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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交通学院教务处                    2014年 11月 28日  
人才培养改革试点专题会第三次会议纪要 

11 月 19 日上午，学校在长清校区办公楼六楼第一会议室召

开人才培养改革试点专题会第三次会议，院长鹿林、副书记唐勇

出席了会议。会议纪要如下： 

一、会议听取了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汪明栋教授的专题报告

《植根交通、瞄准岗位——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定位》。内容如下： 

（一）杰克·特劳特定位理论。定位是同质化时代的竞争之

道。特劳特根据军事中“选择决战地点”的概念提出定位概念，

企业必须在外部市场中界定能被顾客心智接受的定位，从而引领

内部运营，才能使企业产生的成果（产品和服务）被顾客接受而

转化为企业业绩。 

（二）市场分析。企业的人才需求、竞争院校及其定位。通

过 2011～2014 届每届毕业生的就业去向分析企业的人才需求，

结合分析我们学校的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同齐鲁工业大学、济南

大学、山东大学、山东建筑大学、山东理工大学等诸多相似专业

间的差异确定我们自己的专业定位。 

（三）行业优势，依托我校交通特色，服务于路海空轨综合



交通。目前依托我校主干学科土木工程，根据市场需求，继续推

进学科交叉与融合 

专业能力优势（核心竞争力），即毕业要求 3，精检测、懂施

工，经过理论训练、生产实践，具有运用土木工程材料、混凝土

设计与检测、沥青混合料设计与检测、基层稳定材料、公路工程

检测技术知识解决工程一线现场材料问题的能力。 

本科生与专科生的差异，本科生学习扎实理论，具备运用理

论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本科生参加科技创新活动，具有创新精

神，决定了日后的发展前途。 

（四）培养目标、毕业要求与可考核指标。围绕培养目标反

向设计课程体系，从培养目标、岗位需求反向推出课程标准和知

识、能力、素质的具体要求，从毕业要求出发构建相应的课程体

系。分析了中国工程教育认证毕业要求和本专业毕业要求符合

度。 

二、会议听取了汽车工程学院于明进教授的专题报告《交通

运输专业定位分析》。内容如下： 

（一）理工类本科教育与专科教育区别。专科生的培养目标

偏重技能型（技师），本科生的培养目标偏重技术管理型（工程

师、总监）；专科生教育侧重专业技术，本科生的教育专业基础

和技术并重。 

（二）全国高校中交通运输专业总论。全国共 135 所高校开

设了交通运输专业。其中有办学历史悠久的老牌院校、开设专业

时间短的高校和开办汽车专业历史长但升本历史短的高校，前两

类高校方向内容不同、层次不同、地域不同，但侧重应用基础教

学居多。 

（三）我校交通运输专业的专业定位。交通运输专业是为满



足汽车运用、检测、维修、组织、管理、营销、保险等汽车运用

工程领域需求而设置的本科专业。本专业按照“立足交通，突出

特色，强化素能”办学定位，以载运工具运用工程、车辆工程等

学科为基础，以汽车检测与维修、汽车运输组织与管理、汽车营

销与保险为专业方向，培养道路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汽车服务企

业和汽车运输企业需要的、有成长力的工程师和管理者。 

将专业定位精确到毕业生就业的各个岗位的描述和与该岗

位相对应的知识、能力、素质要求，对每个毕业目标都提出了相

应的可考核指标。分析了中国工程教育认证毕业要求和本专业毕

业要求符合度。 

三、会议听取了鹿林院长对我校应用型人才培养转型过程中

的意见，内容如下： 

(一)对工程教育认证的认识 

工程教育认证是国际标准，内容是三个方面：知识、能力、

素质，我感到应该是能力、知识、素质的排序，工程的事情强调

的是会不会干，会不会干就是能力的问题了，当然，能力离不开

知识的支撑。我认为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应该是以能力为主线，

知识、素质贯穿其中，这里所说的素质，称之为品质可能更贴切

些。但是，认证体系是这么说的，我们也这样说就是了，但是在

概念上一定要清楚了。素质其中就包含着知识和能力，我们理解

了内部的逻辑关系，就更有利于明确在课程体系设计、课余活动

设计、自我成长设计中什么是逻辑主线，就是能力。 

发给大家的材料中有一个产业链的描述，由设计、生产、销

售、服务组成，我认为不完备。借助于价值链的概念更有利于人

才培养体系建设，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理论，对价值

链的描述更值得参考。由基本价值链包括：内部物流、生产、销



售、外部物流、服务等环节；还有辅助价值链，包括：采购、科

技、人力资源管理、基础设施等环节。价值链各个环节都描述的

很清楚，如果我们把它和产业链相比较，显然就全面多了。如果

我们能够将价值链的概念应用于人才培养方式的改革之中，可能

就更加有利于价值链的重构。 

(二)与其他学校的比较为了啥？ 

我认为其一是寻找我们与其他学校的差异，差异化是迈克尔.

波特描述的三大战略之一。第一个战略是成本最优，第二个战略

就是差异化，第三个战略是目标聚集。这三个战略互相组合就可

以形成了若干若干的战略，与其他学校的比较作用之一明确差异

化；其二在于发现和学习别人优秀的东西，关键是凝练我们自己

的优势，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是凝练人才培养的价值链。今天是

第三次会，我觉得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定位上深入走了一大步，

从一般的概念的描述到了具体的指标分析了。 

(三)我们基本的路径有四步。 

第一步：调研 

调研要完成的任务是把基本的定位说清楚，并分析出指标，

华盛顿协议分析了十大类的指标，这些指标在我们描述的过程中

已经有了描述，但是做的也不够，不够在哪里，就是受华盛顿协

议的笼统描述的制约。作为一个面向百余名大学的协议，概括的

描述指标体系是应该的，但运用于我们学校的每一个专业就应该

是具体化、清晰化。这是由一般到特殊的问题。我们描述的越清

晰对下一步的课程规划就越有利。为什么描述不清楚，深层次可

能是对需求调研提炼的不够，照本找需求是很难找到的，应该是

到市场中探寻需求。于明进同志讲了交通运输专业的定位，细分

为 abcde 五个方向，每个方向如何拓展细化正在深入，再深一步



就是课程的知识点，就是课程了，由市场的定位一步一步延伸到

我们培养的过程，我认为路径对。 

第二步：规划 

有了市场目标的定位，有了指标的描绘，就是人才培养方案

的规划设计了。很重要的是我们设计能力的提升问题，即将支撑

各项指标实现的四年的培养过程，资源配置的方式、结构勾勒的

很清楚。方案设计的起始点来源于定位，四年的历程终点是实现

目标定位。如课程体系，是由每一个点支撑着实现目标的，每一

门课程对实现目标的作用是什么？缘由要明细，要有很强的逻辑

穿行于其间，内容的设置不能偏离目标的指向。这就是蕴含在整

个课程体系、人才培养目标体系的逻辑力了。这个逻辑力是不是

就是方法问题？课程的设计是由需求来的，课程的学习是一步一

步由低到高进行的，每一门课程都是如此，每一个活动也是如此，

整个人才培养体系也是如此。这个方法是什么，是不是就是我们

常常说的“授人以渔的渔”，那这些知识是什么，这些知识就是

鱼，通过知识的学习体验和掌握了方法，这就是授人以鱼的同时

授人以渔。我刚写了一篇文章的初稿就是“渔在鱼中”。我们在

设计的时候把渔设计的很清楚，使其蕴含于鱼之中，我认为这就

是所要实现的教育的真谛。知识是学不完的，但是我们掌握了方

法就可以应对一切问题，这就是逻辑力的作用。规划要完成的任

务就是我所说的电视连续剧的剧本，连续剧的每一集的每一个情

节的描述要交代的很明确，一集接着一集就是我们四年的任务。

我们要在寒假四个专业连续剧的本子完成。 

第三步：实施 

实施怎么办？其一是要实现协同，整个的人才培养体系的协

同，人才培养体系从时空上包括了三个方面，课程体系、课余活



动、自我成长，各个部分要协同，还有老师和老师之间的协同，

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协同等等，靠协同完成目标。其二是角色的意

识和角色水平的提高，角色当中谁是主角？很清楚，每一门任课

教师是主角，角色水平的提高就是迫切和关键的问题了，能力提

升将是我们全校各个方面、各个环节、每一个人的紧迫任务。 

第四步：反馈 

反馈要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既有人才培养这四年总的效

果反馈，也要有每一个环节的动态反馈。如何反馈？很重要的就

是要将工程教育认证的体现要镶嵌进全过程，工程教育认证是一

套体系，这一套体系是我们反馈看效果的重要的支撑力量，实际

上我们在方案的设计中就将认证体系镶嵌进去了，每一个点要达

到一个什么标准，整个体系的效果怎样？都要很清晰的记录。我

们的每一个专业的课程体系规划设计，每一门的任课老师都要参

与，我们如果把这个体系实现了，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就提升了。 

（四）人才培养体系的规划设计要将课程体系与课余活动相

结合进行。课程体系如何与课余活动相结合，在下一次专题会，

要让两个分管书记说说，既有院长说课程体系，也有分管书记说

课余活动，或者是内容组合起来一起说，你们来定。在专题会扩

大到团委，让闫淼同志也来参加。 

（五）对会议纪要的要求 

1.每次会议的纪要要详细； 

2.每个主发言人的内容要写详细； 

3.是大家论点要集锦； 

4.三是要有简要的总结； 

5.要确定下次会议的主题、主持人。 

四、参会人员论点集锦 



1.对学生能力测试的标准要和资格证书考试相结合；对学生

能力的培养，要注重对课程考试的改革。 

2.教研论文是专业建设工作的重要支撑、展现和总结，是专

业建设结果的一种重要呈现形式。学校鼓励围绕现阶段的人才培

养改革工作在各种公开刊物发表教研论文，学校拟出版专业建设

的教研论文集。 

3.学生就业问题中的“品质教育”。学生就业有以下几项素

质尤其重要：人际交往和沟通能力、礼仪礼貌、独立完成工作的

能力、责任心和心理素质。针对以上素质，学院内开展“证书伴

我行”素质提升工程，丰富第二课堂活动。 

五、会议确定人才培养改革试点专题会第四次会议的议题和

主持人如下： 

1.议题为专业定位及毕业要求的可考核指标点分析；汇报专

业为金融学、土木工程专业。主持人：田杰昌。 

2.建议课程体系总体设计如何与课余活动相结合，囊括学生

工作和专业建设两个方面的内容，视工作进度实时安排各专业分

管书记和分管院长（或专业负责人）分别做专题发言。 

出席：鹿  林、唐  勇 

列席：教务处、学生处、专业建设改革试点工作组所有成员 

 

 

 

 
 

 
 

山东交通学院教务处                     2014 年 11 月 28 日印发

校对：倪正银                            共印 3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