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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前市场对于理论型人才的需求已经大大的降低,企业更需要的是具有专业

知识体系的同时,还拥有较强的实践能力的人才,也就是说,未来的人才要以知识为基础,同时能做好相应

的工作,而不需要进入企业以后继续进行实际工作能力的学习。因此,我国的高校需要尽可能的调整传统

的培育方式,以应用型人才为核心,强调人才进入企业以后,就能承担相应工作内容。于是,我国高校提出,

要进行人才的工匠精神培养,通过双师型教师团队,强化学生的能力。基于此类情况,本文将从应用型本

科院校设计类人才工匠精神培育存在的问题入手,全面展开应用型本科院校设计类人才工匠精神培育

实践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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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 current market demand for theoretical talents has been 

greatly reduced. Enterprises need more talents with both professional knowledge system and strong practical 

ability, that is to say, the future talents should be based on knowledge, can do the corresponding job, and do not 

need to continue to learn the actual work ability after entering the enterprise. Therefore, China's universities 

need to adjust the traditional cultivation methods as far as possible, take applied talents as the core, and 

emphasize that after talents enter the enterprise, they can undertake the corresponding work content. Therefore, 

Chin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roposed to carry out the craftsman spirit training of talents and strengthen the 

students' ability through the double-teacher team. Based on this situation, this paper will start with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ltivation of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comprehensively explore the cultivation of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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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应用型本科院校是当前本科院校建

设的全新理念,其不同于以往的本科院

校,在人才培养目标上,作出了改变。应

用型本科院校中强调,人才的培养应该

是基于知识与能力一体的,要在强化学

生知识体系的同时,强调学生的实践能

力,确保学生可以毕业以后直接进入工

作岗位,彻底地解决毕业生能力不足,就

业困难的问题。但目前来看,虽然教学理

念发生了一定改变,但并不意味着本科

院校的基础配置能达到实际需求,尤其

是在实践能力培养上,仍旧存在教师团

队结构方面的问题,并且,当前高校仍旧

存在统一培养,导致学生缺乏个性化的

现象。所以,应用型本科院校,需要基于

实际的需求,作出人才培养基础的改变,

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1 应用型本科院校设计类人才

工匠精神培育存在的问题 

1.1评价体系过于单一 

在当前的应用型本科院校中,人才

培养仍旧无法达到满意的效果,主要是

设计类人才评价中,仍旧采用统一的标

准。而相对于一般的专业来说,设计类的

人才更需要具有个性化的评价,每一个

人都需要具有不同的思想,以及极佳的

创造力,才能更好地胜任以后的工作。但

是目前我国的应用型本科院校中,仍旧

是以考试成绩为核心,考核成绩越好,就

给学生更高级的评价,而考核成绩较差,

就无法给学生较好的评价。总体来说,

意味着评价体系并不科学,并不能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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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学生的实际情况,也无法通过评价,

来让学生的能力有所提升,整体来看,是

失败的。 

1.2教学中仍旧以传统教学方法

为主 

虽然在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已经提

出了要改革教学目标,但是与之配套的

教学方法并没有发生改变,仍旧是采用

了传统的本科院校教学方法。课程内容

主要以理论知识教学为核心,教师上课

所讲述的内容都是理论内容,没有涉及

到任何的实际工作能力教学。而且,在实

践教学中,也仍旧是以传统的模拟实践

教学为核心,通过模拟的方式,来让学生

了解未来的工作内容,但从实际上来看,

和真正的工作场所完全不同,模拟出来

的内容,在未来的工作中,几乎没有任何

的效果。总体来说,意味着教学内容的失

败。当然,在理论教学方面,仍旧是可圈

可点的,学生的理论知识能力仍旧远超

没有读过高校的学生。 

1.3育人体系单一不注重人才的个

性化培养 

设计类专业不同于其他的专业,其

未来的工作内容更加贴近于人文性质,

主要讲究的内容是人类的主观思考,在

设计上,也强调个人思想的表达。因此,

应用型本科院校中的传统育人体系已经

不符合实际及需求,一味地强调统一的

内容,以及统一的思想,会导致学生的创

造力被极大程度的消磨, 终,学生的实

际学习效果会大打折扣,整体来说,意味

着学生的个人能力难以有效的提升。同

时,统一的知识内容,会让学生毕业以后,

在公司工作中,过度的死板,难以成为

具有独立设计能力的大师,未来发展的

路径非常窄,很容易在时代的浪潮中被

彻底淹没。所以,应用型本科院校既然

提出了全新的教育理念,就需要改革育

人体系。 

1.4教师团队结构单一教学效果

不佳 

应用型本科院校提出了以培养具有

实际工作能力的知识型人才为核心理念,

但是在师资力量上,始终无法满足实际

的需求,主要原因是,目前高校中现有的

教师人才,从毕业开始就成为了教师,属

于典型的师范生,虽然其自身对理论知

识内容了解比较充分,但是由于其没有

进入企业进行工作,对企业的了解不多,

因此,难以做到按照客户的要求进行设

计。绝大部分的教师认为,只要按照设计

专业中的知识内容展开设计工作即可,

但是没有考虑的问题是,客户本身并不

懂得设计,其所提出的内容,可能会完全

颠覆传统知识,需要工作人员思考如何

更好地满足客户的需求,而不是给客户

讲解如何进行设计,因此,导致了实践教

学的效果非常差。 

2 应用型本科院校设计类人才

工匠精神培育问题的解决 

2.1注重评价体系的多元化设计 

在应用型本科院校中,为了更好地

提升设计类人才的实际的培养效果,核

心的内容是要尽可能地进行多元化的设

计,通过多元化设计来确保评价体系的

内容能符合实际的需求,尤其是在评价

的过程中,要注重的内容主要是评价体

系本身,其本身的内容若出现问题,意味

着对学生的评价是有错误的,甚至可能

导致评价效果彻底的缺失,为了更好地

强化评价的效果,在目前来看, 好的办

法有两个：一是改革评价主体,之前的评

价主要是学校的老师来评价,其直接的

问题就是,老师对于学生的了解非常多,

所以在评价学生的时候,往往会导入自

己的主观因素内容,甚至于学生的关系

与情感也被融入在内,导致评价的内容

不符合客观公平的原则,直接的表现就

是教师对学生存在刻板偏见,一些学生

日常的淘气行为,会导致 终的评价非

常差,但是学生自身的能力可能已经非

常的出色,对学生而言,是不公平的。因

而,需要引入第三方评价主体或成立第

三方评价机构,比如专业(行业)教育教

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由企业、行

业、研究所、高校权威人士构成。此类

机构本身的评价是基于能力的,由于其

对于学生没有任何的了解,意味着在评

价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主观因素内容的

融入,而且考核的时候是具有一定标准

的,相关的机构只会难找核心内容来判

断,而不会增加其他的因素内容在其中,

保证了评价的公平性。二是改革评价体

系。目前我国的评价体系中,主要是以学

生的学业情况为核心,所考虑的内容仅

仅是知识内容,对于匠人精神的内容,根

本没有提及,所以,当前的应用型本科院

校的评价体系中,需要将人才工匠精神

作为一个核心,成为评价体系的主要内

容。如果将本科生定义为“准职业人”,

那么以“工匠精神”的三要素“职业素

养、创新精神、人文修养”为出发点设

计评价体系更为科学合理。才能有效的

判断学生是否符合匠人的标准,是否符

合企业的需求。 

2.2改革传统教学方法强调学徒制 

一直以来,我国的应用型本科院校

难以获得较好的人才培养效果,主要的

原因是教学方法比比较死板,传统的教

学方法,基本上无法有效的满足实际的

需求,导致了学生培养效果较差,所以,

必须对传统教学方法进行改革,其具体

内容如下：一是育人主体要改变。由于

教育对象具有“准员工”和“学生”双

重身份,要将单一的学校主体,变成由企

业和学校为共同主体的育人模式,也就

是说,学生的培养任务,不能单纯地交给

学校,还需要交给企业,企业也应该是教

育教学负责人之一,主要是未来的学生

都是送给企业来进行工作,而不是继续

留在学校,所以企业为了更好地获得人

才,也为了培养人才对于企业的归属感,

在大学教育期间,就应该充分地融入其

中,而不应该置身事外。并且,学生应该

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企业工作实习,

由企业配备“师傅”做指导老师,负责学

生的管理考核和评价。也就是目前所说

的现代学徒制,讲究以老师傅来带动新

学生,老师傅的工作经验更加的深厚,基

本上可以满足学生对于实践教学的一切

需求,甚至可以保障实践教学效果的提

升,让学生毕业以后,就直接进入到工作

岗位之中,等于变相的提前了学生在企

业中的学习实践。二是要探索小众化个

性化教学模式。主要是设计类专业的学

生各不相同,根据其自身的特点进行内

容的调整,才是其中的核心内容,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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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的提升。三是要鼓励学生通过众创

空间、虚拟工作室、创业实训班等载体

开展创新创业项目,创新创业可以更好

地提升学生的能力,即便是创业失败,也

已经完成了工作能力的学习,进入企业

后,起点更高。 

2.3注重育人体系改善强调个性化

培养 

在应用型本科院校中,由于设计类

的学生自身比较特殊,而且教学的内容

更加强调个性,所以,在进行育人体系改

善的时候,一定要将个性化培养作为主

要的内容。目前来看,其具体的操作有两

个：一是在人才培养方案设计上做好“乘

法”,构建全方面立体化的现代学徒制培

养方案,要吸纳企业行业人士参与,要做

大量人才供求和人才素质结构要求的基

础性调研。通过大数据分析和一些全新

的技术手段,来探究课堂的实际效果,按

照课堂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课程的判断,

从而了解课程是否符合个性化培养的需

求,符合需求将成为实际课堂内容,不符

合就需要摒弃,从而选择一种 适合的

方法。二是课程体系构建做好“加减法”。

对原本的课程内容要进行删减,不能一

味地强调传统体系内容,同时增加一部

分目前所需要的内容,来充实课堂,确保

学生的能力提升。 

2.4做好双师结构团队的建设 

为更好地强化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实

际教学效果,需要组建双师型教学团队。

一方面,继续使用传统的教师来进行知

识内容的讲解,主要是因为传统教师的

理论知识基础比较深厚,所以可以继续

胜任理论课程。另一方面,企业需要提供

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员工,其本身的实际

工作经验丰富,对工作中的内容可以有

效的应对,在给学生讲解的时候,可以根

据经验,一眼看出学生的具体情况,并按

照具体情况来进行相应的指导,往往一

个老师只能带少数学生,一个班级,需要

具有若干个师傅。 

3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的应届毕业生

就业率低下成为一个核心问题,主要是

应届毕业生本身没有工作经验,实际工

作能力无法满足企业需求,而随着市场

经济的逐步完善,企业不愿意继续采用

一边学习一边工作的方式来培养人才,

而是更加需要一些能直接满足工作岗位

需求的人才。因而,我国的高校开始认识

到,传统的培养方式已经不适合当前的

时代,必须要做好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建

设,才能保证学生基础能力的提升,尤其

是双师型团队的构建,通过教师和师傅

的双重努力,打造出知识与实践能力俱

佳的优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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