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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等学校作为人才培养的基地，显现了创新的重要性。科教融合是创新人才培养的必经之路，地方应用型大学具有自身的特点，人

才培养模式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本文采用物理-事理-人理（WSR）系统论方法研究地方应用型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对促进地方应用型大

学人才培养的质量，提供高质量的创新型应用型人才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为同类型地方应用型高校培养人才提供可供参考和借鉴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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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方应用型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现状及问题 
随着高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科教一体化已成为我

国高等教育的基本形式。德国著名教育学家洪堡在 19 世纪初提出
了“科教融合”的概念，最终在德国柏林大学里成功开展 “双元
制”教育模式。1903 年英国在实践中总结出“三明治”模式取得了
很好的应用效果。1906 年美国第一个“合作教育”模式在实践中成
功应用，教学效果较为明显。国内学者提出人才培养模式的结构体
系[2]和培养模式[3]。关于地方性应用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主要体现在
顶层设计[4、5]、融入课程[4、5]、改革教法[4、5]、建设平台[4]、弹性培养[4]、
教材建设[5]、实践教学[5]和师资队伍[5]等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
果，但还存在很多问题，主要体现在：培养方案目标不明显[5、7]、“双
师型”教师少[5], 理论多实践少 [5-7]、校企合作不够深入[6、7]、创业教
育环节薄弱和整体创新能力不足[6]。学者对地方应用型大学的人才
培养模式大多是基于特定的情境，缺乏一个更加整体和系统的角度
来深入研究地方应用型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物理-事理-人理（WSR）
系统方法论是用于解决复杂问题的系统方法和工具[8] 。应用 WSR
系统方法论能够更加系统和全面地揭示地方应用型大学人才培养
模式种类，准确把握人才培养模式体系。因此，本文采用 WSR 系
统方法论建立地方应用型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模型，以期为同类型的
地方应用型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提供参考，有助于教育质量和水平。 
2 地方应用型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2.1 物理方面人才培养模式 

物理在 WSR 方法论中研究客观事物本身的特性，地方应用型
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本身特性可以归至 WSR 方法论中的物理因
素。传统的课程体系中，理论学时多，实践课时少，地方应用型大
学需在课程体系上和教程建设方面进行改革[5]。地方应用型大学是
为区域经济与社会培养综合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学校应根据区域
经济规划的顶层设计提前规划课程体系，以适应区域经济在发展中
对各种应用型人才的需要，地方应用型大学有必要针对区域经济发
展的需要和优势，设置与之相适应的地方性行业性的优势课程和专
业体系，通过特色专业人才培养为地方区域输送高素质的应用型人
才。地方应用型大学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在教学课程中必须注重
实践，通过建立案例教学体系，充分注重学生学习和实践的主体地
位，充分让学生扮演主角的身份演练案例内容，从而培养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通过借鉴德国与英国的教学经
验，通过“双元制”和“三明治”教育模式，加强学生的实践应用
培养，从而综合提高学生的综合应用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2 事理方面的人才培养模式 

事理在 WSR 方法论中研究做事的道理，是指涉及人才培养系
统或问题处理过程中如何做事的机理，主要解决“怎样去做”的问
题。地方应用型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做法可以归至 WSR 方法论中的
事理因素。段辉琴等[6]通过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料进行创新，
用于服务实践，将科研与课堂有机结合。吴蓉蓉[10]从战略顶层设计
着手，将三进、三结合、三实践、三认证培养模式应用于全过程。
目前，我国校企共育人才的培养模式还在初步探索阶段，经过文献
综述，有订单式模式、“2 +1”模式、“校厂所”共育等模式，对于

地方应用型大学通过校企共育模式培养人才，尊重市场经济的规
律，更能从供给与需求侧进行全方位、重点匹配，真正做到把企业
真正需求的人才培养出来。在校企合作的情况下，学校充分利用双
方合作的各自优势，结合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功能，采取企业入校
的模式，为大学生提供专业知识学习和实践的平台，学校应积极组
织相应的企业生产过程在学校中进行教学和实践，建立应用型大学
的品牌口碑及形象。 
2.3 人理方面的人才培养模式 

人理在 WSR 方法中研究人的因素，是指人才培养模式实施主
体的特性与特征。地方应用型大学人才培养主体因素可以归至 WSR
方法论中的人理因素。叶亚丽[5]指出通过让教师参与企业经营，到
和学校相关专业属性的企业进行锻炼，同时在人才引进方面，选用
具有实践经验的工程师开展教学。孙道胜等[11]通过研究应用型人才
培养在注重条件建设及应用型师资队伍方面对教师实践能力提高
方面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崔钰婷等[12]通过分析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
模式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
养体系。叶逸筠[13]提出校企联合培养人才培训模式的管理，提出了
由企业和学校两位导师对学生进行培训的双向管理模式。对于地方
应用型大学高层管理人员和合作单位的高层管理人员必须重视人
理因素对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必须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只有双方在
支持和重视的环境下进行互相合作，共同发展，共享成果。因此对
于地方应用型大学必须注重培养自身的师资水平，培养“双师型”
师资队伍势在必行，同时构建双导师结构，并按学徒制进行管理，
学校管理者应重视这项管理模式，并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予全面
支持。 

通过以上分析，地方性应用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在物理方面可
归纳为构建“基础+特色”课程体系、建立“案例+实践”教学体系；
在事理方面可归纳为科研、实践与课堂相结合、全方位组合、改变
教学方法、校企共育、共建平台；在人理方面可归纳为培养“双师
型”师资队伍、构建双导师学徒制两个方面。 
3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梳理了关于应用型大学在人才培养模式的相关理论
研究和实践应用的基础上，在科教融合的视角下，采用 WSR 方法
论建立地方应用型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模型，该模型系统全面的总
结了地方应用型大学培养模式的构成，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
义，同时为地方应用型大学进行人才培养模式的选择提供了可供借
鉴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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