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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以学习者为中心”视角下的粤港澳大湾区高校人才培养
问题探究

李思玲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澳门城市大学在读博士，广东中山 528400）

摘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出了人才培养的新命题，域内

高等教育是否契合建设需求？人才分布结构、教学效果、人才

培养成效等问题依然存在，如何寻求变革突破点？本文尝试在

“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视角中，探索教学走向“全时空”、需

求走向“同频率”、跨学科走向“无障碍”的变革策略，以图

对高校如何更好发挥人才支撑功能作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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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2 月 18 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出台。

《纲要》提出，到 2022 年，“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框架基本形成”；到 2035 年，“国际一流湾区全面建成”。

湾区建设对人才的需求无论是数量和质量

都将大大提升。

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处在永恒的运

动之中，二者促成了教育的基本矛盾。解

决人才问题，落脚于教育理论和实践，根

本在于解决教育的基本矛盾。扈中平教授

曾指出：教育解决这一矛盾的特殊方式是

有目的地培养人，从而不断地把人的发展

水平提高到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水平上来。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域内的高等教育人才

培养是否能跟上并契合湾区建设发展需

求？如何寻求变革突破点？本文试从教育

现象出发，对当前大湾区高校人才培养存

在的问题、问题产生的原因以及解决的策

略等三方面作简要论述，以图对高校如何

更好发挥人才支撑功能作进一步探讨。

一、大湾区高校人才培养的困境

（一）从人才分布看

从横向看，人才的地域分布情况不均

衡。根据 2019 年数据显示（表 1），广

东省加上港澳地区共有 177 所普通高校，

大湾区的 11 个城市汇聚了省内 84.75% 的

普通高校，共 150 所；本科院校 112 所，

其中 77 所来自大湾区，占 68.75%。也就

是说，粤港澳大湾区的高校为广东省和港

澳地区提供了绝大部分的高端人才和智力

支撑。但大湾区的 150 所普通高校中，有

82 所来自广州，占 54.67%，77 所本科院

校中，广州市拥有 37 所，占 48.05%，均占据“半壁江山”，

几乎等于大湾区另外 10 个城市的高校数总和。而且，国家“双

一流”建设高校、广东省建设高水平大学基本都在广州市。

从纵向看，人才分布的问题还体现在人才层级分布上：高

端人才供给不足。纵观全球，从经济实力看，世界一流湾区主

要有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QS4 世界排名前 100

所高等学府中，纽约湾区占据 16 所，旧金山湾区 7 所且有斯

坦福大学排名第一，东京湾区 3 所，粤港澳大湾区 4 所均集中

在香港。相比之下，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世界影响的一流高校数

量不多，且主要依托香港。再通过与京津冀、长三角的中高端

人才学历分布对比（表 2），粤港澳大湾区本科学历人才占比

粤港澳 22.60% 61% 13.30% 2.40% 0.70%
京津冀 13.90% 59% 22.70% 2.70% 1.60%
长三角 18.40% 60.10% 17.90% 2.50% 1.10%

大专及以下 本科 硕士 MBA/EMBA 博士/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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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普通高校分布

序号 城市 普通高校总数 普通本科高校学校数 普通专科高校学校数

1 东莞 7 3 4

2 佛山 6 2 4

3 广州 82 37 45

4 惠州 5 1 4

5 江门 5 1 4

6 深圳 8 5 3

7 肇庆 5 3 2

8 中山 3 1 2

9 珠海 6 4 2

10 香港特别行政区 13 13 -

11 澳门特别行政区 10 10 -

总计 150 80 70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及相关资料

表 2  2018 年 1 月 -2019 年 3 月各城市群中高端学历人才分布

数据：猎聘大数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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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达 61.0%，排名第一，其次是大专及以下学历人才，占比为

22.6%，而硕士及以上学历却位列倒数。可见，粤港澳大湾区

研究型和应用型的高端创新人才亟待培养。

（二）从教学效果看

过去，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进行集中教学因其具有计划

性而方便管理，有助于学生得到高质高效的学习。但如今，互

联网可以帮助“数字原住民”随时随地获取需要的信息，他们

不必拘泥于一定时间、地点甚至授课内容。过去，教师是知识

的重要传播者，没有教师这一中介，知识就难以有效转化为学

生可以学习吸收的内容。然而今天，由于获取信息的手段便捷，

教师的“传播者”作用已被弱化，甚至有些教师沦为“信息的

搬运工”。相反，被称为“数字原住民”的当代大学生，通过

互联网在信息获取上几乎全时空、无障碍，特别对于粤港澳地

区高校而言，由于经济的高度发达，域内学生的信息化条件和

操作水平更优，对于传统教学的接受度也相应更弱。课堂出勤

率低、手机不离手、上课爱分神、过度依赖网络、偏爱碎片化

阅读等问题十分普遍。为了让学生能够认真听讲，很多高校采

用如无手机课堂、强制考勤、随堂测试、固定学生座位等方式

力图挽回课堂效果，然而收效甚微。这些新现象充分揭示着“数

字原住民”和传统教学模式之间难以契合。

（三）从人才培养成效看

虽然“校企精准对接、精准育人”呼声很高，但指向的往

往是学生毕业后即时应对岗位的技能培养，即“螺丝钉”式培

养模式。学生的确尽可能精准对接企业当下的需求，但是否能

适应不断变化的未来社会的发展，并为大湾区的建设做出持续

的贡献呢？持续的贡献需要持续发展的能力作为支撑，包括发

展动机、创新力、学习力、协作力等方面，是无法量化的隐性

职业素养。也因此，其见效难以立竿见影、标准难以统一、操

作难度大，使这方面的培养长期缺位。

经济学上，有一个“人均产出”的概念，指一个地区（或单位）

的生产总值分摊到到每一个人的平均值，常用来衡量或者来表

示经济发展的程度。某种程度上，人才培养成效与人均产出率

成正比，人均产出可反映出该地区人才培养的效度。粤港澳大

湾区的人均产出水平相对世界其他湾区不具优势（表 3），人

均产出率只有 22291 美元，是东京湾区的 50%、旧金山湾区的

20%、纽约湾区的 42%。因此，一旦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口素质

若得到大幅提升，将大大释放其创新动能。

二、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从社会层面看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高校人才培养出现的问题和挑战，

与所在区域的经济状况息息相关。据 2019 年上半年各市 GDP

数据显示，排名前 12 的城市，大湾区 9 个广东省城市皆在其中。

且与表 1 数据结合比较后显示（表 4），所在地区 GDP 总数或

GDP 增速排名，基本与高校数排名趋势一致（除中山与肇庆外，

其他地区高校数排名与当地 GDP 排名或者与 GDP 增速排名基

本维持在正负 1 的范围内）。即大湾区内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

区域，高等学府分布越多。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域内高校人才

分布不均，本质上源于所在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

（二）从学校层面看

一是从内部组织变革的角度。组织行为学认为，组织变革

通常受到来自团体规范、组织结构、组织绩效、人际关系和组

织间协议等形成的阻力。要培养跨学科的高度复合型人才，学

表 4  粤港澳大湾区域内广东省各市 GDP 及高校数排行对比

2019 年上半年 GDP 排名 2019 年上半年 GDP 增速排名 普通高校数排名 地区 GDP（亿元） 增速（%）

1 1 2 深圳 12133.9 7.4

2 2 1 广州 11755.5 7.1

3 5 4 佛山 4795.2 6.9

4 5 3 东莞 4215.9 6.9

5 7 6 惠州 2089.0 4.5

6 9 9 中山 1913.9 0.9

7 3 4 珠海 1483.3 7.0

8 8 7 江门 1432.1 4.0

9 3 7 肇庆 980.1 7.0

表 3  四大湾区的人均产出水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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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部组织需要变革，打破专业壁垒。但一方面，在行政体制

上，高校内部机构往往是以专业分类为主线而构成行政教学单

位，因此各专业之间互相难以融通。另一方面，教学通常以专

业为载体构建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如进行跨学科的课程设置，

在组织统筹、人力、物力各方面难度大大加强。同时，跨专业

设置的综合型课程还需要配备跨专业背景师资队伍和适配性强

的教学方法，短期内难以解决。高校中知识和技术的自由流动

还难以完全实现。

二是从机制导向的角度。“人是环境的产物。”机制环境

对于人和事物的发展具有导向作用，人们的行为天然地会倾向

于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因此，高校人才培养相关机制存在的问

题将导致人才培养问题的产生。人才评价机制是否“唯论文、

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在课堂成效的衡量指标

中，来自督导、学生等评价者的比重该如何设置？诸如此类体

制机制问题，如何把握其中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正确发挥

好体制机制的导向作用，将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探讨课题。

三、变革策略

以罗杰斯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教育家们认为，有效学习往往

发生在学习者对学习内容的意义有所认识的时候，学习者主动

自发地学习比教学者强制安排学习有效得多。这种“以学习者

为中心”的理念，除了关注意义学习的重要性和有效性外，还

强调要达成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协调统一，因此也就回应了

教育所面临的基本矛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高校人才

培养的变革显得更为迫切。

（一）教学走向“全时空”

“教学”的逻辑重新梳理。“教”为“学”服务，以“学”

为中心。“教”成为工具，“学”变成目的，“教”为“学”

而“教”。在新的理念下，教学不止是拘泥于规定时间、规定

地点的师生面对面进行知识传授的过程，“教”和“学”都摆

脱了时空依赖，学习无处不在，随时随地，教学走向“全时空”。

在这个逻辑中，高校的课堂教学将进行深化改革，课堂不再是

固定的、统一的、约束的，而是开放的、分散的、流动的，学

生学习也不再局限于固定时间段和固定的实体场地，媒体学习、

网络学习、自学、交流学习等都纳入了教学的视野。“全时空”

的教学体制被构建，呈现出自主、合作、混合、探究、现场、

工作室、项目化学习和小班教学等组织方式。

（二）需求走向“同频率”

“数字原住民”和传统教学之间的契合度不足，本质在于

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矛盾得不到调解。把握好学习者的发展

需求与市场需求的关系是关键，人的发展只有满足了社会发展

这个前提，才具有实际效益。同时，也只有人的发展需求得到

了满足，才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更多推动力。高校要建立定制化

人才培养模式，市场的需求通过发布“定制”要求得以体现，

学习者通过“定制”获知市场需求，进而结合自身发展需求和

特点安排学习、调整策略。这是一个“知己知彼”“量身定制”

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者的发展需求和社会发展的需求

找到了高度契合点，有助于实现教育的“双赢”。

（三）专业融合走向“无障碍”

一方面，以素质教育为主线，打好可持续发展能力培育的

基础，以扎实的品德、人文素养打底，把品质的培养、健全人

格的构建和创新力、学习力、协作力等联系起来，摆脱“螺丝

钉”培养方式，提升学习者未来发展后助力。另一方面，建设

专业融合学习平台，从课程设置、专业建设、行政体制等各方

面给予保障，探索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

结合、虚拟网络与实体课堂相结合的有效形式。可以采用“俱

乐部”式教学，增加学习者在学习方面的自主选择权。专业的

界限将模糊化，而人的能力将高度复合化。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高校人才培养的变革从理念的提

出转化为行动的实施，需要一定的条件：教学者角色转型的

能力、软硬件条件的保障和激励变革的制度和氛围。作为区

域建设“最强大脑”的高等教育，还需要加大力度及探索人

才培养变革，提升培养质量，以解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

人才痛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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