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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大学课堂活起来

杭州师范大学 王利琳

2014.11.22  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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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培养什么人与怎样培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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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改革：怎么教与怎么学

高等教育：回归人才培养“新常态”

教学文化建设：传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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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回归人才培养“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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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回归人才培养

• 党的十八大

——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培养学生

“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

•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创新高校人才

培养机制，促进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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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回归人才培养

牢固确立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树立科学的高

等教育发展观，坚持稳定规模、优化结构、强

化特色、注重创新，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

涵式发展道路。

——《教育部关于全

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的若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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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 提高质量

• 拔尖计划

• 系列“卓越计划”

• 科教协同育人计划

• 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 试点学院

• …… 

• 学科专业结构

• 人才培养类型层次
结构

• 高等教育区域布局
结构

推改革 调结构 促共享

• 精品视频公开课、
精品资源共享课

• 大规模在线开放课
程（MOOCs）

• 爱课程、学堂在线、
好大学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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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回归人才培养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

教学、教书育人

大学的主业？

教师的天职？

承担人才培养的主体是教师，主渠道是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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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全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40条

高等学校回归人才培养



9

浙江大学：心平杰出教学贡献奖

• 矿爷——“从前有棵

树，叫高数，上面

挂了很多人；旁边

有座坟，叫微积坟，

里面葬了很多人。”

9

高等学校回归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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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设立卓越教学奖

• 以学生的学习效

果为中心

• 对学生的热爱，

对教学事业的钟

情，对卓越教学

孜孜不倦的追求

10

高等学校回归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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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教改：回归人才培养本位

11

• 通过教职聘任和薪酬杠杆，

把最优质的师资引导到教

学和人才培育上来

• “大牛”和“小字辈”打

擂台：教授每年授课不低

于51学时，副教授每年授

课不低于68学时

高等学校回归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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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三三制”本科人才培养体系

12

• 以学生为本

的个性化培

养，把选择

的自主权交

给学生。

高等学校回归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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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新常态”

• 规模扩张结束，内涵建设常态化

• 以本科教育为立校之本

• 政策逐步导向本科教学

• 教师考核、岗位聘任、绩效分配重视教学

• 学校评价突出人才培养质量（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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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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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培养什么人与怎样培养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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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6%

54%

4%

研究型、985、211大学

教学研究型、2000年前具有
硕士学位授予权老本科院校

教学型、应用型本科
高校、新建本科高校

教学型、高职高
专院校

116/2331/2491 

191/1170/2491

学校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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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究型大学的教学

• 学科专业是互融的（学科催生专业）

• 科研是促进教学的

• 教学水平是很高的（体现学术水平）

• 教学方法是先进的（讨论式、研究性…）

• 课程资源是丰富的（学生选择度大）

• 理论实践是并举的

• 学生学习是自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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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师大人才培养定位

• 人才培养理念

以生为本、加强实践、强化创新、综合培养

• 人才培养体系

构建学科专业融合度高、知识能力并重、以教为主
变以学为主为特征人才培养体系

• 人才培养目标

多元，培养有社会责任感、专业知识扎实、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较强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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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 能力 素质

专业教育 通识教育

量大面广基础课程

通识核心课程

通识选修课程

专业基础课程

专业核心课程

专业选修课程

科研训练、学科竞赛、创新创业计划、
社会实践、体艺展演比赛 … …

培养规格

培养模式

课程设置

第二课堂

学制安排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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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改革

• 实施卓越教师计划

• 实施应用型人才培养提升计划

• 创建一流的公共艺术教育

• 实施招生制度改革

• 第二校园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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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教师培养

一、卓越中学教师培养

◆ 2010年成立经亨颐学院，全国首
家专做教师教育的荣誉学院
◆ 办学理念：“五育并举，人格为
先”“教育家办学”
◆ 每年从一本新生中遴选文科、理
科试验班各40人，一年后专业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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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教师培养

“三高”培养目标：德高、学高、技高

“一制三化”培养模式：导师制、小班化、个性化、国际化

励志导师选聘德艺双馨的教师，每位与5—6名学生结对

针对个体差异，对生涯规划、考研深造、
教育实习进行指导

专业导师选聘学术造诣深厚的教师，每位指导2—3名
学生

指导学生专业学习、研究与实践

励志导师

专业导师



22

22

卓越教师培养

二、卓越小学全科教师培养

1998

2003

2006

2008

全国率先开始
小教本科培养

省首批重点
建设专业

省重点专业建
设验收优秀

国家特色专业
省人才培养模
式创新试验区

百年历史

省优势专业

教育部综合改
革试点专业

2011

全科教师培养
招生制度改革

2012

2014教育部
卓越教师计划

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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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以“六艺”为特色的全程浸润式实践教学模式

培养师德高尚、师能卐越、师艺突出的全科型浙派名师

二、特色亮点
卓越教师培养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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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人才培养

• 主动适应社会需求，主动服务地方发展

•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创新创业教育试点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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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子商务人才培养

2003年 电子商务专业

2008年 为杭州市打造电
子商务之都成立
阿里巴巴商学院

马云担任学院院长

2001年 电子商务方向

应用型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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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一条校企合作人才培养工作的发展之路

融入电子商务产业发展需求，以“创新创业”教育为特色

省内领先、国内一流电子商务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培养目标

电子商务人才培养

总体目标

社会责任、国际视野、创新精神、实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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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产业快速发展

办学资源共享的管理体制 校企全面融合的合作机制

社会责任 国际视野 创新精神 实战能力

课程体系建设 教学资源建设 教学团队建设 评价制度建设

教学建设

四年一体化实践教学体系 三层次进阶式创业平台 阿里课堂 社交网络在线学习平台

培养途径

企
业
全
程
参
与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全
程
贯
通

深度合作的体制机制建设

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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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业标准

2.培养方案

3.课程体系

不断完善

融入产业发展需求

能力培养为主线

四年一体化实践体系

持续开展教学改革

校企深度合作资源

制定与产业发展需求更匹配的培养方案

历时1年多的全国性、全
行业的深度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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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宝网上零售，尝试网
络零售的交易过程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综合实习，企业顶岗，
全面锻炼丏业综合能力

阿里巴巴网上贸易，锻
炼网络贸易核心能力

企业项目，提升网络交易的

项目整合和创新能力

四年一体化实践体系

三层次进阶式创业训练与实战平台

电子商务专业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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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近三年就业率100%，创业率8.7% ，2012年平均起薪4227.5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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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生创新创业教育

 20多个团队自主创业

 2013年创业项目总营收超过3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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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务外包人才培养

2008年
为杭州建设国家服务外包基地成
立国际服务工程学院

全国首家服务外包本科学院

2011年
教育部、商务部服务外包人才
培养改革试点单位

2009年
国家特色专业，教育部计算
机专业转型

全国服务外包人才培养高峰论
坛、中国大学生软件服务外包
大赛

应用型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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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指导）

高校
（主导）

企业
（参与）

培训机构
（桥梁）

人才
培养

“四位一体”人才培养模式

政府、高校、企业、培训机构“四位一体”服务外包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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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服务外包人才培养
高峰论坛

省计算机应用与教育学会
国际服务工程委员会

杭州市服务外包人才
培训联盟

校企合作
人才培养

“四位一体”办学模式 市服务外包人才培训
公共服务平台

服务外包工程实训中心

一流的丏家指导委员会指导丏业发展顶层设计

服务国家战略 适应产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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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
机制构建

“六维协同”校企合作机制

3+1：企业课程嵌入、企业文化培养；1年的实训+实习

六维
协同

共建实训平台和基地

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

共建共享教学资源（案例库)

共建师资队伍

共同实施教学过程

共同指导学生创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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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实习
基地

校外实训
实习基地

服务外包人才培
训公共服务平台

国际服务外包
教育公司

服务外包工程
实训中心

实训实习
体系

服务外包人才培养实训实习体系

二、成果内容及创新点——实训实习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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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服务外包企业

其中，35%国际知名企业

IBM、Infosys、道富、凯捷等

其中，45%国内知名企业

华为、浙大网新、信雅达、

同花顺、阿里巴巴等

毕业生“高就业、 高专业匹配、高起薪”

8名学生到国外的企业就业，实现国外就业零的突破

平均年薪

￥ 5万

部分年薪超

￥10万

三、成果的应用及推广——学生就业质量高

五届毕业生就业率98%以上

学生就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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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艺术教育特色

• 中国近代学校艺术教育发源地

• 成立公共艺术教育部

• 确立“一人一艺，一院一品”目标

• 从机构、课程、实践、研究全方位实施

• 全国唯一弘·丰中心、《美育》学刊

• 全国艺术教育先进单位

• 人文艺术DNA



39

李叔同

叶圣陶

经亨颐 夏丏尊

鲁迅 马叙伦 顾西林

姜丹书

艺术教育先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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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了一大批艺术名流

丰子恺
1919届

漫画家、文学家

潘天寿
1920届

著名国画家

刘质平
1917届

音乐教育家

柔 石
1923届

诗人、革命家

吴梦非
1915届

音乐教育家

他们为我国艺术教育做出了奠基性的不朽贡献！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C5%CB%CC%EC%CA%D9&in=253&cl=2&cm=1&sc=0&lm=-1&pn=252&r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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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教育的诸多“第一”

编写中国第一本美术史教科书

创办近代中国第一份美育杂志《白阳》

开创中国最早的人体写生教学之先河

创作中国第一部合唱曲《春游》

出版中国最早的现代版画艺术集

出版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诗刊《诗》

举办浙江最早的美术展览和音乐会



42

持续彰显人才培养特色、办学特色

1908年 “德、智、体、美、群”五育幵丼、“人格为先”

强化特色，争创一流2011年

42

“文理渗透、艺体兼备，
人文素养与科学精神和谐结合”2004年

“人文学埻、艺术校园”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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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限选）
专项（限选）

提高（任选）
拓展（任选）

艺术导论与美
学系列大型课
(美术、音乐、

舞蹈、影视、
戏曲等基础知
识与欣赏）

中国画艺术

绘画艺术

书法艺术

声乐演唱艺术

合唱艺术

器乐演奏艺术

书法创作理论
与实践

美术创作理论
与实践

声乐理论与实
践

器乐理论与实
践

漫画艺术欣赏

陶艺基础

广告欣赏

景观设计欣赏

家装设计欣赏

服饰与仪表

戏剧欣赏

……

……
……

“四年一贯制”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体系

艺术教育课程贯穿教学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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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限选）
专项（限选）

提高（任选）
拓展（任选）2 个学分

2 个学分

Ⅱ 类学分
Ⅱ 类学分

二、艺术教育课程贯穿教学全过程

学分修读要求固化于培养方案中

培养方案：规定非师范生必须修读2学分以上，师范生修读4

学分以上。高年级段仍可修读提高、拓展课程。

艺术教育课程贯穿教学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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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制度改革

“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

高中学业水平
高校综合测试

高考成绩

“定向招生”

2012 20132011

丽水地区小学全
科教师培养

浙江部分地区基
层卫生人才

2011年2所试点高校，2012年17所，2013年22所，2014年推广
至浙江大学、上海交大等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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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校园经历

2001年

2005年

2011年

2006年

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校际合作研
究分会副理事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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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年 交流学生人数 涉及专业 交流高校

2010-2011 11 4 1

2011-2012 50 12 6

2012-2013 66（4） 19 6

2013-2014 77（26） 23 8

2014-2015 67（60） 26 8

“第二校园经历”项目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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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形 ” 资 源

„
„

“ 无 形 ” 资 源

高校：加强高校间优势资源互补，促进学校、专业、课程
的建设发展，也给合作高校带来了不同的校园文化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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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第二校园经历”经验分享交流会

学生：共享优质教学资源，拓展视野，提升发展目标。

交流生参加健康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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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纲

1

2

3

4

教学改革：怎么教与怎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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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不一定都不好 好，不一定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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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课堂

专业
培养
方案

课程

人才培养
“载体”

人才培养
“施工图”

教学“基本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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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学
科
自
身
发
展
规
律

专
业

学
科

社
会
需
求

知识传承 支撑

根据课程要
求加强学科
研究方向

根据专业知
识结构要求
编制课程

信
息

反
馈

信
息

反
馈

人才培养

载体

科研 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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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课程太枯燥乏味占42%

• 无法调动学生学习兴趣49%

• 课堂上让学生参与不够2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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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改革的核心和关键是什么？

有人开玩笑：可以用手机电池电量来评价大学老师的
水平，老师的水平和电池的电量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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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有法，教无定法

思路：引导教师根据专业、课程、学生特点创新课堂教学

核心：增加师生互动，引导学生主动学习、思考

目标：提高教学效果，学生乐学善学



58

小班化教学

40%的班级
可实行小班化教学

http://www.hznu.edu.cn/upload/Image/mrtp/3359214355.jpg


59

变革课程考核方式

推出100门
过程性评价为主的课程
平时成绩占6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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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助推教学方法改革

每年建设30门
视频公开课、资源共享课、微课、慕课

利用，而不是依赖；
教学不仅是技术，还是学术，更是艺术

翻转
课堂

MOOCs

资源

共享课

视频

公开课

微型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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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课堂展示

每年推出百堂
示范课、公开课、观摩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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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与学的六种关系

教 学

教 学

教 学

学

教

教 学

教

学

教与学毫无交
集。无法论定
教者之失或者
学者之败

教与学完全重叠。
表面上教学成功，
其实凸显学生无法
自励学习

教与学擦身而过。
学生习得教学以
外的东西

教包含了学。
学生所学完全
逃不了教师的
手掌心

教与学部分交集。学
生虽无法将老师所教
完全吸收，但教师与
学生已产生部分共鸣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成功的教学，不仅所
教能为学生吸收，尚
能衍生、滋长、运用
所学，自成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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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与学的发展趋势

Online

在线学习
Face-to-face

面对面教学
Blended learning

混合式学习

Interactivity 互动性

Delivery Mode
传递方式

Lecture theatre
with no 
Interaction

没有互动的演讲厅

Small class, use of PRS
or Michael Sandel
style lecture
小班，使用PRS
或 Michael Sandel
风格的讲课

Lectures
supplemented
with online 
recorded video

讲课辅以在线
录像视频

Typical classroom 
Teaching

典型的课堂教学

No Interaction

没有互动

High Interaction

& Collaboration

高度互动与协作

Low - Moderate

Interaction

低到中等互动

f-to-f teaching with 
some online activities, 
e.g. Learning Manage-
ment System (LMS)

面对面教学添加
一些在线活动
例如: 学习管理系统

Online Lecture 
Videos e.g. 
OpenCourseWare

在线讲课视频
例如:
OpenCourseWare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s), e.g.:
Coursera & edX

大規模開放式
的在線課程

Active Learning /
Flipped Classroom
e.g. MIT TEAL,
Stanford Medical 
School, Minnesota

主动学习 /
翻转课堂

All delivery & 
interactions
online: e.g. 
MAT at USC

所有传递及互动都使用在
线进行

Desirable 
Models

理想的
教学模式

Lecture styl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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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纲

1

2

3

4 教学文化建设：传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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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持久成形的教学传统、价值观念和
行为习惯的范式，是教学背景下师生的课
堂生活方式。

• 一所学校，如果没有教学文化，就会永远
停留在对办学和教学基本问题的讨论和争
论之中。

• 教学文化建设，一要传承，二要创新

教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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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制度

传承教学传统：以教学为中心

-- 助讲制 -- 基层教学组织

-- 听课制度 -- 教学质量报告

-- 教授为本科生上课 -- 教学业绩考核

创新教学制度：让教师投入教学

-- 教学激励机制 -- 教师分类管理

-- 教师专业发展 -- 教学保障机制

-- 教学科研等效评价 -- 教学管理信息化

http://www.hznu.edu.cn/upload/Image/mrtp/3352308611.jpg
http://www.hznu.edu.cn/upload/Image/mrtp/368599290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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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省内率先建立
青年教师助讲制度

实施青年教师全脱产教学能力
培养。2009—2013年，获得教

学上岗资格青年教师295名。

名师讲坛

教学能力培养

教学沙龙

教学竞赛

教学咨询

教
师
教
学
发
展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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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才培养需求为设岗导向
以承担教学任务为人才引进、岗位聘用

必备条件

政策
保障

办学出发点、落脚点在学生，着力点在教师 !

教师分类考核评价
教学科研等效评价
岗位设置聘用确保教学
教学绩效为分配导向

教学经费优先确保
四项经费持续增加
办学资源满足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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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

学科

教学

学生教师

后驱，原始
创新，反哺
教学

中心，人才
培养主渠道

龙头，决定办
学类型、层次

关键，通过科研
提升学术水平

产品，反映办
学水平和质量

自行车不会自己行！科研水平转化为教学

水平；学科水平转化为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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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 ！
欢迎各位同行来杭师大指导、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