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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背景

2023 年 5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

集体学习时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建设教育强国，

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的重要支撑，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是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主动超前布局、有力应对变局、

奋力开拓新局，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以教育之力厚植人民幸福之本，

以教育之强夯实国家富强之基，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

力支撑。“强国建设，教育何为；教育强国，高教何为”是每一位高

等教育工作者都应该主动思考、高分作答的时代命题，也是每一位高

等教育工作者投身伟大时代立足岗位建功立业的机遇和挑战。

高等教育强是教育强国的重要标志，没有高水平的高等教育就谈

不上教育强国。新时代以来，面对高等教育所发生的师生角色、教

学内容、学习中心、教学方法等不断转变的新形势，逐渐呈现出

学科专业定势、结构调整错位、内涵动力不足、产教融合不深等

弊端。基于此，如何建设地方应用型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促进其

转型高质量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

二、成果内容及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学校通过对自身近十年来的发展历程进行深入研究、全面总结，

创新性地提出了学校高质量发展及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八问”：办



好地方应用型高校，如何真正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办好

地方应用型高校，如何抓住调整应用型本科专业设置这个关键；办

好地方应用型高校，如何抓住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重构这个抓手；办

好地方应用型高校，如何抓住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这个核心；办好地

方应用型高校，怎样建设一支“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办好地方

应用型高校，如何使科研必须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办好地方

应用型高校，如何走好产教融合、协同育人之路；办好地方应用型

高校，如何凝练品牌、凸显优势、特色发展。

目前学校正在积极构建立德树人和特色人才培养的大格局体系，

正在建设和完善“四育人”体系，即协同育人、文化育人、三全育人

和交通育人，分阶段、分步骤、分模块，协调统一，加快高水平应用

型本科高校的建设与探索，旨在通过对其他高校发展的普例和我校发

展的个案研究，提出更具体、更具操作性的建设发展路径。

本项目成果凝练了“一二三四”人才培养思路：抓住一条主线—

—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线；做好两方融合——产教融合和文教融

合，为实践创新能力培养和综合素质提高提供路径与阵地；实行三个

对接——对接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对接新工科、新文科建设要

求，对接职业能力标准；打造四个平台——思政育人平台、实践教学

平台、创新创业平台、素质拓展平台。构建了“四育人”特色育人理

念与体系：思政育人、交通育人、协同育人、文化育人；提出了人才

培养方案修订的思路与具体指导意见，开展了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顶层

设计。构建了“三三三”就业创业教育模式：三协同（创新创业教育

与思政教育协同、与专业教育协同、与劳动教育协同）、三融合（专

创融合、产教融合、校地融合）、三促创（课程促创、项目促创、赛



事促创）。

本成果依托河南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高水平应用

型本科高校建设研究与实践——以****学院为例》的成果进行培育凝

练，以学校努力建设地方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为例，总结学校发展

的实践经验，找准普遍制约地方应用型高校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因素，

分析存在的原因，指出其高质量发展的努力方向与改进路径。解决了

如下教学问题：

1.聚焦建设新时代高水平地方应用型高校发展定位问题

“十三五”之初就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主动适应国家经

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新要求和高等教育发展新形势，弘扬“修德

启智博学笃行”校训，着力培养具有理想信念和社会责任感，专业

基础扎实、实践能力较强、勇于创新创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

素质应用型人才，凝练了“一二三四”人才培养思路，人才培养质

量显著提高。



2.聚力“怎么培养人”的机制格局优化问题

学校坚持以教学为中心，秉持创新兴校、人才强校、服务助校战

略，汇聚教学管理服务合力，加强内涵建设，创新工作思路，加强师

资队伍建设，不断改善办学条件，优化育人环境，引领学校特色发展

和品牌发展。坚持面向现代综合交通运输行业办学，围绕交通做文章，

立足应用下功夫，着力培育竞争优势，构建了“四育人”特色育人理

念与体系，先后为社会培养了 8 万余名专业人才，为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3.聚能突破千校一面，实现特色发展

凝聚全员智慧和力量促就业。学校始终坚持就业优先战略，与地

方产业发展紧密结合，注重学生“专创融合”能力培养，通过构建产

教融合利益共同体，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产

业链和创新链的有机衔接，构建了“三三三”就业创业教育模式，提

升学生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推动了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人才培养质

量得到用人单位广泛认可，就业率高于全省同类院校平均值，就业质

量较高。

http://www.baidu.com/link?url=Ub_1H8qCcIkma0ZXbrTu6_zfRHT7z71DHzb_EIyCrt1ITuf_OejTtYWudDqgWP_xc8rfdlM0RtAAoKhI9UzggRL1LrbhOk7fulN6S4WN4Ly


三、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1.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遵循，优化了人才培养理念和思路举措。

学校坚持“知行合一、特色发展”的办学理念。学校在“十三

五”“十四五”事业发展规划中，就明确了六个办学定位，坚持“育

人为本，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理念。我们在

学校六个办学定位的引领下，坚持以学生的全面综合发展为目标，以

OBE 理念为工作总则，以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和课程体系重构为抓手和

载体，持续对学校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一些列的完善、重构、实践

和总结，创新性地提出了地方应用型高校高质量发展及全面提升人才

培养质量的“八问”，凝练了“一二三四”人才培养思路。

2.以人才培养总目标为引领，重构了人才培养模式的体系和格

局。

在深入践行“一二三四”人才培养思路的基础上，提出了“四育

人”特色育人理念和体系，并将“四育人”理念深度有机融合进人才

培养方案修订和课程体系重构全过程，进一步凸显德育为先、五育并

举的思想，突出德育实效、提升智育水平、强化体育锻炼、增强美育

熏陶、加强劳动教育，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体系。“四育



人”理念和体系是将立德树人的总体要求从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

力培养和文化传承等四个方面进行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融入，

是对“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教育根本问题的

进一步阐释和践行，对学校人才培养理念更新和质量提升具有里程碑

式的意义。

3.以“一二三四”人才培养思路为总纲，以结果导向强化过程实

施，促进了学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引入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理念,以构建“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

融合，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创业教育全程融入，突出应用、注重能力，

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特色明显”的应用型人

才培养体系；以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专业认证标准及职业能

力标准为依据，对照“四新”建设要求全面审视各专业课程体系设

置对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的支撑度，切实将 OBE 的理念融入人才培

养方案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校企共建教学资源，拓展育人平台，

校企合作举办专业，强化应用能力培养，校企共建培训中心，提升学

生实践能力，校企共建就业基地，提高就业质量，以黄河文化和太极

拳文化为底色，成立黄河泥埙和太极拳学院；出台思政育人工作方案、

强化实践教学平台建设，制定学生素质拓展实施方案，探索构建“三

三三”创新创业教育模式，强化综合素质能力提升。

四、成果的创新点

成果自实践运用以来，学校全体上下通力合作，深入施行。项目

开展研究以来，团队成员团结协作、分工负责，按照“理论研究—方

案制定—系统实施—阶段总结—应用反馈—实践改进”的思路，深入

进行文献研究、全面开展走访调研、经常进行成果汇报，纵向分析项



目实施之初和目前的成效对比，并对成果推广试用高校开展回访调

研，深度开展项目成果研讨交流，保质保量地完成了“重点问题分析

到位、难点问题破解有力”的项目研究报告，所提出的成果具有可推

广、可复制、可持续性的价值。实现了以下创新：

1.“一二三四”应用型人才培养顶层设计的实用性。通过深入

的研究分析和实践总结，项目研究提出了很多新的理念和思路，这对

学校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这些理念和思路从实践中来，又

进一步指导发展实践，从而获得更多的发展成果。

2.“两方融合”与“四个平台”的建设路径普遍性和适用性好。

项目研究所分析和提炼出的问题，都是地方高校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目

标的过程中所面临（过）的，都经历了发展的“阵痛”，所指出的建

设路径和具体举措对于多数高校都适用。

3.“三个对接”目标性和针对性强。项目研究就是针对省内地

方应用型高校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瓶颈，提供努力方向和具体举措，

目的是进一步丰富地方应用型高校发展的实践路径。如何保证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在方向性和过程性上有法可依，有据可查，不跑偏、不走

样，三个对接是必须要做好和做到的。

4.“四育人”特色育人体系独特性和高效性。项目研究所提出

的实践路径在普遍性的基础上依据学校发展的实际情况，具有自身的

独特性。只要能够结合发展路径找寻自己的特色，高质量发展的进度

和效果会非常明显。

5.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协同育人的可复制性。项目研究成果中的

理念和思路具有可复制性，能够在其他同类高校应用。

6.文化育人、心灵导师工程的可持续性。项目成果能够在长期内



持续发挥作用，通过特色培养和探索实施，项目成果能够应对不同的

变化和挑战。

五、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1.校内施行成果丰硕

学校在项目成果的推广实施过程中，也在持续地进行优化改进

中。研究成果施行的三年来，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 49

个，其中国家级项目 7 个，省级项目 42 个；学生累计参加省级“互

联网+”“挑战杯”等比赛 1270 余人次，获奖 67人次，参赛及获奖人

数逐年提升。《智能砌筑机器人》项目获河南省第九届“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国赛铜奖。

2.国内专家的高度评价

2023 年学校顺利通过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教育部评估专家

组在考察报告中指出****学院自 2014 年由教育部正式批准举办本科

教育以来，坚持立足河南、面向行业，为地方经济社会和交通行业发

展服务，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学校发展的生命线，扎实推进应用型本

科学校建设。尤其指出学校领导体制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办学

定位准确，发展思路清晰；教学中心地位突出，办学条件显著改善；

培育竞争优势，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办学特色。这也是对项目成果研究

效果的有力佐证。

3.产生了广泛的示范和辐射作用

项目成果在研究和推广的过程中，得到了兄弟院校的大力支持，成果

报告所提出的创新性、特色性的发展路径和举措，已在省内 4 所高校

4万余名师生进行推广试行，阶段性应用效果整体较好。

平顶山学院：该校提出的“一二三四”人才培养思路、深化课程



考试改革意见、“三三三”就业创业教育模式尤其是校企深度合作协

同育人等方面的建设经验值得我校参考借鉴。

南阳师范学院：该校提出的“一二三四”人才培养思路、人才培

养方案制定的指导意见、深化课程考试改革意见、文化与环境协同育

人尤其是特色培育(交通特色、黄河文化特色、学业指导特色)方面的

建设经验值得我校参考借鉴，并已在我校参与南水北调河湖长学院建

设工作中予以推广。

郑州工商学院：该校提出的“一二三四”人才培养思路、深化课

程考试改革意见“三三三”就业创业教育模式尤其是校企深度合作协

同育人(共建国家智能清洁能源汽车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和鳃鹏产业学

院)等方面的建设经验值得我校参考借鉴，并已在我校产教协同育人

工作中予以推广应用。

黄河科技学院：该校提出的“一二三四”人才培养思路、“三三

三”就业创业教育模式尤其是在校企合作协同育人和特色培养凝练

(交通特色、黄河文化特色、“心灵导师”工程)等方面的建设经验值

得我校参考和借鉴，并在我校特色品牌打造与校企合作协同育人工作

中予以推广应用。

4.其他研究成果

项目成果在研究过程中还立项了《书院制:高校学生管理模式的

改革创新思考》《我校特色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等课题 8 个，

发表相关论文《应用型高校改革发展路径的实践与探索-以****学院

为例》等 5 篇；出版《我国高等教育院校评估问题研究》《****学院

文化与制度建设》等著作 6 部；办学成效及特色亮点被新华网、河南

日报、中国教师报等专题报道 5次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