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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审核评估背景下工科院校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研究 
◆袁  勇 1  高  波 2 

(1 沈阳建筑大学教务处  辽宁沈阳  110168；2 沈阳建筑大学教务处  辽宁沈阳  110168) 

 
摘要：人才培养方案是高校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和基本培养规格的纲领性

文件，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是一个系统工程。本文确定了人才培养方案制

定的指导思想、原则及相关要求，围绕人才培养目标，从课程体系、实

践教学建设、创新创业培养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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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切实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提高
本科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教育部发布《关于开展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的通知》(教高[2013]10 号)，拉开了
高校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的帷幕。其核心是对学校人才培养目
标与培养效果的实现状况进行评价，旨在推进人才培养多样化，
强调尊重学校办学自主权，体现学校在人才培养质量中的主体地
位。 

人才培养方案是高校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和基本培养规格的
指导性文件，是学校组织教学和进行教学管理的主要依据，是学
校对教育教学质量进行监控和评价的基础性文件，是人才培养目
标与规格的具体化、实践化形式，对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具有重
要导向作用。下面主要对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进行一定的探析。 

1、培养方案制定的基本原则 
1.1 德育为先原则 
教书必育人，育人先育德，德育是教育整体的核心部分。以

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按照“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要求，将
德育融化于整个培养计划的各个环节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形成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活动的有效形式和长效
机制。 

1.2 以生为本原则 
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注重因材施教。进一步压缩学时学分，

重在把时间还给学生，把方法教给学生，为学生自主学习和研究
创造条件，引导学生形成研究性、批判性、创新性学习思维。强
化学生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使其达到知识、
能力、素质协调发展，个性得到充分发展。 

1.3 整体优化原则 
在指导思想、培养目的与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和方法、

改进机制、实践教学体系等方面进行全面的综合改革、整体优化。
进一步优化课程体系，保证整个课程体系能够支撑全部毕业要
求。以毕业要求为依据，确定课程体系结构，设计课程内容、教
学方法和考核方式。优化学时学分，调整课程结构，注重课内与
课外、校内与校外的教学活动的有机融合，形成融会贯通、紧密
结合、有机联系的课程体系。 

2、培养方案制定的基本要求 
2.1 重构明确培养目标 
专业培养目标要根据学校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在对本专业

的社会需求状况、专业的学科支撑情况等进行深入调研和论证的
基础上, 参考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的专业人才培养规范制
定。专业培养目标要描述精准，明确本专业毕业生就业领域与性
质以及社会竞争优势。 

2.2 三减、三增、三优化 
培养方案要按照“三减、三增、三优化”，即减总学时学分、

减课程总门数、减核心主干课程门数，增通识教育、增实践能力
培养、增创新训练，优化计划体系、优化课程模块、优化课程内
容的总体要求进行结构优化与品质提升。 

2.3 强化实践育人、强化双创育人 
充分利用校内外实践教学资源，系统设计实践育人教育教学

体系，结合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要求，分类制订实践教学标准。
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注重学生创新创业意识、
思维和能力培养。积极开设创新创业通识课程和具备学科专业特

色的创新创业课程，把学生课外科技创新、学科竞赛、创业训练
及社会实践等活动纳入毕业学分，形成依次递进、有机衔接的创
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3、课程体系设计的理念和要求 
3.1 明确课程设置与培养标准的对应关系 
人才培养方案并非由一门门孤立的课程简单堆砌而成，而是

以一定的教学理念为指导，由若干门课程有机结合而成的具有集
成性的课程体系[2]。课程体系规定了培养目标实施的规划方案，
是人才培养方案的核心，是保障和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3]。以社
会需求和学生终身发展需要为导向，依据教育部颁布的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结合学校办学定位，科学确立各专业人才
培养目标与要求，明晰培养的人才类型和服务面向，明确各专业
学生在知识、能力、素质等各领域的培养规格。按照知识、能力、
素质结构的内在联系和教育教学规律，构建由通识教育课、学科
基础课、专业教育课、实践创新教育环节组成，必修与选修课程、
理论与实践课程结构合理，课程之间、课程模块之间有机衔接的
课程体系。对应培养规格，科学设置课程，明确课程内容、规范
课程名称，明晰课程功能，建立课程与培养要求的对应关系矩阵。 

3.2 设置更为实用的通识教育课 
通识教育课包括但不等同于传统意义的公共基础课，目前好

多高等院校公共基础课还主要局限于指令性课程的开设，由“两
课”、外语、计算机基础知识、大学语文、高等数学、体育等课
程组成，一般能占到学分总数 30%甚至更多，如何使公共课程摆
脱单纯的国家规定，更好地为学校人才培养服务，是人才培养改
革中的一个难点，但也有一定的方向可寻[4]。公共基础课改革主
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公共基础课体系的重构，减少指令
性公共基础课的课时数量，增加与专业能力相关的通识教育课课
程的开设；另一方面是重构教学模式，增加通识教育课的实践课
时数、增强通识教育课的教学艺术性和科学技术的应用。 

3.3 优化实践教学环节 
优化实践教学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强化实践育人效果。要

积极推进实验和实践教学改革，增加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实
验的比例,推进创新方法课程、开放实验、创新训练项目的建设，
课内课外相结合，支持本科生参与科研训练，大力推进大学生创
新训练和竞赛活动，训练学生的创新方法，强化学生创新思维与
创新能力 的培养；鼓励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重点实验室向本科
生开放并提供项目和技术支持； 对于参加国际认证的专业，实
践教学环节的学分设置应符合相关专业评估或认证标准 的要
求。 

3.4 完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进一步健全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促进创新创业教育与专

业教育有机融合，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在课
程体系中科学设置创新创业必修课、选修课以及实践环节，挖掘
和充实各类专业课程的创新创业教育资源，面向全体学生开发开
设研究方法、学科前沿、创业基础、就业创业指导等方面课程，
建设依次递进、有机衔接、科学合理的创新创业教育专门课程群
和协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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