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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成长,关键在于学校为学生提供一个能激发学生潜能和兴趣的教学和管理环境,

使学生的潜能和智慧得到全面的发展。为实现这一目标, 安徽工业大学进入新世纪以来,坚持以教学管理改革

为突破口,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管理新观念,实行学分制、选课制和弹性学制,建立和实施与之相配套的学籍

管理制度、主辅修制、双学位制等;实现教学管理信息化;建立反应灵敏、高效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管改、教改、

学改有机结合,实施创新教育和素质教育,开发大学生创造力,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关键词: 教学管理; 学分制改革; 创新教育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8381( 2009) 05- 0006- 06

收稿日期: 2009 - 05- 06
基金项目: 安徽省 2007年高等学校省级重点教学研究项目 ( 2007 jyxm048)

作者简介: 李家新 ( 1957 ) ,男,安徽六安人,副校长,教授,工学博士,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于永华 ( 1959 ) ,女,山东蓬莱人,副研究员,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20世纪末,中国高等教育发生巨变。就业制

度从计划分配、组织安排变为双向选择、自主择

业; 教育经费承担体制从公费到交学费;高校的管

理体制从教育部和工业部委主管变为教育部省教

育厅主管; 1999年以来高校实行了大幅扩招。除

此之外,一些高校还进行了 划转 (隶属关系 )和

合并 。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科技迅猛

发展,高等教育面临扩招后各种教育资源不足,教

育观念、管理制度等都存在与高校发展不相适应

的问题,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受到严重制约和挑

战。由于学生家长负担一定的高等教育成本,因

此, 社会各方对高等教育质量的期望值越来越高。

时代和社会呼唤高素质创新型人才。高素质创新

型人才的成长,关键在于学校为学生提供一个能

激发学生潜能和兴趣的教学环境, 使学生成为学

习和自我发展的主体, 获得自主选择的权利和学

习思考的乐趣,使学生的潜能和智慧得到全面的

发展。安徽工业大学抢抓历史机遇, 主动适应形

势的变化,把一切挑战作为学校教学改革的动力。

首先以教学管理改革为突破口, 树立以学生为本

的教学管理新观念,实行学分制、选课制和弹性学

制, 建立和实施与之相配套的学籍管理制度、主辅

修制、双学位制等; 实现教学管理信息化; 建立反

应灵敏高效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管改、教改、学

改有机结合,实施创新教育和素质教育,开发大学

生创造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一、以人为本,探索并建立

教学管理新机制

(一 )建立并实施学分制、弹性学制

由学年制转变为学分制本身, 就是教育管理

观念转变的开端。学分制以因材施教的原则为基

础, 以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为动力,它能将学习的

自主权还给学生,使人的个性充分发展,人的知识

爱好和特殊才能都能受到尊重, 强调 教育的核

心就是对人进行完整的人的教育
[ 1]
。能够克服

在人才培养目标上, 强调千篇一律, 培养模式上,

强调教学计划一体化,教学过程同步化,教学方法

上捆着灌, 束缚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

性的弊端,从而能够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实

现 智能上适者生存
[ 1]
。

安徽工业大学从 2001级学生中开始全面试

行以选课制和弹性学制为基础的学分制教学管理

模式,并制定了相应的管理制度。在实施的过程

中, 不断总结、完善, 2004年在全校本科各个年级

全面实现了教学管理从学年学分制向学分制的转

换, 全面建立了具有工科特色、适应学校人才培养

目标的学分制教学管理制度。

1.实施与学分制相配套的学籍管理制度。制

定了新的 学籍管理制度 和 学士学位授予办

法 。建立统一的学籍考核标准, 以学分考核学

生的学业完成情况,取消按考试不及格、补考课程



门数作为处理退学和是否授予学位的依据。对课

程考试 (考核 )实行滚动考试 (考核 )制。学生所

修课程成绩不合格的, 允许参加下一轮相同课程

的考试 (考核 ) , 如仍不合格, 可继续再修。在修

业年限上,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学习能力、经济能力

以及实际情况自主选择学习年限, 自行安排学习

进程。在 3 6年内,学生修满教学计划规定的学

分总量、必修学分、选修学分和课外实践环节的学

分,准予毕业, 平均学分成绩 70的,授予学士学

位; 提前完成规定学分并达到平均学分成绩要求

的学生,准予提前毕业, 授予学士学位。修业年限

最短不得少于 3年,最长不得超过 6年。

2.实施主辅修制和双学位制。为培养复合型

人才,学校制定了 双学位管理试行办法 、辅修

制管理办法 等相应的管理制度。对学有余力的

学生,允许打破学科、专业、年级界限辅修其他专

业课程;或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从事第二专业的

学习,修满第二专业规定学分的可授予双学位;允

许学习成绩优秀的和某些学习有特殊困难的学生

在一定范围内选择专业。在实施主辅修制、第二

专业等制度的过程中, 打通主、辅修界限, 即学生

学习辅修专业或第二专业如果未能达到要求,则

已修合格的课程可作为主修专业的选修课学分;

打通第二专业和辅修专业的界限, 即选修第二专

业的学生,如果未能达到第二专业的要求,而达到

辅修专业的要求,则可发放辅修专业证书。

3.实行素质拓展学分和科技创新学分。学校

制定了 大学生素质拓展学分实施办法 、大学

生科技活动管理办法 , 把学生素质拓展学分、科

技创新学分列入人才培养计划。

(二 )实行与学分制相配套的选课制

学分制的核心是选课制。为保证学分制的实

施, 学校自 2001年起在安徽高校率先实行选课

制, 并逐步在各个年级推行。选课制的实行,打破

了传统的按自然班教学的模式, 确立了按选课结

果组成教学班进行教学的新机制, 增强了学生学

习的主体地位,促进了教学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效

益的充分发挥。我校的选课制具有以下鲜明的

特点。

1.选课管理的规范性。制订并不断完善 选

课管理细则 (试行 ) 、公共选修课开设、选课及

考核的规定 等规章制度。选课工作平稳、有序。

2.选课要求的明确性。在校园网上公布各专

业的培养计划 (教学计划 )、课程简介及相应学

分、学分总量、必修学分、选修学分、课外实践环节

学分等,并通过各院、系的专业介绍和教师指导,

使学生充分了解培养目标和培养计划, 以便安排

自己的学习任务。

3.选课范围的广泛性。在公共基础课程、学

科大类基础课程、专业特色和方向课程、人文素质

基础教育课程四类课程中全面实行选课制。其

中, 前两类课程均设置不同系列、不同学时 (层

次 )课程, 后两类课程均设置若干课程模块、规定

相应学分,供学生选择。同时, 部分选修学分,允

许学生通过跨年级、跨学科专业选修课程获得。

4.学生选课的自主性。学生可自主选择所修

课程、课程层次和主讲教师。按照培养计划,将每

学期所要开设的课程、主讲教师 (含基本情况 )、

开课时间、地点等在校园网上向学生公布。目前,

公共基础课、学科基础课、人文素质基础教育课已

全部由学生自主选择所修课程、课程层次和主讲

教师。学生可自主选择学习专业方向课程模块,

可根据自己的特点、特长和志趣, 在本专业教学计

划设置的若干专业方向课程模块中自主选择学习

某一模块,可自主选择部分选修课程。

(三 )创新管理手段,实现教学管理信息化

学校通过广泛调研,结合学校实际,进行自主

开发软件,利用校园网平台, 实现了教学管理的网

络化和信息化。已经建成选课系统、成绩登录与

查询系统、教学计划实施系统 (排课系统、教学任

务安排系统 )、教材计划安排预订系统、全校网上

教学质量和教学状态监控与评估系统, 建立了各

类教学信息查询系统。对网络系统实行多级密码

安全管理; 数据共享、查询检索排序方便; 多种方

式备份,数据安全可靠。网络化、信息化管理平台

的建立,为实行学分制提供了技术支撑。教学管

理网络化的运行, 实现了教学管理从群体向个性

的转变,保障了学分制的顺利实施。同时教学管

理网络化和信息化系统的建立, 推动了全校教学

管理手段的现代化建设。学校的校园网网络资

源、教学信息资源等都得到了充分利用。在学生

注册、学费收缴、学生宿舍管理、图书馆管理以及

各学院的日常教学和管理等方面都实现了网络

化、信息化管理平台上的资源全校共享。管理信

息化水平的提高,不仅使管理更加规范,而且使管

理效率得到明显提高。 8年来, 在学生数大幅度

增加的情况下,日常教学管理和其他管理工作的

运行不仅有序, 而且高效。教育部办公厅在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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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领导参考 2004年第 9期介绍我校学分制教学

管理制度时提到, 安徽工业大学 教学管理的网

络化信息化 对建立现代大学的管理体系起到

了促进作用。

(四 )保证教学质量,建立教学质量监控模式

1.完善学生评教制度。通过收集学生信息员

评教信息、进行学生问卷调查和召开学生座谈会

等形式,对教师的教学情况进行评估。基于校园

网, 建立了学生网上评教、教师网上评学、领导网

上评教、教师学生网上评管的质量监控平台。特

别是在实现教学管理信息化运作的基础上, 于

2002年建立了基于网络环境的教学质量和教学

状态实时监控与评估系统。学生从教学内容、能

力培养到听课收获等 10个方面通过评教网页对

授课教师进行测评。 网上评教 信息几乎涉及

所有任课教师和所有课程。每学期的学生网上评

教分析报告对教学质量的总体情况都有详细的统

计描述 (直方图、分布折线图、均值分折线等 ) ,高

效而直观, 使教学信息渠道畅通,处理信息及时,

既实现了对教学质量的定性与定量的考评, 又加

强了对全校教学运行状态的监控, 使教学质量得

到有效监控。

2.设立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中心 (独立处级

部门 )。中心主要由教学经验丰富的老教授和管

理专家组成,专职研究教学质量控制与评价问题,

参与起草教学质量管理办法,对教学质量进行抽

查和评价,并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整改建设

意见和建议。

3.制定了各主要教学环节的质量标准。如:

课堂教学质量考评体系 、实验课教学质量考

评体系 、毕业设计 (论文 )质量考评体系 等。

同时,制定了 教学质量监控机制及程序 。这既

为保证和提高各主要教学环节的教学质量提出了

目标要求和努力方向, 也使教学质量考核和监控

有据可依,有章可循。

4.实行教学质量量化考评。制定 教学质量

量化考评办法 (试行 ) , 并从 2002年开始, 在课

堂教学、实验教学、毕业设计 (论文 )这三个主要

教学环节,对教学质量依据上述质量标准进行量

化考评,结合学生、同行专家、领导对教师教学质

量的测评意见, 综合评定教师的教学效果等级。

质量考核等级与教师职称评聘和校内分配挂钩。

考评一方面有助于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的成长,

有助于引导广大教师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教学工作

上来,在校内营造了以提高教学质量、提高教学水

平为荣的良好氛围。

5.建立了教与学双向择优匹配制度。对没有

学生选课的教师暂停开课;对选课人数不足 20人

的教师亦暂停开课, 将所选课的学生调剂到同课

程其他主讲教师开课的教学班上课。从而, 使教

学效果好、受到学生欢迎的教师能有课上,能多上

课, 有利于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把竞争机制引

入课堂教学,有效调动了教师精心教学的积极性,

增强了教师教书育人的责任感。

(五 )推进学习改革,引导学生学会自主学习

学习是人类生存发展必备的基本能力。学校

成立大学生学习指导中心, 加强学习指导。改革

学习是学分制顺利实施的客观需要, 也是发展学

生个性、进行因材施教的内在需求。学校以承担

教育部教改项目子课题 大学生学习改革理论研

究与系统构建 为契机, 加强学生学习改革的研

究与实践。开设系列学习指导课程, 分析学生的

特点,研究学生的学习规律, 引导学生树立科学的

学习观,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2003年教育部

第三届 大学生学习改革与创新 研讨会在我校

召开,对我校的大学生学习改革和学习指导工作

给予了肯定。

二、素质教育与创新教育结合,

开发大学生创造力

创新在高校教学中的意义和重要性是不言

而喻的,创新教育是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

力的高素质人才的教育理念及其教育实践的总

和
[ 2]
。它是以获取知识为基础, 以开发智能为手

段, 以发展创新能力为核心, 以提高综合素质为目

标的高校人才培养 范型
[ 3]
。学分制的实施以

及教学管理制度的创新, 提供了一个能激发学生

潜能和兴趣的教学环境和实施创新教育的平台。

学校围绕人才培养目标和定位, 认真总结已有经

验和改革成果,以开发大学生的创造力为着力点,

把掌握专业知识、强化实践能力、培育人文精神、

训练创造性思维的教育观念渗透在人才培养全过

程中,突出 实 、新 的办学特色,构建符合高等

教育理论基本规律的、与地区经济社会和行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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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相适应的人才培养模式,扎实推进高等学校教

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

(一 )人才培养方案的总体设计与改革

学校借鉴海内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思想,在

设计和优化人才培养方案上,坚持掌握专业知识、

强化实践能力、培养人文精神、突出创造性思维训

练的有机统一;在教学体系设置上,纵向按专业类

课程、创新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三个部分设

置; 横向按理论教学体系、课内实践教学体系和课

外实践教学体系 (如 创新教育实践 2学分和

素质拓展学分 16学分 )三个部分设置。

着眼人才的全面发展, 围绕创新型人才的思

维结构、能力结构、方法结构和知识结构的内涵,

提出以强化专业技能为主干、加强实践能力为重

点、培养创新意识为基础、训练创造性思维为主

线、增强创新能力为关键、培育人文精神为核心的

思路,减少专业教育课内总学时,将创新教育和人

文素质教育类课程置入人才培养方案之中。创新

教育类必修课程为 10学分和人文素质教育类必

修课程为 6学分共 16学分, 在 创新能力试点

班 试点教学。

(二 )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实践途径

1.以创造学系列课程为载体, 训练大学生创

造性思维。自 2001年开始, 在全校开设 创造学

与创新能力开发 选修课程, 创建 网上在线学习

系统 , 强化创造性思维训练。 8年来, 选修该课

程的同学超过 7 300人。 创造学与创新能力开

发 课程于 2007年被评为安徽省高校精品课程。

在创新教育试点学院和全校的层面,选拔优

秀学生,开办 创新能力试点班 。 试点班 同学

在 6学期内完成创新教育类 10学分必修课程和

人文素质教育类 6学分必修课程。8年来, 学校

坚持施行 每日一设想, 每日一观察, 每周一交

流, 每学期一创意, 每人一项专利 五个一活动。

学校还设立了专利奖励制度。

2.以课外科技活动为重要渠道, 开发大学生

创造潜能。第二课堂科技文化活动、科研工作经

历、社会实践等创新活动与第一课堂相辅相成,衍

生升华、知行统一,共同构成高校育人系统。每年

暑期举办一次 发明与专利 集训班,开展创造性

思维训练、发明案例分析、专利文件撰写以及讲座

研讨、知识产权社会调查等活动。每年 4月份举

行一届 每日一设想 创造性活动; 每年举行一届

创新的价值 、绿色驿站 等比赛, 8年来, 试点

班学生亲手制作的创意作品达 2 000多件。

3.以人文素质教育为核心, 培养大学生创新

品格。开展以第一课堂教学与第二课堂活动相结

合, 以校外社会实践活动和校内集中学习相呼应

的人文素质教育新模式。第一课堂教学以开设 60

门左右的文化素质教育系列选修课程为主要载

体; 第二课堂实施 读百部名著、观百部名片、唱

百首名歌 的 三百 活动; 为每位同学建立了人

文素质教育档案, 建立了严格的考核制度, 将 三

百 活动纳入到教学计划中。

4.以专业课堂教学改革为主阵地, 工程科技

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并重。在专业教育人才培养

方案中体现 四减少四增加 原则, 增设创造学与

创新能力开发、大学语文等必修课。专业课程中

蕴涵着丰富的创新精神和人文精神, 研究课程中

某成果的发明过程以及创造者的创新精神、创造

思维的特点、规律和方法以开发学生的创造力;使

学生在学好专业课的同时,提高自身的创新品格

和文化素质。课堂教学中采用 导入、自学、笔录、

讲授、讨论、习练 的课堂创新教学六步法, 启发

教学与自学思考相结合,促进个性化人才的培养。

结合课程每年度开展研究性学习活动,结合

实践教学开展每年一度的 创新教育讲习会 、

创新案例交流会 和 角色扮演交流会 。

5. 以工程实践与创新教育中心为依托, 注重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学校成立工程实践

与创新教育中心。下设工程实践部、创新教育部

和学科竞赛部,集教学、研究和实践动手训练为一

体, 为大学生在第二课堂开展课外学术科技活动

提供支撑。

四、创新教育的改革成效

以学分制、弹性学制为主要特征的教学管理

制度改革,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促进了教学计

划的优化和教学改革的深化,增强了学生的主体

意识,促进了学生个性发展和综合素质提高,有效

地提供了学生自我安排学习的环境, 尊重学习者

的自主选择,包括学习时间、学习方法和学习内容

等等,尊重他们的个性化需求,尊重他们的自主学

习, 有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 有利于不同学科、专

业的相互影响和渗透,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促

进了教师角色的转变,增强了学生的竞争意识,调

动了教与学两方面的积极性
[ 4]

, 创造了有利于培

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创造品格的环境, 开阔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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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野,也基本解决了扩招后学生人数增加,学习

基础差距加大与教学管理一刀切、培养层次单一

的矛盾,体现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性。 2002年

以来,注册学习双学位课程的同学有 1 149人,

2006年以来双学位毕业生 201人。2007年以来,

提前毕业生 5人。安徽工业大学 坚持以学生为

本, 改革教学管理制度,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的改

革成果,获 2005年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通过开发大学生创造力的研究与实践,学校

探索出了以 三步法 为主的大学生创造力开发

模式,即 启发创新意识, 强化创造能力, 体验创

新过程。通过创造学等系列课程的开设, 启发培

养学生的创新意识;采用 五个一 的训练模式以

及开展 三百活动 来强化学生的创造力; 要求每

个学生通过申请一项专利或参加竞赛来体验创新

过程。实践证明, 我校实施的这套创造力开发方

法, 操作性强, 效果好, 极大地促进了学生创造意

识、创造性思维、创造精神的明显增强和创造力的

显著提高。 光明日报 、科学日报 对此都分别

作了报道。教育部原副部长周远清教授, 北师大

校长钟秉林教授,中科院严陆光、杨叔子院士和中

国创造学会袁张度会长来我校视察时, 对学校长

期坚持扎扎实实地开展创新教育和人文素质教

育, 不断开发大学生创造力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

肯定。

2001年以来, 我校大学生申请专利达 430

项, 授权专利达 231项; 大学生创意设想达 40余

万条;在被誉为中国大学生科技 奥林匹克 的有

近 300所高校、万名大学生参赛的 挑战杯 全国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第八、九、十届比赛

中, 分别列第 16、15、16位次;并成为第九届、第十

届和第十一届 挑战杯 全国大学生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发起单位之一。在全国 挑战杯 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先后获一等奖 12项、二

等奖 4项、三等奖 7项, 学校获第八届、第九届和

第十届 挑战杯 优秀组织奖。在全国 挑战杯

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中获三等奖 1项。在共青团

中央、科技部等共同举办的 第三届中国青年创

业能力大赛 中获全国最高奖项 最具创业

潜能青年奖 。在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先

后 68人次获一等奖 1项。在全国第三届大学生

视觉设计大赛中获未来设计师金奖 1项。在全国

大学生智能汽车大赛中获华东赛区三等奖 3项、

优秀奖 1项。在大学生集体业余电台竞赛中先后

获 CQWW 国际远距离操作竞赛中国第三名,全

国集体业余电台锦标赛团体第一名。在第五届中

国青少年科技竞赛中获科技创新奖,其中 2008届

学生江华鹏和葛松同学的两个创业计划项目进入

马鞍山大学生创业园孵化, 并分别获得科技部科

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 30万元和 20万元的

资助。科研项目: 工科院校创新型人才培养模

式研究与实践 开发大学生创造力的理论与实

践研究 获 2008年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实践证明,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工

程。实施创新教育, 开发大学生创造力离不开学

校的教学管理制度和创新环境的有力支撑。教学

管理制度的改革, 提高了实施创新教育的实效。

如今, 人人谈创新、时时在创新、处处有创新、事

事能创新 已成为安徽工业大学独特的校园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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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key to the g row th of the innova tive talents w ith high qua lities lies in the school s crea ting a

teaching and m anagem ent env ironm ent wh ich can tap the students po tentia l and arouse the ir interest to bring

the ir potential and w isdom into fu ll play.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goa,l AnhuiUn iversity has persisted in tak

ing the teach ing m anagem ent reform as the breach and se t up a student oriented idea o f teaching m anagem ent

since the beg inn ing of this century. It has also form u lated the cred it system, the course se lect ing system and

the flex ible educational system and established corresponding suppo rt ing system s such as the student reg istra

tion system, them a jo r and m inor se lect ing system and the doub le degree system. Besides, teach ing m anage

m ent has been inform at iona lized, a sensitive and efficient teach ing m on itoring system estab lished, and reform s

in m anagem en,t teach ing and learn ingm anagem en tm ade sim ultaneously to conduct innovation education and

quality oriented education w ith a v iew to im prov ing students creativ ity and prom oting the ir a ll round develop

m en.t

Key words: teaching m anagem en;t reform of the credit system; innovation education

论点摘编

学术权力 如何畅通表达

2009年 7月 10日,沈文钦在 人民日报 撰文指出, 如何处理学术与行政的关系,这是世界各国大

学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早期的大学一般规模都不大, 往往实行 教授治校 的制度。蔡元培任校长时期

的北京大学,由教授们组成的评议会不仅掌管专业设置、学位授予等学术事务,同时还负责经费预算、机

构设置等行政事务。和早期大学不同, 今天的大学是一个规模庞大的体系,机构复杂、事务繁多,必然要

求有专门负责具体事务的行政人员,教授的管理职责也从治校转为治学。学术与行政走向分化之后,两

者间的矛盾也就产生。学术委员会是学术权力的重要表达渠道,其本质是教授治学。作为现代大学制

度的一项核心原则,教授治学原则的精髓在于,体现学术权威的教授应该在学术事务当中拥有最后的发

言权和决策权。在当今大学存在着行政权力泛化、学术权力弱化和学术权力表达渠道不畅等问题的情

况下,学术委员会的制度弥足珍贵。现代大学的进步依赖于制度的创新。近年来, 我国高校在制度方面

不断突破旧藩篱,进行了不少创新性的尝试,例如,北京大学所实施的讲师和副教授也可以指导博士生

的制度、我国多所高校实行的自主招生制度,等等。从制度改革与制度创新的意义上讲, 吉林大学的学

术委员会制度之一:学校领导和职能部门负责人不再担任各级学术委员会职务的改革值得借鉴。其他

高校也需要自我审视,不断完善学术委员会制度,真正落实教授治学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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