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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有效机制，促进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

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成为当前

高等学校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热点，也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点。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

的第一职能、根本任务，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培养大批拔尖创新人才，是高等学校的职责。探索拔

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既要学习西方大学的成功经验，更要立足中国国情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丰沃

土壤，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道路的实践中探索中国特色的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的有效机制。 

围绕这一主题，我们邀请厦门大学、宁波大学和浙江药科职业大学的专家学者，分别从拔尖创

新人才培养的目的及分类体系、卓越教学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关键性作用、“双一流”高校创新

班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实践和高等职业教育也应确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理念，开展讨论，结集于此，

以飨读者、以求争鸣。 

——主持人：徐军伟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理念、路径与方法 

史秋衡 1，张  妍 2，卢美芬 3，徐军伟 4  

（1.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2. 宁波大学 教育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浙江 宁波 315211； 
3. 宁波大学 阳明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4. 浙江药科职业大学 办公室，浙江 宁波 315599） 

摘 要：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是新时代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建设的关键衔接点，具有重

大时代意义和引领效应。在高等学校分类发展体系下，拔尖创新人才也应积极构建分类培养体系。

拔尖创新人才的基本命题是人才培养，在世界一流大学创新人才培养实践中，高质量教学是贯穿其

中的核心。在我国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促使教学与科研良性互动，匡正科研崇拜与补救教学缺

失，需要在理论与实践上不断地反思与探索。宁波大学阳明创新班基于交叉融合探索的“六融合”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对构建与优化具有中国特色精英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有积极的实践价值与启

示意义。在当前国家明确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后，高等职业教育也应确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理念，以

深化中高职协同发展为突破、以产业学院为抓手、以职业本科教育为引领，推进技术技能型拔尖创

新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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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目的及分类体系 

史秋衡，常静艳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探索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发展道路，既是我

国建设世界一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关键

构成，同时也是高水平大学的时代使命和核心

任务。我国先后启动 211 工程、985 工程、2011

工程和“双一流”工程建设，高校发展模式也

从分层为主走向分类为主。高水平大学应始终

坚持聚焦未来科技变革方向、回应国家战略任

务，根据自身发展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探索拔

尖创新人才分类培养模式和方案。 

一、高水平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特征 

在政策导向和自主发展的双向驱动下，拔

尖人才培养模式特征可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一）注重强基性，扎根基础学科人才培

养，强调家国情怀和学科专业特色 

第一，高水平大学应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宗旨上突出家国情怀，致力于培养满足国家创

新发展急需的基础学科领军人才。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上强调，应“大力培养造就一大批国家创新

发展急需的基础研究人才”。基础学科研究作

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石，对解决当前

“卡脖子”的核心技术领域拔尖创新人才匮乏、

在全球科技竞争中赢得主动权具有关键性作

用，因此高水平大学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应

坚持爱国情怀，注重培养基础学科领军人才。 

第二，高水平大学应注重发挥校本专业优

势，依托院校强势学科进行创新发展。如浙江

大学竺可桢学院将培养立志献身基础学科领

域的顶尖人才作为高校的宗旨；西北工业大学

则根据自身理工学科优势，聚焦空天领域、国

防军工行业、新材料等基础学科领域，坚持培

养国防科技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总之，全方

位谋划基础学科领域人才培养，突出爱国情怀

和校本专业优势是当前高水平大学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的重要特征，具有前瞻性和先导性。 

（二）聚焦研究型，使研究性引领教学的

深度学习方式占优势地位 

第一，研究型大学依托丰富的教育资源和

多元化的人才培养定位成为科教融合为主的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主要载体，应用型和职业

型高校具备政产科教多维融合的结构功能。一

系列拔尖人才培养计划的启动和实施推动一

批高水平大学积极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才

培养路径，诸多研究型大学因汇集教育资源和

优秀生源，脱颖而出，形成了形式多样的人才

培养模式。如上海交通大学的致远荣誉计划、

复旦大学的本科荣誉项目等。但在实践运行中，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特色不显著以及培养成效

不突出的问题一直存在，研究型大学实施机制

的单一化偏离了多元化的人才目标定位，转而

培养“学术精英”和“科研精英”。 

第二，在深层学习方式作为高质量学习的

重要表征被国际社会认可的当下，拔尖创新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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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的培养在学习方式上也强调通过导师制、以

赛促学、合作学习、荣誉计划等方式鼓励学习

有难度、有深度、有广度，即强调研究性学习

和深层学习方式。 

（三）夯实结构化目标，注重拔尖创新人

才多维能力的培养 

根据布鲁姆的认知目标分类理论，教育教学

活动的目标应涵盖认知、情感和动作技能三大领

域。在大学选拔人才的过程中，从“拔尖计划”

1.0 到“六卓越一拔尖”2.0 再到 2020 年“强基

计划”的启动实施，国家越来越关注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的多维能力和目标，即拔尖创新人才知识

结构不应由单一认知维度构成，其本质应涵盖认

知、技能和情感领域，即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

跨学科、批判性、创新性等思维能力以及高尚的

道德品质和责任感三维发展目标和能力构成。尤

其是“强基计划”将拔尖人才的社会责任感和道

德品质置于选拔的核心，颠覆了之前对拔尖人才

以认知和能力为主的政策理解。在此政策导向下，

高水平大学的拔尖人才培养模式也强调多维能

力发展，如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就将拔尖创新人才

的爱国情怀、国际视野置于人才培养的首要地位。

这种结构化、多维度的培养特征有利于真正激发

拔尖人才为人民谋求共同利益的同理心和奉献

精神，是对“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高等教育

使命的明确回应。 

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目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与人才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和

战略性支撑。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当下，拔

尖创新人才作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

国的关键衔接点，应致力于弥合教育、科技与

人才之间的结构性鸿沟，在加快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的新进程中发挥支柱性作用。 

（一）教育需求：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致力

于弥合教育、科技与人才之间的结构性鸿沟    

人才培养作为大学的中心任务，教学、科

研和社会服务均应支持并服务于人才培养这

一根本使命，而科技指向科研育人、社会服务

指向产教融合，因此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在弥合

教育、科技与人才之间的结构性鸿沟、构建高

质量教育发展体系层面具有关键性作用。 

第一，科教融合需要创新驱动，而拔尖创

新人才是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石。在当前国

际竞争越来越趋向于尖端科技领域和关键核

心技术的形势下，虽然我国高水平大学人才培

养模式注重强基性和国家总体规划，但与发达

国家相比，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困境仍亟待改

善，因此加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育事关我国

的国际核心竞争力形成和科技发展的全局。 

第二，产教融合需要人才支撑，而拔尖创

新人才是高素质的顶尖人才的代表。拔尖创新

人才通常位于人才结构的金字塔顶端，代表了

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尖端科技水平，在促进

产业发展、增强教育与经济生产力之间的联结

上具有先导性作用，因此在当前知识经济的时

代背景下迫切需要增强拔尖创新人才队伍建

设，满足国家战略发展需要。 

第三，产科教融合对应教育、科技与人才三

位一体，是对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的回应，能够

与拔尖创新人才协同助推教育强国建设。目前高

校科教融合、产教融合等措施实质上是高等教育

已有三项基本职能——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的

交叉，在当前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下，在很大程

度上满足社会发展的新需求，而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作为高等学校的核心职能，作为“立交桥”沟

通其他职能，共同促进教育强国建设，弥合教育、

科技与人才之间的结构性鸿沟。 

（二）现实需求：现代化建设背景下呼唤

中国特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路径  

在我国实施“人才强国”的实践进程中，

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始终是核心议题。在当

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背景下，国内高校应始终

坚持以提高拔尖人才自主培养质量为旨归，积

极探索中国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路径。 

第一，可合理借鉴国外发达国家拔尖人才

培养模式的成功经验。发达国家的顶尖人才培

养模式具有依托一流大学和顶尖高校、突出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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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优势等共性特征，而正是凭借这些共性

特征才成就了其在顶尖人才培养中的杰出地

位。[1] 此外，我国现在高校的英才学院、荣誉

学院等人才培养模式正是国外培养模式与中

国传统相结合的产物，其实践成效也证明我们

可以在符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正确借鉴发达

国家顶尖人才培养的先进经验，推动我国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 

第二，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

育根本宗旨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也要强调国家性和民族性，探

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拔尖人才培养路径。发达国家

顶尖人才培养模式在具有显著共性的同时也表

现出鲜明的国别性，不同的发展基础和现实国情

启发我们不能盲目照搬其培养模式。在后发追赶

型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模式下，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既要满足个体层次的需求，也要满足社会对

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人才需求。因此我们不能

仅依托研究型大学的单一平台，应积极构建符合

中国特色、世界水平、强调分层分类的拔尖创新

人才自主培养体系。 

（三）时代需求：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需求改革方向，助推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建设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教育、科技和人

才一体化发展格局中，如何准确把握“以我为主”

的核心理念，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的新进程，一个最为关键、最需破解

的矛盾点就是拔尖创新人才的自主培养问题。[2] 

第一，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要聚焦于服务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的改革方向，能助推我国实现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以往的科技发展政策

相比，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科技自立自强具

有更明确的人才培养定位和更艰巨的发展任

务。其发展定位更强调培养具有家国情怀、良

好的道德品质和能投身于国家关键核心技术

领域和基础研究的综合型人才，其发展任务也

面临破解世界科技前沿难题、掌握关键核心技

术自主权、满足国家战略发展需求、助力产业

融合等核心命题。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

总体布局中，我国应利用好拔尖创新人才这一

关键资源，助推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建设。 

第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应坚持回应时代

需求，更加强调立德树人和高校发展责任，对

于加快奋进第二个百年进程中具有基础性和战

略性作用。与以往拔尖计划相比，强基计划更

加着眼于满足国家核心需求，始终围绕“培养

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时代命

题，[3] 更加契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使

命，符合以人民为中心办教育的时代需求。 

三、构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 
分类体系   

（一）人才培养分类体系的必要性 

分类培养体系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逻

辑指向和发展道路，具有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两方面的现实必要性。在理论逻辑上，2017 年

《教育部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

作的意见》提出：高校应分为研究型、应用型

和职业技术型三大类，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

相应的高校分类指导体系。[4] 这种高校分类管

理的逻辑指向是依托不同类型高校的具体人

才培养目标定位实施有针对性的方案，以回应

社会对多元化人才的需求。此外，对其分类体

系的探索也契合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

育体系的发展目标，对于满足终身学习时代人

们多元化、多层次的教育需求、构建“人人学、

时时学、处处学、全面学”的学习型社会具有

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价值。 

从实践逻辑上，高水平大学作为人才培养的

主阵地，肩负着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和人才高地建

设的时代使命，但其人才培养模式中呈现的研究

性学习方式和仅依托研究型高校的实践特征与

现代化建设下强调的多层次高水平顶尖人才相

背离，科研型人才不应成为高等教育体系多元化

下的价值选择，应用技术人才和大国工匠等也应

纳入人才培养梯队行列，构建拔尖创新人才分类

培养体系是理论和实践的双向选择。  

（二）人才培养分类体系模式的实现路径   

基于我国高水平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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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及特征，以及党的二十大报告对造就拔尖

创新人才的表述，本研究认为应从以下三方面

探索其分类培养体系。 

1. 契合不同高校发展模式特色，积极构建

拔尖创新人才分类培养体系 

在高等教育分类发展趋势下，积极构建立

体化、多元化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结构，营造

高品质的教育生态已成为高水平大学的时代

使命。[5] 因此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技能型高

校应明确自身角色定位，根据现实定位及国家

重大战略需求分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研究型

大学因学科资源和师资配置方面的优势，以及

科技自立自强策略下对基础学科领域人才的

迫切需求，应主动承担起培养高层次研究型和

创新型人才以及基础学科领军人才等责任；应

用型高校应主动对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产

业转型升级需求，积极培养实践应用型顶尖人

才；职业技能型高校应对标职业分类发展体系，

以就业导向为根本宗旨，培养能满足经济社会

发展和生产需求的一线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和

大国工匠，等。 

同时应注意到这种高校分类管理是基于

国家顶层制度设计和学校的整体发展模式进

行的外部划分，高校内部的学生群体多元化的

发展需求相对被忽视。因此在拔尖创新人才分

类培养的实践运行中，除了高校整体分类发展

外，也应充分考虑到学生内部群体的分类培养。 

2. 畅通人才培育路径，强化各级各类教育

的衔接性与贯通性 

第一，在纵向上要推进不同学段拔尖创新

人才协同育人机制建设。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作

为一项长期性和系统性工程，需要不同阶段的

教育相互沟通、密切协作，在基础教育阶段应

重视对英才儿童的早期发现和培育，在整体保

证教育公平的前提下，根据儿童表现出的先天

禀赋和特殊才能进行拓展性教育，为其提供适

宜的上升通道。在高等教育阶段应建立与英才

教育和超常教育相匹配的拔尖人才选拔制度，

扩大高校在选拔具有创新意识和能力的人才

方面的自主权，形成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纵向

衔接的拔尖人才培育机制。 

第二，在横向上要增强不同类型高校的互动

协作及联盟沟通。不同类型高校在分类发展的基

础上，不能故步自封，而应根据服务全民终身学

习的教育体系构建要求，整合不同类型高校的教

育资源，建立多形式的拔尖人才培养的大学联盟，

以满足拔尖人才的多元化发展需求。   

3. 尊重人才成长规律，营造更加弹性多元

的育人空间和环境      

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尊重拔尖创新

人才的成长和教育规律，营造更加弹性多元的

育人空间和环境。培养基础学科和关键核心技

术领域的学术型拔尖人才的时代使命不能挤

压其他类型人才的发展空间，不同类型的大学

也不应急功近利，过早定义拔尖人才的未来发

展方向，而应尊重其成长规律和个性化选择。

一方面应完善其资源配置和政策支持，营造有

益于创新人才培养的自由开放的外部制度环

境；另一方面也要努力消除不当的外界干预和

行政力量对其成长环境的消极影响，鼓励拔尖

人才在积极主动的自主探索和外界支持下寻

找自己的个人发展定位和职业角色，从制度保

障上最大限度地激发不同类型人才的积极性，

为新时代下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建

设提供高水平人才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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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实践中卓越教学缺失：
表征、危害与反思 

张  妍 

（宁波大学 教育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浙江 宁波 315211） 

“拔尖创新人才”是我国特有的人才观念，

代表了我国特色人才战略模式，其基本命题主要

涉及人才培养。教学作为与人才培养关系最为密

切的影响要素，在世界一流大学创新人才培养实

践中，教学是贯穿其中的主流价值观。正如麻省

理工学院前任校长维斯特在北大百年校庆中说

过的那样，“人家问我人才培养成功的秘密是什

么？我说最大的秘密就是，尽可能帮助每一位教

师热衷于有意思的教学，再把他们引到针对教学

的科学研究领域，实现卓越教学；最后通过学生

的研究性学习，实现教学与科研相统一，这是我

们最明显的竞争优势，也是对人才成长的重要保

证”。 [1]“卓越教学”一词源于英国高等教育质

量范畴，卓越教学既是一个理念，也是一种制度，

其宗旨旨在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从而促进创新人

才培养。当前我国创新人才培养“重科研轻教学”

现象突出，卓越教学渐行渐远。从某种意义上说，

创新人才培养正是审视我国大学教学缺失现象

的重要契机。为此本文把大学教学和创新人才培

养实践矛盾纳入到同一框架中分析，目的是获得

共同的背景与话语，以深化二者相互间的联系。 

一、创新人才培养实践中卓越教学
缺失的表征 

创新人才培养卓越教学缺失是指，大学将

具有多重内涵、系统整体的创新人才培养倾向

为量化的科研实践，并以此引领人才培养方向

与考察人才培养质量，主要表现为在：实践与

理论上对优秀科研的绝对青睐及对卓越教学

的相对忽视。  

首先，从实践层面来看，具体化为大学创

新人才培养实践中的行政管理、学科建设、绩

效管理与师资建设等多方面的内容、过程、评

价及目的的科研指标倾向化。被视为金科玉律

的科研指标不但成为衡量与考察创新人才培

养质量的标尺，还在无形中成为大学创新人才

培养的目的本身。相比科研成果见效快且易衡

量，教学难以量化且具有潜在的长期性而言，

科研投入已成为大学创新人才培养回应社会

问责的重要战略选择。2022 年美国教育周刊

（Education Weekly, 简称 EW）发布《第一次

全国教师工作满意度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现

代教师假如没有文章发表是很难被聘用，沉重

的科研压力抹杀了他们的育人激情与教学兴

趣，发论文已成为工作与生活的真实写照。[2] 大

量教师花费大量时间培育论文，而非培养学生。

科研崇拜客观加速了教学边缘化趋势，除各种

教学大赛外，其他如教学文化与风气、教学质

量与体系建设、课程设置与教学方式等重要的

关乎人才培养实质的教学实践逐步弱化。本应

以此体现的卓越教学，渐行渐远。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我国终身学习国际话语权的理论构建与提升策略研究”（22YJC880113） 
作者简介：张妍（1983-），女，黑龙江双鸭山人，讲师/博士后，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基本理论、高等教育政策。 
 E-mail: syshengxi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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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理论层面来看，大学落实创新人

才培养实践，首要前提是需要全面思考并准确

回答两个基础性问题：第一，要思考创新人才

培养实践究竟是什么，要回答其实践的两个基

本要素，即搞清楚教学与科研究竟指什么、教

什么、研什么。也就是说，要廓清创新人才培

养实践中教学与科研的基本内涵，以明确人才

培养实践的立足点，夯实教学与科研在理念与

意识层面的根基；第二，要思考创新人才培养

的实践到底为了什么，为什么而教、为什么而

研。即弄明白教学与科研的主要目的，以明确

人才培养实践的方向，有的放矢。没有对这两

个基础性问题的准确理解，实践方向与实际路

径就会走偏。无论对教学还是科研，都有可能

造成眼光高、热情大且难以落地，反而离人才

培养目标越来越远。理论讲，教学与科研是个

复杂且具有历史性与发展性的动态概念，其实

践问题永无止境，但正因如此，就更有理由把

这个常识问题想明白。如今我国大学创新人才

培养中的教学与科研，无论理论分析还是实践

探索，都还没有形成具有一定解释力与说服力

的研究。尤其不同类型与层次教育、不同类型

与层次大学对各自创新人才培养中的教学理

念与科研实践没有清晰的角色认知与功能厘

定，对各自创新人才培养的教学实践及建立在

教学基础上的科研探究与问题意识没有形成

应有的敏感，特别是对人才培养而言，本应丰

富的教学实践话语没有进入充分的讨论当中。 

二、创新人才培养实践中卓越教学
缺失的危害及其根由 

（一）卓越教学缺失的危害 

众所周知，人才培养具有整体性、差异性

与育人性等基本特点。然而今天大学创新人才

培养实践中的教学缺失现象却违背了这一点。

宏观来说，一是割裂了人才培养的整体性。人

才培养是关乎教师和学生关系的实践综合体，

而不仅是大学实践的一项服务，过分重视科研

而忽视通过教学形成的师生合作关系，只会让

教师与学生更着眼结果而各自失去教与学的

热情；二是加速了人才培养的同质性。如今大

学人才培养实践的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对科研

量化指标的投入远远高于对教学的关注，对此，

潘懋元先生曾说过，统一量化的指标体系会诱

导人才培养的统一模式。[3] 加剧整体人才输出

的同质性，从而忽视人才的个性发展；三是违

背了人才培养的育人性。育人是大学的基本且

根本使命。从国际学术界共同提出的“失去灵

魂的卓越”[4] 和“优秀的绵羊”[5]，到我国著名

学者钱颖一在《大学的改革》中发现的“清华

大学本科生七个现象”[6]，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提

到了“育人”问题，也都明确指出了育人的核

心是教师促进学生对真理与真知的极致追求，

更多次强调了人才培养的核心本质是“教师以

教学为中心，教学以学生为中心”。而当前大

学教师对科研成果的敏感远高于教学使命，对

科研绩效的敏感远高于教学绩效，这样的现象

显然是与人才培养的育人性是相互违背的。 

（二）卓越教学缺失的根由  

同其他领域的实践一样，大学创新人才培养

实践是一个涉及多方面影响的问题。通过深入分

析不难发现，我国大学创新人才培养实践过程中

教学的缺失问题是相关的政策导向、行政管理、

市场逻辑及理论研究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主要包括：第一，过多的科研政策话语导向。

目前相关政策中涉及教学与科研结合创新人才

培养的表述着眼点，主要体现的是科研对创新人

才培养的正向功能，包括官方文件的科研论述也

明显多于教学；第二，过度的科研绩效管理。绩

效不仅包括物质绩效，还包括精神绩效。特别是

对大学这个文化组织而言，科研可被量化，体现

的是物质绩效；教学影响的是人，体现的是文化

与精神绩效。当前大学绩效对量化的科研成果的

绝对重视明显忽视了教学的文化与精神绩效。文

化与精神是育人的灵魂，教学与科研没有了灵魂，

也就没有了感染力，就更谈不上培养学生。正如

有学者曾表示的那样，“让大学教师知道他的价

值是由发表论文数量和受邀参加各种讨论会的

次数来衡量，那简直糟糕透了。” [7] 第三，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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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竞争逻辑。近年，市场的强力渗透让大学

人才培养备受影响。本质上讲，人才培养作用的

发挥是个潜在的长期过程。但市场需要在短时间

内看到人才培养的社会贡献，这样导致的直接后

果就是各种学科、专业等排行就成了衡量此贡献

的直接表征，而这样的逻辑也就在无形中助长了

大学的科研崇拜；第四，偏颇的理论研究倾向。

从目前相关的话语境况来看，学术界对创新人才

培养政策中的科研话语解读较多，对相应文本中

涉及的教学话语以及教学与科研间应然与实然

关系的反思性与批判性研究较少。尤其缺乏对不

同类型与层次大学创新人才培养实践中教学、科

研及二者间相互关系等本质问题的基本共识。仅

为相关政策做诠释性与解读性注脚，而没有结合

现实对政策进行相应的补充与完善。 

三、国际创新人才培养实践中教学
与科研的互动与协调关系 

（一）早期国际人才培养实践中教学与科

研的互动 

早期人才培养中的教学和研究是联系在

一起的，如柏拉图学园中的研究和教学就是统

一的融合关系，学园是柏拉图与学生共同学习

与生活的地方，在学园中，柏拉图并没有向弟

子灌输既成知识，而是用苏格拉底的“产婆术”

引导学生进行推理分析，从而促进学生主动探

索并积极解决问题，整个教学过程就是研究的

过程。研究与教学较为协调的关系也成就了许

多影响后世的大哲学家与思想家。 

实际上，19 世纪德国柏林大学洪堡作为提

出“科学研究”的创始人，也是在教学与研究

结合原则下提出来的，洪堡提出科学研究的目

的是促进教学，从而推动人的个性发展。 

他认为：第一，研究应与教学紧密结合并

不断促进教学发展，才能促进学生创造力与批

判力，使学生达到个性与创造性和谐发展；第

二，纯粹的经典知识教学与基础研究是人才

培养的基础，脱离这个基础，是很难促进学

生个性发展的。[8] 

（二）世界一流大学创新人才培养实践中

教学与科研的协调 

世界一流大学创新人才培养与教师教学是

直接相关的。以获得全球获诺贝尔奖最多的英

国剑桥大学为例，其创新人才培养素来重视教

学传统，教学被看作其人才培养的灵魂，剑桥

大学的世界一流地位主要取决于它高质量的教

学及其相应的教学师资。[9] 首先，在师资聘任

方面，剑桥大学始终重视候选人的通识学识和

多元才华，科研成就并非任命的基本且唯一条

件。理想的教授一直被认为不但具备科研独创

能力，同时他们还可能是学识渊博的饱学之士，

也可能是多才多艺的艺术人才。其次，在教学

与科研关系方面，剑桥大学极其重视教学与科

研的交叉与协同发展，专门设立教学研究院，

目的是通过教学研究推动教学实践发展。在此

影响下，剑桥大学的专业教学课程并没有专门

的教材，主讲教师主要根据学生的课上反应结

合课下的教学研究不断更新教学大纲。教师在

课上除讲述基础知识，还结合相应的科研前沿

问题及发展趋势，与学生展开小组讨论与师生

辩论，许多教师的科研创新都是得益于这种互

为启发的教学方式，教师“教”同学生“学”

者间的相得益彰共同构建了教学与科研的不断

交叉。近年剑桥大学十分重视教学同企业的结

合，在教学理念中增加企业家精神元素，积极

聘请企业家承担教学，拉近学生同企业家距离，

以促进学生主动求进步。可以说，剑桥大学的

这一切都是以“教学”为中心展开的，这也从

另一层面表明了科研如能保持以推动教学再促

进人才培养的意义，它与教学就不会产生矛盾。

剑桥大学师生的“教”“学”互动及在此基础上

形成的“研究”氛围，就鲜明地表达了这一点。 

四、对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实践
中卓越教学缺失的反思 

创新人才培养何为？哈佛大学前校长德

里克·伯克曾在其著作《大学教了没》（2013）

中反映，虽然现代大学拥有充足的设备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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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信息与技术、高级的教授与科研项目，

但教学却不尽如人意。无论研究生还是本科生，

他们在批判思维、创造品质以及数理能力等方

面远未达到理想水平，教学根基被淡化，科研

辅助被浮化。[10] 事实上，不仅是伯克作为个体

学者的反思，许多国家在国家层面如美国的

《不让一个学生掉队》白皮书也开始反思教学

在人才培养中的得失。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

世界银行曾在《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危机

与出路》中说过，没有更多高质量的教学，发

展中国家将很难从全球知识经济中受益。[11] 如

何发展我国创新人才培养的教学，使教学与科

研良性互动，匡正科研崇拜与补救教学缺失，

需要在理论与实践上进一步反思。由于拔尖创

新是我国本土概念，对于是否达到“拔尖”目

标必须在广泛的比较中找寻答案，因此对我国

创新人才培养问题的剖析，既需从本土实际出

发，也需综合考虑世界一流大学人才培养实践。

基于人才培养的应然性质，本文认为： 

一是从保证创新人才培养的整体性出发，厘

清创新人才培养实践中教学的内涵与标准，形成

我国创新人才培养教学理论框架。通过理论研究，

结合世界一流大学创新人才培养的教学实践经

验，深入分析其发展背景与演进过程，并从中提

炼出我国创新人才培养的教学内涵及实质，确立

以教学为根基，以教学和科研互促为核心的价值

主线，明确我国创新人才培养教学理论框架。 

二是从保障创新人才培养的差异性出发，

把握我国不同类型与层次大学创新人才培养

的教学模式、研究方向以及相应的教学与研究

实践路径。以国际世界一流不同类型与层次大

学创新人才培养的教学模式、教学研究经验为

参照镜与反思点，构建我国不同类型与层次大

学创新人才培养的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

制度与教学战略等要素的立体化教学实施方案。 

三是从保证创新人才培养的育人性出发，

构建我国不同类型与层次大学教学研究绩效

体系。以我国创新人才培养总体教学战略为依

据，以世界一流不同类型与层次大学教学研究

绩效标准为标尺和比较点，以获得可以和国际

比较的公开数据为基础，确立我国不同类型与

层次大学教学研究绩效标准。通过公开数据监

测不同类型与层次大学教师教学研究进度与

水平，而非当前众多教师不考虑所在学校性质

与类型，根据课题申请易“中”主题和期刊论

文易“中”领域一哄而上。 

面对人才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我们需要更

科学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12]  其中，教师

作为关键主体之一，其作用越发凸显。如何促进

教师的“卓越教学”，不再仅仅是一项培训任务，

而是一个价值或观念选择。[13] 只有促使教师毫无

功利地倾注教学、热爱教学、研究教学，才能让

教师心无旁骛地专注人才培养，实现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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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交叉融合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以宁波大学阳明创新班为例 

卢美芬，张  维 

（宁波大学 阳明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全面提高人

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

天下英才而用之……要加强基础学科、交叉学

科、新兴学科建设。[1] 宁波大学作为地方综合

性大学，一直以来，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上不

断探索。于 2010 年起设置了由不同专业优秀

本科生组成的荣誉班级——阳明创新班，经过

10 余年的实践，形成了地方综合性大学拔尖创

新人才培养的特有模式。 

一、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对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不仅国内一流

高校纷纷设置精英学院和实验班，如清华大学

从学堂班到五大强基书院和求真书院、浙江大

学竺可桢学院、南京大学匡亚明学院、上海交

通大学致远学院、四川大学吴玉章学院等，而

且越来越多的地方高校也建立了各类创新人

才培养试验区，积极探索拔尖人才培养新模式。 

经过 40 余年的探索，我国已初步形成了

具有中国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实践经验，

如构建了以导师制、学分制、书院制、小班化、

个性化、国际化为培养特色的“三三制”，倡

导学生科研训练，以精英（荣誉）学院为主的

培养责任主体，整合学校优势资源集中力量培

养拔尖创新人才。但也普遍存在拔尖人才共同

体强力教育之利与同质竞争之弊的矛盾、专业

培养与综合素质提升之间的矛盾，以及精英学

院与专业学院利益冲突的矛盾等问题。[2] 

随着现代技术的迅猛发展，学者们发现在

多学科交叉领域出现重大科研成果的概率最大，

因此，交叉融合的培养模式成为了高校培养拔

尖创新人才新的基本趋势和主要动力。许多高

校特别是研究性大学通过设置交叉学科专业、

跨学科课程、加强综合性科研创新活动、实施

辅修制等举措，做了许多有益尝试，但这些实

践还尚未形成体系。培养高素质跨学科创新人

才，促进我国“双一流大学”建设，需要构建

一体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3] 

二、基于“六融合”的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实践 

阳明创新班作为宁波大学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的试验田，建设目标就是通过实行书院制

管理，发挥综合性大学优势，实现学科交叉、

跨界培养，成为学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与一流

本科人才培养的重要赋能平台。经过 10 多年

的实践探索，阳明创新班不断深化改革，形成

了基于多引领、多学科、多导师、多课堂、多

学院、多评价的“六融合”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  
基金项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学科交叉融合视域下‘双一流’建设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研究”（22GG0405）；宁波大学教研项目“地方综合性高校拔尖创新人才选拔与考核机制研究”
（JYXMXZD2022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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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一）多引领融合的培养理念 

强化价值引领，提升综合素质是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的根本要求。[4] 阳明创新班着眼于“全

人”教育，强化“立德树人”教育，构建了“思

想引领、学风引领、创新引领、素质引领”榜

样引领体系，注重塑造和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

和价值感。学院搭建党员义工基地、学生青年

志愿者服务基地、暑期社会实践等平台，引导

学生利用所学知识帮助他人，服务社会，将个

人发展目标与社会发展相融合，增强学生社会

责任感与内驱力。学生通过党旗领航、担任班

级助理、课程助教、“榜样的力量”巡回报告

等形式，发挥荣誉班级学生的示范引领作用，

用自己的奋斗经历为全校本科生提供鲜活的

个人成长范例。 

（二）多学科融合的书院制管理 

阳明创新班由 40 多个不同专业优秀学生

组成，实行书院制管理，这为学生跨学科交流

提供了有利条件。创新班学生都立志继续深造，

有着浓厚的学术创新兴趣，内驱力强、主动性

高。这种基于共同目标和理想的学生间的互动，

有利于学生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彰显、人格品质

的发展以及创新思维意识与能力的提升。[5] 学

生主动在课余时间自行组织开展各类学术研

讨活动，学会用多学科视角看待问题、解决问

题。利用学科互补优势，不同专业的学生组队

申报课题、参与社会调研、学科竞赛成为一种

常态。带有学科交叉融合底色的书院制学生社

区也为学生提供了非正式跨学科交往场所。 

（三）多导师融合的全程导师制 

阳明创新班实行全程导师制。每位学生入

选后，就通过双向选择配备高水平专业导师。

不仅要求导师具有良好的师德品行、严谨的治

学态度和高度的责任心，热心本科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还要具有研究生指导资格，拥有良好

的学术科研平台，能够为学生开展学术研究提

供必要的条件。专业导师不仅进行科研创新指

导，还包括思想引导、学业指导、升学就业指

导等。这种基于师生之间都具有较高期待的交

流，更有利于形成彼此相互促进的紧密型“师

生共同体”。除专业导师外，由优秀高年级学

生组成的朋辈导师，通过各类传帮带活动，传

承荣誉集体精神；由学院领导、班主任、辅导

员、教学秘书等组成的生涯导师，通过班级管

理及政策解读，提供学业指导和心理疏导，帮

助学生尽快适应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四）多课堂融合的培养过程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互通共融。首先，创

新班学生可以结合自身专业兴趣、发展志向自

主选择专业。通过一学年的学习与浸润，对专

业有了更加深入的体验与认知后做出更理性

的选择，有利于提升学生专业兴趣与匹配感，

从而具备更高的学术志趣。其次是实行“平台

+模块”课程结构体系的个性化培养方案。学

科基础平台和专业教育平台必修课按照专业

要求执行，其他课程均由导师和学生共同制定。

这解决了我国大多数拔尖人才培养项目为学

生设置过重过满课程的问题。[6] 学生可以结合

自身学习兴趣和发展规划来选择更适合自己

发展的课程，为学生个性化发展提供更多的选

择空间和探索自由。最后是强化对学生科研创

新能力的培养。学院开发特色课程，加强学生

高阶思维能力培养，单独设置旨在提升拔尖创

新人才学生必备的科研创新、批判性思维、沟

通和领导能力的等核心素养的通识核心课程，

并邀请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高水平师资采用

小班化研讨式教学方式进行授课。 

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共同促进。阳明创新

班素质提升计划包括修养提高、创新训练、视

野拓展、社会研习四大模块。修养提高模块主

要通过政治理论学习、名著精读、演讲辩论、

英语强化、名家讲座（沙龙）、素质拓展等活

动，提高学生的综合修养。创新训练模块建立

了以研讨课、科研项目、学科竞赛、学术活动

为载体的全方位进阶式科研创新实践训练。视

野拓展模块则通过国内外第二校园交换学习、

研修、游学等项目，以及学术会议、国内高校

同类“荣誉班”学生的互访交流活动，体验多

元文化，拓宽视野。社会研习模块通过担任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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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助理、课程助教、学生干部，向低年级学生

分享成长经历等，在服务身边学生中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通过参加理论宣讲、社会专题调研、

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等，增强责任意识。 

（五）多学院融合的管理机制 

阳明创新班接受阳明学院和专业学院的

双重培养与管理，享有更多优质教学资源。这

种管理模式，如何协调精英学院与专业学院间

的利益冲突，形成育人合力是最大的挑战。[2] 为

此，学院通过成果共享、主动沟通和提升价值

感等多个举措，充分调动学校职能部门、专业

学院、导师（教师）等多方力量，形成“共育

共享”育人共同体。 

首先，定位于学校人才培养改革特区，涉

及的管理、选拔、培养等相关政策均由学校发

文，积极争取学校各职能部门支持。 

其次，创新班学生所获奖项、荣誉及考研、

就业、第二校园学习等情况，均计入专业学院

的工作业绩，在进行优秀学生的宣传时，也注

重强调学生的所学专业和学院。 

再次，在管理过程中注重主动沟通，邀请

职能部门、专业学院领导和专业导师出席阳明

创新班开班仪式、荣誉授予仪式等重要活动，

提升其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价值感”。最

后，打造经验丰富的专职管理团队专注人才培

养，加强班级凝聚力与荣誉文化建设。 

（六）多评价融合的人才选拔与考核机制 

阳明创新班设置的多元校内选拔考核指

标，包括了价值追求、综合素质、学业成绩、

身体素质、创新能力等多个维度。实施荣誉生

考核与动态退出机制，从学业成绩、科研创新、

体能素质、社会实践、素质提升、导师交流等

六个方面进行学年考核，并将学年考核与动态

退出进行结合。新的学生考核机制，既体现了

新时代多元化、多样化评价的要求和人才价值

观，并有利于加强学生的过程管理，充分发挥

考核工作的育人功能。为避免优秀学生集聚所

带来的过度竞争与压迫感，阳明创新班在保研、

校奖学金评定等学生重要利益上不设名额限

制，所有涉及排名的考核指标，均采用专业排

名。这既能降低很多拔尖人才培养项目很难避

免的同质化竞争，又充分发挥优秀学生的整体

优势。 

三、基于交叉融合的阳明创新班拔
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启示 

加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高校内涵式、

高质量发展的行动自觉。宁波大学阳明创新班

“六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对构建具有

中国特色的地方综合型大学本科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模式，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构建多元综合选拔评价机制，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 

科学有效的拔尖创新人才选拔与考核机

制，不仅要有利于遴选出有创新潜力的学生实

施精英化教育，更要引导高校人才培养的价值

观，充分发挥其指挥棒作用，为全校学生树立

奋斗目标与努力方向，提升人才培养质量。阳

明创新班构建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多元综

合化的人才选拔与考核机制，改变了仅以考试

分数论英雄的评价和选拔方式，构建了“价值、

知识、能力、素质”的多元综合化评价与考核

指标体系，并运用于选拔录取、滚动退出、评

奖评优和荣誉考核的学生培养全过程管理中，

实现了考核评价的全面发展育人功能。 

（二）营造相对宽松的成才环境，真正落

实个性化培养 

当前国际上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范式更强

调个人在某一方面的天赋潜质，并通过后天培

养与有效学习环境营造，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

激发个体潜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拔尖创新

人才的培养需要创造充分的学习自由空间，赋

予学生更多的自主选择权，为其提供勇于自我

探索甚至敢于经历失败与挫折的机会。[7] 阳明

创新班实行的专业自主确认制、个性化培养方

案，有利于提升学生学术志趣，实现通识教育

与专业教育的有机融合和学科交叉融合培养，

但又不至于课程过满，为拔尖人才成长减压、

留白。同时，通过搭建多种平台，为学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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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和参与校外学习交流的机会，拓宽学生视

野。围绕学生特点设计多样化第二校园出国

（境）交换项目，组织学生参加校内外高水平

学术讲座和报告，开展基于学术内涵的校际交

流活动，连通第一校园与第二校园学习。专业

导师制为学生提供一对一个性化指导，有利于

构建基于科研项目的更加紧密的师生关系。虽

然阳明创新班都是来自不同专业的优秀学生，

但对保研、奖学金名额等重要资源实行开放原

则。这既有利于发挥朋辈榜样力量，营造更加

积极向上的集体氛围，同时减少了优秀学生之

间的同质化竞争压力。 

（三）打通精英学院与专业学院之间的壁

垒，形成教育合力 

集聚优质办学资源，开展协同培养是地方

综合性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优势，也是探

索大众化背景下地方大学精英人才培养的必

然选择。协同创新理念是大学基于集成、合作、

融合与共享的价值准则，谋求创新，以更好地

适应时代需要，提高功能效率、水平和质量的

思想观念。[8] 阳明创新班通过构建阳明学院与

专业学院联动机制，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

则推进学生培养，共享学生培养成果，互通学

生成长、导师指导信息，共同开展第二校园资

助，充分激发学校、精英学院、专业学院、教

师（导师）、学生各方的育人成才动力，打造

育人共同体。 

（四）发挥精英培养示范效应，带动提升

本科人才培养质量 

高校在大众化教育阶段实施精英人才培

养计划，不仅要着眼于培养一小批精英人才，

更要通过精英人才培养的实践探路，将部分行

之有效的成功实践在全校推广复制，以整体提

升人才培养质量。宁波大学发挥阳明创新班选

拔的撬动效应，从新生入学着手，将择优选拔

作为推进新生学风建设的重要抓手，使大一学

生为大学四年“开好头”，带动学校学风建设。

阳明创新班通过实施“领头雁”工程，充分发

挥创新班学生的引领作用，在价值引领、学风

引领、创新引领等方面带动全校学生，提升整

体人才培养质量。同时，阳明创新班培养模式

实践为优化全校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提供经验，

在强化“立德树人”教育，重视学生价值观与

使命感培养，将学生个体发展成长的需求同社

会、国家和世界的发展需求相融合；加强制度建

设、强化过程化管理与服务；完善本科生导师制，

建立基于“项目化学习”的导生关系，促进师生

沟通联系，加强本科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优化

书院制管理模式，进一步促进学生培养过程中的

学科交叉融合等，都为学校其他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方案的制定与实施提供蓝本，也将精英化学生

培养的积极理念与成功实践辐射到其他专业性

学院，带动提升全校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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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教育如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徐军伟 1，左栩睿 2 

（1. 浙江药科职业大学 办公室，浙江 宁波 315599； 
2. 宁波大学 法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

尖创新人才”是党的二十大对教育领域提出的明

确要求，高等职业院校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也应确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理念。我国高等教育

实施研究生、本科、专科三个层次的学历教育，

长期以来，高等职业教育定位于实施专科层次的

教育，因此，被认为是最低层次的高等教育。因

此，在办学实践中，高等职业院校与普通本科高

校相比，总体办学条件不足、师资水平较弱、学

生质量较差、社会声誉不佳是现状。由于高等职

业教育社会认同度总体上偏低，在中考普职分流

过程中，很多家长和学生都不愿意选择就读中职

学校。中考普职分流的巨大压力也导致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问题

的形成，成为当前我国“双减”政策出台的源头

性问题。 

一、引言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是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

化进程而快速发展的。1999 年高校大扩招以来，

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地从精英化高等教育迈入大

众化阶段，与此同时，高等职业教育也获得了快

速发展，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力军。在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前期，高等教育改革发展

的重心在于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上大学”的需求，

但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中后期，人民群众对高等

教育的需求快速地从“上大学”转变到“上好大

学”，学生对接受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高等教

育的需求不断被激发，高等职业教育专科封顶、

办学质量总体不高的现实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

问题，并成为家长的痛点。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

开创者、厦门大学潘懋元先生早在 2005 年就曾

经呼吁过要建立独立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他认

为：“高等职业教育作为独立的高等教育体系与

中等职业教育衔接既可满足部分学生追求高学

历的愿望，又能较好地适应现代化建设对职业技

术型人才的需求。”[1] 

为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2019 年 1 月，

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

确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

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这一重大论断明

确了我国“一体两翼”的现代教育体系，为职业

教育的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打开了新的通道。

2020 年 4 月，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召开，提出了

建设技能型社会的新理念，开启了我国职业教育

发展的新征程。高等职业教育作为职业教育类型

中的高层次教育阶段，以技术技能型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为目标，加快培养大国工匠等人才，成为

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职责使命。 

近年来，国家密集出台了一系列事关我国职

业教育长远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文件。

2022 年 4 月，《职业教育法》首次修订，修订

后的新法第三条明确指出，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

——————————————  
基金项目：宁波市社科基地项目“县域高校协同治理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D5－ZD43） 

第一作者简介：徐军伟（1975-），男，浙江余姚人，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区域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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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是国民教育体

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培养多

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

途径。 

《职业教育法》在国家法律层面进一步确立

了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定位。[2] 作为类型定

位的职业教育，在高等职业教育阶段也需要确立

培养技术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的理念。在高等职

业教育教学实践中，该如何推动这类拔尖创新人

才的培养？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探索

实践。 

二、以深化中高职协同发展为突破，
夯实技术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基础 

高等职业教育培养技术技能型拔尖创新人

才，要着眼于职业教育体系的整体性建设，不断

夯实中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基础。近年来，以中

高职协同发展为突破，推动高等职业院校与中等

职业学校之间构建协同发展的新型职业人才培

养模式，改变了中职教育是“差生”的教育、“弱

者”的选择这一现实困境，是整体提升职业教育

基础人才培养质量和培育技术技能型拔尖创新

人才的关键所在。 

（一）契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优化中

高职协同发展路径  

专业协同是深化中高职协同发展、培养技术

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的核心。要根据不同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和特点，合理地规划衔接专业

的设置，专业的设置是否能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的需要，这是保证中高职一体化科学而有效的

关键因素，同时也决定着其自身发展是否具有可

持续性。[3]  

研究者需要明确区域产业的发展方向，研究

影响产业发展的因素，如区域定位、产业规划、

劳动力现状，等等。在全面了解产业发展现状、

明确产业发展需求的基础上精准预测未来产业

发展方向。中高职协同发展要紧紧围绕区域产业

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全面优化职业学校和专业结

构布局、重点建设一批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

技能人才培养需要的高水平职业学校和优势的

专业。 

（二）实施中高职贯通培养改革，构建技术

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机制  

推动中高职贯通衔接培养，是培养技术技能

型拔尖创新人才的关键。开展中高职贯通培养改

革，要以加强和深化中高职合作为重点，通过建

立“政府主导、高职嵌入、中高职融合、行业企

业参与”的办学机制，[4] 明确各方责任并合理分

工，支持和扩大优质中职学校与高职院校联合开

展五年一贯制职业人才培养，推进中等职业教育

与高等职业教育的贯通衔接。在五年一贯制中高

职培养模式中深入挖掘合作双方的办学优势，不

断加强中等职业学校师资队伍建设，建立中高职

学校师资互通桥梁和共享机制，衔接人才培养目

标，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形成中高职学校之间资

源共享、教育融合的协同育人新模式。 

（三）以协同实施现代学徒制为重点，培养

技术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 

中高职协同实施现代学徒制是深化技术技

能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点。在中高职协同办

学的过程中，技术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必须

要适应当前的产业结构调整，既要着眼于前瞻性

的产业发展，又要注重培养创业精神和专业素质。

而现代学徒制是实现中高职贯通人才培养目标

的重要切入点。[5] 企业是深化职业教育实施现代

学徒制的关键，职业教育的基本特征和学徒制的

运行模式决定了企业在中高职教育衔接中的重

要地位，应发挥企业在中高职协同育人、培养技

术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过程中的关键作用，通过

整合多方力量，在中高职教育衔接的过程中强化

有效组织和管理，构建好培养技术技能型拔尖创

新人才的质量保障体系。 

三、以产业学院为抓手，强化高等
职业教育技术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特色 

产教融合是现代职业教育的基本特征，是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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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技术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深化产

教融合是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重点。以

产业学院建设为抓手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是

破解当前校企合作不紧密的有效举措，有利于形

成校企命运共同体。 

（一）多元主体合作，共建高质量产业学院  

高职院校建设产业学院是培养技术技能型

拔尖创新人才的关键举措。当前，产业学院建设

模式多元，参与主体多元。高质量的产业学院建

设，需要政府推动、学校主动、企业积极、行业

协同、社会参与。高职院校要依托高水平专业群

建设，优先选择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与地方龙

头企业或行业协会共建高质量产业学院。组建由

职业院校、行业协会、重点企业、研究院所等共

同参与的跨区域产教融合共同体，汇聚教科行企

各类资源，开展订单培养、委托培养和学徒制培

养，依托多元化的产业学院建设，实现“以教促

产、以产助教、产教融合、产学合作”的人才培

养特色，着力于培养技术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 

（二）依托市场机制，发挥企业主体的积极性  

发挥企业在产业学院建设过程中的主体作

用，有利于推进技术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深化职业人才培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学

院的建设应以市场为导向，深化高职院校与企业

建立共生合作关系。以市场为导向培养的人才可

以更切合企业的需求，强化人才培养的特色，增

强人才培养的适应性和质量。企业对产业学院的

核心诉求除了人才、科研之外，降低经营成本、

获取经济利益亦有一定的体现，这是企业作为营

利性机构的必然追求。[6] 政府应该创新产业学院

管理体制机制的设计，借鉴各地办学实践和中国

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探索建立多方参与的治理结

构。[7] 在产业学院管理过程中，重视发挥企业的

主体作用，企业可以参与产业学院的招生、教学

以及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多方协同培养技术技

能型拔尖创新人才。 

（三）强化顶层设计，完善区域性整体制度

设计  

2022 年 12 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深

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这是党

的二十大后，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教育改革工作

的首个指导性文件。文件指出，切实提高职业教

育的质量、适应性和吸引力，培养更多的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为加快建

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文件针对当前职业教育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

提出了建设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

同体的新构想。地方政府依托功能性产业园区，

汇集协同配套的职业教育资源，打造服务产业高

质量发展、兼具人才培养、创新创业功能于一体

的紧密型的产教联合体，成立多元主体参与的理

事会，以高质量产业学院为依托，实行实体化运

作。将职业教育与产业园区转型发展、行业企业

创新发展融合在一起，发挥各自优势，创新协同

发展机制。这一顶层设计必将有效地深化职业教

育产教融合，有力地推进技术技能型拔尖创新人

才的培养和区域高质量产业学院的建设，推动区

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四、以职业本科教育为引领，加强
职业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开展职业本科教育、设立职业本科院校是国

家强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提升技术技能型拔尖

创新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举措。职业本科院校的

设置使我国职业教育构建起从中职教育到高职专

科教育再到职业本科教育这一相对完备的职业教

育体系，有利于改变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学历偏见。

其办学目标是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实践

性和职业性是其区别于普通本科教育的本质特征。 

（一）推进职业本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  

职业本科教育是我国职业教育的最高层级

教育，其人才培养模式对带动提升职业教育整体

人才培养质量起到关键的引领作用。在原有职业

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基础上，积极探索职业本科教

育“3+2+2”人才培养新模式，深化职业本科教

育“3+4”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对培养职业类拔

尖创新人才意义重大。“3+2+2”职业本科人才

培养模式是指在中高职五年一贯制职业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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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的基础上，选拔一批优秀学生，再实施 2 年制

本科职业人才培养，以全面提升职业人才的理论

知识、技术技能与整体素质，深化职业类拔尖创

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3+4”职业本科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是指在现有 3 年中职教育和 4 年应用

型本科教育一体化人才培养试点的基础上，利用

职业本科院校设立的现实条件，统筹优质中职学

校与职业本科院校的专业资源，面向区域重大产

业集群，探索 3 年中职教育和 4 年职业本科教育

贯通培养的新型职业人才培养模式，这将极大地

改善中职招生，引导一批优秀的初中学生报读职

业教育，扩大优秀中职生直接升入职业本科的专

业选择范围。这将有利于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形成中职学校、高职院校和职业本科院校

协同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良性发展格局，为培养

技术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助力。 

（二）学习职业教育发达国家和地区拔尖创

新人才培养的成功经验  

职业本科教育对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构建现

代职业教育体系、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满足人民

群众对多样化高等教育的需求、推进职业教育国

际化等方面都发挥着关键作用。德国的双元制大

学、日本的专门职大学院、英国的科技大学和我

国台湾地区的科技大学均是实施职业本科教育的

办学机构，这些院校在长年的发展过程已积累许

多行之有效的办学成功经验。学习借鉴职业本科

教育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职业

本科教育的现状特点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深

化职业本科教育的改革，有利于加快确立职业教

育的类型定位，加速培养我国的技术技能型拔尖

创新人才。 

（三）构建职业本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质量

监测机制 

对人才培养过程进行监测是保证人才培养

质量的必要手段，也是培养职业类拔尖创新人才

的基础保障。政府作为教育资源的提供者和管理

者，应发挥主导作用，承担起对职业院校办学质

量的监督责任。特别是当前我国职业本科人才培

养尚处于起步探索之际，在人才培养模式未定型

之时，及时调整和优化政策实施的各个方面就显

得尤为重要。职业本科院校也应强化内部人才培

养质量监控体系的建设，加强教学过程控制，及

时对学生的知识水平、技术技能和综合素质进行

科学评价与及时反馈，以全面提升职业本科人才

培养质量，积极探索职业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

成功途径。 

五、结语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

不仅是普通高等教育应承担的职责，作为类型定

位的高等职业教育也同样需要培养技术技能型

拔尖创新人才。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统筹职业

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

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合，优化职业教育类型

定位”，并把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纳入国家战

略人才力量，这表明我们党对新时代职业教育改

革发展的规律性认识越来越深入。[2] 实践证明，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对经济、社会与个体发展具有

特定功能的教育，具有广泛的社会需求和不可替

代的战略价值。 

习近平在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

时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

化”，必须“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代

表先进生产力”。对于产业工人，我们要“思考

和研究怎么去培养他们、发挥他们的作用”，由

此提出“要重视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重大论断。

高等职业教育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应坚定办学

自信、强化类型定位，不断提升职业类人才培养

质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高质量技术技能人才

支撑，为我国技术技能型社会建设培养大批拔尖

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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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top-profile innovative talents is of great strategic significance and value in times to 
develop China into a power in education, sci-tech and human resources. This work examined the progressive 
mode of talented trai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ndicating that it is vital to construct the classifying system for 
talents cultivation in the hierarchical development of higher learning institutions, which provides good 
implications for Chinaʼs integrated policy-making on top-notch talents cultivation, human resources structural 
cohesion and optimization. It argued for the core role of teaching in the practice of talents training in the 
first-class world universities, suggesting that teaching and academic research need to be well coordinated and 
interacted to put right the research supremacy as compensation for lost instructions, being worthy of reflection 
and consideration. It also explored the practical value and suggestive implication of the mode of “six 
integrations” for top students training in Ningbo Universityʼs Yangming College as a workable approach 
toward the education of elite undergraduat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t further studied the 
conception and path to the professional training of top students in techn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at 
emphasize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middle an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based in industrial 
colleges oriented to undergraduate polytechnic instruction to advance the cultivation of top-notch technical 
and applied human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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