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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本科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与定位

杨春生
(盐城工学院院部，江苏盐城224003)

摘要：从人才培养的目标、类型来说，本科应用型高校培养的是知识全面、善于把科研成果转化

成现实产品、能科学解决生产管理问题、主要是“动脑”、体现为“智力型”的应用型人才。本科

应用型人才培养应贯彻和落实“重基础、重理论；强实践，强创新能力”的工程师培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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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究竟应该培养怎样的人

才，其培养目标和规格又应该是怎样的?可以说，

对这一问题目前还有很多人是比较模糊的，或者

说其认识并不那么清晰和明白，这尤其表现在个

别地方高校的领导和二级院系的领导同志身上。

因为有人把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竟然视同高职高

专层次与类型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或者认为是其

的自然延伸与发展，或者说只是在水平上的高低

不同而已。应该说，目前讨论并明确应用型本科

人才的培养目标与规格，了解其与高职高专人才

培养的区别还是必要的，对于搞好本科应用型人

才培养也是很有意义的。

就应用型本科人才来说，其内涵有三方面：

一是从人才培养的目标、类型来说，本科应用

型高校培养的是知识全面、善于把科研成果转化

成现实产品、能科学解决生产管理问题、主要是

“动脑”、体现为“智力型”的应用型人才。就应用

型本科高校的人才培养类型来说，其虽是属于应

用型人才一类，但应注意的是，这里的本科应用性

人才培养是相对与本科研究性人才培养而言的。

不言而喻，研究型人才其将来从事的工作主要是

研究性的，其服务单位多是一些研究性单位，其工

作主要是从事研究、设计、开发新产品等创造性工

作，但他们完成的只是研究工作的前半部分，因为

要把研究成果转化成现实的社会产品，还需要有

人把它进行中试和付诸生产实施等诸多工作环

节，这就需要有既懂研究、设计、开发等新产品研

制工作，又要能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社会产品

的应用型人才来承担这一工作。也就是说，应用

性人才完成的是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社会产品

的重要工作。只有研究性人才与应用性人才的相

互支持、相互配合，才能形成真正的社会生产力，

才能体现和反映科学研究的科技生产力的性质。

换言之，研究陛人才与应用性人才在科技工作中

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辩证统一的关系，是相互

补充、相互促进、相互作用的关系，其就如同车之

两轮、鸟之两翼，同等重要，合则双赢，离则两伤，

故缺一不可。两者只不过是在科研工作中分工不

同而已，他们在工作的环节上是前后相连的，在工

作的关系上是相互补充的，只不过是一个偏重于

研究，一个偏重与应用。故本科应用型人才的工

作性质仍是“智力型”、“创造性”的，其工作特征

同样是“动脑”，而不是“动手”，故其仍属于白领

人才的类型，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就是研究性人

才与应用性人才的既相同又相区别的地方⋯。

本科应用型人才的最大特征是把研究成果迅

速转化成实用性产品，以满足社会生产和人们生

活的需要，而不是像高职高专毕业生那样毕业后

去从事某一岗位工作所需要的动手操作能力，前

者的应用特征是“动脑”，其仍属于“智力型”或日

“创造性”的工作，而后者的应用特征是“动手”，

在一定程度上其属于“体力型”或“重复性”的简

单工作‘21。

因此应用型本科人才是区别于高职高专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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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型人才的。一般说来，高职高专类型的人才是

属于蓝领工人的范畴，其只要精通某一工种、某一

工作岗位的工作就行，如车、钳、铣、刨等，其需要

的是较强的动手操作能力，其工作能力的要求只

是一个“点”，通俗地说就是“专才”，其工作性质

多少带有机械性、规范性、重复性工作的特点，即

工作的性质主要是“动手”。而对于本科应用型

人才来讲，其应是一个知识全面、既能“动手”更

能“动脑”、并善于解决生产一线技术与管理问题

的复合型高层次人才，其工作面较宽较大，往往是

面向一个企业、一个车间、一条大型流水生产线，

其工作能力的要求是“全面”，即具有全面的知识

与工作能力。其工作的主要特点是“动脑”，其工

作的性质仍是“创造性的”与“智力型”的。因此

将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和方法不加区别地混

同于高职高专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和方法是不

对的，或者说是根本错误的。也就是说，其人才培

养的目标、规格、要求、重心、特点、途径等都是不

一样的。显然，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是不同的。

这从近年高职高专的毕业生只能报考民办本科高

校的相同专业，而不允许其再升人应用型本科高

校深造中就可以得到启示和证明，因为应用型本

科高校并不是高职高专的自然延伸与发展。概言

之，其虽同属应用型人才，但高职高专培养的是高

级技术人才，即“技师”(可理解为“一技之师”)，

而应用型本科高校培养的是工程师。可以说，这

是两个不同类型、种类的高校，一是属于普通高等

教育系列，一是属于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系列，故其

人才培养的途径与方法也是绝然不同的，而不仅

仅是其学校办学类别与办学层次上的差别而已。

二是在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上的“重基础、

重理论；强实践、强创新精神培养”的工程师培养

要求。只有在充分认识上述两种不同教育系列、

人才培养目标与类型的前提下，我们才能继续探

讨其应用型人才培养上的区别与差异。对于应用

型本科高校和高职高专学校来说，其最大的区别

和差异是什么?对这一问题可谓是仁者见仁、智

者见智，似乎谁都可以说出一番见解来，很难统

一，真有点令人莫衷一是。也正因为此才带来应

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理论上的}昆乱与纠缠不清，特

别是个别应用型本科高校和个别领导人。竟然用

高职高专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与模式来要求本

科应用性人才的培养，错误地把两者混为一谈，把

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错误地看成是高职高专应用
·72·

型人才培养层次上的自然延伸与发展p1。

但依笔者来看，就其区别与差异的主要方面

来说，高职高专偏重的是专门技术教育，强调的是

动手操作能力的培养；而应用型本科高校重视的

是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强调的是理论与实际的结

合与统一，故在重视实践的基础上更强调理论的

科学性、先进性、系统性，在人才的培养上更注重

全面性，故其更突出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即从

某种意义上说，其更偏重于理论的教学。(当然，

这也是目前应用型本科教育最遭受人指责、批评

的地方。应该说其积极和消极的一面都兼而有

之，也就是通常说的“双刃剑”，关键是把握好一

个“度”。)鉴于前面人才培养目标的分析，由于高

职高专强调的是培养一技之长，故重视的是学生

动手操作能力的培养，因此怎么强调实践教学的

重要性都不过分，因为对于学生来说，其只要“知

其然”就完全可以了，不需要再去重视什么“知其

所以然”了，故对于理论教学来说，强调其“必须”

“够用”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其理论教学是完全为

实践教学服务的，故强调理论教学服务、服从于实

践教学是对的，也是科学可行的，这是由其高职高

专人才培养的目标所决定的。

而对于本科应用性人才培养来说，就完全不

是这样了。本科高校则必须十分重视理论教学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强调理论教学对实践教学的指

导作用与统率作用。与高职高专不同的是，本科

应用型高校其实践教学是服务、服从于理论教学

的，要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来指导实践教学的。

对于应用型本科生来说，其不仅要有较强的动手

操作能力等实践能力，更要有提出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实际工作能力，尤其是其不仅要

“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这就需要其要

有全面、丰富的知识面和扎实的理论功底才行。

因此，对应用型本科高校来说，任何削弱理论教学

的提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不仅不能削弱，反而

要加强。诚然，强调理论教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并不是要降低对其动手操作等实践能力培养等实

践性的要求，因为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相得益

彰的，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在理论的教学中，

既要重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又要注意理论的先

进性和科学性，注意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对

于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来说，首先应该“重基

础”、“重理论”，即在教学中坚持理论与实际相联

系的原则下，重视专业基础理论的教学，给学生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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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扎实而深厚的理论功底，并注意用理论来指导、

推动和促进专业实践教学，着力培养学生提出、分

析、解决生产与管理中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大学生

在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就能胜任其工程师的工

作，迅速而直接地派上用场，缩短与减小其与企业

工作的适应期，实现高校人才培养与企业人才使

用达到无缝链接的目标。

没有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的科研实践往往是盲

目的实践，没有以扎实理论功底为基础的科研实

践往往只能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之举，或成为无

源之水、无本之木的空中楼阁而已。如果从应用

型人才培养的特质来说，高职的特点是职业性，强

调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突出人才培养就业的

“适应性”；高专的特点是专业的“专一性”，强调

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突出人才培养的“专长

性”；应用型本科高校则以培养“工程师”为宗旨，

强调以“基础理论”为根本，坚持理论与实际相联

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以科技成果转化为工

作核心的“智力型”、“创造性”、“应用型”的“复

合型”高层次人才，强调的是“智力型”特征。

为了实现这一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还

要重视“强实践能力、强创新精神”的培养。毛泽

东同志说过：“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

是更重要的学习。”这里的“读书”是指理论学习，

“使用”是指运用书本理论知识，也指社会实践。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实践。实践

出真知。这需要在加强理论教学的同时强化实践

教学环节，把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结合起来，

要保证实践教学的课时数，或者把实践教学独立

出来，加大实践考核在总成绩中的比重。要切实

搞好认识实习、生产实习、顶岗实习、研究实习等，

对实践能力要严格加以考核和验收。

要注意对大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平时的课

堂教学要注意创新意识、创新思维的教育，教给大

学生创新创造的方法、途径和技巧，借以调动和激

发大学生的创新欲望，切实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

神与能力。这是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区别与高职

高专应用性人才培养的区别所在。

三是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高层次性。不言

而喻，与高职高专相比，其培养的人才具有高层次

的鲜明特征，既体现在其人才的综合素质与整体

能力上，同时也表现在人才培养的方式、模式与要

求的不同上。即从人才素质来说，本科高校的毕

业生应该有较高的综合素质与整体素质。如果

说，高专高职培养的人才其素质是单一的专一的

话，那末本科高校毕业生就应该是复合型交叉型．

的高素质人才。形象地说，高专高职培养的人才

一般是“一”字型或“I”字型人才，而本科高校培

养的人才则是“T”字型人才或“x”字型人才。例

如，高专高职培养的人才多是某一工种、某一岗位

的技术型操作人员，而本科高校则培养的是复合

型人才、交叉型人才，一般工科专业的学生既要学

好相关的工程专业知识与技术，还要懂得生产管

理知识与能力，或者是具有一些销售方面的知识

与能力，进而成为工管一体化、生产销售一体化的

复合型人才；再如本科外语专业的学生，除了学好

外语专业知识外，还要学习一些教育学、心理学或

秘书学、公关学方面的知识，培养其教学、翻译、商

务谈判方面的能力。毕业后，其既能从事初、高中。

的外语教学工作，也能到企业工作，做好外文资料

翻译、口语翻译或商务谈判方面的工作。与高专

高职培养的人才相比，其基础知识更扎实，基础理

论更坚实，专业视野更宽，工作适应面更广。因为

本科人才的目标是培养企业的工程师，而不是高

专高职人才培养的目标是技术性工人或技师型人

才，这是“白领”与“蓝领”的区别所在。所谓高层

次性不仅体现在办学的层次上，更体现在人才培

养的不同目标上。故反映在人才培养的方法与途

径上也是截然不同的。高专高职培养的人才多强

调的是某一岗位、某一工种的动手操作能力，基本

上还是属于技术的层面，仍是属于“师带徒式”的

比较落后、低级的人才培养模式；本科应用型人才

培养的特色是既重视基础知识、理论的教学，又重

视综合素质与整体能力的培养，其实行的高校现

代大批量培养人才的新型模式，即校企合作培养

人才的新型模式，其核心是培养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的优秀的高层次人才，使广大毕业生走上工作

岗位就能承担起大型企业生产流水线线长或中小

企业车间主任、工程师的工作职责，是人才培养和

使用达到无缝链接的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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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n the Japanese Culture of

Cllinese Scholars Going t0 Japan Between Ming and Qing Dynasty

‘

U Xiao—yan

(嘶ce 0f the IIl8titute，Y蚰cheIIg In8石tute of‰}In0109y，Jiangsu Ya∞h明g 22405l，ClIina)

A‰d：Between Ming姐d Qing【)yII鹪ty，many ClIinese schola鹏went to J印蚰fbr v耐oIls托咖∞．The∞Clline∞people
傀璐ed tlIe dim强of Chin伪e cIlln鹏8preadiIlg to J印蛐．They brought great e&cts to every side of Japane∽cuhu他，for既锄-

ple，tlIe Confuc‰ism，the pedago影，tlle llistory。the literatll弛，the manial ans，the Btnlctum∞ierIce，the painting肌d calli·

鲫lly，and tlle medical 8cience．

Keyw"ds：between Ming and Qing【)yII鹏ty；chi眦∞卵hol嬲；going to Jap蛐；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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