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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才培养目标再定位

2021版人才培养方案

• 确定人才培养类型、规格和层次。

• 突出家国情怀、人文素养、团队精神、

创新意识和国际视野。

• 毕业5年以后能够达到的目标。

下一步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思路

• 保持人才培养类型、规格和层次不变

•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在明确专业

实践领域的基础上，修正并细化毕业5

年以后能够达到的目标。

• 科学把握通识和专业的关系，平衡

“生活准备”和“职业训练”。



2    如何达成人才培养目标？

做好人才培养方案顶层设计

• 构建符合新林科人才要求的毕业要求基

本框架。

• 优化“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体系-课

程目标”的映射关系。

• 理论-实践课程一体化设计。

• 适度压缩课内学时，教学活动在时空两

个维度向课外延伸，总学分不高于160。

抓好5个关键环节

• 学习热情：面向解决实践问题的教学设计

• 职业能力：实践教学综合改革与条件建设

• 综合素质：围绕第一课堂的第二课堂策划

与组织

• 达成评价：教学效果为导向的评价方法。

• 质量监控：内部常态监控，外部专项评价。

一流本科教育的核心品质在于通过探究式学习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3  目前存在的问题与短板

2. 培养过程

• 2.1.1培养方案：人才培养目标与经济

社会发展的契合度不够紧密。

• 2.3.2实践教学：内容陈旧，与行业企

业共建实习实训基地数量和质量不足。

• 2.4.1课堂教学：尚未全面实施以学生

学习成果为导向的教学评价。

• 2.6.3创新创业教育：学生参与积极性

不高，成果不多质量不高。

3. 教学资源与利用

• 3.2.4学科资源、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

资源的案例不多

4. 教师队伍

• 4.4.4缺乏教师队伍分类管理与建设制

度与举措

5. 学生发展

• 5.3.3没有学生赴国外交流、访学、实

习、竞赛、参会、研究的案例。



3  目前存在的问题与短板

6. 质量保障

• 6.3.2质量文化：学院层面尚未建立质

量信息公开制度，未发布年度质量报

告。

7. 教学成效

• 7.1.2达成度：尚未开展毕业生质量持

续跟踪评价。

• 7.5.3满意度：尚未开展用人单位满意

度调查。



4  质量文化培育与质量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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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质量文化培育与质量建设

高质量的衡量标准

• 人才培养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 是否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 是否符合教育教学规律？

• 是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 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建设者，培养建

设创新型国家、引领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创新人才。

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质量保障体系建设路径

• “五自”质量文化培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 服从性向认同性转变；

• 规制型向创新型转变；

• 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转变。

• 质量管理、质量保障与质量文化三位一体

• 质量管理-制度建设

• 质量保障-评价反馈与资源要素

• 质量文化-价值观、情感与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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