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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天龙编著的《行业特色高校工程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系统阐述了行业特色高校工程应用型人才培
养模式的有关理论和实践。
主要内容包括：
工程应用型人才的范畴和基本理论，工程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顶层设计，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
实践教学体系改革，高校和社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校企协同教育机制，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
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工程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实施保障的质量监控体系等。

《行业特色高校工程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适合工科高等院校及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教师、研究人员
、管理干部阅读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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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历史沿革
    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定位及人才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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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重构人才培养体制，其根本是评价体系，核心是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
对学校、教师和学生的评价体系是指挥棒、是风向标，它可以引导学校、教师和学生的价值取向、发
展目标和投入方向。
人才培养最大的特点就是复杂性和滞后性：复杂性体现在高校培养的对象是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对
人的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滞后性体现在高校的教育成果显示度很低，学校和教师精心培养出来的
学生，往往需要经过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才能显出其才能和能力，为社会所认可。
因此要遵循高等教育的规律，合理确定学校、教师和学生的评价体系，克服现今社会普遍存在的急功
近利现象，建立科学、多样的评价标准，强化人才选拔使用中对实践能力的考查，克服用人中单纯追
求学历的倾向，最大限度地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形成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合力。
　　2.优化人才培养方案　　人才培养方案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基础性工作，应遵循系统优化稳中
求新的基本原则，坚持改革不断，小步走，尽早修订，不断优化。
在优化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六点。
　　第一，学科、学术优先原则。
坚持学科和学术的独立性，尊重专家和一线教师的意见，保证人才培养方案的科学性和系统性。
　　第二，关注人才培养方案的可实施性。
根据学校的办学条件、实验实践教学环境、教师队伍等实际情况，合理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克服盲目
效仿和照搬的倾向，保证人才培养方案的顺利实施。
　　第三，要遵循国家有关规定。
创造性地执行国家有关高校课程设置的规定，参照国家相关行业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关于专业标准的
要求，同时突出本校的办学特色。
　　第四，强化实践环节。
工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需要十分注意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因此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要增加实践
环节的学时数，同时要通盘考虑工程实践能力培养的系统性，注重实效性。
　　第五，加强调查研究。
开展形式多样的专业调研活动，更多地借鉴国外、国内兄弟院校同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经验，使人
才培养方案的制定更具时代性和前沿性。
　　第六，社会、企业的深度参与。
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注意听取行业专家的意见，邀请他们参与到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中来，使课
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更适合社会和企业的需要，符合技术发展的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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