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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21 世纪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仝兴华  刘华东  许玉清  姚成郡  李逸龙 

一、基本内容 

1.加强理论研究，明确指导思想，确立培养模式 

人才培养模式是指在一定的教育思想理论指导下，为实现培养目标（含培养

规格）而采取的培养过程的某种标准构造样式和运行方式。 

指导思想：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培养学生的个性品质，因材施教，

为学生的成才创建良好的环境、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让优秀学生能脱颖而出，

让学有所长的学生有用武之地，让困难的学生有再学习的机会；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注重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 

具体来说，针对现行的人才培养模式要重点改革四点：① 提升人才的社会

责任层次，注重决策和观念技能的培养；② 实行宽口径的专业教育；③ 加强学

生综合素质的评价，引导学生自主学习；④ 把单一专业化的教学体系改革为兼

容专业、人文、经济、管理和环境等内容的综合教学体系。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

我校确立了“博学、务实、创新、创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同时形成了明确的学

生培养与成才总体思路：坚持一个中心、把握两个方向、突出三个特点、明确四

个观念。一个中心即以学习为中心；两个方向即全面发展是成才的基础、注重创

新是时代的要求；三个特点即基础厚、方向宽、特色新；四个观念即学习与修养

并重，传承与创新结合，基础与专业协调，知识、能力与素质统一。这一思路集

中地反映了我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特征。 

2.紧紧抓住人才培养模式的核心，丰富内涵，形成自身特色 

（1）制定指导性的三大培养计划，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培养计划的设计和

制定是落实人才培养模式的核心。新的培养计划由三部分（教学计划、辅助培养

计划、复合型人才培养计划）组成，前两个计划是普遍要求，后一个计划是为学

有余力的学生提供进一步学习的条件。新的培养计划兼顾了课内、课外，尊重了

学生个性的发展和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是一个融知识、能力和素质协调发展的

人才培养体系。 

教学计划。按照“共同公共基础、打通学科基础、分出多条方向”的原则，

建立课程体系，四年课内理论学时在 2 500 以内，其中选修课学时占 20%。全校

任选课程按八个模块设置，要求理工科学生必须从中取得 6 个人文社科学分。 

辅助培养计划。以课外为基础的本科生辅助培养计划，旨在激励大学生发展

个性，鼓励创新，培养综合能力。学生必须取得了 15 个学分，方能毕业。 

复合型人才培养计划。为使学有余力的学生得到更好的发展，学校先后开出

了英语、工程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石油工程、法学 5 个双学位专业和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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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修专业。辅修专业一般 20~30 学分，双学位一般 60~80 学分。 

（2）推行和完善学分制，适应人才培养方式多元化。学分制易于实施多种

教学模式，发展学生个性，开展因材施教。因此，我校把推行和完善学分制教学

管理制度作为落实新的人才培养模式的一个重要手段。① 建立起既规范又灵活

的学籍管理制度。严格考核标准（取消补考，实行重修制度，部分课程实行教考

分离）；规范而又灵活的学籍制度；弹性学制；适度选择专业；实行淘汰制；学

业成绩评定实行学分绩点制等。② 拓宽培养渠道，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发展

个性教育。开设大量选修课程、引导学生跨系跨专业选课；以校内实习基地为依

托，加强学生工程技能的训练；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重视优异生的培养，为优

异生配备导师、进科技阅览室等创造优越的学习条件。 

（3）实施大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积极引导学生重视自身全面素质的发展。

改革现行学生综合测评方法，实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分为专

业基础知识、思想道德修养、身心健康水平、文化艺术特长、科技创新能力、组

织活动能力六个模块。每个模块分解为 37 项二级指标和 72 项可操作可评价的三

级指标，把大学生素质教育和评价落实到实处。通过综合评价，学生自我学习、

自我发展的风气基本形成。 

（4）创建个性发展外部环境，丰富模式内涵。多年来，我校把大学生成才

环境建设作为落实、丰富人才培养内涵的重要环节。主要措施有：① 每年举办

一届“大学生科技节”；② 设立大学生科研基金，成立大学生科协；③ 成立了

大学生艺术团，每年举办一次“大学生文化艺术节”；④ 学校现有 70 多个各类

协会和社团组织，定期活动；⑤ 广泛开展社会活动，每年约有 85%的学生参与

到社会实践中，收到调研报告 3 000 多份；⑥ 每年举办各种形式的学科竞赛。

此外，学校还投资 100 万元，建立起全国高校少有的“外语村”，定期开展英语

之角。 

3.加强配套环节的建设，确保人才培养的高质量运行 

（1）转变教育思想，深化改革，有力推动实施进程。每年召开一次教学工

作会或教学改革研讨会；组织教学改革立项工作，建立起百项工程，推进教学内

容、课程体系的改革，全校 600 余人次教师参与教改；大力开展计算机辅助教学

（CAI）软件的研制、开发和应用工作，全校 100 多门课程不同程度运用 CAI 组

织教学。这些措施无疑推动了教育思想的转变，为建立新的人才培养模式起到了

积极的促进作用。 

（2）加强教学基本建设，确保运行的硬件基础，实行开放式管理。主要措

施有：① 建立开放式微机室、实验室。全校 1 000 多台教学用微机联网，全天

开放实验室。② 建成和完善了 5 个校内实习基地和一批大学生科技活动实践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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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③ 为学生获取信息开辟渠道，将 Internet 网和中国教育科研网引入学生宿

舍，开放科技阅览室。 

（3）建立教师教学奖惩机制，鼓励教师多开课、讲好课，实行质量监控。

① 设立七种教学奖，并在晋职中予以赋分体现；② 建立教师优胜劣汰机制，将

“教师课堂教学效果的评价工作”制度化；③ 实行优教优酬；④ 规定教授、副

教授为本科生的教学量。鼓励教师开新课、讲好课，为学生选教师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 

（4）以“开放实验室、改革考试方法、评价教师课堂教学效果”三项工作

为载体，积极有效地推进素质教育。 

（5）明确学生工作思路，改进工作方法，确保新的人才培养模式的落实。

围绕一条主线：素质教育；坚持两个原则：从严治学、以仁爱生；落实三个要求：

教育、管理、服务；加强四个重点：思想政治教育、学风建设、班集体建设、就

业指导工作。 

（6）从普遍指导和个别指导两个层面建立导师、班主任制，加强对学生学

习的指导。 

二、创新点 

（1）建立起一种课内、课外相统一、系统性强的人才培养模式。本项目在

研究与实践中提出并实施了“博学、务实、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此模式

符合我校实际，继承了优良传统，体现了现代教育思想。更为重要的是使教学工

作、学生工作、共青团工作由过去的相对独立改革为围绕人才培养总目标开展，

整体规划。此模式及做法在国内高校中居前列。 

（2）促进了学科的发展，开出了大量选修、交叉、综合型的课程。全校 1 100

门课程，其中选修课占 40%，全校任选课程按人文、社科、自然、外语、计算机、

体育、经济管理、实践八大模块开出。 

（3）人才培养模式层次清晰，突破了整齐划一，走向多样化，学生有了更

大的发展空间，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跑道，如双学位、辅修专业、复合工程

技能等。几年来，培养优异生 183 人，双学位生 275 人，辅修专业生 329 人，车

工等级达标 117 人。参加全国大学生“挑战杯”科技大赛，名列全国高校第 16

名，有 1 人获国家一等奖，填补了山东省和石油高校的空白。 

（4）组织制定了三大人才培养计划（教学计划、辅助培养计划、复合型人

才培养计划），完善了本科人才培养体系。 

（5）文体、科技活动的内容丰富，蓬勃有序开展，每年开展主题活动 100

多项。 

（6）改革原来的学生综合测评办法，实行综合素质评价，引导学生走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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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之路。据 99 级实施情况来看，学生自我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空前踊跃。 

三、应用情况 

由于制定了三大人才培养计划，尤其辅助培养计划的首次提出和实施，使人

才培养课内、课外融为一体，显性、隐性统筹，再加上大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

及方法的改革，明确了学生自我发展的方向。本成果综合性强、层次高，具有很

强的现实性。据 98 级、99 级实施的情况来看，学生主动学习、发展素质的意识

和积极性明显提高，学生中基本形成了“以学习为中心，走全面发展之路”的良

好氛围。 

成果中的部分内容如复合型人才培养、学生科学研究工作很早就进行了探索

实践。本成果虽然是从石油大学的实际情况开展研究，但对其他院校尤其工科院

校有很强地借鉴作用和推广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