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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　　伴随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迅速发展，高等教育特别是本科教育日趋多样化，从而使本
科应用型人才培养问题显著地凸现出来，日渐成为当前高教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他山之石可攻玉，对海内外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辨识和把握本科应用型人
才培养的规律性，也有助于我们认清形势，找出差距，准确定位，办出特色。
　　正因为此，2007年初，在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王立人院长的倡议和支持下，浙江大学高教研究所和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携手对海内外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进行系统深入的比较研究。
在一年半不长不短的时间里，经过多次研讨和分头研究，今天终于有了结果。
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书就是这项研究的最终成果。
这本书虽说不上独一无二，也谈不上精雕细琢，但与同类著作相比或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其一，
国际性。
本书论及的国家和地区达到七个之多，其中既有发达国家又有发展中国家，既有东方国家又有西方国
家。
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在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上有经验、有特色、有亮点，特别是美国、德国
、英国、丹麦等国家在创新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上走在前列，堪称典范。
此外，参研人员中有的曾留学于研究对象国，有的曾在这些国家或地区进修或参访过，这些经历既为
研究提供了便利，也使研究本身具有国际性和可靠性。
　　其二，专业性。
本书作者大都是学有所长的专业人员，具有专业人员应有的专业精神，在研究中不入云亦云，不信口
开河，而是以事实为依据，尽量使用第一手资料，力求全面客观。
本书在各国高等学校分类的基础上，考察其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特点，进而精选个
案进行深度分析，力求做到点面结合，即既要达到&ldquo;就事论事&rdquo;的专深，又要超越&ldquo;
就事论事&rdquo;的宽广，期望对广大读者有所启发和帮助。
这是我们的目标，在研究中我们也确实这么去追求。
至于有没有如愿以偿，还有待于读者评判。
　　后记　　21世纪伊始，中国的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化的发展阶段。
中国大学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9。
8％跃升到2007年的23％。
从高等教育的精英化阶段进入大众化阶段，不仅仅是数量上的提升，而且还必然要求并导致高等教育
的多元化发展。
于是，有别于传统的象牙塔&ldquo;精英&rdquo;人才培养模式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成为政府官员、教育
专家与大学校长们讨论的热门话题。
　　长期以来，处在精英化阶段的中国本科层次以上的高等教育沿袭了以教师在课堂上向学生传授理
论知识为主的教育教学模式。
这既可归因于早期欧洲大学的影响，又折射着中国数千年来占主流地位的儒家教育&ldquo;重学轻
术&rdquo;的传统；另外，也与半个多世纪以来愈来愈刚化的&ldquo;高考指挥棒&rdquo;下的大学前应
试教育不无关系。
　　从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建设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而言，本科层次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培养
大批量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美国的自由教育文理学院（1ibet&lsquo;al arts colleges）这样的精英教育模
式高校，起码在现阶段的中国国情下，恐怕不会有多少发展空间。
但对于大批理应以培养本科层次应用型人才为己任的高等学校而言，以传统教育模式来培养应用型人
才，无异于缘木求鱼。
正如有些学者所言，在我国，应用型本科教育是一种尚在探索的新的高等教育类型。
破除在本科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种种误区，走出中国特色的本科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之路
，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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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视野中的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特点：其一，国际性。
《国际视野中的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论及的国家和地区达到七个之多，其中既有发达国家又有发展
中国家，既有东方国家又有西方国家。
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在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上有经验、有特色、有亮点，特别是美国、德国
、英国、丹麦等国家在创新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上走在前列，堪称典范。
此外，参研人员中有的曾留学于研究对象国，有的曾在这些国家或地区进修或参访过，这些经历既为
研究提供了便利，也使研究本身具有国际性和可靠性。
　　其二，专业性。
《国际视野中的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作者大都是学有所长的专业人员，具有专业人员应有的专业精
神，在研究中不入云亦云，不信口开河，而是以事实为依据，尽量使用第一手资料，力求全面客观。
《国际视野中的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在各国高等学校分类的基础上，考察其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
历史发展和现实特点，进而精选个案进行深度分析，力求做到点面结合，即既要达到&ldquo;就事论
事&rdquo;的专深，又要超越&ldquo;就事论事&rdquo;的宽广，期望对广大读者有所启发和帮助。
这是我们的目标，在研究中我们也确实这么去追求。
至于有没有如愿以偿，还有待于读者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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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发展动因　　发展应用型本科教育既是教育模式分化和转向的结果，
也是对教育政策的反思和选择的产物。
发展应用型本科教育固然是主观意志的体现，但它是以客观需要为基础的，顺应了&ldquo;教育一科技
一经济一社会&rdquo;互动一体化发展的趋势。
这就是说，发展应用型本科教育是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需要，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是促进人的个性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实现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客观需要。
　　1.发展应用型本科教育是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需要　　十多年前，卢嘉锡院士曾对当今科学
技术发展趋势有一个高度概括，他认为：在发展速度上和发展过程上具有加速发展和急剧变革的特点
；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而以高度综合为主的整体化趋势；科学技术转化生产力的速度越来越快。
现在看来，这三大趋势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更加显著。
它们对于高校人才培养提供了许多启示，即人才培养不能短视化，也不能过于狭窄；拓宽专业口径，
夯实知识基础，重视学科交叉，加强实践能力，是适应科学技术发展趋势的合理选择。
拓宽专业口径，夯实知识基础，是本科教育的一般要求；而重视学科交叉和知识复合，加强实践能力
和应用能力，则是应用型的内在要求。
因此，发展应用型本科教育符合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趋势。
　　2.发展应用型本科教育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知识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当今影响社会
发展的两大经济力量。
知识经济的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知识和智力的看法，经济增长日益取决于对知识和技术的创造
、传播和应用，从而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合法性提供有力的支持，进而推动高等教育从社会边缘趋向
社会中心。
市场经济的发展强调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地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配置势必转向有效的社会
需求；与此相关，市场经济的多样性即经济成分的多样性、利益主体的多样性、生产目的的多样性、
消费需求的多样性等，从根本上决定了高等教育的多样性。
本科应用型人才恰恰处于这两大经济力量的共振点而成为当今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最大需求。
何以见得？
这里，仅从中外就业市场的变化作一说明。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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