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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析我国传统教育的一些基本问题，高校要培养应用型
人才，应当注重对学生知识应用能力的提高。基于当前的时代
背景，深入了解应用型本科高校“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体系
在转型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今后改革方向对应提出解决的方
法，这对学生的应用创新能力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本文研究

“人本主义”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现状，分析并建立“以学生为
中心”的高校人才培养体系，具有较大的拓展和提升空间。

1　徐州工程学院“以学生为中心”的高校人才培养体系
现状

1.1 徐州工程学院“以学生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概述
“高校人才的培养模式”是指在原有的教育模式下，根据

现在的教育状况和社会需求，用相关的课程内容和学校管理制度
对学生进行培养的方式，人才培养注重学生的整体发展，注重实
践而不只是理论。

“以学生为中心”的高校人才培养体系是指高校应以学生的发
展为发展，在教学等方面强调学生自动发展，而不是教师用书面
知识讲解全部理论，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相信和强调学生的本
能并激发学生的潜能，积极鼓励学生发挥出积极性和创造性，让
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了解学生、理解学生，不再是“教给学生
什么”，而是“学生需要什么”，将“以学生为中心”的高校人才
培养体系由教学方法转化为教学理念。

1.2徐州工程学院“以学生为中心”的高校人才培养体系的
发展现状

徐州工程学院作为地方高校，近年来积极响应国家“以学生为
发展”的政策，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以学生的发展需要为主”，如学校
基础设施建设、教师与学生的数量、学校为学生提供的发展机会以及
学校在学生方面的投入等，这些都可以反映“以学生为中心”的高校
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情况，但是高校“以学生为中心”的人才培养体
系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体系的建设。

本文对上述情况展开研究，将徐州工程学院“以学生为中心”
的高校人才培养体系量化为历年毕业生对母校的综合评价，以此
作为徐州工程学院“以学生为中心”的高校

1.3徐州工程学院“以学生为中心”的高校人才培养体系的
研究意义

“以学生为中心”的发展体系可以让学生发挥主体作用，适应
社会的发展进步，注重学生培养自己的实践能力和实际运用能力，
注重学生自我价值的实现，注重学生个人潜能和人格的需要。同
时，由于教育不再只是单纯的传统的授课模式，而是在此基础上
充分了解学生，促进学生的全方位发展。

当前，随着教育的信息化和网络化，数字化、自主性、个别
化的新型教学模式在高校得到应用，同时也要求高校建立相关的
体系以满足个性化人才培养的多种需求。在学生需求多样化和学
生来源多样化的背景下，高校的教学体系只有充分尊重与鼓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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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兴趣和个性发展，才能够促进应用型人才的建设，从而促
进高校更好的发展。

2　徐州工程学院“以学生为中心”的高校人才培养体系
的评价

2.1指标选取
本文为了对徐州工程学院“以学生为中心”的高校人才培养

体系进一步建模分析。
本文从学生角度、高校角度和政府角度分别建立三个指标，

其中从学生角度简介反映的指标有就业率，其是反映大学生就业
情况和社会对学校毕业生需求程度的重要指标和参考依据；课堂
参与度通过师生互动情况体现，间接反映了高校的教学水平；综
合满意度，即综合了学生对学校各个方面的评价，是衡量“以学
生为中心”的高校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的重要指标。

2.2数据预处理
通过上述建立的指标以及对指标的详细说明，本文将对选取

的指标进行交叉性分析，检验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对重合指标
予以剔除，对剩下指标中的模糊因素通过隶属度使其具体化，
然后对所有数据进行标准化，消除量纲带来的影响。

2.2.1指标交叉性分析
交叉性分析主要指将各指标交叉进行的相关性分析方法，把在

某种意义下将各指标进行分组，一部分做为训练集，另一部分做为验
证集。首先用训练集对分类器进行训练，在利用验证集来测试训练得
到的模型，以此来做为评价分类器的性能指标。

2.2.2隶属度函数将模糊概念明确化
上述已对各项指标进行了分析，但在各项指标中，课外活动

能力和政府政策支持度这项指标，没有明确的数据来反映。通过
查找本校历年调查资料以及本校毕业生的反馈情况等，结合实际
情况对这两项指标进行评价，如下表 1 所示：

表1      指标因素得分评价

从表1 可知，将各模糊指标的高低分为四个等级，由A 到
D即为由高到低，以下将通过隶属度函数对其各等级进行模糊概念
明确化。

对于上述课外活动能力和政府政策支持度无法通过准确数据
反映的模糊指标，采用偏大型柯西隶属度函数对其进行衡量，
步骤如下：

Step1:因素集的确立

{ }iyyU L1=

A B C D

政府政策支持度 高 较高 较低 低

课外活动能力 高 较高 较低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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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使用 iy 代表第i 项指标，U 为论域，即指标的集合。

iy 分别表示综合能力和政府政策支持度两个指标。

Step2:评语等级的确立

{ } { }43211       xxxxxxX p == L
其中P表示共有P个评语等级,这里已确定评语等级P为4，

即为A 到D，X
p
表示评语等级的集合。

Step3:隶属度的确立

{ }ii vvV L1=

iV 为第i 项指标的隶属度，其后运用偏大型柯西隶属度对

其进行计算，偏大型柯西隶属度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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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a ，b ，c ，d 为待定常数。
处理的结果为：

{ }0.25  0.5  0.75  1=V
通过MATLAB计算得到a=1.53，b=1.14，c=0.69，d=0.12。

评分为B 的隶属度为0.75。
2.3主成分分析模型的建立
由于9个指标间数据会存在相关性，因此需要对标准化处理

的数据进行相关性的分析。计算相关系数矩阵R，有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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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kjijiij rrrrR ===
´ 且其表示为第i个指标在

第j 年的相关系数等于第k 个指标在第j 年的相关系数。
通 过 已 经 建 立 好 的 相 关 系 数 矩 阵 来 求 解 特 征 值

0921 ³³³³ lll L ，并且得到对应的标准化特征向量

621 ,, uuu L ，其中 [ ]Tnjjj juuuu ,,, 21 L= ，由此可以组

成n 个新的指标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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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
1
表示第1主成分；y

2
表示第2主成分；y

i
表示第j主

成分。
用已得到的p（p≤9）个主成分，计算其累计贡献率，规定

取 8 5 % 以上的累计贡献率，为主成分分析良好。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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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贡献率，累计贡献率越高，则表示所提

取的主成分对企业的违约概率的影响就越大。并且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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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当a
i
越接近1，则选择前p 个指

标为主成分，代替原来的9个变量。将得到的新的主成分作为最
终影响企业的违约概率的主要影响因素。

3　“以学生为中心”的高校人才培养体系存在的问题及
建议

3.1高校课外实践方面
现在社会的发展来说，实践的比重越来越重要。传统的教

育中以老师为主，以至于学生的实践能力较差，体验较少，不
能充分锻炼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实践比理论的讲授对学生的影
响更加深刻，是当代学生发展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实现真理的
唯一途径。

以徐州工程学院为例，在各方面为学生创造实践的机会，
例如自主参加青年志愿者、企业观摩和市场调研等活动，同时，学
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兼职以及参加环境保护等社会活动。高校应
当支持学生的课外实践发展，提供更多的学生实践机会；大学生应
当格外注重培养自己的社会发展能力和创新能力。

3.2师生数目比重方面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当代的大学生、研究

生、硕士和博士生越来越多，教师的数量相对较少。由于高校
对教师的要求较高，往往招收硕士或博士以上的教师任职，以
此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但是全国高校众多，面对教师
数目的高需求与低供给，师生数目比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影
响高校“学生为中心”的人才建设。

高校应该创造更好的教育条件满足学生的需求，在引入优秀
的教师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的空间，如学校本身教育状况、基础
设施、为导师能提供的条件、研究生的数量和学生的素质等方
面。促进师生比重的提高，使得每个学生都能被专门的教师指
导，缓解一个教师带领多个学生的现象，减轻教师压力的同
时，使学生的身心发展更容易被关注。

3.3高校教育支出和基础设施方面
国家教育的进步离不开教育资金的支持，国家在教育方面提

供的资金应当足够高校教育体系的建设与发展。从高校的实际情
况来看，财政投入和学生收费仍然是高校的主要经济来源，资
金和设施的来源渠道较单一且缺乏透明性，导致高校教育经费和
基础设施的投入出现问题，间接影响徐州工程学院“以学生为
中心”的高校人才培养体系的发展。

针对高校教育经费投入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政府应
当更加重视高校的发展，为学生提供广阔且有益的教育环境，
力所能及的提供高校需要的教育资源；另一方面，高校应当努
力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全方面的从外界获取教育经费的能
力，促进高校“以学生为中心”的人才培养体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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