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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组建地方大学学科专业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刘楚佳 ，张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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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总结了广州大学的学科专业建设情况，并对广州大学的专业改革和发展的目标和思路进行了探讨，提出地方 

大学不但要努力形成与地方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相适应的学科专业和人才培养结构，而且要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学科 

专业诃整和人才培养机制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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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 research of disciplines construction of newly amalgamated local university 

LIU Chu-jia，ZHANG Jian—zi 

(Dean’S Office．Guangzhou University，Guangzhou 510405．Chim) 

Abstract：The paper initially summarized the disciplines construction of Guangzhou University．which was derived from several differ- 

ent type of colleges．Thereafter ，the paper discussed how to reform and develop the disciplines of Guan~ho u University ．and suggested 

that local universities should not only eztablish the disciplines structure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economy，society ，science and 

teehnolc~ ，but also set upthemeehani~n ofdisciplines adjustment accordingtothemecbani~mofmarket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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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 7月 ，广州师范学院、华南建设学 院(西 

院)、广州大学、广州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广州教育学 

院合并组建新 的广州大学。并校初期 ，广州大学专 

科专业 占主体 ，其 中师范类、基础性的文理专业 占较 

大比重 ，应用型、高新技术专业偏 少，专业重复交叉 

设置 ，办学效益不高 ，特色和优势不 明显，整体实力 

和水平有限 ，学科专业结构 和水平与地方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需求存在较大的差距。学校按照国家新一 

轮学科专业结构调整 的总体要求 ，根据广州市经济 

结构 的战略性调整 ，以学科专业建设为龙头 ，加强学 

科专业的整合和建设力度 ，大力发展本科专业 ，提升 

办学层次 ，优化学科专业结构 ，努力形成与广州市经 

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相适应 的学科专业和人才培养 

结构。 

一

、广州大学专业调整和改革的措施与初步成效 

1，整 合 学科 专 业 ，优 化 资 源配置 

合并后 ，学校将学科专业 的融合和发展作 为学 

校实质性合并的关键 ，按照有利于学科发展 、优化资 

源配置、树立特色和优势的原则 ，努力整合师资队伍 

和教育资源 ，在对相同或相近专业进行 了归并 和重 

组 ，组建 了 14个学院 ，提高了综合实力和办学效益 ， 

为广州大学的学科专业发展和高素质人才培养构建 

新 的发展 平 台。 

2，大力发展本科专业 ，提升办学层 次 

合并后 ，广州大学明确 以本科教育为办学 主体 

和基础 ，积极发展本科 ，连续 3年新办 了 28个本科 

专业 ，使本科专业从 2000年的 21个增加到 2003年 

的49个 ，涵 盖学科 门类从合并初 的 6个增 加到 8 

个 ，本科招生规模从 2000年的 2616人增加到 2003 

年的 4850人；从 2003年起学校本部不再招收专科 

生 ，实现了广州大学从本专科并举 向以本科教育为 

主的转变 ，适应 了广 州经济发展对更高层次人才 的 

迫 切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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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积极 发 展 应 用 型和 高新技 术 类 专业 ，优 化 专 

业 结 构 

学校 制定 了q=N-专 业 “十 五 ”发展 规 划 ，优先 发 

展信息 、生物 、光机 电一体化 等高新技 术类本科专 

业 ，积 极 发展适 应 对外 开 放需 要 的金 融 、贸易 、法律 、 

管理类专业及与地方支柱产业密切结合的应用型本 

科专业 ，积极利用高新技术 改造传 统基础学N-。合 

并 3年来 ，广州大学应用型专业、高新技术专业发展 

较快 ，这两类专业 招生数量从 2001年的 61．5％增 

JJn到 2003年的 79．6％，基础 文理q=N-专业招l--I=人 

数从 2001年的 38．5％下降到 2003年的 20．4％，专 

业结构得到明显优化 。 

4．实施名牌 专业战略 ，提高专业办学质量 

学校积极实施名牌专业战略 ，通过评选校级名 

牌和特色专业 ，以示范带动 ，推动全校专业建设水平 

的整体提高。2002年 ，广州大学共评出校级名牌专 

业 11个 ，特色专业 6个。土木工程专业还被评为省 

级名牌专业 ，实现了广州大学省级名牌专业零 的突 

破 。 同时 ，工 程 管 理 、建 筑 学 、土 木 工程 三 个 土建 类 

专业参加 了建设 部高等教 育专业评估。此外 ，我们 

还组织新办本科专业评估 ，促进新办专业办学水平 

和质量的不断提高。 

5．通过 合作 办 学 ，提 高专 业建设 水 平 

广州大学 与法 国的昂立大学 、里斯大学联合举 

办 中法旅 游 学 院 ，在 旅游 管 理专业 基 础上 ，开设 旅游 

规划 与景 区管 理 、会 展 与 商 务 旅 游 、旅 行 社 经 营 管 

理、国际旅游与导游等 8个特色专业方向，成为 国内 

专业 方 向最新 、覆盖 面最 广 的专业 ，培 养计 划 和课程 

设置遵照国际标准 ，毕业l--I=可 同时获得中国和法 国 

大学的文凭 。通过 中外合作办学 ，我们借鉴 和吸收 

国外 高等教育先进 的教育理念和办学经验 ，建立新 

型的人才培养模 式 ，提高人才 培养 的国际竞 争力。 

与此同时，我们积极开展校企合作 ，如与广州莲花山 

高尔夫球俱乐部联合培养高尔夫经营与管理专业人 

才 ，努力探索产学研合作培养人才的新途径。 

二、广州大学专业设置现状 

目前 ，广 州大学 共有 14个学 院 ，49个本N-专 

业 ，90个 专 业 方 向 ，涵 盖 经 济 学 、法 学 、教 育 学 、文 

学 、历 史 学 、理 学 、工学 、管 理 学 八 大 学科 门类 ，覆 盖 

27个二级 专业 类 ，形 成 了土建类 、数学类 、物理 学 

类、电气信息类、工商管 理类 等优势 和特色学科群 。 

从 2003年高考招生情况看 ，经济学类专业招生人数 

占招生计 划 的 0．8％，法 学 占 5．3％，教 育学 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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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文学 占 23％ ，历史 学 占 2％，理学 占 18．5％，工 

学 占 31．5％ ，管 理学 占 13．4％ ，其 中师 范 类 I与 27． 

5％(见 表 )。 

合并后广州大学本科专业发展及招生结构变化情况 

专业教 所占招生比例(％) 

专业类别 2001年2002年2003年 兰 !一一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注：以上数据只含本科专业和招生教 

但广州大学 的专业建设依然存在一定问题 ，主 

要有 ： 

一 是专业 结 构 与广 州市 产业 结构 和人 才需 求结 

构不相适应。由于历史原 因，广州大学的优势专业 

大都属于传统或基础专业 ，与高新技术产业 、工业支 

柱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相关 的电子信息 、汽车、生物 

医药、金融商贸、经济管 理等学N-专业 力量 比较 薄 

弱，工N-专业 比重偏低 ，专业办学水 平低 ，人才培养 

的结构和水平与广州市经济 、社会 、N-技发展的要求 

还 有一 定差 距 。 

二是专业设置机制有待完善。专业重复交叉的 

情况仍然存在 ，院系、学科、专业之间分割 比较明显 ， 

不利于资源共享以及跨学科人才培养。部C-j,．专业设 

置 不够 规范合 理 ，专业方 向过多 ，专业 口径 过 窄 。专 

业设置过程中调研 、论证不 够深入 、全 面，过多考 虑 

现有师资等基础 ，对市场需 求重视 、研究不够 ，专家 

参与、N-q=~策不足。 

三是办学条件 比较紧张。师资力量 比较薄弱 ， 

公共基础课和部分专业课师资短缺，新办专业 和高 

新技 术类 专业 师 资力 量 尤 为 单 薄 ；部 分 实 验 室 面 积 

不足，经费投入与实际差距较大 ，实验条4LI=跟不上专 

业 的发展 。 

四是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计划有待进一步完善 

和优化。主要表现为培养模 式单一、应 用型和复合 

型人才培养机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学生 自主学 习 

和 自我发 展 的空 间不足 ，不 利于学 生 的个性 发展 ；教 

学计划优化不够 ，课程体 系不够科学 、规 范，学科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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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基础平 台还没有完 全建立 ，专业基础得不 到有 

效 的拓 宽 。 

五是专业教学质量有待提高。公共基础课和专 

业主干课的教学质量有 待进 一步提高 ；全 国大学英 

语四级考试通过率 、毕业生考研上线 率等指标 比较 

低 ；新专业发展过快 ，办学质量亟待提高。 

三、思考与探讨 

自20 tit纪 80年代 以来 ，我国大力调整优化高 

等教育人才培养和学科专业结构 ，努力使其与经济 、 

社会和科技发展相适应 。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结构 

及学科专业建设 中的一些深层次 的问题 ，尤其是体 

制和机制上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学科专业 结 

构 以及专业设置体制 和专业教育模式与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国家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科 

学技术革命 的发展趋势以及高等教育 内在发展要求 

不相适应 ，高校学科专业 主动适应社会变革需要 的 

自我发展、自我调节机制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因 

此 ，作为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大学 ，不但要根据 

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努力调整优化学科专 

业结构和布局 ，加强专业的内涵建设 ，提高专业办学 

质量和水 平，而且要加强学科专业发展规律 和人才 

培养规律 的研究 ，遵循现代科技交叉综合的发展规 

律 ，借鉴 国外发达国家本科教育的先进经验 ，从专业 

设置和管理体制 、专业教育模式等方面进行改革与 

创新 ，努力形成与地方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相适应 

的学科专业和人才培养 结构 ，建立 与市场经济体制 

相适应的学科专业调整和人才培养机制 。 

1．努 力形成 与地 方经 济 结构相 适应 的 学科 专业 

结构 ，强化 对地 方产 业 发展 的 支持 

广州 市十五期间重点发展汽车 工业、电子通信 

设备制造业、石油化学工业三大支柱产业 ；大力发展 

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 、新材料 、环保节能、先进制造技 

术等高新技术产业 ；改 造提高 纺织服装 、食 品饮料 、 

电器机械 、建筑材料等传统优势产业 ；积极发展现代 

流通、金融保险、商 贸旅游 、房地产 、教育、文化、社区 

服务、会展 、中介服 务等现代 服务业 ，努力形成传统 

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协调发展 的格局。 

作为广州市高校 ，广州大学必须坚持为地方经济和 

社会 发 展服 务 的 办 学 指 导 思想 ，紧 密 围 绕地 方 经 济 

结构 战 略性 调整 的 主要 目标 ，准 确 把 握科 技 进 步 和 

社会发展的基本趋 势 ，努力建立与广州市产业结构 

和经济发展紧密结合 的、具有鲜明时代特点 的学科 

专业和人才培养结构。首先 ，大力支持理论学科 、基 

础性文理学科向应用学科发展和延伸。由于师范教 

育的基础以及长期 的历史积 累，广州 大学优势学科 

主要集中在传统学科 、基础性文理学科 ，如数学、物 

理 、地 理 、生 物 、化 学 、历史 、中 文等 。广 州 大 学 应 根 

据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需求 ，大力支持这些传统 

学科 、基础 性 文理学 科 向应用 性学 科转 变 和发展 ，积 

极发展新兴交叉 学科 专业。对 于一些师 资力量较 

强、科研水平较高、难 以转型的学科 ，应支持其 向更 

高层次发展 ，发展研究生教育 ，开展科学研究 ，并为 

学校开展文化素质教育营造氛 围。 

其次，积极发展广州市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 

业相关 的学科专业 。一是适 当拓宽工科专业 覆盖 

面 ，大幅提高工科 的办学水平。广州 大学 的工科专 

业涵盖工学 的土建类 、电气信息类 、机械类等 7个二 

级专业类 ，共 16个专业 ，覆盖面比较窄 ，比重偏低 ， 

整体办学水平有待提高。因此 ，广州大学应大力发 

展 与我 市重 点发 展 工 业 相关 的汽 车 、电气 、自动 化 、 

通信、机械 、化工 、交通 、生物工程等适用工科技术类 

专业 ，拓宽工科专业 的覆 盖面 ，加 大工科专业 的 比 

重 ，提高工科专业的办学水平 ，争取 到 2005年工科 

专 业 的招 生 比重 达 到 35％ 以上 。二 是 积 极 发 展 现 

代流通 、金融保险、旅游 、会展 、房地产 、教育 、文化 、 

社 区服务 、中介服 务 等 现代 服 务 业 紧密 相 关 的学 科 

专业。三是整合信息类专业 ，形成合力 ，提升水平。 

电子信息是广州的三大支柱产业 之一，同时也是广 

东省的支柱产业 ，发展的空间非常广阔。目前 ，广州 

大学 已有 电气信息类专业 5个 ，但大都是新办专业 ， 

基础 比较 差 ，师 资 力 量 薄 弱 ，而且 分 散 在 不 同学 院 ， 

削弱了整体实力。因此 ，广州大学应努力整合相关 

信息类专业 的师资 队伍和教育资源 ，组建信息工程 

学院，加大建设和投入力度 ，加大人才引进的力度 ， 

加强产学研合作 ，不断提升信息类专业 的整体办学 

水平 ，为广州市电子信息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2．积 极进 行专 业设 置和 专业教 育模 式的改 革和 

创新 

首先是 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建 Or主动适应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符合学科 专业发展规律 的学 

科 专业 设 置机 制 。一 是完 善 校 内协 调 机 制 ，充 分 听 

取校 内专 家 以及 教 学 、招 生 、就 业 、学生 等 职 能 部 门 

对 专业 设 置和招 生计 划 的意见 和建议 ，深入论 证 ，科 

学决策 ，优化专业设 置；二是完善社会参与机 制 ，建 

立有计 划部 门、人 事 部 门、劳 动 就 业 部 门、用 人 单 位 

以及社会各行业专家参加的专业设置专家咨询委员 

会 ，完善招生听证制度 ；三是在学科专业设置和调整 

· lll · 

http://www.cqvip.com


新组建地方大学学科专业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中适 当引入市场选 择与调节机制 ，逐步放开学生 的 

专业方向和专业选择权 ，通过学生对专业 的选择 ，形 

成专业的优胜劣汰机制 ，打破专业的静止和固化 ，推 

动专业的变革和发展。 

其 次 是 积 极 发展 跨 学科 专 业 ，进 行个 性 化 专 业 

的探索 。广州大学要紧密围绕建立有利于全面推进 

素质教育、提高人才竞争力 的 目标 ，根据社会 需求 、 

现代科技交叉综合 的发展趋势和学科专业的发展规 

律 ，充分 利 用 综 合 大 学 的 多 学 科 资 源 优 势 ，打破 院 

系 、学科 之 间 的壁 垒 ，积极 探 索 跨 院系 、跨 学 科交 叉 

设置本科专业的模式 ，进行个性化专业的改革试点。 

逐步树立专业是课程组合 的观念 ，整合不 同学科专 

业的教学内容 ，构建不 同层次、不同类型的课程体系 

和教学 内容 ，构建教学新体系 ，培养新型的高素质综 

合性人才。 

三是实行人才培养模式多样 化 ，改革师范教育 

模式 。广州大学要 积极创新教育管理制度 ，大力推 

行 学分 制 ，完善 双 学 位 、双 专 业 、主辅 修 制 和 跨 学科 

选修等培养模式 ，建立综合提高班 ，因材施教 ，调动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适应学生的个性发展 。同时 ，改 

革师范教育 ，积极探索非定向培养的新模式 ，建立“3 

+1”、“4+2”等培养形式 ，使师范教育 由封闭走 向开 

放 ，增强师范教育的教育专业性 ，加强师范教育 的学 

术性基础 ，实现师范性与学术性并重 ，提高师范教育 

的质量和水平 ，使 广州 大学真正成 为广州市教师培 

育的主要基地。 

3．加 强专 业 内涵 建设 和 改 革 ，努 力提 高教 育教 

学质量 

首 先 是 明确 人 才 培 养 的 目标 定 位 ，规 范 完 善本 

科专业和课程设 置。根据学校的办学性质 、层 次和 

服务面向，广州大 学应 以培养既有较宽厚 的基础理 

论、较宽广 的专业 口径 ，又有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的 

应用型人才为 目标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努力探索应 

用型人才培养的新体系、新模式 ，增强人才培养的开 

放性 、适应性和灵活性 ，面向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培 

养大批高素质 、高层次的应用型、复合型和创新型人 

才。同时 ，要针对新办专业和专升本专业较多 的特 

点 ，根据教育部本科专业 目录的规 范和各学科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 的要求 ，借鉴 其它高校 的先进经验 

和改革成果 ，规范和完善本科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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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 化课程 结 构 ，更 新教 学 内容 ，减 少专 业设 置 和课程 

设 置 的随意性 ，防 止 出现本科 教 育专科 化 、专业 设 置 

不规 范 、专业 方 向过窄 、课程 设 置不科 学 的现象 。 

其 次是加 强教 学基本 建 设 ，改善 专业 办学 条件 。 

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 ，努力提高教师的整体待遇，加 

大人才 引进 力度 ，积极 引进 高 水 平 师 资 和学 科 带 头 

人 ，充实加强新办专业和信息类 、高新技术业专业 的 

教师队伍 ，为提高教学质量提供根本保证。加强教 

学手段和技术装备建设 ，重点建设 专业受益 面广 的 

通用 、综 合 、开放 的基 础课 实 验 室 和 图书 馆 、校 园 网 

等公 共服 务设施 ，实 现资 源共 享 ，提 高使 用效 益 。 

三是 以学科 建设 带动 提升专 业 建设 。学 科建 设 

为专业建设提供高水平 的师资 队伍、教学与研究基 

地 以及 包 括学科 发 展 最新 成 果 的课 程 教 学 内 容 等 。 

可 以说 ，学 科建设 是专 业建 设 的基础 ，没 有高 水平 的 

学科 就没 有高质 量 的本 科 教育 。我们 要 积极 开展 学 

科建设 ，将科学研究 的成果转化为本科教育 的优质 

资源 ，不 断充实 、更新 教学 内容 ，编写 教材 ，设 置学科 

前沿性课程 ，提高学生研究与实践能力 ，不断提高教 

学水平 ，促 进人才 培养 质量 的不 断提 高 。 

四是加 强核 心 课 程 建设 ，提 高 教学 质 量 。提 高 

公共基础课和专业主干课的教学质量是提高专业教 

育整体质量的关键和基础。我们要采取有力措施 ， 

加强对基础课的教学组织和管理 ，以一流标准推进 

精品课程建设 ，积极改革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改革 

考核方式 ，实行教考分离 ，努力提高广州大学公共基 

础课、专业主干课 的教学质量 ，从而带动本科教育质 

量的整体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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