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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高考改革形势下，为提高设计学类下设各专业本科生源质量以及该领域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设计学大类招生

培养成为当前本科教学改革发展新趋势。在此背景下，设计学大类培养模式的教学管理逐步突破传统逻辑框架，教学管理

改革创新迫在眉睫。本文立足设计学大类招生培养现状进行本科教学管理改革创新进行研究，全面分析当前存在的问题并

提出对策研究，积极探索构建教学管理改革创新运行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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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current context of the reform of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referred to as “new gaokao” in China),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nd the quality of applied talents in various majors under the design discipline has 
become a new trend in undergraduate teaching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this context, the teaching management of the design 
discipline has gradually broken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logical framework, and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teaching management 
have become urgent. This paper conducts research on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undergraduate teaching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nrollment and education in the design discipline,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proposes 
strategies for research, and actively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mechanisms for the operation of teaching management reform 
and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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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教兴国 ”、“ 人才强国 ” 等发展战略的实施助推高

等教育发展新高度，《教育部 2022 年工作要点》提出：“ 积
极稳妥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深化高考综合改革 ”。新高

考改革实施过程中，考试选考科目设置与专业（类）招生

录取机制的改革创新加大了高校生源结构的差异，增强了

高校专业发展、教育资源、办学效益、人才培养质量的竞

争压力，不断倒逼高校加强专业建设、优化教学管理运行

机制和开展教学管理改革创新。因此，设计学大类培养模

式下的教学管理运行机制在此背景下不断面临变革新需求，

如何在更好的适用信息化的科学手段、遵循新时代的教育

教学规律、提高大类培养质量的前提下，全面审视当下招

生宣传、人才培养、教学运行、师资建设、教学考评等的

发展新趋向，积极构建设计学大类培养模式下的教学管理

运行新机制具有重要的实践探索意义和理论研究价值。

一、设计学大类培养模式的教学管理改革创新的意义一、设计学大类培养模式的教学管理改革创新的意义

设计学大类培养模式不同于以往按照具体专业为基本

单位进行高考招生、人才培养的方式，而是直接以普通高

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所列设计学类为最小单位进行高考

大类招生，学生入校后开展一学年的公共基础教育和专业

基础学习，给学生全面了解设计学类各专业基本情况、全

面审视个人兴趣方向和专业学习发展后劲的机会，将学生

的专业选择周期从高考前延长至专业分流后，为学生提供

双向选择的渠道，更益于培养基础厚、专业精的复合型人才，

更适于高校教学质量的提升需求，符合我国新时代高等教

育发展要求，推动了新形势下大设计观引领的本科人才培

养的内涵式发展。

设计学大类培养模式的发展突破了以往传统教学管理

的逻辑架构，打破了以专业为界限的教学管理理念、教学

组织决策、教学运行调控的规律，对教学管理的改革创新

提出了迫切要求—从教学计划、运行、质量管理与评价、

基本建设等多个管理维度重新审视和构建新的教学管理体

制机制，研究设计学大类培养模式下的教学及其管理规律，

改进人才培养设置、大类专业分流、师资队伍建设、教学

质量考评等日常教学管理工作，激发校、院（系）二级教

学管理新活力，提升高校的教学管理水平，全方位调动广

大师生之间教学与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保证教学工作

高质量运转，进而才能实现为党、为国培养大设计观引领

下的高端设计人才的目的。因此，在教育优先发展、人才

引领驱动的新形势下，设计学大类培养模式的教学管理改

革创新势在必行，具有重大的理论研究价值与实践探索意

义。

二、设计学大类培养模式的教学管理运行机制存在的二、设计学大类培养模式的教学管理运行机制存在的

主要问题主要问题

教学管理行政科层制，校、院（系）二级教学管理活

力不足。本科教学是高校最主要、最常规的重点工作，教

学管理在整个高等学校的管理中占据主要位置。在设计学

大类培养模式下的教学管理工作的开展中，二级学院作为

高校教学管理的基层主体处于关键的基础地位，全面负责

专业的建设发展、教学计划的修订实施、教学环节的组织

运行、教学质量的全过程监控以及日常教务工作处理等等。



教育发展研究 5卷 1期 
ISSN:2661-3573(Print);2661-3581(Online)

10

但是，当前我国高校教学管理的运行机制仍以 “ 行政科层

制 ” 管理运行模式为主，过度强调校级教学管理职能部门

的事务型管理、过程性参与、审核性监督，教学管理的权

力下放力度有限，专业特色不突出，二级学院教学管理的

自主性不足、责权不等，二级学院教学组织的干事活力与

工作积极性未得到充分激发。

教学管理运行保障体系不完善，创新发展内生力量不

足。教学计划是高校保证人才培养规格和教学质量的最主

要的基本依据，部分高校在修订设计学大类培养教学计划

时仍在沿用专业培养阶段的思维模式，缺乏对设计学类各

专业课程体系间共性与个性的深入思考，笼统的打通一年

级的专业基础课程，现实性、创新性、时效性不强，违背

了设计学大类培养的初衷；设计学大类培养打破了以往传

统教学运行管理的逻辑架构，要求更高程度的全校协同、

上下协调，但在设计学大类培养执行过程中，师生课堂教

学与实践教学活动、教务与学籍管理、学科专业建设、教

学资源分配、日常教学与档案管理等方面的章程规范，以

及校、院（系）的教学行政管理制度、教学质量管理评价

与激励约束机制尚不健全，整体办学定位不清晰、办学特

色不明显，亟待创新发展。

教学管理组织机制不健全，教学管理队伍统筹建设发

展不到位。高校的教学管理遵循学校建设总体目标，校长

全面负责，分管校长主持工作，设置校、院（系）两级教

学管理机构以保证教学管理工作稳定进行。因此，根据不

同岗位需要，建设一支专兼结合、素质过硬、稳定发展的

教学管理干部队伍至关重要。然而，高校发展过程中重科研、

轻教学的情况屡见不鲜，设计学大类培养改革过程中的教

学管理组织系统建设滞后于教学改革创新，学校、院（系）

两级教学管理机构衔接调控上暂缺规范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的组织机制，教学管理岗位晋升空间有限、发展路径不通畅，

教学管理队伍稳定性差、人员流动性强，教学管理人员整

体专业水平和职业能力的学科素养针对性不强，培训学习

与研修考察条件保障不足。

三、设计学大类培养模式的教学管理改革创新举措三、设计学大类培养模式的教学管理改革创新举措

明晰各级教学管理职能，“ 抓大放小 ” 理顺校院关系。

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和基本职能是培养人才，设计学大类

培养模式的教学管理改革创新必须服务于为党、为国培养

大设计观引领下的高端设计人才的目标要求，“ 抓大放小 ”
推进权责下放，正确认识和科学理顺校、院（系）二级教

学管理机构之间的职责关系和职能范围，规范性与灵活性

相结合。校级教学管理机构要做好领航掌舵，全面解读和

把握国家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

标准》、专业认证、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等一系列教学

管理法规政策，在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下做好学校教学管

理的宏观调控指导，逐步把专业建设、教学计划修订、教

学组织运行、教学质量监控、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的管理

由事务型、过程性、审核性管理转向目标性、结果性管理；

二级学院教学管理机构要重在开展教学改革创新，在学校

宏观指导下充分发挥基层教学管理实体作用，创新大类招

生宣传、专业分流培养、课堂教学组织、师资队伍建设、

创业实践教育等方面的具体教学管理路径，全面增强二级

学院的基层教学组织活力与责任感，提高教学管理自由度

和管理效果。

科学设置教学计划，筑牢教学管理保障基础。教学计

划是确定教学编制、组织教学过程、安排教学任务的基本

依据，教学计划管理是整个教学管理线条中的最前端。设

计学大类培养教学计划的修订需立足弹性学制的学分制改

革基础，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共性目标，遵循教育教学规

律、因材施教原则，按设计学类培养人才的主导思想，科

学重组和有效整合课程资源，以 “平台 +模块 ”的结构形式，

按照知识结构和课程的层次关系科学构建公共基础课程、

专业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和集中性实践课程四位一体的层

次分明、比例协调、有机融合的课程体系。从设计理论、

设计造型、设计基础三方面对设计学类专业基础课程进行

规范化设置，循序渐进提高学生的设计思维、审美评判、

设计表达能力；从专业培养特色出发对各类别的专业课程

进行个性化修订，专业核心课程注重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

知识、专业技能以及创新精神，专业方向课程和专业任选

课程等选修类课程注重拓宽学生的知识层面和改善学生的

知识结构；从打造实践教学品牌的角度深化 “ 专业课程 +
实习实训 + 学科竞赛 ” 的专业教育与创新实践教育相融合

的教育教学新模式，依托专业学科竞赛检验和促进教师教

学与学生学习效果，全面提升学生创新创业和实践能力。 
更新教学管理理念，完善教学管理运行机制。设计学

大类培养模式下的教学管理运行应以 “ 新公共服务理论 ”
为指导，着眼于更好调动各种类型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的

主动性、积极性，全面性与协调性相结合，不断完善教学

管理运行保障体系。教学管理是一个时常时新的动态管理，

设计学大类培养模式下的教学管理更需立足新高考改革后

设计学大类招生培养的最新发展现状，根据教学管理发展

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需求逐步创新教学管理模式。

坚持以人为本、因材施教，尊重学生选择和个性发展，结

合专业结构布局、专业人才需求及师资、设备等教学条件

情况，综合考虑学生专业选择意愿和学习成绩等诸多影响

因素，科学设计合理性的专业分流实施方案和实操性强的

专业分流系统程序；坚持 “ 以学生发展 ” 为中心，积极打

造创新型、探究型优质课堂，以 “ 课堂教学改革优秀课程 ”、
“ 课堂教学改革标兵 ”、“ 课堂教学改革先进专业 ” 评选为

切入点推进课堂教学管理，探索构建教学相长长效机制；

扎实推进实习实践教学考核、教务日常事务运行、学籍注

册及毕业管理、教学质量监控、师资队伍引进与培养等教

学运行管理制度建设，适时推动教学管理信息化系统平台

的建设维护，做好教学管理日常功能的更新与新功能的开

发，全方位做好教学基本建设管理，全面保障教学管理运行。

统筹教学管理队伍发展，健全教学管理组织体系。本

科教学是高等学校的中心工作，教学管理在高校各类管理

工作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设计学大类培养模式下教学

改革的发展迫切需要不断充实教学管理队伍、完善教学管

理组织体系。高校应坚持以人为本，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

环节，统筹推进教学管理队伍建设发展，从教学工作实际

出发按专任教师数与在校生数合理设置教学管理岗位数量，

完善校、院（系）两级教学管理人员准入标准和绩效考核

制度，将教学管理人员培训提升纳入高等学校师资队伍和

干部队伍培训整体规划，设立教学管理人员培训学习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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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承担相关入职学习培训、日常业务提升培训以及教学

管理骨干培训；遵循教学工作总体目标，健全教学管理组

织机构层次和部门结构设置，科学规范教学管理专职岗位

晋升发展路径，落实教学管理人员职务、职级 “ 双线 ” 晋

升要求，建立教学管理人员单独奖励表彰体系并将优秀教

学管理人员纳入各级、各类教育工作者奖励表彰体系之中，

确保教学管理人员开展工作有条件、努力做事有平台、日

常待遇有保障、晋升发展有空间，推动教学管理队伍专业

化、职业化建设，全面增强教学管理队伍的稳定性、发展性、

积极性，提升教学管理队伍的工作认可度与职业幸福感，

保障学校教学管理工作质量。   

四、总结四、总结

大类招生培养是推进新时代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建设，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设计学大类培养模式下的

教学管理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价值具在。因此，艺

术设计领域高质量人才培养教育管理体系的建设必须在打

破传统教学管理框架结构的基础上，针对不断出现的新问

题、新事项研究探索设计学大类培养模式下的教学管理运

行新范式。坚守教育教学发展规律，理顺设计学大类培养

新形势下校、院 ( 系 ) 教学管理的职责关系，明晰教学管理

职能，全方位激发各级教学管理部门的工作积极性；坚持

因材施教，以新的教学管理理念为指导，建立健全教学管

理运行保障机制，推进教学管理建设规范化发展；坚持以

人为本、立德树人，加强教学管理队伍建设与培养，推进

教学管理的专业性、稳定性发展。

注：本文系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2021 年校

级一般教研项目 ——“ 设计学大类培养模式的教学管理改

革创新研究 ” 的课题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1yb67，
课题负责人王庆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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