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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国际比较 

毕雪阳 

摘  要：应用型大学是我国社会经济和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的特定产物。本文在阐述应用型本科

教育内涵的基础上，从应用型本科的定位、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及课程设计的视角，进行了国际的比较和

分析，提出了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发展战略、变革培养模式的建议。 
关键词：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国际比较 

 

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在政府重点发展一流大学和

高等职业教育的“二元重点发展目标”指导下，研究型

大学和高职高专院校的发展与改革步伐较快，措施较多，

对处于中间地位的非重点普通本科院校产生了一定的冲

击。近几年，这些“中间型高校”提出了“应用性本科

教育”的概念和建设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口号，并进行了

很多有益的探索和实践，但成效似乎不大，应用性本科

教育究竟怎么搞，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也许我

们需要在理念和实践上有所突破，没有突破将很难有真

正的发展。我认为我们首先应对建设应用型本科院校的

必要性有一个更高的认识，并建立起这样一种信心：只

要我们抓住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从规模发展转向内涵发展

的极好机遇，从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育模式的改革

入手，进行一些有突破意义的尝试，就一定能闯出一条

新路。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突破性发展，必将会给我国整

个高等教育带来一个新的面貌。谁尽早抓住这个机遇，

谁就有早发展的机会。虽然我们会遇到很多困难、挫折

和失败，所做的可能不是一下子就能成功，但是很有必

要进行这方面的尝试。在认识方面，我认为要做到几个

“跳出”：一是要跳出本校的经验。应用型本科院校建设

首先要建立一种新的理念，如果只是停留在自己学校的

经验层面，可能还会继续在原地徘徊；二是要跳出应用

型本科教育的本体，从整个高等教育的体系来看应用型

本科院校的建设；三是要跳出整个教育的系统，从我国

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需求来看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建设；四

是要跳出中国本土，借鉴国外同类高等学校的经验。 

一 、应用性本科教育的内涵 

实际上应用性本科教育在国外很早就有，只不过没有

这么称呼。在发达国家，应用性本科教育与高等教育大众

化的发展密切相关。有专家认为，如果不是单从规模发展

的角度，而是从规模和文化两个不同视角来看高等教育大

众化的发展，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一般经历了 4
个发展阶段，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正是随着不同阶段的不

同需要逐步发展起来的。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过程中，

课程内容的转移对人才培养的类型起着关键的作用。首先

是自然科学课程进入大学，接着是工程技术课程进入大

学，然后是职业性课程进入大学。课程的变化是高等教育

大众化发展的实质性变化。相对而言，自然科学课程进入

大学比较容易。虽然它破除了神学主宰高等教育的格局，

但是它毕竟以智力智能为主，而工程技术课程进入大学则

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因为这个时候开始讲究实用，因此

遭到传统的自由教育的强烈反抗。 
众所周知，美国推崇实用主义哲学。实用主义哲学

在美国诞生之前，美国人对欧洲的哲学并不十分热情，

但是在美国本土产生与发展的实用主义哲学目前却对欧

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实用主义哲学对教育的影响主要

体现在实用主义的大学思想。生活知识进入大学就是这

种大学思想的重要表现。这很值得我们思考。这种思想

认为，生活知识具有被用来获取世俗幸福的实用价值。

生活知识直接取自生活，虽然没有严格的学科逻辑与系

统，但它与学生今后的职业直接相关。这就是为什么职

业课程逐步进入大学课堂的原因。而现在在我们的本科

教育中，好像对职业教育不屑一顾。实际上高等教育的

各个层次都离不开职业教育，这是国外高等教育发展中

很值得我国借鉴的地方。到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到指向

标识或标识化阶段时，高等教育以职业为导向这个概念

开始产生，实用性成为改革的宗旨，高等教育开始向职

业性和大众性这个方向发展。高等教育发展到这个阶段，

它的内涵在逐步改变，而学校，比如英国和一些英联邦

国家，则把职业证书教育纳入大学本科的教育内容之中。

毕雪阳，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金融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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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的这个趋势我们不可忽视。 
综上所述，应用性是与大众化同行的一个相对概念，

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在课程内容上，先后体现为科学

与神学的相对应用性，工程与科学的相对应用性，职业与

工程的相对应用性。目前大家都在说培养应用型人才，重

点大学也在提，但不同类型的学校应培养不同的应用型人

才。“中间型高校”的应用性本科教育培养的应用型人才

和重点大学培养的应用型人才不一样。应用性本科教育的

应用性主要集中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学术、技术、职业三

者的结合；二是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和职业技能的提高。 

二、应用型本科学校的定位 

美国高等学校以卡内基基金会的标准分类，主要根据

授予的学位来区分。德国的高等学校分类很值得我们研

究，很清楚也很简捷：一是大学，学术性；二是艺术和音

乐学院；三是高等专业学院。让我们仔细看看里面的具体

区分。普通中学九年级加上双元制的职业教育，这是一条

线。第二条线是实科中学五至十年级加上高级全日制职业

教育再加上高等专业学院，高等专业学院从某种程度上跟

我们现在要建设的应用型本科院校有很大的类似性。另外

就是文理中学五至十一年级加上十一至十三年级，然后进

大学，或进高等专业学院。从学生来源和文凭学位来看，

大学，也就是学术性研究型大学，学生主要来源于文理中

学，毕业后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高等专业学院相当于

我们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来源于实科中学、文理中学，

同样有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而且德国人自认为这类学校

颁发的学位证书绝对不低于美国的学士学位。德国的体系

很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 
我国有一个不成规定的高等学校分类标准：研究型、

教学研究型、教学型、高职院校。在研究型和高职中间

的部分可能就是我们要建设的应用型本科院校。现在教

育部提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要逐步以两年制为主，学历

教育与培训相结合。由此看来，应用型本科院校在整个

高等教育的结构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目前产生的一个很大

的问题是“立交桥”问题，从高职院校升到本科的学生，

一到本科，由于本科全部是学科型的，就会造成他们把

原来高职学的东西全部丢光，因此有人说是“一升本就

忘本”，这也许是我国为何始终不大张旗鼓地提倡学生

“专升本”的原因。在现阶段，要做到“升本不忘本”，

应该在应用性本科教育中加大职业教育的内涵，也就是

说，在本科教育中将职业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定位的关键是课程。上面提到的英国的职业证书教育

纳入本科教育中很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据统计，到 1992

年底，英国的职业证书已经覆盖了 80％的职业能力。这

种职业证书体系是完全和高等教育结合在一起的。该体系

分为 5 级，NVQ1 基本技能资格证书对应一线工人；NVQ2
中等技能资格证书对应基本工艺；NVQ3 高级技能资格证

书对应技术员；NVQ4 是高级技术员或管理员资格证书；

NVQ5 是高级专业资格证书。整个高等教育包括研究生教

育都把这些证书结合在里面，学生可以选择不同的学术教

育，同时又选择职业资格证书教育。学生如果选课得当，

到毕业时可以拿到直接去岗位上就职的职业资格证书。加

拿大也有这样一种体系。这些在我国都还没有做到。 
英国政府为什么要建立这样一种体系，为什么要把

这种体系与高等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这是因为他们认为

政府要为社会提供更高水平的技能基础，以技能投资促

进经济增长。这点在我国目前也是一个急迫的问题：第

一线的高技能人才奇缺。英国把技能投资作为经济增长

的一个重点。他们认为学校除了发展学院式的教育以外，

开展职业教育同样十分重要，在现代经济中两种教育都

有价值。培养学生的企业家气质以及掌握与之相关的知

识和能力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教育政策和就业政策

持续一致至关重要，它使高等教育能欣然面对雇主们现

在和将来对劳动技能的要求。于是，英国采取措施，在

1995 年将教育部与人事部合并，2001 年英国国家教育与

职业资格管理整合，成立了教育技能部，所以现在英国

的教育部叫教育技能部。 
这两年我国高职教育发展很快，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原因是 7 个部委的合作，这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过

程中相当有意义，甚至具有里程碑意义。建设应用型本

科院校，课程必须要有重大的突破，学术课程与职业证

书课程的融合设置，可能是突破的有效途径。做到这点

有一定的难度，以至需要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劳动与

就业主管部门、人事部门的联合支持。 

三、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模式 

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是多样化的，这里重点介绍一

种学习与工作相结合的教育模式：以前称为“半工半读”。

半工半读在国外有近 100 年的历史，他们把它叫做“合作

教育”(cooperative educa．tion)，最早是 1903 年英国开创

的“三明治”模式，1906 年美国人将这种模式本土化，

并称其为合作教育。20 世纪 80 年代国际上成立了一个世

界合作教育协会 (World Association for Cooperative 
Education)，简称 WACE。前些年 WACE 提出将合作教育

改成“与工作相结合的学习”(Work Integrated Learning)，
简称 WIL。这是近年来世界合作教育发展的一个新的动

向，很值得我们了解。为什么把 Cooperative Education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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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Work Integrated Learning? 因为合作教育这个概念较模

糊，而它的基本特征就是将学习与工作结合在一起，因此

“与工作相结合的学习”一听就很清楚。美国 3 000 多所

高校中有 1／3 实施这种模式，实施规模最大的是波士顿

的东北大学，那里是世界合作教育协会秘书处所在地。加

拿大几乎所有的高校都实施这种模式，实施面最大的是滑

铁卢大学，也是目前世界上合作教育规模最大的学校，有

1 万名左右的学生参加合作教育。滑铁卢大学 1957 年建

立，在加拿大算不上老大学，但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连续在加拿大大学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被公认为是加拿大

最具有发展潜力的高校之一，原因之一便是得益于该校的

合作教育。合作教育使该校的学生深受社会欢迎，因为他

们在毕业时已经有大约 1 年左右的工作经验，走上工作岗

位能很快胜任工作。 
世界合作教育协会给合作教育下的定义是：将课堂上

的学习与真实的工作结合起来。学生为真实的雇主效力，

而且通常能获取报酬，然后将工作中遇到的挑战和增长的

见识带回课堂，帮助他们对所学知识的分析和思考。显然，

这和我国高校的实习是两码事，和我们的模拟训练以及高

职院校的实训也不一样。学生回到课堂，对教师是个挑战，

因为学生有了第一线的工作经历，他提的问题教师可能回

答不出来，发达国家的合作教育多半采用市场运作方式，

主要特点是 1 年 3 学期，工学交替，也就是三明治，有厚

有薄。厚的三明治学习 2 年，工作 1 年，然后再学习 1

年，由于是学分制，学生学习的时间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

选择。薄三明治每 1 年 3 学期，分成理论学期（academic 
term）和工作学期（work term），交替进行。学生的工作

自己找，学校为学生寻找工作提供方便，并进行一定的审

核。很多学校设立类似“合作教育与职业咨询部”这样的

机构。机构中大部分人员是从企业招聘来的工程师。他们

大多担任联络员，为学生牵线搭桥，邀请雇主到校内召开

供需见面会，把劳动力市场引入学校。 
上海有一个职业见习计划，政府将没有找到工作的

毕业生安排到一些企业进行职业见习，时间一年，工资

每月几百元。学生的关系还在学校，不是正式职工。工

资由政府支付，不是企业给。这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上海此举很出名。如果与工作相结合的学习这个模式做

好了，学生也许用不着再去麻烦政府。如表 1 所示，是一

个流程图，分成工作学期前、工作学期中、工作学期后，

每部分 4 个月或 l6 周，加起来 l2 个月。在工作学期前，

学校要做很多事情：把雇主请到学校，学生面试、相互选

择等等。工作学期当中，学校的联络员去看望、关心、指

导这些学生。这些联络员是从工厂、公司来的，对工厂公

司都很熟悉，实际上就是双师型教师。工作学期后，学生

都要写一个业务报告。很多学生都能参加企业某个项目，

因此很多业务报告是有关在这个项目里所完成的工作。 
再来看日本。日本是官产学结合模式，他们成立了

文部省、劳务省、通产省三个政府部门合作的联合委员 

表 1  16 周工作学期安排 

周  数 工作学期前 工作学期中 工作学期后 

1、2、3 

4、5 

6、7、8 

9 

10 

11、12、13 

14、15、16 

邀请雇主来校参加供需见面会 

公布工作岗位，学生递交申请 

落实面试时间 

面试 

公布面试结果 

与雇主联系，落实工作岗位 

看望学生，了解学

生工作情况，对学

生进行指导，帮助

他们解决困难 

 

与学生面谈，了解他 

们的工作感受，为学 

生的“工作报告”评 

分，根据雇主评分和 

“工作报告”成绩进 

行综合评定 

 
会，对合作教育进行指导。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如

同我们去年针对高职发展进行的七部委例会。但日本的

力度比我们大，它是成立了一个委员会。 
从以上的例子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

这种学习与工作相结合的模式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有效

途径。它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就业能力，有利

于加强学校与社会的联系，有利于推动学校课程设置和

内部管理体制等方面的突破性改革。 
当然，在中国实行这个模式不能照搬国外的做法，要

多样化，而且要官产学合作。中国的教育发展离不开政府

的支持，因此应该是“官产学合作教育”。政府的支持主

要是建立相关政策，如企业支持教育的退税政策等。 

四、应用型本科发展模式及课程的设计 

从应用性本科教育的定位来看，它应该成为我国高

等教育结构体系的主体。应用的重心将随着科技的发展

逐步下移，有可能在第一线动手的人中很多是应用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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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院校的毕业生，目前上海已经有这个苗头。应用型本

科院校与重点大学应用型本科人才的培养应该有不同的

定位。北大、清华、复旦、交大他们有可能重在应用性

科研，而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应用性则是重在培养有高深

知识和职业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从应用性本科教育的内涵上看，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

能力，尤其是职业适应能力，是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

的关键。其中，交际适应力、生活适应力、竞争适应力、

职业道德适应力等非智力适应能力的提高，可能比智力能

力的提高更重要，因为这些是我们现阶段很不足的方面。

传统本科教育经验与高职教育经验的结合，可能会给应用

型本科院校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质量带来新的提升。这两

年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实实在在对本科教育是一个冲击，

也是一种激励。高职教育很多好的经验我们应该借鉴，更

何况国外本科教育本身就包括很大一部分职业教育内涵。

国际意义的高等职业教育渗透在高等教育的各个层次。我

国在本科教育中增加职业教育的内涵，正是朝这个方向发

展。这是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也是高等教育发展

的必然。而我国本土意义的高等职业教育今后可能逐步成

为短期教育和多层次与国际化的职业培训。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核心是课程、学术课程和职业

证书课程相结合，可能会使我们高等教育应用型人才

的培养形成一个突破。政府各有关部门的联合指导，

尤其是教育部门与劳动部门的联合指导十分重要。只

有政府联合了，才能使职业证书制度成为一种教育内

容，进入学校教育的轨道。因此政府的联合是形成这

一突破的前提条件。有人建议在 100 所普通高校中进

行应用型本科试点，这很值得尝试，但必须有政府的

大力支持，而且是有实质性意义的政策支持，如上面

提到的企业退税、职业证书进入教学计划等，否则可

能还是没有突破，进展不大。学习与工作相结合的模

式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有效方法，但它只具有外在质

量效应，光有这个模式或形式还不够，还要与课程改

革结合在一起，这样才具有整体质量效应。因此政策

支持和模式的探索必须紧密结合。 
目前正是高等教育正在从规模向内涵发展的转折阶

段，确立以职业为导向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理念，以学术、

技术、职业三结合的课程改革为切人口，以官产学合作

教育模式的探索为载体，寻求应用性本科教育新的突破，

培养社会和时代所需的实践型和创新型人才。 

参考文献： 
[1] 潘懋元 . 高等学校分类与定位问题 [J]. 复旦教育论坛， 

2003（3）. 

[2] 陶岩平. 发达国家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实践[J]. 世界教育

信息，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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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机械类课程报告论坛在西南交通大学隆重召开 

以“质量工程实施进程中的机械类课程改革与建设”

为主题的第三届机械类课程报告论坛2008年5月在西南交

通大学隆重召开，来自全国260余所学校的550多位代表

参加本届论坛。 

在主会场上，论坛组委会主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

培根院士作了“关于创新人才培养的思考”的报告；东北

大学闻邦椿院士作了题为“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设计理论

与方法的探讨”的报告；浙江大学谭建荣院士作了“加强

课程建设，提高综合质量——对质量工程的思考与实践”

的报告；华中科技大学吴昌林教授作了题为“论机械类专

业人才培养中‘工程性’和‘创新型’ 的缺失及成因”的 

 

 

 

报告。清华大学傅水根教授、西南交通大学吴鹿鸣教授分

别从科研服务于本科教学和教学团队建设发表了自己的看

法；上海交通大学陈关龙教授介绍了中国机械工程教育专

业认证的有关情况。 

本届论坛还安排了机械学科实践教学课程建设，机械

学科的教学团队与课程建设，制图、机械基础课程建设，

专业、金工课程建设4个专题分会场。东南大学许映秋教

授、浙江大学顾大强教授、清华大学刘莹教授、重庆大学

丁一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陈明教授、北京理工大学张春

林教授、山东大学孙康宁教授等分别作了精彩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