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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交通学院教务处                    2015 年 4 月 2 日  
人才培养改革试点专题会第十四次会议纪要 

4 月 2 日下午，学校在长清校区办公楼第一会议室召开人才培

养改革试点专题会第十四次会议。院长鹿林出席本次会议，会议

由党委副书记唐勇主持。会议纪要如下： 

一、会议听取了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教

学团队的课程质量标准的汇报。本次汇报主要为专业课程、实验

课程、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汇报课程共计 21 门。 

二、会议就本次课程质量标准汇报经讨论达成如下意见： 

1.先导课程与后续课程在制定课程质量标准时要保证足够的

沟通交流。例如 A课程为 B课程的先导课程，那么 B课程必然为 A

课程的后续课程，后续课程对先导课程的内容要求以及先导课程

对后续课程的支撑都需要两门课程的任课教师通过充分的沟通交

流后确定。 

2.基于选题的局限性，毕业设计的质量要求不能等同于对学

生的毕业要求。因此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要求要更具体化、

可操作和可考核化。 



二、针对本次课程质量标准汇报，鹿林院长总结如下： 

（一）对有不同意见问题的看法。 

包括课程体系中设置哪门课程、任课教师需要不需要相关职

（执）业资格证、不同实习分类的概念如何界定，以及学习成果

如何描述等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长期争论，但要尽快找到初步解

决问题的方案。 

1.任课教师需要不需要具备相关职（执）业资格证的问题 

如果某门课程需要学生达到有具体资格证的要求，那么任课

教师就必须有对应的职（执）业资格证书。如果教师短时间达不

到可以允许上课，但是必须在一定限期内取得资格证书。超出时

间依然没有职（执）业资格证书，就更换任课教师，从全校范围

内聘请有资格证的教师教授这门课程。 

2.各类实习分类的问题 

各类实习称谓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能统一最好，不能统

一，也可以沿用原来的名字，只要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就可以，但

至少在学院内部应统一起来。最终的结果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

后，能够全校有统一的名称。 

3.对学习成果如何描述的问题 

课程体系所要达到的目标最终是要落实到每一个学生身上

的，对学习成果的描述可以分两个层次描述。一是对课程的任课

教师团队所要达到的目标，或者是对每一门课程教师达到的目标

的描述。二是落实到每一个学生要达到课程体系所要求的目标的

描述。考核学生是否达到课程体系设定的目标是根本的任务，细

化每一个学生的培养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 



（二）本次专题会的进展情况 

1.本次专题会材料学院的准备很充分，体现在提前沟通的比

较充分、课程与课程之间的衔接沟通的比较充分。 

2.本次专题会上有些教师提出了一些很有专业见解的观点。

例如张金升教师提出的用材料的观点观察问题、解决问题，如果

把从材料的观点解决问题提升到专业的建设，就会形成专业的竞

争力，即解决了一个专业定位的问题。 

3.将课程设计、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等列为课程建设的内容，

我觉得非常好，而且非常清晰。但是不是非要和每一门课程的质

量标准一样，这个需要研究，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 

（三）下一步如何走的问题 

1.要进一步的明确每一个专业的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目标

定位一定是瞄准人才需求的市场，而不是在学校的内部谈我们有

什么优势，目标定位确定了以后，再依据目标定位配置教育资源。

由此引申出一个问题，两个专业的不同，不是培养平台的不同，

而是不同的目标定位所带来的资源配置的不同。例如材料科学与

工程专业、土木工程专业的区别就在于其目标定位，如果区分不

开，这两个专业就可以合并成为一个专业。 

2.本次课程质量标准汇报充分应用了逻辑图和矩阵图，找到

了每一门课程的定位，明确了课程的逻辑位置以及其能实现支撑

的可考核指标。下一步就要由课程的定位，延伸到课程内容的结

构优化配置问题，这是任课教师以及任课教师所在的二级学院、

教研室共同研究的问题。这将是教师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的参考

指标。判断一个教师教授的水平至少有两个，一个是内容的构成，



另一个是表达的方式。 

3.如何更深入地凝练课程体系的优化问题。 

从课程体系到课程，再从课程到课程体系，通过不断的反复

凝练课程体系与课程内容，这是教学团队到任课教师的展示过程，

这个过程费时、费力、复杂，但是这个过程我们也必须经历，因

为通过这个过程可以强化任课教师之间的知识沟通、教学方法沟

通以及相互配合的沟通等等。一个专业牵涉到的任课教师很多，4

年所有课程的任课教师如何沟通？就是下一步要做的工作，这个

沟通可以用信息化的方式来实现。做好任课教师之间的沟通，就

可以更好的依靠团队协作的力量培养好学生，如何做到教师之间

的沟通，体现出团队协作的效果，这也是下一步要做的工作。 

4.建立一套有效的机制，依靠机制的驱动力使得专业建设的

改革能长期有效的运行。我提出的观点是全校全员都要变，基于

这次全校性的变革行动，提升学校和每一个人的能力。 

 

出席：鹿  林、唐  勇 

列席：李  岚、尹金生、吴昌平、张  岳、试点专业相关课

程主讲人、人才培养改革试点工作组所有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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