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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特色专业素质是一个学校特色专业的学生在接受专业教育后显示出的在专业素

质方面的整体性特征,是综合素质的有机构成,是知识、能力、创新的和谐统一。特色专业素质

具有比较优势,还体现在对专业及职业的强烈认同感和自豪感。特色专业素质培养是特色专业

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成果体现,是特色专业建设成果在育人上的转化。特色专业素质培养需要从

确定特色化专业方向、特色培养方案设计、特色性的教育资源开发利用和构建和谐合作的教学

关系等方面综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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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专业建设已成为高校赢得市场和竞争优势

的重要战略手段,特色专业建设是否成功,一个最基

本的检验标准就是检验其特色与外部环境的适用

性
[ 1]
。专业建设的核心任务是高素质人才的培养,

专业特色最终要落实在所培养的人才的特色, 并通

过人才素质构成的特色性来体现。作为大学生基本

素质构成之一的专业素质, 其特色及其培养是专业

特色培育的重要内容。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资源

勘查工程专业是教育部审批设立的第一批国家一类

特色专业,笔者拟结合该特色专业建设的研究与实

践,对特色专业素质的培养问题进行探讨。

一、特色专业素质概念的提出及内涵分析

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核心职能,随着素质教

育理念的不断深入, 适应时代需要的具备全面的综

合素质的人才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综合素质

包括思想道德素质、基础文化素质、专业理论和技能

素质、心理素质以及良好的协调能力、团队精神、创

新意识等,但基本可以概括为专业素质和非专业素

质。近年来,非专业素质的培养得到普遍关注,中国

于 20世纪 90年代起开展的大学生素质教育就是从

人文素质教育切入的。然而,无专不才。一个人才,

特别是作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高级专门人才,其

成才的重要标志是必须有所专,而且其专的层次往

往代表着人才的价值高低。专业素质教育是大学教

育的永恒主题,随着文化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入,人们

深刻认识到必须 实现专业素质与文化素质教育的

有机结合  [ 2 ]
, 高质量的专业素质基础,是高质量

综合素质培养的先决条件  
[ 3]
, 专业素质及其培养

成为高教界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

不同学者对专业素质的概念有不同的描述。张

庆奎等人认为 专业素质是指从事社会职业活动所

必备的专门知识、技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扎实的

理论基础、熟练的专业技能、全面的业务能力  [ 4] ;
郭平认为 大学生专业素质是指大学生掌握的专业

理论及相关知识, 运用这些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技

能, 以及将获得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内化所形成

的一种相对稳定的能较出色地从事专业工作的品

质 [ 5 ] ;刘全利等人认为 专业素质是指学生运用专

业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及从中体现出来的

创新精神  [ 6]。笔者在此采用邵桂芳等人给出的描

述, 即 专业素质主要指的是对专业知识的掌握程

度以及实际应用的能力等, 主要表现在对基础知识

的牢固掌握程度、实践应用能力、创新及适应能力、

职业定位的广泛性等 [ 7]。
大学教育目标中的大学生素质构成是有层次

的 ,个人素质除了包括 个体特殊层面上的素质  ,



还包括 群体一般层面上的素质, 反映了某一群体

共同的特征  ,如表现出专业素质、科类素质和大学
教育素质三个层面的素质

[ 8]
。不同学校同一专业

学生表现出的校际整体差异,揭示出一个专业群体

的素质在学校层面也存在着特殊性。这种特殊性,

体现了学生专业素质的校际差异, 展现出人才培养

的多规格和多层次, 这种多样性也是高等教育大众

化阶段人才需求的基本特征之一, 也正是这种多样

性人才培养的要求和现实可能,使特色发展成为一

种战略选择,尊重个性和特色的发展成为高等教育

科学发展的基本内涵之一
[ 9]
。高等学校要特色办

学,专业建设要走特色化之路, 形成特色、突出特色、

强化特色成为各个层面教育教学改革和建设的目标

追求和价值体现,将这种战略思维应用于专业素质

培养, 便提出了特色专业素质的概念。

特色表现为指称对象的独有性、不可模仿性和

不可替代性。由于特色化的主观意愿和目标追求,

因此, 特色往往代表了一种强势和品牌,所谓 人无

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强  。如, 学校特色是学校

在办学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独特的个性风貌, 只有这

种独特的个性风貌被大家认可时才称其为特色。基

于这一认识,特色专业素质应有以下内涵特征:

一是特色专业素质是一个群体在专业素质方面

的整体体现。本文指一个学校特色专业的学生在接

受专业教育后在专业素质方面的整体性特征。不

过,由于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个性在共性基础上得到

发展和丰富,特色专业素质的群体性与学生素质的

个性化培养并不矛盾。

二是特色专业素质应是综合素质的有机构成,

是知识、能力、创新的和谐统一。 素质教育的精髓

在于强调素质的整体性、综合性,通过教育求得个体

潜力的充分挖掘和整体素质的不断提升 [ 10 ] ,特色

专业素质有机融合于人才的整体素质中。另外,大

学生的专业素质主要包括专业理论知识、专业能力

和专业创新。特色专业素质也必然是专业知识、专

业能力、专业创新三者的和谐统一体。思想素质是

核心, 专业素质是基础;心理素质是前提, 专业素质

是保证
[ 11]
。

三是特色专业素质具有比较优势。特色源于差

异性, 差异是在比较之中产生的,在比较中得到认可

是特色形成的基础。 大学生之大以大志为大, 以

大器为大。大器就是个人为人处世的大本领, 即高

素质, 专业素质之大主要是指个体具有完整的知识

结构, 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较高的组织管理能力和

较强的学习能力  [ 12] ,达不到和谐、高、强等要求,特

色无从谈起。

四是特色专业素质体现于多个方面。特色专业

素质除了体现在具有专业理论知识、专业能力和专

业创新能力之外,还体现在对所学专业的浓厚兴趣,

对所从事职业的强烈认同感和自豪感,以及敬业爱

岗的献身精神上。

二、特色专业素质培养在特色专业建设中的

地位

(一 )形成专业特色是特色专业建设的目标

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是教育部实施的 高等学

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  的重要内容之

一。各省、高校也在此前后普遍开展了品牌或特色

专业建设,并将其作为适应环境变化、求得生存和发

展、提升竞争力的一项重要教学改革内容。国家特

色专业的建设目标是适应国家经济、科技、社会发展

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根据自己的办学定位,发挥已

有的专业优势,办出专业特色,切实为同类型高校相

关专业和本校的专业建设和改革起到示范和带动作

用。对特色专业建设的研究与实践也深刻揭示出专

业特色是特色专业的灵魂。

(二 )人才培养特色是专业特色的重要构成和

目标体现

特色专业是指高等学校在教学改革和专业建

设过程中,在人才培养模式、培养质量等方面具有显

著特色,培养的学生某些方面的素质优于其他院校

同类专业学生,并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有较高声誉

的专业。 [ 13]这里所说的显著特色和比较优势就是
特色专业作为建设目标的专业特色。特色的定位与

培育是特色专业建设的关键环节之一,直接决定特

色专业的建设成败。特色专业建设内容很广泛, 不

同学校、不同专业建设的策略不同,其特色定位也有

很大差异,但无论如何定位, 都不能偏离专业建设的

宗旨。 专业是为学科承担人才培养的职能而设置

的, 是为满足从事某类或某种社会职业必须接受的

训练需要而设置的  [ 14] , 其基本任务就是培养社会

所需要的各类专门人才。国家特色专业建设内容包

括改革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教学内容、教师培养和使

用机制、实践教学等, 要求通过这一系列改革和建

设, 培养一批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专门人才,人

才培养是特色专业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其

专业特色定位必须紧紧围绕人才培养。

(三 )特色专业素质培养是特色专业建设成果

在育人上的转化

特色专业的遴选标准是能够充分体现学校的办

学优势、特点以及行业背景, 在全国相同专业领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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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优势。每个立项建设的专业都有其固有的特

色和优势,如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资源勘查工程专

业,其前身是创建于 1953年的石油地质勘探专业。

该专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从培养计划课程体

系的设立到实践训练, 一直都是以为中国油气勘探

工业培养高素质人才为核心目标的。长期的办学历

史使该专业积累了丰富的人才培养经验, 具备了良

好的办学条件,大批毕业生以具有扎实的油气地质

理论基础、掌握油气地质综合勘探和油藏地质工程

设计技能、踏实肯干、具有创新意识等特色, 成为了

中国油气勘探开发领域的中坚力量, 在国内该行业

领域中具有良好的声誉。该专业立项建设国家特色

专业后,为适应中国油气勘探工业的发展, 提出了

适应人才市场需求、坚持石油特色、建设一流专

业  的建设目标 [ 15]
, 以便通过建设进一步完善专业

培养方案、更新专业教学内容、改善专业教学条件、

提升专业教学效果等,使专业教育的体系更加完善,

优势和特色更加显著, 为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培养提

供更加可靠的保障。当然, 提供保障不等于完成使

命,建设成果要落实到人才培养中,体现到提高专业

素质特色上,这个过程不是自发、自然实现的, 需要

经过育人环节的转化, 把已有和将有的优势变为育

人资源、融入育人过程、化为育人成果。

专业人才培养落脚点在于专业素质培养, 专

业素质教育始终是高等教育的主体和重点 [ 16 ] ,专

业教学的基本目标是切实有效地提高学生的专业素

质。通过专业素质培养, 实现人的社会定位并不断

自我发展。不同人在社会中的定位和发展潜能表现

出的差异性,受制于其所接受的专业素质教育,这种

专业素质的差异彰显了特色专业素质, 展现了专业

特色。

三、在特色专业建设中进行特色专业素质培养

的途径

特色专业素质培养是特色专业建设的核心任务

与主要目标,在专业建设设计中,首先必须结合专业

发展历史、现状和发展方向,以及本专业毕业生的服

务面向,提炼出本专业特色专业素质的明确内容,从

而为特色专业建设指明方向。专业建设是 围绕专

业要素所进行的组织、管理和优化活动  , 一个专业

的核心要素包括 由同一专业学生所组成的学习共

同体、以学科教师为主的专业教师群体,以及与此紧

密相连的课程 (培养方案 )、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和

实验实训场所等  [ 17]。特色专业建设就要围绕这些

要素实施有效的举措, 达到突出专业优势特色的目

的,同时,通过设计特色育人环节和培养途径, 把专

业建设的成果转化为特色专业素质。受篇幅所限,

本文仅结合实践谈特色专业素质培养的有关途径。

(一 )确定特色化专业方向

特定的服务面向和服务领域是专业特色最直观

的体现,原来属行业办学的高校在这方面更为明显,

如原地、矿、油系统所属高校及一些综合性大学都设

有资源勘查工程专业,各自都有传统的优势和服务

对象。在高校办学主体调整后的一段时期, 这些高

校办学定位曾产生过迷茫,特定面向性一度被弱化,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探索, 各专业不约而同地重回

定向 办学, 在拓宽基础的同时, 确定特色专业方

向,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资源勘查工程专业也进一

步锁定了 为我国油气勘探工业培养高素质人才  
的主体服务面向目标。

专业方向特色化需要基础支撑。首先, 学科是

专业建设的基础,要善于发掘学科方向优势和特色。

学科建设为专业建设提供的基础包括:高水平的师

资队伍、教学与研究基地、包含学科发展最新成果的

课程教学内容等。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资源勘查

工程专业以 矿产普查与勘探  国家级重点学科、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和 地质学  两个一级博士

点学科为依托,充分开发利用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

的最新成果。高水平的科研造就了高水平的师资队

伍, 科研组织与研究基地为学生实践教学和进行研

究性学习提供了条件,教师随时将科研最新研究成

果应用于课程教学, 优化了教学内容。教师从事科

学研究的方向也主要是油气勘探领域,并在勘探的

核心理论与技术方面具有自身的优势与特色, 与全

国油气勘探生产和科研单位有密切的合作, 掌握全

国油气勘探的前沿与发展动态, 了解该行业领域对

人才的需求与专业素质要求, 专业的油气特色得以

彰显。其次,特色化的专业方向需要特色课程体系

支撑。应通过设置特色课程和进行精品化课程建

设, 培养学生的核心专业能力。中国石油大学 (华

东 )资源勘查工程专业在课程建设中,一方面, 利用

独特的学科方向, 结合行业发展需求积极开发特色

课程,利用特色内容进行教学与训练; 另一方面, 结

合 质量工程 积极建设精品专业课程, 已建成的特
色课程包括国家级精品课程 石油天然气地质与勘

探 和省级精品课程 油气田地下地质学  等, 在教

学内容体系等方面具有鲜明特色。

(二 )根据人才的专业素质要求高标准设定目

标、设计方案

特色表现在两个方面,一要独特,二要领先。设

计和培养特色专业素质要紧紧围绕这两点。一方

!105!第 26卷 第 4期 任拥军,等: 论特色专业建设中特色专业素质的培养



面,要利用自身的资源从服务面向等方面独辟蹊径,

以独占或牢固占据某一特定人才市场;另一方面,瞄

准素质要求中的高标准, 走精品和卓越发展之路。

如创新性是对人才的普遍要求,但目前人才培养的

一个显著问题恰恰是创新性普遍不足, 与之直接关

联的是实践能力的弱化。作为教师, 不再有人怀疑

授人以渔 的职业本位, 但 渔  是有时代内涵的,

身处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时期的卢梭在教育

爱弥儿时坚持让他学一门手艺,并且必须学习一门

像鲁滨逊那样即使在荒岛上生存也是有用的技术。

在信息文明高度发达的当今,学习化社会已经到来,

培养学生掌握学习的能力成为时代之 渔  。创新

性、学习能力、动手实践能力因而成为特色专业素质

的题中应有之义,成为确定专业特色定位和人才培

养方案时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将特色专业素

质纳入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在设计方案时应主要

考虑以下几个与创新性等素质培养密切相关的

内容:

一是培养学生对本专业领域发展前沿和方向的

敏感性和把握能力。要精心设计专业知识的深度、

广度, 慎重处理课程之间的衔接, 保证专业知识体

系、结构的合理性, 开设前沿讲座, 邀请现场专家帮

助学生了解掌握发展前沿, 引导他们对发展方向进

行分析判断。

二是拓宽学生的专业信息渠道。要注重文献检

索能力的培养和工具知识的学习, 其中引导学生掌

握网络学习是一个重要环节。在信息社会, 网络成

为一种学习的工具、学习的对象、学习的资源和学习

的环境。要坚持计算机学习和应用四年不断线,在

掌握基础应用的前提下, 引导学生利用网上专业资

源、网上专业工具, 培养学生有效利用网络, 使之成

为专业素质发展的 隐形的翅膀  。

三是提供亲身实践和创新训练的机会。要利用

好课内、课外两个教学时空,鼓励学生动手进行专业

实践、研究、设计和开发,推出自己的发明创造成果,

体验创造的快乐。为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中国石

油大学 (华东 )资源勘查工程专业构建了由课程实

验、开放性实验、课程设计、野外实习、毕业设计 (论

文 )等构成的四年不断线、分层次逐渐递进的实践

教学体系。

四是注重几个观念、意识的养成。要教育学生

树立终身学习意识、专业竞争意识、创造新价值的意

识和国际意识等。

(三 )开发特色性的教育资源

素质养成受制于教育环境和教育资源, 特色专

业素质培育关键在教学资源配置, 在配置资源时关

键是对特色资源的利用和开发建设,具体措施如下:

1.教学资源的就地取材

学科优势是特色形成的重要基础, 学校的区域、

环境等也可以提供丰富的特色教学资源。首先, 要

善用地缘优势,如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资源勘查工

程专业利用地处胜利油田的有利条件, 与油田、地方

联姻 联合建设了多个产学研结合基地, 这些基地

为学生的专业实习提供了场地、设备;同时聘请从油

田老总到基层专家不同层次的专业人员做兼职教

师, 优化了专业教师队伍,不仅使专业实习真正做到

了 实训 ,而且还邀请一些专家到学校为高年级学

生开设学科前沿讲座,使学生及时了解了行业的发

展动态和对人才的要求。其次, 可因地制宜围绕校

区所在地建立实践教学路线, 如中国石油大学 (华

东 )资源勘查工程专业就建立了黄河口三角洲现代

沉积考察、鲁东普通地质实习路线、校园课外岩矿考

察点等,做到了就地取材,丰富了教学资源。

2.学生课外科技活动的专业化设计

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是培养学生专业素质的重

要环节,但不论是以综合利用专业基础和专业知识

来模拟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训练活动, 还是综合运用

专业知识开展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活动、解决生产

实践问题、参与社会实践、推动科技进步,这两个层

次的科技活动都是有难度的
[ 18 ]
。正是这种需求和

现实的矛盾,使得课外科技活动这一素质培养载体

在开发建设特色性教育资源时变得尤为重要。在这

方面,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资源勘查工程专业选择

了专业化的途径。其一, 加强课外科技活动的专业

发展方向引导。学校制定实施了辅助培养计划, 对

课外活动进行了规划,学院制定细化实施方案,除了

通用科技创新活动外,还结合本专业的特点,在课外

辅导教师的指导下,通过组织学生结合野外实习、教

师科研或自主选题立项进行科学研究,院校两级给

予一定的资助,以此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激

发学生的科研激情和兴趣。其二, 本科毕业设计的

实战化和早期干预。进入专业教学阶段之后, 结合

教师的科研课题或现场技术发展需要,有意识地对

学生进行科研选题引导,吸引他们参加科研工作,使

课外科技活动专业化,并和学生本人的毕业设计紧

密结合,既做到了毕业设计 真枪实弹 地训练, 又
为学生开展专业研究赢得了时间, 为成果培育奠定

了基础。

3.特色文化环境的建设

素质教育的整体性特征要求必须注重专业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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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体架构,借用孟万对教师专业素质研究的成果,

笔者认为对学生专业素质培养可以采取 以专业理

念为灵魂,专业智能为支撑, 专业情怀为动力, 专业

规范为守则的三维立体架构  模式 [ 19]
, 这样的立体

素质培养模式, 需要文化环境的全面熏陶。作用于

一个专业群体的是学校大环境背景下的专业文化环

境,专业文化环境的特色是学校整体文化特色和专

业特色的有机融合。一方面,学校校园文化构成了

特色专业素质的 底色  。如,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

心系祖国、艰苦创业的办学历程铸就的 实事求是,

艰苦奋斗 的优良校风,和 惟真惟实  的校训, 以及

激发起的求真务实的价值追求,使得资源勘查工程

专业学生素质中饱含了石油文化的因子。另一方

面,专业自身蕴含的特色理念和情怀丰富了专业素

质色彩。如资源勘查工程专业固有的求索、发现、献

身精神形成勘探精神的内涵。进行专业建设时需要

不断提练、培育、弘扬这种文化特色, 为特色专业素

质培养营造氛围。

(四 )构建和谐合作的教学关系

教学是以课程内容为中介的师生双方教和学的

共同活动
[ 20]
,育人特色形成不仅在于教学内容的选

择,也受制于两主体间所建立的教学关系。长期以

来,师生关系在教育心理学和教育哲学领域一直是

研究的热点,以启发式教学和研究性学习为核心改

进教学方法,成为众多教师的不懈追求。无疑,这些

研究成果是对建立和谐的教学关系的有益探索,但

它们研究的多是单个教师的行为。在专业素质培养

中,不能忽略学生与教师群体关系的问题。处理这

个问题,需要发挥师资整体作用,保持专业素质教育

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可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1. 集体带教,对学生全程全面指导

素质的培养需要长期的熏陶和内化, 基于素质

培养理念的专业教学应当建立共同探究的环境。为

创建这样的探究环境, 教师和学生之间必须有经常

性的接触和交流,为此,需要实行集体带教、全程指

导的课外师生关系重建活动。无论知名教授还是青

年教师都必须承担本科生专业指导教师的课外任

务,一般一个班有两到三名专业指导教师,对高年级

的优异生配备专人进行指导,而且组织知名教授定

期或不定期为专业学生开展专题讲座。通过广泛的

不同形式的师生交流,无论是普通聊天、专业学习问

题的一般讨论,还是吸收学生参加科研课题,专业教

师的经验和智慧、专业语言、专业思维及人格魅力都

对学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密切了师生关系,使

学生从一开始就了解专业的特色,对树立专业思想、

提高学习兴趣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师生的深入

交流也为教师了解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教学改

革提供了依据。

2.团队协作,加强教师间的交流与教学合作

从学生掌握完整的专业概念或系统知识出发,

各个课程间应是相互衔接的完整统一体,同一专业

的系列课程的教学内容不应出现重复或脱节的现

象。但在现实中, 大学教师个人授课的独立自主性

和不可避免的个人偏好, 有时会导致课程间的部分

衔接内容重复和脱节。因此, 要特别注意团队建设

和核心课程体系的建设。首先, 在培养计划的制定

和课程教学大纲制定上,应进行充分的研究和讨论,

明确各个课程在专业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 合理地

构建每门课程的核心内容。其次, 按照课程系列组

建教学小组, 实施 首席教授负责制  , 从教学内容

优化、教学方法和技术改革、多媒体课件开发、教材

编写、实验室建设和青年教师培养等各个方面,对课

程进行全面的建设;建立经常性的教师间教学交流

和相互听课制度, 使每个教师明确其所担任课程在

学生专业素质培养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明确与其

他课程的衔接关系,在整体观念下进行课程教学,有

效地发挥师资整体作用。

总之, 特色专业素质的培养是特色专业建设的

核心任务,专业特色最终要落实在所培养人才的特

色上,并通过人才素质构成的特色性来体现。特色

专业素质培养需要从特色化专业方向、特色培养方

案设计、特色性的教育资源开发利用和构建和谐合

作的教学关系等方面综合进行。中国特色专业建设

依然处于起步阶段,有关特色专业素质的培养问题

还需要长期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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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raining of Special ProfessionalQuality in Construction

of Characteristic Specia lty

REN Yong jun, JIANG You lu, ZHA M ing

(College of Geo R esources and Information, Ch ina University of P etro leum, Dongy ing, Shandong 257061, China)

Abstrac t: The specia l profess iona l quality is the qualitative integr ity of a ll the studentsw ho study in the character istic spec ia lty of a u

n iversity, which is form ed a fter the ir pro fessiona l education. It is the essentia l composition of com prehensive qua lity wh ich is the coex

istence of know ledge, ability and o rig inality. In add ition, the spec ial pro fessional qua lity often represents som e com parative superior ity

wh ich is embodied in the flush of iden tity and pr ide o f the students. The tra in ing o f the special pro fessiona l quality is an im po rtant con

tent and ach ievem 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a racte ristic spec ialty, and is a lso the ach ievem ent transfo rm ation o f spec ialty construction

into student education. The spec ial pro fessiona l qua lity tra in ing should be ca rr ied out in te rm s of des igning a unique spec ia lty direction

and training prog ram, deve lop ing character istic educa tion resources, and bu ild ing a harm onious relationsh ip be tw 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etc.

K ey words: spec ia lty construc tion; character istic specialty; specia l profess iona l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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