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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高校“３＋１”模式下教学质量影响因素研究
———以安徽科技学院管理类本科为例

李学兰ꎬ查　 旭ꎬ王钰颖

(安徽科技学院管理学院ꎬ安徽 蚌埠 ２３３０００)

摘　 要:通过问卷调查对安徽科技学院施行“３＋１”教学模式的管理类专业学生进行教学质量影响因素调查ꎬ采纳因子分析法

和多元线性回归对调查数据进行处理ꎮ 结果表明:专业建设情况、实习环境与条件、学习资源及学术氛围、思想道德建设及身

体健康状况、师资队伍建设、办学指导思想和人才培养思路是影响“３＋１”管理类专业本科教学质量的主要因素ꎻ教学质量与性

别、户籍所在地、是否独生子女、年级等因素无显著关联性ꎮ
关键词:“３＋１”ꎻ教学质量ꎻ影响因素ꎻ安徽科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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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正快速迈向普及化ꎬ２０２０ 年

毛入学率上升至 ５４.４％[１]ꎮ ２０１８ 年习近平总书记

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讲话时明确提出:“我国

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和年毕业人数已居世界首位ꎬ但
规模扩张并不意味着质量和效益增长ꎬ走内涵式发

展道路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 [２]ꎮ 党的

十九大报告将“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提升为

“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ꎬ体现出我国高等教育

发展方式的升级换挡ꎬ高校在适应发展方式和换挡

要求过程中也迎来了新的挑战ꎮ 实现高等教育内

涵式发展ꎬ必须把人才培养质量置于核心地位ꎬ通
过分层次的教育质量标准ꎬ以多样化供给满足日益

多元化、个性化的需要ꎮ 在着力提升教学质量的过

程中ꎬ理论和实践教学的融合发展是必然趋势ꎮ 美

国教育家苏娜丹戴克曾说:“告诉我ꎬ我会忘记ꎬ做
给我看ꎬ我会记住ꎬ让我参加ꎬ我就会完全理解”ꎮ
实践教学使得教学过程更加饱满和生动ꎬ容易引起

学生的兴趣ꎬ调动学生的热情ꎬ使教学质量实效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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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事半功倍的效果ꎮ

１ 研究现状

学者们围绕实践教学质量这一主题展开了丰

富的研究ꎬ主要包括:(１)高校实践教学质量的评

价:马瑞等[３]基于层次分析法构建了校企合作模式

下实践教学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ꎻ郑谦等[４] 基于建

构主义理论ꎬ从实践教学过程、师资、环境以及质量

监控 ４ 个方面构建应用型高校实践教学质量评价指

标体系评价应用型高校实践教学质量现状ꎻ(２)高

校实践教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陈兆龙[５] 认为目前

本科教育校外实践教学过程中存在政策措施发挥

效应不明显、校企合作深度不够、对校外实践教学

重要性认识不足、质量体系不健全等问题ꎬ梁冬

梅[６]指出我国应用型本科院校在校企合作过程中ꎬ
未真正形成由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组成的校企合

作教学团队ꎬ校企合作应有的作用未充分发挥ꎮ
(３)高校实践教学质量提升的影响因素:钱立生

等[７]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ꎬ发现物质环境、师资

实力与教学手段 ３ 个方面是影响实践教学质量的核

心因素ꎻ蔡小华[８]在总结应用型高校市场营销专业

教学现状的基础上ꎬ分析了实践教学质量的影响因

素ꎬ进而提出优化实践教学的建议及对策ꎮ 从研究

现状来看ꎬ有关实践教学的研究内容已十分广泛ꎬ
涉及师资力量、教学环境、人才培养模式、校企合作

等ꎬ其中以应用型高校为研究对象成为一个重要的

分支ꎮ
对管理类专业本科生而言ꎬ为解决就业难的现

实问题ꎬ必须保证学生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ꎬ提
高应用知识、动手操作的能力ꎮ “３＋１”是适合时代

发展的一种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ꎬ“３”指高校本科

专业 ４ 年制学习中ꎬ前 ３ 年侧重理论教学ꎬ在校内接

受系统的理论专业知识ꎻ“１”指第 ４ 年在企业进行

专业综合实习和毕业顶岗实习ꎬ校企合作共同指导

学生的实践学习ꎬ完成专业综合实习计划和毕业论

文(设计)ꎮ “３＋１”使得理论与实践环节有机融合ꎬ
最终实现学生专业操作技能和综合素质全面提升

的根本目标[９]ꎬ是国内高校尤其是应用型高校采用

的重要教学改革模式ꎮ 但目前“３”中的理论课程设

置、教师授课方式、学习氛围等ꎬ“１”中的校企合作

对象、实习过程控制等ꎬ以及“３”与“１”的衔接配合

依然暴露出许多问题ꎬ“３＋１”培养模式的成熟化任

重道远ꎬ探讨该模式下教学质量的影响因素以及改

革方向ꎬ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２ “３＋１”模式下管理类本科教学质量影响因
素实证分析

２.１ 问卷设计

参考秦小辉[９](２０１９)的问卷ꎬ结合“３＋１”本科

教学特征和安徽科技学院实际情况进行本文的量

表和问卷设计ꎬ将问卷分为 ３ 部分ꎮ 第 １ 部分为基

本信息ꎬ分别为样本的性别、户籍所在地、专业、年
级、是否为独生子女等 ５ 个变量ꎮ 第 ２ 部分是“３＋
１”模式下管理类本科教学质量影响因素的具体调

查ꎬ共设置 ３３ 个问题ꎬ从教师、学生、教学环境、教学

过程等方面对影响因素进行具体分析ꎬ涉及专业建

设情况、实习环境与条件、学习资源及学术氛围、思
想道德建设、身体健康状况、师资队伍建设、办学指

导思想和人才培养思路等多个方面ꎬ采用李克特 ５
级量表法对全部变量进行赋值ꎬ以“１ꎬ２ꎬ３ꎬ４ꎬ５”分

别代表“基本无影响” “影响很小” “影响一般” “影
响较大”“影响很大”ꎮ 第 ３ 部分为学生对教学质量

的满意度调查ꎬ由学生对教学质量以 ５ 分制进行评

分ꎬ５ 分最高ꎬ代表很满意ꎻ１ 分最低ꎬ代表很不满意ꎮ
２.２ 数据回收与检验

本次调查以电子问卷的方式进行ꎬ调查对象为

安徽科技学院接受“３＋１”教学模式的管理类专业学

生ꎮ 问卷发放 ３２０ 份ꎬ回收 ３２０ 份ꎬ以相同答案大于

７０％剔除 ２４ 份无效样本后得到有效问卷 ２９６ 份ꎮ
学生样本性别、户籍所在地、是否独生子女状况等

基本符合安徽科技学院实际情况ꎮ 将问卷 ３ 个部分

全部纳入模型进行信度检测ꎬ得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

为 ０.８１７ꎬ显示数据信度较为理想ꎬ可用于下一步分

析ꎮ 效度分析通过 ＫＭＯ 和巴特利球体检验变量间

的相关性、偏相关性及各个变量是否各自独立ꎬ结
果如表 １ 所示ꎮ ＫＭＯ>０.７ꎬＰ<０.０５ꎬ均通过检验ꎬ数
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ꎮ

表 １　 ＫＭＯ 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形度检验

ＫＭＯ 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的检验

ＫＭＯ 值 ０.７６０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值 １ ４６３.５０２

ｖ ５２８　 　

Ｐ 值 ０.０００

２.３ 因子分析

２.３.１ 探索性因子分析

采用最大方差旋转方法(Ｖａｒｉｍａｘ)对因子进行

旋转ꎬ选择特征值大于 １ꎬ因子载荷大于 ０.４ 的因子

进行公因子的提取ꎬ筛选后 ６ 个公因子的特征值分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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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 ２.７３１ꎬ１.９２７ꎬ１.７７７ꎬ１.７６６ꎬ１.６２９ꎬ１.４０８ꎬ同时累

计方差贡献率为 ５９.１４１％ꎬ大于 ５０％ꎬ代表 ６ 个因子

可提取 ５９.１４１％的信息量ꎬ具体数值如表 ２ 所示ꎮ
利用最大变异法实施直交转轴ꎬ通过内定的正太化

处理方式对因子分析结果进行多次循环(对不合理

项进行删除ꎬ剩下的再次进入循环)ꎬ直到得到合理

结果ꎮ 当分析项共同度小于 ０.４ꎬ分析项的“因子负

荷系数”绝对值全部小于 ０.４ꎬ分析项与主成分对应

关系出现“张冠李戴”的情况时被认定为不合理项ꎮ
因“宿舍、基础设施能满足自身生活需求” “学生整

体素质”“实习期间工作内容” “对教学知识的应用

度”等 ４ 个题项因子负荷系数绝对值全部小于 ０.４ꎬ
将其删除ꎻ“学生对教师教学水平评价”出现“张冠

李戴”现象ꎬ也一并删除ꎮ

表 ２　 探索性因子分析

公因子提取 变量项
因子
载荷

特征根
方差贡
献率 / ％

累计方差
贡献率 / ％

学习资源及
学术氛围

１４.教学资源满足专业课教学需求 ０.６３４

１５.学习氛围(求学奋进) ０.６３１

１３.科研活动、实践教学机会多 ０.６２５

１０.图书馆资源充足且资源更新快速 ０.５３３

１１.时常举办学术讲座及知识竞赛类活动 ０.５０３

１２.开设了种类繁多的公共选修课(可使你收获良多) ０.４７８

１９.教材能满足自身学习需要 ０.４６３

２.７３１ １４.３７４ １４.３７４

师资队伍
建设

３.教师专业知识水平 ０.５８８

４.教师责任心及教学积极性 ０.５８７

６.教师更新教学材料和教学方法的频率 ０.５５９

５.教师授课方式 ０.５４０

７.教师呈现梯度状况 ０.５１３

８.辅导员常常与你交流 ０.４９８

９.教师常常身兼数职 ０.４６７

１.９２７ １０.１４０ ２４.５１４

实习环境与条件

２７.实习和考研不冲突 ０.７３５

２８.实习期间企业提供的物质条件 ０.６８０

２９.实习待遇 ０.５５５

３０.实习企业的环境设施 ０.４４４

３１.实习企业的文化氛围 ０.４０７

１.７７７ ９.３５１ ３３.８６５

专业建设
情况

２０.清楚所学专业培养目标 ０.６６６

２３.实训基地建设完善 ０.６６１

２５.专业课建设情况 ０.６５０

１９.教学课程体系的先进程度 ０.５９１

２６.专业管理情况 ０.４１５

１.７６６ ９.２９５ ４３.１６０

办学指导思想和
人才培养思路

１.办学指导思想 ０.５６９

２.人才培养思路 ０.４８９
１.６２９ ８.５７１ ５１.７３１

思想道德及身体
健康建设

１７.思想道德建设 ０.５６８

１８.身体情况 ０.５３１
１.４０８ ７.４１０ ５９.１４１

２.３.２ 提取主成分后样本描述性分析

由表 ３ 可知ꎬ学生认为所归纳 ６ 项影响因素的

重要性均超过一般水平ꎬ且个体感知差异不大ꎮ 平

均分相对较低的是实习环境与条件ꎬ表明学生对实

习环境与条件的重要性认可度偏低ꎮ 平均分相对

较高的是“办学指导思想和人才培养思路”ꎬ说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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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所列因素中ꎬ应用型定位、“３＋１”培养模式的设

置和实践教学环节的强化受到学生更多关注ꎮ 从

其余因子得分的均值来看ꎬ学生认为重要性从高到

低的排序依次为“学习资源及学术氛围”“专业建设

情况”“师资队伍建设”和“思想道德及身体健康建

设”ꎮ 从标准差的反应来看ꎬ“师资队伍建设”评价

标准差小于 ０.４ꎬ说明学生对于师资队伍建设持有相

对一致的态度ꎻ“办学指导思想和人才培养思路”和
“思想道德建设及身体健康情况”方面标准差均大

于 ０.５ꎬ是 ６ 个影响因素中产生态度差异相对较大的

因素ꎮ 但所有标准差均小于 １ꎬ说明学生的整体认

知水平较为一致ꎮ
表 ３　 描述性分析结果

公因子 样本数 题项数 平均值 标准差

１ ２９６ ７ ３.７５６ ０.４０６

２ ２９６ ７ ３.７０９ ０.３９３

３ ２９６ ５ ３.５５４ ０.４２１

４ ２９６ ５ ３.７５２ ０.４０１

５ ２９６ ２ ３.８３５ ０.５０１

６ ２９６ ２ ３.６６１ ０.５８９

２.４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Ｙ ＝ Ｃ ＋∑
ｎ

ｉ ＝ １
ａｉ ｘｉ ꎬ其中:

Ｙ 表示教学质量满意度ꎬ为因变量ꎻＣ 表示常数项ꎻ
ｘｉ表示各影响因素ꎬ为自变量ꎻα 表示各影响因素对

因变量的弹性系数[６]ꎮ 为防止样本人口特征对模

型的干扰ꎬ将性别、户籍所在地、是否为独生子女、
年级等作为控制变量一并加入模型ꎬ回归结果如表

４ 所示ꎮ
由表 ４ 可知:(１)模型拟合情况: ｒ２ 值为 ０.５６６ꎬ

说明这 １０ 个问题可以解释教学质量满意度变化

５６.６％的原因ꎮ (２)多重共线性:ＶＩＦ 值均小于 ５ 通

过检验ꎬ模型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ꎮ (３)
自相关性:回归分析后 Ｄ－Ｗ 值为 ２.１７１ꎬ(Ｄ－Ｗ 值

合格区间为 １.７ ~ ２.３)ꎬ说明无自相关性产生ꎮ (４)
显著性:６ 个自变量的显著性 Ｐ 值均在 ０.０５ 以下ꎬ
模型通过 Ｆ 检验(Ｆ ＝ ３.６８５ꎬＰ ＝ ０.０００<０.０５)ꎬ自变

量和因变量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线性关系ꎮ 但控制

变量性别、户籍地、是否独生子女、年级等未通过显

著性检测ꎮ (５)影响关系方向:回归系数 Ｂ 均大于

０ꎬ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均存在正向的影响ꎮ (６)影
响程度大小:根据回归系数 Ｂ 值大小可判断ꎬ影响

程度从大到小排序依次为“办学指导思想和人才培

养思路” “专业建设情况” “学习资源及学术氛围”
“思想道德建设及身体健康情况” “师资队伍建设”
“实习环境与条件”ꎮ (７)残差正态性:对回归分析

产生的残差项进行保存ꎬ通过正态性检验进一步判

断模型拟合情况ꎮ 由于样本数>５０ꎬ故而使用 Ｋ－Ｓ
检验ꎬ峰度满足绝对值小于 １０ 且偏度绝对值小于

３ꎬ可接受其为正态分布ꎬ残差通过检验ꎮ 由于办学

指导思想和人才培养思路、师资队伍建设、学习资

源及学术氛围、思想道德及身体健康情况、专业建

设情况和实习环境与条件等自变量通过显著性检

测ꎬ但性别、户籍地、是否独生子女、年级等控制变

量的显著性未通过检测ꎬ因而提出将控制变量去

除ꎬ保留 ６ 个自变量与因变量教学质量满意度再次

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ꎬ回归后的结果如表 ５ 所示ꎮ

表 ４　 含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

非标准化系数

Ｂ 标准误差

标准化系数
Ｂｅｔａ ｔ Ｐ ＶＩＦ 调整 ｒ２ Ｆ

常数 ０.９３８ １.１８１ — ０.７９４ ０.４２８　 —

实习环境与条件 ０.０５８ ０.１１４ ０.０３８ ０.５０９ ０.０４１∗ １.２３５

专业建设情况 ０.３８６ ０.１９３ ０.１８３ ２.００３ ０.０４７∗ １.８４９

思想道德建设及身体健康 ０.１０５ ０.１１０ ０.０７３ ０.９５１ ０.０４３∗ １.２９７

学习资源及学术氛围 ０.１６１ ０.１７７ ０.０７７ ０.９０７ ０.０３６∗ １.６０４

师资队伍建设 ０.１０４ ０.１８３ ０.０４８ ０.５６７ ０.０１７∗ １.６０７

办学指导思想和人才培养思路 ０.３９０ ０.１６１ ０.１９４ ２.４２３ ０.０１６∗ １.４２４

您的性别 ０.２９５ ０.１３３ ０.１５８ ２.２１１ ０.０５８∗ １.１３７

您的户籍所在地 －０.２５４ ０.１４５ －０.１２１ －１.７５７ ０.０８１　 １.０５８

您是否为独生子女 －０.２１７ ０.１２５ －０.１２０ －１.７３１ ０.０８５　 １.０６５

您的年级 －０.０９９ ０.２０５ －０.０３５ －０.４８４ ０.６２９　 １.１２８

０.１２１
Ｆ(１０ꎬ１８５)
＝ ３.６８５ꎬ
Ｐ＝ 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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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不含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系数表格

非标准化系数

Ｂ 标准误差

标准化系数
Ｂｅｔａ ｔ Ｐ ＶＩＦ 调整 ｒ２ Ｆ

常数 ０.７７３ ０.７３２ — １.０５６ ０.２９２ —

实习环境与条件 ０.３６５ ０.１６２ ０.１８２ ２.２５１ ０.０２６∗ １.３９１

专业建设情况 ０.４００ ０.１９５ ０.１８９ ２.０５２ ０.０４２∗ １.８２２

思想道德建设及身体健康 ０.１２８ ０.１０９ ０.０８９ １.１７３ ０.０４２∗ １.２２６

学习资源及学术氛围 ０.１５３ ０.１７６ ０.０７４ ０.８７０ ０.０３８∗ １.５２８

师资队伍建设 ０.０３１ ０.１８２ ０.０１５ ０.１７３ ０.０３６∗ １.５３２

办学指导思想和人才培养思路 ０.０３０ ０.１１５ ０.０２０ ０.２７１ ０.０２８∗ １.２１４

０.５１６
Ｆ(６ꎬ１８９)
＝ ４.１１７ꎬ
Ｐ＝ ０.００１

　 　 由表 ５ 可以看出:(１)从模型拟合情况上看ꎬ ｒ２

值为 ０.５１６ꎬ说明 ６ 个因子可以解释教学质量满意度

变化 ５１. ６％的原因ꎮ (２)根据多重共线性对应值

ＶＩＦ 来看ꎬ６ 个因子 ＶＩＦ 值均小于 ５ꎬ说明模型多重

共线性问题不明显ꎮ (３)Ｄ－Ｗ 值等于 ２.０７４ꎬ符合 Ｄ
－Ｗ 合格区间为 １.７ ~ ２.３ꎬ说明因子间没有自相关

性ꎮ (４)将因子 １ 到因子 ６ 作为自变量带入计算ꎬ
得到 ６ 个因子显著性指标 Ｐ 均小于 ０.０５ꎬ说明 ６ 个

因子皆对教学质量满意度产生影响ꎮ (５)由于回归

系数 Ｂ 均大于 ０ꎬ可知 ６ 个因子对教学质量均有正

向影响ꎮ (６)通过比较表中回归系数 Ｂ 值大小ꎬ可
以判断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专业建设情况

Ｘ１”“实习环境与条件 Ｘ２” “学习资源及学术氛围

Ｘ３”“思想道德建设及身体健康情况 Ｘ４”“师资队伍

建设 Ｘ５”“办学指导思想和人才培养思路 Ｘ６”ꎮ 根

据各因子系数 Ｂ 得到回归方程:Ｙ ＝ ０.７７３＋０.４００Ｘ１＋
０.３６５ Ｘ２＋０.１５３ Ｘ３＋０.１２８ Ｘ４＋０.０３１ Ｘ５＋０.０３１ Ｘ６ꎮ

３ 结果讨论

通过因子分析法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ꎬ得到影

响安徽科技学院管理类专业本科“３＋１”模式下教学

质量的影响因素分别为“专业建设情况”“实习环境

与条件”“学习资源及学术氛围” “思想道德建设及

身体健康情况” “师资队伍建设” “办学指导思想和

人才培养思路”ꎮ 学校管理类学科有 ４０ 余年发展

历程ꎬ现有工商管理、市场营销、物流管理、物流工

程和质量管理工程等 ５ 个本科专业ꎬ其中市场营销、
物流管理为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ꎻ工商管理

为省级卓越管理师教育培养计划专业ꎬ市场营销和

工商管理专业在安徽省专业评估中均达到优秀等

级ꎬ专业建设基础雄厚ꎮ 管理类专业双能型师资 ３５
人ꎬ占比 ９２.１％ꎬ符合办学定位需要ꎮ 自“３＋１”培养

模式开展以来ꎬ先后与 ３０ 多家企、事业单位建立了

长期联合办学与共建关系ꎬ开设“德力营销班” “德

力卓越管理班” “上海中骅物流班” “美设国际物流

班”“日精物流班”等企业冠名班ꎬ为学生顶岗实习

提供了稳定的校外基地资源ꎮ 丰富的图书资源和

大量线下精品资源课程、在线开放课程等为学生查

阅资料、拓展学习提供了便利条件ꎮ 学校一贯重视

专业课程思政ꎬ且每学期开设专门思政课程ꎬ持续

推进学生思想道德建设ꎮ 在学生中广泛推行乐跑

Ａｐｐ 等具有强身健体功能的辅助软件ꎬ敦促学生日

常保证一定的运动时间ꎬ形成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

惯ꎮ 实践证明ꎬ既有基础条件对管理类专业本科

“３＋１”模式下的教学质量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４ 提升“３＋１”模式下管理类本科教学质量的
对策

　 　 培养应用型人才是新时代发展的迫切需求ꎬ应
用型高校必须明确自身定位ꎬ紧密结合影响教学质

量和学生满意度的因素加大教学改革力度ꎬ切实发

挥“３＋１”培养模式的积极作用ꎬ促进学生将所学的

理论知识与生产实践有效结合起来ꎮ
４.１ 进一步明确办学指导思想和人才培养思路

当前教育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科学技术发展、
国际化发展产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ꎬ高校改革面临

教育内部和外部双重挑战ꎮ 地方经济和行业发展

对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大量增加ꎬ应
用型高校迫切需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ꎬ全面优化人

才培养体系ꎬ从“应用型”的内涵实质、发展策略、机
制创新等方面谋划内涵式发展ꎬ摒弃传统思想中重

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能力、重数理轻人文的观念ꎬ
将科学知识、思想品德、人文素养和实践能力充分

交融ꎬ培养和孕育面向地方、面向行业企业、具备灵

活性和适应能力的高素质人才ꎮ
４.２ 持续推进专业建设

一要明确“应用型定位＋管理类专业”特色和优

势ꎬ根据学科特点和时代要求ꎬ在对社会需求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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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高校广泛调研、深入了解的基础上ꎬ健全学科体

系和“３＋１”教学过程监控体系ꎮ 二要结合管理类各

专业实际情况适当增加实践课程学时ꎬ实现理论课

程、理论知识与生产管理、现场管理高频次、深交融

的常态化对接ꎬ通过实践环节提高学生真题真做的

能力ꎬ同时在真实的社会环境中检验学生的知识应

用水平ꎮ 三要成立二级学院专业建设指导小组ꎬ定
期对专业建设情况进行评估并提出改进建议ꎬ不断

提高专业建设的科学性和合理性ꎮ
４.３ 改善实习环境和实习条件

拓宽实习渠道ꎬ与更多企业建立广泛的合作关

系ꎬ为学生实习提供多样化的选择ꎮ 在进入公司顶

岗实习之前提供集中培训ꎬ促进学生了解行业特征

和企业文化ꎻ指导老师入场辅助学生熟悉顶岗实习

工作ꎬ帮助学生度过学校学习到岗位实操的转变困

难期ꎮ 定期展开实习绩效评测ꎬ明确奖惩制度ꎬ将
实习表现作为提升顶岗实习待遇和福利的依据ꎬ激
发学生积极性ꎬ同时也要通过文化教育、感恩教育

增加工作幸福感ꎮ
４.４ 丰富学习资源ꎬ拓展“线上＋线下”学习渠道

一方面拓展线下学习资源和学习方式ꎬ定期开

展与其他高校的学术交流活动和外出实地调研活

动ꎬ教师广泛吸纳学生参与自己的横纵向课题研

究ꎬ组建团队积极参与专业学科竞赛ꎬ加大学生线

下学习的广度和深度ꎻ另一方面借助学习通、雨课

堂、钉钉、ＱＱ 等多种线上学习平台和微信公众号、
手机 Ａｐｐ 等新媒体优势ꎬ逐步形成“线上＋线下”的
“点对点”学习模式ꎬ通过平台反馈数据全面掌握和

监控学生的学习情况ꎬ不断提升学生线上自主学习

的能力ꎮ
４.５ 加强专业课程思政建设

结合管理学科课程特点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

思政元素及其承载的思政教育功能ꎬ将思政教育融

入教学全过程ꎬ逐步形成完善的课程育人体系ꎮ 积

极开展课程思政研讨和课程思政教学比赛ꎬ将知识

传授、能力培养、思想引领全面融入课程教学ꎬ提升

教师课程思政的育人水平ꎮ 发挥教学名师、师德标

兵等优秀教师在课程思政改革中的示范作用ꎬ通过

公开示范课和集体备课等形式开展“传、帮、带”ꎮ
培育一批受学生喜爱的精品课程思政项目和一批

线上线下有机结合、思政教育优势鲜明的创新型课

程思政项目ꎮ
４.６ 提升“应用型”师资水平

采用“内部培养＋外部引进”方式打造应用型师

资队伍ꎬ定期组织教师在职培训ꎬ一方面深化行业

从业资格的理论知识ꎬ另一方面不断夯实实践技

能、丰富行业从业经历ꎮ 鼓励教师到企事业单位挂

职锻炼ꎬ紧跟行业发展趋势ꎬ熟悉专业岗位职责、操
作规范和用人标准ꎬ在社会生产实践中拓展新知

识、新技能、新工艺和新方法ꎮ 积极聘请企事业单

位高管和具有丰富专业技能、实践经验的管理专家

和拔尖人才等深入课堂进行专题讲座或兼职授课ꎬ
指导青年教师和学生实验实训任务等ꎮ 还要建立

起稳定的教师教育实习基地和产、学、研合作关系ꎬ
打造教育教学实践活动重要平台ꎬ实现高校与基地

资源最佳互补和共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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