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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院校这个词并不是近十年才出现的，早在20世纪80
年代，国际高教届开始重视实践教学，强调应用型人才的培
养，国内很多高校应市场需求也开始重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随着实体经济逐渐强大，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强的人才在就业市
场需求量大增，而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在这方面存在欠缺，尤
其是很多高校在培养人才目标定位上仍以精英教育为主，重理论
轻实践，这种供需矛盾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开始探
索高校分类管理。

1　应用型院校内涵
1.1应用型院校界定
应用型院校是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办学目标，重点强调学生

的动手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不同于以往精英教育下的
研究型人才的培养，同样也不同与高职高专院校技术工人的人才
培养，只有明确应用型院校的内涵，才能更好地探究应用型本
科院校教学质量评价标准。

1.2应用型本科院校与传统大学的区别
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成立是在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对人才需求变

更的前提下，国家为了对高校进校分类管理而出现的，因此应
用型本科院校与传统大学在广义上可以归为一类，但又不完全相
同，其关键是人才培养的目标，传统大学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
响，更偏重于理论知识的学习，培养出来的人才理论知识扎
实，但进入社会工作后需要较长时间的实际操作才能融入。应
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就是高级应用技术人才，学生
毕业后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更强，更快地融入到工作岗位中。

1.3应用型本科院校与高职高专的区别
很多人对应用型本科院校有误解，认为这类学校与高职高专

院校相同，其实这两点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学生的专业知识程度，
应用型本科院校在重视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同时，让学生打
下扎实的理论知识，理论知识作为基础，指导实践创新，而非
高职高专培养的人才只是简单的使用设备。

1.4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特点
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上：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较强的实践操

作能力，创新思维模式的训练及应用。应用型人才的一大特点是
在理论知识的指导下，通过实践完成理论升华、创新。

2　应用型本科院校教学质量的影响因素
2.1 制度、体系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前提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教学评价制度是教学工作顺利开展，完

成教学目标，达到预期教学效果的重要保障。制定合理的、科学
的教学评价制度，使之形成一个体系，在系统的指导下，既为实
践教学工作指明了方向，也可作为检测教学效果的依据。

2.2教学设备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基础
 教学评估中一项基本的指标就是生均经费投入，应用型人才

的培养，教学设备、仪器是保证学生动手操作、培养实践、创新
能力的物质基础。

2.3师资队伍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关键
师资队伍作为教学环节中人的因素，教师能力、水平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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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其能为学生提供的知识量，应用型院校以培养应用技能型人
才为主要目标，相应对教师实践、创新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教师
必须研究新设备、仪器，才能指导学生，双师型教师成为应用型
本科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的关键。

2.4社会是检验教学质量的出口
应用型本科院校培养出的人才最终是要走入社会，由市场来

检验教学质量、教学效果，学校培养的应用型人才是否能满足社
会需要是衡量高校是否是真正的应用型的最后关卡，是检验教学
质量的出口。

3　应用型本科院校教学质量评价标准指标体系的构建
经过调研，笔者将应用型本科院校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分

为制度体系、教学设备、师资队伍和社会认可度四个一级指
标。制度体系观测点为制度文件的建设及落实情况，考查制度
是否科学、内容是否清晰，落实及执行情况如何；教学设备观
测点为实验仪器及实践场地的生均使用情况；师资队伍观测点重
点考查教师结构、双师型教师情况及教师自身或指导学生参加各
级各类竞赛获奖情况；社会认可度观测点重点考查校企深度合作
情况，是否共建实验室、共同开发课程、相互交流学习情况、
学生就业专业对口率情况、就业后岗位稳定情况、学生职业发
展前景及就业满意度等十六个观测点。每个观测点有相应的具体
内容，按实际情况打分，最后根据获得的总分数判断其属于哪
个等级，等级越高，应用型教学质量越高。这一部分在评价时
以表格的形式进行，操作性强、评价依据详实。

应用型本科院校以培养应用、创新型人才为教学目标，很
多地方高校都将学校定位在应用型上，既然定位在应用型这一类
型中，就必然要达到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标准。我国对高校进行
分类管理，应用型院校的评估指标应与研究型院校有所区别，
在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上，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指
标体系的权重应更高些，增加学生参加社会实践、企业实习、
各级各类竞赛方面的考查。总之，建立符合应用型本科院校教学
质量评价体系势在必行，评价体系的建立需要几轮教学实践佐证，
同时也为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质量提供检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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