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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交通学院教务处                    2014 年 12 月 12 日  
人才培养改革试点专题会第五次会议纪要 

12 月 12 日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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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次会议。院长鹿林、党委副书记唐

勇出席会议。会议纪要如下： 

一、会议听取了汽车工程学院院长于明进等做专题报告《交通运输

专业矩阵图分析》，内容如下： 

（一）专业定位。交通运输专业定位在产业链的服务环节，

主要提供技术支持，对应有5个专业方向。对每个专业方向对应的

岗位、岗位典型工作任务、岗位素能要求进行了细致分析。 

（二）毕业目标和可考核指标点。根据调研的结果，确定了

交通运输专业的培养目标和“知识结构4+能力结构6+素质结构4”

的毕业要求，分析了毕业目标与中国工程教育认证国家标准的毕

业要求的符合度。对每一项毕业要求，均列出了其可考核指标点。 

（三）列出了可考核指标点与课程、活动对应矩阵，工作岗

位素能与课程、活动对应矩阵，形成了本次会议有代表性的成果

之一。 

（四）交通运输专业第二课堂分析。交通运输专业学生可参



加的活动主要有学术科技类（26项）、体育类（6项）、志愿服务类

（8项）和文化艺术类（23项）。这些活动既有与考核点对应的共

性目标，如能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能培养良好

的心理素质和健全的人格等，也有与考核点对应的个性目标，如

学术科技类活动是第一课堂的延伸和补充，巩固第一课堂知识培

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解决工程实践中实际问题的能力；志

愿服务类活动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等。 

交通运输专业学生可获取证书主要有外语类、计算机类、普

通话类和专业相关资格证书类。目前，2015届毕业生驾驶证拥有

比例约71%；外语类等级证书拥有比例约58%；计算机类证书拥有

比例约33%；普通话类证书拥有比例约15%；专业相关类资格证书

拥有比例约38%，其他（教师证、会计资格证等）3%。 

交通运输专业学生社会工作分析。学生干部主要包括校院学

生会、团委和分团委、班委会和团支部等组织的成员，学生社团

主要包括校院社类社团组织负责人，两部分学生合计约占学生总

数的40%左右。通过社会工作，主要培养学生的大局意识和团队意

识，奉献精神和服务意识，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组织协

调能力和管理能力。 

（五）学生自我成长设计。交通运输专业学生自我成长设计

举例：第一课堂如任课教师推荐和该课程相关的书籍或杂志供学

生自觉阅读，介绍和专业相关的企业让学生观摩调研；第二课堂

如要求学生每天收听收看央视新闻联播，要求学生每天坚持体育

锻炼，要求学生每学期阅读一定数量的文学书籍，要求学生按活

动分类参加不少于一定数量的第二课堂活动（学分）。 

二、会议听取了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副书记王晨晖做专题报



告《第二课堂与第一课堂的融合》，内容如下： 

（一）第一课堂（基础课程、专业课程）、第二课堂（科技活

动、社会实践、论坛讲座）、第三课堂（家庭教育、社会环境、校

园文化）、自我成长（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互相联系，

相互促进，有机统一，共同为培养学生能力、知识、素质服务。 

（二）材料学院面向全体学生，构建 “综合类活动课程”和

“专业类活动课程”两大模块的第二课堂活动课程体系 。 

综合类活动课程模块包括必修活动课程（社会工作、社会实

践、志愿服务、名著宣读等）与选修活动课程（文化艺术类、体

育活动类、实用技能类等）；必修活动课程可以通过产学研基地、

第一课堂实现，选修活动课程可以依托学生社团实现。专业类活

动课程模块包括我说我专业演讲比赛、化学实验技能竞赛、材料

设计大赛、模联社等。 

对于专业类活动课程模块，材料学院结合实际自主设计，安

排如下： 

一年级：我说我专业比赛；学业指导；入学教育；学术讲座。 

二年级：化学技能比赛；模联社活动；学术讲座。 

三年级：材料设计比赛；模联社活动；学术讲座。 

四年级：职业规划；就业指导；社交礼仪等讲座。必修活动

课程可以通过产学研基地、第一课堂实现。 

专业类活动课程要求专业教师全程参与，学生全员参与，通

过设计比赛形式实现。与省级国家级比赛有机对接，作为选拔参

赛队主要阵地。 

材料学院将第二课堂活动引入学分制，实行创新学分和附加

学分。运用课程理念，将第二课堂的活动课程化，第一课堂的课



程活动化。将第二课堂纳入到学校人才培养的整体中，解决第二

课堂与第一课堂衔接不紧密，在育人中被边缘化，与第一课堂衔

接不紧密的问题。学生在校学习期间，除修满第一课堂教学计划

规定的学分外，还必须完成第二课堂活动课程。 

三、会议听取了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汪明栋做专题报

告《可考核指标点与教学活动矩阵图》及《与基础课程对接会议

纪要》 

（一）明确第二课堂与第一课堂融合在人才培养过程与矩阵

图中的落实情况。对于综合类活动模块，学生完成后体现于综合

素质拓展分；对于专业类活动课程模块包括我说我专业演讲比赛、

化学实验技能竞赛、材料设计大赛、模联社，分别以课程方式落

实于矩阵图中的各个学期。专业类活动由专业教师指导，各年级

全体学生参加，经过比赛选拔，参加省级与国家级大赛。学生获

奖可以获得相应学分。 

（二）对可考核指标点进一步细化与明确。根据公路工程试

验检测工程师岗位对于能力、知识、素质的要求，以能力培养为

主线，确定可考核指标点。重点讲述了核心能力要求与所对应的

可考核指标点。例如，把可考核指标 1.2--“能够运用所学材料科

学与工程等相关知识分析解决材料检测相关问题”这一核心能力

进一步分解为： 

1.能够将材料科学与工程的基础理论（材料概论、材料科学

基础、材料工程基础、物理化学、材料分析测试方法）运用到分

析解决实际工程问题中。 

2.能够将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核心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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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质与



地基基础、公路工程检测技术）运用到分析解决实际工程问题中。

又进一步细分为：材料组配设计、室内检测、现场结构检测三个

指标点。这样就为引出核心课程与其他教学活动提出了明确要求。 

根据以上具体细化的可考核指标点，列出 4 年共 8 个学期的

全部教学活动，每一个可考核指标对应一个或多个教学活动，每

一个教学活动对应一个或多个可考核指标点。 

3.为进一步深化人才培养方式改革，推进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11 月 26 日下午，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组织专业与部分基础课对接

协调会议。会议议程包括： 

14:00-14:50, 与《机械设计基础》教师协调； 

14:50-16:00, 与《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

统计》、《大学物理》、《大学物理实验》、《工程力学》教师协调； 

16:00-16:50,与《电工与电子学》教师协调。 

在本次会议上，首先由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负责人向各位教

师通报了学院人才培养方式改革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工作计

划，解读了“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可考核指标点→课程体系→

课程标准”流程图与逻辑关系。学院要求每位教师更新教学观念，

明确自己所授课程承担的角色与作用，明确对于人才培养目标的

贡献，明晰教师贡献于培养目标这一核心的路径或脉络。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负责人及专业教师与基础课教师就各门

基础课改革进行了初步交流。 

会议同时对基础课教师提出以下要求： 

（1）按照专业对于基础课的要求制定新的课程标准； 

（2）举行“我与人才培养目标”研讨会，组织每位基础课与

专业课教师参加说课程演练活动。要求每位教师观摩学校举办的



“说课程暨多媒体课件比赛”。 

通过本次会议，各位教师初步认识到新时期人才培养方式改

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同时充分认可专业与基础课教师交换意见、

集体讨论、集思广益的优点。本次会议还初步形成以下意见： 

（1）教师要认真承担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的首要责任。

转变学风，必须转变教风； 

（2）以培养学生能力为主线，不能仅仅局限于课堂与有限的

课时。教师应充分关注学生大量的课余时间，调动学生充分利用，

与课堂学习相结合。大学生活应以学业、繁忙、充实为主旋律。 

四、参会人员论点集锦： 

1.学生的基本能力指标应首先来源于岗位企业的岗位说明书

和工作流程，然后分解其指标体系与每门课程培养的能力指标体

系对接。 

2.同一门课程内容的设置可以针对不同的学科类别做相应的

调整。 

3.课余活动也应当建立活动标准，活动标准应包含具体内容、

培养的是学生的哪方面的能力以及活动开展的时间段。另外更重

要的是加入反馈机制，看其是否弥补了第一课堂的不足，是否实

现了学生能力培养的目标以及如何持续改进。 

4.教师应通过对专业对应岗位的组织结构、岗位设置、工作

内容的介绍帮助学生对自我成长目标的建立。这就要求学生的导

师、辅导员、班主任首先应注重自身的成长和积累成为本专业的

专家。 

五、针对本次会议内容，院长鹿林总结如下： 

(一)专题会我们走到哪里了？ 



由目标定位，进一步延伸到课程体系的设计，产生了多圆形

逻辑图，这个逻辑图是由汽车学院创立的，这一次会议材料学院

又有了很大的延伸，形成我们的工具之一，用图来解释人才培养

体系，是是第一个进步点；第二个进步点就是汽车学院讲的，第

一课堂、第二课堂形成了矩阵图，矩阵图是由土木学院创立的，

今天汽车学院大幅度的推进，形成了又一个很好的工具。这两个

图互补性很强，分析用逻辑图，落地用矩阵图。下一步我们四个

参与改革试点的专业，能创造出更好的办法来那就更好，如果没

有其他办法，就沿用这两个图推进。 

(二)对几个概念的甄别 

第一个是自我成长的概念的纠正，我曾经说了一个课程体系，

一个第二课堂活动，还有就是自我成长。后来我反复想，自我成

长独立起来表述不太合适。因为自我成长有很多是在课堂、课余

活动实现的。课堂教学和课余活动是组织安排的，在此基础上还

有学生的自我学习，如果课堂教学和课余活动是教育的话，自我

学习应该叫自育，教育和自育支撑起他的成长。这样我觉得概念

就更清晰一些了，这是对自我成长的概念的纠正。第二个是对我

们所谈的素质的认识，我们习惯于将知识、能力、素质三个部分

开说，我认为素质是包含知识、能力的，工程教育认证体系中的

素质是侧重于思想品质的，或表述为道德品质，我们要明白体系

中素质的内涵。 

三、下一步如何办？ 

第一在这个矩阵图的基础上，如何推到每一门课，每一个活

动。刚才汽车学院做的图，这就是第一课堂，一门课、一门课，

这每一门课它的知识点如何体现的问题，这方面要深下去，下一



次内容我觉得应该走到这一步了，这个课程，原来这么一些课程，

课程是不是一些整合的问题，这个调整还是整合，整合的问题需

要我们怎么办，需要我们再进一步的议论。是还需要这么些课程，

还需要再多还是再少，课程的整合问题，这一次我认为我们汽车

学院做的非常好，在能力的分析的基础上，如何体现能力？又不

能重新打乱这个体系，原来的体系嫁接一下，嫁接的很好了，就

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嫁接了分析，找找与原来能不能对上，对不上

怎么办？对上怎么办？下一步我们是这一个，这部分内容要做的

很清晰。同样的问题，这第二课堂这部分，那你这些活动也涉猎

了好多这样的活动，那如何要把这些活动要体现这些能力在里面。

当然这些活动体现几种能力，但是有一个你这活动的核心能力是

什么？要提出来。那么再一个就是既要两边分解的问题，又要两

边配合的问题，这就是这边是学生辅导员、学生干部，这边就是

任课老师了。他们如何将这种能力在这个过程中融通起来，这是

需要辅导员和老师的沟通。那这种能力我们如何在课堂当中贯穿

进去？比如共同能力，我们如何在课堂当中贯穿进去？在活动当

中如何贯穿进去？也就是说在这些能力训练中是辅导员、学生干

部和老师在这当中讲到的他们之间要凝练出一种相互知道的的方

式。课堂上讲了，课余时间怎么锻炼，尽最大努力的相互融合。

我觉得下一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在能力训练工程中如火如

何进行提升的问题。在活动当中如何提升如何落到学生身上？解

决落到学生身上这个落点的问题。我们如果前面是设计，那下一

步就是落点的问题，这个落点的问题可能在往下退一步可能更好

的问题，我现在考虑，我们先设计人才培养的体系、内容，体系

的内容，我认为下一步要进这个点了，相互之间如果能融通起来



那就最好了，今天我感觉我们的路径非常清晰，王晨晖讲的概念

也非常清楚，就是再进一步把它落地的问题了。雪军同志讲的价

值链也很好，倒推价值链从正向培养到逆向培养转起圈来了，都

很好了，概念都很清楚，好了我就讲这些。 

六、会议确定人才培养改革试点专题会第六次会议的议题是

课程体系构建，课堂、课余的融合；主持人为学校副书记唐勇；

汇报专业为土木工程和金融学专业；汇报时间择期举行。 

出席：鹿  林、唐  勇 

列席：人才培养改革试点工作组所有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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