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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应用型课程是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的重要实现途径，但应用型课程建设面临着内容

趋同、资源同质、理论与实践剥离、教学方法单一等诸多困惑。应用型课程建设的这些困惑显然

是受制于精英教育、教育功利化、教学投入失衡等因素所致，并非短时间内可以扭转。而基于

“知一能转换”理念，完善课程建设保障体系，加大经费、人力和精力的投入，厘清应用型课程的

内涵与外延，构建理论知识与应用能力的转换体系，则是提高应用型课程建设质量和人才培养

水平的有效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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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定义复杂繁多，要想下一个“精确的并

为大家所认同的课程定义，这既不现实，也不可

能”¨J，应用型课程同样面临定义界定的困惑。

但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应用型课程已初步建立起

理论框架。不过有关应用型课程的争论一直没有

停息，有观点认为应用型课程要反思“厚基础”的

理念，转而“强应用”甚而进行技术训练来突出能

力培养怛1；有观点认为应用型课程应该与技术应

用型课程划上等号，据此实施教学活动∞o；还有

观点从价值与功用二元对立模式来建构应用型课

程HJ。笔者以为应用型课程是运用科学知识实

现社会改造的教学内容及其进程的总和，既注重

学科知识的传授与获取，又强化知识的应用与实

践能力的训练。但看似理论清晰、轮廓明晰的应

用型课程却在实施中面临诸多问题，如重学科、重

专业的政策倾向使课程地位一再削弱，浮躁功利、

形式主义、“拿来主义”等问题层出不穷，内容、资

源呈现同质化趋势。

一、应用型课程建设的困惑

1．课程教学内容趋同。就教学内容而言，同

一课程理应相近相同。但不同类型院校应根据其

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对课程教学内容、尤其是知

识架构进行确当定位，进而构建适合本校、体现本

科特色的课程体系，避免课程教学内容的趋同现

象。但事实上，各高校的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基

本一致，教学内容没有人才培养规格的区分度，应

用型本科院校与研究型或研究教学型大学、应用

型本科院校与应用型本科院校之间的差别不大，

相反，趋同现象却越发明显。这种课程教学内容

的趋同现象是导致我国高等教育“存在同质化倾

向，缺乏办学特色”L51的最根本原因。

2．课程教学资源趋于同质。课程教学资源是

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质量的高低一定程度上

影响人才培养的质量。专业知识体系决定了所属

课程的教学大纲，并依据教学大纲选择教材、实验

设备等教学资源。高校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时往往

从宏观层面上确定了课程及其逻辑关系，却未从

微观层面上对知识点的架构、课程教学大纲进行

严肃严格的研究、筛选和审查。课程教学大纲与

人才培养方案非同步制订，大多由任课教师根据

选用教材而制订，教材已不再是课程的教学资源，

反而成为课程的主宰；同样实验的开设、教师的配

备也存在类似的滞后现象。所有这些，导致了应

用型本科院校大多选用知名高校的教材、实验等

教学资源，放松甚至放弃校内教学资源的研究与

建设，从而加剧了课程教学资源的趋同现象。同

时教育部推进实施的精品课程、精品资源共享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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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改工程扩大了优质课程资源的利用度和影响

力，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教学资源上日趋同质

的无形推手。

3．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剥离。无论是何种类

型的高校，教学的本质意义都在于将知识转换为

能力。对研究型大学而言，其任务是将知识转换

为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而对应用型本科

院校而言，其任务是将知识转换为学生的技术能

力和应用能力。应用型本科院校在人才培养方案

中提高实践课程的要求和学分比例，增设一些崭

新的实践课程和环节，加大学生工程应用和实践

训练的力度，这些措施对提高学生的技术能力和

应用能力确实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但笔者以

为，应用型本科院校对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的研

究不够深入，所谓的融合浮在表面，甚至出现理论

课程与实践课程衔接错位现象。一门应用性较强

的课程被分设成理论课程和独立设置的实验课

程，旨在加强课程的实验实践教学，提高学生实践

能力和应用水平；但在实施过程中，因教学安排、

教师配备等因素出现了理论课程未讲而实验实践

已做，或理论课程与实验实践间隔时间过长等错

位现象。

4．教学方法枯燥单一。现今应用型本科院校

课程教学实践中，传统的填鸭式、灌输式课程教学

方法依然表现得十分普遍，占据大多数课堂，更糟

糕的是管理者、教师和学生三方却默认这种枯燥

单一的“老师讲授、学生听记”的教学方法；至于

启发式、研究式等教学方法更是少之又少。同时

信息技术、多媒体技术的运用并未使教学方法产

生革命，反而加剧教学方法的单一化程度，多媒体

教学课件仅仅成为教师讲稿的展示进而代替严格

规范的板书，学生因时间不足也不再记笔记。

二、应用型课程建设的干扰因素

1．精英教育模式的遗留。我国高等教育大众

化发展至今已有十多年，但无论是老牌本科院校

还是新升格本科院校，都保留关注学科知识逻辑、

侧重理论知识传授的理念。这种理念既是精英教

育的遗留，也是理性主义的课程理念，并且深扎于

各类院校管理者、教师的思想和行动中。但这显

然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趋势不相适宜，而成

为应用型院校发展的制约因素，严重影响应用型

课程建设。应用型本科院校的课程建设保留着明

显的精英教育痕迹，甚至仅仅是翻版或拷贝，应用

型课程的建设理念还停留在理论知识与研究能力

方面，忽视理论知识如何转化为应用能力的问题。

2．应用型课程的功利倾向。一般情况下，应

用型本科院校招收学生的高考分数大多分布于本

科分数段的中下段，对学生的培养定位应以面向

工作一线的人才为主。据此确定提出以培养应用

型人才为目标，通过学校发展规划和规章制度确

定下来，并体现在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实践

训练、教材建设等方面。这不代表应用型课程已

经建立，更不说明课程的深度融合已经完成。相

反应用型课程建设却显现出功利化的倾向，主要

表现在：(1)部分应用性强的课程保留着浓厚的

升格前专科阶段突出技能培养的特点；(2)以实

现学校与企业无缝对接的名义，将企业的培训课

程强行而生硬地植人人才培养方案，“课程内容

的选择要根据生产或服务的现实需要，强调学生

的实践活动，理论知识的学习服务于培养学生实

践能力的需要”怕1。应用型课程反映了直接而浅

显的功利取向。

3．课程建设的“拿来主义”。在课程建设中，

“拿来”或借鉴现象并非完全坏事，特别是应用型

课程作为大众化教育模式下人才分类培养应运而

生的一种课程类型，将其他院校的优质课程、先进

做法“拿来”运用也无可厚非。可是一味地“拿

来”甚或盲目地搬用则令人担忧。相对精英教育

的课程建设而言，应用型课程除了保留知识传授

的特性外，课程建设的重点应该是理论知识如何

转换成学生的应用能力，并要避免落入职教院校

技能培养的窠臼。但笔者以为应用型课程建设多

数停留于表面，仅仅满足于增加实践课程的学时、

提高实践课程的学分比例，而对理论知识与应用

知识的深度融合则是浅尝辄止、流于表面。

4．教学投入的失衡现象。温家宝在2013年

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

五年累计7．79万亿元，年均增长21．58％，2012

年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4％。”【61从宏观层面

来看，这一数据显示我国教育经费呈现不断增长

态势，表明教育事业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

不断增强；但宏观数据并不表明微观层面上教育

投入的均衡，更不等于教学投入的均衡与增长。

从微观层面来看，各院校教学投入呈现不均衡态

势；就单个学校而言，教学投入并未随国家教育经

费的增长而增长，甚而出现萎缩现象。在计划经

济时代，国家财政投入是高等教育经费的唯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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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大众化教育高速发展

的形势下，国家财政投入已不再是唯一来源，学生

学费也成为高等教育经费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但多元化的经费来源并未解决教学投入不足的难

题，主要原因是高校债务、科研、通胀等压力致使

教学投入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可想而知，从教学

投入划分到课程建设的经费更是少之又少。当然

教学投入不仅仅是经费的投入，还包括学校管理、

教师精力等方面的投入。诚然，所有学校都强调

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政策导向、

规章制度、校园氛围等致使教学工作不得不默认

地位旁落的残酷现实。教师在多重压力下主要精

力更多地投人到那些对己有利、见效更快的显性

目标和成果，投入到课程建设的精力和时间打了

很多折扣。

三、应用型课程建设的策略

应用型课程强调运用科学知识进行社会改

造，本质上就是实现知识与能力的转换，这同时也

是教学的终极目标。这就需要从政策导向、教学

投入、课程内容研究、教学方法改进等方面为应用

型课程建设保驾护航。

1．完善制度保障体系，重塑应用型课程的地

位。孟子日，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任何事物要

保持历久弥新和可持续发展都依赖制度的建立和

不断完善，应用型课程建设同样如此。当然这并

非说现今应用型课程建设的制度缺失，而是指课

程制度既没有得到严格严肃的执行，也未得到及

时更新完善。这种状况下，课程建设成为学科、专

业的背景和教师忽视的对象也就不足为怪。因而

应用型本科院校首先要认真梳理关于课程的规章

制度，从人才培养的科学性和课程建设的可持续

性角度制订适合应用型课程建设的规章制度，并

不断加以更新和完善。同时规章制度不能仅仅成

为光鲜的外衣，而是要得到严格的执行并产生效

果。只有这样方可在学校繁杂的事务中确立课程

建设的重要性，重塑应用型课程的地位。

2．构建教学投入机制，增强应用型课程建设

的后盾。在前面的论述中，教学投入的失衡现象

是应用型课程建设遇到的一个重要干扰因素。这

主要是因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教育财政性投入还

存在体制、管理、监管不畅的现象。笔者认为，经

费投人的首要任务是保证教学投人的顺畅，即教

学投入占学费的比例尤其是课程建设经费要得到

根本的保证；其次经费的使用与监管必须得到严

格而认真的执行，保证课程建设经费用到刀刃上，

起到应有的效果。经费投入依靠制度和执行可以

得到保证，而学校管理、教师精力的投入就不能仅

靠制度和执行来保证了。在学校管理方面除了地

位上予以保证外，更应该用先进的理念、现代的手

段、科学的评价进行应用型课程的管理与考核，通

过目标管理与过程管理的方式对职能部门、教学

单位、课程团队或教师进行绩效考评，使课程建设

与人才培养、学校定位相吻合，从而保证管理投入

实现预期目标。在教师精力方面除了责任心、使

命感和奉献精神外，更应该从政策保障、职称评定

等方面使教学与科研基本保持平衡，调动教师教

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教师乐于在教学工作中

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

3．厘清应用型课程内涵，建构理论知识与应

用知识的转换体系。无论何种类型的高校，其教

学的基本目标都要实现知识与能力的转化，对应

用型本科院校而言就是理论知识与应用能力的转

换。应用型课程也就成了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途

径和载体。应用型课程建设并不是要求应用型本

科院校所有课程都建设成应用型课程，而是要基

于“知一能转换”理念构建“基础、应用、创新”三

位一体的知识结构体系，基础是应用、创新的基

石，应用是基础的转化，创新是基础、应用的优化

与提升。当然课程不能粗暴地划分为基础课程、

应用课程、创新课程，一门课程也不能简单划分为

基础知识、应用知识和创新知识。例如工科专业

开设的数学类、物理类、计算机类、英语等基础课

程看似并非应用课程，但这些课程在实现基础知

识传授的同时，理应渗入基础知识向应用知识转

换的理念，如工科专业的数学除基本知识外还应

开设数学建模、统计等应用性强的课程，与专业知

识形成循环互补的逻辑关系。专业知识在让学生

掌握学科结构和科学知识的同时，更应注重知识

技术的迁移。这要求应用型本科院校的课程教学

内容不能仅仅是精英教育模式下课程的翻版，而

是要基于“知一能”转换的理念将课程建设与教

学的重点转移到学生在知识应用中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和效果上，实现理论知识应用

化、应用知识理论化和多元融合创新的知识与能

力转换。

4．革新教学方法。实现教与学的主体性转变。

严格意义上讲，教学方法并非课程的组成部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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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课程学习及其效果而言，教学方法却是一个

异常重要的影响因素，甚至可以说直接影响课程

的教学质量。但无论是管理部门还是教师都忽视

教学方法或拘泥于传统教学方法，放弃教学方法

的研究与革新。在笔者看来，尽管教学方法独立

于课程，也是教师个人的行为和艺术，但教学方法

理应纳入课程建设的整体框架，尤其是应用型课

程要实现理论知识与应用知识的转换，就必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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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chool of civil En舀neering，YaIlcheng IIIstitute of Technology，YaIlcheng Jiangsu 224051，china； 、

＼2．center for Faculty Development，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r，Y锄cheng Jiangsu 224051，china／

Abstmct：Application一面ented c删clllum is the most importaIlt way to achieve the 90al of cllltiVating talents in印plying—ori-

ented coueges． But there are marIy conf缸ed issues existing in c删cula constmction，such as content of conVergence，homogene-

ous resources，divorce of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the unif0珊teaching method．AU these coIlfhsed issues are deady subject to the

factors of elite education，utilit撕arIization of education aJld investment imbalaIlce，and these could not be ch锄ged f撕better in

山e short nln．Based on idea of transfoⅡIling knowledge to ability，cons岫mating the system of cu而culum，incre髂ing the imrest-

ment fmlds，human input and pay more attemion，clari蛳ng the connotation and denotation of application—oriented c删cul啪，
building t砌sfer system between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appljcation ability，all the aboVe should be the most d右cjent way to

pmmote the quality of印汕cation—oriented e删cula eonstlllction and to rajse the．

Keywords：idea of t砌sfo册ing knowledge to ability；印p“cation—oriented；c删cul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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