并

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建立专任教师档案，记载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反映其教学质量的各方面信息。
对在教学评价中某方面成绩突出者以及评价成果优

异者，给予嘉奖或与年度考核、专业技术职务晋升挂

钩，激励教师自觉而努力地提高教学质量。
（六）激发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加强学风建设

学生是教育质量的载体，改善对学生的管理，把

学生的心理、知识能力结构等状况作为教学的逻辑

起点，把学生学习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完善人

格作为教学的逻辑终点。强化师生之间的知识、情
感、人格等方面的互动来激发学生的活力，调动其学

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他们更加主动地参与到教

学中来。针对新形势下学生的思想实际，加强校风、
学风和校纪校规教育，使学风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达到有机结合。开展格调高雅、丰富多彩的课外

科技文化活动，并充分利用选修课、第二课堂扩展学

生学习的领域，营造健康、高雅、向上的校园文化，强

化人文环境。如开展教授系列讲座，组织优秀学生学

习经验交流会，举办各种学习竞赛和科技作品展，开

展文化艺术与社会实践等活动。把学生在学习方面

所取得的成就列入奖励范围，譬如学生的创造发明、
发表的科研论文和作品，都应赋予一定的奖励，从而

设置多元的学习目标，引导、激励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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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
`

质量工程
”

建设的思考

— 以广东技术师范学院为例

罗 平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广东广州 50 166 ) 5

【摘 要 〕教学工作是高校的工作重心
,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教育工作 的关键
。

广东技术师 范学院高度重视教育

教学质量的提升
,

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 目的建设对全面持续推动高校教育教学改革
、

提升 办学水平和教 学效 果
,

进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的推动作 用
。

〔关键词」高校 ; 质量工程 ;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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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

省教育厅高度重视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 ( 以

下简称
“
质量工程

”

) 项 目建设 湘继出台 《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
“
十二五

”

期间实施
“
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

”

的意见》( 教高 [201 1」6 号
、

《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

量的若干意见 》(教高 〔201 2 〕4 号
、

《关于以协同创新为引领全

面提高我省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 》( 粤府办 〔2 0 12 〕10 3 号 )

和
<

广东省高等教育
“
创新强校工程

”

实施方案 ( 试行 ) 》( 粤教

高函 〔2 01 4 〕8 号 ) 等相关文件
,

对实施
“
质量工程

”

作了战略部

署和总体规划
。

二
`

质量工程
”

项 目建设总体目标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以
“
面向职教

,

服务职教
,

引领职教
,

特

色发展
”

为办学定位
,

致力于培养高素质职教师资和应用型专

业人才
,

已成为重要的职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
。

紧密围绕
“
十

二五
”

及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的工作目标和要求
,

坚持育人为本
、

能力为重
、

全面发展
,

坚持
“
深化改革

,

规范管

理 焙育特色 提高质量
”

的教学工作方针
,

以协同培养为重点
,

扎实推进
“
质量工程

”

项目建设 推动创新培养模式和高校内涵

发展 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

按照总体规划
、

分类指导
、

分级

实施的原则
,

边建设
、

边应用
、

边发展
。

在各类省级和国 家级
“
质量工程

”

项 目上重点突破 着力培育与建设 巧 0 个左右的校

级项 目
、

建设 110 个左右的省级项 目
、

建设 4 一 6 个国 家级项

目
。

努力构建校级
、

省级和国家级上下贯通
、

较为完整的三级
“
质量工程

”

项 目建设体系
,

以点带线
、

以线带面 引导和带动学

院系列项 目建设 扩大
“
质量工程

”

的覆盖面和受益面
。

二
、

实施
“
质量工程

”

取得的初步成效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高度重视
“
质量工程

”

项 目建设
,

以校级

建设为基础 决出重点
、

凝练特色
,

全面争创省级及 国家级
“
质

量工程
”

项 目
,

努力构建国家
、

省
、

校三级
“
质量工程

”

建设体

系 取得较好成效
。

( 一 ) 国家级
“
质量工程

”

项 目取得突破性进展

自 2 0 12 年以来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获批多个国家级
“
质量

工程
”

建设项 目 在国 家级
“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 、

国家级精品

资源共享课
、

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
、

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

教育基地等多个项 目上均实现零的突破 镇补了我院国家级项

目上 的空白
。

我院现有国家级
“
质量工程

”

项目 7 项
,

获批的国

家级
“
质量工程

”

项目数位居全省地方院校之首 在全国地方院

校中也名列前茅
。

(二 )省级
“
质量工程

”

项 目年获批数逐年升高

近三年我院共获批广东省
“
质量工程

”

建设项 目 10 4 项
,

呈

逐年递增趋势
。

截至 目前
,

我院已有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14

门 省级特色专业建设点 6 个 省级
“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
3 项

」

省级教改项 目 27 项 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5 个
,

省级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5 个
,

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1 个
、

省级教学团队 1 个等
,

已基本覆盖所有省级
“
质量工程

”

建设项

目类别
、

数量较多 顽目建设内容丰富
、

各具改革特色
。

( 三 )初步形成三级
“
质 量工程

”

建设体系

加强
“
质量工程

”

项 目建设组织领导与管理
,

先后出台 《广

东技术师范学院教学改革与教学研究立项项 目管理办 ;劫
、

《广

东技术师范学院校级名牌特色专业评选与建设办 ;劫
、

《广东技

术师范学院精品建设课程管理办法》等一系列系列配套政策和

文件 开展 了系列校级
“
质量工程

”

项 目立项建设工作
。

在校级

建设培育的基础上
,

遴选推荐建设成效突出
、

基础较好的项 目

申报省级和国家级
“
质量工程

”

项 目
,

已初步形成国家
、

省
、

校三

级
“
质量工程

”

建设体系
。

三
、

进一步加强
“
质量工程

”

项 目建设的思路

( 一 )做好 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根据
<

广东省教育厅
、

广东省财政厅印发 < 广东省高等教

育
“
创新强校工程

”

实施方案 ( 试 行 ) > 的通知 》 ( 粤教高函

2[ 0 14 」8 号 ) 等有关文件精神
,

为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
, “

十二

五
”

期间省级质量工程项目建设 省教育厅将只开展限额推荐
、

形式审查
、

绩效考核和认证性结题验收等工作
,

具体项 目建设

内容将由各高校自主规划
、

自主建设
。

在
“
质量工程

”

建设规划

方面 结合学校实际
、

突出特色
,

有所为有所不为
,

统筹制定建

设规划 ; 努力做好培育工作
,

力争校级
、

省级和国家级
“
质量工

程
”

项 目比例达到 8 : 4 : 1
。

(二 ) 分类指 导
、

分级实施
“
质量工程

”

建设项 目类别包括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 区
、

卓越人才培养计划
、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

战略新兴产业特色专

业
、

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
、

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

精品

视频公开课
、

精品资源共享课
、

教学团队
、

精品教材
、

教 师教学

发展中心
、

试点学院
、

教学研究与改革项 目
、

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
、

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和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 目等 16 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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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项 目的建设 目标
、

定位
、

申报条件各不相同
、

建设内容各有

侧重
、

改革思路和具体措施各有差别
,

所以在
“
质量工程

”

项 目

实施过程中
,

建立分类指导机制 根据各项 目的具体特点分类

予以建设 健立各有侧重
、

各具特色的各类别项 目建设体系
。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逐步完善校级
、

省级和国 家级三级
“
质

量工程
”

项 目建设体系
,

以校级质量工程项 目为基础
,

开展校级

教学改革研究项 目
、

校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

校级精品

开放课程和校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立项建设 做好省级及以上

项目培育工作 ; 遴选推荐建设情况 良好
、

特色明显的项 目申报

省级质量工程项 目
,

建设期满通过省教育厅验收
,

正式挂牌的

省级项 目 推荐申报国家级质量工程建设项 目
。

质量工程各项

目类别虽有区别 但也有一定的层次递进关系 采取分类指导
、

分级建设 提高项 目建设水平
。

( 三 ) 以协同创 新为 突破 口
,

推进职教师 资和应 用 型人才

培养

开展高职院校与本科高校协同育人试点工作
,

与广东机电

职业技术学院
、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及河源职业技术学院等

三所省级示范性职业院校合作
,

试点
“
四年制应用型本科人才

培养项 目
” 。

由我院通过普通高考招收学生
,

按照协同培养的

原则 字籍管理
、

毕业证书和学位授予等由我院负责 后作高职

院校协作培养两年
。

试点
“
三二分段专升本应用 型人才培养

”

项目
。

合作高职院校通过普通高考招收学生 胺五年人才培养

方案要求
,

完成三年高职学段学习
,

获得试点高职院校普通高

职毕业证书 ; 通过转段选拔考核的学生进入我院试点专业学习

两年 河获得我校普通本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

推动校校
、

校企以及校地深度合作
,

协同培养技术技能型

及高素质职教师资人才
。

一方面
,

继续推进我院与广东机电职

业技术学院合作建立的
“

机电类专业五年制专本连读职教师资

( 应用型 )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 区
”

相关工作 ; 另一方面
,

在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的基础上 推进我院与职业院校
、

行业
、

企事

业单位的深度合作
,

试行卓越职教师资
、

卓越工程师及卓越文

科人才等卓越人才培养计划 探索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新

模式
。

( 四 ) 加强专业
、

课程体系建设

按照
“
构建以工为主 理

、

工
、

经
、

管
、

文
、

艺
、

教
、

法等多学科

协调发展的学科格局 形成理工强
、

文教法优
、

经管艺特的优势

学科集群
”

专业建设基本思路 对现有专业进行优化调整
、

适度

增设新专业 厦点建设机电类
、

电子信息类
、

计算机类
、

经管类

等专业集群 实现专业对接产业 ; 推进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

应用

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的
“
质量工程

”

项 目建设 发挥各专业的主

动性创造性 在培养模式
、

教学团队
、

教学方式
、

教学管理等专

业发展的重要环节实施综合改革 捉进人才培养水平的整体提

升 形成一批教育观念先进
、

改革成效显著
、

特色更加鲜明的专

业点 引领示范其他专业的改革建设
。

以精品课程建设为重点
,

全面带动系列课程建设
,

积极推

进校级
、

省级和国家级三级精品开放课程建设体系建设 ; 深化

课程教学改革 探索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的课程教学组

织方式
,

推进多元化课程教学模式 ; 促进现代信息技术在教学

中的应用
,

提高课程信息化建设水平 胸建网络化教学平台和

数字化教学资源库 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共享
。

(五 ) 强化实践教学环节

以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为目标
,

深化实践教

学体系改革 加强实验实训建设
,

推进校级
、

省级和国 家级三级

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和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 目立项建

设工作
。

推进课堂教学改革
,

认真组织本科课堂教学观摩竞

赛
、

多媒体课件开发竞赛和教学方法培训与交流等教学活动
。

大力推进学生学科竞赛与技能竞赛
,

搭建校内学科技能竞赛平

台
、

精心组织学生参加各级各类学科专业竞赛活动
,

如全国数

学建模比赛
、

全国电子设计大赛
、

全国
“
挑战杯

”

大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作品竞赛
“

飞思卡尔
”

杯智能汽车竞赛等参与面广
、

影

响力大的赛事 提高学生创新能力
、

培养创业意识
。

( 六 )提供经费
、

制度保障

将协同创新思想贯穿于人才培养和项 目建设的全过程
,

努

力破除学校内部学科
、

部门之间以及学校与外部之间的壁垒
」

推动校校
、

校企以及校地深度合作
。

按照教育教学发展的规律

及学校工作实际
,

制定
、

完善各项支持项 目建设的相关制度和

文件 推进项 目管理制度化
、

规范化
、

科学化 在政策上给予保

障
。

建立相关激励与约束机制
,

进一 步完善 《广东技术师范学

院教研项 目配套及教学奖励办法 ( 试行 ) 》等相关资金配套管

理办法 股立专项资金开展校级
“
质量工程

”

项 目立项建设
,

对

省级和国家级建设项 目给予奖励和配套建设资金
,

予 以经费

保障
。

加强项 目过程管理
,

对项 目培育
、

项 目申报
、

开题
、

中期检

查及结题验收等环节实行全过程管理 定期召开
“
质量工程

”

项

目建设研讨会和检查会 督促各项 目组按时完成项 目阶段性研

究任务和目标
,

协调解决项 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保证项

目研究的顺利推进
。

注重项 目的培育和后续建设
,

项 目建设期

满
,

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良好
、

建设成效突出
、

特色明显的项 目
」

推荐参加省教育厅组织的认证性结题验收; 通过验收
、

正式挂

牌的省级项 目
,

学校将继续提供经费予以支持
,

并推荐申报国

家级
“
质量工程

”

项 目
。

四
、

小结
“
质量工程

”

项 目是
“
创新强校工程

”

的重要组成部分
,

对

于推动高校内涵发展
、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的推动作

用
。

在今后的工作中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将继续贯彻落实教育

部
、

教育厅相关文件精神
,

按照
“
创新强校工程

”

( 201 4一 2 0 16

年 )建设规划 不断加大
“
质量工程

”

项 目建设力度
,

扎实推进

校级
、

省级和国家级三级
“
质量工程

”

项 目体系建设
,

并充分发

挥其在教学改革上的引导
、

示范和辐射作用
,

为提升我院办学

水平
、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做出更大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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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识 教 育 ( general education) 也 称 博 雅 教 育、全 人 教

育、通才教育，是指基于人的全面发展需要而实施的一种

非职业性和非专业性的教育。应用型本科院校虽以应用

型人才培养、专业化教育为基本定向，但适当开展通识教

育、在人才培养体系中设置一定比例的通识教育课程已逐

渐成为共识，为大学生开设公共选修课是重要举措之一。

2007 年《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

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 教高［2007］2 号) 明确提出: 通过

推进学分制、降低必修课比例、加大选修课比例，增加学生

自主学习的时间和空间，拓宽学生知识面，增强学生学习

兴趣，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目前应

用型本科院校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除了一部分为必修课，

如大学语文、英语、计算机应用基础、体育等，大多数还是

学生必须跨专业、跨学科选修的公共选修课。要重视公共

选修课在高等教育课程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

根据广东技术师范学院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的安

排和具体要求，公共选修课分人文社科类、经济管理类、艺

术类和自然科学类四大类，是对公共课平 台 的 补 充 和 扩

展。公选课面向全校各专业的学生开课，课程设置注重文

理渗透。各专业学生( 艺术类除外) 要选修艺术类课程 1

门，2 个学分; 本科各专业学生公选课学分不低于 10 学分

( 含人文科技讲座 2 学分) ，专科生不低于 6 学分。其中，

文、理科互选课学分要达到 4 学分以上。学生跨学科、跨专

业修读的课程学分可计入公选课范围，修读文科类二级学

院的课程视为人文社科类选修课，修读理工类二级学院的

课程视为自然科学类选修课，修读经管类二级学院的课程

视为经济管理类选修课，修读艺术类二级学院的课程视为

艺术类选修课。

一、公共选修课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通识教育课程( 公选课) 具有课程设置多元化、课程种

类多样化的特点，为培养知识面广、基础扎实、品格健全、

发展能力强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推进人才培养机制的完

善提供了基础。虽然各高校对开设公共选修课的必要性

已有明确的认识，但对其重要性认识不足，很多高校的公

选课面临虽普遍开设却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教学效果

不明显，未能很好实现课程的教学目标。表现为公选课在

课程体系建设、师资队伍管理、教学质量监控、教学方式、

课程考核制度等方面出现的诸多问题。

( 一) 缺乏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规划

很多高校对于公共选修课的开设缺乏宏观的调控和管

理，也没有合理的课程规划和建设资金投入。由于高校开

设公选课的教师群体较少，公选课的开课总数量不足，容

易导致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的情况。处于只要教师提

交开课申请就可以开课的自发状态，至于为什么要开设这

门课程、如何上好这门课，缺乏有力的调查实证。对于课

程教学的内容、学科结构的设置、知识体系的更新，没有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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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规划和全局性的考虑; 普遍存在开课课程重复、混乱，课

程之间不能进行合理的衔接和互补的情况; 教师开设和取

消课程较随意，无法保障课程的连续性; 课程的名称虽不

尽相同，内容却大同小异; 不同学科的课程类型设置不合

理，人文社科类课程偏多，自然科学类和艺术类课程开设

较少，难以满足学生多种类、多层次的需求。

( 二) 缺乏优质、稳定的师资队伍

受传统的注重学科专业建设思想的影响，许多高校将

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普遍

对公共选修课的课程建设关注度不高。高职称教师尤其

是教学名师较少开设选修课，开课教师多为初级、中级职

称的青年教师，或来自各教辅单位、行政部门的行政人员

和学生辅导员，他们大多缺乏丰富的教学 经 验 和 授 课 技

巧。教师对开设公选课积极性不高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

是选课学生来自不同院系的不同专业，专业背景不同，知

识结构差异，学生综合素质参差不齐，老师上课对知识点

的讲解难度加大; 二是选修课班级课堂规模大，少则近百

人多则数百人，且来自各个不同的专业，管理难度大，难以

维持较好的上课纪律，影响教学效果; 三是由于学生人数

多，老师很难做到每节课都点名，加上学生对选修课的重

要性没有足够的认识，往往应付了事，导致课堂缺勤率较

高，甚至存在混学分的现象，很难调动老师上课的积极性。

( 三) 缺乏完善的教学质量监督体系

公选课大多安排在周五晚上或周末上课，特定的时间

段使教学督导组难以对整个教学过程进行有效地评估、督

导，容易出现教学监控不到位的现象。由于公共选修课具

有学科门类广，知识点更新快、课程种类多的特点，不同的

授课教师对教学过程、授课方法、知识点的把握存在较大

的差异，对于应该开设什么样的课程及如何上好这门课程

难以制定统一的评价标准，缺乏有效的竞争激励和淘汰机

制。学生来自不同的院系专业，专业结构和知识背景差异

较大，对课程教学质量的监控和教学效果难以用统一、明

确的标准进行评判。

( 四) 缺乏教学方法、手段的创新

公共选修课程多以理论教学为主，“填鸭式”教学手段

生硬、缺乏创新; 班级人数太多且学生之间相互不熟悉，老

师很难与学生进行互动、交流。受师资力量短缺、教学场

地不足等客观因素的制约，一名老师、一叠讲稿、一份课件

就可以完成整个教学过程，这种一成不变、照本宣科的教

学方式难以调动他们的学习兴趣，也不能激发学习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

( 五) 缺乏科学的课程考核评价机制

公共选修课作为考查课，一般根据学生上课的出勤、

上交作业情况给出课程成绩，即使组织考试也多以开卷的

方式进行，很多学生错误的认为学习选修课就是为了拿学

分，只要按时考勤并上交作业就肯定能拿到学分。由于缺

乏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标准，导致老师在为学生给成绩

时主观随意性较强，学生到底掌握了多少知识、综合素质

到底提升多少很难界定，通过开设公选课优化学生知识结

构、提升综合素质的目标未能很好实现。

二、优化公共选修课教学管理的策略

公共选修课存在的种种问题严重制约着课程教学和学

生创新能力培养的顺利进行，应校正公选课在应用型人才

培养体系中的科学定位、完善公选课教学管理模式，加强

公选课的教学管理，提高公选课教学水 平 及 人 才 培 养 质

量，更好地实现公选课的教学目标。

( 一) 明确公共选修课在高校课程体系的科学定位

为保障高校向应用型大学转型发展，要对传统教育思

想、理念进行更新变革，有效实现人才培养目标与综合素

质培养相结合，理论教学过程与专业技能深化相对接，探

索实践“知识 + 技能”、“学科教育与技能教育相结合”的应

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为更好实现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的目标，需明确公共选修课的重要作用和科学定位问题。

改变传统教育模式中只注重专业课程的学习，否定通识教

育类课程重要性的错误思想，明确专业课教育和通识教育

的科学定位，理清开设公共选修课与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

才的关系。课程设置 上，协 调 专 业 理 论 课 与 选 修 课 的 设

置，加大选修课所占学分，设置创新与技能竞赛等课外科

技文化活动学分。合理构建公共选修课学科结构，可参照

美国哈佛大学的选修课构成比例，即自然科学 29% ，社会

科学 31% ，人文类 40%。既要从思想上对公选课在应用型

人才培养方案中的科学定位有明确认识，也要从实践角度

对现有不合理的课程设置加以规划调整。

( 二) 完善课程管理模式的改革

结合本校的办学特色和人才培养方案的目标要求，教

学管理部门对公共选修课制定总体的课程建设规划，形成

科学地课程管理体 系。一 方 面，明 确 课 程 建 设 方 向 与 目

标、根据学校办学特色确定重点建设课程，制定年度建设

计划、健全相关配套措施、落实建设资金等。加大资金投

入，扎实推进公共选修课精品课程建设，奖励优秀课程，充

分发挥其在课程建设中的示范引领作用，从政策保障、奖

励经费、经费配套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推进公选课的课

程建设。另一方面，可尝试对教务处作为主管单位全权负

责管理公选课的模式加以变革，形成以开课的二级学院管

理为主、教务处管理为辅助的分权型管理模式。即: 教务

处负责安排公选课的建章立制、总体规划、学科设置、课程

衔接顺序等宏观领域; 课程的开课规划、课程审批、考核管

理、质量监控、任课教师及上课时间安排等由开课的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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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负责。

( 三) 重视公选课课程建设，有效拓宽课源

公选课课程质量不高、开课数量不足的现状在许多高

校普遍存在，难以完全满足学生的选课需求，这一现状亟

需改变。第一，为便于教学管理部门对公选课的开课进行

宏观的管理和调控，改变由任课教师自愿 申 报 开 课 的 方

式，采取个人自愿申报与二级学院下达强制性教学任务相

结合。第二，鼓励高职称教师、教学名师、相关专业的专家

学者开设不同学科类型的课程，可涉及文、理、工、法、管、

医、艺、体、科技等多个学科领域，保障课程资源的供给，满

足学生多元化的知识需求。第三，为丰富公共选修课的教

学资源，满足学生对优质课源的需求，可充分利用现代教

育技术手段，积极开发网络公共选修课程即尔雅课程，建

立以数字化学习平台为依托的立体化课程体系。第四，考

虑到公选课班级人数较多、学生专业背景不尽相同上课难

度大的实际情况，可采取适当提高教师的课酬标准或增加

课时系数的方式，调动老师上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效

增加课源。

( 四) 推进教学方式改革创新

学生对公共选修课学习兴趣不高的现状应成为教师潜

心探索教学改革、推进教学创新的巨大动力。通过多样化

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形式，使原本抽象、枯燥的理论知识变

得生动、直观、具体，以更好体现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性地

位。教师可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恰当运用多媒体教学法、

讨论教学法、实践教学法等多种形式，加强与学生的互动

与交流，更好地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参与精神，使每堂

课都充满新鲜感和趣味性。与学生的互动和沟通让他们

感觉老师像朋友一样具有亲和力，营造轻松、活泼的学习

氛围，有助于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 五) 建立科学的考核体系

公选课不同于专业课，它的教学成果不是简单的理解

一个原理或记住一个公式，而是体现在人文素质的提升和

创新能力的培养。学校可聘请不同专业的资深教师、专家

作为教学督导成员，不定期深入课堂听课，科学监控课程

教学质量，对任课教师的教学态度、授课方法、知识水平等

形成客观、准确的评定。对于学生反响好、评价高的课程，

给予任课教师额外的物质奖励。建立科学的课程考核评

价体系，尝试新的考核形式，形 成 包 括 课 堂 讨 论、平 时 作

业、期末测试、课堂考勤、调查报告、论文发表、参与社会实

践活动等相结合的综合考核标准。这种新型的考核方式

不仅体现了选修课教学的特殊性，也是检测学生综合素质

提升的 有 效 途 径，能 极 大 调 动 学 生 学 习 的 积 极 性 和 主

动性。

小结

公共选修课对于促进大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提升

人文知识素养、拓宽知识面、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

有着重要的作用。对通识教育类课程的课程体系、教学方

式、课程质量监督、考核方式等加以改革和创新，注重知识

的科学性、全面性和实用性，促进知识的深入理解和融合，

提高课程教学质量，积极探索课堂教学与实践能力培养相

结合的课堂教学新模式。各高校应重视公选课的课程建

设，以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提高他们自主学习能

力和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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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blic elective course，as an important part of university curriculum system，ha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extending students ＇ knowledge， training humanism and scientific literacy， improving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developing

innovation ability． Ｒegarding the present problems of unreasonable curriculum system，lack of excellent teachers，imperfection of

teaching supervision system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this paper provides suggestion and improvement measures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reasonable planning of curriculum system，completing curriculum management monitoring system，expanding high quality

courses and promoting teaching methods innovation．

Key words: public elective course; teaching management; optimization; measures

·43·

2015 年 6 月 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第 2 期



美国著名的教育专家马丁·特罗认为，以高等教育
的毛入学率为衡量指标，高等教育的发展可分为精英、
大众、普及三个阶段，低于 15％为精英教育阶段、介于
15％—50％之间为大众教育阶段、达到 50％以上为普
及教育阶段。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高校开始大规
模扩大招生，在大学生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如何提升
高等教育教学质量越来越被教育专家、学者所关注。《中
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应当
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开展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保
证教育教学质量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总的来看，高等
教育质量包括人才培养质量、课程教学质量、教师科研
能力、师资水平、学风建设等多方面。

一、提升课程教学质量的重要意义
2010 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2010—2020 年） 中指出：“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
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1]作
为高等教育质量的核心组成部分，提升课程教学质量的
重要意义如下。

第一，推动了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实现课程建设的
可持续发展。科学、系统、多元化的课程建设体系是深化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改进高等教育管理、提升高校教育
质量，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根本途径，是高等教育健康、
合理、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推动。

第二，有助于推进师资队伍建设。教师作为课堂教
学的主体和实施者，他们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专业素
养和学术水平，对课程教学质量有着直接的影响。从一
定程度上来说，课程教学质量与教师队伍的综合素质、
教学能力、工作态度是息息相关的，教学质量的提升必
然会对师资队伍建设提出新的要求。

第三，顺应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对高校教育质
量提升的要求。截止到 2015 年 9 月，全国共有高等学校
2852 所，高等教育在校总规模达 3647 万人，高等教育
的毛入学率达到 40％。由于招生规模的扩大和入学人
数的大幅度增长，加强课程教学质量建设，对实现专业
培养目标、保证人才培养质量、完成大学课程教学具有
重要作用，是解决大学生招生数量增加与人才培养质量
下降之矛盾的有效途径。

第四，提升大学生核心竞争力，有利于人才培养目
标的实现。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高等教育作为国家综合
实力的重要体现之一，对培养优质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迫
切[2]。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变化，以提升课程质量
为切入点，改革传统的人才培养结构，合理安排课程设
置，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综合能
力强的高素质人才，能推动社会经济的进步和不断发
展，成为提升综合国力和创新能力的动力支持。

二、提升课程教学质量的路径
大学生的专业课程设置要顺应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的开展、体现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反映知识经济
时代的挑战，其关键点是能提升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培
养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保障高等教育质量

的不断提升和可持续发展。提升高校课程教学质量的途

径有以下几点。
（一）顺应时代发展，转变教育思想观念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

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树立全面、科学、多元化、多层次的
高等教育质量观，以满足社会对人才多样化、个性化、多
类型的需求。以质量求生存，以特色求发展，强化教育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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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保障意识，对专业设置、课程安排、教学内容、授课模

式、教学方法手段、课程评价体系等不断进行改进和完

善。如英国、荷兰、美国、日本等国对高等教育质量保障

体系的研究起步较早，对如何提升课程质量和人才培养

质量积累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经验。我们应积

极借鉴他们的先进成果和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高等教

育发展的现实情况和就业市场对应用型人才的迫切需

求，构建合理、科学、系统的质量保障平台。
（二）把握好人才培养定位

高校作为开展教学工作的主体，要充分考虑到当前

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并根据自身的办学目标、特色和

实力，结合学校的师资状况、办学水平、专业和学科特

色，做好人才培养的定位。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将知

识、能力、素质与学生的个性协调发展相结合，以应用

型、创新型、特色型人才为培养目标，培养适应现代化经

济发展需要的、综合素质高、实践能力强，具有创新能力

和发展潜能的复合型人才。针对不同的学科专业，要突

出专业特色和学科定位，根据学科特点、师资情况、现有

办学条件、人才素质的需求，不断调整专业设置、课程结

构和人才培养目标，将人才培养的最终成果与满足经济

社会发展的需求相结合。
（三）制定科学、合理、规范的人才培养方案

人才培养方案是高校制定实施的关于人才培养目

标、学科专业设置、课程结构、专业教学模式、学分和课

时量等教育教学总体方案，对专业人才应具备的知识结

构、实践能力、综合素质、专业素养等提出明确的标准，

是教师组织教学过程、把握教学进度、完成教学任务的

重要依据。根据学校的办学定位和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实

际情况，对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做出相应调整，以人为

本、因材施教，优化课程内容和知识体系，形成科学、合
理的学科专业结构设置，更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对不同层

次、不同专业、不同类型的应用型和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四）优化课程设置，推进课程改革

树立课程人才观，把传授理论知识、加强专业实践

能力和提升综合素质作为人才培养的目标，注重学生的

知识、技能和素质的全面发展。积极探索构建以能力培

养为中心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注重“宽口径、厚基

础”的学科基础理论教育、基本技能和基本知识的传授，

同时突出专业技能课程的学习，实现从知识传授向注重

能力和素质培养的转变。推进课程体制改革，对课程目

标设置、课程内容、课程结构、课程评价等加以调整和创

新；优化专业核心课程和选修课程设置，开设专业选修

课、公共选修课，专业主修与辅修课程相结合；调整理论

课程与实践课程学分、学时比例，建立多学科、专业交叉

的课程体系，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五）建立课程质量保障平台，健全质量评价体系

高等院校作为课程质量保障体系的主体，教学主管

部门要制定课程质量保障的相关政策规定，建立不同专

业、不同类别课程质量评价体系标准，完善课程质量评

价体系的管理和相关协调工作。加强内部质量监控，建

立一个系统的、公平的、合理的课程质量监督评价体系，

对教学过程、课程设置、教师的工作态度、教学方式、教
学效果、教学目标的实现等方面进行监督和自评，对教

学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形成书面的质量评估报告[3]。
尤其要合理接受学生对课堂教学的反馈信息，并将其作

为教学质量评价的重要依据。健全学校、教师、学生相互

监督、相互评价的教学质量内部保障体系，对教学质量

进行自我监督和评价，有利于教学管理模式的改进，也

是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手段。
（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教师作为高校教学和科研的主体，教师队伍的师资

结构、综合素质、教学水平、工作态度与课堂教学质量息

息相关。坚持引进与培养并举，积极引进教授、博士等高

职称、高学历人才补充师资队伍，加大学科带头人和学

术骨干教师的选拔和培养工作。鼓励本校教师通过攻读

硕士、博士研究生、担任访问学者、到国内外知名院校进

修学习、参加继续教育等形式，不断提升综合素质和学

术水平。加强与其他院校、专业的文化交流与经验借鉴，

组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学术讲座、专题会议、教学研

讨会等学术交流活动。营造尊师重教的校园环境，创造

良好的学术氛围，鼓励教师在做好教学工作的同时，积

极开展科研活动和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七）推进精品课程建设

“国家精品课程”是指具有一流教师队伍、一流教学

内容、一流教学方法、一流教材、一流教学管理等特点的

示范性课程。重视精品课程建设的示范引领作用，构建

国家级、省级、校级三级精品开放课程体系，不断提升课

程建设水平。广泛利用网络平台和现代化教学信息资

源，提供精品课程让学生在线观看和学习，实现优质教

学资源的共享和充分利用。学生通过观看和学习不同院

校开放的精品课程，有利于了解其他高校的课程学习状

况，开拓了学术视野，加深了对专业课程的理解等。
三、结论
教学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灵魂和生命线，人才培养质

量是高等教育的核心，课程是教学活动开展的依据，也

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体现。在不断推进教育教学

质量提升的前提下，以课程教学管理改革为关键点，转

变高等教育思想观念，把握好人才培养定位，优化人才

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加强师资队伍培训，推进精品课

程建设，健全课程质量监督评价体系，形成全面的课程

教学质量保障运行机制，有利于专业课程的不断调整优

化和可持续发展，为提升高等教育教学质量提供有效的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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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转换原理及其输入命令，最后利用 ANSYS 对一压电陶瓷薄板的振动进行了模态分析，说明了压电陶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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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最早发现有压电性的陶瓷是 BaTiO3，1955 年，
美国的贾菲等人发现 PZT（锆钛酸铅）的优异压电特

性。 PZT 压电陶瓷具有 BaTiO3 压电陶瓷不可媲美的

压电性， 它的出现使压电陶瓷的应用翻开了新的一

页， 目前在压电振子和电声换能器两个方面应用较

广［1］。 超声电机（Ultrasonic Motor）是利用压电陶瓷的

逆压电效应和超声频振动， 将弹性材料的微观变形

通过共振放大和摩擦耦合转换成动子的宏观运动的

一种新型电机。 超声电机与电磁电机相比具有功率

密度大、低噪音、自保持、无电磁干扰、形状多样和结

构简单、紧凑等一系列优点［2］。
在设计超声电机时， 需对超声电机压电陶瓷复

合振子进行模态分析， 通过模态分析可得出振子模

态频率和振型， 而进行模态分析的一个有效方法就

是利用有限元分析软件 ANSYS。利用 ANSYS 对振子

进行模态分析时，需输入压电陶瓷的材料参数，主要

包括密度和三大矩阵：介电常数矩阵，弹性刚度常数

矩阵和压电常数矩阵。 但由于制造商提供的数据与

ANSYS 需要的数据格式有所不同，在参数输入前须

对数据格式进行转换， 本文分析了压电陶瓷参数数

据的转换原理和方法， 给出了各参数数据的输入命

令，并利用 ANSYS11.0 软件进行了实验分析。

1 ANSYS 在超声电机设计中的应用

由于压电陶瓷的变形量极小，约微米级，要使其

高效的产生形变， 最好的方法是施加与其机械固有

频率一致的超声频电信号使振子产生同频谐振。 不

同类型的超声 电机其 工作 时的振 动模态 也有所 不

同， 通过对电机振子进行模态分析以计算出振子的

谐振频率， 从而使所加激励信号的频率等于振子的

固有频率以最大限度实现机电能量转换， 这是超声

波电机设计中的关键；其次，通过对包含压电陶瓷的

振子的模态分析和谐响应分析， 可获取系统模态参

数，提取其振型，进而了解其动态特性。
对超声电机进行模态分析有多种方法， 而有限

元法是对超声电机振子进行频率、 模态分析时最常

用的方法。 因为超声定子结构复杂，进行理论分析比

较困难，而采用有限元法能适应较为复杂的情况，包

括振子所受的力和约束边界条件、 结构阻尼和不同

材料组成的复杂形状结构。
常用的有限元分析软件是 ANSYS，ANSYS 是融

结构、流体、电场、磁场、声场分析于一体的大型通用有

限元分析软件， 它能与多数 CAD 软件接口， 如 Pro/
Engineer，NASTRAN，AutoCAD 等实现数据的共享和

交换，是现代产品设计中的高级 CAD 工具之一。 利用

ANSYS 可对超声电机振子进行有限元模态分析、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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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运动仿真，并能大大提高超声电机设计的效率。

2 面向 ANSYS 分析时压电材料

参数输入与转换

首先列出了压电陶瓷的基本压电方程，为下面的

讨论提供了一个框架。然后详细讨论了把制造商提供

的数据转换为 ANSYS 需要的数据的方法， 这些数据

包括了刚度矩阵、介电常数矩阵和压电常数矩阵。
2.1 压电方程组

压电体是结构与电学的耦合体， 具有压电效应

和逆压电效应，是一些材料（例如，石英，压电陶瓷）
的天然属性。 压电体具有机电转换功能，可以把力效

应转换为电效应。 对于压电体来说，电场作用能使它

产生电位移，一些力也能在某些方向产生电位移；同

样，应力能使压电体产生形变，某些方向的电场也能

使它的某些方向产生应变。 压电方程组是综合反映

压电体在力学和电学作用下的变化以及它所遵循的

机电规律。 选择不同的边界条件和自变量，就可以得

到不同类型的压电方程组。
在压电材料的方程中所用到的符号如下： 机械

量有机械应力（T）和机械应变（S）；电学量有电位移

（D）和电场强度（E）。
制造商或公开发表的数据、报告给出的各 PZT 参

数数据的关系满足第一类压电方程组，具有如下形式：
��S ＝ S

E� �� �T ＋��d � �E ， （1）

� �D =��d
t � �T + ε

T� �� �E 。 （2）
式中，{T}=应力矢量 （6 个元素：x,y,z,yz,xz,xy）；{S}=应

变矢量（6 个元素：x,y,z,yz,xz,xy）；{D}=电位移矢量（三

个元素：x,y,z）；{E}=电场强度矢量（三个元素：x,y,z）；
［sE］=短路弹性柔顺系；{d}=压电应变常数矩阵；［d］t=
压电应变常数矩阵（转置）；［T］=自由介电常数，在恒

定应力条件下测得，例如：自由边界

另一方面，ANSYS 需要的数据须满足如下关系

式，即第二类压电方程组，边界条件为机械夹持、电

学短路。
� �T = c

E� ���S -��e � �E ， （3）

� �D =��e
T ��S + ε

s� �� �E 。 （4）
式中，［cE］为短路弹性刚度常数矩阵；［e］为压电应力

常数矩阵；［e］T 为压电应力常数矩阵 （转置）；［S］为

夹持介电常数矩阵。
制造商提供的数据具有方程（1）和（2）所示的形

式，而 ANSYS 需要的是方程（3）和（4）所示形式的数

据。为了进行变换，方程（1）因变量需变换为应力{T}，
可以进行下面的处理：

��S = s
E� �� �T +��d � �E ， （5）

s
E� �� �T =��S -��d � �E ， （6）

� �T = s
E� �

-1
��S - s

E� �
-1
��d � �E 。 （7）

由于方程（2）反映的是应力与电位移而不是应变

与电位移的关系，所以把方程（7）代入方程（2）可得：

� �D =��d
t � �T + ε

T� �� �E ， （8）

� �D =��d
t
( s

E��
-1
��S - s

E��
-1
��d � �E )+ ε

T� �� �E ， （9）

� �D =��d
t
s
E��

-1
��S +( ε

T� �-��d
t
s
E��

-1
��d )� �E 。（10）

把方程（7）和（10）组成方程组与方程（3）、（4）对

比，可以得出制造商提供的数据与 ANSYS 所需数据

之间的变换关系，如下：

c
E� �= s

E� �
-1
， （11）

ε
s��= ε

T� �-��d
T
s
E��

-1
��d ， （12）

��e = s
E��

-1
��d = ��d

T
s
E��

-1� �
t

。 （13）

式（11）~（13）是将要讨论的数据转换的基础，另

外要注意，待转换数据的机械量的顺序为（x,y,z,yz,xz,
xy）；而 ANSYS 的机械量的顺序为（x,y,z,xy,yz,xz）。

2.2 压电陶瓷参数数据的转换与输入

2.2.1 弹性刚度常数/弹性柔顺常数矩阵

用户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输入应力-应变数据，首

先， 可以通过 MP 命令来指定正交各向异性的材料

属 性（EX,NUXY,GXY）；其次，也可以 利用 TB,ANEL
来输入各向异性弹性矩阵， 对 ANSYS11.0，TB 命令

的 TBOPT 项用来控制矩阵被读入为刚度矩阵或柔

顺常数矩阵。
假设陶瓷的极化轴为 Z-轴（3-方向），可以利用

ANSYS 输入数据与制造数据之间的对应关系生成

弹性柔顺系数矩阵：由 s
E��= c

E� �-1 所以

c
E� �= s

E��
-1
==

C
E

11 C
E

12 C
E

13 0 0 0
C
E

12 C
E

11 C
E

13 0 0 0
C
E

13 C
E

13 C
E

33 0 0 0
0 0 0 C

E

66 0 0
0 0 0 0 C

E

44 0
0 0 0 0 0 C

E

4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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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c66E 未给出， 可按下式计算得出：c66E=(c11E-
c22E)/2。 注意，如果用户想输入刚度矩阵，那么首先必

须通过 c
E� �= s

E��-1 求出 cE，以后的章节中，当求其它

参数的时候，还会用到。 对于 TB,ANEL 命令，不论弹

性刚度常数/弹性柔顺常数矩阵均可进行输入。 具体

输入时，可参考以下的命令行。 当输入弹性柔顺系数

矩阵， 只要把 TB,ANEL 命令的 TBOPT 设置为 1 即

可。 具体输入时，只要把命令中的 ce11~ce66 替换为

材料具体的数据即可。
TB,ANEL,1,1,,0! 材料号 #1，TBOPT=0,刚度矩阵

TBDATA,1,ce11,ce12,ce13! 输入第 1 行

TBDATA,7,ce11,ce13! 输入第 2 行

TBDATA,12,ce33! 输入第 3 行

TBDATA,16,ce66
TBDATA,19,ce44
TBDATA,21,ce44
另外一个可供选择即不使用 TB,ANEL 命令 的

方法是利用 MP 命令。 假定压电陶瓷极化轴为 Z-轴

（3-轴）， 用户可以把制造数 据按如 下关系 转换 为

ANSYS 所需数据：

� �D
-1
= s

E� �= c
E� �

-1

=

1 / Ex -vxy /Ey -vxz / Ez 0 0 0
1 / Ey -vyz / Ez 0 0 0

1 / Ez 0 0 0
1 / Gxy 0 0

1 / Gyz 0
1 / Gxz

3
3
3
3
3
33
3
3
3
3
3
33
3

3
3
3
3
3
33
3
3
3
3
3
33
3

。 （15）

利用以上的关系，可以利用正交各向异性的 MP
命令输入刚度矩阵，命令如下：

MP,EX,1,1/se11! 材料号 #1，弹性模量

MP,EY,1,1/se11
MP,EZ,1,1/se33
MP,NUXY,1,-se12/se11 ！ minorPoisson’sratio
MP,NUYZ,1,-se13/se33
MP,NUXZ,1,-se13/se33
MP,GXY,1,1/se66! 剪切模量

MP,GYZ,1,1/se44
MP,GXZ,1,1/se44
具体输入时，只要将其中的 se 替换为材料的实际

短路弹性柔顺系数即可，可由厂家提供的数据得到。
2.2.2 压电常数矩阵

通常情况下，制造商只给出数据［d］,它反映了

机械应变与电场的关系， 也既是压电应变常数。 但

是，对 ANSYS 来讲，它需要的是［e］，反映机械应力

与电场的关系，也即压电应力常数，所以，必须要对

数据进行转换。 由上面所列方程（13）可得，［e］和［d］
的关系式如下：

��e = s
E� �

-1
��d = ��d T s

E� �
-1� �

T

。 （16）

式中，假设压电陶瓷沿 Z 轴极化，并且沿未极化两方

向对称，即 d32=d31，d24=d15。

��d T=
0 0 0 0 0 d15
0 0 0 0 d15 0
d31 d31 d33 0 0 0

3
3
33
3
3
3
3
3

3
3
33
3
3
3
3
3

。

用户可以利用矩阵的关系 s
E��-1＝ c

E� �来计算［e］

(4,5,6 行进行适当的调整)，最后得到：

��e =[��d
T
s
E� �

-1
]
T
=

0 0 e31
0 0 e31
0 0 e33
0 0 0
0 e15 0
e15 0 0

3
3
3
3
3
3
3
3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3
3
3
3
3
3
3
3
3
3
3

。 （17）

输入 ANSYS 时，可以利用如下的命令：
TB,PIEZ,1 ! Material#1，piezomatrix
TBDATA,3,e31 ! 输入第 1 行

TBDATA,6,e31 ! 输入第 2 行

TBDATA,9,e33 ! 输入第 3 行

TBDATA,14,e15 ! 输入第 5 行

TBDATA,16,e15 ! 输入第 6 行

具体输入时， 只要将其中的 e 替换为材料的实

际压电常数即可。
2.2.3 介电常数矩阵

有限元分析时， 需要输入恒应变条件下测得的

介电矩阵，即夹持介电常数矩阵。 通常情况下，制造

商提供的数据只有恒应力条件下测得的介电矩阵，
即自由介电常数矩阵，所以必须进行数据变换。

根据上节推出的公式 12，可以根据下边的关系

式计算出夹持介电常数矩阵。

ε
s� �= ε

t� �-��d
t
s
E� �

-1
��d 。 （18）

通过上述式（12）转换后，用户就可以输入介电

常数，介电常数矩阵为对角线矩阵，且只有两个独立

的介电常数，即 ε
S

11 和 ε
S

33 ，如下所示：

ε
s� �=

ε
S

11 0 0
ε
S

11

ε
S

3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ε0

k
S

11 0 0
k
S

11 0
k
S

3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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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k
S

11=
ε
S

11

ε0
为相对介电常数。

在 ANSYS 中，用户既可以输入介电常数的绝对

值 ε
S

33 ，也可以输入相对值 k
S

33 ，推荐使用相对值。 假

设压电陶瓷沿 Z 轴极化， 介电常数可通过 MP 命令

进行输入，如下所示：
EMUNIT,EPZRO,8.85e-12 ! 定义真空介电系数

MP,PERX,1,reps11 ! 材料号 #1
MP,PERX,1,reps11
MP,PERX,1,reps33
实际输入时，只要将其中的 reps11 和 reps33 替

换为材料的实际相对介电常数即可。

3 实验分析

3.1 有限元模态分析

本文分析仪压电陶瓷圆环片，外径 30mm，内径

15mm， 厚 度 2mm，Z 轴 （厚 度 方 向 ） 极 化 。 利 用

ANSYS11.0 软件建立其实体模型，网格化模型如图 1
所示。根据压电耦合场以及一般弹性体材料的仿真分

析，压电陶瓷一般选用单元类型为 SOLID5。采用扫描

网格化实体模型， 最后采用区块 lanczos 法进行模态

分析，频率范围选择 40kHz-90kHz，详细分析步骤从

略。 压电陶瓷选用 PZT-4，保持自由状态，不加约束。
模态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

各阶振型从略。

3.2 利用阻抗分析仪进行频率扫描实验

对于压电器件， 通过阻抗分析仪可以得到其主

要参数，包括：谐振频率 Fs、反谐振频率 Fp、半功率

点 F1 与 F2、最大导纳 Gmax 等，本实验采用北京邦

联 时 代 电 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生 产 的 阻 抗 分 析 仪

PV70A。 压电陶瓷的扫频试验不需要附加激振系统，
而是利用其自身作为激振源，并与 PV70A 阻抗分析

仪连接。 PV70A 阻抗分析仪内部信号发生器输出固

定频率的正弦信号， 经功率放大器放大后激励压电

陶瓷片使得压电陶瓷片产生同频率的简谐振动，测

量不同频率作用下的反馈信号， 用线性扫描模式作

扫频试验，扫频原理结构如图 2 所示，扫频实验结果

如图 3 所示。

扫频实验得出此压电陶瓷片的固有谐振频率为

12455Hz。 而利用 ANSYS 进行有限元模态分析计算

出其模态频率为 11980Hz，此振型为 B05，如图 4 所

示，频率差为 475Hz，误差为 3.8%。 通过以上分析可

知，有限元计算值得误差值较小，在可接受的范围之

内（10%以下）。

图 3 扫频实验结果

阶数 固有频率（Hz）

1 41976

2 47033

3 56145

4 70027

5 71815

6 79599

7 84593

表 1 模态分析结果

图 1 压电陶瓷片实体模型与网格化模型示意图

图2 阻抗分析仪扫频原理结构图

计算机系统

通讯模块

正弦信号发生器

阻抗检测 相位检测 功率驱动

压电陶瓷

罗 平：基于 ANSYS 模态分析的压电陶瓷参数数据的转换及其输入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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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rsion Principle of Material Properties of Piezoelectric Ceramics and
Commands Used to Input ANSYS Data

LUO Ping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6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Piezoelectric ceramic, and then presents
the application of ANSYS in design of ultrasonic motor. Information on conversion routines and input parameters is
previded. Modal analysis has been performed on a PZT-4 board using ANSYS11.0. Its resonance frequency and
vibration model was evaluated. The experiment shows that it’s necessary and effective to convert the format of ma-
terial properties of piezoelectric ceramics.

Key words: piezoelectric ceramic; ultrasonic motor; piezoelectric equation; vibrator; ANSYS

4 结 论

本文针对利用 ANSYS 对压电陶瓷进行模态分

析时， 由于制造商提供的压电陶瓷参数数据与 AN-
SYS 需要的数据格式有所不同， 在参数输入时首先

须对数据格式进行转换， 分析了压电材料参数数据

的转换原理和方法，并给出了各个参数的输入命令。
最后用有 限元软 件 ANSYS11.0 对一 压电 陶瓷薄 片

进行模态分析计算出其模态频率及对应的振型，模

态分析结果与其固有模态频率值相比误差较小。 这

表明了压电材料材料参数转换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另外也表明利用有限元方法对更复杂的结构如超声

波电机的压电陶瓷复合振子的动力学分析是一种有

效方法。

参考文献：

［1］赵淳生.超声电机技术与应用［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7.
［2］张福学.现代压电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3］秦勇 .面内复合模态直线超声电机优化设计与实验研究

［D］.广州：华南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05.
［4］莫岳平，胡敏强，徐志科等 .超声马达振动模态分析方法

［J］.扬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5(4):54-58.
［5］陈晓霞 .ANSYS7.0 高级分析［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
［6］莫岳平，胡敏强，徐志科等 . 超声波电机振动模态有限元

分析［J］.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2002,22（11）：9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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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art of piezoelectric linear motors［J］. Ultrasonics ,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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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Sadayuki Ueha. Present state of the art of ultrasonic motors
［J］. Japanese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1988,28 (Supple-
ment 29):1，3-6.

图 4 B05 振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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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各时间段各部门借阅“T”类图书的借书量数据立方体，

它是原先完整的数据立方体的一部分。

2.2.3 数据钻取与聚合

维度是具有层次性的，维度的层次实际上反映了数据的

综合程度。维度层次越高，代表的数据综合度越高，细节越少，

数据量越少；维度层次越低，则代表的数据综合度越低，细节

越多，数据量越多。数据钻取就是从较高的维度下降到较低的

维度层次上去观察多维数据，例如在资源利用分析数据的时

间维度上进行钻取操作，可以在已有的以年度为粒度的数据

分析结果上钻取获得各年度各月份的借书量。数据聚合是数

据钻取的逆向操作，是对数据进行高层次综合的操作，例如在

资源利用分析数据的时间维度上进行聚合操作，可以在已有

的以月度为粒度的数据分析结果上聚合获得各年度的借书量。

2.3 前端展现

数据仓库系统在前端展现的系统结构上，主要有 C/S 架

构和 B/S 结

构两种构造

方式，各种

查询分析的

结果在系统

的前端以图

形和报表的

形式向客户展示。笔者选取 C/S 模式作为前端展现系统结

构，以 VB 为开发语言实现图书馆数据仓库系统的用户界面，

以读者结构分析主题为例，系统实现结果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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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软路由实现电子阅览室 ADSL 和教育网双网并行
罗 平 彭海涛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图书馆，广东 广州 510665）

[摘 要]海蜘蛛软路由是一个功能强大的软路由系统，介绍了其搭建方法，探讨了软件路由器在实现图书馆电子

阅览室双线并行及自动切换中的应用，并给出了配置方法。采用自行搭建的软件路由器实现双网并行及自动切换的方

案具有投资低、效率高、安全性好、配置灵活等优点。
[关键词]海蜘蛛 路由 电子阅览室 双线并行

[分类号]G250.7

现在很多高校电子阅览室为了便于访问不同网络环境

中的资源，提高资源的检索、获取效率，满足学生个性化需

求，除了有教育网外又申请了电信 ADSL 业务。网络线路采用

双线接入也有一些不便，例如使用电信宽带下载教育网服务

器上的资源太慢，这样一些用户只能通过更换网线连接和修

改 IP 的方法在两个网络间进行切换来访问需要的网络，操作

起来显得非常麻烦。为了充分利用两个网络数据资源，这就提

出一个问题，怎样在不改变硬件连接设置的情况下，能够自动

切换教育网和电信网。使用路由器实现多网并行是较好的解

决方案，但购买专业的硬件路由器成本又太高，笔者介绍一种

采用自行搭建的软件路由器实现双网并行及自动切换的方

案，具有成本低、效率高，实现简单、便于应用及管理的特点。

1 软件路由器的搭建

软件路由器是用普通 PC 或小型服务器安装一套专用的

路由器程序组成的系统，采用普通 PC 成本较低，很多路由器

·数字网络·

图 4 读者结构主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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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为免费的，所以成本较低；另外其技术简单，便于安装，

而且软件路由器一般硬件配置要比硬件的宽带路由器配置

高，所以某些情况下速度比普通硬件路由器稳定还要快。至

于软件路由器的稳定性，受益于稳定的 Linux 和 BSD 内核，

软件路由器的稳定性也非常好。

1.1 软件路由器平台

由于这种路由器系统用于电子阅览室，要求该系统要有

较强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所以采用独立的路由系统，不使用

操作系统上安装路由软件的方法。目前有很多基于 Linux 的

独立路由系统，例如 RouterOS、FreeSCO、Coyote 和 Hi-Spider

Router 等，这种系统继承了 Linux 效率高、自身免疫力强的特

点，适合打造稳定的软件路由系统。

硬件平台：该平台用于安装海蜘蛛路由系统，电脑硬件

配置要求不高，一般单位淘汰的电脑或服务器（CPU 不低于

486 档次）即可。为了提高软路由的稳定性，最好采用服务器

作为硬件平台。本试验采用联想万全 T100 服务器，具有较高

的可扩展性、可靠性、可管理性及高性能。其具体配置如下：

处 理 器 Intel Pentium 4 2.6GHz、256MB ECC DDR 内 存、

2*80GB IDE 硬盘。如果实现双线并行，在该电脑上应安装 3

块 100Mbps 网卡，也可采用千兆网卡。

路由器系统：采用海蜘蛛路由（Hi-Spider Router）免费

版，Hi-Spider Router 是一套专用路由器系统，基于 Linux 2.6

稳定内核开发，采用嵌入式架构，模块化设计，体积精减、运

行高效，具有很高的可靠性、安全性及稳定性，同时具备良好

的可扩展性和硬件兼容性。

该系统可以在多网络间进行自行切换，海蜘蛛路由广泛

应用于企业、家庭或社区网络等场所，尤其是网吧、学校等大流

量的网络环境。其具有优良的性能、支持多线路负载均衡、专

业防火墙、PPPoE服务器功能和易于实施与维护等一系列优点。

1.2 软路由系统安装

海蜘蛛软路由系统的安装比较简单，具体步骤如下：

①从海蜘蛛网站（http://www.hi-spider.com）下载 ISO 文

件并镜像刻录为系统盘。

②将安装光盘放入计算机的光驱，设置计算机从光盘启动。

③选择第一项“正常安装模式”，进入安装主界面，在该

界面中选择“安装海蜘蛛路由（免费版）”，安装程序会自动进

行硬件检测，然后对硬盘进行初始化，并安装系统，安装后系

统自动重启。

④安装过程要输入局域网 IP 地址 （此局域网就是要建

的电子阅览室单独的网络），输入 192.168.0.254（最后一位可

以是 1 到 254），这个 IP 就是以后电子阅览室网络的网关了。

1.3 初始化设置：定位网卡

为了能顺利地使用路由器，我们需要先对路由器的 3 个

网卡进行定位。3 张网卡中的两张作为教育网和电信网的输

入，剩下的 1 张作为输出连到电子阅览室网络交换机。至于

哪一张网卡作为输出由系统决定，我们可以根据系统提示得

知。

先取一条网线连接到任意一张网卡，用 ROOT 登录安装

了海蜘蛛系统那台电脑查看系统信息，如果“Linked：”后面显

示为“DOWN”。则此网口为广域网的输入口,如果是“UP”，表

示所插的网卡为局域网接口，如图 1 所示。

图 1 网卡初始化设置界面

得知哪些是输入哪些是输出网口后就可以连线了, 两个

广域网接口分别接 ADSL 网线和教育网线路。局域网接口通

过一条交叉网线连到电子阅览室网络交换机。假设电子阅览

室全部电脑都已连接到了电子阅览室交换机，并且 IP 全部

设为 192.168.0.xxx/255.255.255.0/192.168.0.254，此时整个软

路由系统及电子阅览室网络就建成了, 拓扑结构图如图 2 所

示。剩下的就是对海蜘蛛路由系统进行配置。

图 2 利用海蜘蛛软路由实现 ADSL 和教育网双线

并行拓扑结构示意图

2 海蜘蛛软路由系统配置

通过 Web 浏览器（Internet Explorer 或 Firefox）在其他计

算机上面对路由进行配置，可从电子阅览室任一台电脑访问

http://192.168.0.254:880（也就是网关 IP，注意网址一定要输

入完整），如果能正常访问说明之前的配置已经成功。登录

的用户和密码默认都是 admin，然后单击确定按钮，浏览器将

显示 Web 控制台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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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局域网接口

路由系统的 IP 地址要和电子阅览室的 IP 地址在一个网

段，如：路由器的 IP 地址修改后为 192.168.0.2，那么局域网

内各台电脑的 IP 地址为 192.168.0.3、192.168.0.4 等。局域网

接口参数设置如图 3 所示。如果在路由系统中开启了 DHCP

功能，我们也可以将局域网内电脑 IP 设置为自动获取。

图 3 局域网接口参数配置

2.2 广域网接口

在“IP 获取方式”选择“PPPoE 拨号（ADSL）”，在下面的

电话号码和密码项中输入 ADSL 宽带的电话号码和密码，其

他项目默认即可，如图 4 所示。随后单击保持设置，这样就可

以使用路由器自动拨号了。

图 4 广域网入口 1（ADSL）配置界面

在下面的“广域网接口-2”中我们可以设置教育网的 IP，

由于教育网是固定 IP，在该项的“IP 获取方式”中选择“静态

分配”，在下面输入教育网网段内的 IP 地址、子网掩码、网关

IP 等信息。输入后单击“保存”即可，如图 5 所示。

图 5 广域网入口 2（教育网）配置界面

海蜘蛛路由器架设成功后，只需要在海蜘蛛路由系统上

设置好自动拨号功能，这样我们就能自由地访问教育网的内

网资源，并能通过中国电信的 ADSL 线路高速下载互联网上

的资源了。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根据电子阅览室教育网及电信

ADSL 的带宽选择默认路由，如果电信带宽较高，可采用配置

电信网线路为默认路由，再添加教育网静态路由，也可以实

现两网自动切换，但要考虑到电信网络带宽的分配，以免出

现网络拥堵，影响电子阅览室网络的正常运行。

3 结论

为充分利用不同网络中的资源，很多高校电子阅览室在

接入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的同时也申请了电

信 ADSL 业务，双线接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使用高性能路由

器，但高性能路由器价格昂贵。软件路由器是用普通 PC 或小

型服务器安装一套专用的路由器程序组成的系统，所以成本

较低，技术简单，便于安装，稳定性好。海蜘蛛软路由系统自

带的完善的双线和多线接入功能可以简单、轻松地实现双线

接入策略。采用此组网方案，在实现预想的电信 ADSL 与教

育网的自动切换的目标同时，由于电子阅览室单独组成局域

网，易于对其进行管理；另外校园网外的教师和学生可在外

网通过内部代理访问校园网内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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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３＋２”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方案的构建
＊

罗　平　　徐　艳

　　 ［摘　要］人才培养方案是高等院校关于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与教学过程等方面的总体 方 案，是

组织教学过程、安排教学任务、确定教学编制的基本依据，是保证教学质量、人才培养规格和 特 色 的 重 要

文件。本文对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原则、特点、与普通高校的人才培养方案的区别等加以 探 讨 和

研究。

　　 ［关键词］教师教育　职教师资　人才培养方案

　　 ［中图分类号］Ｇ７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５８４３ （２０１４）０５－０１５３－０３

　　 ［作者简介］罗平，徐艳，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广东广州　５１０６６５）

　　 “３＋２”职教师资班的开设是职教师资人才培

养模式综合改革的新探索。它主要面向优秀的高职

毕业生招生，这些毕业生已经过３年的专业技能学

习，然后参加专升本考试，进入本科院校相关专业

再进行为期２年的深造。这种人才培养模式将高职

院校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优势与技术师范院校

学科专业、技术师范教育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可

以有效提升学生的基础学科知识，培养他们的职业

技能教学能 力。推 行 这 种 高 职 起 点 的 本 科 “双 师

型”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新模式，最关键的因素是构

建与之相配套的人才培养方案。它对全面改革人才

培养模式、调整专业学科结构、提高学生的职业技

术教育教学水平、提升人才的培养质量有着关键性

的作用，是高校建设特色鲜明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

的重要基础。

　　一、制定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方案的基本原则

制定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方案，必须正确处理人

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理论与实践、学科教育与技能

教育、学历教育与终身教育以及同一性与多样性等

诸方面的关系，以职教师资和应用型人才需求为导

向，以知识、能力、素质及个性的培养为重点，突

出技能性、师范性、应用性，将行业的职业资格标

准纳入到人才培养方案中并实现专业与行业的实质

性对接，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职教师资

与应用型人才。具体说，制定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方

案应遵循如下基本原则：
第一，实行 “知识＋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即

学科教育与技能教育相结合。要积极探索构建以能

力培养为中心的高素质职教师资与高级应用型本科

人才培养模式，明确技术师范、高技能应用型人才

教育的培养目标以及各层次间知识的衔接。要求毕

业生在获取所修专业的毕业证、学位证和教师资格

证书的同时，还要考取一种中高级职业技能资格证

书或业界权威认证证书。大胆探索包括校企合作、
校用合作在内的多种形式的人才培养模式。

第二，体现专业培养特色，课程体系先进、科

学、可行。要认真分析职业教育及经济社会发展对

职教人才的需求，培育富于活力的应用型专业与职

业方向，科学地确定培养目标，体现独特的专业培

养思路。借鉴现代国内外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课程

设计理论和实践研究优秀成果，结合学校实际，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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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安排和整体优化教学环节，合理确定各专业的理

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环节的学时比例，科学地构建适

应职业教育师资和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将

培养目标落实到课程体系之中。
第三，充分体现整体优化，处理好各教学环节

之间的关系。要整合优化课程设置，根据培养目标

构建融会贯通、紧密配合、有机联系的课程体系。
处理好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关系，加强理论联系

实际，明确实践教学目标。处理好课内教学与课外

指导的关系，通过优化课程结构、改进教学方法、
引进现代化教学手段等途径，减少课内学时，加强

课外指导，为学生的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留出足够

的时间和空间，使课内与课外、校内与校外的教育

活动形成有机整体。
第四，坚持知识、能力、素质及学生个性协调

发展。要加强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

基本素质的培养，加强学生获取知识、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健全人

格、品格的养成，为增强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和可

持续发展打好基础。同时，注重共性和个性的需求

差异，突出人才培养的多样性和个性化，充分体现

以生为本，并促使其达到个性发展与社会责任的高

度统一。注重学科知识的基础性、综合性以及宽广

的知识面，为职教师资培养、技能教育教学提供有

效支撑。
第五，坚持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各专业教

学计划的制定，既要统一践行 “面向职教，服务职

教，引领职教，特色发展”的基本定位、培养 “双
证书型”职教师资和应用型人才，也要面向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对不同专业的实际需要，基于专业自身

优势，体现各专业教学计划的鲜明特色。

　　二、抓好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方案的几个关键环

节

　　第一，突出以技术应用能力为核心的技术师范

人才培养特点，着力培养学生的应用性、技术性与

学术性，提升核心竞争力。要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对高技能应用型人才发展的实际需要，开设相应

技能课程。专业技能基础课按照加强基础，拓宽专

业面，注重素质教育和能力培养，增强毕业生适应

性的思路，采用模块化教学，突出专业主干课，强

化专业技能实训。加强实践教学，将实训、职业技

能训练与考证、教师技能培养和自主创新训练等以

课程模块形式设置。同时，开设培养职教师资应用

能力的选修类课程。
第二，人才培养方案中课程体系的构成应采取

“模块”形式，主要包括教师教育模块、专业模块、
专业拓展模块、社会实践模块、人文综合素质模块

及技能培训考证模块等。课程模块的构建，是 “学
科教育与 技 能 教 育”相 结 合 的 办 学 理 念 的 直 接 体

现，充分反映学科专业发展的最新成果，以市场为

主导，根据职业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对人才专

业知识、技 能 的 要 求，科 学 合 理 设 置 课 程 及 其 学

分。
第三，注重培养方案的整体优化，注重课程设

置和内容的有机联系，使课内与课外、校内与校外

的教学活 动 形 成 有 机 的 整 体。要 合 理 安 排 学 期 课

程，以生为本，加大选修课比例，促进学生个性发

展。选修课学分一般要占到总学分的３０％以上。
第四，注重加强实验、实训与实践环节，培养

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要从培养职教师资和

高级应用型人才的目标出发，提出实验、实习、实

训、实践与毕业论文 （设计）等实践教学要求。着

眼于珠三角经济社会和职业教育发展的人才需求，
发挥拥有广东工业实训中心的优势，建立基于工业

实训中心的实践教学体系，实现实训课程化、技能

考证课程化。结合专业和课程特点，合理制定专业

实践环节，精心设计实践教学内容，减少验证性实

验，增加设计性与综合性实验、项目开发与训练。
列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实践教学学分占总学分

的比重在６０－６５％之间。
第五，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加强职业技术

传授能力的培养。要突出技术师范性，加强职业定

向熏陶，开展课外教师教育实习活动，将教师教育

课程渗透到二年的 “专升本”教育全过程。重在技

能传授，开设教育学、心理学、教育技术学、教师

口语技能等作为职教学生的必修课程。积极探索不

同于普通师范院校 “课程教学论”的 “现代职业教

育 （专业）教学论”课程的建设，增设体现教师素

质的 “三笔字训练”及体现教师教学技能的 “职教

课程开发 与 设 计”和 “教 师 教 学 技 能 实 训”等 课

程。教师教 育 模 块 学 分 数 占 总 学 分 的２０％以 上，
强调职业技能传授能力培养。

第六，积极引导学生获取双证书、多证书。职

教师资班人才培养方案中以技能培训考证模块和实

践教学为途径推进双证制度，使学生获得本科学历

证书、教师资格证书的同时，能顺利获得相应职业

资格证书。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全国职业资格证书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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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英语等级考试、计算机等级考试、普通话能力

测试等，创造条件为学生提供考取教师资格证的机

会，提高毕业生整体素质。
第七，精简优化专业理论课设置、更新教学内

容，有效支撑技能教育教学。要坚持 “学科教育与

技能教育相结合”的教育理念，积极探索、精心设

计，努力构建突出技能性、师范性、应用性，着眼

于培养 “双证书型”职教师资与高技能应用型人才

的课程体系。积极吸收当代最新科学研究成果，充

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积极探索体现现代职业教育

思想的新型课程，精简优化专业理论课设置，科学

合理安排 课 程 学 时 学 分，开 设 “专 业 概 论”等 课

程，更新专业课程教学内容，注重学科专业的思想

方法教育及基础性、综合性知识传授。
第八，设置创新与技能竞赛等课外科技文化活

动学分。为培养学生自主创新与实践的能力，将学

生参加科学研究与科技创新活动、技能训练、各类

学科竞赛活动、社会调查、各种人文艺术教育、体

育活动与文化活动等课外活动纳入教学计划，并设

置相应奖励学分，所获取的奖励学分可部分顶替专

业拓展课程模块中的选修课学分。

　　三、强化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方案的特色

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比，“３＋２”职教师资班以

培养基 础 扎 实、职 业 技 能 传 授 能 力 突 出、能 做 会

教、品格健全、发展力强的高素质职教师范毕业生

为培养目标。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普通高校人才培养方案标准化 程 度 高、

灵活度小，一般采用全国统一的专业设置和统一的

评估标准、统一的教材和教学计划；“３＋２”职教

师资班人才培养方案灵活度较大，可根据中职学校

对职教师资的要求灵活设置，适应就业和经济形势

发展变化而不断做出适当调整。
第二，从培养目标上看，普通本科院校的培养

目标是培养具备各专业基本理论和实验技能的高级

专门人才；而 “３＋２”职教师资班的培养目标是培

养具有 “知识＋技能”、“学科教育与技能教育”相

结合教育理念的高素质职教师范毕业生。
第三，在课程设置上，普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注重各学 科 基 础 理 论、基 本 技 能 和 基 本 知 识 的 传

授，对学生的实践技能要求较低；而 “３＋２”职教

师资班突出师范技能的培养，设置系统的基本师范

技能课程和职业技术教育教学论 （教学法）课程，
培养毕业生的职业技能传授能力。

第四，从实践教学所占学分比例上看，普通本

科的人才培养方案理论课程学分占总学分的比例一

般在７０％左右，而 实 践 教 学 学 分 占 总 学 分 比 例 一

般在１５％左右，甚至更低；“３＋２”职教师资班人

才培养方案 实 践 教 学 学 分 占 总 学 分 的 比 重 在６０％
以上，且增加了教师教育课程的设置。

第五，从学制来看，普通本科基本学制一般为

４年，而 “３＋２”职教师资班学制为５年，其中学

生在 高 职 实 施 大 专 教 育３年，再 实 施 本 科 教 育２
年。

第六，从学分总数来看，普通本科专业的总学

分一般为１６０－１７０学分，而 “３＋２”职教师资班

实施本科教育２年期间所修学分将达到１００学分左

右，在高职３年所修学分一般在１３０学分左右，５
年总修学分将达到２３０学分。

第七，从人才培养手段与方法来看，普通本科

教学中仍以教师为中心，课程讲授以灌输式为主，
培养方式遵循先理论后实践的理念；而 “３＋２”职

教师资班学生的培养基于 “教、学、做”一体情景

与项目教学等先进教学理念、教学方法与手段，设

计通用型现代职教技能培养的教学新平台，采用先

实践、后理论的模式。学生通过３年大专学习已经

具备较强 的 实 践 动 手 能 力，在 实 施 本 科 教 育 两 年

中，重点讲授本科水平的理论基础知识和职业技能

传授能力，以达到既有专科的动手能力与本科水平

的理论知识相结合。
第八，从培养规格方面看，普通本科以教育部

《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修订本科专业教学计划的原则

意见》和２００３年修订的 《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专业设置大全》为依据；而 “３＋２”职教师资班学

生的培养规格还没有统一的标准，这是人才培养方

案制定中的突破点和难点。
第九，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中面向的对 象 不 同。

普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面对的是普通高中毕业生；
而 “３＋２”职教师资班人才培养方案面向的是接受

过三年大专教育的高职毕业生，所以其人才培养方

案必须保证 能 与 高 职 院 校 的 人 才 培 养 方 案 有 效 衔

接，在课程设置上增强互补性，有的放矢，保证人

才培养质量。
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应由专业负责人、院内专家、中职、高职、行业及

政府有关行政部门等方面人士组成职教师资人才培

养综合改革教学指导委员会，处理专业设置、专业

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制定、 （下转１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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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教学质量评价的依据和标准⑧。高职工业分析专

业毕业设计的评价应该建立在毕业生具备的相关职

业岗位或岗位群的应职应岗 核 心 专 业 能 力 水 平 上，
体现高职教育 “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

办学特色。
根据专业特点，工业分析专业毕业设计质量评

价方案应包含３个评价基元、１６个具体评价要素，
即选题质量 （包括选题的指导思想、难易度、工作

量、应用价值）、职业 核 心 能 力 水 平 （包 括 综 合 运

用知识能力、收集信息、科技文献查阅能力、科学

实验能力、计算与表达能力、计算机应用能力、外

语应用能力、团队协作意识等）和论文质量 （包括

数据图形质量、毕 业 论 文 撰 写 水 平、规 范 化 程 度、
新颖性等），规定每个评价要 素 的 评 价 内 涵 与 评 价

标准，并给出每项评价要素的权重，划分出具体的

评价等 级。这 一 毕 业 设 计 质 量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的 构

建，有利于毕业设 计 质 量 管 理 的 规 范 化、科 学 化，
有利于毕业设计质量的持续改进和稳步提高，使毕

业设计教学真正成为培养学生创新精神、职业核心

能力的重要途径。
通过对工业分析专业毕业设计教学模式的创新

与实践，培养了学生的专业感情，激发了学生的学

习兴趣，改变 了 学 生 学 习 过 程 中 唯 师、唯 书 的 习

惯，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科技

论文的撰写 能 力、语 言 表 达 能 力、数 据 的 处 理 能

力、办公软件的应用能力及团队协作精神等职业核

心能力，促进了毕业设计质量管理的规范化、科学

化，保证了毕业设计的教学质量。

注释：

①张平亮，何永 华．以 就 业 为 导 向 的 高 职 机 电 类 专 业

毕业设计 （论 文）教 学 实 践 与 探 索 ［Ｊ］．三 门 峡 职 业 技 术

学院学报，２００９，（２）：９－１１．

②宋正江，秦虹，沈 伟 明，等．高 职 院 校 学 生 毕 业 设

计创新与实践———基于工 学 结 合 开 放 管 理 的 平 台 ［Ｊ］．职

业技术教育，２０１０，（２）：７８－８０．

③王功．浅谈 高 职 毕 业 设 计 模 式 的 改 革 与 创 新 ［Ｊ］．
职教论坛，２０１０，（１２）：４８－４９．

④张艳艳．提 高 电 子 毕 业 设 计 质 量 的 途 径 探 索 ［Ｊ］．
吉林教育，２００８，（３５）：２３．

⑤史方平．项目 教 学 法 应 用 于 机 电 专 业 毕 业 设 计 的 尝

试 ［Ｊ］．职业教育研究，２００８，（１０）：８８－８９．

⑥龙建佑．就业、顶 岗 实 习 与 毕 业 设 计 三 结 合 的 过 程

管理———以顺德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制 冷 与 空 调 专 业 为 例 ［Ｊ］．
职业技术教育，２００９，（２９）：４６－４７．

⑦王永建．工业 工 程 专 业 毕 业 设 计 及 论 文 多 元 化 模 式

研究 ［Ｊ］．实验技术与管理，２００６，（４）：１３－１４．

⑧钟桂英，吴 巧 荣，王 文 博．高 职 毕 业 设 计 质 量 评 价

指标体系构建 ［Ｊ］．职业技术教育，２０１０，（２０）：８１－８３．

（责任编辑：袁海军）

（上接１５５页）校企合作、就业指导等专业发展问

题。在广泛调研、交流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制订

出科学、合理、规范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点培

养职教师资核心竞争力，积极探索职教师资人才培

养模式综合改革，制定职教特色突出、以培养学生

职业技能传授能力和职业发展能力为核心的课程体

系和人才培养方案。在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课程

设置、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模式、人才评价机制以

及教学内容、方法与教学管理等方面进行改革与创

新，保证职教师资及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质量，推进

教育教学工作改革的全面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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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课程建设是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的基础和关键，是高等学校三大基本建设之一，课程建设对提升
学校办学水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通过对普通本科院校在课程建设中存在
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普通本科院校提升课程建设水平，构建校、省和国家级三级课程建设体
系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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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本科院校课程建设的探索与思考
罗 平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广东 广州 510665）

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是高校的三大基本
建设。课程建设是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的基础和关键，
是教学建设中最具基础性的核心工作，课程建设水平、
质量和成果是衡量学校办学水平和教学质量的重要标
志。加强课程建设，既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方法和基
本途径，也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保证。

教育部和教育厅非常重视课程建设相关工作，2003
年启动精品课程建设，在“十一五”期间建设了一大批国
家级精品课程；2011 年 7 月，教育部、财政部下发《教育
部 财政部关于“十二五”期间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
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教高〔2011〕6 号）和《教育
部关于批准实施“十二五”期间“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
与教学改革工程”2012 年建设项目的通知》（教高函
〔2012〕2 号）等相关文件，启动了精品开放课程建设与共
享工作，提出要“引导高校加强课程建设，形成一批满足
终身学习需求，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网络视频课程和一批
可供高校师生和社会人员免费使用的优质教育教学资
源”。精品课程建设是“本科教学工程”的重要建设内容
之一，教育部计划在“十二五”期间，建设 350 门精品视
频公开课、1100 门精品资源共享课。

一、普通本科院校在课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 基础薄弱。普通本科院校一般建校时间较短，新
专业多、经费有限，部分课程是新开设或由原有课程改
造而来，没有长期的课程建设积淀。部分教学单位对课
程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课程建设方法措施不多，对
课程建设的支持力度、扶持力度不够；部分教师开展课
程建设的积极性不高，课程教研活动开展不够。

2. 师资队伍整体实力较弱。课程建设的主体是教
师，师资队伍的强弱对课程建设的水平有着至关重要的
影响。部分本科院校师资队伍整体实力较弱,在优秀教师
的外部引进和内部培训方面都存在许多不利因素，师资
队伍的学科、学历、职称等结构不尽合理，优质课程教学

团队较少。
3. 课程体系设置不完善，课程教学内容更新较慢。

围绕人才培养目标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课程设置与课程
体系仍不成熟，课程、教材建设经费投入较少，重点不够
突出。教学内容不够先进，时代特征不明显，课程数字化
教学资源不够丰富，将最新科学发展前沿、科技发展成
果充实到课程的实效性不强，课程教学内容整合、衔接
的科学性、合理性有待提高。

4. 教学方法与教学理念陈旧。课程教学研究不够，
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方面的改革起示范性
作用的典型成果很少，课程特色不鲜明。

5. 国家级、省级高水平的精品开放课程较少。高水
平的精品开放课程在创新课程教育理念、优化教师教育
课程结构、改革课程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强
化教育实践环节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引领和示范辐射作
用。普通本科院校在国家级、省级等高水平课程建设上
与“985”“211”等重点大学相比，基础较薄弱，难以构建
完善的国家级、省级、校级三级精品课程建设体系。

6. 缺乏有效的课程评价体系和课程建设激励机制。
普通本科院校一般教学管理制度不健全，反映在课程评
价机制上缺少合理的评价体系，停留在学生评教和教学
常规检查上。课程建设的激励机制尚未形成，奖励优秀、
淘汰不合格课程的体制机制尚有待完善。

二、普通本科院校提升课程建设水平的几点思考

1.加强领导，加大经费投入
学校要把课程建设作为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任务

之一，成立由主管教学工作的校长为主任的学校精品课
程建设领导小组或课程建设指导委员会，各二级教学单
位设置本单位课程建设领导小组或课程建设指导分委
员会，教务处指派专人负责指导、协调，对课程建设相关
工作进行领导和指导。加大经费投入，保障课程建设经
费预算逐年适度增长，学校每年在课程建设方面投入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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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资金，对立项建设的校级精品课程、优秀课程、重点建
设课程和双语教学课程予以充足的经费支持，对获得省
级、国家级精品课程立项的课程提供配套建设经费，并
对其项目组成员提供奖励。

2.整体规划，突出重点，全面提升课程建设水平
课程建设作为高等学校三大基本建设之一，“凡事

预则立，不预则废”，各高校应根据教育部、教育厅相关
文件精神，结合学校教学实际，科学统筹制定本学校中
长期和“十二五”课程建设规划，做好顶层设计。结合各
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学校人才培养特色，广泛调研、科
学论证，合理设置公共必修课程模块、专业核心课程模
块、选修课程模块以及实践教学模块的学分比重，优化
课程体系。

加强新建课程的审核与指导工作，选派优秀教师，
组建课程建设团队，确保新建课程教学质量；按课程建
设标准分层次逐步推进课程建设，评选出课程师资队伍
职称、学历结构合理，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先进，
教学效果较好的课程作为重点建设课程开展建设，积极
扶持建设。加强校级精品开放课程建设（包括精品资源
共享课和精品视频公开课），以校级精品开放课程建设
为重点，全面引领和带动学校其他课程的建设，全面提
升课程建设水平。

3.开展项目化管理，分类指导，分级实施
学校的课程可分为公共基础课、专业核心课、选修

课、通识教育课以及教师教育课等部分。具体建设过程
中，不同类别的课程其建设目标、定位和建设内容等各
有侧重，各有不同，应根据各课程类型的特点，分类予以
建设和指导。

对课程建设实行项目化管理，定期开展建设情况检
查和结题验收，加强课程建设的过程化管理。按照校级
基础课程改革、校级精品开放课程、省级精品开放课程
和国家级精品开放课程等四个级别进行建设和管理。先
期开展校级教学研究项目立项，鼓励教师积极开展人才
培养模式、实践教学模式及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等方面
的教学改革研究；选择条件较好的课程开展建设立项，
在此基础上遴选出校级精品开放课程加以重点建设、扶
持，积极申报省级和国家级精品开放课程。

4.建设“双师型”师资队伍
各二级学院在课程建设中要结合本单位和学校的

师资队伍建设工作，使课程教学队伍的建设与学科专业
队伍建设、学科专业带头人及青年教师培养有机地结合
起来，选拔学术造诣高、教学经验丰富、具有副教授以上
职称的教师作为课程负责人主持课程建设工作。通过课
程建设，逐步形成一批以教授、副教授主讲教师为核心，
具有“双师”素质和创新精神，结构合理、教学水平高、专
业技能强、教学效果好的教师梯队。

5.深化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突出应用型人才培养
教学内容建设是课程建设的核心。为深化课程体

系、教学内容改革，各专业要根据人才培养规格和目标，
认真分析其知识、能力与素质结构要求，结合学科专业
知识结构和人才市场需求，改变原有学科类型的课程观
念。坚持“学科教育与技能教育相结合”的教育理念，积

极探索、科学设计，努力构建与专业认证标准规格相适
应的，突出技能性和应用性的，着眼于培养“双证书”高
素质职教师资与应用型人才的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

全面制订（或修订）教学大纲，注重知识的科学性、
先进性和适用性，保留经典，及时更新与科学合理安排
教学内容，促进知识内容的相互渗透和融合；改革实验、
实习、实训课教学内容，着力提高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和
创新能力；积极推进公共课改革，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专
业课教学，满足学生多元化的知识需求。

6.积极推进教学方法与手段改革，着力学生核心竞
争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

汲取借鉴国内外教育的先进理念，积极应用现代教
育技术，进一步改革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一是要深化校
校、校企深度合作，探索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培养技术技
能型人才培养模式，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培养学生的实
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二是要重视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
体地位，强调合作和互动，鼓励教师采用启发式、讨论
式、探究式、案例式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
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三是要开展课堂教学模
式的研究与探索，如开展课堂教学观摩竞赛、多媒体开
发竞赛等多种形式教学活动，搭建促进教师互相学习、
交流的平台，推进课堂教学改革，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四
是要加强现代教育技术环境建设及其研究应用，组织教
师接受继续教育或教学方法培训等，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7.加强网络教学平台和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及应
用，促进课程教学信息化建设

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是学校教育信息化的基础。近
年来，随着微课、慕课（大规模开放网络课程，MOOC）等
混合式在线课程开发模式的普及，其影响亦愈加深远。
学校重视提高教师信息素养和教育技术应用能力，努力
推动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广泛应用，推
进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加强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
并借助校园网及相应的网络基础设施，积极构建网络教
学平台和数字化教学资源库，共享优质教学资源。同时，
积极开展网络教育精品课程和资源共享 （网络开放）课
程建设，推动优质课程教学资源共建共享，服务学生自
主学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服务学生的自主学习
和个性化学习。

8.探索“校企”“校用”深度合作,联合开发，共建课程
与教材
“校企”“校用”合作开发课程与教材，是培养适应社

会发展和用人单位需要的职教师资及高技能应用型人
才的关键，对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具有重要作用。校用
合作课程与教材开发应加强与用人单位的沟通与交流，
以社会需求为引领，以就业为导向，集思广益，把理论知
识、实践技能与实际应用有机结合，促进专业、产业、职
业的紧密对接，增强课程的针对性、实效性和适应性，提
高课程开发质量。

9.建立健全有效促进课程建设的保障机制和评价
体系

完善课程建设管理制度，建立健全课程评估体系。
建立同行教师之间互相听课、召开学生座谈会、课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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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在理工科院校的大学英语教学中加强中国文化教学以提高学生的中国文化素养
和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的重要意义及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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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科院校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导入研究

（吉林建筑大学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8）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明确指出：大学英语的教
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
力，使他们在今后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
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
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
需要。为了真正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在教学中加强对中
国文化的渗透和融入。因为跨文化交际是一个双向交流
过程，在交际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谈到很多中国文化里
特有的事物和现象，作为交际一方的中国人的中国文化
的英语表达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随着近些年来中国对
外交流与合作的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和中国企
业走出国门，在他们的实际工作和生活中，英语是他们
与当地人进行沟通与交流的主要语言。因此，他们的中
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着交际的成
功与否以及外国人能否正确地理解与接受中国文化。笔
者在对一些理工科院校非英语专业学生的中国文化英
语表达能力和英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教学现状进行测
试和调查的基础上，发现很多理工科院校非英语专业学
生的中国文化素养低下，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不高。
本文主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理工科院校的大学英语
教学中加强中国文化教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理工科院校大学英语教学中加强中国文化教学

的必要性

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是指中国的英语学习者能

用恰当的、符合说英语国家人民表达习惯的英语表达方
式来表述中国文化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以学习者的英语
语言能力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掌握为基础的，而理工
科院校的非英语专业学生恰恰缺乏这方面的能力。因
此，在理工科院校的大学英语教学中必须融入和渗透中
国文化元素，以提高学生的中国文化素养和中国文化英
语表达能力。

1.加强中国文化教学是加强对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
现实需要

中国文化是维系中华民族成员认同感的主要纽带
之一，也是提高学生爱国主义情操和增强民族自豪感的
重要媒介。当前，很多理工科院校的学生通过多年的英
语学习，对英语所涉及的以英美文化为主的西方文化有
了一定的了解与认识，对西方文化里很多事物和现象用
英语表达起来都没有问题。但是，由于在大学英语教学
中很多教师没有根据具体的授课内容把中国文化内容
融入到课堂中，加之他们原本相对较低的中国文化底蕴
及文化素养，使得很多学生盲目地追求和崇拜西方文
化，贬低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缺乏辩证的
和全面的了解与认识，主观上错误地认为中国文化不如
西方文化优秀，甚至有打算将来出国永远不回中国的想
法。学生有这样思想状态和价值观念，无论对他们的个
人成长和发展而言，还是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及中

国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而言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这样

量调研分析会、学生教学信息反馈等制度，探索建立多
元化的课程评价体系。对校级重点建设课程、精品课程
和优秀课程定期进行中期检查和评估检查；实行动态管
理与淘汰机制；加强精品课程建设的监控力度，建立激
励约束机制，促进教学资源的建设与及时更新。

课程是组织教学工作的基本单元，课程建设是高等
学校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一项长期性的、系统性的建设
过程。普通本科院校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课程建设基础
和优势不足，成为其提升人才培养水平的制约因素。各
高校要做好课程建设规划的顶层设计，按照省级和国家
级课程建设标准和要求，突出重点、培育特色，积极培育

高水平课程建设项目，遴选推荐建设成效突出、基础较
好的课程申报省和国家级精品开放课程，并充分发挥其
示范引领做用，努力构建校级、省级、国家级三级课程建
设体系。加强课程建设，提升课程建设水平，是彰显学校
办学特色、促进学校内涵发展的重要抓手，可有效提升
学校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更好地为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和人才保障。

参考文献：

[1]王建华．多视角的高等教育质量管理[M]．广州：广东高
等教育出版社，201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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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单足式纵弯复合模态直线超声电机的设计

罗 平
（广东 技 术 师 范 学 院，广 东 广州 510665）

摘 要 ：提 出 了 一 种 新 型 结 构 的 直 线 超 声 电 机 ，对 其 驱 动 原 理 进 行 了 简 要 分 析 ；利 用 有 限 元 软 件 ANSYS
对 复 合 振子 进 行 模 态 分 析 和 谐 波 响 应 分 析 ， 计 算 出 复 合 振 子 结 构 尺 寸 改 变 对 其 一 阶 纵 向 伸 缩 和 二 阶 弯 曲 振

动 模 态 频 率 的 影 响，得 出了 两 模 态 频 率 对 结 构 参 数 的 相 对 灵 敏 度 ；有 限 元 分 析 结 果 为 复 合 振 子 的 结 构 优 化 设

计 和 电 机 输 出性 能 的 预 估 提 供 了 有 益的 参 考，据 此 设 计 出 符 合 模态 简 并 的 复 合 振 子 结 构及 电 机 的 总 体 结 构.
关键 词：直 线 超 声 电 机；复 合振 子；灵 敏 度；谐 波 响 应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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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超 声 电 机 是 利 用 压 电 陶 瓷 的 逆 压 电 效 应 来 激 发

弹 性 体 的 超 声 频 机 械 振 动，通 过 摩 擦 耦 合 输 出 推 力 .
直线超声电机与传统的电磁电机相比，具有重 量 轻、
结构简单、效率高、噪声小、低速大推力、断电自锁性

好、响应快、控制特性好、定位精度高，其在小型和精

密直线运动装置的驱动和控制 方 面， 具 有 巨 大 的 优

势，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1~2］.
2005 年 ，南 京 航 空 航 天 大 学 ［3］研 制 出 一 种 双 足

型直线超声电机，利用压电陶瓷面内振动，在 电 机 定

子 的 侧 表 面 与 导 轨 接 触 的 齿 端 合 成 相 应 的 椭 圆 运

动，利用定动子之间接触界面的摩擦作用，推 动 电 机

动 子 运 动 .同 年，华 南 农 业 大 学 ［4］研 制 出 利 用 面 内 弯

弯模态的复合模态直线超声电 机， 该 电 机 样 机 的 最

大 驱 动 力 可 达 1.2N， 最 大 速 度 458.3mm/s.2006 年，
清 华 大 学 ［5］研 制 了 双 足 驱 动 直 线 电 机 ，利 用 复 合 振

子面内一阶纵振和二阶弯振模 态 的 复 合 模 态 作 为 工

作 模 态 .该 电 机 使 用 8 片 陶 瓷，分 别 粘 贴 在 弹 性 体 的

上下两侧，电机的最大速度可达 94.5mm/s.
本 实 验 设 计 的 电 机 为 细 长 板 形， 四 片 陶 瓷 片 分

别粘贴在弹性体的两边侧面上，利用压电陶瓷的 d32
效应， 激励出复合振子的一阶 纵 向 伸 缩 振 动 和 二 阶

弯曲振动，在驱动头处合成所要求的椭圆运动 .

1 电机的工作原理

图 1.1 是直线型电机复合振子的结构图，该结构

利用复合振子的一阶纵振和二阶弯振进行驱动 .复合

振子的材料选用 45# 钢， 陶瓷选用 PZT-4，4 片陶瓷

分别用特种胶粘贴在弹性 体 的 两 侧， 沿 对 角 线 的 两

片 陶 瓷 为 一 组，用 导 线 连 接 起 来 .支 架 为 弹 性 体 的 一

部分， 设置在弹性体的中间部位， 即振动的节点处 .
驱动头设置在弹性体的顶部 .

本设计中，超 声 电 机 属 于 模 态 复 合 型，利 用 一 阶

纵振和二阶弯振两个模态简并进行工作 .两组接线端

子分别接相同频率的正弦 和 余 弦 电 压 信 号， 可 以 同

时 激 发 出 复 合 振 子 的 纵 振 和 弯 振 两 个 振 动 模 态 ，如

图 1.2 所 示 .这 两 种 模 态 简 并 后，驱 动 头 处 质 点 沿 椭

圆 轨 迹 运 动 .在 预 压 力 作 用 下 与 动 子 接 触，通 过 摩 擦

推 动 线 性 滑 轨 前 进，输 出 直 线 运 动 .交 换 接 线 端 子 激

图 1.1 复 合 振 子 的 结 构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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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电源，可以改变动子的运动方向，实现 电 机 的 双 向

运动.

2 复合振子的模态分析

影 响 超 声 电 机 模 态 频 率 和 振 型 的 因 素 很 多 ，主

要有复合振子的材料和尺寸 .为了实现振子纵振和弯

振两种模态的简并， 需要 分 析 这 些 因 素 对 两 模 态 频

率的影响 .通过有限元软件 ANSYS 的数值计算，可以

确定合适的弹性体和陶瓷 材 料， 设 计 并 优 化 复 合 振

子结构尺寸 .
2.1 复合振子材料选择

对复合振 子 的 设 计 来 说，可 以 选 用 的 材 料 较 多，
出于对电机输出性能，以及电机要符合小 型 化、重 量

轻的要求，本实验复合振子选用的材料为：陶 瓷 材 料

选用 PZT-4，电极材料选用紫铜 .
弹 性 体 可 选 用 45# 钢、硬 铝、黄 铜 和 不 锈 钢 中 的

一种.具体材料参数见表 1：

从图 2.1 可以看出，不同弹性体材料对复合振子

的 谐 振 频 率 有 很 大 的 影 响 .四 种 材 料 中，不 锈 钢 的 谐

振频率最高，45# 钢次之，硬铝较低，黄铜最低 .
45# 钢 具 有 较 高 的 弹 性 模 量，刚 度 大，对 于 设 计

原理样机来说是较为合适的材料 . 在本电机设计中，
弹性体材料选用 45# 钢.

2.2 复合振子结构尺寸改变对模态频率的影响

为了使 设 计 的 电 机 具 有 小、轻 的 特 点，复 合 振 子

的结构尺寸范围是：
L≤70mm B≤20mm D≤10mm PB≤4mm
L：弹 性 体 长 度；B 弹 性 体 宽 度；D：弹 性 体 厚 度 ；

PB：陶瓷片宽度，在上述基础上，确定结构的初始值，
并 在 ANSYS 分 析 软 件 中 建 模 ，进 行 数 值 分 析 ，在 自

由边界条件下， 结构尺 寸 对 复 合 振 子 模 态 频 率 的 影

响如下所述：
（1）弹性体长度 L 对谐振频率的影响

计 算 结 果 显 示 复 合 振 子 纵 向 伸 缩 和 弯 曲 振 动 模

态都随着弹性体长度的增加而降低，但是变化趋势接

近，对频率的影响不大.这是弹性体长度小范围变化时

的情况，实际上，当结构尺寸改变较大时，直接决定电

机所需振型的存在与否，适合于复合振子的粗调.
（2）弹性体宽度 B 对谐振频率的影响

计 算 结 果 表 明， 复 合 振 子 纵 向 振 动 模 态 频 率 随

罗 平：新 型 单 足 式 纵 弯 复 合模 态 直 线 超 声 电 机 的 设计

图 2.3 弹 性 体 宽 度 B 对 谐 振 频 率 的 影 响

图 1.2 复 合 振 子 的 两 种 振 动 模 态

书书书

表 １摇不同弹性体的材料参数

材料 密度（Ｋｇ ／ ｍ３） 弹性模量（Ｎ ／ ｍ２） 泊松比

４５＃钢 ７８５０ ２． １Ｅ１１ ０． ２８５

不锈钢 ７９００ ２． １５Ｅ１１ ０． ３３

硬铝 ２７８０ ７． ２Ｅ１０ ０． ３３

黄铜 ８２７０ ９． ２Ｅ１０ ０． ３３

紫铜 ８３６０ １． １７Ｅ１１ ０． ３３

图 2.1 不 同 弹 性 体 材 料 对 复 合 振 子 谐 振 频 率 的 影 响

图 2.2 弹 性 体 长 度 L 对 谐 振 频 率 的 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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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宽度增加几乎不变， 即 纵 向 伸 缩 振 动 模 态 频 率 受

该尺寸变化的影响不是很明显 .弯曲振动模态则随着

长 度 的 增 加 不 断 升 高，且 在 B=15mm 处 两 者 相 交 .但
它不是复合振子谐振频率变化的主要因素 .适用于复

合振子结构尺寸的微调 .
（3）支架宽度 ZB 对谐振频率的影响

计 算 结 果 表 明， 复 合 振 子 纵 向 振 动 模 态 频 率 随

着支架宽度改变几乎不变， 弯 曲 振 动 模 态 频 率 则 随

着 宽 度 的 增 加 急 剧 下 降， 在 ZB=5.3mm 处 两 曲 线 相

交，该参量也只适合对复合振子的尺寸进行微调 .
（4）驱动头长度 TL 对谐振频率的影响

计 算 结 果 表 明， 复 合 振 子 纵 向 模 态 频 率 随 着 驱

动头长度增加略有下降， 弯 曲 振 动 模 态 频 率 则 随 着

长度的增加明显下降， 该 参 量 对 复 合 振 子 的 谐 振 频

率有一定影响 .
上 面 通 过 有 限 元 软 件 ANSYS 分 析 了 结 构 尺 寸

对复合振子的谐振频率的 影 响， 所 列 的 四 个 参 数 中

弹性体的长度在小范围内 变 化 时 对 电 机 的 谐 振 频 率

影响不大， 其它参数对电 机 的 弯 曲 振 动 频 率 来 说 在

小范围内是较为敏感的 .
2.3 结构参数的灵敏度分析

分 析 各 个 结 构 参 数 对 定 子 动 态 特 性 的 灵 敏 度 ，
可以避免对定子结构修改 的 盲 目 性， 为 其 优 化 设 计

中选取结构参数提供理论依据 ［6］.在电机的加工和装

配过程中，会有加工和装配误差的产生，电 机 装 配 完

成后可以通过修正灵敏度 较 高 的 参 量 使 工 作 模 态 频

率接近于 ANSYS 的计算值 .

结构参数 L=60mm，B=15mm，TL=5mm，ZB=5mm.
上面数据为原始尺寸， 每 次 分 别 增 加 各 结 构 参 数 的

2%，求 解 纵 向 伸 缩 和 弯 曲 振 动 模 态 频 率 对 各 结 构 参

数的相对灵敏度 .

图 2.6 可以看出，弹性体的长度对复合振子的频

率影响最为明显，弹性体的宽度次之，驱 动 头 和 支 架

的尺寸对谐振频率的影响是较小的 .这在复合振子几

何尺寸确定过程中， 可 以 考 虑 改 变 弹 性 体 的 长 度 进

行粗调， 先找到所需振 型， 再 通 过 调 节 弹 性 体 的 宽

度、驱动头和支架的尺寸进行微调，使 两 种 振 动 模 态

频率趋于一致 .

3 复合振子的谐波响应分析

超 声 电 机 的 激 励 信 号 为 同 频 率 相 位 差 90°的 正

（余）弦电压信号，它们是周期性的体载荷，可以通过

ANSYS 中的谐波响应分析模块分析周期性体载荷对

结构体的影响 .计算可得出复合振子的水平位移响应

和法向位移响应，验证上面的模态分析 结 果，由 此 也

可以预估原型样机的椭 圆 运 动 轨 迹， 对 电 机 的 输 出

性能做出评估 .
在 本 实 验 中，取 驱 动 头 处 节 点 1101 和 支 架 即 复

合 振 子 节 点 处 节 点 1058，如 图 1.1 所 示 .图 3.1 是 对

电机进行谐波响应分析的结果 .

图 2.5 驱 动 头 长 度 TL 对 谐 振 频 率 的 影 响

图 2.4 支 架 宽 度 ZB 对 谐 振 频 率 的 影 响

图 2.6 结 构 参 数 的 灵 敏 度 分 析

图 3.1 复 合 振 子 的 谐 波 响 应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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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显 示 在 复 合 振 子 的 纵 振 和 弯 振 谐 振 点 时

位移响应曲线急剧突起， 表 明 复 合 振 子 在 两 个 谐 振

点上时产生谐振 . 其中 F1=39790Hz 对应的 是 二 阶 弯

振 模 态 ，F2=40035Hz 对 应 的 是 一 阶 纵 振 模 态 . 节 点

1101 在 F1 处 水 平 位 移 达 4.7μm, 比 法 向 位 移 0.6μm
大 的 多 ，而 在 F2 处 刚 好 相 反 .同 时 可 以 看 到 在 F1 和

F2 处又分别存在法向和水平位移， 这 也 是 超 声 电 机

要求两种模态频率尽可能 一 致， 甚 至 完 全 相 同 的 原

因所在， 即在同一模态频 率 下 可 以 同 时 激 发 出 两 正

交振动模态 .取节点 1058 作为对比，在 F1 和 F2 处它

的水平和法向位移都很小， 即 是 说 在 支 架 处 振 动 已

不明显 . 这也说明把驱动头设计在复合振子顶部，支

架放置在其中间部位是合理的结构设计 .
本 设 计 复 合 振 子 的 驱 动 头 设 计 在 薄 板 的 顶 部 ，

由响应曲线可以预估该电 机 的 输 出 力 会 较 小， 但 运

行速度会较高 .

4 电机的结构设计

在 电 机 的 实 际 设 计 中， 要 综 合 考 虑 各 种 影 响 因

素 .比 如 ，支 架 理 论 上 放 置 在 电 机 的 节 点 处 ，是 一 个

对电机的谐振频率影响不 大 的 因 素， 但 是 在 对 应 的

节点或节面处，实际放置的不是一个面，而 是 具 有 一

定厚度的矩形板， 这样肯 定 会 对 电 机 的 谐 振 频 率 产

生影响 .诸如此类，都是在电机设计中不可忽视的 .
综 合 以 上 分 析， 本 实 验 电 机 复 合 振 子 设 计 如 上

面图 1.1 所示，其几何尺寸如表 2 所列.其中，B：弹性

体宽度，L 弹性体长度，D： 弹性体厚度，ZB： 支架宽

度，ZL：支 架 长 度，ZD：支 架 厚 度，PB：陶 瓷 宽 度 ，PL：
陶 瓷 长 度，PD：陶 瓷 厚 度 ，TB：驱 动 头 宽 度 ，TL：驱 动

头长度，TD：驱动头厚度 .

根 据 上 面 所 述 设 计 原 理， 本 实 验 设 计 出 电 机 样

图如图 4.1 所示.

5 结论

本 文 提 出 了 一 种 新 型 结 构 的 单 足 式 直 线 超 声 电

机，该电机为薄板形状，四片陶瓷分别贴 在 弹 性 体 的

两侧，陶瓷沿对角线方向分为两组，分别 施 加 同 频 率

的相位差 为 90°的 激 励 信 号 . 有 限 元 分 析 结 果 表 明，
该结构复合振子激发出了 两 种 振 动 模 态， 即 一 阶 纵

向 伸 缩 和 二 阶 弯 曲 振 动 模 态 .结 果 显 示，在 自 由 边 界

条件下两种模态频率相 差 较 小， 质 点 在 驱 动 头 处 生

成椭圆运动 .
通过有限元分析软件 ANSYS 对复合振子进行数

值 计 算 . 分 析 了 不 同 材 料 对 复 合 振 子 模 态 频 率 的 影

响，确定复合振子弹性体 的 材 料 选 用 45# 钢，陶 瓷 选

用 PZT-4，电极选 用 紫 铜；对 复 合 振 子 的 主 要 尺 寸 进

行灵敏度分析， 结果表 明 弹 性 体 的 长 度 对 复 合 振 子

的频率影响最为敏感， 为 电 机 的 优 化 设 计 以 及 实 际

电机的制作和装配提供 了 理 论 指 导； 分 析 主 要 尺 寸

改变时对复合振子谐振 频 率 的 影 响， 由 此 确 定 电 机

的结构尺寸；最后对复合振子进行谐波 响 应 分 析，对

电机的谐振频率和振幅 做 定 量 分 析， 预 估 了 该 电 机

的输出性能 .
在 后 续 的 实 验 当 中， 要 制 作 出 本 文 所 设 计 电 机

的 原 型 样 机，对 其 进 行 系 统 的 试 验 与 研 究 .测 试 其 输

出特性，并验证上述电机设计原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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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超 声 电 机 样 机 图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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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摇复合振子的结构尺寸

参变量 Ｂ Ｌ Ｄ ＺＢ ＺＬ ＺＤ

参数值 ／ ｍｍ １５ ６０ ６ ５ １． ５ ６

参变量 ＰＢ ＰＬ ＰＤ ＴＢ ＴＬ ＴＤ
参数值 ／ ｍｍ ２ ２９ ６ ２ ５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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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 危 险 因 素 时 及 时 请 教 脑 血 管 病 专 科 医 生

给予指导和治疗；
（3）戒除不良生活习惯，如吸烟、酗酒、熬夜等；
（4）合 理 饮 食，应 该 低 盐、低 脂 肪、低 糖、低 胆 固

醇，适量蛋白质、脂肪、丰富维生素及微量元素饮食；
（5）适当增加活动量，科学锻炼，控 制 体 重，避 免

肥胖；
（6）保 持 大 便 通 畅，注 意 气 候 变 化 ，老 年 人 冬 天

因注意头部保暖， 夏天注 意 防 暑， 多 饮 水 每 天 最 少

800ML 以上为宜；
（7）调 整 生 活 方 式 ，劳 逸 结 合 ，保 证 充 足 的 睡

眠，心 情 舒 畅，情 绪 稳 定，避 免 过 度 劳 累，切 忌 激 动、
暴 躁；

（8）积极治疗，严格控制高血压、糖 尿 病、高 脂 血

症，定期在脑血管病门诊随访 .
总之，预 防 疾 病 要 从 平 时 做 起，在 日 常 的 生 活 中

注意戒烟限酒、低脂少盐、适量运动、主动补水、心态

平和以及生活规律 .

4 模型的评价与改进

该 模 型 在 整 理 和 统 计 数 字 的 基 础 上， 建 立 了 脑

卒 中”发 病 因 子”与 气 压 差、温 差 及 最 低 湿 度 的 多 元

回归模型，能比较好的与实际数值相一 致，证 明 了 脑

卒中发病与气候因素有 关， 这 与 临 床 实 践 和 相 关 研

究的结果比较吻合， 对 掌 握 疾 病 发 病 率 的 规 律 具 有

理论意义， 也对卫生行 政 部 门 和 医 疗 机 构 合 理 调 配

医务力量、改善就诊治疗环境、配置床 位 和 医 疗 药 物

等都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
但在模型的建立中还有不足的地方需要改进：
1、在回归模型中对残差的分析不够透彻；
2、对脑卒中的指标量化不够；
3、没有对模型进行参数分析和假设检验；
4、没有算出参数的置信区间 .
以上不足在以后的研究中，继续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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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Type Single-foot Longitudinal and Bending Vibration
Composite Mode Linear Ultrasonic Motor

LUO Ping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Guangdong Guangzhou 510665,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a new type linear ultrasonic motor was proposed and its driving principle was discussed
briefly. Mode analysis and harmonic analysis of the composite vibrator has been done by finite element software
ANSYS. Then, the influence of the composite vibrator's first order vertical telescopic and second bend modal frequency
has been calculated while its structural size was changed. In addition, two modal frequency were obtained which were
related to the relative sensitivity of the structural parameters. Th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results provide some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structure optimization, design and forecast of the motor’s out characteristics. The composite vibrator
and the whole structure of the linear ultrasonic motor which met mode degeneracy were designed at last.

Key words: linear ultrasonic motor; composite vibrator; sensitivity; harmonic respons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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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师范生实践教学能力提升途径研究

罗平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65）

摘要：优质师资是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关键因素，职教师范生作为中职学校师资的重要来源，提升其实

践教学能力，对教学质量的提高、学生操作能力的强化和职业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改革

人才培养模式、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加强教学技能模块、强化实践教学能力培养、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等等，是

提升职教师范生实践教学能力的可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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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11—
2020 年）》提出，要把广东建设成为职业技术教育强省，
到 2015 年，“高级技工学校、 技师学院在校生达到 40
万人”，“全省技能人才总量达到 1 400 万人”。

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教师是关键。 然而，

“双师型” 职教师资比例偏低、 教师实践教学能力不

强、数量不足等矛盾日益突出。 到“十一五”末期，中职

学校生师比超过 30∶1，特别是“双师型”骨干教师严重

缺乏，成为制约广东职业教育大发展的“瓶颈”。为加强

中职师资队伍建设，《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改革发展规

划纲要（2011—2020 年）》提出，要“加强‘双师型’、‘一

体化’教师队伍建设，到 2015 年，‘双师型’、‘一体化’
教师占专业课教师的比例达到 60%以上”。 《广东省委

省政府关于统筹推进职业技术教育改革发展的决定》
提出，要“加快发展职教师范教育，‘十二五’期间，把广

东技术师范学院列入省重点建设高校”。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是全国独立建制的 8 所技术师

范院校之一， 也是广东省唯一一所以培养中职教师为

主要任务的本科院校，以“面向职教，服务职教，引领职

教，特色发展”为办学定位，致力于培养高素质职教师

资。近年来，针对职教师资本科毕业生教学实践能力不

强、职教特色不够鲜明的现实问题，学院积极探索新的

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模式， 采取多种措施加强职教师范

生核心竞争力，即实践教学能力（职业技能传授能力）
的培养。职教师资毕业生实践教学能力突出，人才培养

质量较好、总体就业率较高，到中职学校及教育系统就

业的比例也达到或超过全国同类院校平均水平， 就业

学生的高质量工作得到相关职业学校的肯定。

一、培养职教师范生实践教学能力的理论

基础

（一）实践教学能力概念解析及重要性分析

实践教学是相对于理论教学的各种教学活动的

总称，包括实验、实习、设计、实际操作、社会实践等。
实践教学突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 是巩固理

论知识、加深对理论认识的有效途径，具有实践性、
开放性、灵活性等特点，可有效促进学生的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的发展。 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提

出 的“教 学 做 合 一”教 育 理 想，提 倡 在 学 中 做、做 中

学，即是实践教学法在教学论中的具体体现。 “能力”
是个很宽泛的概念， 常见于心理学领域。 “能力”在

《辞海》中的解释为：“掌握和运用知识技能所需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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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心理特征”，通常指完成一定活动的本领。 实践教

学能力一般指教师完成具体教学任务的能力， 它是

教师职业能力构成中的核心能力之一。
中等职业学校以培养高素质的技能人才或高级

技术工人为主要人才培养目标，在学生培养过程中，
注重与企业生产实际相结合，对学生实际动手能力、
操作能力等实践技能的培养尤为重视。 为更好地实

现中等职业学校的培养目标， 师资队伍引进与建设

的重点是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二）实践教学能力的基本构成

1.学科知识结构

中职学校的教师要把某一特定学科专业的知识

传授给学生，本身必须掌握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学

科专业理论知识。 教师的知识结构直接决定其教育

教学质量， 只有掌握了本学科专业及相关学科专业

的理论知识，才能对教材、教学内容具有更透彻的了

解，才能准确、高效地将相关内容传授给学生，提高

教学质量。

2.职业素养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对教师的 定 义 是：履

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

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
教师是一种专门职业，应坚持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和道德观导向，培育高尚的道德情操、良好的职业道

德，热爱教育职业，努力提高自身的职业技能，教书

育人，乐于奉献；“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在工作中关

心爱护学生，钻研教学，积极开展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与实践探索，提高教育教学能力。

3.科研能力

科研具有鲜明的应用性和实践性， 可推动科学

发展、指导教育实践，促进教师自身专业发展和职业

发展。 科研包括教学研究和科学研究两个方面，应积

极开展课程建设与改革、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改革、
人才培养模式、 实践教学模式等方面的教学改革与

研究；瞄准本专业领域国内外科技前沿，结合学校特

色和自身优势，积极开展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

开发，撰写学术论文、编写高质量教材等，推进教研、
科研成果的转化与推广，提高创新能力和科研能力。

4.教育教学能力

教学基本技能包括普通话技能、文字应用技能、
班主任工作技能、 组织和指导学生开展第二课堂等

课外活动的能力等。 教亦有道，教学工作有其特殊的

规律，要掌握职业教育的教学基本规律，如讲授式、
启发式、 讨论式及研究式等教学方法或多种形式相

结合的教学方法的选择和运用， 掌握学生认知发展

的规律，具备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等教育教学辅助

手段的应用能力、课程教学设计能力、教学评价能力

以及教学反思能力等。

二、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人才培

养方案设计

（一）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针对广东职业教育发展和中

职学校的实际需要，经广泛调研，提出了职教师资人

才培养改革新思路。
一是推行办学模式改革， 从相对封闭式办学向

开放式合作办学转变。 以职业院校师资需求为导向，
充分利用校外资源，构建由用人单位（中职学校、高

职院校）、企业以及政府管理部门共同参与的合作办

学（涵盖校校合作、校企合作、校政合作）新模式。
二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从学科本位的培养模

式向能力本位的培养模式转变。 以改革实践教学环

节为重点和突破口， 着力培养学生的职业教育从业

能力（职业技能传授能力）。 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并实施了“双育，三证”普通本科四年制职教师资人

才培养模式和“3+2”专升本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新模

式。 “双育”是指“学科教育与技能教育相结合”；“三

证”是指职教师范生在毕业时除应获得毕业证、学位

证以外， 还应获得教师资格证书和一种中高级职业

技能资格证书或业界权威认证证书。

（二）修订人才培养方案

人才培养方案是人才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及人才

培养过程和方式的总体设计和实施方案，是保证教育

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规格的基础性文件，是组织教学

过程、安排教学任务的基本依据。 职教师资班的学生

与普通应用型学生、师范生相比，具有自身独特的培

养目标和要求。 职教师资人才应培养为技术型、应用

型与师范型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尤其应注重其核心

竞争力、师范能力（即职业技能传授能力）的培养。

2008—2009 年,学院针对广东职业教育发展和中

职学校的实际需要，基于“学科专业教育与技术技能

教育相结合”的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新理念，以突出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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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特色为重点，对本科职教师资培养的课程体系作了

一次较大的调整与改革。 其主要特点有：人才培养方

案课程体系以模块化设置，可根据中职学校对职教师

资的发展要求灵活设置课程；明确提出了“三证”要

求，即学生毕业时应获得中级以上技能证书、教师资

格证和学历学位证，将技能考证设置为课程模块，纳

入人才培养方案；强化实践教学环节，理工类职教师

范 专 业 实 践 教 学 学 分 占 总 学 分 的 比 例 达 到 30%以

上；加大教育教学模块课程学分，教师教育类课程占

总学分的比例达 20%左右，加强职教专业教学法等

相关课程建设；设置学科竞赛等课外科技文化活动学

分，开设学期训练项目，强化学生的实践技能。

三、职教师范生实践教学能力提升途径及

策略

（一）加强教师教育模块相关课程建设

1.完善教师教育模块课程体系设置

职教师范类教师教育模块开设必修课程达到 15
学分，240 学时，主要包括教育学、心理学、教育技术

学、教师口语技能、现代职业教育教学论、教师教学技

能实训、 三笔字训练、 中职课程设计与开发等 8 门课

程；还开设班主任与德育等教育教学类选修课程。教育

学、心理学、教育技术学、三笔字训练、教师口语技能侧

重师范技能的培养，现代职业教育教学论、中职课程设

计与开发侧重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法、 职业教育教学设

计、职业教育课程设计与教学内容开发等知识的学习，
旨在增强教师职业技能传授能力。 针对目前职业教育

教学论研究起步较晚、可选用的教材不多等情况，可采

取多种措施加强“现代职业教育教学论”课程的建设。
一是遴选具有丰富专业教学经验的优秀教师开展 “职

教专业课程教学法”课程建设与教学工作；二是每年立

项一批校级教学研究项目， 鼓励教师开展专业教学法

方面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三是立项一批校级重点

建设课程、精品课程和专业数字资源库建设项目。

2.以校级教师教育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为重点，
加强高水平教师教育课程建设

为全面提高教师培养质量， 实现优质教师教育

教学资源共享，教育部于 2012 年下发《教 育 部 办 公

厅关于开展教师教育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工

作的通知》，启动教师教育类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建设工作，计划在“十二五”期间，支持建设 350 门左

右教师教育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教师教育精品

资源共享课建设以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为目

标，旨在创新教师教育课程理念，优化教师教育课程

结构，改革课程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强化

教育实践环节，加强教师养成教育，提高教师培养质

量。 学校积极开展校级教师教育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

相关工作，制定课程建设规划，对职教师资人才培养

有重要作用的教师教育类课程建设予以政策和经费

支持，拟立项一批校级教师教育精品资源共享课。 在

此基础上， 遴选建设质量较好的课程申报省级和国

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全面带动相关课程群建设。

（二）以师范生技能竞赛为抓手，培养师范技能

为提高师范生的基本教学能力， 促进师范生专

业理论与教学实践有效结合， 营造互相观摩和学习

的师范技能交流学习平台， 提高学生的师范技能水

平与综合素质，自 2009 年起，学校每年 举 办 一 届 师

范生技能大赛之讲课比赛。 师范生技能大赛之讲课

比赛主要以模拟课堂教学为主， 首先由各二级教学

单位组织初赛，学校统一组织决赛，旨在突出展示师

范生教学技能的教学设计、多媒体课件制作、教学风

采，已成为我校最具特色、学生参与面较广、影响较

大的校级竞赛活动。 在比赛过程中，学生对教师需具

备的基本素质、教学内容选择及组织、教学设计、教

学方法等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形成了一股热爱教

学、钻研教学的氛围。

（三）优化 实 践 教 学 体 系 ，强 化 实 践 教 学 能 力

培 养

一是加强实践教学学分比重， 实践教学学分比

例 占 30%以 上， 教 师 教 育 模 块 学 分 数 占 总 学 分 的

20%以上。
二 是 加 大 投 入，加 强 实 验 实 训 室 、校 内 外 教 育

实 践 基 地 建 设，保 障 教 育 实 习 实 训 条 件，满 足 教 育

实 习 实 践 教 学 需 要；依 托 设 在 学 院 的“职 业 教 育 师

范技能训练中心”，改造并完善其功能，开展普通师

范技能、职教教学法、职教教学课件设计、微格教学

等方面的教学实践技能训练，加强职教情境教学平

台、微 格 教 学 训 练 平 台 等 数 字 化、网 络 化 培 训 与 管

理平台的建设。
三是加强微格教学， 提升职教师范生教师实践

技能培养。 微格教学是提高学生教学技能的最佳选

择， 它是建筑在教育理论、 视听理论和技术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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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系统训练教师教学技能的一种较为先进的教学

方法。 “教师教学技能训练”及“教师口语”等教育类

课程采用微格教学。
四是落实 《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

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精神，职教师范类专业教

育实践不少于一个学期。 职教师范生在学校进行教

学基本功的训练以后， 安排到各教育实践基地等中

职学校开展集中教育实习， 学校选派优秀教师和中

职学校的优秀教师共同对教育实习的全过程进行跟

踪指导，实习内容包括课堂教学、班主任实习以及课

程设计与开发等教学工作， 在教学实践中观察、分

析、反思。
五是充分认识到学科专业竞赛是培养学生实践

动手能力、教育教学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有效载体，在

人才培养方案中设立创新奖励学分， 鼓励学生参加

各种竞赛和科技创作；同时，精心组织、鼓励学生参

加各级各类学科专业竞赛活动， 在各级各类学科竞

赛方面均取得丰硕成果。

（四）内培与外引相结合，打造专兼结合的“双师

型”师资队伍

一是“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工程。 制 定“双 师

型” 教师培养和专兼结合教师队伍建设的支持政策

与办法，加快“双师型”教学人员的培养和引进步伐，
鼓励和培养更多的教师成为“双师型”教师，全面提

高我校教师的职业教育教学水平， 逐步形成一支师

德和学术修养较高、实践能力强、能讲善教、专兼结

合，可以为培养“三证型”职教师资人才提供全方位

教学支持的、 具有鲜明的职业技术与技术师范特色

的教学科研队伍。
二是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工程。 依托学校获批的

广东省质量工程建设项目 “广东省职业院校教师教

学发展中心”，积极开展教师培养与培训，推进教学

改革与研究，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举办本科课堂教学

观摩竞赛、 多媒体教学课件开发竞赛等系列教学竞

赛活动，搭建教师互相观摩、学习的交流平台，着力

提高我校中青年教师教学能力； 学院还分批次组织

教师参加多媒体课件设计与制作培训班、 青年教师

英语口语培训班等教学基本功培训计划，“以学生为

中心教学法”、“行动导向教学法” 等教学方法培训

班，服务教师个性化发展和专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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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Promoting Ways for Practice Teaching Ability of Students in
Vocational Teachers' Education

LUO Ping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65, China）

Abstract：Excellent teaching staff is the key factor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skilled talents. The students in vocational teachers'

education are the important source of teacher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To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students' operation ability, cultivate vocational ability, promoting their practice teaching ability is of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t's feasible to promote the practice teaching ability of students in vocational teachers' education by

reforming personnel training mode, revising personnel training plan, reinforcing teaching skills module, strengthening the cultivation

of practice teaching ability, developing a group of dual-mode teachers and so on.

Key words：students in vocational teachers' education; practice teaching ability; promotion;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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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师资培养模式的思考＊

罗　平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广东广州　５１０６６５）

［摘　要］　探索高职起点的“３＋２”专升本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模式，为培养素质优秀的“双师型”职教师资人才，将高职院

校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与技术师范院校学 科 专 业 师 范 本 科 教 育 的 优 势 有 机 结 合 起 来，为 推 进 职 教 师 资 人 才 培

养模式改革、提升职教师资人才培养质量提供了新的 途 径。文 章 从 招 考 方 式 改 革、人 才 培 养 方 案 的 构 建 与 优 化、加 强 课 程 与

教材建设、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与创新、加强实训基地的建设以及推进项目化管理等方面提出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的基本思路和措施。

［关键词］　职教师资；培养模式；改革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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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

力发展职业教育，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我国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
近年来，随着职业教育办学规模的快速扩大，职教师

资难以满足职业院校实际需要的问题日益凸显，主

要表现为师资数量奇缺、“双师型”职教师资比例偏

低，以及教师实践教学能力不强、理论知识结构较薄

弱等方面［１］。开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与职教师资人

才培养模式构建的理论研究，以“３＋２”专升本职教

师资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为重点、普通本科和研究

生教育层次同时推进，贯穿招生、培养管理及就业等

人才培养全过程的综合改革是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

一段时期职教师资培养和改革的重要课题。
为提高职教师资培养质量，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创新性提出并实施了“３＋２”专升本职教师资人才培

养新模式，将高职院校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方面

的优势与技术师范院校学科专业师范本科教育的优

势有机结合起来。职教师资班的招生对象为优秀的

高职毕业生，他们在高职院校经过三年的专业基础

课学习和实践动手能力培养，通过参加专升本的考

试进入本科院校，单独编班，按突出职业技能传授能

力培养、与高职课程有效衔接的新的人才培养方案

进行两年的系统学习，培养成为具备“双师型”素质

的职教师 资 人 才。职 教 师 资 人 才 培 养 模 式 的 目 标

是：培养大批 专 业 基 础 扎 实、职 业 技 能 传 授 能 力 突

出、能做会教、品格健全、发展力强的高素质职教师

范毕业生，满足中职学校对高质量职教师资的迫切

需求。自２００９年以来，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积极开展

“３＋２”专升本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探索，
在招考方式、人才培养方案、教学管理、课堂教学与

实践教学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实践，取

得了较好成效。截至２０１４年９月，“３＋２”专升本职

教师资人才培养试点专业已拓展到７个，已培养四

届“本科＋技师”毕业生共计４５０余人，毕业生受到

用人单 位 欢 迎；现 有 试 点 专 业 在 校 生２０１３级 和

２０１４级共３６３人。
一、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模式的特色

基于“知识＋技能”、“学科教育与技能教育相结

合”的教育 理 念，突 出 学 生 职 业 技 能 传 授 能 力 的 培

养。与传统的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相比，职教师资人

才培养模式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以中职教师能力标准为参照，更加重视中

职学校的实际需要。广泛、深入调研中职、行业发展

的现状和趋势，参照中职教师能力标准，制定职教师

资人才培养方案，更具针对性、更符合中职学校的实

际需求。
第二，以职业技能传授能力的培养为核心，更加

注重实践教学。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方案中实践教学

学分占总学分的比重在５０％以上，教师教育模块学

分数占总学分的２０％以上，强调职业技能传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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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
第三，专业方向课按模块设置，灵活性更大，适

应性更强。以模块化课程设置体现专业、方向，可根

据中职学校对职教师资的发展要求灵活设置课程。
第四，将“教、学、做、教”四位一体情景与项目教

学方式引入 职 教 师 资 培 养，更 符 合 人 才 培 养 实 际。
即将“教学做”合一培养技能型人才的教学方法引入

职教师资培养，并进一步融入、强化职业技能传授能

力的培养，使毕业生不仅掌握专业技能，而且具备职

业技能传授的能力，实施新一轮次的“教”，与项目教

学等先进教学理念、教学方法与手段，突出职业技能

传授能力培养［２］。
第五，积极引导学生获取双证书、多证书。职教

师资人才培养方案中以技能培训考证模块和实践教

学为途径推进双证制度，使学生在获得本科学历证

书的同时，能顺利获得相应级别的职业资格证书和

教师资格证书。积极组织、引导学生参加全国职业

资格证书考试、英语等级考试、计算机等级考试、普

通话能力测试等。
二、职教师资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与措施

（一）探索招考方式改革。改革传统的招生考试

办法，真正把高职院校中专业对口、理论基础扎实、
实践动手能力较强的毕业生招收进来。根据珠江三

角洲地区产业升级及职业教育发展的实际需要，可

适当增加试点专业数，扩大招生数量。针对高职院

校毕业生报考职教师资班生源较少的实际情况，可

通过网上宣传、现场宣传、校园开放日等多种形式宣

传职业教育对师资人才的紧迫需求，大力宣传职教

师资人才培养新模式，吸引更多高素质的学生。为

保证更多品学兼优的高职毕业生进入职教师资班深

造，加强与相关高职院校的联动合作，以现有的“３＋
２”专升本职教师资人才培养为突破口，积极探索、实
践多种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模式，促进纵向衔接、横向

贯通的现代职业教育“立交桥”的形成与畅通。不断

探索招生、联合培养、评价与就业新机制，确保录取

更多的优质生源。
（二）制定职教师资综合改革文件，推进项目化

管理。为研讨、部署职教师资人才培养综合改革的

各项工作，推动教学质量和育人水平上新台阶，定期

召开教学工作专题会议。各职教师资专业所属二级

学院成立由二级院长任组长的职教师资人才培养综

合改革工作小组和由中职、高职、企业及院内相关专

家等专业人士组成的职教师资人才培养综合改革教

学指导委员会，全面负责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有关工

作。制定《职教师资人才培养综合改革总体方案》，
对职教师资人才培养进行全程指导，尝试推进办学

模式与教学指导方式改革。研究制定职教师资培养

标准，认真调研基于职教师资应具备的职业道德教

育、课程设计、教学组织和实施、交流与合作、行业联

系能力等方面的素质与要求，设计制定《中等职业学

校专业教师能力标准》、《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师能

力标准》。将职教师资综合改革内容转化为教学改

革研究项目，实行项目化管理。鼓励相关专家、教师

参与“３＋２”职教师资人才培养综合改革项目，内容

涵盖课堂教学模式与实践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特色精品课程建设、特色教材建设、教学法教学资源

建设、教学评价机制以及职教师资人才评价机制等

多方面。
（三）以协同培养为抓手，积极推进办学模式改

革。协同培养是新的办学理念和办学策略，是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抓手，可有效整合本科院校、用
人单位和企业各方的优势和资源，提高办学水平和

人才培养质量。对目前国内职教师资培养院校办学

模式相对封闭、在办学中社会力量参与不足的现状

加以改革，以职业院校师资需求为导向，充分利用校

外资源，构建由用人单位（中职学校、高职院校）、企

业以及政府管理部门共同参与的协同培养模式，推

动校校、校企、校用深度合作，协同培养高素质的“双
师型”职教师资人才［３］。首先，成立新的、开放 的 职

教师资人才培养综合改革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由

院内中职、高职、行业及政府有关部门等方面人士构

成，对职教师资人才培养进行全过程指导；其次，整

合优质教学资源，与职业院校、企业协同共建课程、
实践教学基地和教育实习基地；再次，加强优质师资

队伍建设和整合，定期选派教师赴企业、职业院校挂

职锻炼，同时引进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和职业院校教

师进课堂。
（四）修订完善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方案。在总结

国内同类高校培养经验、充分调研职业院校对“双师

型”教师需求的基础上，根据中职、行业发展以及教

学实际，构建突出职业技能传授能力培养的和科学

合理、切实可行且与高职院校专业课程体系有效衔

接的《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方案》。根据职业教育和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对人才专业知识、技能的要求，科学

合理设置课程及其学分。课程体系的构成采取“模

块”的形式，包括教师教育模块、专业模块、专业拓展

模块、社会实践模块、人文综合素质模块及技能培训

考证模块等。着重培养学生的核心能力，即专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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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传授能力，突出应用性、技术性与学术性，彰显职

教师范性作为人才培养方案的亮点。提高职教师范

素质模块的学时比例，安排学生去中职、中专院校参

加教育实习，不仅让他们熟悉教学工作流程和中职

教学方法，较快适应职业学校的各项教学工作，而且

其教学技能水平和心理素质得到明显提高，专业知

识和师范教育技能能够满足今后教学的要求。
（五）探索新的教学方法与手段。专业教学法在

职教师资培养中起着重要作用，是教学课程和专业

技术课程之间的桥梁。加强专业教学法的研究与开

发工作，积极探索、实践具有职业教育特色、适合职

业教育应用的教学教法。教学上改变传统的单向灌

输式教学法，实行启发式、讨论式、仿真式、现场式等

多样化教学方法。针对职教师资毕业生实践动手能

力较弱、职业 教 育 从 业 能 力 不 强 等 问 题，深 入 开 展

“教学做→教”一体化的教学方法与手段改革，突出

职业技能传授能力培养，创立现代职教技能培养的

教学新平台，探索职教师资人才培养的课堂教学与

实践教学新模式。积极推行现代教育信息技术，充

分利用校园网络及多媒体技术教学。在课程的考试

考核方面，逐步建立以能力为本位、突出培养学生综

合实践能力、全面多元的评价体系，加大平时成绩在

总评成绩中的比例，实现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

的有机结合。
（六）单独 编 班，配 备 高 水 平 的“双 师 型”教 师。

按照“３＋２”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方案组织实施各项教

学工作，对职教师资班学生的教学与管理采用单独

编班的方式，班主任均由学校甄选出的专业负责人

或骨干教师担任。为做好职教师资人才培养工作，
配备教学经 验 丰 富、教 学 水 平 高、实 践 能 力 较 强 的

“双师型”教师担任教学工作，通过内训与外聘方式，
包括行业、企业、高职和中职专家学者等相结合，着

力打造一支师德和学术修养较高、实践能力强、能讲

会干、专兼结合的，具有鲜明的职业技术与技术师范

特色的，能教学、科研的师资队伍，使承担职教师资

班教学任务的教师中具备“双师型”素质的教师比例

达到６０％以上。
（七）重视职业技能的培养。以技能培训考证模

块和实践教学为途径，学生在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

同时，能顺利获得相应专业的教师资格证书。重点

发展职教师资核心竞争能力，具备高技能和高素质

的人才培养模式。专业课程的教学引入行业职业资

格证书标准或岗位能力标准，强化学生职业能力的

培养，鼓励学生考取一种或多种高级工职业资格证

书。为职教师资班学生开设“职教专业课程教学法”
课程，作为职教师范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对培养学

生的核心竞 争 力 职 业 技 能 传 授 能 力 具 有 重 要 的 意

义。为进一步强化“面向职教、服务职教、引领职教”
内涵建设，选拔具有丰富专业教学经验的优秀教师

担任“职教专业课程教学法”课程的教学工作，并设

立课程建设专项课题经费，资助教师开展教学资源

建设、教学改革研究。
（八）抓好教材建设。教材建设是职教师资人才

培养综合改革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职教师

资人才培养质量的基础性工作。在对课程体系、教

学教法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吸收国外先进职业教育

理念，着重加强紧扣培训、实习、实训、考证等方面的

实践性教材建设。加大立体化教材建设力度，不断

开发多媒体电子教案、课件、考试题库、网络课程等

多种教学资源。
（九）加强实训基地建设，探索校企合作、校校联

合办学模式。广东技术师范学院高度重视职教师资

班的实践教学体系建设，按照综合改革的需要，改建

和新建了多个能够实施“教学做→教”一体化教学的

实验实训室；改造并完善了“职业教育师范技能训练

中心”功能，加强数字化微格教学系统和网络化培训

与管理平台的建设；加强了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和职

业技能传授能力的培养，与多所中职、高职院校建立

稳定的、长期的实习基地，形成布局合理、形式多样

的职教师资实践教学体系，全面提高学生的实践教

学水平。培养合格的职教师资人才，创建有效的合

作机制是关键。创新工作思路，加强与中职学校、各
级各类企业的广泛联系。探索与省内外高校、职业

院校签订联合办学协议，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合作办学；与企业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形成“学校＋
实习基地”的教学、实习和实训模式；探索与中职院

校签订协议，实行“委培式”培养模式和“订单式”培

养模式，为中职院校定向培养师资人才。通过积极

探索并建立互利双赢、合作共建的校校、校企关系和

实践教学基地运行管理机制，拓宽校外实践渠道，为
职教师资及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有力保障，满足各

专业学生教育实习、实践的需求。
（十）组织学生参加各项专业科技竞赛，提升专

业技能及职业技能。学生科技竞赛活动是教学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学生科技创新能力、实践能

力和自主学习能力的重要手段。大力支持和鼓励学

生参加学科专业科技竞赛活动，如“飞思卡尔智能汽

车竞赛”、“汽 车 节 能 减 排 竞 赛”、全 国 大 学 生“挑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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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电 子 设 计 大 赛”、“中 国 机 器 人 大 赛 暨 Ｒｏｂｏ－
Ｃｕｐ公开赛”等。通过参加各种技能大赛，可有效培

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推动项目化教学，进而提升学生

的专业技能。此外，学校可定期举办“三笔字”书法

竞赛、师范技能大赛、说课比赛等多种形式的学生竞

赛，提高学生的师范技能和核心竞争力。
总之，高职起点的本科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模式，

改变了传统的单纯学科教育的培养方式，为教学改

革的发展和“双师型”人才培养质量的全面提高提供

了新的途径。职业技术教育的快速发展需要职教师

资数量和质量的大幅度提升，促进职教师资教育质

量的提高，培养更多的优秀、高素质的人才，改革和

完善适应现 代 化 教 育 体 系 的 人 才 培 育 模 式 势 在 必

行。将职教师资人才培养工作与综合改革工作齐头

并进，在培养中借鉴、总结国内外先进的职教师资培

养理念与培养模式，不断创新、完善职教师资人才培

养综合改革工作，加强教学研究和课程建设，进一步

加大教学改革力度，力争有所突破、有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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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开设“3+2”职教师资班，推进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模式综合改革，是构建广东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促进中
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衔接的有益探索。文章针对广东技术师范学院职教师资人才培养中出现的“招生
难、生源质量差、培养目标模糊、学生就业难”等现实问题，从探索新的招考方式、制定职教特色突出的人才培养
方案、打造“双师型”师资队伍、推进校用合作等多角度、多层次提出改革的思路。
关键词：“3+2”；职教；师资；培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4）12-0068-03

根 据《国 家 中 长 期 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2010—2020 年）》与《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

要（2008—2020 年）》等文件基本精神，要实现广东经济

社会发展的新跨越，必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建立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培养一大批优秀的职教师资人才。广东

技术师范学院作为一所以培养职教师资人才为基本定

位的普通本科院校，落实“面向职教、服务职教、引领职

教”的办学定位，对“3+2”职教师资班的人才培养模式加

以改革和创新，为广东职业教育培养优质师资是义不容

辞的责任和任务。
一、广东技术师范学院“3+2”职教师资班现状
“3+2”职教师资班是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正在探索的

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新模式，它将高职院校技能型人才培

养的优势与技术师范院校学科专业、技术师范教育的优

势有机结合起来。经过 3 年专业技能学习与训练获得中

高级技能证书的优秀高职毕业生，参加专升本考试进入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按专业单独编班学习，进行 2 年学科

基础知识的提升、职业技能教学能力的培养，成为能满

足中职学校教学需要的合格教师。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模

式的培养目标就是：要培养大批专业基础扎实、职业技

能传授能力突出、能做会教、品格健全、发展力强的高素

质职教师范毕业生，满足中职学校对高质量职教师资的

迫切需求。
2009 年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开展“3+2”职教师资人

才培养教学综合改革的试点工作，选取基础与发展势头

较好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装潢设计与工艺教育四个专业

作为第一批“3+2”职教人才培养教学综合改革试点专

业。2010 年新增车辆工程和应用电子技术教育等 4 个

试点专业，获准招生专业扩展至 8 个（其中机械电子工

程和自动化 2 个专业因未招到学生，未能开班）。截止到

2014 年 6 月，已培养 2011、2012、2013 和 2014 四届毕

业生共 572 名，到教育系统就业的比率达到 28%以上。
二、创设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新模式的意义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以科学发展观、先进的教育思想

为指导，树立“知识 + 技能”“学科教育与技能教育相结

合”的人才培养观，努力创建以技术应用、职业技能为导

向，以学生学科视野、职业发展能力的拓宽与培育为基

础，以突出职业技能传授能力培养为核心的职教师资人

才培养模式。推进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性有以

下四点。
第一，通过系统化的教育和专业技能的培养，提高

了职教师资的总体质量和素质，拓宽学科视野，提升专

业技能，有效推动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培养更多合格

的职教师资人才，是解决目前我国及广东省职教师资严

重短缺问题的有效方案。
第二，根据职教师资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学生

要按计划完成各项实习实训任务。通过实习实训，不仅

验证了学生所学理论知识，而且在实践中提高了职业操

作技能，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明显增强，加深了对真实

工程环境的了解，达到了增强事业心和责任感的目的。
第三，以“3+2”职教师资人才培养试点专业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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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向普通本科师范专业与硕士研究生相关专业拓展、
推进，是促进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衔接的有益

探索。构建“中等职业院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的人

才培养模式，探索从中职、高职到应用型本科以及专业

硕士学位纵向衔接、横向贯通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立

交桥”，促进广东现代职业教育的新发展。
第四，转变教育教学观念，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促进

高职高专院校教学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是彰显办学特

色和提高办学质量与水平的有效途径。为提高职教师范

素质模块的学时比例，安排了为期 8 周的教育实习，帮

助学生熟悉教学工作流程和中职教学方法，能够较快适

应职业学校各项教学工作，专业知识和师范教育的技能

能够满足教学要求，学生的整体教学能力和心理素质明

显提高，得到了实习学校领导和教师的普遍好评。
三、“3+2”职教师资人才培养的主要问题

从总体上看，广东技术师范学院职教师资人才培养

方式还是学科本位，与普通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方式类

似，职教特色不够鲜明，培养的毕业生技能不突出，与中

职、高职所需要的“双师型”教师存在较大差距，高职到

本科职教师资人才培养的对接渠道尚不够通畅，职教师

资人才培养综合改革迫在眉睫。
（一）生源不足
目前，广东省开展“3+2”专升本职教师资人才培养

的院校较少，试点招生专业也较少。由于开展时间较短，

宣传不够广泛，相当多的高职毕业生对“3+2”专升本职

教师资人才培养这一新模式尚不知情，招生信息也不甚

了解。由于“普教情结”，职教师资生源质量相对较低，难

以吸收“知识渊博、技能熟练”的高素质高职毕业生。广

东技术师范学院现有“3+2”专升本职教师资专业 6 个，

除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装潢设计与工艺教育两个专业报

考人数较多以外，其他试点专业报考人数较少。机械电

子工程和自动化两个试点专业在招生的第一年由于报

考人数过少，未能开办相应的职教师资班。
（二）生源质量参差不齐

从近几年的招生情况来看，学生在专科阶段所学的

专业种类较多，有些与专升本报考的本科专业不完全一

致。由于录取的学生来自不同的高职院校且专业分布面

较宽泛，即便同一专业不同院校的课程设置及深度要求

也有所不同，学生的基础理论知识水平及专业技能参差

不齐。一些学生尽管有相应的中级以上技能资格证书，

但专业技能不够强，对相关专业课程的学习较薄弱。生

源结构较复杂且专业基础差，增加了教学实施的难度，

影响了教学效果。
（三）未能较好实现人才培养目标
职教师资人才的培养目标就是要为中职院校培养

高素质的教师人才，但从广东技术师范学院首届（2011

届）职教师资班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来看，近七成学生进

入公司就业，到职业学校担任教师岗位的人数不超过

20%。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职教师资班近三年毕业

生的就业情况为例，2011 年到 2013 年的毕业生总人数

分别为 29、56、46，共计 131 人；进入中职院校当教师的

人数分别为 6、12、8，共计 26 人，从事教师岗位的仅占

19.85%。
（四）就业渠道不通畅
由于缺乏健全的中职教师准入机制，职教师资毕业

生进入中职学校的渠道并不十分畅通。尽管总体上广东

省中职师资较为紧缺，但冷热分布不均；珠江三角洲一

些发达城市中职学校师资接近饱和且一般都要求硕士

以上研究生，而边远、欠发达地区对中职师资需求的缺

口较大，但对毕业生吸引力不大。大城市情结导致毕业

生大多愿意留在中心城市，不愿去中小城市和落后地区

中职学校就业，也有部分毕业生不愿意做教师工作，而

选择去企业或其他单位工作。由于就业前景还不明朗，

培养的毕业生尚未得到中职学校的检验与认可，不能有

效吸引高职院校优秀毕业生报考。
（五）综合改革未能深入、全面开展
“3+2”专升本职教师资人才培养的教学实施与教学

改革在国内无先例可循，各项改革工作正处于探索之

中，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模式尚未形成。没有形成稳定、
统一、可操作性强的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模式，基本上还

是处于封闭办学；教师教学技能与水平有待提升，突出

职业教育从业能力培养的教学改革仍不够深入；国家认

可的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标准也尚未出台；缺少适合职教

师资培养培训的课程和教材，实践特色不突出。这些都

成为制约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模式发展的新问题。
四、“3+2”职教师资人才培养综合改革的思路

“十二五”及其以后相当一个时期，广东省中等职业

教育需要一大批中职师资，这为开展“3+2”专升本职教

师资人才培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为做好职教师资人才

培养工作，保证职教师资班学生核心竞争力的培养，及

教学综合改革的顺利开展，从以下几方面提出对策与建

议。
（一）加大招生宣传，探索新的招考方式
加强职教师资招生宣传工作，组织试点院校与对口

高职开展校校合作，实行“委培式”或“订单式”培养模

式，试行专本连读等招生政策，扩展生源渠道；可联合部

分高职院校举办“高职高专校长论坛”、高职院校招生就

业办负责人座谈会，介绍“3+2 专升本职教师资”招生信

息及其优惠政策。为增大“3+2”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新模

式对高职学生的吸引力，可给予学生减免部分或全部学

费、助学金及奖学金等政策。
改变目前单一的“专插本”招生考试，对生源地选

取、考试、录取等环节进行改革，探讨面向广东省、全国

优秀中职、高职院校及社会，试行单独考试、单独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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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招生等新举措。给予“3+2”职教师资人才培养试点

院校更多的自主权，提供自主招生、自主办学等相关政

策支持；由招生院校自主招生或几所试点院校联考，真

正把高职院校中专业对口、理论基础扎实、实践动手能

力较强的毕业生招收进来。
（二）制定职教特色突出的人才培养方案
制定《“3+2”职教师资人才培养试点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传授能力和职业发展能力，

突出职教的师范性特色。人才培养方案中课程体系的构

成采取“模块”的形式，根据中职学校对职教师资的发展

要求设置课程，以模块化课程设置体现专业方向，灵活

性更大、适应性更强。主要包括教师教育模块、专业模

块、专业拓展模块、社会实践模块、人文综合素质模块及

技能培训考证模块等。积极学习借鉴国内外职业教育的

先进理念和经验，大胆改革和创新教学模式和教学方

法，尤其倡导将“教学做”合一培养技能型人才的教学方

法引入职教师资培养，着力对学生进行职业技能传授能

力的培养。改革以往单纯以实施学科教育为目标的教学

内容，加强对中职、高职与行业的调研与合作，组织规划

编写能体现“知识 + 技能”、“学科教育与技能教育相结

合”理念、突出职业技能传授能力培养的立体化职教师

资教育教材。
（三）打造优质“双师型”师资队伍
所谓“双师型”教师是指具备教师资格证书和其他

职业资格证书，同时具备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种能力

的教师。“3+2”试点院校、有关高职院校、中职院校组建

“双师型”职教师资人才培养联盟，优化职教师资人才培

养机制与培养模式，突出职业教育从业能力的培养。通

过内训与外聘（中职、高职和行业专家学者等）相结合，

建设一个优质教学师资资源库，着力打造一支师德和学

术修养较高、实践能力强、能讲会干、专兼结合、具有鲜

明的职业技术与技术师范特色的“双师型”教学科研队

伍。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各试点专业所属二级学院配备教

学经验丰富、教学水平高、实践能力较强的骨干教师担

任教学工作，承担“3+2”师资班教学任务的教师“双师

型”比例普遍达到 60%以上。
（四）实行“三证书”制度，重视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
“三证书制”要求学生毕业前取得大学学历证书，技

术等级证书和教师资格证书；学历证书表明了毕业生学

完规定课程获得相应的本科学历水平，专业技术等级证

书则反映了毕业生的专业技能水平，教师资格证书表明

毕业生具备从事相应教师工作的基本条件。协调“应用

性”与“师范性”，两者兼顾。“应用性”是学生培养工作的

中心点，要求学生系统地掌握本专业、本学科的知识与

理论，加强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具有工程师或技

师的实践技能。而“师范性”是为实现有效教学而设的手

段，使毕业生具备从教的理论水平和能力，从而提高他

们的职业技能传授能力。此外，通过开设职业技术教育

学、职业技术专业教学论、心理学、普通话培训等课程，

加强学生职业技能传授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职业技

能传授能力。
（五）推进“校用合作、校校联合”办学模式
推行校用结合，即学校与用人单位进行合作办学，

让用人单位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与教学内容设

计等整个教学实施过程。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形成“学校

+ 实习基地”学生学习、实习和培训模式，学校的人才培

养真正实现与用人单位的实际需要接轨，真正了解用人

单位对人才培养的实际要求，学生也有更多机会观摩教

学，接受实践检验，成为合格的职教师资人才。探索与省

内外高校、职业院校签订联合办学协议，实现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合作办学；与中职院校签订协议，实行“委培

式”培养模式和“订单式”培养模式，为中职院校定向培

养师资人才；与高职院校的对口招生录取工作，实现学

生在高职实施的 3 年大专教育与在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实施的 2 年本科教育有序、有效衔接，增强课程设置体

系、人才培养方案的连贯性、一致性和互补性。
（六）妥善解决学生的就业问题
“3+2”职教师资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将直接影响职

教师资人才培养模式综合改革工作的下一步实施。加强

职业生涯规划指导，与学生多交流、多沟通，帮助他们树

立正确的专业观、学习观、就业观；加强与中职学校的合

作，建立广东省职业院校教师准入机制，保障优秀职教

师资毕业生到中职及高职院校的就业渠道更为通畅。也

可予以适当的优惠政策和相应的政策倾斜，对毕业后到

省内 16 个贫困山区（县）从事职业教育的学生退还学费

等，力争让职教师资毕业生在中职学校有良好的就业局面。
开展职教师资人才培养综合改革，培养广东省职教

发展需要的优秀职教师资，推动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学

改革与人才培养质量的全面提高，是实现建设现代职业

教育体系战略构想的重要途径。不仅是广东技术师范学

院教学改革与发展的重大课题，也是践行“面向职教、服
务职教、引领职教”的办学定位、把学院建设成为人才培

养特色鲜明的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的重大战略举措。对

“3+2”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改革和创新，不仅能

够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保证人才培养与教

学实施的质量，也为今后更好实现“3+2”职教师资人才

培养综合改革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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