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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能力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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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应用型高等院校在培养人才时必须重视对培养质量的评估，根据高等院校的办学条件、专

业优势、师资力量以及学生综合素质等因素构建起完善的能力质量指标评价体系，这是提升应用型高校

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环节，本文主要研究如何建立这种人才培养的能力质量指标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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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应用型高校的人才培养定位和社会需求等

因素，构建起科学的人才能力质量指标评价体系，

这一工作对提升应用型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非

常显著的作用。在构件相关的指标体系时应该遵循

长期性、灵活性、竞争性等原则，提升相关体系的

全面性和科学性。

一、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的现实意义

1. 有助于建立科学的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目标

高等院校在开展人才培养工作时必须先根据自

身的办学条件、办学定位、社会需求等形成科学的

培养目标，这一工作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而人才

培养目标的建立必须建立在科学的指标体系上，将

学生应该具备的能力细化成一个个具体的指标，然

后在其基础上进行分类，形成科学的目标 [1]。由此

可见，建立科学的能力质量指标评价体系将会促进

应用型高等院校形成更加科学的人才培养目标。指

标体系中涵盖的内容具有系统化、全面化的特点，

最核心的要求必须符合党中央提出的立德树人的人

才培养根本目标。

2. 有助于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

高等院校存在的主要价值在于培养国家和社会

发展所需的各类型人才，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具有

多样性的特点，科学研究型人才、工程应用型人才、

社会科学人才、艺术类人才等都具有重要的培养价

值。但是这些人才在社会实践中发挥的作用却大不

相同，艺术类人才在表演、舞蹈、音乐创作等方面

具有非常突出的能力。应用型高等院校重在培养具

有良好工程应用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的工科性人才

和人文社科性人才。应用型高校培养的人才通常在

工程建设、机械制造、化工生产等制造业产业中具

有中流砥柱的作用。因此，校方在培养人才的过程

中必须从社会需求这一角度出发，建立一整套完善

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而该体系中必须涵盖方

方面面的指标，如学生的学业成绩、参与实践的时

长和表现等。能力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实际上

是对高等院校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方法和内容的细

化，在这一过程中，宏观的人才质量评价工作将会

以微观的形式展现出来 [2]。

3. 促进高等院校发展

总体而言，科学研究型人才在全社会中的需求

量相对较少，并且这一类工作对人才自身的天赋具

有很高的要求，即使是国内的一流大学，也不能保

证所有的专业都以培养具有科学研究能力的创新型

人才为主 [3]。事实上，高等院校中的大部分专业还

是以培养社会需求量大的应用型人才为主要方向。

因此，应用型高等院校构建用于评价人才培养质量

的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将会提升其自身的发展水平，

学校培养的人才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学校的声誉

和社会影响力也会进一步提升。

二、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思路

1. 明确办学方向和定位

国内的高等院校按照其师资力量、学科建设

水平以及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划分为不同的

层次，典型的为双一流高校，其科研和创新能力非

常突出，这类高等院校在人才培养中重点突出学生

的创新思维，使学生具备开展科学研究和探索的能

力。而应用型高等院校重在培养学生利用专业知识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而此类高等院校大多以工

程学专业为依托，培养具有现代工程思维的应用型

人才。只有明确当前的办学方向和定位才能将学校

的教育、教学资源发挥出最高的价值。鉴于此，应

用型高等院校的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应该将实践动手

能力、工程思维以及其他必备的能力素质作为最主

要的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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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制定适应自身办学定位的人才培养目标

第一，应用型高等院校中大多以理工科专业为

主，同时还兼顾一些人文社科技艺术类专业，不同

的专业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具有较大的差异，这就要

求应用型大学的相关院系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

制定出符合自身专业定位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二，

有些高等院校在制定其人才培养目标时经常会参考

其他知名大学，实际上这种做法并不完全符合应用

型高等院校的发展方向，因为各自的办学定位本身

就存在一定的差异，适当参考和借鉴其他院校的人

才培养目标是非常可取的一种策略，但是也必须考

虑到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办学特色，充分发挥出自身

的教学优势。

3. 基于课程体系来构建指标体系

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与其课程体系之

间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学业水平是评价办学质量

的核心指标。因此，在构件能力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时必须充分结合各个专业的课程体系。需要指出的

是有些应用型大学在发展过程中不重视课程体系的

与时俱进，这种发展思路在未来必然会遭遇严重的

挑战，典型的如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现代化的

信息技术呈现出日新月异的发展姿态，在编程语言

方面，Java、Python、Go 等语言都占据非常大的市

场份额，但是国内的高等院校还是将 C 语言作为最

重要的课程，根据市场需求和技术进步适当地更新

现有的课程体系，进而以此为基础构建出更加科学

人才能力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这样更加符合现代化

人才培养的需求。

三、能力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具体构建方法

1. 构建原则

（1）长期性。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涵盖了政

治素养、道德品质、专业能力、社会需求的匹配性、

人才自身的社会适应能力等，要构建起一套科学的、

符合高等院校发展实际的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必须

经过较长时间的探索、实施、调整、优化，因而整

个过程具有长期性的特点。

（2）竞争性。能力质量指标评价体系中要引

入竞争性的理念，在教育评价中引入竞争机制可有

效促进学生的优劣意识，在奖学金评定、学生干部

评优等方面也要综合考虑学生的学业水平，良性的

竞争机制将会促进各个层次的学生努力提升自身的

水平。

（3）灵活性。应用型高校内众多的专业、人

才培养目标和社会需求之间的差异等都对人才培养

指标评价体系提出了不同的要求，高等院校应该根

据不同专业的特点灵活地制定出具有良好适应性的

指标体系，并且还要考虑到学生的适应性，做到以

人为本、因此施教、合理评价。

2. 整体设计

应用型高校内各个专业的办学水平存在差异，

学生进校时的分数也不完全相同，有些优势专业的

招生质量非常高，普通专业的相对就更弱一些，针

对这一情况，应该划分出不用的能力质量评价标准，

也就是差异化评价，不要采用一刀切的方式 [4]。此外，

在同一个专业或者同一个等级的人才培养工作中也

要充分认识到学生之间的差异，有些学生天赋更好，

在进入大学之后表现得非常突出，还有些学生在高

考中表现优异，但是在进入大学之后却呈现出一定

的能力不足，学生的个性心理也会存在差异，在这

种情况下也要采用差异化评价，提升相关指标评价

体系的适应性。

3. 模型设计

高等院校人才培养能力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中要

涵盖方方面面的内容，形成全面覆盖的特点。具体

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思政政治水平。

包括了学生的政治素养、道德水平、敬业意识等；2）

人格的完善性。这方面重点评估学生的心理健康水

平、性格是否偏激、对待社会的看法、进取心等；3）

知识素养。这一点主要评估学生的专业知识、通识

能力等是否达标；4）职业能力素养。应用型人才

的职业能力是评估人才培养重量重要依据，其中应

该包括职业技能、团队协作能力、社会和环境适应

能力、工作中的持续性能力等。在形成完善的指标

体系之后还要评估其重要程度，给与科学的权重。

四、结束语

应用型高等院校在构件其人才培养的能力质量

评价指标体系时要做到系统、全面、科学、灵活以

及适应培养需求。高等院校要依据思想道德、职业

能力、人格健全、知识素养等建立全面的指标评价

体系，每一个大类下细分出不同的指标，利用权重

法区分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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