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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高校应用型人才全过程培养
实践教学平台体系探析

闫 杰 a， 郭 瑞 a， 李 根 b， 雍 鹏 a， 杨 涛 a

（陕西理工大学 a.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b.人事处，陕西 汉中    723001）

摘要：培养符合社会和国家需求的人才是高校育人的首要目标。近年来随着国家“新工科”建设项

目的实施和“三全育人”理念的倡导，在新形势下如何培养出满足社会和国家发展需求的高素质复合型

人才，已成为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建设人才全过程培养实践教学平台体系不仅可以

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还可以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和对理论知识的运用。土木工程类专业具

有很强实践性，实践性教学是保证其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环节之一。为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和应用能

力，在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过程中，将校内实践平台与校外实习基地资源相融合，构架一体化全过程应用

型人才培养实践教学平台体系，是地方高校土木工程类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和方法。通过对所在

高校土木工程类专业人才培养实践平台及校外实习基地等现有实践教学资源的调研与分析，从全过程

应用型人才培养所需实践平台体系的顶层设计、交叉融合综合实践平台构建、持续稳定校企协同育人机

制建立、复合型实践教学团队组建及递进式实践教学体系设立等方面，探讨与分析了应用型人才全过程

培养实践平台体系的构建途径和方法，以为地方高校培养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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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既是教育的基本功能，也是高校核心价值追求和服务社会效益的集中体现。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各行各业产业技术的更新和跨界融合速度加快，不同行业对人才素质要求更加全

面，对高校综合型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创新+复合+高素养”［1］。新形势下如何培养出满

足社会和国家发展需求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已成为高校急需解决的问题［2］，“三全育人”理念为其提

供了可行思路［3-7］。“新工科”建设要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8］，其为高校“三全育人”目标实现指明了方

向。创新实践平台建设不仅培养了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还提高了学生创新思维能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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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地方高校为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和创新创业能力，通过校内实践平台建设、培养方案

修订和校外实习基地建立等方式构架了一体化应用型人才培养实践平台，以实现对学生创新创业

能力的培养。受传统教育观念等影响，部分高校对实践教学平台体系构建的认识仍不够深刻，笔者

通过对所在高校土木类专业在实践平台顶层设计、交叉融合综合及实践教学团队和体系建设等方

面调研，分析了地方高校应用型人才全过程培养实践平台体系的构建途径和方法，以为其他高校人

才培养提供借鉴。

一、传统教育观念下实践教学平台现状分析

（一） 对实践教育的认知不够充分

“新工科”建设背景下，虽然高校十分重视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地方高校将

培养高质量应用型人才作为学校的办学指导方向，并增加了创新实践教育平台建设的投入，但受传

统教育观念和资源条件等限制，高校对创新实践教育体系的认识和重视不够。一方面，受苏联教育

模式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具有专业划分过细和人才培养过于狭窄的特征［10］。高校重视专业课程

理论知识教授，对实践教学重视不足，尽管多数高校通过理论课程教学体系创新推动实践人才培

养，但受传统思想影响进展缓慢。另一方面，未能结合自身特点构建地方特色鲜明的实践平台。各

高校所处地理位置、师资和生源情况、现有软硬件条件等不同，决定了所构建的实践平台存在差异。

当前，部分地方高校仅通过照搬照抄名校或同类兄弟学院模式建设，致使所建创新实践平台与人才

培养目标和服务对象脱节。除此之外，部分高校在实践教学平台建设方面缺乏系统和整体规划，致

使原有实践平台与新建实践平台之间衔接和整合不够，跨专业间交叉融合性低，实践平台利用率

低，进而影响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

（二） 实践平台和教学的交融与完整性不足

进入新时期，培养出具有工程实践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是高校服务社会、助力国家

发展的重大历史使命和责任［11］，能否培养出符合社会和国家发展需求的综合型应用人才，除了与师

资队伍等软件条件相关，还与实践平台等硬件条件密切关联。长期以来，受传统教育体制和观念影

响，地方高校开展实践训练的各类实验室、实训中心及基地等均沿袭了传统的单一学科组织模式，

即不同实践训练平台分属于内不同部门，甚至归口到同一部门的实验仪器设备又分属不同系（所）

进行管理和使用，其不但不利于各类实践平台跨学科、跨专业间的交叉融合，也降低了实践平台的

有效利用率。除此之外，受传统教学观念影响，常规实践教学活动是对理论教学的补充与验证，属

于附属地位，且不同教学实践活动之间相互孤立，通常为单个知识点的验证，导致教学体系组织的

呈现出片段化和不连续性，无法实现对学生实践能力的递进式和综合性培养。

（三） 校企产教融合的深度和持久性不足

土木工程类专业实践教学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环节之一［12］，实践教学除校内已有平台

资源之外，与校外同行企业开展合作也是实现培育学生具有实践能力的重要渠道。近年来，高校纷

纷尝试在企业内设立实习基地、建立实训中心，高校内设置企业学院等合作模式，加强产教融合和

校企合作，但真正落实到实践教学过程中仍存在很多问题。究其原因，一方面，现有校企合作多形

式过于单一，缺乏对校企产教融合的原因、方式及内容等的顶层设计和研究，导致校企合作出现“合

而不融”等问题，企业市场资源和技术优势无法弥补高校实践训练短板；另一方面，地方高校受资金

等其他条件限制，采购的实验仪器多为行业已成熟和普适性的设备，价格较高普适性较差的前沿仪

器设备购置较少，更新速度较企业生产设备慢，无法及时对接企业生产实践需求，致使高校培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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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人才无法与市场需求完全匹配，降低了人才培养的行业适应性，影响高校和企业长期维持合作

关系。

（四） 实践教学团队复合型不足

地方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校师资队伍及其实践教学团队

的组成状况［13］。根据笔者对所在高校及周边其他地方高校的调研发现，教师队伍中具有工程实践

经历的复合型教师人数较少。究其原因，一方面，当前许多地方应用型高校中土木类专业创新实践

平台指导教师多由校内专职教师担任，师资中具有从事或经历过实际工程经历的教师较少，且多数

专职教师是在研究生毕业后直接进入高校，走上讲台，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但缺乏实践性教学所

需经验。尽管进入工作岗位后学校对其进行了相应的实践平台教学培训，但实质工程训练经验缺

乏，在指导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时仍感到力不从心。另一方面，部分地方高校从相关企业中聘请具有

丰富工程实践经验的专家到高校兼职，并参与到高校的实践教学过程中，但受自身精力和时间等因

素影响，实际实施过程中较为困难。地方应用型高校要培养出具有实践创新型工程人才，则需建立

一支既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又具有丰富工程实践经验的综合型师资队伍。

二、“新工科”建设背景人才全过程培养实践教学平台发展路径

（一） 设计实践教学平台的顶层管理

在实践教学平台构建过程中应根据已有实践教学资源、人才培养目标等，制定一套涵盖各环节

的管理制度和措施（包括实践教学平台总体规划和布局、实践教学大纲、教师和学生使用平台手册、

年度学生科技竞赛活动和自主创新项目等），以为学生实践活动提供便利。一方面，在实践教学平

台顶层管理设计过程中，秉持以师生为本、简练明确、易于实施等原则，便于师生积极参与，促进课

堂教学模式从“理论+结果”向“理论+实践+过程”转变。另一方面，为激发学生参与实践活动的积极

性，学校除了为学生提供便利的实践操作平台外，还可以设立一定数量专项基金，解决学生创新创

业实践活动中经费问题，鼓励和支持学生创新创业竞赛活动和项目。除此之外，在校园里营造不同

专业相互交叉融合、开放、自由的创新创业文化氛围，与相关企事业单位签订协议为学生创新成果

转化搭建桥梁，使优秀成果及时运用到工程实际中，以激发学生参与实践活动的热情和兴趣。

（二） 构建交叉融合的实践教学平台

高校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学生对知识的应用与转化能力，其亦是地方本科高校办学特色和优

势所在［14］。实践教学平台是培养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教育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是强化学生实践能力

培养的有效载体。受教育观念和资金等条件限制，地方高校实践教学资源较为匮乏，现有不同专业

和学科间用于实践教学的平台多为孤立状态，交叉融合性较差。针对上述问题，以笔者所在高校土

木工程与建筑学院为例，为适应国家“新工科”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学院对原有实践平台进行整合，

建立了适合于不同专业、不同阶段学生培养的跨专业、多层次综合实践平台（图 1）。新实践平台教

学体系基于专业交叉融合理念，结合学院现所设置专业和主要学科特点，构建了能够满足建筑学、

城乡规划、工程管理、土木工程四个专业方向的实践训练平台。根据专业方向人才培养目标要求，

新实践平台教学体系能满足学生在“专业基础阶段、综合应用阶段、自主创新阶段”三层级实践阶段

能力培养和提升的需求，实现对不同专业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和提升，以及对实验仪器设备资

源的充分利用。

（三） 建立持续稳定校企协同人才培养机制

专业实践能力是地方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生命线，校企合作则是提升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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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之一，也是高校实践平台建设的重要保障。如何将校内学者和校外企业技术专家融入创新实

践师资队伍中，并建立持续稳定的校企合作机制是保证学生实践质量的基础和前提。针对上述问

题，以笔者所在学校土建类专业已构建创新实践平台实例，提出了校企协同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体

系（图 2）。（1）实践平台构建。从与本专业相关企业中精心筛选实践教学基地，优先选择行业内领

先、知名度和信誉较高企业，共建实践教育基地，并建立和制定针对实践基地管理和运行的相应体

制，明确校企双方各自责权。（2）认知阶段。聘请合作单位中具有丰富工程实践经验的技术和管理

人员作为校内兼职教师，邀请其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和实践教学计划编制，并向学生讲解实践平台体

系操作。（3）分专业训练阶段。不同专业兼职教师分别担任相应本专业的实验教学、生产实习、课程

设计等教学任务，实践教学任务与生产一线工程实际问题相结合。（4）综合训练阶段。兼职教师结

合实际工程问题设计毕业设计（论文）课题，与校内不同专业指导教师（土木工程、工程管理、建筑

学、城乡规划）组成学生毕业设计综合小组，企业和校内指导教师从各自专业方向指导学生完成同

一毕业设计（论文）课题。

为保证校企协同育人模式的长期开展和保证企业兼职教师参与育人的有效性和积极性，一方

面，学院构建了企业兼职教师库，方便对本区域、本行业及本专业兼职教师信息统计，利于兼职教师

的聘用高效性和提质增效；另一方面，学院要实现校企间资源共享和项目合作，需要求各专业结合

其优势为区域内对口企事业单位人员提供定期专业理论培训和指导。同时学院督导办建立了兼职

教师考评反馈机制，并对兼职教师实行绩效考核，对教学水平高、学生评教好的授予“优秀兼职教

师”荣誉称号，在其进修深造、年终绩效等方面优先考虑。

（四） 组建复合型实践教学团队

实践教学环节既与实践平台等硬件设施有关，也与师资队伍状况紧密相连，组建能够满足专业

图1　交叉融合综合实践平台框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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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训练的复合型实践教学团队是实施实践环节教学的重要保证。“内培外引”是笔者所在高校近

年来为改进和增强实践教学师资队伍结构而倡导的一种方法。所谓“内培”是指与合作企业达成协

议，定期安排教师队伍中青年骨干教师到企业进行工程实践轮训，与校外具有丰富工程实践经验的

技术和管理人员形成互帮对象，使教师及时了解和掌握实际工程中所采用的先进施工工艺、技术及

管理经验等，以提升教师队伍的实践教学能力，改善师资队伍结构型式。“外引”是指通过引进或聘

用具有一定学历，且在工程单位一线工作时间较长、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高级工程技术和管理人

员，以“联合工作室”“双导师”制等方式参与到学校教学工作中，在聘用期间需担任部分课程、生产

实习、毕业设计及实验教学等教学任务。通过“内培外引”措施，既弥补了学校现有教师工程实践经

验匮乏，又解决了企业外聘教师理论欠缺问题，构建起一支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具备较高专业理论

水平的复合型实践教学师资队伍。

（五） 设立递进式实践教学体系

实践教学体系各环节间是一个动态有机联系整体，在实施过程中应根据不同层次和专业学生

及时调整，以确保实践教学质量的提高。为适应国家“新工科”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及对学生认知和

实践训练基本规律的总结与分析，学院构建了以“专业基础实践能力→综合应用实践能力→自主创

新实践能力”能力阶梯培养为目标的“总体认知→专业训练→综合（创新）训练”三层递进式工程实

践教学体系（图 3）。总体认知，主要针对大一新生，通过组织学生参观、教师讲解、演示及学生动手

操作等使学生了解本专业情况和专业实践平台体系等，展示往届学生科技创新竞赛成果，对实践教

学有感性认知。专业训练，主要针对大二、三学生，分别利用专业基础实践平台、综合应用实践平

台，对学生进行本专业相关实践能力基本训练，提高学生的动手和系统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专业训

练中，使学生能够认识本专业实践平台体系的系统组成、掌握常用仪器设备操作方法、熟知专业知

图2　校企协同人才培养机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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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点概念和原理及工程设计和施工工艺等，了解相关专业实践平台体系组成和操作。综合（创新）

训练，主要对象为大四学生，在经历了专业训练和学习了相关专业理论课程的基础上，通过自主创

新实践平台等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培养其工程素质。

三、结语

“新工科”建设背景下，高校十分重视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培养，实践教学平台体系作为应用型

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其建设已成为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过程中急需解决的问题，但受传统教育观

念和资源条件等限制，部分地方高校对实践教学平台体系的认识和重视不够。作为一所地方普通

本科高校，应从专业实践教学平台顶层管理设计、综合性实践平台构建、持续稳定校企协同育人机

制建立、复合型实践教学团队组建及实践教学体系设立等方面探索和改革现有人才实践教学培养

模式，以培养出适应社会和国家发展需求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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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ractical teaching platform system of the whole process 
training of applied talents in local university

YAN Jiea， GUO Ruia， LI Genb， YONG Penga， YANG Taoa

(a.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b.Personnel Department，Sha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zhong 723001，Shaanxi，P. R. China)

Abstract: It is the primary goal of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to cultivate talents in line with the needs of 
society and the country.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of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and the advocacy of Three-wide education concept, it is an urgent problem on how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composite talents that meet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society and the country in the process of talent cultivation 
for our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situation. It can not only cultivate students’ engineering practical abilities, but 
also improve their innovative thinking ability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by establishing a 
practical teaching platform system for the entire process of talent cultivation. Civil engineering major is highly 
practical disciplines, and practical teaching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links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It is an important way and method for local universities to fully integrate resources such as on 
campus practice platforms and off campus internship bases, and construct an integrated whole process applied 
talent cultivation practice teaching platform system.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practical 
teaching platform for whole process applied talent cultivation of civil engineering major in Sha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he paper analyzes the way and method of practical teaching platform for whole process applied 
talent cultivation, which is from these terms: top level design of practice platform system, construction of cross 
integration comprehensive practice platform, the establishment of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 construction of compound practical teaching team, establishment of progressive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It is hope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similar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local universities; applied talents; whole process training; practice teaching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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