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方高校“一中心、六平台、四路径”
本科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以聊城大学为例

王桂清，黄春平，韩丽华，赵长林

(聊城大学 教务处，山东 聊城 252000)

摘 要: 聊城大学作为山东省鲁西地区唯一的地方综合性高校，始终将教学质量、人才培养作为立校之本、
办学之基，实施“因材施教、分类培养”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工程，把“学生中心、目标导向”理念落实到人才培养全

过程。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促进“学科专业、专业分流、课程管理、教学资源、协同育人、质量保障”六大平台建

设，保障学生的学习权利，聚类“拔尖型创新人才、卓越型应用人才、专长型应用人才、创新创业型人才”四条成

长路径，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发展需求，形成了“一中心、六平台、四路径”的本科教学体系，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培养出大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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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一个中心，促进学生发展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地方本科高校人才培养面临学生个性多元化发展和社会用人多样化需求

与学校教育资源供给相对单一和短缺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表现为“两个不适应”:一是地方本科高校教

学管理机制、人才培养模式与学生个体需求多样化、成长多元化的要求不能完全适应;二是地方本科高校

学科专业设置和学科建设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不能完全适应。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理念落实

不到位、人才培养模式单一与培养规格同质化、分类培养教学体系建设问题成为地方高校亟需解决的主

要教学问题。聊城大学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 2020 年)》提出的“以学生为主

体、关心每个学生、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为指导，以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高等教育关于

学生中心理论、个体差异和学习主体理论为理论基础。实施“因材施教、分类培养”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工

程，把“学生中心、目标导向”的理念落实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形成了“一中心、六平台、四路径”的本科教学

体系(见图 1)，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培养“基础扎实、工作踏实、作风朴实，实践能力强”的“三实一强”
应用型人才，该教学改革研究成果 2018 年获国家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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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一中心、六平台、四路径”的本科教学体系

高等教育过去形成的完全“社本化”、培养“螺丝钉”的教学理念已不能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对各类人才的需求，不能适应学生人生发展的多元化要求，［1］
不能适应行业企业的动态转换带来的

人生职业转换。2010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对高校分类管理的理念和树立多

样化人才观念，尊重个人选择、鼓励个性发展的人才培养要求。2018 年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新

时代新形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对教育和学习提出了

新的更高的要求，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教育部也印发了“新时代

高教 40 条”，指出“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必须坚持‘以本为本＇，全面推进‘四个回归＇”。
(一)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观。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点注重把学生放在第一位，以学生作为教育

教学的出发点，顺应学生的禀赋，提升学生的潜能，完整而全面地促进学生的发展。［2］“十九大”报告提出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高校就是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以学生为中心，为了每一位学生

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高校教育教学活动中具体体现。
(二)以学生为本的多元化教育质量观。在大众化高等教育条件下，地方高校学生规模大、生源广、学

习基础存在差异，学生对升学、就业、职业、岗位的选择更加多元，学生的独立性和个人志趣更加强烈，用

人单位对各类人才的需要更加多样，单纯以“升学”和“学业成绩”标准评价教育质量的观念已难以适应社

会和个体发展实际。以学生为本的多元化教育质量观，要求综合考虑社会和学生个体发展需要，突出人才规

格的多样性与层次性，构建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让每位学生都有人生出彩机会的教育教学体系。
(三)以学生为本的大学课程与教学观。传统课程体系过分强调知识技能的确定性，把知识技能视为

普遍的、僵化的、外在于学生的、供学生掌握的静态对象，导致课程目标的知识技能取向和课程实施的“灌

输主义”倾向，［3］
致使学生培养出现同质化、学生成长缺失鲜明个性。以学生为本的当代大学课程观不再

把知识技能视为凝固起来的供学生掌握和存储的对象，学生学习知识技能的本质在于通过它而进行批判

性、创造性思维的培养，生成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教师的任务不再是仅仅教学生学习知识，而是教会学生

如何学习、为学生提供各种自主学习的资源，创设促进学生学习的环境和条件，让学生自主学习成为主体。
(四)以学生为本的建构主义教育思想。建构主义认为，学习者是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

逐步建构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使自身认知结构得到发展。［4］
学习过程不是学习者被动地接受知

识，而是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相联系，积极地建构知识的过程。以学生为本的建构主义教育思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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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以学生为中心，尽可能采用多种方式表现教学内容，布置真实的学习任务，采取线

上线下相结合、自主和协作相结合的学习方式，既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又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学教

并重，引导、锻炼和强化学生对知识的自主理解能力，完成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
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是地方高校满足学生个人发展与用人单位需求多元化需要，推进教学改

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最重要的职能，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以学习者为中

心，教会学生如何学习、最大限度地为学生提供各种自主学习的资源，创设促进学生学习的环境和条件，

让学生自主学习成为主体，实现知识与能力并重，保证人才培养效果。

二、搭建六个平台，保障学生权利

坚持学生个体发展逻辑、适应社会需要逻辑和学科专业发展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以学生发展为中心，

实施“因材施教、分类培养”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搭建六大平台，以保障学生的学习权力。
(一)创建四维分类法，促进学科专业平台建设。依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学科基础、学生发展需要，

根据人才培养质量、就业质量、生源质量、学科平台、专业平台、课程质量、科研水平、生师比等基础数据，

研制了专业发展状况评价指标体系，对所有专业进行评价。建立专业评估制度，促进专业内涵式发展、特
色化发展，提高人才培养的社会适应度，创建四维分类法，促进学科专业平台分类建设。

一是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 年)》为依据，将本科专业分为“二型五类”:即基础应用型

和应用型二大学科类型，文史哲理类、艺术体育类为基础应用型专业群，经法教管类、工农林医类、新闻传

播类为应用型专业群。二是从学科专业发展历史、学科平台、师资队伍、办学条件、发展特色等发展基础

维度，确定学科专业分类发展定位，明确我校人才培养定位为应用基础性型和应用型。三是从经济社会

发展需求维度，依据教育行政部门鼓励发展、限制性发展和预警专业目录，发改委和人社部人才需求规

划，社会第三方专业评估结果，研制出学科专业分类指标体系，将全校专业分为 A(鼓励发展)、B(限制性

发展)、C(预警专业)三类，以学生选择专业为基本调控手段，优化三类专业的校内外资源配置，形成学科

专业动态管理与调整机制，［5］
为学生发展提供优质专业平台和专业选择机会。四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业分类大典》《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 /T 4754 － 2011)》为依据，研究职业、行业分类与学科专业人才培

养目标的对接关系，分析专业人才培养的行业职业特点和要求，各专业在“专业提高方向和专业应用方

向”两大人才培养方向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细化，使人才培养方向符合社会和行业需求。
(二)实施二次分流制，促进专业分流平台建设。为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教育观念，尊重学生选择专

业和专业方向的自主性，2005 年出台了《聊城大学学生专业分流暂行办法》，2013 年经过修订出台了《聊

城大学大类招生专业分流管理办法(试行)》。专业分流按照社会需要与学生志向相结合的原则，鼓励学

生自主选择专业，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按照学生个性发展与学校专业发展相结合的原则，促进学校

专业结构调整，提高学生的个性发展水平;按照学科门类与学生特长相结合的原则，保证分流不突破学科

门类的同时，个别专长生可在全校内任选专业，保障学生分流后的学习效果;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

增强分流工作的透明度，提高分流工作实效。
专业分流采取二次分流制，第一次分流在第一学年结束后进行，本次分流分二轮进行，第一轮按成绩

排序，每个专业前 20%的学生可以在全校范围的相近学科门类内申请选专业;第二轮是大类招生的学生

在专业类内自主选专业，各学院根据每个专业容纳学生数量，根据学业成绩和综合测试，组织学生自主选

择专业。第二次分流在第三学年结束后，学生根据个人发展志向，在专业内自主选择专业方向，修读相应

模块课程，实现个性发展选择权利。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国发［2012］
41 号)，学校于 2013 年出台了《聊城大学选拔教师教育类本科生专业学生实施办法(试行)》，按照“大类

47



王桂清等: 地方高校“一中心、六平台、四路径”本科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招生、分段培养、二次选拔”和“自愿报名、择优录取”的原则，综合考虑学生的学科专业基础、从教意愿和

从教潜质，进行专业分流，录取乐教、适教的优秀学生就读教师教育类专业。
(三)实行学分认定制，促进课程管理平台建设。为适应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需要，2005

年学校就出台了《聊城大学关于深化学分制改革的意见》，充分落实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2014
年学校获批学分制改革试点单位，2015 年全面实施学分制改革，制定了《聊城大学学分制改革实施方案》
《聊城大学本科学生学分制管理暂行规定》《聊城大学学分制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聊城大学学分制选课

管理办法》《聊城大学辅修第二专业(学位)教育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学分制教学管理文件，进一步规范转

专业、选课、排课、成绩评定、重修、学籍管理等教学环节，做好学科大类范围内专业选修的运行管理和学

校公共选修课的运行管理，进一步推行选课制，给予学生在大学科内选择专业和课程的自主权。［6］

根据分类培养质量标准，分类设计各专业课程体系，每位大一新生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预制”个

人 4 年课程修读计划，形成“一学生一个性化培养计划”。建立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分类教育三大模块，

必修与选修二种类型;根据各专业选修课程比例不低于 20%的原则，构建了通识教育六大选修课程模块、
专业教育 N 种选修方向、创新创业教育三大选修方向 + 创新学分转换制度构成的分类培养课程体系;加

强实践教学体系建设，强化创新创业教育，允许学生通过学科竞赛、发表论文、考取职业证书、参加社会实

践、开展社会调查等途径获得实践学分，实施“第二课堂成绩单”制，设计好第一、二课堂协同育人课程体系;

建立海(境)外、校外选修课程学分认定转换制度，经学院教授委员会认定的转换学分计入学生成绩单。
(四)深化以学定教法，促进教学资源平台建设。充分尊重和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以学生的

“学”为中心，围绕教学内容、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方法手段、学生学习评价改革等，实施教学质量提升工

程，给学生更多学习方式自主权。每年立项 10 门教学方法改革示范课，探索并逐步实施小班互动式教

学、学研小组等教学组织形式，大力推广探究式、案例式等教学方法，探究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等新型教

学模式。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新探索给中国高等教育的“变轨超车”提供了重大机遇。［7］
藉

此，推广雨课堂、蓝墨云班课等移动教学助手( 手机 APP)，开启移动环境下的即时互动教学新模式，让学

生的移动设备变成学习工具，激发自主学习兴趣;教师也可轻松管理班课，且可对每位学生学习进度跟踪

和学习成效评价;通过制定慕课课程管理办法、奖励制度、考核评价体系等，加大线上平台建设力度，［8］
扩

大在线开放课程应用范围，建成 800 门慕课资源“聊大慕课”平台，提供高效的、个性化的以学生为主体、
教师为主导的在线教育，通过线上学生自主学习，线下师生深入互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投入

度，提升课程的挑战度，同时提高学生慕课学习的满意度和教师慕课授课的满意度，进而提高教学质量。
(五)编织实践育人网，促进协同育人平台建设。学校坚持科研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导向，给学

生更多发展空间。实施科教融合，把学科专业实验室、创新创业工作室、图书资料室等面向本科生开放情

况纳入学科评价体系，把学科前沿引入课程教学内容、最新科研成果转化教学内容等情况纳入评教指标

体系，逐步形成了科研经费支持教学、科研设施服务教学、科研团队吸纳本科生，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内

容的良好局面。实施实践育人，将第二课堂和创新创业实践活动纳入人才培养方案，推行“第二课堂成绩

单”制度，使之成为学生提高综合素质、获得社会认可的“通行证”。以专业社团建设为依托，引导学生学

习专业的积极性;以专业竞赛为载体，激发学生学好专业的动力;以社会实践活动为平台，树立学生学好

专业的决心。实施学业导航、科技培育、素质拓展等“实践育人工程”，学生去企业顶岗带薪实习，学院为

企业“订单式”培养，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服务区域经济建设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将校园

文化和科技创新活动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社团文化节、读书节、创意文化节、“挑

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创青春”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等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活动，充分挖

掘教育教学资源，为学生发展创设更多发展机会。
(六)采取体系关联法，促进质量保障平台建设。围绕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和质量标准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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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坚持全面质量管理，建立由质量标准、资源保障、组织运行、质量监控四大体系组成的，支撑“分类管

理、分类培养”改革目标实现的教学质量保障平台(图 2 所示)。
围绕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制定各主要教学环节的质量标准，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质量标准体系，包括专

业建设标准、课程建设质量标准、实践教学质量标准、课堂教学质量标准、学士学位授予标准。为了保证

本科教学的运行，学校大力实施“人才强校”战略，高度重视教学资源建设，健全教育教学制度，严格落实

教学经费，不断完善教学设施，及时调整教学资源配置，构建了完善的教学资源保障体系，满足了教学工

作需要。根据学校发展进程和教学工作实际，建立校院两级质量保障组织机构，其中校级组织机构以教

务处、学生工作处、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校教学督导专家组为主体，院级组织机

构以系(教研室)、教学团队、院级督导专家组等为主体，同时不断完善各项教学管理制度，有效保证教育

教学质量。牢固确立教育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是生命线的意识，建立起校院两级质量监控体系，包

括日常监督、专项评估、信息反馈和调控与改进四个子系统，强化教学督导队伍建设，采取有效措施对各

教学环节进行质量监控，促进良好教风、学风的形成。

图 2 聊城大学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三、聚类四条路径，确保学生成才

2011 年，按学科分类、学程分段、学业分层、路径分流的改革思路，学校实施“三二三”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但随着改革深入，学生就业、创业、升学，从事教师、律师、工程师、公务员等职业的愿望各异、需求多

元，固定的三个专业方向设计难以满足学生需求，也不符合不同学科专业的特点，学校进一步明确提出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固树立“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
人人尽展其才”的人才理念，遵循人才培养和人才成长规律，按照“因材施教，分类培养”的原则，在原有三

种发展路径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构建了多元化人才分类培养模式，为学生提供

“N”种不同的发展方向，充分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发展需求，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成长成才路径。
(一)围绕“未来专家型应用人才”，探索实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教育部等部委联合启动的拔尖

学生培养计划已经由 1． 0 版本上升到了 2． 0，是国家为回应“钱学森之问”而推出的一项人才培养计划，旨

在培养中国自己的学术大师，并逐步跻身国际一流科学家队伍。该计划虽然仅限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但作为地方性高校，也不乏有一定数量的相对而言的拔尖好学生，聊城大学为做好对具有学术发展强烈

愿望和学术发展潜力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工作，2014 年成立了季羡林(荣誉) 学院，开设“实验班”，实施

67



王桂清等: 地方高校“一中心、六平台、四路径”本科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小班制与导师制，通过开设羡林讲堂、荣誉课程、荣誉奖励等多种方式，颁发荣誉学位，探索地方本科高校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二)围绕“行业职业精英型应用人才”，探索实施卓越人才培养模式。2010 年作为国家战略的“卓越

计划”开始启动，旨在培养各行业高质量应用型人才;2018 年 10 月，为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

高人才培养能力，教育部开始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 0。由高等师范学院升级而来的聊城大学，40
多年来始终坚持服务区域基础教育发展战略，在夯实师范生从教技能方面形成了鲜明的特色，探索实施

了“大学、政府、中小学”三位一体教师教育协同培养模式，与聊城市人民政府签订了合作共建教师教育基

地协议，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实习支教工程，解决农村义务教育师资短缺问题，地方政府统筹规划本地区中

小学教师队伍建设、协调地方教师教育资源支持我校师范专业人才培养;中小学校作为教育实习基地，积

极选派骨干教师指导师范生专业实习，参与制定师范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设计课程体系、建设课程资源、
组织教学团队、评价培养质量等工作。2014 年聊城大学园林专业获国家首批“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

划改革试点项目”后，探索出“三个学段、三个方向、四年实践、一年创新”的“3341”适应园林行业建设发

展需要的复合应用型卓越人才培养模式，研究成果获山东省第八届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9］

(三)围绕“行业职业胜任型应用人才”，探索实施校企合作“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聊城大学作为

鲁西地区唯一的省属重点地方高校，主要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富有创新精神、
实践能力和良好发展潜质，“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上得来”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主动服务区域经

济的社会发展。自 2004 年起，学校与鲁西化工集团合作培养学生，2012 年成立鲁西化工学院，学院领导

班子成员分别来自我校化学化工学院和鲁西化工集团，由校企专家共同组成专业理事会，负责专业建设

和人才培养工作，在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安全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等本科专业，分别设立化工机

械、化工安全工程、酶化工等专业方向，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聊城大学还先后与惠普公司合

作培养软件工程专业软件测试、软件开发方向人才，与中兴通讯有限公司合作培养网络工程专业物联技

术方向人才，提高学生职业能力，满足企业对应用型人才的特殊需求。
(四)遵循人才培养和人才成长规律，探索实施“双创”人才培养模式。教育部 2010 年 5 月发布了《关

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 教办［2010］3 号)，据此聊城大学出

台了《关于加强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坚持强基础、搭平台、重引导的原则，打造良好的创新

创业教育环境，构建全覆盖、分层次、有体系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面向全体在校学生，结合各学院专业特

点，将创新创业教育纳入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将其融入学校人才培养全过程。
聊城大学被已故国学大师、学校名誉校长季羡林誉为“鲁西最高学府，山东璀璨明珠”，其探索形成的

“一中心、六平台、四路径”的本科教学体系，保障了学生的专业选择权、课程选择权、课程支配权、学习自

主权、发展机会权，满足了“未来专家型人才”“卓越型应用人才”“专长型应用人才”“创新创业型人才”等

不同类型学生个性成长需要，实现了“学生中心、目标导向、分类培养”教育理念的有效落实。经过多年的

改革实践，学校人才培养取得显著效果，学生社会责任感明显提升，学生专业素质与职业能力明显提高。
近五年，毕业生年底总体就业率 93． 93%，深造率平均为 29． 15%，用人单位总体满意率为 96． 6%，毕业生

对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满意度 97． 9% ;学校每年有 800 余名优秀应届毕业生报名到西部建功立业，16 年来

共有 1011 名优秀毕业生参加“西部计划”，已有 300 人扎根西部工作，居全国高校首位，被团中央誉为“西

部计划聊城大学现象”;向国防事业最需要的基层连队输送了 1378 名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合

格军事人才。学生主持大学生科技文化创新基金项目 2048 项、获资助经费 428． 1 万元，获批省级以上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422 项，本科生公开发表研究论文 220 篇，获国家级奖励 641 项、省级奖励 934 项。
《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新华网、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报道我校人才培养工作 520 余篇次，产生了良

好的社会反响。2018 年教育部“阳光高考”发布的全国各省考生最满意大学 Top20，我校位列山东省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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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2015 年教育部本科教学审核评估专家组对我校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与国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的适应度，教师和教学资源保障度，教学和质量保障体系运行有效度，学生和社会用人单位满意度都给予

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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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One-center，Six-platform
and Four-path”Undergraduate Teaching System in Local
Universities: A Case Analysis on Liaocheng University

Wang Guiqing，Huang Chunping，Han Lihua ＆ Zhao Changlin
(Academic Affairs Office，Liaocheng University，Liaocheng 252000)

Abstract:Liaocheng University，as the only local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in western Shandong province，

has always taken teaching quality and talent cultivation as the foundation of its establishment and operation，im-
plemented the reform project of“individualized teaching and classified cultivation”talent cultivation mode，and
implemented the concept of“student-centered and target-oriented”into the whole process of talent cultivation．
Centered on student development，we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ix platforms of“discipline and specialty，

professional shunt，curriculum management，teaching resources，cooperative education and quality assurance”to
protect students＇ learning rights and clustered the four growth paths of“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outstanding
applied talents，specialty applied talents and innovative entrepreneurial talents”to meet the diverse development
needs of students． Finally，we formed a“one-center，six-platform and four-path”undergraduate teaching system
to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ersonnel training and cultivate a large number of high-quality applied
talents．

Key words:local universities，teaching system，student-centered，classified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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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六平台、四路径”本科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实践——以聊城大学为例》系统总

结了“因材施教、分类培养”人才培养模式，把“学生中心、目标导向”理念落实

到人才培养全过程。这种做法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有较为普遍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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