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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卓越型”人才培养研究 

罗莹 

（吉林北华大学） 

摘要：伴随国家“六卓越一拔尖”2.0 版本的提出，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也写入中央文件并付诸实施。地方高

校应适应此教育大环境背景的变化，着力发展，设计符合自身实际的人才培养策略。地方高校行政管理专业，作为学科专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应正视新时代背景下社会对人才需求的转变，积极提高人才培养水平，寻求“卓越型”人才培养方式方法，适应社会发

展对高素质复合型应用性人才的需求。 
 

“卓越”一词，意为“杰出的、超出一般”，多用于描述人才

的高超出众。最早出于《三国志·吴志·孙登传》“於是东宫号为

多士”，裴松之注引晋虞溥 《江表传》：“登使侍中胡综作《宾友目》

曰：‘英才卓越，超逾伦匹，则诸葛恪。’” 

一、国家 “卓越型”人才培养项目 
为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2010 年起，教育部组织实施了卓越系列人才培养计划，培养面向业

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各类型创新能力强、适应社会发展需

要的高素质工程师、医生、农林及法律人才，为国家发展及社会建

设储备人力资源优势，从而提升我国核心竞争力及综合国力。 

事实证明，自该计划实施，不仅培养并为国家储备了优秀人才，

培养了一批获得行业认可、具备良好国际视野和创新能力、较好适

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高类型人才，同时也在推进高等工程

教育、高等医学教育、高等农业教育及高等法学教育改革和创新方

面有所促进，教师队伍建设不断提升，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纵深

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六卓越一拔尖”2.0版本 
2018 年 10 月 17 日，教育部印发《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

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等文件，并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教育部联合中央政法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

政部、农业农村部、卫生健康委、中科院、社科院、工程院、林草

局、中医药局、中国科协在天津联合召开“六卓越一拔尖 2.0”项

目启动大会，标志着我国全面开启并实施“六卓越一拔尖”2.0 计

划。 

该项目的启动，在全国高校掀起了一场本科教育教学的“质量

革命”，形成了覆盖全领域全部学科的“质量中国”品牌建设，明

确了习近平同志领导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

高等教育的方向及内涵式发展的道路。力争在 5 年内，初步形成“高

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建成一批立德树人标杆学校，建设一批一流

本科专业点”1，从而引领全校高校专业建设及人才培养的全面提升。 

三、地方高校“卓越型”人才的培养目标 
在各级各类高校进行人才培养过程中，一般说来对于“卓越型”

人才的标准设定并不相同，这属于不言自明的道理，毕竟“双一流”

高校及专业与地方性、应用型高校及专业在人才培养目标及培养方

向上存在巨大的不同。 

地方高校的人才培养更多立足于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方向

及需求”，强调应用型人才的职业适应性培养，在教学中更多强化

实践教学地位，打造多维度的课程体系及复合型的教学环节体系，

多构建丰富的政、产、学三方协同育人保障机制。因此，地方高校

“卓越型”人才的培养目标普遍定位于“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及

改革的高素质、应用型和复合型人才培养”。 

四、地方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卓越型”人才培养 
（一）地方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卓越型”人才内涵 

地方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卓越型”人才，是指与地方经济发展

需求相适应，具有公共行政精神与理论素养、行政管理专业知识系

统扎实、职业伦理意识与职业能力突出、人文精神底蕴深厚、有效

服务于基层行政管理改革和实践的高素质应用型管理人才。 

同时，考虑到社会对人才的多元化需求，本专业以基本素质与

发展潜能、主体性与创新创业能力、国际化素质与能力等三项素质

为培养基础，强化课程体系、教学方法与手段、考核体系的相关改

革。 

（二）地方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卓越型”人才培养的意义 

作为非“双一流”大学、非“双一流”专业的地方高校行政管

理专业提出“卓越型”人才培养，并非是“唱高调”，而是对以往

教学实践的反思、对未来教育活动追求以及对教育对象更加负责的

体现。对地方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卓越型”人才培养的研究，有助

于带动类似院校、相似专业建设水平及人才培养能力的全面提升；

有助于学生学习成效及教师育人能力的有效增强；有助于对现代信

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思考；有助于高等学校质量监督及评

价制度体系建设更加完善。 

（三）地方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卓越型”人才培养的途径 

1.优化卓越人才培养目标 

卓越型人才的培养应着力体现“卓越”二字，因此在人才培养

目标中应区分于以往的人才培养目标，从而能够立足于时代、扎根

于地方，谱写行政管理培养的奋进之笔。具体说来，包括如下方面

内容：行政管理专业以培养和造就未来公共部门领导者及工作者为

宗旨，以培养高素质行政管理卓越人才为目标 2。对地方高校行政

管理卓越人才培养素质进行分解，可包含责任感、创新性、应用性

和国际性四个特征。责任感，深刻认识和正确理解社会责任，自觉

并坚定履行社会责任，理想崇高，人生定位准确，时刻保有对人民

的热爱以及服务于社会的意识；创新性，不懈怠、敢尝试，保持创

新意识，具有强烈的创新动机、浓厚的创新兴趣、健康的创新情感、

坚定的创新意志，勇做社会发展的逐浪者；应用性，良好的动手能

力，不囿于理论知识的学习，更有良好的动手能力，能够自如地走

入社会当中；国际性，地方高校人才培养虽立足于地方，但仍必须

具有国际视野，这是因为伴随我国在国际社会的深度交融，地方政

府也将更多地与国外政府组织或团体、个人有较为频繁的接触，这

无疑更需要管理者熟悉国际事务、具有国际视野。 

对于上述四个特征的具体实现，可以细化为“基础素质与技能

标准”、“专业知识标准”和“职业技能标准”三个具体的人才素质

标准，以使人才培养中更具观测及操作性。 

2.改进教育教学方式 

卓越型人才培养需要相应专业建设及教育教学方式的改革。首

先，加强专业建设，合理设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伴随国内信息技

术的高速发展，各行各业对行政管理人才能力类型与知识储备也提

出新的要求。传统宽泛的、一般性的人才培养已经无法满足单位的

要求，而需要更加专业化的、个性化的、复合型的人才类型。与之

相适应，必然需要进行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改变过去笼统化的、

理论性的课程制定，而在专业教学框架中细化某一教育教学方向，

从地域、行业或领域内形成自身专业培养的特色。例如，海南省地

方大学的行政管理专业可以培养服务于海南旅游业发展的行政管

理人才、江浙一带的地方大学中的行政管理专业应重点培养适应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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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智能化管理的行政管理人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学的行政管
理专业可以形成致力于民族事务处理的人才培养，而东北地区的行
政管理人才则侧重于服务于当前东北社会经济、农业、工业、旅游
业等某一方面的管理人才培养。 

在具体教学活动中，应注重“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相结合、理
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课堂教学与课外学习相结合”的原则，
致力于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多种类型的人才培养。在教学起始端，
进行一般性的通识教育，同时引导学生对学习及职业生涯的观察与
思考；大学二年级后，对学生形成分类体系培养，根据学生的自主
选择，从应用型、自主创业型、拔尖创新型三个方面进行培养，建
立不同的教学模块，实现学生成长的个性化；在不同的教学模块中
强调侧重不同的教学手段，但普遍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
参与式等师生相互互动的教学模式。在课堂改革创新的基础上，激
励鼓励教师进行教育教学改革研究，及时将教学实践活动与理论研
究紧密结合，实现对教学行为及活动的有益反馈，从而形成教育教
学创新的回路，形成更良性的教育行为活动。 

3.规范实践教学体系 
由于行政管理专业的特征性，该专业学生进行实习实践单位多

集中于政府或企事业单位的行政领导部门，这类部门在选用实习生
的时候，一是数量较少，不可能大规模接收，对于高校在联络实习
部门的数量上存在相应压力；另一方面是学生在实习过程中无法像
工科专业实习实践中有标准化的流程及内容，课程实践或毕业实习
的很多工作内容集中于文字录入、文件复印及简单校对等工作，对
学生能力提升收效甚微。因此，综合以上两方面因素，无论校方还
是学生方面对于实习实践教学环节都不是特别热衷，很多学校宁愿
学生在学校实验室里进行模拟软件的操作，也不积极主动鼓励学生
进行校外实习实践。 

然而，地方高校“卓越型”人才培养目标中着重强调了“应用
型”的培养（前文已经论述），与之相适应，就必须进行学生应用
性的训练，并且千方百计使得实践教学体系更为规范化。（1）模拟

专业认证体系，规范学生的实习流程。截至目前，关于管理类的教
育部专业认证体系还没有出台，但综合研究已出台的专业认证体
系，其普遍特征在于“能力导向”、“目标定位”和“持续改进”等，
结合这三方面特征可以将学生的实习流程更加细化，与实习单位事
先商定好学生实习的规范性工作内容及工作流程；（2）完善政策，
释放实践活动活力。继续完善弹性学制，支持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逐步建立创新创业学分积累与转化制度、在线开放课程学分认证和
学分认定制度等，为学生破除走出校园、走入社会实践的壁垒。 

恰逢笔者写作当日，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同志发表题为《创
新创业教育改革推动人才培养模式实现两个转变》重要讲话，他指
出通过创新创业教育实现了“从就业从业教育到创新创业教育的转
变”、 实现了“人才培养机制的转变”3，由两个转变可以判定，在
实践教育学方面，在传统实习基础上，应着重规范创新创业教育，
“以创新引领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而在学科教育方面，应更
多实现“多学科交叉融合、跨学科学习、校内外协同”等内容。 

综上，地方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无论在时代需求，还是自身发展
方面，都呼唤“卓越型”人才的培养。同时，正如前面所论述，地
方高校的人才培养势必区分于研究型大学中“卓越型”人才的培养，
而应制定一套适用于自身学生类型及社会需求的人才培养体系及
教育流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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