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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交通学院教务处                  2015 年 7 月 15 日  
应用型人才培养方式改革推进工作布置暨教学例会纪要 

7 月 15 日上午，学校在长清校区办公楼第一会议室召开应用

型人才培养方式改革推进工作布置会暨教学例会。学校领导鹿林、

陈松岩出席会议，二级学院（部、系）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

由陈松岩副院长主持。会议纪要如下： 

一、陈松岩副院长布置全面推进应用型人才培养方式改革工

作事宜。 

二、会议听取了各二级学院（部、系）负责人对本单位人才

培养改革工作进程汇报以及对《全面推进应用型人才培养方式改

革工作安排》的意见及建议。 

三、陈松岩副院长在讲话中指出： 

1.根据香港理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知名大学的办学经验，

我校现在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改革之路是正确的，大家一定要坚定

信念，进行人才培养方式改革。 

2.根据应用型人才培养方式改革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一定要



考虑教学资源，充足有效的教学资源的支撑是人才培养方案在实

施过程中能否落实的关键。教学资源除了硬件资源还包括教师的

教学能力，所以在改革的过程中要注意加强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 

四、教务处负责人对近期教学工作做以下说明： 

（一）有关人才培养方式改革推进工作 

1.专业教学团队包括专业课教师、基础课教师以及学生辅导

员。专业团队的每一位教师都要熟悉人才培养改革整个过程。改

革过程中每一个环节的考核都是针对专业教学团队的每个成员随

机抽取考核； 

2.各二级学院（部、系）报送一个人才培养改革联系人，由

教务处组建微信联系群，以便于各单位能及时接受相关通知和相

互讨论学习。联系人的另一个工作职责是将本单位的人才培养改

革过程的工作计划、会议纪要、工作总结、相关影响材料等上传

至学校人才培养专题网站； 

3.各二级学院（部、系）要明确专业负责人和课程负责人，

在以后的专业技术职称评、聘中会充分考虑专业负责人和课程负

责人的工作内容和职责； 

4.本次人才培养改革第一阶段最为关键，各二级学院（部、

系）要通过培训使每位教师充分认识本次人才培养改革的重要性、

紧迫性并准确理解本次人才培养改革的相关术语（例如专业培养

目标、毕业目标、可考核指标点等）。 

（二）有关排课 

1.本学期启用新的教务系统，排课进程将分为两个阶段，第



一阶段由教务处负责排公共基础课部分，第二阶段由各二级学院

（系）排专业课部分。专业课程的排课，二级学院要自行协调尽

量做到集中排课和分段授课。 

2.为便于下学期人才培养方式改革专题会议的召开，各二级

学院（系）在排课时要避免将学院负责人、专业负责人、课程负

责人的课安排到周二下午。 

（三）有关成绩录入 

新教务系统是基于学分制设计开发，成绩录入打破原来行政

班级的概念而采用教学班，教师登录成绩会比较繁琐，各二级学

院（部、系）要将情况给每位教师予以说明。 

三、鹿林院长针对本次会议，总结如下： 

1. 两周前学校召开动员大会，拉开了全面推进应用型人才培

养方式改革的序幕。试点专业改革的成果已逐渐显现，专题网站

上的相关辅导材料、幕课视频的点击率都很高，加强了大家的交

流，推进了本次人才培养方式改革的进程。 

2.本次人才培养方式改革作为学校变革的重大行动在全校推

行，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将可能走在全国应用型人才培养方式改

革的前列，也很有可能衍生出对中国高等教育创新的思想、观点

和做法。当然，要想实现以上可能性，需要大家兢兢业业的共同

努力工作。 

3.本次人才方式改革要基于具体行动实施全员能力提升工

程。改革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依托二级学院进行人才培养体系

重构，通过改革建立机制或发现原来机制的不足之处；第二阶段



是各个职能部门围绕现的人才培养体系重新理顺运行机制。所以，

在改革的过程中要解放思想，不局限于过去如何管理、以前怎么

做，只要在改革的过程中发现认为对人才培养有利的，现行的运

行机制、体制不适宜的问题都可以提出。针对提出的问题，学校

都会不回避矛盾，不隐藏问题，认真分析、归纳并给出解决办法。  

3.建立人才培养方式改革的推进机制。 

其一，例会制。参加人员为各二级学院（部、系）行政负责

人、分管教学工作负责人、分管学生工作负责人。每次例会要有

详实的会议纪要，将改革的进程和问题清晰记录和反应。 

其二，集中排课、接力上课制度。综合学校资源、个人以及

课程的实际情况，某些课程（特别是专业课程）可以集中授课，

将讲课的时间跨度缩短，挤出的时间可以进行专业建设、课程建

设、实验室建设、学生工作、科研、科技服务等工作。各单位要

通过转变教师观念、增加灵活工作补贴等办法提高教师参与各项

工作的积极性。 

4.学校现在的一个不足之处就是投入的产出效益不明显、不

充分。各二级学院（部、系）要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做学习培训、

科研服务等工作，实现人的能力提升和资产的效益产出。 

5. 本次人才培养方式改革是学校全员能力提升工程的最重要

的依托。原来说起改革，就会有人提出很多困难、问题，现在要

转变思维方式，想改革的切入点在哪里，改革的办法在哪里，从

被动的对改革的抵触转化为主动的工作上的奋进，这种思维的转

变就在不断的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实现。依托人才培养



体系改革，集约提升能力，改进运行机制，是学校整体行为方式

（包括个人和组织行为方式）转变的举措。 

 

出席：鹿  林、陈松岩 

列席：各二级学院（部、系）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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