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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研究背景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分别在十二届
全国人大第三、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

“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建设。积极推动上海和
广东、天津、福建自贸试验区建设，在全国推广成熟经

验，形成各具特色的改革开放高地。”“推进新一轮高

水平对外开放，着力实现合作共赢……扩大自贸试验

区试点……。”总理的报告得到各省的积极响应，掀开

了各省申报自由贸易区的热潮。这两年陕西省、西安

市政府都提出了关于国家设立丝绸之路经济带陕西西

安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议，这也表明早在两会之前陕

西省政府就已经做了诸多准备，不仅着手对西安国际

港务区、西咸新区空港新城进行调研和考察，并派出专

人分别前往上海自由贸易区借鉴经验和前往北京深入

了解自由贸易区的审批流程。

陕西花如此大的代价积极筹建自由贸易区，其目

的是为了打造陕西内陆开发开放的新高地，建设西部

经济强省。

（二）研究意义

陕西省地处中国内陆腹地，东邻山西、河南，西连

甘肃、宁夏，南抵湖北、四川、重庆，北接内蒙，是中国毗

邻省市区最多的省份，是中国大西北的门户，连接中国

东、中部地区和西北、西南的交通枢纽。由于上海自由

贸易区刚刚成立，许多政策和设施还不完善，所以目前

我国真正意义上作为全球枢纽的自由港只有香港一

个，且其服务对象主要是我国珠三角地区和东南亚。

而我国在西部并没有面向东亚地区的自由港。西安

国际港务区这一个无水港所具备装箱作业区，综合

保税区和形成的配套的交通物流为陕西省打造陕西

内陆开发开放的新高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陕西省

社科院副院长石英认为“相较于其他省份，陕西省申

请自由贸易区，是在丝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下，最为

具体和务实的行为。”商务部也在 ２０１３年提到要在
丝绸之路沿线建立自由贸易区，并将自由贸易区作

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手段。丝绸之路为自

由贸易区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后盾和合作伙伴，而自

由贸易区可以进一步提升陕西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

设中的辐射、带动、服务和支撑作用，自由贸易区的

建立还会带动丝绸之路相关物流的高速发展。因此

陕西省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新起点，加快建设陕

西省内陆开放的新高地的首要任务就是加快西安自

由贸易区的规划和进程。

二、陕西建立内陆开发开放新高地的优势条件

（一）区位优势

陕西省地处中国版图的中心位置，是联通东西、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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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南北的重要纽带，拥有完善的交通、信息、物流等基

础设施。同时陕西省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龙头城市，在

西北五省中具有最强的经济实力和辐射能力。省会西

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是国家重要的科研、教育、工

业基地和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其经济辐射范围可以从

西北地区延伸到整个中国西部。陕西省西安市已被列

为国家级优先重点培育的经济区，对西北地区具有明

显的带动效应。同时，陕西西安背靠关中 －天水经济

区，又有广阔的西北地区作为其经济腹地，因此，从区

位的重要性来看，陕西省的战略地位甚至比经济中心

上海还要重要。

（二）经济优势

陕西省在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地位就如同

上海在长三角经济区中的地位类似，所以从相对值上

来说陕西省和上海市在各自的区域中都具备了龙头的

带动效应。

表１　上海市和陕西生产总值表 　　　　　　　单位：亿元

年份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上海市生产总值 ９２４７．７ １０５７２ １２４９４ １４０６９ １５０４６ １７１６５． １９１９５． ２０１８１ ２１６０２ ２３５６０．

陕西生产总值 ３６７５．６ ４５２０．１ ５７５７．２ ７３１４．５ ８１６９．８ １０１２３． １２５１２． １４４５３． １６０４５． １７６８９．

图１　上海市和陕西生产总值

　　数据来源：陕西统计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ｈａａｎｘｉｔｊ．ｇｏｖ．ｃｎ／ｕｐ
ｌｏａｄ／２０１４／ｉｎｄｅｘｃｈ．ｈｔｍ

上海统计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ｓｈ．ｇｏｖ．ｃｎ／ｓｊｆｂ／２０１５０１／
２７６５３１．ｈｔｍｌ

从表１、图１的对比中可以看到陕西省的经济增长
具有相同的上升趋势，也意味着陕西的经济在增长速

度上保持较高的水平。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全国经济

增长速度减缓，而陕西因为地处内陆并没有受到外部

经济过大的冲击，所以从２００９年开始逐步缩小与发达
地区的差距，并一直保持着高增长率，可以预测在未来

的一段时间内陕西省的生产总值还有很大的发展

空间。

（三）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是指生产函数中的资本要素，

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的生产函数可以得出，资本要素的

增加会带动生产总值的增加，陕西省面积在全国排名

第十一位，而且很多地区都有待进一步的开放。特别

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的建立为陕西省的固定资产投资提供了更多的融资

渠道。固定资产投资额是经济的先行指标，从图２可

图２　上海市与陕西省固定资产投资

知，随着新建设的固定资产投放运营，陕西省的经济会

迎来一波快速的增长，为陕西建立内陆开发开放高地

创造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

（四）保税区条件

１．西安国际港务区
西安国际港务区于２０１１年２月经国务院批准设

立，是陕西省“十一五”规划的重大建设项目，地处西

安市东北部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规划面积近４５
平方公里。通往港务区的绕城高速与陕沪、京昆高速

以及机场高速等形成全国高速公路网络。港务区的产

业发展定位就是建设“中国最大的国际型陆港和黄河

中上游地区最大的商贸物流集散中心，打造现代服务

业新城”。２０１４年上半年，陕西省进出口总值达到
８４３．５亿元人民币，进出口增速位居全国第一，其中海
关特殊监管区域进出口总值５４８．８亿元，占同期全省
进出口总值的６５％。港务区建立相继吸引了美光、三
星等一批世界５００强企业落户，成为了陕西省对外经
济发展的新增长极。特别是三星项目，不仅带动配套

产业的发展，拉动陕西省经济增长，更带来了国外先进

的管理模式。可以说，国际港务区已经成为陕西开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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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西安国际港务区自成立以来，进出口业务量显著

增加，截至２０１４年中旬，已经累计实现集装箱运量３０
万标准箱，集装吞吐３４．６９万标箱，同比增长了３８％，
随着港务区的建成，西安的物流企业每年以 １５％ －
２７％的速度增长，已登记的物流企业已经达到７０万家
以上。同时陕西省的贸易合作伙伴也在不断地扩大，

在２０１２年就已经创纪录的超过了１８０个国家和地区，
与２００５年相比增长率高达 １３０％。在入驻企业方面，
港务区已与上海、天津、连云港等大型港口进行深入合

作和对接，前期洽谈并初步确定合作意向的国内外

５００强企业就高达７０个。
２．西安高新综合保税区
西安高新综合保税区于２０１２年９月正式成立，以

关中天水经济区为依托，主要定位于新一代的信息技

术和对外贸易型的产业，其功能区域主要划分为通关

贸易、口岸协调、仓储运输、出口加工和三星基地等企

业发展团体。其中三星的电子芯片项目是目前我国承

接最大的电子类外商投资项目。

３．西咸新区空港新城
西咸空港新城位于西安市区的西北部，占地面积

达１４１平方公里，是西安构建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依
托。空港新城是陕西省重要的国际航空基地，是整个

西北地区航道的门户和枢纽，不仅具备了综合性的交

通服务平台更着眼于未来创新的开发低碳空港等符合

现代化进程的功能。空港新城聚集大量的国际高端产

业集团，致力于建成国际性综合航空平台，达到沟通全

国、联通世界的功能定位。

（五）政策条件

作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桥头堡的陕西省是东西两

大经济区域枢纽，更担负着承东启西、贯通南北历史重

任。所以在２０１３年９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丝绸之
路经济带”这一创新的区域经济合作构想，为陕西勾画

了对外开的新蓝图，更为新的一轮西部大开发带来了

重大机遇，成为陕西省建立内陆开发开放高地最大的

政策优势。

古丝绸之路，从兴起到没落，跨越了２０００多年的
历史，如今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古代丝绸之路概

念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创新的经济发展区。丝绸之路经

济带东连发展潜力巨大的亚太地区，西通发达欧洲各

国，中间贯穿着资源丰富的中亚地区，在空间上架设了

一条联通中外贸易的桥梁，成为了促进亚欧大陆各国

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纽带。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

和发展是基于中国自身发展的要求，因为自然和历史

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西部地区相比于东部发达地区

在经济发展上还有较大的差距。虽然我国的西部大开

发战略已经发展了数十年，但是由于经济基础的差距，

东西部的经济差距依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要阻

碍。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就是为了解决国内东西部

发展不平衡而提出的重要举措，随着丝路的进一步发

展，优惠的政策导向会吸引大量的企业、人才、资金和

资源转移到中西部来，形成陕西省实现跨越式发展的

新经济增长极，最终把陕西打造成为内陆开发开放的

新高地。

三、陕西建立内陆开放新高地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的是年度数据，选取时间段为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４年。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陕西统计年鉴》

陕西统计局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ｈａａｎｘｉｔｊ．ｇｏｖ．ｃｎ／ｕｐｌｏａｄ／
２０１４／ｉｎｄｅｘｃｈ．ｈｔｍ

中国海关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ｕｓｔｏｍｓ．ｇｏｖ．ｃｎ／ｐｕｂ
ｌｉｓｈ／ｐｏｒｔａｌ０／ｔａｂ１／

国家商务部数据库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ｔｏｎｇｊｉｚｉｌｉａｏ／ｔｏｎｇｊｉｚｉｌｉａｏ．ｈｔｍｌ

（二）模型的构建

由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会对进出口贸易额产生巨

大的影响，所以本文使用巴拉萨的出口拓展型生产函

数模型来分析进出口贸易额对当地经济增长的带动作

用，从而推导出建立自由贸易区对陕西建立内陆开放

新高地的影响。即在传统的劳动和资本要素模型的基

础上加入了进出口贸易要素，则该模型的基本公式为：

Ｙ＝Ａ·Ｌα１·Ｋα２·Ｔα３ （１）
其中，Ｙ表示陕西的总产出，Ｌ是从业劳动力人数

代表了劳动要素，Ｋ是固定资产投资额代表了资本要
素，Ｔ是进出口总额表示进出口贸易总额。因为进出
口不仅可以带来产业的规模经济效应，还可以引进先

进的技术，所以本文把进出口贸易总额 Ｔ作为一种生
产要素，并将Ｔ作为一个变量与 Ｌ、Ｋ结合考虑，更全
面的反映生产力的各个要素。为了时间序列实证分析

的准确性，一般将公式化为对数形式：

ｌｎＹ＝α０＋α１·ｌｎＬ＋α２·ｌｎＫ＋α３·ｌｎＴ＋μ （２）
１）相关性检验
多元回归分析会由于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

间，以及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产生

多重共线问题，据此，本文要预先进行变量组的相关性

检验。对Ｙ，Ｌ，Ｔ，Ｋ取对数后检验结果如表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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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回归模型变量相关性检验表

ＬＮＹ ＬＮＴ ＬＮＬ ＬＮＫ

ＬＮＹ １．０００ ０．９９２ ０．９１７ ０．９９８

ＬＮＴ ０．９９２ １．０００ ０．９０１ ０．９９３

ＬＮＬ ０．９１７ ０．９０１ １．０００ ０．９１０

ＬＮＫ ０．９９８ ０．９９３ ０．９１０ １．０００

　　根据表２检验结果可以看出，Ｔ、Ｋ、Ｌ和 Ｙ呈现高
度的正相关关系，且相关性都在９０％以上，这说明这
劳动力，资本和贸易额都能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但

由于Ｌ，Ｋ和Ｔ之间也存在很高的相关性，因此使用逐
步回归法逐个引入解释变量后发现，拟合优度是逐渐

上升的，说明这三个因素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由于时间序列可能存在固有的惯性，因此对数据

进行序列相关性检验，表３为使用拉格朗日乘数（ＬＭ
ＴＥＳＴ）进行２阶检验后得出的结果。

表３　回归模型变量的序列相关性检验

拉格朗日乘数（ＬＭＴＥＳＴ）

Ｆ统计量 ０．０３１２７５ Ｆ（２，９）伴随概率 ０．８０４６

样本可决系数 ０．０１６７６８ ２阶ＬＭ检验概率 ０．７６１９

　　从表３检验结果可以看出，ＬＭ检验接受了原假
设，因此，原方程直到二阶都不存在序列相关性，且回

归中的ＤＷ值为２．０６８，也验证了方程不存在一阶序列
相关性的结论。

２）平稳性检验
由于计量模型中涉及的数据要求是平稳的，不然

容易产生伪回归的现象，但是一般的时间序列由于存

在趋势性可能会出现不平稳的现象，所以需要对模型

中的Ｙ，Ｋ，Ｌ，Ｔ进行平稳性检验，从数据的趋势图中可
以发现数据都是既存在趋势项，也存在截距项，所以本

文在使用 ＡＤＦ检验时选择的是 ｔｒｅｎｄ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表
４为原始数据平稳性检验的结果。

表４　模型变量的单位根（ＡＤＦ）检验结果表

变量 ＡＤＦ值 １％临界值 ５％临界值 １０％临界值 是否平稳

ＬｎＹ －１．４１７１８９－４．８０００８０－３．７９１１７２－３．３４２２５３ 否

ＬｎＫ －２．３６７８６８－５．１２４８７５－３．９３３３６４－３．４２００３０ 否

ＬｎＬ －０．８２２１２６－４．８０００８０－３．７９１１７２－３．３４２２５３ 否

ＬｎＴ －２．６１６４２５－５．１２４８７５－３．９３３３６４－３．４２００３０ 否

　　由表４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原始变量 ＬｎＹ，ＬｎＫ，
ＬｎＬ，ＬｎＴ并不平稳，属于非平稳时间序列，因此不可以
直接进行实证分析，所以对上述变量进行了一阶差分

处理，结果如表５。

表５　模型变量一阶差分后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表

变量 ＡＤＦ值 １％临界值 ５％临界值 １０％临界值 是否平稳

ΔＬｎＹ －５．９９９４９２－５．１２４８７５－３．９３３３６４－３．４２００３０ 是

ΔＬｎＫ －５．８４７１８３－４．９９２２７９－３．８７５３０２－３．３８８３３０ 是

ΔＬｎＬ －５．６４９５８７－５．２９５３８４－４．００８１５７－３．４６０７９１ 是

ΔＬｎＴ －４．７２３８８７－４．９９２２７９－３．８７５３０２－３．３８８３３０ 是

　　从表５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四个变量经过一阶差分
都达到了平稳，也就意味着四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

列，由于是同阶单整序列，可以继续进行下面的协整

分析。

３）协整性检验
由于原方程中的变量都不是平稳的数据，所以不可

以直接进行回归分析，但经过处理后发现变量都是一阶

单整序列，下面只要证明多元回归模型的变量组之间存

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就可以对其进行回归分析。本

文通过 ＪＪ（Ｊｏｈａｎｓｅｎ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检验中
ＴｒａｃｅＴｅｓｔ进行检验，结果如表６所示。

表６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检验结果

假设 特征值 ｔ－统计量 ５％的临界值 伴随概率

Ｎｏｎｅ ０．９９６３８５ １２７．０５７７ ４７．８５６１３ ０

Ａｔｍｏｓｔ１ ０．９３３３４９ ５３．９６２６３ ２９．７９７０７ ０

Ａｔｍｏｓｔ２ ０．６５１１４８ １８．７５４９２ １５．４９４７１ ０．０１５５

Ａｔｍｏｓｔ３ ０．３２２６５８ ５．０６４５１８ ３．８４１４６６ ０．０２４４

　　从表６检验结果可以看出，Ｔ，Ｋ，Ｌ三个变量的Ｔ统
计量都大于在５％水平下的临界值，并且Ｔ统计量的伴
随概率都接近于０，也就是拒绝原假设，说明原始方程的
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满足回归分析

的条件。

４）格兰杰因果检验
表７　模型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假设 Ｆ统计量 伴随概率 结论

ｌｎＹ不是ｌｎＴ的格兰杰原因 ０．２４８８９ ０．７８５５ 接受

ｌｎＴ不是ｌｎＹ的格兰杰原因 １２．９３２３ ０．００３１ 拒绝

　　由表７检验结果可得，对于第一个零假设，Ｆ统计量
的伴随概率为０．７８５５，要大于１％临界值的概率，所以接
受原假设，即产出不是贸易量的格兰杰原因。对于第二

个零假设，Ｆ统计量伴随概率为０．００３１，小于１０％临界
值的概率，因此拒绝原假设，即贸易量是产出的格兰杰

原因。

５）误差修正模型
协整关系虽然表述了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但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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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现实中的变量大部分是在均衡点附近震荡，而不是正

巧落在均衡点上，所以实际观测值只是变量之间的短期

的或非均衡的关系，如具有如下（１，１）阶分布滞后形式
的模型：

Ｙｔ＝β０＋β１Ｘｔ＋β２Ｘｔ－１＋Ｙｔ－１＋μｔ （３）
由于变量不一定是平稳所以不能直接使用普通最

小二乘法，对式３适当变形得：
ΔＹｔ＝β０＋β１ΔＸｔ＋（β１＋β２）Ｘｔ－１－（１－δ）Ｙｔ－１＋μｔ

＝β１ΔＸｔ－（１－δ）Ｙｔ－１－
β０
１－δ

－
β１＋β２
１－δ

Ｘｔ[ ]－１ ＋μｔ

＝β１ΔＸｔ－λ（Ｙｔ－１－α０－α１Χｔ－１）＋μｔ （４）
其中λ＝１－δ，α０＝β０／（１－δ），α１＝（β１＋β２）／（１－

δ）
由上述公式可以得出４式括号中的含义就是ｔ－１

期的非均衡误差项，即Ｙ的变化决定于Ｘ的变化以及前
一时期的非均衡程度，也就表明Ｙ以对前期的非均衡程
度做出了修正。可以简写为

ΔＹｔ＝β１ΔＸｔ－λ·ｅｃｍｔ－１＋μｔ （５）
其中，ｅｃｍ表示误差修正项，当ｔ－１期的Ｙ大于长

期均衡值时，ｅｃｍ为正数，则有 值为负数使得 减少，反
之亦然，体现了长期非均衡误差对Ｙｔ的控制。

由于误差修正项的引入保障了变量的水平值，且

ｅｃｍ本身具有平稳性。所以如果变量之间是协整的，则
它们之间的短期非均衡关系总是能由一个误差修正模

型表述。

对本文处理后的模型使用误差修正模型进行误差

修正之后回归结果如下：

ｌｎＹ＝０．２６２ｌｎＴ＋０．６３９ｌｎＬ＋０．６６３ｌｎＫ－０．０５５ＥＣＭ
（－１）－２．５ （６）

Ｐ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５２）
Ｒ２＝０．９８２　 ａｄｊｕｓｔＲ２＝０．９９２　Ｆ＝６８８．４６５
（三）实证结果

从上述结果可以判断回归方程的拟合度达了

９９．２％，且Ｆ统计量的值较大，方程的整体性显著。Ｋ、
Ｌ、Ｔ三个变量的系数都为正数且都通过了Ｔ检验，说明
固定资产投资额、进出口贸易额和劳动力总额都能对陕

西的经济增长（生产总值）产生正向带动作用，这与假设

相一致，而且ＥＣＭ（－１）也通过了检验，且ＥＣＭ（－１）的
值为正，表明了对生产总值向下的误差调整。具体而

言，根据系数的大小可对各变量对总产出的带动作用进

行排序，带动作用由强到弱的顺序是固定资产投资Ｋ＞
从业人数Ｌ＞进出口贸易额Ｔ。进出口贸易额的产出弹
性为０．２６２，即陕西的进出口贸易额每增长１％，都将带
动０．２６２个百分点的陕西ＧＤＰ。

由实证检验结果分析可知：陕西建设和发展具有外

向型的自由贸易园区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它对陕

西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因为自由

贸易区的建设可以大幅度地提升陕西进出口贸易额，而

进出口贸易额的增加可以拉动陕西地区经济，进而推动

陕西建设内陆开放新高地建设的进程，为陕西建设西部

经济强省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推进陕西内陆开放开发新高地的对策建议

（一）区港联动，区域整合

陕西省应充分发挥西安国际港务区、高新综合保税

区和西咸新区空港新城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集聚效

应，通过推进网络化、智能化等现代管理方式来完善综

合化的信息平台，实现港务区、保税区、物流园区和空港

新城等信息的全方位共享和高效率应用。以区港联动

为基础，加强特殊监管区域之间的整合与协同，推进监

管区域的深入合作，打造出一个集货物仓储、分拨、配送

等功能于一体的陆空联运的新物流模式，搭建以陕西省

为中心的综合保税物流平台，为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构建

快捷的交通通道，加快对外开放进程。

（二）准确定位，突出特色

由于内陆自贸区的对外开放和沿海自贸区有很大

的不同，需要进一步加强差异化的发展道路，突出区域

性的特色和优势。因此，陕西要设立内陆自由贸易区，

不能仅仅停留在复制上海自贸区经验的基础上，而更要

找准自身的定位。

陕西应围绕丝绸之路经济带通道，打造以陕西为中

心的区域性能源、金融、贸易中心。能源、科技和文化是

陕西具有的优势和特色，陕西建立自由贸易区可以是为

能源交易服务，自由贸易区的金融是为丝绸之路经济带

服务的，是完全不同于上海自由贸易区为国际金融交易

而服务的模式。陕西自由贸易区可以用高新技术、装备

和现代化的电子科技去换取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丰富的

能源和资源，这是其他自贸区没有的功能，是西安自由

贸易区的特色。陕西申请第三批自由贸易区要充分地

发展自身特色，借助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立足于技

术与能源的交换，将沿线的国家和城市作为有力的支撑

一同进行自由贸易区的申请，形成“一带一路”大自由贸

易区的概念，加快陕西对外开放的进程。

（三）立足丝路，借力亚投行

丝绸之路经济带为陕西省带来了广泛的经济腹地

和国际市场，是陕西申请自由贸易区最大的政策优势。

特别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深化了陕西与丝

绸之路沿线各国的合作关系，陕西应充分借力亚投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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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经济带上其他地区的多边经济组织合作，促进

陕西省经济开放和持续稳定的发展。２０１５年４月，亚投
行的５７个创始成员国已经全部申请完毕，成员国分布
范围广，涵盖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是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平等、透明的多边协商机制。

亚投行的创立不仅加快了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

程，更促进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提升了陕西在亚

太经济圈中的地位。一方面亚投行解决了陕西建立自

由贸易区和对外贸易合作在基础设施方面的融资问题。

另一方面，亚投行促使陕西原有的陆空运输向多元化和

信息化发展。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进一步发展，其溢

出效应必将带动沿线文化、教育、金融、服务等领域的深

入发展，为陕西省外开放以及筹建自贸区提供更加开放

的合作平台。

（四）升级产业，优势互补

从整体产业结构来看，陕西省与中亚国家的互补性

较强。陕西省的工业体量虽然不大但工业种类齐全，其

中新兴产业和制造业较为发达，而中亚地区以资源和能

源丰富为主要产业优势，双方产业上的优势互补，决定

了陕西省与中亚各国合作的可能性。

而结合陕西省土地和水资源紧张的自身状况，陕西

省必须走节约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立足以质取胜，推

动陕西省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提高陕西省在丝绸之路

经济带产业链中的地位。以陕西最具特色的产业链为

核心打造陕西的产业集群，引进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相

关的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以产业为带动，推进陕西对外

开放的进程。

五、结论与展望

陕西不论在区位因素、经济因素、政策因素、政治因

素，还是硬件设施上都完全具备了建立自由贸易区加快

对外开放进程的要求。特别是在第二批自由贸易区审

批结束后，陕西更应该加快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步伐，突

出自身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能源、科技、文化、金融、贸

易中心的优势和特色，以西安国际港务区为依托，西安

市为原点，全力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自由贸易区，

加快陕西对外开放的进程。西安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

会为西部开发注入新的一轮活力，加上丝绸之路经济带

以及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辅助，这充满动力的“三驾马

车”必将把陕西打造成为内陆开放的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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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国际战略新理念及外交实践

宋振华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陕西西安 ７１００１８）

［摘　要］　 党的十八大报告在保持我国国际战略连续性、继承性的基础上，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
断，同时，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牢牢把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这条主

线，积极推动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战略新理念和外交实践。

［关键词］　中国特色；国际战略；外交实践
［中图分类号］　Ｄ８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２０１６）０２０００７０４

　　

一、中国特色国际战略新理念

国际战略是指主权国家在对外关系领域综合运用

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手段，在较长时期、全局性的

谋略。中国特色国际战略，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

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对国际局势发展变化进行科学

判断所形成的对外战略指导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八大以来，我国新一

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外交思想已经清晰呈现，形成了具

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战略新理念。

１．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
和平发展是中国一贯的国际战略理念，也是时代

潮流和我们自身的根本利益所要求的。十八大报告不

仅指出我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而

且指出我们的根本利益和目标就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１００年时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１］。这个目标的实现自然需

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来继续进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

同时，走和平发展道路可以为我们一心一意搞建

设谋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舆论环境。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２０１０年中国的 ＧＤＰ总量超

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

力和国际影响力稳步提升［２］。面对中国的迅速发展，

国际社会对中国更加持一种不确定的心态：一方面是

感觉中国的发展对自己有利，可以为自己的发展提供

机遇；另一方面又害怕中国的发展对自己形成危险，担

心中国走“国强必霸”“冲突战争”的老路，出现了形形

色色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言论。面对国

外舆论的猜测和怀疑，中国必须做出有力的回答，才能

赢得其他国家的理解、信任和尊重。十八大报告再次

宣布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并将坚持和平发展作

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

八个基本要求之一，就是向世界表明中国的诚意，营造

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和平发展道路是开放的发展道

路、合作的发展道路、共赢的发展道路，既通过争取和

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

和平，既反对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又决不屈

服于任何外来压力，坚决维护自身安全和合法权益，体

现了新形势下我国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高度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和平发展时代主题的高度统一。

２．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互利共赢这四个字反映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种

新理念和新思维。这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主张和倡导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

理关切，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在开放中与世界各国共

７



同发展，共同繁荣，增进人类共同利益。近年来，党中

央领导集体在阐述我国开放战略之时，都特别强调互

利共赢。中美建交以来，中国从发展中美经贸关系中

收益良多，美国也同样获利丰厚。所以中美双方都是

赢家，是实实在在的互利共赢。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提

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其含义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

而是扩展到了各个方面，包括经济上的友好合作，政治

上的相互尊重，安全上的共同维护，文化上的包容互

鉴。这些思想顺应了世界相互依存的趋势，得到越来

越多国家的理解和支持，也为现代国际关系注入富有

时代精神的新鲜内容。

３．推动建设持续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十八大报告指出，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

兵黩武无法带来美好世界。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

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

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建设和谐

世界，既是中国为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

境的客观需要，也全面反映了新时期我国对推动建设

怎样一种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深刻思考。当今世界

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这既

是难得的历史机遇，也意味着风险和挑战。从机遇看，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

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科技革

命孕育新突破，全球合作向多层次全方位拓展，这些都

有利于世界人民分享发展机遇，推动建设和谐世界。

从挑战看，世界仍然很不安宁。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

远，世界经济增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全球发展不

平衡加剧，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

升，局部动荡频繁发生，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网络

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应对这些挑战更需要世

界各国加强合作，共同面对。从这个视角看，“推动建

设和谐世界”虽然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但也是各国

人民共同的美好愿望。建设这样的世界符合全人类的

根本利益。

４．倡导“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
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

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

的理念［３］。其基本的内容是要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

助；讲平等、重感情；常见面，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

心的事，使周边国家对我们更友善、更亲近、更认同、更

支持，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要诚心诚意对待

周边国家，争取更多朋友和伙伴。要本着互惠互利的

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

网络，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让周边国家得

益于我国发展，使我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

裨益和助力。要倡导包容的思想，强调亚太之大容得

下大家共同发展，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更加积极的态

度促进地区合作。

二、中国特色国际战略的外交实践

十八大以来形成的外交理念，集中回答了新形势

下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奉行什么政

策、坚持什么战略、主张建设什么样的世界等一系列重

大问题，为新时期的中国外交指明了方向，也为中国的

外交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１．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
大国关系历来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能否处理

好大国关系，决定着中国外交发展的全局。十八大报

告指出，我们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

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

型大国关系。这是十八大报告对中国与发达国家关系

的新表述。处理好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关系一直是

中国外交的重点，中美关系问题则是重中之重。特别

是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美国战略重心重返

亚太地区，日本“国有化”钓鱼岛问题以及中菲黄岩岛

争端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出现的。因此，如何处理好

中美关系直接关系到中国自身的安全问题，关系到中

国有没有良好的外部环境来深入推进改革开放。

针对美国重返亚洲，搞亚太再平衡，习近平主席提

到，“太平洋之大，容得下中美两国。”提出中美应拓展

两国利益汇合点和互利合作面，努力把两国合作关系

塑造成２１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首次明确提出构建中
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

话期间会见美方代表时表示，中美作为政治制度、历史

文化背景、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两个大国，构建新型大

国关系，既要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决心和信心，也

要有“摸着石头过河”的耐心和智慧［４］。在会见美国

前总统卡特时，习主席又进一步强调，新形势下，中美

双方要不畏艰难，勇于创新，积累正能量，努力建设相

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开创中美构建新型

大国关系新局面。

２．稳定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关系
周边外交是中国外交工作的重要基石。十八大报

告提出要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巩固睦邻友好，深

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

要稳定关系，睦邻友好，发展合作，那么就要有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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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平台。其中一个是东盟１０＋１，目前，中国与东盟自
由贸易协定已经全面实施，９０％的商品实现零关税，形
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对东盟来说，可以搭上中国的经

济快车，对中国来讲，也拉近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获

得了更多的理解和支持。比如在中菲黄岩岛事件中，

菲律宾要求东盟集体谴责中国，但是东盟并没有被菲

律宾绑架，轮值主席国柬埔寨以及印尼等国家都认为

东盟大多数国家跟中国没有这个争端，不能把东盟拖

进来。

第二个就是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是在中

国的倡议下建立起来的，是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名字命

名的国际组织，它的规模也很大，目前已经有１５个成
员国和观察员国，包括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伊朗、

蒙古等，整个上合组织的人口，超过了３０亿，合作潜力
特别是能源的合作潜力巨大。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建设则更是中国和亚太伙伴同舟共济、共享发展成果

的责任和担当。“一带一路”自提出以来，已经有沿线

５０多个国家积极响应参与，并愿同各自的发展战略相
互对接。这不仅是中国形成海陆统筹、东西互济、两翼

齐飞、面向全球开放的新格局的重要环节，也是中国借

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

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

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

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３．永远做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
中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命运与共。永远做发展中

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

点。新中国６０多年的外交历史表明，每当历史的重大
关头，都是发展中国家支持我们。在今天我们依然需

要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比如说在反台独、藏独、东突，在

跟西方进行人权斗争的时候，发展中国家依然是支持

我们的主力军。因此，十八大报告强调我们将加强同

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同时提出，要共同维护

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

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４．在多边外交中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做负责任的
大国

多边外交是中国外交的重要舞台。近年来，我们

深入参与多边事务，以重要多边会议为契机，有效运用

多边机制，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并

积极参与推动创建新的多边合作平台。例如金砖国家

为避免在金融危机中受到货币不稳定的影响，共同成

立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习近平主席指出，金砖国家

要继续致力于建设一体化大市场、金融大通道，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人文大交流，建立更紧密经济伙伴

关系［５］。

同时，在习近平主席的倡议下，包括中国、印度、新

加坡等２１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决定成立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目前，已经有法国、德国、俄罗斯等５７
个国家正式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这是一个政

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基础设

施建设。金砖国家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成员国

富有成效的合作，为创造全球经济合作的新模式、建立

新兴经济体合作、对话及诉求表达的多边合作新舞台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另外，在联合国，在二十国集团，在ＯＰＥＣ会议，在
亚欧会议，在东亚领袖峰会，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粮

食安全、核不扩散、安全反恐、公共卫生、减少贫困等事

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问题上，在朝鲜半岛无核化、伊朗核

问题、达尔富尔问题、叙利亚问题等地区热点中，中国

都积极参与，发挥建设性作用，展现出了负责任的发展

中大国形象。

５．扎实推进公共和人文外交，维护我国海外合法
权益

“我们将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维护我

国海外合法权益。”这是十八大报告的又一个新提法。

这说明，我们对外交“软实力”的认识更加深刻。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对外交往的资源不断丰富，不仅使政府

和各类政府组织的官方交往逐步完善，而且也在努力

推动多种形式的非官方交往。以信息、文化为主导的

公共外交日益受到重视，以文化、艺术、教育、体育、旅

游等为主要内容的人文外交开始走向前台。

中国在近１００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３００多所孔子
学院。同时，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中国的企业和资金在

海外的贸易、并购、技术合作等势头日益增加，海外权

益的保障已成当务之急。因此，十八大适时把海外合

法权益保障作为重要外交目标写进政治报告，彰显了

中国外交在新的形势下以人为本，坚定维护国家民族

利益的决心。

总之，在十八大精神的指引下，中国特色国际战略

理念将日益成熟和巩固，中国外交实践工作将不断丰

富和完善，中国将更加积极主动、有针对性地推进全方

位外交，增进与各大国的战略互信，加大对周边外交的

关注与投入，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积极开

展多边外交和公共人文外交，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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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作出新的贡献。在中华民族复兴征程新的历史起点

上，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上，和谐、文明、民

主、进步的中国，将走得愈加沉稳、愈发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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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物联网技术基础教程》

荣获２０１６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日前，陕西省教育厅公布了２０１６年陕西省普通高校优秀教材奖评选结果，确定优秀教材一等奖３４个，
二等奖８０个。由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计算机科学与信息管理系李联宁教授主编的《物联网技术基础教
程》荣获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物联网技术基础教程》教材遵循“好教、易学、实用”的编写原则，教材内容安排合理，结构严谨，难度适

宜，突出应用，系统性较强，集中体现了物联网本科人才培养的教学需求特点，教材在内容质量、编校质量和

印刷质量等方面均已达到较高水平。该教材出版发行以来，已被中南大学、安徽大学、中北大学、山东科技大

学、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江苏信息职业学院等１８所教育部所属院校、省属重点大学、独立学院、职业技术
学院使用，得到了同行专家及学生的普遍认同和好评，教学效果显著，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

另外，学院教学中心陈晓南教授主编的《机械设计基础》教材也荣获２０１６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
教材一等奖（申报单位西安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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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优化设计研究

王　军，陈晓南，王小青，李崇祥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陕西西安 ７１００１８）

［摘　要］　根据“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高素质”的原则，对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规格进行研
究，构建以素质为基础、能力为中心、理论教学体系与实践教学体系相融合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对相应的课

程体系进行优化设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增强学生的社会适应性和就业竞争能力。

［关键词］　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优化；设计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２．０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２０１６）０２００１１０４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呈
现出多样性、多方面和多层次的特点，对高素质应用型

人才的需求尤为迫切。如何跟上时代发展步伐，培养

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是

很多学校面临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有明

确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同时要制定出合理的人才

培养方案，从知识经济时代对人才知识结构、能力结构

的要求出发，优化课程体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增强

学生的适应性，更好为社会发展服务。

一、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科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

在人才培养体系目标定位上，首先考虑应用型本

科教育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所规

定的学业标准：“本科教育应当是学生比较系统地掌

握本学科、专业必需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掌握本专

业必要的基本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

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同时充分考虑受

教育者未来发展的潜能，坚持“厚基础、宽口径、强能

力、高素质”的原则［１］，强调培养具有一定的基本理论

和知识，擅长某一专业领域的、适应用人单位需要的应

用型技术人才。这样既能满足现阶段社会对应用技术

型专业人才的需要，也能为学生未来的发展奠定较为

坚实的基础。

二、以行业需求为导向，科学定位专业人才培养

规格

人才培养的基本规格包括对人才基本素质与能力

的要求。作为培养应用技术型人才的独立学院，在完

成本科人才培养共同性要求的基础上，必须根据自己

学校办学传统与条件、师资条件、所处的地理位置，特

别是依托学校的强势学科等实际情况，在人才培养目

标、课程体系建设以及教学模式等方面，走一条有特色

的应用技术型专业人才的培养之路，以满足社会不同

需求主体的不同需要。

１．在政治素质方面，要求所培养人才热爱社会主
义祖国，拥护改革开放，热爱劳动，有较强的事业心，责

任感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有科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２．在业务素质方面，要求学生掌握所学专业的基
本规律、基本知识；掌握专业的的基本理论和技能；了

解所学专业的应用前景和发展动态；了解专业所在行

业基本方针、政策和法规；具有一定的实际工作能力，

从事技术应用、生产经营管理等工作。

３．在文化素质方面，要求具有良好的文化素质和
审美观，了解一定的人文社会知识和所学专业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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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发展趋势。

４．在身体和心理素质方面，要求有健康的体魄，良
好的心理，具有克服困难、经受挫折的意志，具有为所

学专业作贡献的愿望和毅力。

三、围绕培养目标，优化整合应用型人才培养

方案

人才培养方案是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保障，作为

培养应用技术型人才的独立学院，西安交通大学城市

学院自建校以来，经过十余年探索实践，准确定位了高

素质应用技术型本科人才的培养目标，不断优化以能

力培养为核心的人才培养方案。根据“保证基础、注

重实践、强化能力、提升素质”的人才培养思路［２］，应

以能力培养为核心构建人才培养方案，要在充分研究

专业课程体系的基础上，结合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

养特点及实际，将知识、素质、能力培养融为一体，形成

一套符合应用型院校特点的，大平台 ＋小模块的专业
理论课程体系和三层次的实践课程体系。优化课程体

系，构建实践教学体系，将传统的以知识传授为主的

“学科导向型课程体系”改变成以能力培养为主的“专

业导向型课程体系”。［３］

（一）建立“大平台＋小模块”的理论课程体系
三大平台，即通识课程平台、学科专业基础课平

台、非专业教育平台，小模块即专业方向模块，形成

“厚基础、宽口径”的人才培养模式。

平台系列课程主要由对学生进行基础知识教育、

基本技能的训练和基本应用能力培养的课程组成，占

课程总学分比率的６０％左右。平台的课程可设计为
三个相对独立的大系列课程平行教学。也可以通过三

个平台所占的比重不同，来调节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

质培养的结构。通识课程平台由学校统一搭建，学科

基础课程平台由相关系按学科专业类群进行设置。

１．够用为度，适当强化的通识课程平台。通识课
程平台设置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政治素质和科

学文化素质，是对学生进行理论素质教育，由“两课”、

外语与计算机、体育及人文社会科学等系列课程组成，

占课程总学分的３５％左右，主要安排在大学一二年级
教学中。包括政治理论课、思想品德课、外语课、计算

机应用和体育课等。按学科大类形成统一的校级

平台。

在具体方案中，学生政治素质的提高应该适当精

简学时数、改进教学手段和方法，讲求实效，可以通过

日常政治学习、社会实践以及其他课外活动等达到政

治素质培养的目标；教改班英语课程的教学尝试四年

不断线，除通过培养方案规定学时的学习，达到基本要

求外，还应加强听力、口语和写作等英语实用技能训

练，切实提高英语应用能力；计算机能力要求能够熟练

掌握计算机的基本原理、基本操作，具有在所学专业应

用计算的能力，能够运用计算机基本知识解决本专业

实际问题。

２．合理扎实，口径较宽的学科基础课程平台。学
科基础课程平台是是专业教育的基础，是为了满足专

业方向所必需的基础理论与知识和基本技能，为实现

本科人才“厚基础，宽口径”的培养而设立。形成系级

的学科平台，该平台课程占总理论学时数的２５％。主
要安排在一二三年级教学过程中。

３．围绕目标，确定明确的专业模块。根据专业培
养目标和能力培养要求，设置多个课程组合或实践教

学环节组合，形成课程教学模块。其作用主要是对学

生进行专业知识教育、专业技能训练和工程应用能力

培养，占课程总学分的比率为３５％左右，主要安排在
三四年级教学过程中。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自己

的专业方向后，选读支持其专业方向的课程模块。

“模块”课程由专业所属系负责设置和管理，这样

有利于专业系发挥自身的学科优势，有利于办出专业

特色与水平。这类课程是业务素质教育和实现业务培

养目标的主要内容。

同时把专业限选课和专业必修课作为一个整体来

安排，强调整体内容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同时压缩各门

课程中的重复内容，形成多个方向的专业模块。该类

课程包括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限选课，占学时总数

的２０％。
４．拓宽知识，形成专业选修课和通识选修课。在

教学改革中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设置与本专业

培养目标和规格联系较多的专业选修课程，从而保证

专业培养目标及规格的实现，形成系级的选修课；二是

设置与文化素质培养有关的课程：如人生哲理、文学、

艺术、美学等课程，形成校级的通识选修课程，文理渗

透，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

能力。

（二）体现应用，建立“三层次”的实践课程体系

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很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理论

联系实际，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

因此，在整个教学活动中，采取三层次系列训练方案，

即基本技能训练、职业意识和职业素质训练、实践综合

能力训练，让学生循序渐进地掌握所学的理论知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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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由单一到综合的实践教学体系，为实现知识 －能力
－素质的转化架起“桥梁”。在实践教学体系中要突
出学生实际动手能力培养，重视专业认知实习和毕业

设计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的２０１６新版人才
培养方案中实践教学学分和理论教学学分的比例大致

为３：７。
１．针对某一专业技术基础和专业技术方向进行基

本技能与专项技能训练。基本技能训练包括认识实

习、专业实习、专业训练等。

２．在此基础上，根据课程特点，把课堂讲授的专业
理论知识与专业职业实践相结合，进行专项技能训练，

在教学中，可安排学生结合实际开展课程设计。通过

实例、查找资料、课堂讲授、现场教学等为主要的教学

模式，使学习过程变成学习应用知识的过程，形成丰

富、统一、完整的知识体系。

３．针对某一专业领域进行综合技术应用能力训
练。包括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等。毕业实习是实践教

学的最后一个环节，安排在第八学期，共６周，主要在
各个实习单位进行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综合训练。毕

业设计共１６周，主要对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进行强化
训练，以提高学生的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专

业实际问题的能力。

图１　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基本框架

表１　专业课程体系结构

通识基础课 专业教育 非专业教育 实验类 实习实训类

思想政治类 大类平台 公共选修 基本训练
毕业设计

（论文）

英语 专业必修 数学选修课 基础实验 生产实习

自然科

学基础

专业方向

模块课

公务员

考试课
专业实验 专业实训

体育 专业选修课

　　（三）注重科技创新能力培养，建立“一拓展”的素
质拓展体系

应用型人才培养应注重开展课外科技创新活动，

引导学生参加各类科研活动，并给予一定的科研经费

资助，鼓励和支持学生参加大学生科技社团活动，培养

学生的科技意识和科技能力。

在人才培养方案中设置“素质拓展体系”，鼓励学

生开展课外科技创新活动、技能培训、自主创业活动。

对学生进行素质拓展教育而设立的各类培训课程、培

训项目和大学生自身爱好项目，如各类竞赛培训课程、

执业资格证书项目、学生发表各类文章或作品、获得各

类奖励等。只要学生达到相应要求或标准，即可获得

相应培训课程或项目的学分，以此提高学生的综合素

质，培养个性发展。该体系贯穿于学生四年学习的全

过程。

图２　素质拓展教育框图

四、实施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要措施和途径

（一）深化课程教学改革，优化课程体系，精选课

程内容，突出应用特点

要按照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要求，合理设置课

程平台和课程模块，调整课程设置，整合教学内容。应

以技术应用为主线，设置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专业方

向实践系列课程和与之配套的理论课程。注重创新系

列课程（如数学建模、电子设计等系列课程）的设置。

课程内容要结合实际运用，删除过时的内容，增加新知

识的讲解。加强实用性教材建设，建立精品课程，实现

课程体系整体优化。

（二）加强实践教学，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实

践能力的培养

加大实验室和实习基地建设的力度，营造良好专业

实践环境；形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分散与集中相结合、

校内与校外相结合、规定要求与自选项目相结合等实践

教学模式；充分利用校内外教学资源，形成应用型人才

培养合力，做到本科四年能力培养不断线；毕业设计（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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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题要紧扣实践应用；加强计算机能力和外语学习

能力的培养，尝试本科学生四年计算机和外语学习不断

线；积极创造条件，有组织、有计划地引导学生参加科学

研究、技术开发和创新活动；鼓励或要求学生取得相关

职业（技能）资格证书，切实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

（三）实施弹性学制，促进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和学

生个性发展

建立以课程管理为核心的弹性学制，指导学生制

定个人学习计划，允许学生选择专业方向、选择课程、

选择学习时间。尝试依托母体学校，鼓励学有余力、成

绩优良的学生在完成主修专业培养计划的同时，有计

划地辅修第二专业，获得第二学位。

（四）改革课程考核方式，加大试题库建设，大力

推行教考分离

鼓励教师进行课程考核方式改革，采取多种考核

方式，对学生课程成绩进行评价，注重教学过程中的考

核，促进学生全面掌握知识能力的提高。

（五）建立一个科学、规范、可操作、行之有效的教

学质量保障和监控系统

１．要建立一个运转灵活、上通下达、有权威、高效
率的校、系两级教学管理系统。

２．成立教学指导委员会，加强教学指导和课程
建设。

３．利用教学督导组，对教学过程的各环节进行监
督，及时纠正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４．建立学生评教机制，掌握教师教学的状况。
５．建立监考和听课制度，以最直接的方式获取课

堂教学的第一手材料，对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

进行研究和解决。

６．建立学生信息员制度，及时反馈教与学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使问题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

（六）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是落实应用型本科人才

培养的关键因素。要制定“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规

划，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对校内教师应加大培训力度，

鼓励教师参与各类学术交流、企业实践，参加企业、科

研单位的项目开发，提高教师的科研能力，从而更好地

为培养应用型人才教学服务。

（七）走产学研结合之路

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形成校内培养与产学研合作

培养并举的二元培养体制。开展产学研相结合是应用

型本科教育的重要特色，是培养学生把理论知识转化

为实践能力，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与创新素质的有效途

径，是应用型本科院校发挥人才培养、应用性研究和社

会服务职能的重要途径和平台。应积极探索与企业合

作，建立校外实习基地，不仅为学生提供稳定的校外实

习基地，而且还对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校内实习

基地的建设、人才综合素质的培养等都具有很强的支

持作用。教师也可以通过与企业合作开发科研项目，

提高自身的科研水平。

总之，独立学院要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求，以社会

需求为导向，确定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优化应用型人

才培养方案，整合人才培养的理论课程体系和实践课

程体系，从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增强学生的社会适应

性和就业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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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学院行政管理人员激励方法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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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独立学院是指实施本科以上学历教育的公有普通高等学校利用其有形和无形资产与国家机构以
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合作，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举办、采用市场机制运作的实施本科学历教育的高等学

校。从当前我国独立学院行政管理人员队伍的构成及现状进行分析，发现一些当前独立学院行政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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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学院是指实施本科以上学历教育的公有普
通高等学校利用其有形和无形资产与国家机构以外的

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合作，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举办、

采用市场机制运作的实施本科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

它的出现，扩大了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为高等教育大

众化做出了贡献。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目前独立学院

规模已日益庞大，并成为高等教育体系中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

行政管理是指一切社会组织、团体对有关事务的

治理、管理和执行的社会活动，行政管理要讲究管理的

效能和效率，它通过计划、组织、指挥、控制、协调、监督

和改革等方式，最优地实现预定的组织任务，并达到应

有的管理效果。现代管理理论认为：员工的工作积极

性和主动性依赖于有效的管理方式和激励制度。因

此，如何对行政管理人员进行有效激励，发挥他们的主

观能动性，从而提高独立学院行政管理效率，让行政工

作更好地为教学科研等核心工作服务，对独立学院的

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当前我国独立学院行政管理人员队伍的构

成及现状

（一）人员组成复杂存在负面作用

独立学院管理队伍大体由四类人构成。第一类人

员是母体学校方选派来的管理人员，这些人员对独立

学院进行行政管理及业务指导，他们代表着母体学校，

而且他们的人事关系大多存放在母体学校。在实际管

理过程中，这些人员的管理观念不能及时转变，办学思

维保留着母体学校的思维，不能适应独立学院的实际

情况。由于这些人员在管理上受制于母体学校，角色

定位不清，不能根据管理对象的特殊性进行管理，造成

管理方向不明，方式单一，效果不显著；第二类人员是

从政府、学校聘请的退休人员。这类人员实质上是作

为独立学院宣传的名片，他们一部分在独立学院充当

“顾问”角色，不经办具体事务，只是起到顾问作用，有

一部分虽然承担重要管理者角色，但工作中的管理思

维仍延续着传统思维，对现实业务指导作用不明显；第

三类人员是独立学院投资方驻派人员。这部分人实质

是投资方的雇佣者，其职责是代表投资方参与独立学

院办学管理，其目的是维护企业的投资使得投资方收

到较好的回报。他们在独立学院与投资方关系的协调

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对学校的社会属性和高等教

育管理特性的认识上存在问题，管理过程中容易突显

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缺点，常造成不必要的管理问

题；第四类人员是社会上录用的年轻毕业生。这类人

员在独立学院主要是基层管理者，他们对工作充满热

情，但是在经验、业务能力方面存在一些问题。这是因

为经验不足、业务素养和学校培训不够，所以无法承担

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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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龄结构“两头大、中间小”，人才队伍存在

断层

由于独立学院是一种新兴的办学模式，在创办之

初管理人员的年龄两极分化严重，中层管理者趋于老

年化，许多管理者都是退休后到校发挥余热，这部分管

理者经验丰富、做事认真、工作敬业，但思想观念较为

保守，办事循规蹈矩，竞争意识淡薄，工作缺乏创新，精

力不够充沛，基本处于过渡状态；而绝大多数的基层管

理人员趋于年轻化，这部分管理者年轻、工作有朝气、

思想比较开放、容易接受新事物，但工作经验欠缺、缺

乏实际工作磨练，许多大学生毕业就开始从事行政管

理工作，而且很快就被安排承担较为重要的管理角色，

容易滋生官本位思想，从而影响行政工作的力度和效

率。这种年龄两极分化的管理队伍给行政管理体系的

发展带来两方面的阻碍：一方面在工作中缺乏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降低了行政管理的效率；另一方面独

立学院的福利待遇低于其他公办高校，独立学院内部，

行政管理人员的待遇和地位又低于教师，且上升空间

有限。而年轻管理人员生活工作压力大，一旦外部出

现机遇便选择跳槽，由此加剧了独立学院人才的流动，

造成了整个管理队伍的不稳定，难以形成中层管理队

伍的中坚力量，造成人才断层，严重影响了管理的连续

性、完整性。

（三）缺少行政管理人员成长机制

当前独立学院对行政人员重使用、轻培训，而且专

业化程度低。但各独立学院建立了一系列的教师发展

成长机制（包括使用、发展、培训、职务职称晋升等）。

相对而言，为教学服务的行政管理队伍，却没有受到应

有的重视，对他们的培养发展忽视，缺少在职培训。虽

然有一些独立学院制定了相应的行政管理人员在职进

修、培训制度，而且提供一些培训项目，但是培训针对

性不强、培训内容不能具体应用于工作。实际情况是

在繁重的工作量下，行政管理人员根本没有时间参加

进修、培训，使得培训制度流于形式，严重影响了行政

管理队伍专业化程度的提高。

（四）职业倦怠现象严重

教育行业是职业倦怠症多发的高危险职业群，而

在独立学院管理队伍中职业倦怠症表现尤为明显。主

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在工作热情上，具体体现

为对工作热情不高，工作消极，被动而不是主动完成工

作任务。还有就是工作按部就班，拈轻怕重，主观上不

愿意优化工作方式及方法以提高工作实效；第二方面

在服务上，具体体现在对服务的对象冷淡不热情，缺乏

爱心与责任心，服务意识淡薄，主观上躲避或怨视服务

对象。

造成独立学院管理人员队伍的职业倦怠现象严重

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独立学院管理人员对自身岗

位认识缺失，因而对前途及未来的迷茫。独立学院管

理人员虽然对学院的性质及机制有所了解，但对于独

立学院的未来发展状况仍存在较大的疑惑，同时由于

所从事的管理服务工作具体而繁琐，无法形成专业优

势，不容易出现成果和业绩，成就感低，因而对自身发

展前途及职业规范缺失信心。二是独立学院待遇及制

度建设仍处于较低水平。在待遇方面，大部分管理人

员潜意识中会与公办学校管理人员待遇进行横向对

比，期望“同工同酬”，然而在职务晋升、行政级别确认

等政策上存在着不平等，使得他们工作丧失激情与热

情。现实中独立学院在管理人员职位晋升、绩效考核

和进修培训等制度建设方面不能给予有效的关注和实

质性的支持，让管理人员被“边缘化”也是造成其工作

倦怠的重要原因。

二、当前独立学院行政管理人员激励中面临的

问题

（一）行政人员管理角色主体化与学校地位边

缘化

独立学院的行政管理人员虽然不是一线教学人

员，但他们负责学校的行政管理工作，其工作绩效的高

低、服务意识的强弱，直接决定着学校的运行效率，其

管理水平的高低已成为衡量学校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标

准。从这点看，行政管理人员显然是学校行政管理工

作的主角。但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和教育系统的评价

体系都将教学科研水平作为衡量学校办学水平的主要

指标，因此，独立学院往往将教学和科研放在第一位，

会更多地关注教学科研人员的发展，而忽视了行政管

理人员队伍的建设，行政管理人员的地位呈现边缘化

倾向，进而忽视了行政管理工作在高校建设与发展的

各个层面中起到的关键作用。

（二）重使用，轻培训，行政人员素质发展不平衡，

业务能力需加强

作为一名行政管理人员，行政管理工作要求必须

具备较高的行政素质。但在我国独立学院中，受诸多

因素的影响，学院领导不重视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培

养问题，普遍存在重使用、轻培养的现象。部分领导认

为，行政工作无外乎是迎来送往、抄抄写写、处理琐碎

的日常杂事，而且他们存在行政管理“人人可以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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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能做”的观念，导致其对行政管理工作不够重视。

因为这种观念存在，所以在人员安排上，那部分领导在

分配工作岗位时不能做到因时、因地制宜，员工的能力

不能得到充分地发挥。在岗位分配时，他们经常不考

虑工作性质和个人的性格及爱好之间的关系，既不对

人员进行专门培养，也不明确定位其工作岗位的职责。

这就导致许多行政管理人员在自己的岗位上无法充分

发挥自己的特长，不能更好地为学校服务。另外，行政

管理人员所学专业与行政管理岗位常常不吻合，直接

导致一些行政岗位本来是要求有较强的业务知识水平

和能力才能够胜任的，却安排了不合适的人从事。现

在许多独立学院的行政人员都是在对本岗位工作的内

容和职责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上岗的，缺乏专业的理论

知识和技能，造成行政效率低下，工作效果事倍功半，

业务能力急需提高。

（三）行政管理人员待遇低，工作生活学习压力大

随着时代发展，独立学院在不断提高对从事一线

管理与服务的基层行政管理人员各方面的要求。在独

立学院中占绝对多数的年轻行政管理人员，普遍面临

着工作压力、学历提升、职务职称晋升、子女教育、赡养

老人、买房等诸多困难，而行政工作人员相对于教学一

线老师地位低，待遇低，造成工作积极性不高，归属感

不强。因个人发展空间受限，使大多数年轻行政管理

人员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而年龄大、工作年限长的行

政管理人员往往安于现状，消极地从事流水线式的日

常事务管理，他们中大部分人只是把工作当成了谋生

的手段而不是自己所追求的事业，工作积极性明显

不足。

三、独立学院行政管理人员激励对策及建议

１．实行行政管理人员的激励机制，健全科学的行
政管理制度

激励就是通过影响员工个人需要的实现来提高他

们的工作积极性，引导他们在日常工作中的行为。根

据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ＡｂｒａｈａｍＨａｒｏｌｄ
Ｍａｓｌｏｗ，１９０８－１９７０）提出的需求层次论，人的需要分
为五个层次：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感情的需要、尊

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一理论包含两个论点：

（１）人是有需要的动物，其需要取决于他已经得到什
么，尚缺少什么，只有尚未满足的需要能够影响其行

为；（２）人的需要都有轻重层次，某一层需要得到满足
后，另一层需要才出现。由此可见，激励机制是提高行

政人员积极性的重要办法，也是提高行政工作效率的

重要手段。无论是公立院校还是独立学院，各项行政

工作要想有条不紊地开展下去，必须要有科学的制度

进行管理。通过激励机制的建立，要首先明确行政人

员的岗位职责，建立监督制度。在管理制度的制定上

不能一味照搬母体院校模式，独立学院由于自身的特

殊性，制度的制定要充分发挥民办机制下的灵活性，引

入良性竞争；其次是建立问责制，加强行政人员队伍专

业化建设。应对行政人员工作量、工作效果进行考核，

实现岗位制，按照考核结果分级发放薪酬，从而保证人

员的工作积极性，保持工作的高效率。

２．变传统的人事管理为人力资源开发管理
目前，大部分独立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仍停留在人

事管理阶段，只注重管理人和事，较少进行人力资源管

理开发工作。针对当前现状，独立学院人力资源管理

部门，应做好人力资源规划，对处于不同层次的员工进

行职业规划设计：在对现有工作岗位进行分析的基础

上，制定职位说明书，规定行政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

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专业要求、技能要求、岗位职责、薪

酬待遇、职级范围、上升通道等，使行政管理人员对自

己的职业生涯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在招聘环节严把进

人关，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岗位，做到知人善任、人

尽其才；加强人员的绩效考核，使行政人员工作有压

力、有动力，实行优胜劣汰，建立正常的人员进出机制。

近几年，笔者所在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尝试对行政

管理人员实行职员制管理，使行政人员与教师、教学实

验人员一样有了明确的上升通道，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３．做好行政管理人员的学习培训
独立学院大多数从事行政管理的人员非管理类专

业毕业，一般都没有系统接受过高校管理方面的教育，

缺乏专业的理论知识和工作技能及管理能力、组织协

调能力，管理水平仅停留在经验的层次上，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弱，导致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独

立学院要依据学校事业的发展目标与行政管理人员和

岗位的具体情况，提供不同的培训、进修和外出交流考

察的机会，在学校发展的同时，也使个人的能力得到提

升。可采取多元化的培训方式，突出针对性、可行性和

效益性，定期举办管理业务的岗前培训、岗位培训和技

能培训，如教育管理理论培训、行政能力测试、计算机

应用能力培训、办公室工作流程培训、公文写作竞赛、

辅导员技能大赛等，以加强行政人员的业务素质，提高

工作能力和工作水平，实现业务创新、制度创新、工作

创新，更好地为师生服务。

４．健全人文关怀机制，加强行政人员归属感，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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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人员的地位和待遇

当前，我国独立学院行政管理人员以青年人居多，

关心他们的工作、生活状况，注重他们的个人事业发

展，满足他们合理的要求对于稳定行政人员队伍、提高

工作积极性非常有效。通过健全行政管理人员的人文

关怀机制，完善人事制度安排，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工

作效率就自然而然得到提高。在薪酬、福利待遇、职务

职称晋升方面，最大限度地追求公平公正，为缩小行政

管理人员与教师的收入差距，可实行行政人员津贴。

５．行政管理人员的自我激励
行政管理人员自身要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有一个清

楚的认识，正确进行自我定位，设定工作目标，进行自

我激励。要保持良好的心态，正确面对压力、排遣压

力，使压力变成激励自己的动力。要善于学习、善于总

结，学会科学的时间管理，合理安排工作与生活，提高

办事效率。要加强工作实践的锻炼，善于学习吸取他

人的优点和长处，注重在工作中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不断完善和提高自身素质和修养水平，满足岗位

对自身能力的要求。

四、结语

教师队伍和行政管理人员队伍是独立学院的两支

基本队伍，独立学院在注重教师队伍建设的同时，通过

对行政人员的激励管理，建设一支作风优良、素质过

硬、精干高效的行政人员队伍，不断提高独立学院的教

学管理水平，培养社会有用人才，既是独立学院发展的

内在要求，也是社会对独立学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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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获

“２０１６年度陕西高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与研究项目”立项

近日，陕西高等教育ＭＯＯＣ中心公布了２０１６年度陕西高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与研究项目立项结果。
经学校推荐、专家评审、立项公示等环节，省高等教育ＭＯＯＣ中心批准５１项在线开放课程建设项目、２４项在
线开放课程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为２０１６年度陕西高等教育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与研究项目。我院崔杜武教授
主持的“比较视野下在线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研究”项目获在线开放课程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在所有在

线开放课程建设与研究项目中，独立学院仅此一项获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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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类专业创新创业教育模式探索与实践

宋　爽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陕西西安 ７１００１８）

［摘　要］　为了落实“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以创业带动就业”发展战略的重大举措，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经济类专业多年来积极探索出一套可行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即依托学科竞赛优化理论教学体系、实践教学

体系和素质拓展体系的“三体系一中心”创新创业模式，以及“四层次三类型”、“创业与孵化相结合”的全程

参与、分层实施、循序渐进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效果显著。

［关键词］　创新创业教育；学科竞赛；经济类专业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２．０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２０１６）０２００１９０３

　　当前，创新创业人才的培育已成为关系经济社会
稳定发展的关键问题。一方面，经济发展已经从要素

投入驱动转向技术创新驱动，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

力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提

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是扩大就业的主要渠道之一。

２０１５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 ７４９万，创历史新
高。以创业带动就业，是落实积极就业政策的重要

手段。

一、当前创新创业教育存在的误区

１．对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长期以来，部分高校把解决社会职业岗位需要的

职业导向性人才培养作为办学理念，对受教育者进行

职业岗位教育成为其教育价值的首要选择。然而，随

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时代转变需要高校的教育理

念随之发生变化。不应继续争论是否应当将创新创业

素质和精神纳入人才培养目标，以及是否将创新创业

课程引入课程体系等问题，而应当进一步研究如何将

创新创业素质纳入培养目标，以及如何制定科学合理

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

２．对创新创业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准
创新创业的人才应当具备哪些素质？现有学者们

的认识并不一致，有些强调创新人才，有些强调创业人

才，而且培养模式是独立不同的。本文认为，创新创业

人才可以分为创新型人才（包括学术型知识创新人才

和应用型技术创新人才）和创业型人才。这两类人才

具备很多相似的素质，例如广博而扎实的知识、较高的

专业水平、良好的道德修养和身体素质、自我学习与探

索的能力、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望、善于协调沟通和

团队协作，最重要的是两者都是最具创造力的人。创

造力是创新创业的关键，亦是创新创业型人才的本质

特征［１］。

３．对创新创业教育的对象存在争论
关于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覆盖面长期以来存在

着“精英创新”和“大众创新”之争。部分教师认为创

新创业教育应当是针对少数优等生、尖子生［２］；部分

大学生认为进行创新创业是找不到工作的同学才会去

考虑的事情。实际上，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必须坚持

“广谱性”原则，面向全体学生，并且融入人才培养全

过程，这是创新创业教育有别于狭义的创业教育的核

心特征［３］。

４．创新创业教育的方式缺乏系统规划
虽然当前部分高校已经认识到“新常态”时代下

对于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新要求，但对于如何实现这

个目标却缺乏系统、科学的教育方式和路径，大多仍集

中在课堂灌输创业思想、设立创业教育课程、邀请创业

人士讲座、引入实习实训基地、设立创业孵化基金等手

段，缺乏系统性、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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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学科竞赛推动创新创业教育的机制

近年来，各类学科竞赛蓬勃发展。学科竞赛有利

于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已成为不争的事实［５］。以学

科竞赛推动创新创业教育有其他方式所不具备的优

点，表现在：

１．通过学科竞赛能训练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和
思维

学科竞赛活动是学生各种思维过程的综合体现，

是学生对多年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的综合运用，学科

竞赛活动既是对竞赛任务进行认真分析、有效推理、准

确判断与综合运用的过程，也是对学生创新意识和创

新思维培养，激发学生创造力的过程［６］。

２．通过学科竞赛能锻炼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创新的冲动来源于实践，创新的过程必须动手实

践，而最终成果是否“新”，是否有社会价值也还得由

社会实践来检验。从本质上来看，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是统一的，在创新指导下的实践才是真正意义上的

实践。学科竞赛不仅需要构思，还需要设计、实施和运

行，它将创新构思与实践能力紧密结合起来［７］。

３．学科竞赛有利于提高创新创业人才的综合素质
在竞赛过程中，学生的主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促

使他们积极思考、观察、分析、比较、判断、推理、测试、

沟通、协作、进取、创新、实践；通过合作形成团队精神，

培养创新人格，从而达到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最终目

的［８］。事实证明，经历过学科竞赛的学生及取得各类

奖项的学生往往都成为用人单位争抢的对象。

三、依托学科竞赛构建创新创业教育模式

（一）“三体系一中心”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

在目前的人才培养体系中，学科竞赛在某种程度

上游离于课程教学体系和实践教学环节之外，教师对

学科竞赛的指导演变为对部分参赛学生的额外辅导，

忽视了学科竞赛为专业服务的导向作用，导致学生参

与目的不够明确，参与热情不高，人才培养效果不明

显。在经济系多年来的实践经验基础上，提出以学科

竞赛为载体，以案例为手段，从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和

素质拓展三个方面建立了以实践能力培养为核心的创

业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１．理论教学体系：将学科竞赛引入理论教学体系，
实现以案例驱动学习的目的

（１）围绕本专业最具影响力的学科竞赛，分析对
该专业创新人才的能力要求，引入１－２门相关的核心

课程和２－３门实践课程，优化理论教学体系。（２）丰
富案例教学，激发创新兴趣。将学科竞赛的内容紧扣

教学内容，形成“课堂基础教学 ＋竞赛实战演练 ＋实
践能力提升”的良性互动模式。

２．实践教学体系：引入以学科竞赛，注重实践能力
培养，丰富实践教学体系内容

通过学科竞赛，可以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操作

空间，并以此增加自主创新的信心和勇气。以学科竞

赛作为实践新平台，有其他方式所不具备的优点，尤其

适合非应届毕业生。依托学科竞赛，提高了学生的实

践动手操作能力、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能力、团队协作

能力以及创新实践能力，成为实验、实习、实训等实践

教学环节的重要补充。

３．素质拓展体系：充实第二课堂，利用学科竞赛平
台促进学生自主学习，激发创业创新能力

在学科竞赛的平台上，学生拓展了视野，更加积极

地参加课外科技竞赛、社会调查、社会实践等活动。较

好地解决了学生学习动力不足的问题，形成乐学善学

的学习氛围，初步解决了由“核心能力、业务能力和发

展能力”组成的专业能力结构中的创业创新能力培养

问题。

（二）“四层次三类型”“创业与孵化相结合”的全

程参与、分层实施、循序渐进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

确立基于学科竞赛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建设的基

本指导思想。以学科竞赛活动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创新精神，以学科竞赛活动检验高校的创新创业人才

教育成果，实现将课内与课外、专业内与专业外、校内

与校外各实践教学环节有机覆盖，构建由四层次（系

级选拔、院级推荐、省级竞赛和国家级竞赛）和三类型

竞赛（公共基础类竞赛、专业类竞赛和综合应用类竞

赛）组成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如下图１）。

图１　“四层次三类型”的学科竞赛分类

以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为例，一二年级可参与的

公共基础类竞赛有：英语类竞赛、数学类竞赛、体育类

竞赛、辩论类竞赛等，该类竞赛可有效保证素质类实践

教学内容的巩固和实现，尤其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

性思维、团队合作意识、坚忍不拔的意志力；二三年级

可参与的专业基础类和专业技能类竞赛有国际贸易模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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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商品展竞赛、市场调研大赛、模拟炒股竞赛、案例分

析大赛等，该类竞赛可以加强学生对所学理论知识的

理解，锻炼理论应用于实践的能力以及实践操作的动

手能力；三四年级可参与的综合类竞赛有数学建模竞

赛、节能减排竞赛、挑战杯课外科技作品竞赛和创业计

划竞赛等，该类竞赛可以全面检验学生综合运用专业

知识进行设计和创新的水平，刺激学生的创业兴趣和

创业激情，增加学生的创新创业信心，全面推进学生创

新创业能力的提高。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已形成“系 －院 －全国（省、
市）学科竞赛三级联动”“竞赛选拔和产业孵化相结

合”的创业创新培育模式。

（１）系级动员。组织 “创业创新竞赛”“经管类学
术征文大赛”等系级活动，广泛动员学生积极参与；

（２）院级选拔。专门针对某项全国（或省、市）级
学科竞赛，举行校内选拔赛（如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

院“星火杯”创业计划大赛等）；

（３）集训备战。选择有经验的指导教师对参赛队
伍进行密集指导，在全国（或省、市）级学科竞赛中争

取好成绩；

（４）针对有市场潜力的可行方案，我校专门建立
了创业创新实验园区，提供场地和政策对这些项目进

行孵化，并推向市场。

经过多年实践，以学科竞赛推动创新创业教育取

得了丰硕成果。近五年来，西安交大城市学院经济系

参加的省级以上学科竞赛主要有陕西省“挑战杯”课

外科技学术作品大赛、全国大学生市场调研与分析大

赛、全国商科院校国际贸易技能竞赛等，获得省级以上

奖励３８项；学生覆盖率逐年增长，２０１５年已经超过
６０％；竞赛获奖学生的一次就业率和四级通过率更是
达到１００％；并且涌现出了以刘媛媛、李佳杰、宋昌松
等为代表的３个学生团队成功创业，企业规模达百万
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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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转化思想是数学教学方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指导数学课程的教学具有重要意义。针对应用
型人才培养中数学教学的现状，提出了将转化思想方法用于教学过程的思路，进行了大胆的教学方法改革，

将转化思想融入数学教学中，通过对高等数学、线性代数等课程的试验，解决了课程中的重点、难点，使得老

师讲解顺畅，学生学习不再吃力，显著提高了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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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学院是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的必然产
物，它适应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满足

了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经过教育工作者十余年

的努力，已初具规模，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一

个重要层次。人才培养质量逐步提升，为我国经济领

域输送了大批应用型人才，赢得了较好的社会声誉，得

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

教学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如何提高教学质

量，是应用型人才培养面临的首要问题［１］。但是，作

为一个新的高等教育层次，在办学过程中可以借鉴的

经验不多，对教育对象的认识不足，教师队伍水平不够

整齐，这都制约了教学质量的迅速提高。笔者长期在

独立学院从事数学类课程教学，有些许体会，就如何提

高应用型本科数学课程的教学质量做了大量探索与实

践，摸索出把转化问题的思想贯穿教学始终的方法，以

达到数学课程重点突出，条理清楚，体现数学知识（一

气呵成的效果）的严密性和系统性。

一、数学课程教学的现状

数学课程是大学重要的基础课，但教学的现状不

容乐观，主要表现为：学生学不懂、合格率低。问题的

存在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就学生方面而言，由于在

第二批次招生，学生的基础相对较差，综合能力相对较

低，特别是数学基础参差不齐；学生的学习态度不够端

正，许多人在中学就不爱学数学，到大学更是对数学课

程望而生畏；学习方法不科学，缺乏独立思考问题的能

力等等。就教师而言，相当一部分教师来源于一、二本

院校，他们对独立学院学生的实际了解甚少，经常出现

教师要求高，而学生跟不上、吃不消的尴尬局面；另一

部分教师则刚刚从大学毕业，缺乏教学实践与经验，没

有经过严格培训就走向讲台，沿用他们老师使用的

“概念引入、定理证明、例题讲解及习题练习”传统教

学方法，一味地灌输式教学，学生没有时间独立思考，

只有被动地接受。这样产生的结果，老师教得辛苦，学

生学得艰难。

二、重视数学思想方法传递，强调转化、对比思
想在教学中的运用，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针对数学类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高等学校的

许多老师，进行了大量的教学改革研究，提出了一些可

资借鉴的经验。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２００９年承担
了陕西省重点教学改革课题“数学课程教学模式创新

研究”，就是一例［２］。

课题组提出的数学类课程“三精”教学法（即：精

选、精讲、精练），为老师们所推崇。但在教学实践中，

精选教学内容时，一味减少内容而在“精”上下功夫不

够。课堂讲授时，仍然以知识传承为主，很少涉及数学

的思想方法传授。致使学生不知是什么？为什么？怎

样学？严重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学习效果

自然就大打折扣。

所以，数学教学要抓住其精华，即数学思想方法的

传授，传达分析、综合、归纳、演绎、概括、抽象、类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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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方法，让学生掌握学习数学的关键，学会用哲学的

观点分析问题、处理问题，提高自学能力，受益终生。

何谓数学的思想方法？有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做

了如下定义：数学思想方法，就是指现实世界的空间形

式和数量关系反映到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

生的结果，它是对数学事实与数学理论（概念、定理、

公式、法则等）的本质认识。有学者从数学内容与数

学思想方法的相互关系的角度，指出：数学思想方法是

以具体的数学内容为载体，又高于具体数学内容的一

种指导思想和普遍使用的方法，它能使学生领悟数学

内容的真谛，学会数学地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是学习

知识、发展智力和培养能力相结合的法宝，是学生未来

发展的重要基础［３］。

本文要强调的“转化思想”是数学思想的重要组

成部分。它是从未知领域出发，通过数学元素之间的

因果联系向已知领域转化，从中找出它们之间的本质

联系，从而解决问题的一种思想方法。

众所周知，数学课程的特点就是概念、定理、性质

及公式多，学生在学习中反映，记忆这些内容太难了，

而且易混淆，怎么也记不住，相反有些经过简单推导的

结论反而容易记，也记得清。因此，在教学中不能简单

地给出定义，也不要过早地下结论，要激活推理、适时

渗透，注重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这些结论的探索、发现、

推导的过程，唤起他们对旧知识的回忆，搜索新知识的

源头，通过对事物的发生、发展过程的认识，掌握鲜活

的数学概念，弄清其与结论间的因果关系，不断在正确

数学思想方法的指导下推导出一个个新的思维结果。

三、“转化思想”方法在高等数学应用举例

反常积分在什么背景下引入？前面我们学习的定

积分∫ｂａｆ（ｘ）ｄｘ有两个明显的缺陷：其一，积分区间［ａ，
ｂ］必须是有限区间；其二，被积函数 ｆ（ｘ）在积分区间
［ａ，ｂ］必须是有界。这两个缺陷限制了定积分的应
用，因为在许多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中涉及到积分区

间是无穷区间或被积函数出现无界的情形。

处理反常积分的数学思想是什么？通过极限工

具，把常规积分向两个方向推广：（１）无穷区间；（２）无
界函数。例如，求曲线 ｙ＝ｅ－ｘ与直线 ｘ＝０，ｘ＝ｂ及 ｘ
轴围成的平面图形的面积 ，由定积分的几何意义，知

Ａ＝∫ｂ０ｅ
－ｘｄｘ＝－ｅ－ｘ∫ｂ０＝１－ｅ，如果直线 ｘ＝ｂ沿着 ｘ轴

的正向无限推移，即当 ｂ→ ＋∞时，所求面积为 Ａ＝
ｌｉｍ
ｂ→＋∞

∫ｂ０ｅ
－ｘｄｘ＝ｌｉｍ

ｂ→＋∞
（１－ｅ－ｂ）＝１，如图所示，Ａ表示曲

线ｙ＝ｅ－ｘ与ｘ轴围成的位于第一象限内的面积，它是
个等于的１的定值。由于求面积时，积分上限趋于无
穷大，相对于以前学习的定积分（正常积分），我们把

这里的积分叫做反常积分。

图１　反常积分演绎图

现在就可定义在“转化思想”方法指导下的反常

积分。仿照上例可自然地引入 ｆ（ｘ）在［ａ，＋∞）上反
常积分的定义：设函数ｆ（ｘ）定义在无穷区间［ａ，＋∞）
上，且在任何有限区间［ａ，ｂ］上可积，如果极限 ｌｉｍ

ｂ→＋∞
∫ｂａｆ

（ｘ）ｄｘ存在 ，则称此极限值为函数ｆ（ｘ）在［ａ，＋∞）上
的无穷限反常积分，记作∫＋∞ａ ｆ（ｘ）ｄｘ，并称反常积分收
敛；如果极限不存在，则称∫＋∞ａ ｆ（ｘ）ｄｘ发散。在经过这
样“转化”之后，最终得出：反常积分实质上就是“定积

分的极限”的结论，很自然地用学生们熟悉的极限和

定积分概念解读了反常积分的定义。为了加深理解，

要求同学仿此定义函数ｆ（ｘ）在（－∞，ｂ）和（－∞，＋
∞）上反常积分，使得“转化思想”方法根植于他们的
脑海之中。

至此，反常积分的敛散性如何判定，到这里已经比

较明确了，同学们会抓住反常积分是定积分的极限这

一结论，先写定义，再进行定积分与极限的计算并给出

结论。

在教学的实践过程中，这样授课很受同学们欢迎，

课堂上回答问题积极踊跃、善于思考并不断发问，作业

高质量完成。取得了思想率先，重点突出，问题转化，

易于接受的效果。

四、“转化思想”方法在线性代数教学中的应用
举例

线性代数课程一般都在大学低年级开设，而线性

代数是高校数学类课程中概念比较抽象、内容理论性

较强的一门课程，而且也是学生在后续课程学习中应

用最多的一门先修课程。在教学改革不断深入，线性

代数的课时几经压缩的情况下，教好这门课程就难上

加难。如何解决这个矛盾，让学生掌握基本内容？笔

者认为：既要突出重点，又要善于运用科学的思维方

法，对相关内容进行类比、转化，使抽象的概念容易理

解，难以记忆的公式容易记忆，还可以使解题思路变得

更加开阔。

在教学组织时，把线性代数课的前三章（行列式、

矩阵及矩阵的初等变换）作为重点讲解，它们是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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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基础与学习后续内容的铺垫（工具）。联系讲解

课程的后三章，我们就要强调学好前三章的关键：（１）
认真理解概念；（２）转化思想的深入使用，这样就能使
学生明白学习前面知识的作用以及前后知识的密切关

系。例如，讲解到特征值与特征向量一节，引入概念理

由是：矩阵作为一种线性变换，在研究自然科学和工程

技术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时，常常可归纳为求矩阵的特

征值与特征向量的问题。

那么什么是矩阵的特征值与特征向量呢？其概念

为：“设Ａ＝（ａｉｊ）ｎ×ｎ为ｎ阶方阵，若存在一个数λ及一
个ｎ维非零向量ｘ，使Ａｘ＝λｘ或（λＩ－Ａ）ｘ＝０，则称为
方阵Ａ的一个特征值，ｘ称为 Ａ的关于特征值 λ的一
个特征向量”。对于应用型层次的学生反复讲解概念

达到：方阵Ａ、数 λ与非零向量 ｘ之间的关系非常明
确，也就是方阵Ａ是已知的，数λ与非零向量ｘ是要找
的符合条件Ａｘ＝λｘ或（λＩ－Ａ）ｘ＝０的参数。现在的
问题是，对于一个方阵Ａ，是否有特征值与相应的特征
向量？如果有又怎么去求得它们呢？这个问题的解

答，便是数学思想中转化方法的利用，它是本次课程的

重点难点。我们从概念（λＩ－Ａ）ｘ＝０出发，要引导学
生辨认出它就是关于 ｎ个未知数 ｘｉ的齐次线性方程
组，这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关于齐次线性方程组学生

们已经很熟悉，又由于ｘ为它的齐次方程的非零解，故
由充要条件得：

｜λＩ－Ａ｜＝

λ－ａ１１　 －ａ１２　…　－ａ１ｎ
－ａ２１　λ－ａ２２　…　－ａ２ｎ
…　　　…　　… 　…
－ａｎ１　 －ａｎ２　…　λ－ａｎｎ

这样就给出了求特征值的问题的思路，就是求解

上述方程，此方程由于是关于特征值的所以我们叫它

为特征值方程，而此方程左端就是我们第一章学过的

行列式，学生们已经很熟悉；而对应于特征值的特征向

量，便是齐次线性方程组（λｉＩ－Ａ）ｘ＝０的非零解，这
样的齐次方程的求解也是学生早已熟悉的内容。如

此，我们用转化思想方法把本次课的重点转化为学生

们熟悉的知识，则同学们求解起来就比较容易，很好的

解决了课程内容的前后衔接，避免了每节课都让学生

感到生涩，老师讲解辛苦，学生仍云遮雾罩的现象。

反复的实践证明，数学思想方法的很好使用，能大

大地提高数学课教学质量，也是非常受同学欢迎的。

五、结论

数学思想方法隐含在数学知识之中，教师要深入

研究教学内容，体会数学思想，并以数学知识为载体，

把隐藏在知识背后的思想方法显示出来，使之明朗化，

渗透于整个教学过程。要有意识、有目的地把数学思

想方法的传授作为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学生

不只关注数学知识的学习，而更关注数学思想方法的

熏陶。当然，融合数学思想方法的教学也不能一蹴而

就，要循序渐进，在教学设计上不断完善和丰富数学思

想的理念和观点，将数学知识与数学思想方法有机结

合，形成完整的数学教学系统。

我们在高等数学和线性代数教学中，尝试运用数

学转化思想进行内容讲授，解决了课程中的难点，收到

了理想的教学效果，教学质量明显提高。说明这一教

学方法改革是成功的，推而广之，定会极大的改变应用

型本科院校数学课程教学，为学生打下良好的数学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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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化教学设计的探索

韩　啸
（陆军军官学院研究生管理大队二队 安徽合肥 ２３００３１）

［摘　要］　问题中心教育理念的实践要靠教学设计来实现。课程范式迁移理论提出了“知识问题化”教学设
计导向，主题单元教学观提供跨度２－４课时的中观设计单位，Ｖｙｇｏｓｔｋｙｄ的认知发展观则定位了教师在问题
化教学的支架角色。依据目标导向教学理论，主题单元问题化教学设计过程可概括分为四个阶段：选取有意

义的主题单元，单学科和跨学科主题选取各有依据；确定明确连续的教学目标；设计实施教学过程，重点在问

题设计和编列；评价教学成果要面向解决问题过程，可采用电子档案袋收集教学产品资料。而整个设计过程

中都需要良好的师生互动，以增强学生对教学设计的创设权和知情权。

［关键词］　问题中心；教学设计；问题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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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教育的最终目标之一是教会学生解决生活工
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美国教学心理学家加涅曾指

出，教学的关键核心问题就是教会学习者思考，学会运

用理性的力量，成为一个更好的问题解决者。而问题

中心教育理念的实践要靠教学设计来实现。问题化教

学设计正是以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认知能力为目标，

通过一系列有效教育问题组织课程内容，针对设置问

题选择教学手段引导学生探索解决方案。

一、问题化教学设计的理论基础

（一）课程范式迁移

已有研究指出，通过用现实生活或模拟的问题作

为学习焦点，学习者能够真正地学会如何学习。在此

理念的影响下，课程开发越来越注重培养学习者问题

解决能力，问题设计比重正在加大。Ｔａｎ（２０００）将这
种趋势概括为课程范式的迁移（如图１所示）：“从内
容（Ｃｏｎｔｅｎｔ）＋学生（Ｓｔｕｄｅｎｔ）＋讲授者（Ｌｅｃｔｕｒｅｒ）”转
向为“问题（Ｐｒｏｂｌｅｍ）＋问题转移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ｌｖｅｒｓ）
＋指导者（Ｃｏａｃｈ）”。课程面向问题探究，学习者将从
获取单纯知识向获取高级思维技能的方向迁移。问题

化教学设计正是基于课程范式迁移说，用精心设计的

教学问题来组织和实施课程教学，实践“知识问题化”

的理念。问题化教学设计将从各种关注问题的教学模

式中汲取一切有益于“问题性”理解的成分。

图１　课程迁移模式图

（二）主题单元教学观

教学设计概念包容性较强，对教学体系不同内容

层次系统设计都属于教学设计范畴。因此，教学设计

的对象可以大到对某学科课程体系设计，也可小到某

节课时的课程设计。目前的教学设计现状是，学科教

师往往拘泥于单个课时教学安排，局限性较大。问题

中心教学模式也难以在单个课时教学设计中得到很好

的实施。这是因为对于某些综合问题解决，需要课外

空间的有效补充，如延伸资料阅读、实验数据收集或小

组实践活动等。主题单元教学观的提出为问题中心教

学模式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教学设计单位。

主题单元设计属于中观层次，一般围绕核心知识

点安排２－４节课时，教学时空的扩展可以提高教学设
计的弹性。面向单元教学，学科教师的教学设计眼界

更宽阔，利于教师围绕核心知识点统筹安排课堂内外

学习任务，引导学生采用多样化学习途径进行问题探

５２



索，从而优化教学结果。问题化教学设计正力图秉承

中观教学设计思想，以课程单元为设计单位，充分发挥

教学设计时空弹性化精心组织课程教学实施。

（三）Ｖｙｇｏｓｔｋｙｄ的认知发展观
Ｖｙｇｏｓｔｋｙｄ的认知发展观提出学生认知能力的发

展有两个水平：一是实际发展水平，二是潜在发展水

平。两者之间的空间为“最近发展区（ＺｏｎｅｏｆＰｒｏｘｉｍ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要达到更高发展水平不仅需要自己努
力，还要依靠他人帮助。Ｖｙｇｏｓｔｋｙｄ的认知发展观对于
学校教育启示：强调教育要为学生跨越最近发展区提

供支持引导。但随着学习者知识和能力增加，由教师

提供的支持将渐渐减退，直至最后学习者能够独立掌

握概念或完成任务。Ｓｉｍｍｏｉｎｓ等人将改启示概括为
支架教学策略，提出支架教学是为优化教学而提供的

内容、材料、任务、教师或同伴支持的系统性编列，是一

个为学习者提供支持，直到他们可以独立应用新技能

和策略的过程。

教育者应用支架教学策略的目标是为了让学生变

成一个独立自主的学习者和问题解决者。在问题化教

学设计中，支架策略的运用将指引教师从学员认知水

平出发构建教学问题，设计支架导入和退出的时机方

式，掌握和执行问题化教学模式的精髓。

二、问题化教学设计的一般流程

教学设计过程可以归结为三个问题：“我要去哪

里？”“我如何去那里？”“我怎样判断我已到了那里？”

（Ｒ．Ｍａｇｅｒ，１９６８）。依据目标导向教学理论，主题单元
问题化教学设计过程可概括分为四个阶段：选取主题

单元、确定教学目标、设计实施教学过程、评价教学成

果。前两个阶段回答了“我要去哪里？”，第３阶段解
决“我如何去那里？”，最后一个阶段则是解答“我怎样

判断我已到了那里？”。

（一）选取主题单元

如理论基础部分所述，基于中观教学设计理念的

问题化教学通常采用主题单元形式组织教学实施。主

题单元是指围绕某个主题所进行的单元化课程组织。

通过这种形式，设计者可以把各种资源、工具、媒体和

教学方法进行多样化、弹性化的整合，形成以主题为粘

合点、以单元设计范畴的课程系统。在主题单元问题

化教学过程中，学生不再从单线传递获取知识，而是聚

焦一个富有价值的认知焦点，探索各类问题答案，建立

多科多类知识连接，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和问题解决

能力。

选取主题单元的基本原则有两条：一是聚集具有

统摄性核心知识点；二是主题是有意义的。有意义的

主题单元能让学习者脑海中留下知识获取过程认知，

提高学习者获取知识的高级思维技能，即使孤立的若

干知识点忘却，也能保持对基本关系，本质规律和重新

习得方法的记忆理解。主题单元根据所含学科领域范

围的不同分为单学科主题单元和跨学科主题单元。

单学科主题来源于单学科内部内容的单元化组

织，其主题单元的选取可参照课程标准，根据教学内容

共性再组织设计，直接采用以主题单元形式课程教材

等。跨学科主题来源于不同内容融合性，其主题单元

的选取可依据 Ｍａｒｔｉｎｅ＆Ｃｏｏｋ总结的多学科主题单元
设计的九大方向，包括学生共同兴趣、青少年作品与读

物、教科书里的主题、当前事件、当地或社区资源、文化

遗产、教师的兴趣或专长、设备器材和抽象概念。

（二）确定教学目标

问题化教学目标确定的基本原则是明确性和连续

性。针对单个主题教学，明确性教学目标应恰当定义

为教学生解决以前未解决过的一类问题。明确的教学

目标决定是遵循教学设计可逆性的前提，预期的教学

活动在实际条件中的意义和实用性是否能经受住检

验，只有通过验证是否达到教学目标才能知道。同时

由于问题解决能力培养是一项长期复杂性任务，故问

题化教学目标体系还应具有连续递进性。

问题化教学目标的选择确定，主要以学科课程标

准制定，同时兼顾学习者原有基础和兴趣。根据建构

主义的学习理论，学生原有知识对新的学习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学习者是通过新旧知识经验间反复、双向

的相互作用过程习得新知识。另外，教学目标尤其是

课时教学目标表述应适当具体，可用观察、测量的语言

明确陈述学生学习后应习得解决什么问题的能力或成

分技能，以及达到什么水平。

（三）设计实施教学过程

问题化教学过程设计的关键在于问题设计编列。

教师需要精心设计安排难度适当而又与学生形成认知

冲突的问题集，让学生产生一种认知的困惑，激发学生

积极探究学习的动机。问题设计编列的基本原则有：

目标导向性和启发性。目标导向性是指问题设置要以

达成教学目标为导向，让学习者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

达到预设的教学目标。带有启发性的问题一般是开放

性的问题，能带动学生积极展开思考学习，增强学习过

程投入。

教学问题设计编列，具体步骤如下：（１）根据单元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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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的各个知识点自由设计教学问题。（２）对问题进
行属性识别，如问题是开发性问题还是封闭性问题，问

题是简单教学问题还是难题，问题是老问题还是新问

题等待。（３）根据问题属性选择合适问题编列类型，
主要类型有五种分别是平行型、收敛型、拓展型、提高

型和下降型。如表格１所示。（４）根据问题编列类型
类型问题集。

表１　教学问题编列类型

类型 图示 表述 教学作用

平行型

与同一内容相关

的一系列同一类

型的问题。

持续唤起或保持

学习者对某一知

识内容的兴趣注

意或认知冲突等。

收敛型

以开放性的问题

为起点，然后教学

问题逐步缩小聚

焦到与课程内容

最 直 接 相 关 的

问题。

使学习者从最初

的认知兴趣，过渡

汇聚到关注教学

内容直接指向的

知识。

拓展型

首先呈现与主题

内容最直接相关

的教学问题，再逐

步过渡到开发性

的教学问题。

使学习者在掌握

和解决课程内容

知识点直接相关

问题基础上，拓展

它们的认知迁移

能力。

提高型

以呈现简单教学

问题为始，跟随一

系列难度上升的

教学问题。

通过一系列难度

逐渐增大的教学

问题，使学习者的

认知能力得到逐

渐提升。

下降型

以呈现难度系数

最大的问题为始，

跟随一系列教学

问题的难度逐渐

下降。

先引起学习者的

认知冲突，再逐渐

降低，落地于起认

识能力可以达到

的临近发展区。

来源：胡小勇，《问题化教学设计－信息技术促进教学变革》，教

育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四）评价教学成果

好的教学评价应该和教学内容、技能和目标相匹

配的。如前所述，问题化教学目标是教学生解决以前

未解决过的一类问题，本质旨在提供学习者的问题解

决能力。因此问题化的教学成果评价的基本原则是面

向问题解决过程，评估学习者在教学过程中问题解决

能力是否得到了锻炼。突出过程性评价，有助于及时

发现学习者解决问题中的疑难，深入问题的解决情境，

反映学习者问题解决能力的持续变化，获得多样性评

价资源和评估效果。

问题化教学评价注重问题解决过程，应采用电子

档案袋方式进行评定。档案袋是学生成果作品、学习

资料、笔记心得和教师指导意见等一些列过程产品收

容器。档案袋面向整个学习过程，具有评价的连续性，

能够记录不同学习阶段中学习的成果变化，是有学习

者真实作品和表现转台的过程性评估方式。在设计电

子学档评定时，可参考下列步骤：（１）明确教学评价目
标。（２）设计开发电子档案袋的样例。（３）教学过程
中及时整理材料装入档案袋。（４）一个主题单元课程
结束后，可以进行档案袋的展示与交流。（５）学习者
根据反馈不断完善档案袋。

三、问题化教学设计中的师生互动

教师和学生是教学设计主要参与者。如果把教学

设计当成一项商业设计，教师是设计方，而学习者是客

户方。对于问题化教学设计来说，问题是学习过程思

维认知聚焦的载体，问题设计不仅是教师的事情，同时

也应该引起学习者兴趣和学习动力。优秀的问题化教

学设计应该满足学习者的需求，促进“教师设问”到

“学生善问”的转变。因此在教学设计中构建良好的

互动机制是必不可少的。

一方面要促进学生对教学设计的创设权。在确

定主题后问题编写前，鼓励学生围绕单元主题提出

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可以通过提交提问条开展。在

教育过程中积极营造问题生成气氛，鼓励赞赏学生

提问行为，将产生的新问题及时融入到教学设计中。

另一方面要提高学生对教学设计的知情权。结合问

题化教学设计，知情权是学习者对单元教学问题集

组合的逻辑关系的知晓程度。传统教学往往缺少学

习者的知情权，学生一般只知道起点和终点，对过程

一无所知，这将导致学习的被动性。而且教学问题

组合内在逻辑性不同，学习者获取核心知识的思维

策略也不相同。比如解决平行型问题组合主要需要

运用类比思维，解决扩展型问题组合主要需要运用

启发式策略等等。

（下转第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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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互联网在不知不觉
中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与此同时，它也在改变着一代

人的阅读习惯。电子书阅读器
!

平板电脑
!

微博
!

微

信等让人们随时随地可以阅读，然而这样的阅读往往

缺乏系统
!

深入地思考。浅层阅读已经成为一种习

惯。甚至有一些人无论读什么书都速战速决，浅尝辄

止，不求甚解。我们的社会还弥漫着这样一种社会风

气，读“有用”的书，所谓“有用”的书就是跟钱、权、名

利有关的书。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进行深层阅读，阅

读英美文学经典实属挑战。我们阅读一下英语专业的

教学大纲，大纲规定：“文学课程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

阅读、欣赏、理解英语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

本方法，通过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促使学生语言

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及文

化的了解。”［１］独立学院的办学目标是培养应用型本

科人才，培养学生的主体能动性，增强学生的听说读写

译等基本的语言技能成为我们的教学目标和教学重

点。因此，独立学院的英美文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有

必要设计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指导学生关注文本，分

析文本，帮助他们学会赏析英语文学原著。

一、独立学院英美文学教学面临的问题

一般在英美文学的教学过程中，高校教师普遍采

用文学史＋选读的模式，教师罗列一大堆文学史知识，
如作者生卒年月，生平介绍，时代背景作品梗概等，学

生只是被动接受，所以无法形成自己对文学作品的见

解。通常文学选读只是对文学史的补充，是语录式的

选读，破坏了作品的完整性，学生无法从整体上把握理

解文学作品。与之相比，独立学院英美文学教学除了

面临上述问题之外，还面临一些新的问题。

１．课程难度系数大，课时非常有限
英美文学课程自身难度系数就较大，而在独立学

院英美文学的课时却非常有限。总体来说，在独立学

院英美文学课程设置中，课时普遍较少，以西安交通大

学城市学院来说，英美文学总共只有３２个学时，要在
３２个学时内完成对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的学习，其中
包括文学史和文学选读，其难度是相当大的。

２．教材选用的局限性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所

采用的教材是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常耀信教授主

编的《英国文学简史》和《美国文学简史》，这两本书是

很多高校都选用的指定教材或指定的考研参考书目，

是很不错的两本教材。但对于独立学院的学生来说，

要在一个学期３２个学时里学完这两本教材，是相当有
压力的。虽然在课程安排上只是有代表性挑选一些作

家和作品来分析，但是学生一拿到课本，仅仅看到两本

教材的厚度就有些望而却步了，更不要说有阅读的热

情了。而且，这两本书都侧重于介绍英美文学简史，缺

乏文学选读材料，学生无法在教材里阅读和赏析文学

原著。

二、独立学院英美文学教学的策略

鉴于独立学院办学历史短，师资力量薄弱，生源质

量相对较差，学生学习自觉性不强等因素，独立学院英

美文学教学就不应该照搬正规高校的教学模式，而应

该探索适合独立学院自身特点的教学方法。

８２



１．选取适合独立学院学生的教材
目前，市场上英美文学的教材名目繁多，真正适合

独立学院学生的英美文学教材却相当有限。因此，独

立学院英美文学课程非常需要一本适合自己的教材。

在目前厚如字典的教科书里，教师可以在上课时制作

一些表格，理出不同时期的文学流派，代表作家及其典

型作品、时代背景、文学术语、文学修辞等。也可以给

学生提供一些关于作家简介，作品介绍的网址，如 ｈｔ
ｔｐ：／／ｗｗｗ．ｓｐａｒｋｎｏｔｅｓ．ｃｏｍ供学生课后阅读。
２．突出学生的主体性
南京大学的王守仁教授早在２００２年就在郑州大

学学报上发表了《应该终结“文学史 ＋选读”模式》一
文，认为应该摈弃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积极探索新的

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比如南京大学就要求学生阅读

具体完整的小说、诗歌和剧本，培养其对文本的整体分

析力和感悟能力，让学生读完整作品，然后写出自己见

解的评论文章。教师在英美文学课上重点讲欣赏作品

的方法，指导学生如何欣赏和分析作品，诸如如何分析

主题表现、人物塑造、情节安排、叙述角度及语言风格

等。要求学生阅读完整的英语原著，然后写出阅读心

得。在独立学院，英美文学教师授课方法也应做适当

的变化，努力把英美文学课由知识型课程转变成为知

识和实践并重的课程。教师利用有限的课时，精简课

件，简化文学史的讲授，多为学生提供阅读和思考的机

会，努力突出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教师可以选

取一些典型作家的某部完整作品予以选读，尤其是一

些优秀的短篇小说，也可以选择简短的诗歌，阅读难度

大大较低。教师也可以选取一些已经被翻拍成影视作

品的经典著作，比如像《哈姆雷特》《红字》《简爱》《呼

啸山庄》《了不起的盖茨比》等等，鼓励学生先去欣赏

影视作品，再去阅读原著，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教师

可以参考任务型教学模式，将全班分为若干个学习小

组，布置学生课前看影视作品或阅读完整的选读材料，

课前设置一些和选读材料相关的问题，课堂上让学生

以课堂陈述的方式予以回答，然后进行文本细读，特别

是对文本结构、意象、遣词造句等因素的赏析，集中赏

析作品。文本细读式教学可以先由教师示范，然后由

学生来分析作品，再由教师补充讲解。文本细读的主

体是学生。只有让学生走进文本，亲近言语，涵泳品

味，才能领悟作家的情感，获得对文本意义的主动建

构。课堂可以以对话和讨论的形式予以展开，比如学

生可以分角色朗读，师生可以对话，主要以点评、提问

的方式实现。课堂上教师不再滔滔不绝，孤独地唱独

角戏，学生也不再忙着埋头记笔记。教师成为课堂的

组织者和引导者，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

３．考查方式多样化
传统的英美文学考试采取闭卷考试的形式，考前

教师划出重点，学生背诵记忆知识点，侧重于对学生知

识点的识记能力，而忽视了学生的应用能力。因此，独

立学院英美文学可以采取多样化的考查方式，学生的

最终成绩可以由试卷成绩、课堂表现和学期论文来构

成，分值分别为４０％、３０％和３０％。课堂表现可细分
为考勤、小组讨论、回答问题、课堂陈述和作业等。通

过多样化的考查方式，积极调动学生的参与性和创

造性。

三、结语

现代社会，信息丰富，瞬息万变，英美文学教学面

临极大的挑战。时代在发展，教学对象在变化，我们不

能坚守固有的传统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只有不断

地去思考、去调整，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和需要，才

能真正实现英美文学的教学目标，才能真正让独立学

院的学生真正从英美文学里受益，真正感受到英美文

学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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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处于转型期的大学生面临巨大挑战以及其思想意识的缺陷带来的危险，当代中国大学生必
须自觉培育时代精神。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优势在于对时代精神的科学揭示，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亟须弥

补大学生有关时代的思想观念的缺陷，促进大学生对当下的时代形成必要的稳定和明确的自觉意识，正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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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人本目标，不外乎帮
助和引导受教育者塑造独立而成熟的人格，以便使他

们在适应现实社会生活及其变化的过程中，能够少点

盲目被动性，而多一些自觉主动性。无论哪个历史时

代，在个人和社会之间都不可能是一种绝对和谐、尽善

尽美的关系。现代社会，即使是普通人，也必须真正领

会整个现实社会的内在联系，在快速变化的社会进程

中自我实现并为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除了鲜明而独特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外，马克思

主义理论课还有其更为本真的教育价值和功能。把握

时代精神，这是当代中国的大学生与社会现实建立联

系、承担其历史使命必需的一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课

教育价值的根本所在。如何引导和帮助学生理解和认

同转型期的时代精神，使他们不至于成为只有生存技

能而无生活智慧的脆弱的一代，仅仅靠强调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意识形态功能是不够的，必须充分重视和挖

掘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教育上的根本意义。

马克思主义对复杂的社会生活系统的内在结构和

规律所做的深刻的总体性揭示，对于引导和帮助学生

把握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以更加全面的眼光了解当

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深度，这具有重要意义。

一、当代中国大学生必须自觉培育时代精神

在每个明显过渡的时代，大多数年轻人，通常都在

无声而被动地实践着一套正在过时的行为习惯和意识

观念。与此同时，一整套新的习惯和观念正在形成。

在这两极之间，年轻人必然遭遇一个无序混乱的危险

时期。这中间的过程是短暂还是漫长，结局是悲惨的

堕落还是新生的热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是否

正确地把握这个时代的整体趋势和内在规律。当代中

国迫切需要大学生自觉培育真正的时代精神。今天的

中国正处在一个明显的转型期，大学生不能被动而盲

目地实践那些正在过时的习惯和观念，而必须自觉地

培育这个时代所要求的一整套新的观念和精神，才能

切实履行其历史责任。

（一）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大学生面临的巨大挑战

在《法哲学原理》一书序言中，黑格尔对个人与时

代的关系有极为精彩地论述：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

他那个时代的产儿。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是愚

蠢的。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现实高速发展而且情况日

益复杂，这使得任何个人特别是我们的大学生面临前

所未有的挑战。关键在于，在以往，重大变化发生的间

隔时间远远长于个人的自然生命，因此，人们可以习惯

于让自身去适应固定的条件；但现在的中国，这种社会

变革的速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个体生命的自然节律的

界限，这是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不能回避的事实。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济、

政治、思想、文化等，有许多复杂的事情需要知道，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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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问题需要解答，而许多不知道的领域需要扩展。

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

展，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深刻的历史变革，社会生活的

多样性，日益突出的变化特征，各种思想观念相互交

织、相互影响、相互激荡；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大学生

思想有更多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这种

情况虽然有利于激发学生的进取精神和创新能力，但

也冲击了大学生的思想意识，极有可能使他们片面地

理解我们的时代精神。在当今中国，大学生接收的信

息常常是复杂而紊乱的，而且有时甚至是互相冲突的，

学生们的意识观念往往容易被引向歧途。当代中国社

会生活的复杂性在大学生面前设置了重重障碍，使他

们对时代精神的自觉培育变得分外困难。一方面，大

多数普通人过着盲目的被动生活，生活压力越来越大。

在现代社会的高速运转中，他们的意识还停留在过去，

和整个时代精神的距离越拉越大。另一方面，我们这

个时代，由于科学技术和物质条件的巨大进步而造成

这样一种假象，仿佛一切都已安排好，年轻人特别期望

可以找到获得进步和成功的捷径，他们对于生活的风

险以及进步所需的艰难磨炼缺乏足够清醒的意识。由

于技术进步和组织机构等因素，今天的中国人，特别是

年轻的一代，生活更容易过度自信和机械惯性依赖；各

种媒体使他们瞬时满足，并不需要自己作出任何努力；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的扩展，让他们可以凭借互联

网实现在全世界范围的交流，然而不少人又是自我封

闭、离群索居的宅男宅女。

（二）当代中国大学生思想意识的缺陷及其危险

１．当代中国大学生对时代精神的培育缺乏科学性
和连贯性

很多大学生自认为拥有一套对社会生活的认识，

然而大部分学生对时代精神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日常

生活和身边环境的影响，没有或者少有学生通过系统

的理论知识训练来把握时代精神。然而，传统习俗或

宣传说教借由环境和传媒，传达给同学的只是简单的

信息；大学生对于当下整体社会现实的判断较为复杂

而混乱。对如何判断整体的社会现实，大学生中普遍

存在困惑。一方面，大学生已经倾向基于自己独特的

亲身经验来把握时代精神，从而开始呈现出某种自主

性，但是这种自主性在面对更为复杂的社会现实，就显

现出其不稳定和不明确的特性。另一方面，多数同学

在培养自觉时代意识方面缺少理智这一有效支持因

素。现在大学主要是“８０后”“９０后”，他们时代背景
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发展最好，社会结构在中国的

转型最为激烈，科技发展最迅速，人们思想最解放，价

值观最多元化［１］。他们被埋在网络、报纸等快餐文化

和手机、电脑等高科技的海洋里，这些特殊的成长环

境，虽然为他们的成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但

同时也更容易使他们局限在周围的环境和自己所接触

的范围，缺少独立思考的经验，缺少通过理智的探索来

理解中国、理会现实。

２．蕴含的危险
在对真正的时代精神没有自觉的地方，进步只能等

待自发性，结果通常是逐渐消亡。当代中国大学生思想

意识的以上缺陷蕴含着这样的危险：他们容易为现存社

会流行的较低级的行动和情感所俘获。对此危险，波普

尔曾经有过这样的论断：“我们都有自己的哲学，不管我

们是否意识到它。我们的哲学是没有价值的。但它对

我们的行为和生活的影响往往是破坏性的。”［２］年轻的

大学生，大多都有自己关于时代的看法，这是一个事实。

但这些看法通常停留在主观和机械常识的水平，它们对

于学生们自觉培育时代精神是没有多大积极意义的，它

们对学生的行为和生活的影响甚至常常是破坏性的。

在这些直接的自发意识支配下，即便是原本最纯洁的行

为，也有与现存社会流行的较低级的行动和情感相结合

的危险。必须向学生们打开自觉走向真正的时代精神

的大门，防止学生们有关时代的思想意识与落后的、低

劣的势力或因素的结合。当下的中国，逐利的资本、野

蛮的权力并未得到真正有效的控制和监管，一旦学生们

关于当代中同的看法被局限于主观的本能和机械的常

识，其后果的危险性是可想而知的，我们的时代已经走

到了这样的境地：直接的社会现实，其复杂性不适宜于

学生自觉培育其整体精神，学生对时代精神的把握也已

不能单靠从劝诫与说教那里获得支持。它必须得到知

性的理论逻辑的支撑与帮助。关于这一点，恰如苏格拉

底早就指出过的那样，“智慧就是他所需要的全部援

兵”，［３］马克斯·韦伯同样强调，“在教室的范围内，唯

一的德性，便是平实的知性诚实”［４］。而哈贝马斯则指

出，现代社会“内在自然的整合具有一种认知成分。”［５］

因此，要训练大学生，让他做好准备去面对新颖的条件。

然而我们又不能为绝对未知的事物做准备，正因为如

此，我们才又一次回到科学理论的“指导”。回归马克思

主义理论对时代精神的科学揭示。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优势———对时代精神的

科学揭示

正如波普尔指出的：“除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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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职业哲学家似乎都脱离实际。”曾经广为流行

的反理性主义思潮，“而今在那些失望了的青年人，特

别是青年学者中再度强盛”。脱离实际和非理性主义

的思潮对于青年人来说是非常有害的，它“甚至可能

会比哲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那些似乎才华横溢、实则

虚伪狂妄的夸夸其谈更加有害。”［６］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时代精神的揭示具有彻

底的科学性和深刻的整体性

１．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现代社会本质的彻底分析
现代社会的决定因素不再是直接的自然，而是世

界历史性的社会存在；生活实践只有作为世界性的社

会存在的构成要素才能存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

野中，世界历史性社会存在，其本质在于抽象的反思性

存在。世界历史性社会存在表现为脱离生活实践的客

观财富，成为社会历史的统治者、支配者和主宰者。

“一方面是生产力的总和，生产力似乎有物质的形式，

对个人本身而言，他们不再是单个人的力量，而是私人

拥有制度的力量。因此，只有个人的生产力是个人的

力量。……另一方面是与大多数人的生产力相比，这

些生产力和他们分离。因此，这些人失去了所有的现

实生活，只是抽象的个人，但是，因为这一点，他们有可

能作为个人而相互联系。”［７］人类总体的文明形态已

经由原生态跃进到反思性，随着人类社会由工业文明

走向知识文明，现代文明的反思性日趋明显。人类文

明最新近的历史表现为：社会存在日益知识化、技术

化、信息化，其最高成就包括数字信息、热核、基因等高

技术。当代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已经达到反思性的阶

段，即利用发达的信息技术，在全世界范同内进行智

力、技术和资金的交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现

实，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意味着：生活实践的自

在整体性，转变为抽象的反思性存在。

２．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人类社会生活整体性的全面
揭示

只有在生活实践的自在整体性已经转变为抽象的

反思性存在的时代，人类才能将自身的过去、现在和未

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客观而冷静的科学研究。在此，

人们可以暂时摆脱生活实践的狭隘地方性的束缚，研

究自己周围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变化及其对自身前

途和命运的影响，把握时代变迁的整体趋势。由资本

主义开创的反思性的社会历史的经验存在是马克思主

义理论全面揭示人类社会生活整体性所必须的客观历

史条件。

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地揭示出我们这个时代这样

一个基本的事实：在抽象反思的社会存在的前提下，生

活实践的自在整体性的被摧毁和被剥夺。现代社会生

活的普遍化，实际上是局部性联系的普遍化；我们这个

时代所谓的全球化的实质，在根本上不过是取得胜利

的、狭隘的地方性联系，或者说众多特殊利益对某些特

殊利益的屈从。在世界历史时代，原先封闭在区域条

件中的社会存在与生活实践的狭隘统一性以及生活实

践的自在整体性被反思的普遍性所摧毁，而社会存在

与生活实践的普遍统一性和生活实践的自觉整体性至

今尚未形成。由此，社会与生活实践的统一存在分裂

为抽象的社会存在和同样抽象的个体活动，在个人与

社会、自然之间的局部性纽带被割断的同时，个人与社

会、自然之间的整体性联系被独占或垄断。因此，人与

人、人与社会之间越来越走向疏远和孤立：除了交换之

外，人类个体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不再有其他联

系。在过去，人们屈从于自在自然的存在及其威胁，个

人可以自然而然地认同在他之外的某种社会联系；但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个人不再屈从于自在自然的威胁，

但他屈从于某种获得胜利的特殊利益。在马克思主义

看来，这种变化，尽管是历史进步的标志，但是，生活实

践的整体性利益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承认和尊重，人

们将无法避免由这种整体性的缺席所引起的严重

后果。

马克思主义理论清醒地面对我们这个时代最根本

的内在缺陷：生活实践的内在整体分裂为抽象反思的

自觉性和盲目而狭隘的生活实践；生活实践的盲目性

和狭隘性并没有因世界历史性社会存在而得到克服，

反而进一步强化。以世界历史性社会存在为手段，人

类甚至可以干预自然界的整体，但是大多数人的生活

实践仍然被局限在狭小的地方性之中。今天，生活实

践和世界历史性社会存在的统一只是表现为某些特殊

事件，整体性的自然条件和世界性的社会存在。在资

本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日益沦为少数人的特权和工

具，大部分人被剥夺了整体性的生活实践。如此，个人

屈从于狭隘的实践，整体性屈从于分离而孤立的局部

性，狭隘的局部行为就成了唯一的目的。

（二）大学生缺乏自觉的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科学性和完整性

大学生对马克思理论的态度是多样的：很多同学

认为，不需要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把握时代精神，只

是被强制学习；当然也有同学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根本学不到自身想要的东西。不过，多数大学生对

马克思主义理论仍然抱有这样的期待：帮助他们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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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世界。全面了解时代和生活。然而，无论其具体

态度怎样，学生们普遍很少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

学性和整体性。对很多大学生来说，生活中接触到的

东西往往与作为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没有直接的

联系。

大学生处于一个关键转型期。这一特殊群体的心

智与经验都不是很完善，面对巨大的就业压力与相对

浮躁、功利的社会现实，仅靠他们有限的自我意识是很

难认识到作为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有何实际意

义和作用的。他们希望所学的知识能够马上为现实生

活带来益处，获得便利；一旦希望落空，就觉得学习这

门课的意义不大。所以，根本的问题是，作为缺乏理智

思考和对应的实践活动。难以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

科学理论。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育价值

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优势转化为大学生对时代精神

的自觉培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育价值。只有马

克思主义才能引导大学生理解时代的真正精神，把握

世界形势变化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亟须通过作

为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来弥补大学生有关时代的思

想观念的缺陷，促进大学生对当下的时代形成必要的

稳定和明确的自觉意识，以不断增强识别和抵御各种

错误观念的侵蚀能力，提高解决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

题的能力，自觉而正确地应对复杂的社会现实。

（一）必须面对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社会全面整

合的普遍理性要求

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社会正在直接经受着各种

危机的考验，遭遇由自身的复杂联系和传统的破裂而

带来的种种困境，对此，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应担负起这

样一项艰难的任务，即在普通的大学生中促成自觉的

共识，个体与群体的多样性成为相互理解的积极因素。

大学生，作为现代中国社会最大的、包含范围最广的历

史主体，对于时代精神必须有起码的自觉意识。马克

思主义理论是中国大学生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必要

的、不可替代的理论工具。１９世纪４０－６０年代，恩格
斯和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成果，发现了历史唯

物主义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并在人类思想史上实现

了伟大的革命。迄今为止的世界历史的进展总体上并

没有超越其思想的高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马克

思主义，分析和批判了人类先进思想提出的各种问题，

并对资本主义发展提出的理论问题进行了科学的阐

述，对时代精神的揭示具有彻底的科学性和深刻的整

体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育价值不只在于向大学生

再现当代世界现有的社会关系，而且在于促进真正实

现“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生活日益复杂和多样化

的当代中国，迫切需要社会的全面整合，即社会的内在

统一，有序的流动和鲜活的集体生活是不可替代的。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单纯的传统强制已失去了力量，而

复杂的社会环境并不能直接充当大学生自觉培育时代

精神的有效途径。同时，中国社会也正在渐趋成熟，简

单的说教已不能满足其整合过程中的普遍理性要求。

柏拉图曾说，只有哲学家做了国王，理想的国家才会到

来。在社会主义中国，国王便是从事各种活动的普通

民众，而大学生意味着现代中国最关键、包含范围最广

的历史主体。只有在普通大学生中普及了真正的时代

精神，中国才会有成功的民主社会。

在当代中国，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变得越来越强烈，

人只有在社会整合能力的范围内可得到幸福和安宁的

生活；而个人行为的范围越来越大，个人的选择也越来

越多、甚至国际范围内激起强烈的反应。纽曼早在

《大学的理想》中就明确指出高等教育所面对的全面

的社会整合提出的这种普世理性要求高等教育应该传

授给普通学生，最大的技能，是如何生活在一个精神社

会，如何帮助形成一个精神社会［８］。真正的大学教育

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方式，达到伟大的而又普通的目

的。它的目的是提高社会的教育氛围，并在培训的公

共机构去提炼民族的味道。以为公众热情提供一个真

实的原则，目的是为公众的欲望提供一个固定的目标，

以丰富和限制时代思想，目的是利用政治权利的便利

性和净化私人生活的各种交流［８］。加塞特更是强调

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对大学的“启蒙”的基本功能

进行回归［９］。

（二）必须充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和科

学性

要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育价值，在教学中，

必须充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性和科学性，以

促进其真正为普通大学生所理解和接受。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通常比较强调实践

性，这是无可怀疑的。但是现代社会实践的复杂内容

和广阔背景不是青年学生能够直接理解的。现代社

会，生活的分化和复杂化使得青年并不能直接拥有适

合自己的生活。教学也不能把社会历史过程的复杂性

直接转变为个体的内在意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视

以透彻的理论思考过程来帮助大学生实现对现实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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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化吸收。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积极投身社

会实践，进行长期艰苦理论探索的产物。他们的社会

实践今天已无法复制，但是理论探索的艰苦历程却凝

结在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及其著述中。在这里，以经典

作家本人的论述为载体，展现唯物史观的深刻性和透

彻性，并以这种深刻性和透彻性作为激发学生学习和

思考兴趣、动力的途径。

首先必须强调的是，作为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

建立在公共的普遍性话语和逻辑的基础之上，它不是

从外部强加在学习者身上的东西。学习者完全可以从

自己的直接经验出发来消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理论

知识，而不至于发生对学生本体论经验的粗暴干涉。

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遵循的语言和逻辑的公共性和抽象

性可以为学生们的自发经验最大限度地保留必需的空

间；它允许辩论和思考，甚至可以允许完全错误的传授

和解读；只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过程有可能进

一步持续，那么大学生对时代精神的培育就不至于被

完全封闭存狭隘的经验之中。

其次，必须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马克

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并不直接代表现代社会运行的

实际规则，但是离开它的指导，青年学生很容易陷入现

代社会复杂的规则和制度的一隅，而难以把握它们的

整体联系，最终无法明确自身在现实历史进程中的恰

当位置。社会问题的复杂不是线性的或单面的思维方

式能够处理的，思考社会问题要求多层面的辩证立体

思维方式。所以，必须充分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揭

示的现代社会生活的复杂总体，来展现中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进程的广度和深度，以期进一步打开学生的思

路。运用唯物史观的彻底科学的观点统摄现代社会生

活中不同层次的复杂联系，对于促进学生对时代精神

的自觉培育是必要的。

总之，马克思主义理论彻底的科学性和整体性，对

于改善和提升大学生的认知结构、促进大学生自觉培

育真正的时代精神，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马克

思主义理论的课堂教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

为基础来解释和说明现实社会的变化发展，满足学生

全面了解现实的知性需求；而相关的教学方法的根本

原则应当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转变为大学生存

理智认知上自我训练的内容和材料，只有这样才能提

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真正

转化为大学生对时代精神的自觉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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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三严三实”要求　做好学生党建工作

刘　静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陕西西安 ７１００１８）

［摘　要］　结合“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开展，就独立学院如何践行“三严三实”要求，做好学生党建工作，提
出以严的要求履行好党建工作职责和以“严”的举措推动独立学院党建工作落实的对策建议，并提出具体的

实现路径。

［关键词］　独立学院；三严三实；学生党建工作
［中图分类号］　Ｇ４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２０１６）０２００３５０３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严三实”的重要论述是从
严治党宝贵经验的总结、继承和发扬，是新时期加强党

的建设的重要遵循。高校学生党建工作是高校党的建

设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加强学风建设，培养有理想、有

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设者和接

班人至关重要。在全党上下深入开展“三严三实”专

题教育之际，包括独立学院在内的高等学校，必须高度

重视学生党建工作，将“三严三实”的要求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在“严”字上用劲，在“实”字上发力，进一步

推动学生党建工作的开展，有效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

垒作用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严”和“实”的

要求，以有效的载体，有力的抓手，切实加强和改进包

括独立学院在内的学生党建工作，把党要管党、从严治

党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一、以“严”的要求，履行好独立学院党建工作的

职责

在当前从严治党的新常态下，独立学院必须将高

的标准、严的要求贯穿在独立学院党建工作的方方

面面。

一是坚持高标准抓好学生党支部建设，为学校党

建工作强基固本。要围绕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接班人的根本任务，明确分工，各负其责，切实强化学

生党支部委员会的建设。要将热爱党支部工作，善于

做政治思想工作，德才兼备的学生党员配备进支部班

子。选好选准党支部书记，可打破学生支部、教工支部

的划分，由熟悉党务工作的优秀辅导员或教师担任学

生党支部书记，指导学生党支部工作的开展。对支部

书记由学生担任的党支部，要尽可能安排他们更多地

参与到学生的学习、生活等事务的管理工作之中，增强

党支部对学生的吸引力。要结合学校实际，明确学生

党支部建设的目标要求，落实好工作职责和任务，发挥

好党支部的团结、凝聚作用。要丰富党支部的活动方

式，结合教学活动及学生学习成绩的提升，开展有针对

性的支部活动，解决目前在很多独立学院中存在的支

部活动形式呆板，内容单一等问题，体现党支部活动的

开放性、多样性和互动性，切实保证组织生活的质量。

要积极探索组织建设的创新，以活动或工作为中心，开

展学生党支部建设，例如尝试在学生公寓，学生社团等

组织里建立学生党支部，延伸党建工作的触角。

二是坚持严要求抓好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筑牢理

想信念这一根基。要以学生党员教育为重点，坚持将

党性教育，理想信念教育贯穿教育活动的全过程，让学

生党员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始终坚持正确的

政治方向。当今社会，利益群体呈现多元化格局，社会

思潮呈现多元化状态，包括学生党员在内的学生群体

面临着坚守党的理想信念与社会各种复杂思潮的冲

击［１］。高校必须将立德树人作为学校教育和抓学生

党建工作的根本，顺势而为，紧紧依托现有教学活动和

生活现状进行思考，通过抓党的基本理论教育，促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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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育人，抓主阵地教育，促正能量育人；抓典型引领，

促榜样育人等，着力抓好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

抓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贯的同时，以建设校园文化

和提升学生文化素养为载体，以先进的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指导，通过大力倡导和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和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探寻思

想政治教育和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结

合点和实现途径，形成强大的主流文化，培育和引导学

生健康思想和优秀品质的形成［１］，养成良好的政治素

质，确立积极的人生态度和远大的理想抱负。要充分

利用“互联网 ＋”给党建工作带来的机遇，通过微信、
ＱＱ群等新兴传播方式，拓宽党的理论政策的宣传教
育方式，增强党员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更好提

升教育成效。

三是坚持将党风教育与学风建设有机融合，助力

独立学院科学发展。党风建设是学风建设的根本保

证，党风则包含学风。党风正则学风浓；学风正则党风

优。可见，抓学风建设从某种角度上说就是抓党风建

设。要以学风建设为突破口，加强党风建设；用党风建

设促进学风建设。要针对当下出现的学术道德失范和

学术腐败行为，加强教育引导，鼓励学生求真务实、探

索创新，在火热的学习活动实践中发现和应用真理，提

升学术品质。同时，加强纪律约束，规范教学活动，营

造浓厚学习氛围，净化校风学风，遏制学风不端，学风

不正等现象。独立学院学生党员是青年学生中的骨

干，在日常的学生、生活、文体活动、志愿服务等活动中

起着重要的作用。抓党风学风建设要突出抓学生党员

这个关键群体，充分发挥好他们的带头示范和引领作

用，要通过举办党建专题讲座，组织红色参观，开展党

建微讲堂等更为灵活、丰富的手段，加强党性教育，做

到严以修身。要重视法制教育，特别是加强党的纪律

教育，将《中国共产党廉洁从政准则》与《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等党纪律的宣传贯彻与加强学风建

设，培育并形成优良学风有机结合，通过严格课堂纪

律，严格学习要求，加强人文素养及心理健康教育等手

段，牢固树立纪律意识，敬畏法律和校规校纪，有效抵

制急功近利、浮躁浮夸、买卖论文、考试舞弊等不良现

象和不端行为，切实做到严以律已，营造风清气正的育

人环境和求真务实的学术氛围。要围绕保持党的先进

性、纯洁性这一要求，通过探索党员学生“一帮一结对

子”帮辅学习，开展学生党员调研活动等，将密切联系

群众的作风融入学生党员的日常学习、生活之中，培育

用权为民的理念，牢固树立“严以用权”的思想。将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体现在独立学院学习、生活的

方方面面。

二、以“实”的举措，推动独立学院党建任务的

落实

三严三实，关键在一个“实”字。如果说“严”是出

发点和立足点，“实”则是“严”的目的与归宿。抓好落

实，是独立学院党建工作成败的关键。一定要在“实”

抓和抓“实”上下功夫，出力气，确保工作取得实实在

在的成效。

一是严格程序抓落实。要强化法制思维，在学生

党建工作中树立规矩意识，严格依规矩办事，依程序行

事。要严格按照党建工作的相关流程开展好学校党的

组织建设、学生教育、文化创建等工作。要严格党的组

织生活，规范学生党支部的各项工作和活动。要结合

独立学院学生工作实际，严格执行“三会一课”制度，

严防形式主义和走过场。要高度重视学生党员队伍建

设，严格按照党章和《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试行）的要求，认真抓好学生党员的发展工作。要贯

彻“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方

针，摒弃形式主义和好人主义，把真正符合党员条件的

学生发展到党内来。要严格规范发展程序，把握重点

环节，建立起推优－培训 －考核 －初拟 －公示 －预审
－确定－纳新的工作流程和机制，保证学生党员发展
的质量［２］。在党员发展过程中，要注重学生党员个人

修养的考察，道德品行的考察以及能力素质的考察，严

把“准入关”、“流程关”和“质量关”。要以严谨、细致

的工作，保证党员发展质量，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

纯洁性，以真正发挥好学生党员的带头示范作用。

二是健全制度抓落实。建立和完善党建工作的相

关规章制度，是独立学院提升学生党建工作水平的一

个重要着力点和主要抓手。要结合独立学院自身的特

点，以系统化、科学化的制度体系，推动学生党建工作

科学化水平［３］。一方面，要以建立学生党建工作责任

制为切入点，对独立学校党建工作的责任分工，党支部

的工作责任，工作考核和责任追究等予以明确，层层传

导压力，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工作格

局。同时，建立并完善加强学校党务干部队伍建设，加

强和改进党员理论学习，加强党员日常教育管理，规范

党内组织生活、党务干部激励办法等制度规范，形成较

为系统、管用的制度体系。另一方面，独立学院要以党

员发展工作为重心，通过健全完善党员发展工作评价

机制，发展党员工作责任追究制度，以及建立党员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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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新党员的继续教育制度等相关制度规范，做到日

常教育与集中教育相结合，不断提升发展党员工作的

质量，不断增强学生党员的党性修养，提高政治素质，

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三是用好阵地抓落实。随着改革的深化，独立学

院党建工作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富有挑战性

的外部环境。必须在巩固已有党建阵地的基础上，进

一步强化党建阵地建设，掌握工作的主动权，主导权。

要利用好社区阵地，坚持以人为本，设置好组织体系，

将学校党建工作覆盖到学生社区［４］，明确工作定位和

职能机制；要利用好独立学院学生社团这一阵地，坚持

党组织对学生社团工作的指导，以“宏观控制、微观搞

活”［４］为原则，在思想上正确引导，在方法上正确指

导，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充满正能量的校园环境；

要利用好网络阵地，充分发挥网络技术优势，开拓学生

党建工作新阵地。通过先进信息技术，在网上实现党

员动态管理、党费收缴、组织关系接转等基础工作。同

时，搭建好党组织与党员，党员与党员，党员与普通学

生之间的良性互动平台，以协调、疏导式的网络对话，

使党建工作更加深入有效［４］。要利用好社会实践阵

地，提高学生和学生党员的社会实践质量和水平，把思

想政治教育和社会实践教育有机结合［４］，增强学生的

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任命感。

加强和改进独立学院学生党建工作，是独立学院

的重要政治责任和神圣使命。我们必须以党的理论为

指导，结合鲜活的学生工作实践，努力探索出一套强化

学生党建工作的有效机制，确保独立学院学生党建工

作的质量和水平，推动学校党建工作科学化、制度化，

才能深化学校党建工作，在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中赢

得青年、赢得未来，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伟大事业，为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障和人

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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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在

“陕西省第３８届大学生田径运动会”中荣获佳绩
５月２４日上午，陕西省第３８届大学生田径运动会在陕西师范大学隆重举行。本届比赛由陕西省教育

厅主办，陕西省学生体育协会、陕西师范大学承办，共有来自全省８３所高校的２０００多名运动员参赛。本次
比赛参赛高校数量和参赛运动员人数均属历届最多。

我院田径队在教练张飞云和席本玉老师的带领下，派出８名运动员参加比赛，经过为期４天的激烈角
逐，我院学生王佳兵获得４００米栏铜牌，实现我院田径成绩奖牌０的突破。此外，王佳兵，陈辰，姚行，王俊取
得４×４００米接力赛第七名的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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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观念的偏狭和大众传媒社会责任的缺失
———基于西安市基础教育改革

张　园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陕西西安 ７１００１８）

［摘　要］　社会转型持续深入之时，教育观念面临着必然且艰巨的转变。转型中的诸多不确定性使教育观
念的转变出现偏狭，大众传媒实践中的抛弃社会责任的行为更加剧了这种偏差。通过对２０１５年典型的教育
舆情事件的分析，总结概括出：跟进报道集体失语，烂尾新闻大量存在；导向责任出现偏差，负面报道充斥；校

园暴力类等舆情突出，人文关怀理念相对不足，教育公信力遭受损害等大众传媒社会责任缺失的表现，事实

上教育部门已经取得了一些改革成效，从纠正大众传媒创设的拟态环境和教育改革卓有成效的社会现实之

间的偏差的角度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　教育观念；大众传媒；社会责任；评价机制
［中图分类号］　Ｇ２０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２０１６）０２００３８０７

一、教育观念的界定及偏狭的表现

无论是在哲学领域，还是在心理学领域，观念都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观念的

东西不外乎是移入人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

的东西而已。作为理性认识的观念是在分析、概括、归

纳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具有稳定、系统的特点，相反，作

为感性认识的观念则是一种直觉的、经验性的体验和

感知，具有零散性、易变性，有时甚至是错误。所以感

性认识有待于上升到理性认识。但也正因为感性认识

经过一定的积累可以上升为理性认识，所以我们不仅

重视理性认识，也要重视感性认识。

教育观念属于人们对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的主体

认识以及由此产生的某些行为意向，是人们对有关儿

童发展与教育的看法或观点的总和［１］。由于其认识

问题的视角不同，教育观念也会有所不同。一般认为，

教育观念有三种不同的存在形态：理论形态，一般是教

育理论者、学者等所持有的，并以学说和主张在著作中

表现出来；制度形态，主要是一定时期内国家、政府对

教育的要求与规定，一般体现在教育方法、政策等法定

文件中；社会心理形态，主要体现在社会大众的教育实

践中［２］。其中，社会心理形态的教育观念是一种社会

心理现象，主要体现在社会大众的教育实践中，它不同

于理论形态的教育观念的理性化、制度化教育观念形

态的规范化，它主要是个人与教育发生直接联系时所

获得的感性经验基础上而形成的，或者是在社会生活

中经过经验积累而形成的一种自动反映的习惯性表

现，是经验性的、自发的，也是不系统的、零散的［３］。

本文所涉及的“教育观念”主要是一种社会心理形态

的教育观念，是在大众传媒创造的拟态环境中并受其

影响而改变认识或态度的观念形态。

目前我国处在改革深水区，教师、家长、学校各方

的教育观念都面临必然且艰巨的转变。转型中的诸多

不确定性加之教育观念本身的易受影响性使得转变中

的教育观念出现了诸多偏狭，从学前教育到中考的

“择校”现象，忽视素质教育的“唯分数”现象、“奥数”

现象，都使教育观念与教育本身的意义出现了偏差。

观念的偏狭造成“择校拼爹”“名校拼钱”“奥数拼命”

等严重损害教育公平的行为表象，进而伤及社会公平。

社会公平已经成为现阶段人们社会心理文化基础最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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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最主要的构成与诉求，而社会不公平是诸多社会矛

盾产生的根源，同时，维护并促进社会公平又是保障和

改善民生、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

二、教育舆情中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缺失

造成教育观念偏狭的因素是多方面，教育本身的

发展程度、经济发展状况、人口素质的高低等等都参与

其中，但在众多影响因素中，大众传媒的作用和影响不

容忽视。大众传媒影响力的发挥，一方面得益于诸如

报纸、广播、电视等传播信息过程中所具有的物质技术

属性，另一方面大众传媒通过信息处理、甄选、解读等

社会能动属性对人们的认知、判断和行为产生影

响［４］。麦克卢汉甚至提出“媒介即信息”的论断。尤

其是在互联网时代，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极

大地释放了表达空间，互联网渗入到人们生产生活的

方方面面，网民规模每年以惊人的速度递增，截至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６．４９亿，互联网普
及率为４７．９％［５］。具有技术性质的网络扩展形式延

伸到人类的各个社会网络，改变了人类的交往方式，同

时也变革着人类的思维和观念。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

看，大众传媒在教育改革中的影响力研究还不多见，但

就大众传媒尤其是新媒体的影响力来看，这种研究是

非常必要的。而且通过大量数据显示，大众传媒社会

责任缺失的行为表现加剧甚至直接导致着教育观念的

偏狭，造成教育改革的阻力，以致教育不公平的加剧。

（一）理论依据

传媒的社会责任论（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ｒｏｙｏｆ
ｔｈｅｐｒｅｓｓ）由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提
出，是继自由主义理论之后出现的一种当代西方最具

代表性的传媒规范理论。１９５６年，由韦尔伯·施拉姆
等人合著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将媒体和社会的关系

整合成四种理论模式：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

社会责任论和苏联模式。其中西奥多·彼得森对社会

责任论进行深入的阐释。社会责任论强调大众传播媒

介对社会和公众应该承担责任和义务，它是对自由主

义理论的一种修正。然而，西方理论的引入必然要经

历一个本土化的发展。童兵认为，传媒的社会责任是

“新闻媒介与新闻从业人员在新闻活动中对社会安

定、国家安全和公众身心健康所承担的法律、道德责任

和社会义务。”这一观点考虑到了我国制度的特殊

性［６］。喻国明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媒介的基础价值

与社会角色须与媒介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的要求联系

在一起，即在宏观的社会背景的框架内加以确认［７］。

也就是说，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背景将会对传媒社会

责任提出不同的要求。因此，传媒的社会责任的内容

是随着时代要求的变化而变化。尽管如此，有些内容

和实施要求是有共性的：如真实而公正地报道和评述

新闻，满足公众的知晓需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做社

会与公众的“耳目喉舌”；维护国家安全，促进社会稳

定；尊重公民人格尊严，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发挥媒介

社会监督作用，做社会健康发展的捍卫者；履行社会公

共文化的使命，不传播低俗不雅的新闻信息。

（二）缺失的表现

根据人民网舆情监测的数据，我们对２０１５年人民
网的教育舆情事件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共２０６件，按照
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进

行分类（无法分类的按中等教育、义务教育来划分），

各部分占有量如图１所示。可见，高等教育仍是一直
以来关注的焦点，数量最多。在基础教育类型中，高中

教育、小学教育得到较大的重视。学前教育阶段相对

平静。

图１　教育舆情事件类型分析

１．跟进报道集体失语，烂尾新闻大量存在，错失纠
正偏差的大好时机

媒体失语是指新闻事件发生时，媒体没有进行及

时报道，或在受众迫切需要了解真相时没有给予报道。

事实上，受众对信息的需求不仅发生在事件发生时，事

件发生后的后续处理和反思也是受众想要了解的和值

得做的。跟进报道的集体失语造成了大量新闻烂尾，

这都源于事件热度的降低。新闻是对事实的报道，事

实没到底，新闻就不能到底。受众关注的事件大量报

道，当热度降低时就减少报道甚至不报道。“烂尾新

闻”大量存在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利益的诱惑。市场经

济环境下，以经济杠杆来衡量新闻的价值，作为社会公

器的大众传媒容易坠入商业公器的深渊，尤其对于价

值逐渐衰减的新闻事件，多采取舍弃的做法。“烂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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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的大量存在，一方面造成信息流的断裂，另一方

面难以引发民众深层次的思考，起不到引导和教育的

作用［８］。而后者在教育舆情事件的断裂式报道中表

现的尤为明显。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７日，题为“贵州１５岁
留守学生被围殴致死 疑因未给同学抄袭”的新闻报道

一经发出引发各方关注，但正如标题所示，一个“怀

疑”就把各方关注打发了，报道中“目前嫌疑人均已被

控制，案件仍在调查中，具体情况不便透露。”更似乎

还有一些不便言说的秘密。而且同类的表述在类似的

事件报道中比较常见，似乎成了此类新闻事件的模板。

自从７月１７日经澎湃新闻首发后，该事件在７月１８
日、７月１９日被大量平台转载，而后便销声匿迹，更没
有跟进报道和处理结果，事件也就无疾而终。同样的

发生在４月２７日的重庆一中学老师与女生办公室发
生不雅行为事件，也是以官方调查之中完结。亦或担

心有风险或者“踩雷”而自觉保持了沉默。

表１　２０１５年全国前２０名热点教育舆情事件

序号 日期 事件 发轫媒体 周转载量

１ ６．７ 记者卧底江西替考组织参加高考曝光跨省团伙 南方都市报 ５８３５

２ ５．２８ 复旦大学形象宣传片被指抄袭 中国之声 ４５３７

３ ６．２８ 北大清华招生组微博互掐 均指对方砸钱抢新生 凤凰网 ３３５８

４ ５．１３ 武汉高校老师趴地求学生赐“胯下之辱” 武汉晚报 ３０９２

５ ７．２３ 重庆考生签下复旦“优秀推荐生”确认书 后未被复旦录取 重庆晚报 ２７０９

６ ４．１４ 女教师辞职信走红 朋友圈 ２６９０

７ ５．１１ 连云港大学生遭剥光殴打续：５名涉案人被刑拘 人民网 ２６７０

８ ７．９ 陕西榆林文科状元被指系高考移民 户籍挂校长名下 华商报 ２５０６

９ ６．１２ 湖南衡阳１２岁女童毒死２名同学 因被告状挨骂 华声在线 ２３６３

１０ ３．３０ 首套高中国学教材将进课堂 法制晚报 ２０５６

１１ ７．１７ 贵州１５岁留守学生被围殴致死 疑因未给同学抄袭 澎湃新闻 １９１８

１２ ５．１４ 南方一高校保送生多为厅官子女 有人造假进重点大学 北京晨报 １９１８

１３ １．２１ 湖南大学接受１７名他校研究生转学，转入过程被指暗箱操作 澎湃新闻 １７７４

１４ ６．１６ 泸州医学院更名四川医科大学 四川大学发函反对 南方都市报 １７５９

１５ ７．２７ 北京高分考生签复旦大学确认书也未录取 南方都市报 １７０２

１６ ５．２９ 吉林２名大学生穿越内蒙沙漠 一人获救一人死亡 新华网 １５７８

１７ ４．６ 南京“虐童案”追踪 新京报 １５３２

１８ ５．２８ 武大再曝二年级“黑户学生”校方回应：与学校无关 新华网 １５０５

１９ ３．１１ 人教社编成首部中小学足球教材 北京青年报 １４２０

２０ ５．２１ 安徽小学生被班干逼喝尿事件调查：勒索钱财 专人接送上学 华西都市报 １４００

　　２．导向责任出现偏差，负面报道充斥，侵蚀教育改
革的公共理性

导向是传者对受众的一种传播效果的体现，它通

过语言等方式影响受众的行为，引导受众按照一定的

方向行动，“导向提出的命题是一种公共产品，目的是

要求受众接受某种理念、理论、观点、思维方法或行动

准则，是为广大受众服务的工作，是在与受众互动以某

种主张、规范、建议去影响受众的思想和行为的工

作。”［９］大众传媒提供的信息具备公共性特征，理论上

来说，它就必然遵循一定的公共伦理，由此就具有了天

然的责任属性。尤其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有“第

四权利”之称的大众传媒在影响受众观念、引导受众

行为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强大。大众传媒通过自己带有

倾向性的报道，使受众习惯于把媒体呈现的事实当成

现实中真实发生的事实，并在无形中收到媒体倾向性

的感染和影响。导向作用的强大同时也意味着责任和

义务的不可或缺。大众传媒珍视权利，更应履行职责。

但以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２０１５年７月３１日人民网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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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的数据显示，在搜集到的２０６个教育舆情事件中，
负面情感倾向的报道占比高达７６％，远超正面（８％）、
中性（１６％）报道。仅仅就２０１５年陕西省教育舆情事
件中，负面倾向的事件也是占到半数以上（如表２所
示）。负面情感倾向的教育舆情事件报道中，以“围

殴”“猥亵”“自杀”等暴力词汇构成的标题随处可见。

负面导向的大量聚集使受众对教育现状的情感认知极

易产生悲观和恐慌，进而颠覆以往的教育观念，甚至出

现更深程度的偏狭。从教育改革的角度来看，负面舆

情较多失去的是良好的舆论导向，造成公众对改革的

不信任和一些阻力。

表２　２０１５年陕西省教育舆情事件汇总（按热度排序）

日期 陕西省教育舆情事件（按热度排序） 关涉地 倾向性

１２．５
西安一医学院随意丢弃实验用狗 工

作人员：不得已
西安市 负面

１２．８
陕３人新晋“两院院士”在陕两院院
士增至６４人

陕西省 正面

７．８
陕西榆林状元被指变相高考移民户

籍挂校长名下
榆林市 负面

１２．５
陕西批准设立３５个研究生联合培养
示范工作站

陕西省 中性

１０．１４
西安８岁男孩智商达１４６分 独特解
题方式成人看不懂

西安市 中性

１２．９
第二届媒体融合与传播创新发展研

讨会即将在西安举办
西安市 中性

２．１１
西安联合学院非法集资 受害者聚集

省政府
西安市 负面

９．２３
延安育才中学一学生抽烟被罚 ４００
元“污染费

延安市 负面

４．２
安康四名小学生被老师体罚当

众下跪
安康市 负面

３．３１
生活老师体罚小学生：令 ４人当
众下跪

安康市 负面

１．５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在官网发“上海踩

踏悲剧不幸证明我院节日管理无比

正确”

西安市 负面

５．８
陕师大向本校穆斯林女生施压 要求

摘掉头巾
西安市 中性

８．２５ 陕西数万高考生信息遭泄露 陕西省 负面

１１．１１
渭南一小学要求“差生”雨天为校长

洗车
渭南市 负面

９．２５
长安大学一教授课堂上诋毁海南 校

方称正在核实情况
西安市 负面

３．６
西安理工大学校长刘丁等三人涉嫌

对科研经费管理混乱被处分
西安市 负面

１０．２
陕西机器人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正式

成立 西安交大王树国校长出任联盟

首届理事长

西安市 正面

３．３
户县教育局临时工挪用 ８００万公款
澳门赌博

西安市 负面

３．１１
我省高校６人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
工程”

陕西省 正面

６．１
西安四万多学生参加“小升初”测评

场面堪比高考
西安市 中性

５．２２
“新丝绸之路大学联盟”落户西安 ２２
个国家近百所高校加入

西安市 正面

　　３．校园暴力类等舆情突出，人文关怀理念相对不
足，教育公信力遭受损害

根据数据分析，教育管理、校园暴力、学生表现类

事件占据前三位。高校教育管理问题频现，“复旦大

学形象宣传片被指抄袭”“泸州医学院更名四川医科

大学 四川大学发函反对”“西安野鸡大学调查：一所大

学剩一个班４０个学生”等热点事件引起多方关注和
探讨。与前期的疯狂造势相比，复旦大学后面的狼狈

收场和消极应对，百年知名学府的底蕴与风范尽失，同

时也暴露出教育管理的敷衍与缺位，相关人员缺少知

识产权的意识，松散浮躁的校园文化令人失望至极。

２０１５年以来，校园暴力事件呈现普遍化和常态化的趋
势。湖南衡阳１２岁女童毒死２名同学、贵州１５岁留
守学生被围殴致死、安徽小学生被班干逼喝尿等事件

曝光后，涉事责任主体或处于利益考虑一味护短，或抱

有侥幸心理冰冷回应，严重损害了教育部门公信力。

从媒体在此类事件中的表现来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意识让位于看似喧嚣和热烈的舆情反复之中，对未成

年人的人文关怀相对不足，丧失道德责任，使得原本的

群情激愤和恐慌愈演愈烈。

三、原因探析与对策建议

依照传播效果发生的逻辑顺序来看，大量外部负

面信息作用于人们的知觉和记忆系统，引起负面认知

的累加，达到一定的程度是就会作用于人们的价值观

念，以至引起情绪或感情的变化，最后通过行为层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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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教育舆情事件关涉领域分析

现出来。负面教育舆情不利于受众形成正确的教育观

念，大众传媒在此类报道中表现出的责任缺失发人深

思。造成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但从根本上来看，市场经济环境下，经济利益的驱

动，新闻报道的商品性被彻底唤醒，为了最大限度地攫

取财富，维持传媒企业的正常经营与盈利，当社会责任

和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大众传媒自觉不自觉地放弃

了道德责任。

以上对全国教育舆情的分析带有普遍性，绝非偶

发现象，基于此重新审视西安市基础教育现状，顺应西

安市基础教育改革，促进基础教育由小到大，由不平衡

到均衡的转变，提出一些参考性对策建议，事实上西安

市基础教育改革开展的三四个年头里已经卓有成效，

受到社会的认可，本文提出的对策建议多是从缩小大

众传媒创设的拟态环境和基础教育改革卓有成效的社

会之间差距的角度出发。

从根本上来说，教育观念的偏狭，教育不公平现象

的出现源于教育本身，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改革开放

后，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系的转轨，人们的

利益观念发生了巨大改变，经历了从避谈利益到人人

关注利益的转变。马克思所说的“现在人们奋斗所争

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的观点开始深入人

心。在“人人有学上”之后人们对于“人人上好学”的

教育需求正在逐步攀升，因而“深水区”的教育改革必

然面临多元利益的博弈，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

同时，随着国家政治权力的退让，市场开始作为基础性

机制支配教育改革，而市场自身的缺陷事实上为教育

改革的风险衍生提供了主体前提。

（一）深化基础教育改革，促进教育机会均等

２０１５年６月１日，来自西部网的报道，西安四万
多学生参加“小升初”，测评场面堪比高考，引发全国

关注，又一次展示了教育资源的争夺大战。据报道，

２０１５年５月３０日当日上午，西安民办初中进行“小升
初”综合素质阶段性评价，４万余小学生赶考。在西安
铁一中考点，３０００余名家长将考点挤得水泄不通，场
面堪比高考。根据２０１５年西安市初中学校招生计划，
西安市３４６所初中学校计划招生８５８７０人。其中３０５
所公办初中共招生 ６７７６０人；４１所民办初中共招生
１８１１０人，有２６所民办学校的报名人高于招收计划总
数的１２０％，民校招生人数约占招生总人数的 ２成。
“小升初”是义务教育阶段，本不存在着问题。然而，

随着民办学校不断创“名校”，优质教育资源不断集

中，自主招生背离了教育宗旨，问题越来越多，“奥数”

甚至成为全国的热点。为此，西安市教育局将民办学

校“小升初”招生纳入统一考试，每个学生首先有一所

就近入学的义务教育学校作为保障，同时可以参加

“名校”的考试，采取网上报名、网上阅卷、统一录取。

通过此项改革，力促教育机会均等。

（二）构建跨行政区域大学区，推动教育资源的大

区域均衡

当前的教育公平问题已经发生实质性变化，由

“人人有学上”演变为“人人上好学”的教育需求，归根

结底是优质教育资源的分配和享用问题。就西安市来

说，目前共有４１８所普通中学，但综合实力、社会影响
力较强的学校不足十分之一，且主要集中在主城区，择

校争夺的也就集中在这不足十分之一的学校，优质教

育资源供给不足，争夺惨烈。为扭转这种局面，实施大

学区管理制改革，打破各区县、各学区原有的区域和体

制界限，积极探索学区化办学管理由区域化小范围向

大范围延伸，由区县域向市域延伸，构建全市范围内跨

区域立体式大学区，形成点面结合、市域一体化的管理

格局，逐步实现教育资源由小区域均衡向大区域均衡

的跃升，比如西安市二中划入铁一中大学区，蓝田工业

园高级中学划入西工大附中大学区。经过试点和推

广，此项改革措施已惠及百余万的中小学生，名校资源

得以共享，办学视野更加开阔，成为薄弱学校提升教学

水平的加速器。

（三）创新教育评价机制，充分发挥媒介监督作用

多年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既是教育政策的制定

者，又是教育改革的实施者，也是教育成效的评价者，

集“运动员”“裁判员”于一身，难以保证客观公正，改

革过程中不能充分听取社会各界的呼声、期盼，以及善

意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西安市教育局党委书记李颖

科表示，要保障改革的进行，就必须创新教育评价体制

机制，这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环节。为此，西安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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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局做出了大胆尝试，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引入独立

的第三方，对教育改革的利弊得失和成效进行客观评

价，通过进校入户采集学校、学生、家长、专家的数据进

行评价，并对评价指标不断修正和完善。此举在全国

首开先河，有助于及时修正改革过程中的偏差和不足。

监督作用是大众媒介的重要功能之一，在教育评价体

系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媒介的监督作用不容忽视也不

应忽视，大众传媒表达百姓心声，可以反映并监督改革

成效，是不可或缺的评价工具。

所有的教育问题都不是孤立的，教育问题的解决

更需要多角度、多元化来思考，尤其是大众传媒发挥重

要作用，特别是在新媒体时代。从教育和媒介的关系

来思考媒介在教育改革中如何释放能量是有益的探

索。尽管在这方面，教育部门有所觉醒，利用报纸、网

站等渠道宣传改革成效，普及教育知识，但效果略显不

足，方式方法缺乏灵活性和亲和力。

（一）教育部门加强自身建设，处理好新常态下与

媒体的关系

随着社会大形势的发展与变化，教育方式、教育理

念等都应有所改变与进步。通过对教育舆情事件的分

析，我们发现，像师生关系、师德师风类事件，主要原因

是教育理念等并未适应新形势。以师生关系类为例，

武汉高校老师趴地求学生赐“胯下之辱”、江苏一中学

要求师生同场考试、陕西：做错题被补习班老师扇耳光

１１岁娃耳膜穿孔等事件暴露出新常态下需要重新审
视师生关系，并应用于教学实践中。传统的师生关系

强调师道尊严，是“尊卑”关系，对于学生而言，教师高

高在上，学生是服从的。而现在，教育中的这种最基本

的人际关系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人人平等的民主关系。

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呼吁道：“人们应警惕

最极端的倾向，即控制变成了人对人行为的约束而使

教育的爱落空。”由此，教育实践中，充分秉持和发挥

这种民主关系，已然成为一种必然要求。

基础教育尚未绝对公平的现实面前，教育部门应

该做的不是躲避，而是正视。一方面，采取多种措施深

化基础教育改革；另一方面，处理好作为社会望哨的

大众传媒的关系，真实反映社会现实和百姓疾苦，包括

教育方面，是大众传媒无法推卸的责任，在这种情况

下，尤其是深化教育改革的不稳定期，教育部门更不应

该对大众传媒不闻不问。教育部门主动寻求与媒体的

合作，主动提供信息，加强深入报道，即使是负面新闻，

也可以通过积极应对和深刻反省向公众展示背后的改

进，相信公众也会给予理解，重拾对教育的信心，促进

公众与教育部门的共同成长，一举两得。

社会化媒体背景的新常态之下，人人都持有麦克

风，“全民皆记者”，为保持和增强教育部门的公信力，

同时也让社会大众接受最新的教育理念，了解教育现

状，教育部门有责任处理好与媒体的关系，变被动为主

动，积极寻求与媒体的合作与交流。如前文所述，负面

教育新闻占据绝对比例，而这些负面有大多以烂尾无

果而终，这对教育部门甚至整个教育领域的伤害都是

致命的，“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烂尾新闻由于失去

所谓的新闻价值而被媒体丢弃，却可以被教育部门再

次“捡起”。

（二）媒介自律与他律同时抓，建立传媒社会责任

制度

社会责任终究属于道德范畴，大众传媒履行社会

责任，从媒介从业人员来说，加强专业理念、职业精神

的内化是无法绕开的措施和途径。同时某些外部的约

束和他律也是要存在的。陈力丹指出，在新闻道德准

则上，目前我国的新闻职业道德规范更多的是一种抽

象的政治化的道德要求，缺乏具体可操作的细致规定。

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媒体实践中违背社会道德

与公共利益现象频出的原因［１０］。从外部控制体系即

他律来看，“我们缺少的不是媒介道德的制度安排，而

是对制度的行之有效的执行机制”。“我们也不缺少

媒介批评群体，缺少的是这些批评对新闻媒介的约束

力与影响力。”［１１］２０１３年以来，经中国记协、地方新闻
道德委员会，产业报行业报新闻道德委员会组织评议，

并提交新闻出版广电、互联网、工商等行政管理部门核

实相关内容，最后由中国记协网和相关媒体统一发布

的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将媒体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以

制度的形式加以固定，用公开的方式接受社会监督，不

得不说是媒体社会责任他律方面的一项关键举措，必

将促进社会责任时刻内含于每一个新闻报道实践

之中。

四、结语

大众传媒自诞生之日起，其功能定位就决定了是

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重经营，无论何时，大众传媒

都应该根据自身的主要职能担当和履行社会责任。在

消费社会经济利益的刺激下，社会责任屈服于财富，教

育类新闻报道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扭曲。解决这些问

题，需要我们从多方面入手，教育部门和大众传媒都要

有所警觉和举措，才能适应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媒体生

态和教育生态，才能不违背其最本质的功能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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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王海民教授

被评为第十届陕西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近日，陕西省教育厅发布了《关于表彰第十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获奖教师的通知》（陕教高〔２０１６〕２８
号），经学校推荐、申报公示、专家评选、教育厅厅务会议审议、网上公示等程序，确定１００名教师为第十届陕
西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我院管理系王海民教授获此殊荣。

我院于２０１６年４月组织了院级教学名师评审，经系（教学部）推荐、教发中心与教学中心复核、学校学
术委员会评审，王海民教授当选院级教学名师，位列第一位，并被推荐参加陕西省第十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奖评选，最终顺利通过评审。

教学名师是国家给予长期工作在教学第一线、学术造诣高、教学效果好，德才兼备的高校教师的荣誉称

号，能获得此荣誉是长期教学优秀的积累。希望我院广大教师以教学名师为榜样，精心教书，潜心育人，为全

面提高学院教育教学质量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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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危机舆情的“生命周期”分析及引导对策

吴　越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陕西西安 ７１００１８）

［摘　要］　新媒体语境中，高校成为危机舆情重灾区。在双微平台中，危机舆情有其自身的生命周期，本文
按照网络曝光———情绪传染与社会想象———意见领袖引发舆论高潮———一般信念形成回归现实———舆情娱

乐化这样的逻辑进行分析。通过梳理关键性样本的舆情起落、消涨规律，力图对舆论进行动态把握，深入了

解与把握高校危机事件舆情特征。同时，有针对性地为高校提出引导原则，以积极应对舆论危机，维护自身

形象。

［关键词］　微博微信；高校；危机舆情
［中图分类号］　Ｇ４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２０１６）０２００４５０３

　　当今我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与变革期，各类
社会矛盾日益凸显。飞速发展的新媒体传播方式，将

各类社会思潮、价值观念迅速聚集、交融、扩散，形成一

个纷繁复杂、危机四伏的舆论场域。作为重要的社会

热点区域———高等学校，历来为全民所密切关注，高等

教育问题又容易与其他社会热点问题连结，成为不折

不扣的危机舆情“重灾区”。对于危机舆情进行生命

周期分析，梳理关键性样本的舆情起落、消长规律，可

以更好地对舆情进行动态把握。

一、高校危机舆情生命周期梳理

１．双微平台成为引爆者和放大器
根据教育舆情网和腾讯网教育频道联合发布的

《中国教育网络舆情治理发展报告（２０１５）》显示，来源
于新媒体的教育舆情事件占到总数量的６７％，较２０１４
年上升了１３个百分点，近七成的舆情事件以新媒体为
首发媒体。自２０１０年以来，微博发力社会舆论场，并
渐成危机事件的舆论中心。微博舆论场中如“复旦黄

洋投毒案”“中国工程院院士学术造假”“海南高校女

生被轮奸谣言事件”“南京大学校园变态事件”以及各

类校园危机事件一次又一次牵动全社会的敏感神经，

引爆公共舆论场。危机事件中，微信所提供的“半公

开＋私密”的传播空间，通过熟人圈子进行传播，信息
传递高效精准，更是成为了舆论的“放大器”。

２．情绪传染与社会想象
这是高校危机舆情一般发展的第二阶段，也是舆

情的井喷阶段。新媒体由于其快捷、碎片化的传播方

式，以及海量的信息供给，使得受众往往在接触到事件

的第一时间动员其情绪层面感知信息，在事件中热切

地围观与参与讨论，而不是冷静下来用一段时间进行

理性思考，因此“群体极化”效应显著。这一现象在高

校舆情的密切关注者———大学生群体中更加明显。大

学生群体具有很高的同质性，充满理想与激情，也容易

叛逆与激进，易在情感层面共鸣、盲目地转发与评论。

在这个阶段中的舆情，通常充斥着简单粗暴的网络话

语和谩骂指责。更有甚者，还开始启动“人肉搜索”

“雇佣网络水军”等网络暴力行为。如２０１５年８月安
徽巢湖学院某处长用毕业证威胁即将毕业的女大学生

一事，一经曝光就引发众多围观。谩骂之声不绝于耳，

经过情绪层面的传染与想象，最后演变成了高校校长

色诱女生事件。

３．意见领袖介入，引发舆论高潮
在经过前期网络引爆及广泛情绪动员后，危机舆

情进入第三个阶段也即高潮阶段。在此阶段，通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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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意见领袖介入，一种为微博大Ｖ，他们掌握着大
量的粉丝，在网络信息传播中相当于火箭的推进器，即

使是简单的评论及转发就使得关注人数得到数量级的

扩展。另一种为传统正规媒体，凭借其公信力和深度

报道的能力，高校的危机舆情更容易引发跨地域大范

围的关注，成为一段时间内的全社会关注话题。舆情

在这一阶段达到高潮，但随着讨论的深入，通常也会使

谈论的内容朝着略为理性的道路转变，有的甚至演变

成了舆情“反转剧”，和事件刚开始出现的方向完全不

同。思考和问责也在这一时间慢慢凸显出来。

４．一般信念形成、回归现实采取行动
经过广泛的讨论后，关于高校危机事件舆情的一

般信念基本形成，基本达成共识。比如２０１４年８月，
有网友贴出家长在高温天气中集体在沈阳音乐学院门

前下跪的图片，此消息一经发出，迅速聚拢大量人气。

网友从最初单方面谩骂学校，继而又转向辱骂教育厅

是衙门作风，最后将问题归结为计划招生体制的弊端。

又如２０１６年６月微博上爆出的“南京大学校园变态事
件”。南京大学一女生在教室内午休，醒后发现衣服

上有“精斑”，之后到保卫室查看监控被回复“所有的

监控都回看不了”。最初网友谩骂南京大学校方不作

为，拿学生的安全当做儿戏，“百年学府令人恐怖”的

言论不绝于耳。随着事件的不断发酵，有更多的人将

关注点放在“监控录像为什么无法回看上”，继而转到

现实世界中采取行动，去调查了南京大学的监控设备

招标情况，显示出在２０１５年南大曾花费将近１００万巨
资购买监控设备，进而牵涉出高校腐败话题。另一方

面，还有网友开始在线下倡导“随身携带行车记录仪”

活动，以抗议学校的回应和做法。

５．舆情的娱乐化倾向和网络恶搞
新媒体语境中的高校舆情，在走完以上的一般生

命周期后，通常还会留一段“耐人寻味”的花絮，甚至

演变成为一次网络文化狂欢。比如２０１５年５月的复
旦抄袭门。为迎接１１０周年校庆，复旦大学发布了新
版官方宣传片，上线当日被指涉嫌抄袭，与东京大学的

宣传片高度相似。紧急撤下后，匆忙上线的宣传片又

被指抄袭德国慕尼黑大学。同时又被网友举报宣传主

题歌也是抄袭日本。在复旦大学发布宣传片的官方微

博下，许多网友留言评论，质疑校方抄袭并要求解释，

事件引发争议。在事件“剧情”跌宕起伏之时，网友不

失时机的调侃复旦大学为“复印大学”，同时还大规模

利用网络ＵＧＣ特性，对此事件进行图片ｐｓ、对白设计、
漫画讽刺等内容生产。这是由新媒体的话语有“娱乐

性倾向”表达所塑造的，而往往正是这个耐人寻味的

花絮，促使危机事件本身长久的流传在舆论场中，牢固

地留存在网民的集体记忆之中。

二、双微平台下的高校应对策略

以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新媒体成为日益重要的

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另一方

面，从高校内部来讲，大学生群体思想活跃，对各类事

件敏感程度高，随着校园宽带网络和移动网络的日益

普及，在新媒体中表达信念、态度、意见、情绪，日益成

为大学生生活的重要内容。因此高校既存在容易引发

舆论危机的外部公共环境，也包含危机聚合发酵、演变

扩散的内部土壤。各类高校危机舆情事件直接冲击扰

乱日常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甚至影响高校自身

的发展。因此，要高度重视，积极应对，有效引导。

１．反应迅速，建立危机处置机制
新媒体环境中，时间就是最大的生产力。上文所

分析危机舆情虽需经历４－５个阶段，但是成为一个热
点舆情的关键时机往往仅需要几个小时。高校应建立

起网络舆情实时监控与引导体系，对涉及本单位的热

点、热帖要及时关注、回应、说明、引导。例如在２０１３
年“复旦黄洋投毒案”中，出现相当长时间的信息空窗

期，官方微博仅有两条回应：一则通报“该校一医科在

读研究生病重住院，寝室饮水机疑遭投毒”。另一则

转发学生会对黄洋的捐款事宜，此外没有作出任何关

于案件的解释。自案件发生后，该事件一直高居微博

搜索热榜，对案件的讨论包含大量对细节的推测弥漫

着危险和恐怖的气氛，以至于“谢室友不杀之恩”成为

年度流行语，由校园危机事件引发为全社会热议的公

共事件。在应对中，应“发现在早，处置在小”。善于

发现潜在的舆论热点，分析发生与发展脉络，围绕舆情

参与者关心的难点、热点主动介入，最大限度将负面舆

情掌握在可控范围内。

２．警惕“唯技术论”，一删了之
双微时代的危机舆情考验的是高校危机公关能

力，更是考验高校的管理理念及行政能力。人民日报

曾评论“舆情并非敌情”，这对于高校管理者而言，意

味着观念的转变，变强制管制为互动交流，将危机舆情

作为体察民情，疏导情绪，沟通思想，凝聚共识的办学

之道。很多高校对于危机舆情如临大敌，处理方法还

停留在简单粗暴的“封”“堵”“删”“禁”中。这些固然

有作用，但只是辅助手段，无法治疗根本，对于经过互

联网精神洗礼的大学生来说，信息不透明，就被认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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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猫腻”“暗箱操作”，以简单方式打压、堵塞言论更

易引起逆反，反而还容易激起舆情反弹，将自身陷入更

大的窘境和危机之中。在危机事件中，不要刻意回避

负面信息，要寓堵于梳。对于工作中的疏忽和过错，勇

于承认并坦诚道歉，方能建立起一个开放、自信的组织

形象。

３．完善双微平台及媒体整合格局
解铃还须系铃人，在双微平台中激起的舆情风暴

还需要用双微平台来引导。这个道理虽然说起来显而

易见，但是在现实案例中，很多高校还是使用官方网站

甚至校园广播、校园报纸来进行解释，距离舆论风暴眼

非常“遥远”。高校应积极使用官方微博、公共微信平

台、微信群聊等方式推送消息，回应关切。同时高校应

将所属媒体进行整合，形成优势互补的媒体格局。在

实践过程中，高校需要形成媒体工作平台管理机制与

人才培养机制。强调内容权威性、更新及时性、风格多

元化等。在人才培养制度中，要强调团队信息整合能

力、写作能力、策划能力。

４．充分把握双微传播特征，做到有的放矢
微博制造新闻和话题，扮演着信息前台的角色。

而微信不同于微博的公共性，通过朋友圈和微信群，诉

诸人际点对点传播，扮演着信息后台的角色。因此高

校在进行微信舆论引导时，要注重俯下身段进行交流

与劝服，提供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的事实与观点信息。

同时增加人文关怀气息，为媒介使用者制造信任和情

感支持。借助于基于圈层与信任的微信公众平台，形

成“沟通＋信息”模式。此外，还需要注意双微平台的
话语表述特征，信息发布话语文本不能生硬、刻板，充

满了义正词严的“官腔”，而是应该符合网络话语特

征，符合网络文化，最大限度地亲和受众。方能实现到

达率、分享率、传播效率较高，从而达成较好地舆论引

导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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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大城市学院焦春红在全国高校物理基础课程

青年教师讲课比赛西北赛区比赛中荣获二等奖

第二届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基础课程青年教师讲课比赛（西北地区）复赛于６月４日在西安交通大学举
办。西北地区五省选派各省青年教师讲课比赛初赛一等奖的青年教师共计１２人参加了本次复赛。我院物
理教学部焦春红老师凭着生动而精彩的讲授充分展示了扎实的教学基本功和良好的教学风貌，获得了评委

的一致好评，以第四名的好成绩，获得了此次比赛的二等奖，充分展示了我校教师的教学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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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　高校危机舆情的“生命周期”分析及引导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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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网络舆情对校园稳定的影响

韩　树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陕西西安 ７１００１８）

［摘　要］　大学生是自媒体时代的“代言人”。大学生网络舆情是指借助微博、微信、ＱＺＯＮＥ、ＳＮＳ社交网站
等自媒体，以文字、图片、视频等方式，对自身所关注或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物所表达的意见、态度和看

法。从研究自媒体时代大学生网络舆情的现状出发，探讨大学生网络舆情对校园稳定的影响，提出为创造高

校良好的网络环境和舆论氛围，必须加强对大学生网络舆情的监控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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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如今的自媒体（ＷｅＭｅｄｉａ）时代，人人都有麦克
风，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信息的传播者。大学生作

为网络传播的主力军，在以个人传播为主的媒介时代

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ＣＮＮＩＣ发
布第３７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中国网民规模已达到 ６．８８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５０．３％。其中，２０１５年新增网民３９５１万人，增长率为
６．１％，较２０１４年提升１．１个百分点。

随着校园网络的迅猛发展，大学生借助新媒体舆

情表达的形式和渠道也多种多样，通常是以发帖和跟

帖的方式在最具有代表性的平台上如 ＱＺＯＮＥ、微博、
微信、ＳＮＳ、ＢＢＳ等参与国内外、校园事件的讨论。当
大学生对某类问题的讨论引起共鸣或引发争议的时

候，会形成具有一定规模且较为明确的意见、态度和看

法，即大学生网络舆情。深入研究大学生网络舆情的

现状及影响，适时地加强大学生网络舆情的管理，对高

校构建和谐校园的建设意义重大，对建设美丽校园具

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自媒体时代大学生网络舆情的现状

（一）自媒体时代大学生网络舆情的主要内容

高校作为各种思潮交流交锋的领域，是社会的重

要组成部分，而大学生作为思维非常活跃的群体，是整

个社会的精英群体。在自媒体时代，越来越多的大学

生不仅可以通过网络渠道来获取大量的信息，还能更

多地参与到与网络媒体的互动当中，内容涉及到政治、

经济、民生、娱乐、学习等方面。目前，大学生网络舆情

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国内外突发性事件及社会热点

问题，二是校园管理及有关大学生利益的问题，从食堂

卫生、宿舍后勤到大学校园及其周边的治安问题，都是

大学生密切关注的内容。

（二）自媒体时代大学生网络舆情传播的主要

平台

１．微博。在学历层次高、易接受新鲜事物的大学
生群体中，微博作为一种热门的自媒体，“去中心化”

的作用更加明显，更加催化了大学生群体的深度应用。

２．微信。与ＱＱ号相伴随的微信，为大学生表达
舆情开辟了新的方式。有这样一种说法，微信的１万
个听众相当于新浪微博１００万个粉丝。如果说微博呈
现的是一个真实的社会和场景，那么微信则呈现的是

一个真实的人和生活。再者，微博是开放的扩散传播，

而微信是私密空间的闭环交流。微信更有利于大学生

之间内部信息的沟通，从而在群体内易引发大范围的

舆情。

３．论坛。高校ＢＢＳ是大学生参与讨论、表达意见
的主要场所，较能反映大学生的自我意识。虽然高校

ＢＢＳ涉及的话题较为分散，但都是从不同侧面反映了
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和意见倾向。与微博相比，论坛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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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信息要更加的全面。

（三）自媒体时代大学生网络舆情的特点

大学生网络舆情除了具有一般网络舆情的特点

外，如具有“自由性与可控性，交互性与即时性，隐匿

性与外显性，情绪化与非理性，丰富性与多元性，个性

化与群体极化性”等，还拥有其自身显著的特点。

１．舆情主体的特殊性。大学生是一个同质性很强
的社会群体，这其中部分群体又具有特殊的同一性。

一方面，大学生思维活跃、勇于表达，乐于对社会、文

化、经济问题随时发表自己的看法，言论有很强的随意

性；另一方面，由于大学生阅历有限，自身的世界观、人

生观和价值观都在逐步成型之中，与社会上的其他阶

层有着鲜明的差异，这就造成了大学生思维的主观性。

２．舆情传播方式的多样性。自媒体的发展和影
视、游戏、体育、音乐等紧密结合，娱乐已经取代搜索成

为大学生网络应用的第一选择。大学生不仅仅是在微

博、微信和ＢＢＳ上以文字的方式发表或传递信息，还
有的将自拍图片和网络自拍小视频进行广泛传播。如

韩国歌舞《江南ｓｔｙｌｅ》红遍大江南北后，各种各样的大
学生版的《江南 ｓｔｙｌｅ》充斥网络，其中西安交大版的
《江南ｓｔｙｌｅ》获得网民１０万多的点击率。

二、自媒体时代大学生网络舆情对校园稳定的

影响

大学生网络舆情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对校园

稳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在网络舆情中大学生易“随波逐流”，自我化倾
向明显，价值观和人生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网

络拥有的开放和包容的特点，容易造成大学生群体的

盲从和冲动。真假难辨的网络舆情信息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如前几年在高校中热议的

“芙蓉姐姐”“凤姐”事件，一度被大学生解读为“成功

颠覆精英文化”“丑即美的最佳例证”。当幕后推手出

来说出炒作的过程，大学生们才恍然大悟自身在网络

上是处于被利用的角色。

２．大学生网络舆情是扩大高校群体性事件影响力
的关键因素。网络舆情的煽动性强，传播速度快，控制

难度大，对校园群体性事件的反应也相当迅速。大学

生会在第一时间将相关事件的文字、图片和视频上传

到网络上，从而在大学生群体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３．大学生网络舆情的传播增强了高校管理的难
度。大学生网络舆情既是反映大学生思想动态的“晴

雨表”，也是影响校园稳定的“绊脚石”。自媒体时代

突发性事件、意外伤害事件频发，信息传递的数量、速

度等远远超越了传统媒体，大学生在这种环境下往往

不能批判地吸收各种信息，加之学校引导的疏漏，导致

大学生出现敏感、麻木、冷漠甚至恐惧等心理特点，充

斥在网络上的就是各式各样的负面舆情，给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困难。

三、自媒体时代大学生网络舆情的引导对策

自媒体时代网络深刻影响着大学生的学习和生

活。为了能从根本上遏制大学生网络舆情的负面影

响，维护校园稳定，高校应及时把握住大学生的思想动

态，积极有效地引导大学生网络舆情。

（一）正确看待大学生网络舆情

面对大学生各式各样的网络诉求，高校管理者必

须正视，主动利用受大学生欢迎的微博、ＳＮＳ、视频网
站，深入了解当代大学生流行的文化，做到学校和学生

之间“网上”和“网下”的全面互动。

（二）树立大学生公民责任意识，提高大学生网络

免疫力

树立大学生公民责任意识是提高网络信息辨识

度、杜绝“网络谣言”的必要前提。面对网络上良莠不

齐的海量信息，大学生虽然有一定的理性认识，但还是

容易迷失其中。自律意识、道德教育的缺乏致使很多

大学生极易受到网络消极言论的冲击，变得愤世嫉俗。

在网络监督被过度异化的时候，大学生的“网络恶搞”

“网络暴力”“网络审判”被他们贴上“个性化”的标

签，负面影响巨大。

树立大学生公民责任意识，力求做到人人知责任、

处处尽责任、事事负责任。大学生作为网络舆论的参

与者，不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自由出入，在充分享有言

论自由的同时，要强化自己作为网络信息的提供者和

传播者的道德责任。其次，高校要开展网络伦理德育

教育，通过开设“媒介素养”教育的相关课程来培养大

学生的媒介价值判断能力，引导学生学会选择和分辨。

（三）健全大学生网络舆情引导机制

１．注重建立信息收集和发布机制。信息收集机制
是大学生网络舆情引导机制的首要环节，是正确把握

舆情走向的基础。只有敏锐地发现网络热点问题，才

能准确把握舆情走向，从而为开展规模舆情的引导赢

得时间。

２．注重建立信息研判机制。高校要建立由党委统
一领导，宣传部门、团委、学生工作部门、各个辅导员及

教师等多方联动的网络舆情分析团队，制定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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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岗位职责。

３．注重舆情引导方法。一是舆情引导要及时、准
确。信息的千变万化有时使得高校防不胜防。为了提

前做好危机舆情的应对，高校应密切关注舆情动向和

事态发展，及时、准确地传递和沟通信息，做好舆情的

引导。二是舆情引导要主动。大学生网络舆情信息丰

富、传播速度快，高校管理者不能只被动地关注和回应

一些问题，更要主动地了解和探寻学生内心，高度重视

学生的利益诉求，保护学生的舆情表达的权利，积极地

引导学生通过正确的方式方法来表达自身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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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高校融资研究热点及前沿
———基于３１９篇文献的关键词共词分析

范　佳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陕西西安 ７１００１８）

［摘　要］　为客观展示国内高校融资研究热点及前沿，为今后高校融资研究提供科学和合理的建议，以 Ｂｉ
ｃｏｍｂ２．０及ＳＰＳＳ２２为研究工具，对从中国知网查询到的３１９篇有关高校融资为主题的有效文献进行了可视
化知识图谱绘制。结果发现：首先，我国高校融资研究热点主要围绕五大领域展开，高校融资渠道调查研究

（领域１）、高校融资债务危机调查研究（领域２）、公办及民办高校融资方式对比研究（领域３）、高校融资风险
防范研究（领域４）、高校融资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对策的研究（领域５）。其次，领域２和领域３研究主题紧密，
处于高校融资研究的中心；领域１研究主题间关系比较松散，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深入的调查研究；领域４和
领域５处于整个研究的边缘地位，在整个研究中所占的比重和影响较小，有机构正在进行系统、正规的研究。
在上述结果基础上，我们提出了四点建议。

［关键词］　高校融资；研究热点；关键词共词分析
［中图分类号］　Ｇ４７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２０１６）０２００５１０６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后，高校扩招标志着我国
的高等教育开始由精英化教育阶段向大众化教育阶段

迈进，我国政府努力推行国家财政拨款为主、辅之以多

种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的高校经费筹措新体制。如

此之快的发展速度意味着需要巨额的教育投资。我国

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与教育经费严重短缺矛盾日益突

出，政府拨款很难维持高校发展的实际要求，高校融资

多元化由此产生。在此背景下，对中国高校融资渠道

多元化的考察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２］。多元化融

资使高校成为融资的主体，逐步改变高校办学过分依

赖政府的“等、靠、要”的习惯，主动面向社会培养人

才［３］。高校融资问题不仅是院校管理研究的一个重

点，而且是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课题。高校不

发展不行，要发展不贷款又不行，但贷款多了难以还本

付息就成了问题。如何规范高校融资行为，从银行角

度、贷款高校角度和教育主管部门角度都要采取措施，

防范和化解贷款风险［４］。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法》有关筹措资金的规定，分析我国加入 ＷＴＯ后高
等教育依法进一步拓展与延伸融资渠道的必要性、重

要性和可行性 ，并提出实现融资渠道的拓展与延伸

等对策与措施［５］。在高等院校发展过程中，发挥资

本市场作用，创造新的融资工具，聚集有效资源是我

国高等院校改革发展的必由之路，根据我国国情，结

合高等院校和资本市场特点，高校院校可以通过发

展教育产业投资基金、股票融资、建立高等院校产权

交易市场和项目融资或项目贷款等方式与资本市场

有机融合起来［６］。如何优化制度、环境、扩大融资、

加快发展是关键。近年来，国内研究者在高校融资

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确定了较为丰富的研

究成果，但是，尚未见到对高校融资研究成果进行综

合分析的文献，为了更好地综合国内高校融资的已

有研究成果，为今后高校融资领域研究提出更为科

学和合理的建议，笔者通过可视化的科学计量方法，

并结合内容分析法对国内高校融资研究成果进行了

梳理。

二、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资料来源

首先，采用标准检索的方法，在中国期刊总库中，

１５



设置主题为“高校融资”，共查阅到有效文献３１９篇。
在上述基础上，规范资料，保持检索资料编码格式以及

关键词含义的一致性。

（二）研究工具

采用 Ｂｉｃｏｍｂ２．０共词分析软件和 ＳＰＳＳ２２作为主
要研究工具。

（三）研究过程

其中Ｂｉｃｏｍｂ共词分析软件和基本操作步骤详见
已发表文献［８］。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高频关键词及分析

通过 Ｂｉｃｏｍｂ２．０对３１９篇文献进行关键词统计，
共得到有效关键词 ６３０个。确定其中词频大于 ７的
４１个关键词为高频关键词，其占总关键词数量的６．
５１％。４１个高频关键词其出现频次８１１次，占所有关
键词出现频次１９７７的４１．０２％。４１个高频关键词的
词频统计分析结果见表１。

表１　频次大于７的高频关键词表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１ 高等学校 １２６ １５ 银校合作 １６ ２９ 普通高等教育 ９

２ 融资 ７９ １６ 贷款 １６ ３０ 债务风险 ９

３ 高等学校融资 ６２ １７ 风险防范 １４ ３１ 政府财政拨款 ８

４ 民办高等学校 ５９ １８ 学费收入 １４ ３２ 银行贷款 ８

５ 高等教育 ３８ １９ 问题 １３ ３３ 负债融资 ８

６ 对策 ３２ ２０ 办学经费 １１ ３４ 资产管理人员 ７

７ 融资租赁 ２９ ２１ 债务危机 １１ ３５ 预算管理 ７

８ 融资风险 ２９ ２２ 融资模式 １１ ３６ 高等院校 ７

９ 融资渠道 ２８ ２３ 财政拨款 １０ ３７ 高等学院扩招 ７

１０ 资产证券化 ２１ ２４ 创新 １０ ３８ 规避 ７

１１ 风险 ２０ ２５ 融资渠道 １０ ３９ 高教融资 ７

１２ 财务管理 １８ ２６ 可持续发展 ９ ４０ ＢＯＴ ７

１３ 融资方式 １８ ２７ 应用 ９ ４１ 地方高等学校 ７

１４ 多元化 １７ ２８ 教育经费 ９ 合计 ８１１

　　表１可以看出，高校融资研究的前１０个集中热点
和趋势为（除去高等学校、融资、高等学校融资）：民办

高等学校（５９）、高等教育（３８）、对策（３２）、融资租赁
（２９）、融资风险（２９）、融资渠道（２８）、资产证券化
（２１）、风险（２０）、财务管理（１８）、融资方式（１８）。高
校融资研究的高频关键词排序，无法探寻其内在的深

入联系，为了进一步挖掘它们间的深层次关系，需要对

高频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

（二）高频关键词的Ｏｃｈｉｉａ系数相异矩阵及分析
利用Ｂｉｃｏｍｂ２．０软件对４１个高频关键词词篇矩

阵进行共词分析，生成共词分析矩阵。将矩阵导入

ＳＰＳＳ２２（系数设置为Ｏｃｈｉａｉ），其转化为４１×４１的相似
矩阵，采用（１－相似矩阵）转化为相异矩阵。相异系
数矩阵结果见表２。

表２　高频关键词相异系数矩阵（部分）

民办高等学校 高等教育 对策 融资租赁 融资风险 融资渠道 资产证券化

民办高等学校 ０．０００ ０．９７８ １．０００ ０．８３２ ０．７１２ １．０００ ０．８２４

高等教育 ０．９７８ ０．０００ ０．８５０ ０．７９４ ０．９４４ ０．８１８ ０．８７４

对策 １．０００ ０．８５０ ０．０００ ０．９４６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融资租赁 ０．８３２ ０．７９４ ０．８４６ ０．０００ ０．９３９ １．０００ ０．７２８

融资风险 ０．７１２ ０．９４４ １．０００ ０．９３９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７７６

融资渠道 １．０００ ０．８１８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资产证券化 ０．８２４ ０．８７４ １．０００ ０．７２８ ０．７７６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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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中，Ｏｃｈｉｉａ系数相异矩阵中的数字表明数据
间的相异性，数值越接近１，表明对应的两个关键词间
的相似度越小、距离越远；反之，则表明相似度越大、距

离越小。从表２可以看出，各高频关键词分别与民办
高等学校距离由近及远的顺序依次为：融资风险（０．
７１２）、资产证券化（０．８２４）、融资租赁（０．８３２）、高等教
育（０．９７８）、融资渠道（１．０００）、对策（１．０００）。它揭示
出，研究者在论述高校融资时，会更多地提及民办高

校、资产证券化和融资租赁问题，而较少和高等教育、

融资渠道以及对策结合起来。综合表２中各个关键词
之间的距离，可以简单得出：已有高校融资研究文献

中，仅有少量文献涉及到深入探究高等教育和融资渠

道以及对策之间的关系，大量研究主要围绕在民办高

校、资产证券化和融资租赁之间展开，内容主要围绕在

较浅层次的现状描述和对策建议展开。为了进一步反

映高校融资的研究热点，揭示这些高频关键词之间的

亲疏关系，对它们进行聚类分析。

（三）高频关键词聚类图及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２对高频关键词相似系数矩阵进行逐
次聚类分析，聚类结果见图１。

图１　高校融资研究领域关键词聚类图

图１中，关键词的距离越近它们之间的关系越亲
密，内容关联越紧密；反之，则较疏远。图１可以看出，
高校融资研究领域关键词聚类分为５类，关键词详细
分布结果见表３。

表３可以看出，５类研究具体分布为：
种类１为高校融资渠道多元化（财政拨款、学费

收入、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合作、加强财务管理开源节

表３　高频关键词聚类分析结果

种类１

普通高等学校、资产管理人员、融资租赁、银校合

作、学费收入、财政拨款、筹资渠道、办学经费、政

府财政拨款、教育经费、高等学校扩招、融资风

险、财务管理、预算管理、债务风险、银行贷款

种类２ 债务危机、高等院校

种类３
高等学校融资、资产证券化、应用、ＢＯＴ、对策、问
题、融资模式、可持续发展

种类４ 风险防范、负债融资、风险、规避、贷款、高等学校

种类５
创新、地方高等学校、高等教育、融资方式、融资、

多元化、民办高等学校、融资渠道、高教融资

流降低资金成本）研究，包括１６个关键词：普通高等
学校、资产管理人员、融资租赁、银校合作、学费收入、

财政拨款、筹资渠道、办学经费、政府财政拨款、教育经

费、高等学校扩招、融资风险、财务管理、预算管理、债

务风险、银行贷款。纵向解析我国高校融资渠道多元

化的发展状况及现实意义，随着我国高教事业的发展

与教育经费严重短缺的矛盾日益突出，政府财政拨款

已不能维持高等院校自身的建设与发展，融资渠道多

元化由此产生［７］。许多高校利用银行贷款（银校合

作）、融资机构融资（设备融资租赁）等多种方式投资，

新建校区，添置了大量设备、图书，固定资产规模空前

庞大，在总资产价值中所占比例高达８０％［８］。高校国

有资产管理难度日趋加大。高校国有资产管理存在的

主要问题是：管理机构不健全；经营性资产运作不规

范；资产严重不足和严重浪费现象并存；科技成果流失

严重。全面加强和改进高校国有资产管理迫在眉睫：

健全高校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完善高校国有资产管理

制度；加强知识产权管理；规范经营性资产管理；建立

资源共享的合作机制；重视高校资产管理人员队伍建

设［９］。加强优化高校财务风险管理模式，建立与资产

管理相结合的预算管理模式，强化高校学校固定资产

管理，提高资产利用率，避免资产闲置浪费，开源节流，

加强高校培养成本的管理，降低资产消耗，降低资金使

用成本。亦是提高办学效益和解决高校资金紧张的重

要手段［１０］。

种类２为高等院校的债务危机研究，包括２个关
键词：债务危机、高等院校。高校融资渠道狭窄以及高

校内外管理约束机制的缺失是造成高校债务危机的主

要原因。健全高等教育办学体制与投资体制，提高高

校市场运作的能力，拓宽高校融资渠道，加强高校资金

运作的管理，并且完善与高校投融资相配套的制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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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是化解高校债务危机的有效措施［１１］。随着

高校贷款还贷期的临近，部分高校已经开始面临财务

紧张的窘境，加强高校的财务管理，增强风险防范意

识，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明晰高校的产权、促进科学

合理的财务决策体制的形成、完善管理人员（特别是

高层管理人员）的职业化、实行全面预算管理、强化内

部审计的职能、分别设置财务管理机构与会计核算中

心。结合四种不同战略类型———创名牌、创特色、专一

化和效益领先战略优化高校财务风险管理模式［１１］。

高校理财应从重视借款理财风险、处理好建设与发展

的关系、广开财源、保持规模优势、实行资金滚动借款

等方面采取措施增强借款风险的防范能力［１２］。目前，

严重的高校债务危机已阻碍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

展。而现有的化解高校债务危机的策略并不能从根本

上解决高校债务危机［１３］。面对困境，我们要解放思

想，创新思路，在高等教育领域实施国退民进，改变办

学单一的状况，让民间资本进入高校，可实行债转股、

ＴＯＴ融资、高校转制等策略来化解高校债务危机［１４］。

种类３为公办和民办高等学校融资对比研究，包
括８个关键词：高等学校融资、资产证券化、应用、
ＢＯＴ、对策、问题、融资模式、可持续发展。保持高校融
资可持续性发展必须选择相应对策。根据教育产业和

资本市场发展的现状与趋势，目前高校的融资可采用

以下方式，要坚持以政府投入为主，努力扩大学费以外

的多元化筹融资途径，包括捐赠、教育债券、教育彩票、

ＢＯＴ项目融资、融资租赁资产设备融资、学院资产进
入资本市场即高校资产债券化［１５］。吸纳民间资本、招

收海外 留学生、增加校办企业收入和银校合作的个人

委托贷款融资等［１６］。另外高校后勤产业化系列对策，

一组建教育产业集团比如校办高科技产业、教育出版

社、教育设备业、教育软件业。二加大校办产业直接上

市的比重，比如通过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为上市公司的

股份，将校办产业改组成为上市公司。三加大高校产

权的股份化或资本化，对于具备民办条件的或可以民

办的教育事业，引入现代企业制度实现教育界和企业

界联姻实行股份制合作。四高校资产证券化，把贷款

或其他应收款转换为证券并将其出售给投资者，实现

资产的变现。２００６年９月新东方纽交所上市开创高
内教育机构海外融资的先河［１７］。五 ＢＯＴ和 ＰＰＰ项目
融资方式的思想将民营资本纳入高校建设项目中，参

与高校建设项目的投资运营和维修，转移高校融资风

险［１６］。ＢＯＴ存在的局限性有：后续新校区经营带来许
多潜在风险，首先投资者追求高利润和高收益的本性

与高等教育公益性不能很好融合，其次我国缺乏 ＢＯＴ
方面立法，不能规范各参与方的行为［１７］。六适当提高

高校学收费标准，学校的融资规模增大不能以增加大

学生及其家庭的贫困为代价，扩大学杂费收入空间很

小，要解决上述问题，首先建立健全高校的融资机

构［１８］；其次，分解教育融资目标，建立融资长远规划，

建立融资责任，享受相应的融资激励政策；第三，强化

与校友的经常性联系，不仅联系成功人士也包括刚刚

毕业的新校友，为将来募捐创造机会；第四，扩大高校

融资区域与对象，不仅在学校所在城市，还要在经济发

达地区设立融资机构，融资对象要逐步扩展到全国乃

至世界［１８］。

种类４为高等学校的负债融资和风险防范研究，
包括６个关键词：风险防范、负债融资、风险、规避、贷
款、高等学校。高校负债融资解决了高校快速发展中

的资金瓶颈难题，有力地改善了高校办学条件，但是负

债融资也必然给高校带来还本付息的压力，由此形成

财务风险，甚至可能引发财务危机［１９］。加强融资风险

的防范：一是合理控制贷款规模；二是对投资项目进行

可行性论证；三是保证专款专用；四是强化成本意识；

五是树立信用观念；六是强化预算管理［２０］。

种类５地方高校融资持续发展创新对策研究，包
括９个关键词：创新、地方高等学校、高等教育、融资方
式、融资、多元化、民办高等学校、融资渠道、高教融资。

民办高校已占据我高等教育事业半壁江山，但其教育

经费来源单一，学费收入是其主要融资渠道，目前根据

民办高校办学经费的来源和程度分为完全依赖学费开

展教学活动和部分依赖学费部分依赖其他渠道的融资

活动，单纯以学养学，会使学校丧失社会性，导致办学

困难［２０］。民办院校多渠道的融资势在必行，主要从以

下方面解析：第一获得政府的资助，一来减轻学院的财

政压力，促使其把精力投入教学，二来降低学费，促使

教育机会均等，三是通过资助以便对民办高校进行必

要的管理。具体资助途径分为直接和间接，前者直接

资助发放学校或提供优惠，比如提供低价或免费的教

育场地及教学设备，建校初期拨付启动费。后者通过

资助第三方比如设立基金会，低息贷款，发放教育补

贴。第二获得捐赠，目前国内民办高校获得捐赠的比

较少主要受制于知名度比较小，影响力不够大。第三

获得贷款，《社会力量办学条例》规定民办教育存续期

间，可以依法管理和使用其财产，但是不得转让或用于

担保。也就是说民办院校不能以其资产作为银行贷款

的担保抵押，也就限制了民办院校的发展，但从法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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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社会力量办学作为法人实体，独立承担财产责任，

结合商业银行当前有利于的教育行业的信贷政策，比

如重点支持部属及省属重点高等院校；选择性支持省

属非重点高等院校、高等职业院校、独立学院，争取授

信客户、教育主管部门在贷款行开立账户，带动存款、

结算及个人金融业务发展，不断提高客户对贷款行的

综合贡献。第四校办产业，争取创收。第五发行教育

福利彩票，第六发展教育集团，鼓励社会投资［２１］。

（四）高校融资研究热点知识图谱及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２ＡＬＳＣＡＬ进行相异矩阵的多维尺度
分析，进一步挖掘高频关键词间隐藏的信息，结合聚类

分析结果，绘制出高校融资研究热点知识图谱，结果见

图２。多维尺度分析中，Ｓｔｒｅｓｓ＝０．１９１，ＲＳＱ＝０．８９３。

图２　高校融资研究热点领域构成知识图谱

通过图２的战略坐标可以看出，高校融资热点研
究主要围绕５个具体领域展开：高等院校的债务危机
研究（领域２，种类２）和公办及民办高校融资方式（资
产证券化、ＢＯＴ等）对比研究（领域３，种类３）处于高
校融资研究的中心，其领域内的各个关键词间的联系

比较紧密，有大量研究成果围绕该领域展开。高校融

资渠道研究（领域１，种类１）的１６个关键词间关系联
系较为松散，今后还有待进一步加强研究。高等学校

的融资风险防范研究（领域４，种类４）和高校融资可
持续发展的创新对策（加强教育经费的预算管理、融

资风险的规避）研究（领域５，种类５）处于高校融资研
究的边缘地位，在全部研究主题范围内所占的比重和

影响较小。

四、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第一，我国十年来的高校融

资研究主要围绕在高校融资渠道调查研究、高校融资

债务危机调查研究、公办及民办高校融资方式研究、高

校融资风险防范研究、高校融资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对

策的研究等五个领域展开。第二，高校融资危机和高

校融资方式的研究调查，占据了研究文献的大多数。

前者不仅处于高校融资研究的核心地位，而且各个关

键词之间的关系也比较紧密；后者虽然也占据了大多

数的研究领域，但是其关键词之间的联系比较松散，今

后应该加强该领域的研究。第三，高校融资风险防范

和融资发展创新对策，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今后应该

加大对该领域的研究。第四，高校融资债务危机以及

公办和民办高校融资方式两大领域的研究主题明确，

构成它们领域的关键词之间的联系也比较紧密，国内

学者正在对这两个领域展开系统、正规研究。

综合上述结果，我们建议在高校融资的今后研究

中，首先，应该加大对高校高校融资风险防范和融资发

展创新对策方面的研究上，而不应仅仅停留在现有现

状的简单描述上。其次，高校融资方式及风险防范和

高校财务管理管理三者结合起来进行系统论述，以整

体视角来探讨构建合理的高校融资体系。第三，进一

步加强对于高校融资债务危机应对具体办法及吸纳民

营资本办学激励政策的调研，参考国内外立法、政府扶

持、社会关注等主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联合调查。第

四，不同时期出台教育主管部门对公立及民办高校各

项政策法规的研究及金融机构的政策导向的跟踪研

究。调动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和其他社会多方力量在

高等教育资金供给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形成多元化

的资金供给主体，形成教育融资途径多元化的格局，教

育兴国、教育安邦［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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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大城市学院学子获“学创杯”

２０１６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省赛二等奖

由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经管学科组主办的“学创杯”２０１６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
拟大赛省赛于６月初如期举行。此次大赛通过“创业之星”经营模拟软件展开为期四个季度的企业模拟竞
赛。在计算机系江帆老师的指导和带领下，由赵嘉恒（计算机３０１）、袁佳（信管３０１）、于欣（国贸３０２）三位
同学组成的“影响力”团队参加了本次大赛，比赛中同学们集思广益、认真核算、谨慎决策，经过四个多小时

的激烈“商战”，最终获得“学创杯”２０１６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省赛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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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教职工

体育锻炼开展现状及影响因素浅析

林航行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陕西西安 ７１００１８）

［摘　要］　以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以下简称：交大城院）教职工体育锻炼现状为研究对象，以交大城院
３００名正式在编教职工为调查对象，采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调查问卷法、数理统计法等方法对交大城
院教职工的体育锻炼现状、业余生活安排现状、身体健康状况等方面进行调查分析，归纳出影响交大城院教

职工参与体育锻炼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得出结论。

［关键词］　独立学院；教职工；体育锻炼
［中图分类号］　Ｇ８０－０５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２０１６）０２００５７０４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当今社会对技术
应用型人才的需求量不断增加，为此教育部专门批准

设立了全日制本科层次的独立院校，承担为国家培养

技术应用型人才的光荣使命，以解决社会人才供求的

平衡问题。教师是学校发展的生命线，对教职工来说

拥有健康的体魄和养成科学的生活方式是保证长期从

事教学、管理、科研等工作的坚实基础。但是，随着社

会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经济负担的加剧导致教职工身

体健康水平不断下降，已经直接影响到教育教学质量

的良性发展。现以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以下简

称：交大城院）教职工体育锻炼现状为研究对象，分析

归纳出影响交大城院教职工参与体育锻炼的主要影响

因素，并得出结论，对全国独立院校乃至普通高校群众

体育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交大城院教职工对体育锻炼的认知分析

随着社会各方面的迅速发展，人们不仅对体育锻

炼的认识从传统意义上的强身健体、增强体质发展涉

及到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能力等相关层面，交大城院教

职工对体育锻炼的认知也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调查

显示：在问及体育锻炼重要性的问题中 １５８人（占
６０％）认为体育锻炼很重要性、９６人（占３３％）认为重
要、３人（占１％）认为不重要、１６５人（占６２％）认为体

育锻炼对自身健康很重要、８９人（占３４％）认为重要、
４人（占２％）人认为一般重要。可见教职工对体育锻
炼的认识整体比较客观准确。在问及教职工对《全民

健身计划纲要》的了解程度中结果显示：３１人（占
１２％）了解、３１人（占１２％）人一般较了解、１２０人（占
４５％）不了解、７２人（占２７％）不知道该体育文件。可
见教职工对国家体育相关政策的了解很有限，尤其是

对体育锻炼基本常识技能的学习不足，仍需不断加强

学习。在问及科学体育生活方式对健康的重要性问题

时，１２２人（占４６％）认为很重要、１２１人（占４６％）认
为重要、９人（占３％）认为一般重要、２人（占１％）认
为不重要。教职工对体育锻炼的认识总体比较客观，

绝大部分教职工都能认识到了体育锻炼对身体健康的

重要性和促进作用。

教职工对体育认知水平决定体育锻炼的意识形

态，锻炼意识指导体育锻炼的参与程度。调查显示：在

涉及参加院工会群众体育活动的自主性问题中，９６人
（占３８％）选择主动报名参与、１５９人（占６２％）选择被
动报名参与，可见被动参与的人超过半数。院工会为

了丰富教职工课余文化生活，每学期专门组织一些文

体活动，例如学校运动会、教职工篮球、乒乓球、羽毛

球、冬季长跑等群众性体育活动。其活动的开展仍然

依靠传统的工会负责制，一般采用直接报名或通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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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小组报名的形式，由院工会统一组织开展，其表现形

式单一、缺乏创新。学院体育锻炼活动内容比较局限，

每学期１－３次，以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群众基础较
好的项目为主，教职工也可以以部门、系＼室为单位组
织体育锻炼，但是效果欠佳。根据工会近五年组织各

项体育活动报名总人数可以看出呈现逐年减少的趋

势，教职工参与体育锻炼的意识和积极性逐年在下降。

二、交大城院教职工参加体育锻炼的现状分析

体育锻炼效果对教职工身心健康水平起着积极地

促进作用。交大城院教职工参与体育锻炼主要从参与

学院工会组织的各项体育活动和业余时间自主参与体

育锻炼两个方面展开。现状分析如下：

（一）教职工体育锻炼现状分析

教职工业余时间根据自身情况安排各有不同，调

查显示：在涉及教职工业余时间的安排上按照人数由

多到少排序依次是：上网看书、社交、参与锻炼、辅导孩

子、棋牌等。由于家庭情况不同选择不同，年轻教职工

多以上网看书、交际为主，中年教职工以看书、社交、辅

导孩子为主，老年教职工以锻炼、棋牌等为主。由于交

大城院年轻教职工所占比例较大，上网看书、交际、照

顾孩子成为业余生活的主要内容。整体呈现不同年龄

因社会、家庭等因素的多元性选择。在体育锻炼时间

的选择上（寒暑假除外），适宜体育锻练的时间用于上

班途中，中午时间有限，教职工多数选择下班回家以后

抽时间自行锻炼。选择７点－９点的教职工２３人（占
１０％）、选择 １６点 －１９点之间的教职工 ４２人（占
１７％）、选择１９点以后的教职工１３１人（占５４％）、选
择机动时间的４６人（占１９％）。节假日时间选择体育
锻炼的时间相对宽松。可见，体育锻炼选择在下午１９
点以后进行的教职工人数最多，占调查总人数的一半

以上。

教职工参加业余时间体育锻炼的频度不高。调查

显示：在涉及业余时间体育锻炼频度问题中 １６６人
（占６５％）选择１次／周、６５人（占２６％）选择２－３次／
周、１５人（占６％）选择４－５次／周、８人（占４％）选择
５次以上／周。由于自身或其他原因，随着每周次数的
增多选择人数依次减少，可见整体的锻炼次数较少。

每周锻炼累计时间方面６８人（占２７％）选择３０分钟／
周、７０人（占２８％）选择３０分 －６０分钟／周、５５人（占
２２％）选择６０－１２０分钟／周、５９人（占２３％）选择１２０
分钟以上／周，可见教职工参与体育锻炼的时间总体偏
低。教职工每次进行体育锻炼的时间存在一定差距。

在涉及每次锻炼用时方面８３人（占５４％）选择２０分
钟、１０２人（占４０％）选择３０分钟、４４人（占１７％）选
择６０分钟、２５人（占１０％）选择用时超过６０分钟。可
见，７３％的教职工每次运动时间低于 ３０分钟，只有
２７％的教职工运动时间超过１小时，整体参与体育锻
炼时间短，这也是导致教职员工体育锻炼效果欠佳，体

质健康水平下滑的因素之一。教职工业余体育锻炼项

目的选择相对集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在调查业余时

间体育项目选择问题中，按参加人数由多到少排序

（前８位）分别散步、户外运动、慢跑、羽毛球、登山、乒
乓球、健身操、篮球。可见教职工在选择体育项目的多

元化特点，多以强度较低，轻松娱乐且趣味较强的项目

为主，少部分年轻教工以羽毛球、足球、篮球等强度较

大的体育项目。在锻炼的科学性方面，调查显示锻炼

时大汗淋漓的教职工有１０人（占４％）、每次锻炼出很
多汗的教职工４４人（占１７％）、每次锻炼微微出汗的
教职工１５６人（占６１％）、每次锻炼不出汗的教职工有
４４人（占１８％）。由此可见，２１％的教职工每次锻炼
出很多汗，表现出一定的运动负荷；７９％的教职员工锻
炼时微微出汗或不出汗，运动负荷偏低。教职工整体

运动强度低、运动量小，锻炼科学性欠佳。

（二）教职工体育锻炼时专人指导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全民健身条

例》，以及《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办法》，文件规定各级

体育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和推动社会力量支持社会体育

指导员开展志愿服务，依法保护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合

法权益，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的宣传，扩大社会体

育指导员工作的社会影响，对取得显著成绩的社会体

育指导员给予表彰、奖励。调查发现教职工课余时间

参与体育锻炼时普遍缺少专人指导：４４人（占１７％）
选择有专人指导业余体育锻炼、１６２人（占６４％）选择
没有专人指导、４８（１９％）人选择不知情、教职工参与
体育锻炼时专人指导的情况也很不乐观。调查显示：

７７％的人选择在近一年内仅接受专人指导１次，２３％
的人选择从来没有接受过专人指导，可见教职工接受

专业指导的人数和次数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缺乏

专人指导的人数占整体人数的８２％以上，缺少科学有
效的体育指导也是影响交大城院教职工体育锻炼兴趣

和效果的因素之一。

（三）教职工体育消费情况

教职工的体育消费水平也是衡量体育锻炼的一项

指标。在调查教职工每月体育消费额度时发现１０７人
（占４２％）选５０元／月、８０人（占３１％）选５０－１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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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５０人（占２０％）选１００－３００元／月、８人（占３％）
选３００－５００元／月、９人（占４％）选５００元／月以上，可
见７３％的教职工体育消费额度低于１００元／月，用于
体育消费的额度普遍不高。这也侧面反映出教职工参

与体育锻炼的现状与工资待遇水平存在必然联系。

三、影响交大城院教职工体育锻炼活动开展的

因素分析

（一）影响交大城院教职工体育锻炼开展的主观

因素

思想上的不重视是影响教职工参与体育锻炼的首

要主观因素。调查了解到交大城院教职工处在２０－
４０岁之间的年轻教职工人数居多，年轻教职工普遍认
为当前主要精力应用在买房买车等生活和工作方面，

体育锻炼会占用自己部分时间，认为体育锻炼是“以

后”的事，从整体来看教职工虽然都能认识到体育锻

炼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经常抽时间参与体育锻炼的教

职工主要来自中青年教职工，且人数所占比例较少。

兴趣爱好和运动习惯缺乏也是影响教职工参与体

育锻炼的因素之一。交大城院属工科院校，教职工多

以理工、文史类学科见长，除少数体育教师外普遍没有

体育特长，加上平时又对体育理论知识、技能的了解学

习不够，在体育运动的科学方法和运动体验方面很有

限，缺乏对体育兴趣的培养；甚至有少部分教职工认为

自己缺少运动细胞，对体育锻炼根本不感兴趣，更谈不

上运动习惯的养成，即便是少部分教职工养成了体育

锻炼的习惯，往往由于各种原因又不能很好地长期坚

持，体育锻炼的效果不明显。

（二）影响交大城院教职工体育锻炼开展的客观

因素

１．时间安排结构不合理
余暇时间不足（占８６．７９％）居首位，造成这种现

象的原因是教职工工作压力偏大。学院远离闹市，教

职工需搭乘校通勤班车上下班（发车时间：早７：００中
午１２：１０晚：１７：００、１８：００、２２：００），可见适宜锻炼的时
间被乘车时间占用，同时家庭负担重（需要照顾老人

及孩子）占６８．６７％，交大城院教工７５％都已结婚，照
顾老人、辅导子女等常常占据大量的余暇时间，操劳家

务导致其没有多余精力和时间参与体育锻炼，工作和

家庭生活已成为广大教职工的重心。同时科研工作繁

重（占７５．０９％）也占去部分时间，这样一定程度上就
忽视了对自身健康的重视，缺乏体育锻炼已经直接影

响到广大教职工的身体健康。行政管理人员、辅教人

员、技术工人还要不定期在校加班，更不能定时、定量

地参与到体育锻炼中去，时间安排结构不合理。

２．周围环境及锻炼氛围不浓
周围环境及运动氛围不浓（占 ７６．６０％）排第三

位，学院位于北郊草滩，远离市区紧邻渭河，周边没有

密集建筑物，人烟稀少。学院没有建盖教师公寓（生

活区），下班后除了值班人员留守学院外，其他教职工

都乘坐通勤车返回市区居住地，学院锻炼环境与市区

其它同等高校校园人文环境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不利

于校园体育文化氛围的营造和学院的长远发展。学校

没有教师公寓，教工居住比较分散，居住社区环境条件

存在差异、锻炼氛围参差不齐。

３．项目选择范围狭窄
项目选择范围狭窄（占７２．４５％）。学院工会组织

体育锻炼的项目有限、频度不高且缺乏创新。工会组

织的教职工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等赛事不能满足每一

位教职工的实际锻炼需求，因此一定程度上影响教职

工参与体育锻炼开展的效果。通过实地走访了解以及

参考近５年来工会组织的体育锻炼的数据统计来看，
可供教职工选择的运动项目有限，内容比较固定（三

大球为主），缺乏吸引力，主动参与人数逐年在减少，

新入职的教工参与积极性也不高。

４．缺少科学的体育建身指导和伴侣陪伴
教职工普遍缺少健身指导（占４９．４３％）。学院没

有专门指定的健身指导员、教职工业余时间接受专业

指导的人数很有限、缺少伴侣朋友陪伴（占７０．９４％），
调查发现教职工参与体育锻炼大都和伴侣、朋友一起

进行，单独进行体育锻炼的人数很有限，绝大部分教职

工愿意同家人或朋友一起进行体育锻炼，但是往往由

于个人体育锻炼取向不同，有陪伴的教职工人数比例

很有限，导致教职工进行体育锻炼的效果受到影响，教

职工参与体育锻炼的兴趣降低。

四、交大城院教职工体育锻炼开展的对策

１．不断提高对体育工作的重视程度，完善工会各
项制度，加强体育锻炼的宣传教育力度，努力营造浓厚

的体育锻炼氛围

进一步提高对体育工作的重视程度，不断健全和

完善院工会的各项规章制度，切合实际地从维护教职

工权益出发，制定适合教职工体育工作开展的各项政

策和实施办法，积极落实和推进学院体育活动的展开。

针对学院教职工体育锻炼开展的实际情况，学院工会

应将年度教学计划和工会体育工作安排有机地结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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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制定切合实际的季、月、周体育锻炼活动具体方案，

将适合教职工开展的体育锻炼活动与季节有序地联系

起来，由工会体育委员和相关人员具体协调组织，进一

步全面提高自身对体育锻炼的认识水平和自觉性，培

养广大教职工“终身锻炼”的体育意识。主管部门应

该深入加大对教职工体育工作的宣传力度和教育活

动，通过院工会对体育工作进行全方位、多渠道、多角

度的宣传引导。宣传工作包括体育法规、常识、体育技

能等内容，通过各系室宣传栏、学院广播、校内网等渠

道开展，也可以定期邀请体育局、体育院校等部门的相

关专家进行现场咨询、专题讲座，不断强化教职员工的

锻炼意识，加强体育知识、技能的学习和了解；同时增

加与其他兄弟院校的体育工作的交流与学习平台，相

互取长补短，经常组织教职工参与校外的体育活动或

比赛，调动教职工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

２．以教职工健康为本，建立体质监测长效机制
应以促进教职工健康为目标，并结合各自岗位差

异，选取有针对性的体检项目对教工进行定期的体质

监测，发挥工会的组织和引导作用，建立和完善教职工

体质检测与评价追踪机制，加强教职工参加体质监测

的监督和管理工作，对检测结果进行及时科学的健康

评价，实施年度之间的体质对比，用以观察健康状况的

变化，为教职工提供健康依据，建立一套适合教职工体

制检测的长效机制。

同时建立教职工健康评价档案，尤其是加强对亚

健康状态下的教职工的体质监测工作，做到定期检测

及时跟踪，切实起到早发现、早治疗的预防效果，最后

将体质健康水平纳入教职工考核录用的参考标准

中来。

３．加快基础设施、体育场馆设施的建设和资金投
入，创建优良体育锻炼环境

学院发展１０余年来，基础硬件配套设施与其他院

校相比还不完备，只有加快建设进度和步伐才能满足

学院的长久发展，努力达到国家规定标准设施的中等

以上水平。经过调查了解到修建教职工公寓、体育场

馆（室内运动场馆）、图书馆已成为广大师生的迫切要

求。图书馆和运动场是广大师生日常生活的主要场

所，也是集中体现出高校校园文化的精神所在，因此加

快基础硬件设施是创建优良体育环境的唯一途径。

４．加强培养体育骨干，积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针对学院教职工年轻化、可塑性强的特点，学院应

培养专门的健身指导员为学院体育工作注入新鲜血

液，积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学院结合实际情况开展

形式多样的体育锻炼活动，例如增设教职工喜爱的体

育项目如：太极拳、瑜伽、健美操等，扩大教职工体育锻

炼项目的选择范围。体育骨干应积极引领教职工参与

到体育锻炼中来，并根据教职工的不同需求给予相应

的科学指导，从运动项目技能、技巧、运动量、运动频度

等方面给予规范性、科学性的指导；体育骨干可根据教

学安排深入各系、室开展体育知识技能的普及和指导

工作，将体育工作落到实处，以提高广大教职员工体育

锻炼水平和实际效果，强化教职工锻炼的意识、提高体

育锻炼的科学性。

五、结语

独立学院作为教育改革的新型个体，承担着培养

国家技术应用型人才的光荣使命。教职员工的身心健

康水平是教育教学朝着良性方向发展的重要保障，广

大教职员工只有树立正确的体育锻炼理念，培养良好

的生活习惯，不断“强健”身心才能以饱满的热情投入

到教育事业上来，为国家培养更多优秀的建设者和接

班人 。

（责任编辑：张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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