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人才培养体系创新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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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位于九省通衢的湖北 

省武汉市．坐落在武昌南湖之滨的桂子山 

上，足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师范大学 ， 

是国家培养中、高等学校师资和其他高级 

专门人 的重要基地，学校现有教职工 

3800余人，各类全日制在校生31137人。 

近年来，学校以理念创新为先导，坚持育 

人为本，以优质教育资源和信息化学习环 

境建设为基础，以学习方式和教育模式创 

新为核心，以体制机制改革为保障，推进 

学校人才培养体系重构，全面推动信息技 

术与学校工作的深度融合创新 

随着信息技术 敦育教学全面融合 

的小断推进，传统的人才培养体系已经不 

能适廊fif息时代的需求变化，高校人才培 

养哪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 

个方 ： (1)现有培养体系难以实现 

信息时代的人才培养 }I标； (2)现有培 

养体系难以适应新一代学习哲的学习需 

求； (3)现有培养体系难以跟上信息技 

术的快速发展步伐 

具体措施 

1．从八个维腰推进人才培养体系创新 

：饺作为教育部 首批教育信息化试 

点离校，从2012 fl-起将 “信息化”列为 

学校发 战略，针时信息化时代人才需求 

的变化，从八个维度推进改革，实现 r信 

息手芑术 j敦育教学的深度融合，重构 J 高 

校人才培养体系 

(1)创新人才培养理念．确立以人 

才培养为主f小．以f 息化、I 际化为两萁 

的 “一体两萁”发展战略； 

(2)重构教学环境 ，以自主研发 “云 

+端”一体化教学支持平台为依托，推进 

物理空IhJ、资源空问、社交空间深度融合； 

(3)重修人才培养方案，开发教师 

教育类课程 I12门，在非师范生培养方面， 

专门设计理论研究型、复合交义型 、创新 

创业型二个个性发展方向 

(4)变革教学过程，学校逐步分层推 

进数字化敦学，让教师建设并应用个人教学 

空问，开展混合式课堂．并完成高水平数字 

化教学资源的建设，着力推进研究型教学； 

(5)创新评价方式，实行多元评价 

和在线怦敦，基于大数据进行学习分析以 

及学习过程监管； 

(6)发展教师能力，明确教师角色 

要实现六个转变，即从知识 占有 转变成 

学习活动组织者，从知识传授者转变成学 

习引导者，从课程执行者转变成课程开发 

耆，从教教材转变成用教材教，从教书匠 

转变成教育研究皆，从知识固守者转变成 

终生学习者．从而构建相应教师信息化教 

学能 J发展体系．对不同类型教师肝展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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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针对性的培}JlI； 

(7)营造教学文化，通过开展多层次、 

多类型、多元化活动，营造教学文化氛围， 

学校每年举办涵盖公_Jf课、工作坊 、沦坛 、 

竞赛等多种『大】容的 “敦学 ”活动 

(8)构建育人生态，将信息技术融入 

政治思想教育、通 识教育、专、I 教育 、实 

践教育和管理服务育人的全过程和各环节． 

构建信息化支撑的“五位一体”育人新生态～ 

2．制定、发布和实践信息化建没系列 

标准与规范 

学校开创性地提出 r信息技术 敦育 

教学深度融合的主要表征和推进策略，为 

教学实践活动奠定了理论基础，且牟头制 

定全国教育信息技术 准体系以及信息化 

教育领域的7项同际标准和30余项 家 

标准 、行业标准，部分标准已被闫际标准 

化组织和全周信息技术标准化委员会教育 

技术分委员会采纳，见表 1 

3．加强科研信息化的创新与实践 

于r造科研信息化的 “两池”—— “资 

源池”和 “服务池”．推动 “科研活动方 

式变革”和 “科研创新环境变革”；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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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华中师范大学制定的相关标准和规范 

《智慧学习环境：智慧教室》(国内标准 )《Smart 

learning envi ronment：smart classroom》(国 

际标准草案) 

≈等． 
《Indicator system of ICT in education》(国 
际标；佳草案) 

气 1n  

蝴f 科 《虚拟实验：框架标准》(国内标准)和《Virtual 

experiment framework》 (国际标准) 

《虚拟实验：数据交换标准》 

《教育云一体化学习平台体系架构》 

《教育云服务框架标准》 

《数字化学习资源语义描述标准》 

曩薯 首》 量 
； 毒 -； 《教育云环境下异构资源数据交换接口规范》 

礤 《教育云学习资源访问与服务接口规范》 

《华中师范大学本科教学数字化课程建设与应用 

认证标准》 (ABC类) 

《华中师范大学软件项目管理基本规范》 
· 毫 I 

I|| ：： 《华中师范大学数据管理办法》 

《华中师范大学管理信息化数据标准》 

_  

《高校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标准》 

击 《卓越中学数字化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 
，  

。 
’  

《华中师范大学管理者信息化领导能力标准》 

蔓  

⋯  《高校教育信息化应用标准》 
i 

I ：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估实施方案》 
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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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化々项经赞．迎 r稳定的敦 信 

息化颅 持续投资额度； (4) 、 台支撑 

体系办 ，JJlJ强技术支撑平台、 ：科支撑 

和I 地支撑、 仃的建设； (5) 运维 

方Ⅲ．建设h,：lht规范 息化运维f水系和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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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与经验 

饺币构深J业融合 息技术的人 

养体系．肜成了仃利十f 技术深度融合 

的坝』 想没汁，推进 J 物 、资源 

空 、社交 问的深 融合， 进 r ：生 

全 、个一l'l-t~ u h 一 地发腱 形成 J 以 

数 化、研究性 、 ： 叫J心为特 的新 

课 1： 叫 态，形成 J 丁大数 的以过 

程 价为 E的新的 价体系，JJl1怏 息化 

环境 卜的教师角 转 ，肜成 息技 

术 的氛同以J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育 

人叫 境 

实践经验 i ， 饺确立 J～ 一仆两 

翼”发腱战略思路；以『J丰研发的“ +端” 

一 体化敦 支持 、卜 为依托， 现 r线 

线 卜 r ， 体课 fJI J、 拟课 f ·f4W4f~9 

混 』℃教学支持j1 境 ，仆腱网络 f1】 、混 

合 i ；住学生 捧力‘而，学 jJlll_『J 生 

社会 仃感 、创新 1 f【{{、实践能 』Jft',jJ-ff养， 

斤将心修课徉总 ：分做 J 柑戊的州 ，』 

【{J包括 25学分的个 发腱课程，以便十。1== 

多地Jf眨l，I ： 、探究悱 、# 卡̈ 

个性化学 ；川II、}． 、 ： 埘敦l J【lj 释捉 j 

J～ ，、 个转变”，缃迮 r教帅 息化教学 

能 ，J发眨体系； f[4 息l11J代刨 人 

j．ff芥『1标 币l 念．将 息 术融人收清 

心 救育、通 I救f『、々、ll，教f『、 践敦 

f『币【】符 服务 人的个过 ．恂 rf． 、 

化支撑的“f1：f ·f小”f，人 fi念 回 (责 

编 ：杨洁 ) 

(作者单位为华中师范大学信息化办公室 ) 

柯清超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家点评 

华中师范大学坚持 “一体两翼”发 

展战略，整体规划，重组机构，创新机制， 

汇聚资源，形成共识，积极推动信息技 

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 学校不仅在 

标；住化建设与教育教学模式刨新方面取 

得积极进展，还在教育管理与服务、教 

学应用等方面郜充分体现出高质量 ，高 

水平及其辐射带动作用，其理论研究成 

果已得到广泛应用，有效带动高校教育 

信息化发展 ，引领基础教育教学改革 

华中师范大学针对传统人才培养体 

系不适应信息时代需求变化的主要困难 

和关键问题，着力围绕 “八维度”整体 

上系统重构了学校人才培养体系，学校 

不只是利用信息技术改变教育教学方法 

或内容，还将信息技术全面深度融入教 

育教学各环节，对人才培养体系进行整 

体重构，形成了 “八维度”深度融合信 

息技术的高校人才培养体 系，以培养符 

合21世纪人才质量观的全面、个性化、 

自主发展的学生，不断提高了人才培养 

质量和学生服务水平 

华中师范大学的教育信息化试点工 

作，形成了可供教育部推广的典型经验 

和案例，在全国高校已经成为领跑者， 

已成为中国教育信息化创新发展的引 

擎，其典型经验值得重点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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