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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专业建设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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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专业建设是高等学校重要的教学基本建设，对高等学校的改革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对我校专业

建设中如何坚持特色与优势专业的建设、构建“大包装”专业群的经验进行了介绍，并就专业建设中应进一步

加强的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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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pecialties and the Quality of the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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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pecialt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basic constructions in higher education，which has
a far-reaching effect on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is given on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which refers to the forming of the specialty group of “big package” based on the insistent construction of the distinctive and
preponderant specialties in this university. A discussion is given to some problems in further development of specialt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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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是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的载体，是高等院校与

社会需求的结合点，高等教育是否适应社会需求，适

应程度如何，始终要通过所设置的专业及所培养的专

业人才体现出来。专业建设是高等学校重要的教学基

本建设，是教学工作中的重要生命线，其建设水平和

质量直接关系到学校的生存和持续健康发展[1 ]。我校

通过着力充实专业建设的内涵，明确了专业建设的指

导思想、专业定位及专业建设目标，构建了特色较鲜

明的专业结构体系，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效益都得到

了稳步提升。

1 坚持包装特色，做好专业群建设工作

从专业设置的实践逻辑来看，我国地方高等院校

若想改变目前的“滞销”窘境，切实履行为社会培养

人才的职能，必须实现由传统的精英时期“学术导向

为主”向大众化阶段的“社会需求导向为主”转型。在

已步入大众化的现实面前，地方高等院校意欲增加竞

争力、提升办学效益，就必须转变传统的专业成长模

式，以特色求发展，走多样化发展之路[2 ]。

1 . 1 坚持包装专业特色与优势，建设品牌与特色

专业

为了适应社会需要和市场需求，必须紧紧抓住学

校传统优势学科并将其做大、做强。经过多轮全校性

的办学思想大讨论，学校确立了“以工为主，理工结

合、文理渗透，重点扶持与包装行业、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密切相关的学科专业，形成以服务包装行业为特

色的优势学科专业群，促进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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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定位，结合社会需求和学校实际，通过丰富内涵

和加大特色专业建设，使传统专业成为品牌专业；通

过品牌专业的辐射、带动作用，使相关专业成为优势

专业；通过依托优势专业新办社会急需专业，使新专

业成为特色专业。学校坚持以发展应用型学科专业为

重点，坚持走包装特色之路，以包装工程、印刷工程

和包装设计为特色。通过多年来学科专业结构的调整

和优化，形成了由包装设计、包装工程、包装机械与

包装材料、包装产品管理与销售、包装产品生产过程

控制、包装产品宣传等为主线的“大包装”专业群（其

组成参见图 1），并逐渐形成了以工科为主，理、工、
经、管、文、法等学科协调发展的专业结构体系。

学校通过发挥传统学科优势，加强专业内涵建

设，打造出优势专业。目前，设计艺术学、材料学、机

械设计与理论等 3 个学科已发展成为省级重点学科；
印刷工程专业为国家级第一类特色专业，拥有包装工

程、印刷工程、艺术设计、自动化等 4个省级重点专
业；广告学、电子信息工程等 2个省级重点建设专业；
艺术设计、包装工程、印刷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工业设计、自动化、广告学等 7个国管专业。
依托国家级特色专业、省级重点专业、重点建设

专业和国管专业，学校积极组织实施校级重点专业和

校级重点建设专业的建设工作，实行立项建设，滚动

遴选，严格考核，强化评估，现已建成 4个校级重点
专业、1个校级重点建设专业。
1 . 2 以工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

学校本科专业涵盖了工学、法学、理学、管理学、

文学、经济学等 7个大学科门类，19个二级类。其中，
工学专业占专业总数的 50 %；文学专业占专业总数的
16.67 %；管理学专业占专业总数的 19.44 %；理学专业
占专业总数的 8.33 %；经济学、法学专业占专业总数
的 2.78 %，由此构建起了以工学等具有优势和特色的
学科为主干， 理、工、文、经、管、法多学科协调发
展的专业设置总格局。这种专业格局，符合学校的办

学目标定位和专业发展方针，体现了学校的传统特

色，布局思路清晰。

1 . 3 加强新专业建设，保证教学质量

学校专业设置主动适应国家和湖南省经济结构战

略性调整与人才市场需求，以发展应用型学科专业为

重点，有计划地增设适应地方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

社会发展急需的新专业。2001年以来，学校根据“十
五”和“十一五”专业建设规划，以专业和学科为依

托，将原有的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成果转化为新专业

的办学资源。相关学院在对人才市场充分调研的基础

上，经过专家和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审核，并经省教

育厅批准和教育部备案，围绕“大包装”，先后增设了

21个本科专业。这些新办专业具有扎实的学科基础，
发展前景好。学校通过增设新办专业，进一步优化了

专业结构与布局，同时，学校高度重视新办专业的内

涵建设和发展，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加大新办专业建

设力度，保证了新办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和社会适应

性。一是采取培养、引进等措施，加强新办专业的师

资队伍建设。目前，所有新办专业均已形成职称、年

龄、学历、学缘结构合理，素质好、水平高、能力强

的师资队伍，有较高水平的专业带头人；新专业建设

经费有保证，除每个新专业有启动费 4万元以外，学
校共投资数百万元用于新专业实验室建设，实验仪器

设备较先进，种类齐备，实验开出率较高；专业图书

资料品种齐全；新办专业建立了多个稳定的校外实训

基地，实习效果较好，基本能够满足教学要求；加强

了对新办专业的教学督导和教学评估工作，教学质量

较好。已有毕业生的 15个新专业均先后通过了湖南省
教育厅和省学位办组织的新增本科专业办学水平及新

增学士学位授权评估。

2 采取有效措施，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2.1 以培养方案的制（修）订为抓手，推进和深化

专业体系改革 [ 3 ]

人才培养方案是学校实施人才培养工作的根本性

指导文件，是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的蓝图。它集中体现

了学校的教育思想和育人理念，反映了学校在人才培

养上的指导思想和整体思路，对学校规范和加强教学

管理、稳定教学秩序、保证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具有

极其重要的作用。根据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形势，学

校从素质教育和创新能力培养的角度，于 2007年对各
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修订。按照顶层人才培

养规格要求，在宽厚的平台上设计所需要的知识、能

力结构，构建了通识教育课程——大类专业课程——

专业核心课组——专业课程四级平台课程体系，体现

了“厚基础、宽口径”的思想。为培养学生素质，构

建了素质教育选修课程体系，并列入全校公共通识教

图 1 “大包装”专业群示意图

     Fig. 1 Illustration of “Big package” specialty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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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平台课程；为加强学生能力，构建了第二课程、英

语综合训练等培养环节，同时加大了实践教学环节在

整个培养方案中的比重，将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校

内教学与校外教学进行了有机结合；为拓宽学生知识

结构，构建了跨大类专业选修课程平台，为学生个性

发展和自主学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2.2 系统修订和编制教学大纲，加强专业建设基础

课程教学大纲和实验教学大纲不仅是教师组织教

学的基本依据，而且是学校进行质量评估、开展课程

建设的主要依据，制订课程和实验教学大纲也是课程

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落实。因此，学

校要求各院（系）在组织大纲编写的过程中，要按新

的培养方案课程性质和学时（学分）规定，吸收近年

来面向 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所取得的成果
和经验，特别是要将我校近年来教学改革和研究所取

得的成果固化到教学中去。按照“科学、规范、拓宽”

精神，在保证与全国同类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指

导意见的协调与接轨以及根据学校整体的定位和办学

思路，突出体现我校人才培养的特色和专业办学优势

的基础上，外理好宏观与微观、经典与现代、继承与

创新的关系，根据课程的特点确定知识单元和实验项

目，注意课程纵向深度的递进和横向知识的联系，增

加教学信息量，坚决防止“因人设课”、“无人不设课”

的情况出现。为了让学生有目的、有计划地学习，学

校汇编了通识教育平台课程教学大纲，各院（系）汇

编了专业大类教育平台和专业课程教学大纲，并分别

在网上公布。

2 . 3 加强课程建设，推进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

改革

课程建设是教学建设和改革的核心，直接关系到

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在高等

教育大众化、国际化的背景下，高校必须根据人才培

养方案所规定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构建新的课

程体系、开发和建设课程群、更新教学内容、教学方

法和手段。通过加强课程改革与建设，全面提升我校

教学水平，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创业能力

和实践能力，具有较强社会适应能力的高素质创新人

才。我校通过开展以国家级、省级和校级精品课程建

设为示范和导向，全面推进课程的规范化建设，有效

地促进了教育思想的转变和教学内容的更新，实现了

教学手段的现代化，强化了师资队伍的建设，目前正

在努力打造具有一流教师队伍、一流教学内容、一流

教学方法、一流教材、一流教学管理等特点的示范性

精品课程。

通过多年的建设，我校课程建设取得了较大的成

绩。现有 4门省级精品课程、2门省级优秀课程、1门
省级重点建设课程，同时建设了 10门校级重点课程，

42门校级精品建设课程。从 2003年开始，我校启动了
双语课程的建设，并首批立项了 29门校级双语建设课
程。2007年配合教育部“质量工程”项目，我校在双
语课程建设成果的基础上，立项了 20门双语教学示范
课程。

2 . 4 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学生实践能力

实践教学是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在培养学生的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保证

实践教学的质量，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1）实践教学
上，加大实践教学改革力度，在实验内容中增加综合

性、设计性实验，强化学生综合设计能力的培养，有

计划地开放实验室，增加开放时间，努力为大学生创

造更好的实验教学条件，增加学生的动手操作机会；

2）在本科各专业中继续实施导师制（大学生研究训练
计划），提倡本科生实践教学与科研训练相结合，培养

和提高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专业理论知识研究、分析

和解决专业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科学思维和科

研能力，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3）在毕业
实习环节上，继续强化实习检查时对各专业实习生进

行“三基”综合测试，高度重视学生毕业论文的选题

导向，加强对毕业论文的过程管理与规范化要求。

3 结语

专业建设是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基本建设的主要任

务和重点内容，应受到高度重视并给予不断强化。随

着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在专业建设中新的教育

思考和教学理念不断得到深刻体现，同时新的问题也

会不断显现。这些问题往往反映出我们在专业建设的

认识和实践中存在着一些偏差和不足，需要我们认真

分析，妥善解决[4 ]。专业建设要与学校发展的目标定

位相适应、要与学科建设相协调、要与人才培养方案

相一致，从而使人才培养更好地体现“三个面向”，不

断地提高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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