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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绵阳师范学院教育教学成果系列丛书·教学立校谱新篇：绵阳师范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的研究与
实践》从我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思路和主要目标出发，着重阐述了我校教育教学改革的
灵魂——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意义、特征、着力点，以及围绕这一灵魂的教育教学改革思路在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管理上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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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校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思路和主要目标第一节 主要内容一、指导思想二、基本思路
三、主要目标第二节 培养创新型高级专门人才是我校教学改革的灵魂一、培养创新型高级专门人才是
时代的要求和保持我校持续高效发展的关键二、创新型高级专门人才的主要特征第三节 我校开展创新
型高级专业人才培养的着力点一、改革传统教育教学体系，推进创造式教育新模式二、确立具有创造
意识的办学指导思想和教育观念三、大力开展创造性教学四、转变和提高教师素质五、建立富有特色
的创造性科学教育体系六、营造培养创造型人才的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第四节 围绕培养新世纪创新型
人才的教学改革思路一、创新我校教学目标二、创新教学内容三、创新教学方法四、创新教学管理第
二章 学科专业建设的探索与实践第一节 学科专业建设概述一、学科是大学发展的核心二、专业是高
校建设的基础三、学科与专业的基本关系第二节 学科专业建设指导思想与原则一、学科专业建设的指
导思想二、教育部对学科专业建设提出的原则和意见三、结合实际，确立符合校情的学科专业建设的
基本原则第三节 学科专业建设总体思路、目标和措施一、绵阳师范学院2003～2007年学科专业规划分
析二、2006～2010年学科专业发展规划分析第四节 学科专业建设主要举措与特色一、总结经验，做好
规划，促使学科专业的持续发展二、教学模式的转变三、专业特色的凝练四、课程建设五、教材建设
的完善六、教学方法与手段改革第三章 教学管理改革的探索与实践第一节 教学管理改革概述第二节 
教学管理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一、充分认识教学管理制度建设的重要意义二、我校教学管理规章制度的
建设情况三、我校教学管理制度的落实情况四、执行教学规章制度的成效五、对我校教学管理制度建
设的进一步思考第三节 教学管理的规范和改革一、教学管理工作的规范二、教学管理工作的改革第四
节 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与创新一、质量保障体系的建立二、教学质量标准体系的构建三、教学质
量监控体系的探索四、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实施五、信息反馈处理体系的完善第四章 实践教学改革的
探索与实践第一节 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与探索一、实践教学培养方案与目标的拟定二、实践教学计划
和教学大纲的制订三、“分层次模块化”内容体系构建四、实践教学新学分制的确立与实施五、实践
教学内容与方法改革与创新第二节 实践教学体系的实施与完善一、重点实践环节按培养方案和大纲执
行二、“五位一体”教育实习模式创立实施三、重点实验室建设趋于完善并得到开发利用第三节 实践
教学探索与实践的经验总结一、必须充分认识和重视实践教学体系的建议二、必须坚持几个原则三、
必须着力加强几个环节⋯⋯第五章 教学改革成果展示第六章 新时期我校教学改革的规划和实施要点
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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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基地学校、社会、教学空间一体化　　为了提高师资质量，将引进师资与培养师资结合起来，
启动“组合式师资培养工程”，即教授——讲师——助教分层指导，组合培养，整体提高。
特别是要求具备高级职称的教师必须担任业务指导，具备中高级职称的教师必须任课，防止师资校内
流失和浪费。
对学生的管理工作，要求在加强“学习量”管理的同时，更注重“学习质”的有效管理。
将理论课考试、创造能力考查及实践课考核等有机结合起来，强化监管与激励，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和
发展能力。
学校专业设置、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要素的设计必须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人才市场
需求来进行。
因此有必要建立一套教学调控系统，包括预警系统、反馈系统和控制系统三部分，以确保先进与高效
，避免学校与社会相割裂的经院式教学方式。
学校应该突破自我封闭的办学方式，成立由教育专家、政府官员和教育界知名人士组成的专业指导委
员会，为教学系统要素的设计提供咨询和指导。
基地学校要积极参与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一方面基地学校资源为学校所利用；另一方面基地学校可
以利用学校的人才、技术优势及时解决教学过程中的问题。
　　3.课堂、课外、实习教学一体化　　课堂教学，是整个教学工作的核心。
课外教学是学校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具体形式有：专家和教师的学术报告、知识讲座以及学生组
织的学生会、协会和兴趣小组等。
实习基地实习实训是学校教学的进一步拓展和延伸。
学生可以充分实习教学，结合自己的兴趣联系社会实际，培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及解决
问题的能力，培养各自的专长与特长。
其教学方式是在专业教师指导下，精心策划和选题，也可通过学生会等学生组织，开展与专业相结合
的社会调研和社会实践，切实培养与提高职业技能和创新能力。
学校可以以系为单位对调研成果进行评比与奖励，每年的教育实习、生产实习、实习基地都对学生的
劳动成果作出肯定，学校举行实习成果汇报展，使学生的创造性劳动得到承认。
　　4.产、学、研教学过程一体化　　产——实践教学环节。
实践对于经济、园林专业学生来说，除了能够积累实践经验外，还可以发现和解决生产经营中的一系
列问题，弥补学校教育不足。
学——教学内容设计要反映时代特点，注重知识的系统化和适用性，教学方法要注重教学效果及其可
推广性，尽可能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实现知识传授的高效、便捷。
研——开展科学研究工作，选题面向社会经济实际，特别是基地学校的应用性课题。
教学工作在产、学、研一体化层面上与社会经济的密切整合，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机制，使教育教学系
统的创新功能得以实现，从而为更好地实施产、学、研一体化。
　　5.重点学科、重点专业与区域重点产业一体化　　从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由地方政
府牵头建立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与教育发展的协调机制，密切地方重点产业与地方高校重点学科、重点
专业建设之间的关系，加大重点学科、重点专业的建设力度，促进地方经济文化与教育发展的互利互
动机制的健全与完善。
资源环境专业的学生在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划、测量等项目中大展拳脚，为地方经济的发展作出了极大
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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