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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学工作的推进与改革创新

1. 学校“十三五” 的发展目标

努力创建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鲜明、服务地方产业能力突

出的广东省高水平工科大学。
“特色”表现在教学工作方面：

（1）在学科专业结构布局上：以工科为主

（2）在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上：以应用型为主（地方需求、人才可用）

必须紧密结合地方产业的发展需求，进行学科专业的调整与优
化；培养学生运用多领域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我们称之为
“综合实践能力”，其核心在于“运用”。

（3）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以“综合实验班”为抓手，大力开展培养模式
的多样化改革与实践。

是否能在以上3方面表现出特色鲜明和高水平。



2. “十三五”期间教学方面的主要工作

围绕“特色”，需要重点开展以下工作：

（1）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学科专业培养方向

重点围绕4大专业群：

 轨道交通

包括轨道交通车辆工程、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轨道交通自动化、轨道交通电气化，探讨开设轨道
交通信号工程方向。



 先进制造

紧密围绕产业“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所
需的核心技术，调整学校的机械工程、自动化、电
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工业设计等多个与先进装备制
造相关的学科专业的人才培养方向，重点强化机械
设计、机械制造、机电一体化、工业自动化等产业
核心技术方向建设。



 智能信息技术

对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科学与工
程、网络工程、软件工程、电子商务、信息管理与
信息系统等电子信息与计算机与网络等专业（方
向），结合本专业（方向）的特点，强化以“互联
网+”、“创新2.0”、“工业4.0”、大数据技术等新
技术发展为核心的理论与应用能力的培养，以适应
产业发展与社会管理的需求。



 现代生产性服务

企管、金融、国贸、会计、市场营销、法学等
服务类专业要根据产业发展的服务需求，强化工业
工程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贷款与风投、市场分析、
资产运行、知识产权服务等实用知识与能力的培养。



2、继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样化改革
（1）人才培养
 人才培养必须解决七个问题：
 一是教育理念的提出；
 二是人才培养目标的确定；
 三是人才培养对象的选择；
 四是人才培养主体的开发；
 五是人才培养途径的利用；
 六是人才培养过程的优化；
 七是人才培养的制度保障。

 培养人才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括人才培养的理念、主
体、客体、目标、途径、模式与制度七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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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才培养模式

“是一种对于培养过程的设计，一种对于培
养过程的建构，一种对于培养过程的管理，它
是关于人才培养过程质态的总体性表述”。即
教育主体（学校、学院、系、专业）关于专业
与课程设置的选择、教学活动的结构与程序的
考虑，以及在教学组织与管理形式的确定等方
面的思考与安排。包括了设计、实践、管理3方
面的内容。



人才培养模式的构成要素：

1.人才培养理念； 2.专业设置模式；

3.课程设置方式； 4.教学制度体系；

5.教学组织形式； 6.教学管理模式；

7.隐性课程形式； 8.教学评价方式。

在以上要素中，第1、2、8点是学校、学院都需要考
虑的；第4、6、7侧重于学校层面；第3、5点则是学院
层面重点解决的。课程设置方式主要体现在培养方案；
教学组织形式主要体现在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评
价方式在课程教学的层面上则主要指课程考核的体系、
方法与手段。



（3）改革的主要任务

改革的主要目标：

以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样化改革与实践为抓手，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人才培养模式是核心；
改革与实践是方向；提高质量是结果。



 人才培养模式决定了人才培养的规格、方式
与手段，因此，它是形成人才培养特色最为
核心的内容。

国际上最为重要的几种模式：
美国MIT等：CDIO—构思-设计-实现-运作

美国欧林工学院：欧林模式—基于项目的体验式教学

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以学生为中心，以项目为驱

动，以结果为导向。



丹麦奥尔堡大学：PBL—基于问题的学习

英国6所大学：Experience-Led—产业体验式

俄国斯科尔科沃理工学院：

研究、教育、创业创新“三重螺旋”

我校：“综合实验班”、“企业嵌入式”、“3+1”
等。



 人才培养模式的三个主要方面：

 设计—课程体系（培养方案）

 实践—教学组织（教学方法、手段、考核等）

 管理—规章制度



主要任务：

① 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制定新的人才培养方案

——指导思想

要根据国家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
指导思想和目标要求，结合行业需求和特点，逐批开展
新一轮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工作。要研究制定本
专业新的人才培养与评价标准；将创新精神、创业意识
和创新创业能力作为评价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建
立以能力培养为主导的课程体系和开放性、多目标、多
层次的实践训练体系，促进学生综合实践能力的发展。



——大力开展课程体系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按照“理顺公共课程、规范基础课程、整合大类专

业平台课程、打造（组合）专业模块课程、强化专业实

践课程、改革公选与通识课程、构建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打通跨专业交叉课程”等8大课程体系，进行课程体系

建设。工科专业要根据工程的“实践性、综合性、创造

性”来设计课程体系。



② 改进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程改革是基础。通过“创强工程”、质
量工程的实施，真抓实干，重在改进。要出详
细指南，提出具体要求，明确改进的目标、任
务、内容、成果和考核验收指标与方法，指导
改革。



例如教学方法：

演绎式—讲解概念、原理、公式→讲解例题→布置作

业→考试。

归纳式：

 探究式学习

 基于问题的学习

 基于项目的学习

 案例教学

 发现式学习

 … …



③ 强化实践环节

以培养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为目标，分成
学科专业基础训练（课内）、创新训练和创新
创业实践等不同层次进行规划与设计。

完善以“现代工程综合训练中心”与各基
础、专业教学实验中心（室）有机组成的实践
教学与训练基地。



④ 深化企业（行业）学习实践

对“综合实验班”、“3+1”等各种模式的企
业学习过程进行更加深入地进行探索与实践。

⑤ 管理综合改革与建设

 建立创新创业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按照开展创新创业
教育的要求，探索建立创新创业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
在培养方案中设置相关创新创业实践必修与选修学分，
将学生参与课题研究、项目实验、学科及科技竞赛、创
新创业训练项目、发表论文、申请专利等予以量化评价
并转换成相应学分。



 积极探索弹性学制管理，推进学籍管理制度改
革。探索实施弹性学制，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
情况和自主学习要求调整学业进程；积极推进
学分制的实施，为逐步过渡到完全学分制进行
准备，为学生学习创造更大的自主空间。



 大力推进教学管理信息化建设
 与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一起完成实验教学与实验室管理的

软件管理系统建设，提高实践教学的管理质量与效率。

 根据新的教学管理（包括逐步实施完全学分制、推进创新
创业教育等）的要求，完成新的教务管理系统建设。

 对教学管理的办公信息系统建设进行调研，提出实施方案。

 解决第二课堂与学生创新项目的信息化管理问题，争取能
解决从申报立项、过程管理、结题验收、绩效评价等全过
程管理问题。

 进一步完善学生教学自助服务系统建设，开发更多的自助
服务功能。

 推进已上线的“五邑大学教务处”微信平台建设，争取在
服务广大师生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