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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出分类指导的背景

工科类专业高校现状：

文革前工科类学制5-6年，培养目标为红色工程师，

时隔卅年现在又开始提及；

国外工科类课程，实践约占1/3；而我国科学类的培

养模式对工科类影响太大，理论至上，实践环节相

对薄弱；

受考核评估指标体系影响，高校之间攀比，总体上

培养类型与模式单一，人才培养计划体系与课程设

置雷同；



一、提出分类指导的背景

教学内容、模式与考核方式，受应试教育的

影响，在我国大学教育中也是存在的。

中国学生“基本功好、书本知识好、考试成绩好”

西方学生“交流表达能力好、动手能力好、创新能

力好”

两种“三好”的不同从某个角度反映了我们在人才培

养上还有缺陷。



一、提出分类指导的背景

企业反映：

总体上专业教育面还需进一步拓宽。

毕业生的市场意识和市场需求分析能力不足。

毕业生在“创意与策划能力”上普遍显得欠缺。

提高毕业生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加强对适应环境能力和工作作风的培养。

大力加强继续教育。



一、提出分类指导的背景

分类指导的必要性

培养目标──其定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关系到

高等教育的类型、层次结构、教育效益，也涉及到

学科发展和毕业人才能否适应市场需求。即使是同

一类型的大学，由于各自的背景不一，培养目标和

特色亦不尽相同。钱学森曾经说过，MIT是培养优秀

工程师的学校，而CIT是培养总工程师的学校。



一、提出分类指导的背景
目前国情需要──

我国目前仍处于四个现代化初、中期阶段，到21世纪中

叶才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知识密集型与劳动密集

型产业将长期并存，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在相当长时间

内都会存在，因而人才培养必须多样化和层次化；

尽管我国高等教育己由面向精英教育迈入大众化教育阶

段，但对于不同地区、不同层次、不同基础的高等学

校，仍应根据所肩负的国家责任的不同，相应地有不同

的专业培养目标定位和不同侧重面的质量标准。



一、提出分类指导的背景

本科教育是培养通才还是专才──

现今高等教育永远不可能是纯粹意义上的通才教育，而专业的

宽度是因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异的。

美国本科通才教育是建立在完善的继续教育基础上，而我国还

有较大的差距。

一方面，一些大型企业公司已有完善的教育培训体制和充足的

教育经费；另一方面，大量的中小企业仍然需要行业背景强的

毕业生。

对此，要求专业根据不同培养目标和现实国情出发, 合理设置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比例。



二、工科类学科专业
人才培养分类及其定位研究

1.高等学校专业人才培养分类方法的主要思路

2.工科类学科专业人才培养分类及其定位



1. 高等学校专业人才培养
分类方法的主要思路

2001年教育部在北京科技大学召开教指委成

立大会，从战略的高度明确提出了要构建分

层次、多模式、多规格人才培养体系。

由“用人需求”和“培养需求”这两个多样性所决

定，在人才的培养上相应地应当是分层次、

多模式、多规格的。



1. 高等学校专业人才培养
分类方法的主要思路

其涵义可理解为

（1）分层次。包括高职（专科）、本科（学士）、研究生（硕

士、博士）三个层次，同时必须坚持三者的协调发展。

（2）多模式。包括学制多模式（专科2—3年，本科4—5年，硕

士2—3年，博士3-4年，本-硕6年等），培养多模式（学士、

双学士学位、工学硕士或工学博士、工程硕士、同等学力硕

士或博士等）。

（3）多规格。包括学术型、应用型、复合型、职业型等。应重

视应用型及跨学科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2. 高等学校专业人才培养
分类方法的主要思路

问题的关键是教育产品的对象是人而不是企业的物，

对每一个人来说用“规格”是合适的;而对每一个高校

所在专业人才培养是面对一群人，宜用“主导类型”较
为合适。

以工科专业为例，“研究主导型”、“工程研究应用

型”、“应用技术主导型”本科、“技术技能型”专科4种

“主导类型”分别包含了不同培养层次和模式，每一类

型应多规格,这样突出了“分类指导”与“因材施教”的思

想。



1. 高等学校专业人才培养
分类方法的主要思路

专业各主导类型人才培养的目标、课程体系应

有不同的特点：

各类不同高校由于培养目标不同，学生本科毕业大部

分走向不一，因而对学生在校要求的基础与专业知识

要求与比例不一，同一规格应体现不同侧重点。

强调通识基础上宽口径专业教育的培养

一般通识教育基础上重在专业教育的培养



1. 高等学校专业人才培养
分类方法的主要思路

工科类学术型规格即使在研究型大学中也只是部

分，相当多的是面向工程与应用技术，而研究型

大学应责无旁贷培养这方面的高端人才，因而即

使同一规格不同学校应有不同要求。

“学术型”规格专业所在学校中，有的学生喜欢理

论，有的偏爱应用和创业；“应用型”规格专业所在

学校中，也会有学生喜欢理论，比例不同而已。

关键是要提供多规格的人才培养方案，“因材施

教”，真正落实“学分制”。



2. 高等学校专业人才培养
分类方法的主要思路

工科类本科专业分类指导的关键是

对科学、技术、工程教育的比例及要求不同；

对通识教育、专业教育与职业教育要求不同；

因学校背景不同，服务对象不同，要在进一步追

求各自特色的同时，形成各自的高质量标准，形

成各自社会角色的不可替代性。



2. 工科类学科专业人才培养
分类及其定位

1）工科类本专科专业各主导类型培养目标

“研究主导型” 本科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是，为培

养某某学科研究、工程应用、应用技术及其复合型

人才奠定基础，这一类型的相当部分本科毕业生将

进入高一层次的学位教育。

“工程研究应用型” 本科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是，

为培养具有实际工程能力的应用研究与开发、应用

技术及其复合型人才奠定基础，这一类型的部分本

科毕业生将进入高一层次的学位教育。



3. 工科类学科专业人才培养
分类及其定位

“应用技术主导型” 本科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是，培

养具有初步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应用技术及其复合

型专门人才，这一类型的绝大多数本科毕业生将直

接进入社会并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的要求。

“技术技能型”专科人才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在生

产、实验、试验一线从事生产技术和管理的技术

型、技术与技能复合型人才以及高级岗位的操作、

调试和维护的智力技能人才。专科应是职业化的专

业教育。



3. 工科类学科专业人才培养
分类及其定位

2）工科类本科专业各主导类型课程体系定位

“研究主导型” 本科专业的课程体系。以适应某某科

学技术的发展为指导，以扎实宽厚的基础理论为前

提，按照通识教育、学科基础教育、研究能力培养

为主导的教育理念设计课程体系。

“工程研究应用型” 本科专业的课程体系。以某某技

术发展或鲜明的行业为背景，以扎实的基础理论为

前提，按照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教育的理

念设计课程体系。



3. 工科类学科专业人才培养
分类及其定位

“应用技术主导型” 本科专业。以鲜明的行业特色

或与地方经济实际需要为背景，以某某应用技术为

主线，按照通识教育与专业技术教育结合、重在专

业教育的理念设计课程体系。

“技术技能型”专科专业。以为地方经济或行业服务

为宗旨，围绕某某技术岗位（群）所必需的应用技

术理论、方法与实践为主线设计课程体系。



三、分类指导
建设嵌入式系统示范实验室

概况

经教育部高教司同意，由自动化专业分教指委与飞
思卡尔公司商定：与相关高校共建一批《Freescale
嵌入式系统设计及应用》教学实验室。

根据分类指导原则，自动化专业分教指委协助飞思
卡尔公司首先选择13所不同类型高校共建示范教学
实验室，以后逐步推广至全国百余所高校。





三、分类指导
建设嵌入式系统示范实验室

定位

该示范教学实验室按照不同类型高校（研究/应用/大专

培训），满足所在学校电气信息类、机械类、仪器类等

专业人才培养（专/本/研）的不同定位，满足在相应的

人才培养方案中拟解决的问题（例如课程改革、实验、

综合实践环节、课外科技训练等）；

该示范实验室应该是跨学科的，具有教学创新的理念，

并具有各自的特点，可在同类型学校起到示范的作用。



三、分类指导
建设嵌入式系统示范实验室

8位单片机现有芯片产品面向家电实训高职

高专

顺德职业

技术学校

8位单片机本科教学/实验，光、机、电一体

化立体实验装置用于创新设计实验

应用型

工科

河南工业

大学

8位单片机

32位ColdFire

本/研教学/实验、应用技术的研

发、飞思卡尔嵌入式培训中心

应用性

综合

苏州大学

8位、16位单片机

16位DSC 

32位ColdFire

PowerPC 

本/研教学/实验、飞思卡尔嵌入式

研发中心、培训中心、工程师培训

研究型

综合

清华大学

实验配置产品实验室功能类型学校



三、分类指导
建设嵌入式系统示范实验室

进展

实验室通过建设，研制了一批满足不同类型要求的示

范性教学实验装置，己在飞思卡尔举办的2008全球技

术论坛上展出，50所高校教师参加了研讨会。

近2年，共出版了7种教材/实验教材，2009年即将出版

6种教材/实验教材己交稿，开设60余门次课，4700余

名学生受益。

示范实验室目前已推广到46所高校，在2011年底前将

逐步推广至全国百余所高校。



四、建设研究型课程
提高嵌入式系统课程教学质量

嵌入式系统是以应用为中心、计算机技术为基础，

软、硬件可裁剪，适合应用系统对功能、可靠性、

成本、体积、功耗严格要求的计算机系统(IEEE)

该课程的特点以应用为中心的专用计算机系统，理

论与实践综合性强

提高质量措施

深入研究先修基础微机原理课程内容及实验如何与

该课程接轨

建设研究型课程，提高教学质量



四、建设研究型课程
提高嵌入式系统课程教学质量

研究型教学内涵

以教师的课程内容和学生的知识积累为基础

引导学生创造性地应用知识和能力自主地发

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

在研讨中积累知识、培养能力和锻炼思维的

新型教学模式



四、建设研究型课程
提高嵌入式系统课程教学质量

研究型教学的本质

强调以探索和研究为基础的教学，注重在探索和研究

的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好奇心和学习兴

趣；

强调与经济、社会发展及学科发展保持紧密联系，以

此保持教学内容的新鲜、增强教学活力；

强调师生互动，突出教学与训练方法的科学研究特

色，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与探索精神。



四、建设研究型课程
提高嵌入式系统课程教学质量

研究型教学的例子

基于问题的学习

学习过程是从实际问题或疑问出发，学生需要自己或

以团队合作方式发掘、收集和整理有关信息资料，提

出问题和解决方案；并对问题以及采用的模型或近似

进行评价。通过研究的过程， 来学习掌握课程以及

其他相关的知识。



四、建设研究型课程
提高嵌入式系统课程教学质量

案例研究

学习过程从一个具体的实际情景或问题出发，经过

学生自己的分析，得到可能的解决方案，并进行评

价，以此使学生在教科书和现实世界间建立联系。

项目训练

指导性设计

大学生只听老师讲，知识很快会忘记，而通过

自已动手解决的问题会终生难忘。



谢 谢！

请批评与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