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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工科类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调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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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经济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带动下，以生命科学技术等七大高科技产业为龙头的经济。文章在分 

析新经济特征及其对人才需求的基础上，提出了高等工科类院校必须加快教学体制改革、搞好校园文化建设、走产学研相结合之 

路，建立一种新型的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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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经济概念及其特征 

1．新 经济概 念 。新经 济 概念 最 早 是 人们 在 描 

述 美 国经 济 近 年 来 的 走 势 时 提 出 的 。 1999年 美 国 

GNP增 长 率 为 4．2％ ，失 业 率 只 有 4．1％ ，为 30年来  

的历史低点 ；与 此 同 时 ，通 货膨 胀 率 只有 2．2％ ，亦 

为 10年来 的历史 低点 。2000年 2月 ，美 国总统克林 

顿在 《总 统 经 济 报 告 》中 宣 称 ，美 国 经 济 已 经 创 下 

107个 月持 续增 长 的历 史纪 录 ，正处 于历 史 上最 长 

的经济扩张期 。为 了与传 统的经济周期及经 济调控 

所 描述 的状 态相 区别 ，人们将这种 高增长 、低 失业和 

低 通胀并存 的经济运行状 态称为新经济 。经 济学家 
一 般 认为 ，新经 济是在 经 济全 球化 和信 息技 术革命 

的带动下 ，以生命 科 学技 术 、新 能源 技术 、新 材料 技 

术 、空 间技 术 、海 洋 技术 、环 境 技术 和管 理技 术等七 

大高科技产业 为龙头 的经 济 。 

2．新 经济 的 特征 。通 过分 析 美 国经 济 的运行 

状 况 ，新 经济存 在以下三点 主要特 征 ：①知识是新经 

济的基本 生 产要 素。 在新 经 济 时代 ，有 形 资 本 (土 

地 、劳动 力 、资本 )逐渐 蜕变 为知识 的功能载体 ，而知 

识 的生 产 、传 播 和应 用 成 为经 济 发 展 的 首要 动 力 。 

因此 ，全 体社会成员应 将终身学 习、追求知识视 为生 

存 和发展 的第 一需要 。②创新 是新经济 的根本 。美 

国经济持续增 长的根本在 于创新 ，它包括 观念创新 、 

制度创新 以及技术创新 。首先 ，新经济需要 新观念 、 

新思维 ，信息技术 和互 联 网使人 类 的交往 方式 发 生 

变 化 ，因 此 需要 用 新 的视 角 去 观 察 、理 解 事 物 的发 展 

过程 ；其次 ，运行模式 (制度 、行 为 、组织结构 )的创新 

才能使经济和社会 充 满生 机 和活力 ；再 次是技 术 的 

创新 ，技术的创 新可 以不 断创 造 出新 的市 场需求 ，从 

而推动经济不断发 展。③ 网络是新经 济的基础 。新 

经济 以网络体系 为基础 ，一方 面越 来 越多 的公 司将 

围绕着网络经济进 行 改组 和调 整 ，另 一方 面从 发 明 

创造 、设计规划 、生产 销售 到 售后 服务 等各 个 环节 ， 

都 会 与 网络 联 系得 越 来 越 紧 密 。数 字 化 的 电脑 网 络 

将产生 出新 的财 富形式 ，网络 带 宽将 增长 到 足 以承 

担完全的多媒体 (包括数据 、文本 、音频 、图像 和视 频 

媒体 )。离开网络 ，新 经济就会失 去发 展的基础 。 

二、面向新经济的高等工科类院校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 

新经 济的 出现 和发 展 充分表 明 ，人 才是创 新 的 

根本 ，是新经 济的最 重 要 而相对 稀缺 的资源 。为 了 

更好地 反映高等教 育现 状 ，作 者 对天 津城 建学 院的 

师 生进 行 了抽 样 调 查 。本 次 调 查 共 发 出 150份 调 查 

问卷 ，回收有效 问卷 136份 。根据 对 问卷的分 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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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科类 院校应 建 立 以素质 教 育为 基础 、创 新教 育 

为主线 、产学研相 结合 为 特色 的多 样化 的人 才培 养 

模 式 。 

1．强化教 学体 制改 革 ，提 高学生综合 素质 。① 

立足学科建设 ，提 高教学质量 。首 先 ，通过 院校 及社 

会综合力量搞 好学 科 建设 ，制 订符 合经 济发 展 的教 

学 大纲 ，搞好教材 编写 ，抓 好重点课程建设 是提 高教 

学质量 的根本 手 段 。其 次 ，建 立健 全教 学监 控体 系 

与激励 机制 、完 善实验室 等基础设 施建设 、加强教师 

队伍建设也 将为教学 质量 的提高提供有力保 障 。② 

推广现代技术 ，实现 教 学信 息化 。新经 济 时代特 征 

决定 了高等 教育在 教学形 式和手段上应该 全面采取 

多媒体教学 、交互 式教学等现代 教学手段 ，利用 互联 

网技 术实现 教育信 息共 享 ，充 分保 证学 生 与外界 交 

流渠道 的畅通 ，提 高学 习效率 。③ 改革考核体系 ，减 

轻学生负担 。综合 考 核体 系不 仅包 括文 化课 成绩 ， 

社会工作 能力 、道 德水 平 的测 度也 应作 为创 新 型人 

才 的衡量标 准 。这种考核 体系 的制订有利 于发 挥学 

生主动性 、促进学 生素质 的全 面发展 。 

2．加 强课 内外 一 体 化 教 学 ，培 养 学 生 创 新 能 

力 。课 内外 一体化 教学 首先 应搞 好 校 园文化 建设 ， 

其 次要加强课外 教 学辅 导 工作 ，使 学生 能够 提高 动 

手能力 ，增强 创 新意 识 。① 搞好 校 园文化 建设 。在 

校 园文化建设 中举办各种竞赛 活动 ，如专业 竞赛 、基 

础学科 比赛 、讲演辩 论赛 、大学生文艺汇演 以及 各类 

运动使 学生提高社会 实践 能力 、扩充 了知识面 ；另外 

各种书画展 、设计 展等 活 动也 有益 于学 生人 文素质 

的培养 。根据 调 查 ，我 院有 3％的学 生 参加 了专业 

竞 赛 、14％的学 生参 与 过讲 演辩 论赛 。师 生普 遍认 

为 专业竞赛更 有利于校 园文化建设 以及创新 能力 的 

培 养 ，我 校学生 于 2001年荣获第六届 “挑战杯 ”三等 

奖 ，这一喜 讯极大 地调 动 了学 生参 与创新 实践 的积 

极性 。②加强课外 教学辅导工作 。天津城市建设学 

院 管 理 工 程 系 提 出 了教 师 辅 导 员 化 、辅 导员 教 师 化 。 

这 一举 措 既 使 教 师 能 够 了解 学 生 ，组 织 学 生科 研 、社  

会调 查等活 动 ，又提高 了辅导员 的专业 素质 ，增强 了 

课 外 辅 导 的有 效 性 。 

3．产 学研 相 结合 ，创 立特 色培 养模 式。①产 学 

研相 结合 的重要 意义 。产学研 三者的关 系如 图一所 

示 。根 据对 图 1的分 析 ，工程 类 院校需要 企业单 位 

为教学单位 提供实 习基地 以巩 固基 础理 论 ；需要 研 

究单位提供 科研 课 题 以丰 富教学 内容 。与此 同时 ， 

教学单位可 以 向企 业 单位输 送 人才 ，向研究 单位 提 

供 人力支持 。通过产学研相 结合 的人才 培养模 式可 

以提 高学生 的专业 技 能和素 质 、也 有益 于将 科学 技 

术转 变为生 产力 。②产学研 相结合 的理论实践 。我 

院 学 生 参 与社 会 实 践 活 动 的调 查 表 明 ，17％ 的 学 生 

曾在房地产公 司 、建筑企业进 行生产 实践 ，28％的学 

生参与 了社会 调查 (具体 比例 见 图 2)，其 中 55％ 以 

上 的 同学 参 与 过 课 题 及 调 研 活 动 ，16％ 以 上 的 同 学 

参与 了两项 以上 的课题 调研 。 

自 1993年来 ，我 院与房地产 开发商 、建筑 企业 、 

物业公 司及有关 政府 部 门合作 ，建 立永 久性 的学 生 

实 习基地 ，密 切与企 事业 单位 的合 作 关 系 的道路 是 

通 向素质教育 的切实可行之路 ；加大投 资 ，提 高校 内 

模拟实验室 的水 平 ，加 强与舆 论界 的联系 ，为专业 的 

发展提供阵地 ，将 实 习基 地建 设制 度 化是 工科 类 院 

校 教 育 改 革 的重 要 内 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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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产学研相结合办学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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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统计 图 

三、结语 

高等工 科类 院校建 立 以素质 教育 为 基础 、创 新 

教育为 主线 、产学 研相 结合 为 特色 的多样 化 的人 才 

培养模 式 ，积极改 革现有高等教 育体制 ，是培养新 经 

济所需创新 型 、开 拓型人才 的根本 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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