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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普通高等院校向应用型高校转型是必然趋势，转型发展需要打破束缚，结合新时代发展思

路紧抓地方学校特色，长远规划。因此基于应用型高校的长远发展，通过系统梳理相关文献，从基金、

机构、学科、期刊等分布情况进行分析，以关键词为突破点从应用型高校的转型发展、人才培养方案及

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改革等视角进行研究，并进行总结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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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已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

系，但高等教育结构趋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

高等教育难以满足人才的供给需求，毕业生面临严峻

的就业问题。2014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

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 号）》中明确指出：“支

持一批本科高等学校转型发展为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

校的决定。”[1]2015 年《三部门印发关于引导部分地

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教发

〔2015〕7 号）》提出：“各地各高校要从适应和引领

经济发展新常态、服务创新驱动发展的大局出发，切

实增强对转型发展工作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摆在

当前工作的重要位置，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动部分

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发展。”[2]2019 年国务院印发《国

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从 2019 年开始，在

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启动“学历证书+若干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工作，到 2022 年，职业院校

教学条件基本达标，一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

型转变[3]。

近年来无论是课题、著作等理论性研究，还是各

地应用型高校的建成、普通高等院校的转型等实践环

节，都是教育工作者乃至学术界的热衷关注。能否准

确定位应用型高校发展的方向、能否实现应用型高校

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相互之间的转换，成为今后应用型

高校转型发展的关键。

1 图谱分析

1.1 文献数据来源与年际变化

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为主要研究文献，输入“应用

型高校”为关键词进行文献高级检索，时间划定为

2010-01-01—2020-07-16，共检索到文献 3 847 篇（以

下简称“‘W’文献”）；输入“应用型高校”为关

键词进行期刊高级检索，核心期刊、CSSCI 共检索到

285 篇（以下简称“‘Y’文献”）。通过知网自带的

计量可视化分析发现，2010—2020 年针对应用型高校

的研究整体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在 2013 年以后关于应

用型高校的研究增长迅速。但是，核心期刊、CSSCI
关于应用型高校的研究在 2010—2014 年增减不明显，

但从 2014 的 12 篇迅速增长至 2016 年的 55 篇，2016
—2018 年有所下降，2018 年至今又有明显上升趋势。

其中“Y”文献受政策的导向作用更为明显。

1.2 基金分布

经统计发现，关于应用型高校研究的“W”文献

中排名前 5 的基金项目分别为安徽高等学校省级教学

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 52 篇（20.08%）、江苏省教

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 33 篇（12.74%）、广西高

等学校教育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 32 篇（12.36%）、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28 篇（10.81%）、安徽高等学

校省级教学研究项目 23 篇（8.88%）。“Y”文献中

排名前 5 的基金项目分别为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15
篇（30.6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7 篇

（14.29%）、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4 篇

（8.16%）、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4 篇（8.16%）、

江苏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 4 篇（8.16%）。

“W”文献排名前 5 的基金项目中安徽省居首位，其

中有 2 个基金项目，江苏省基金项目居次位；“Y”文

献国家级项目居首位，其次为江苏省基金项目。

1.3 机构分布

关于应用型高校研究的机构分布，“W”文献中

排名前 5 的机构为安徽科技学院 83 篇（16.87%）、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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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学院 64 篇（13.01%）、合肥学院 58 篇（11.79%）、

南京工程学院 55 篇（11.18%）、安徽新华学院 54 篇

（10.98%）。“Y”文献中排名前 6 的机构分别为福

建工程学院和南京工程学院各 8 篇（14.04%），铜仁

学院、徐州工程学院、厦门大学及北京联合大学各 6
篇（10.53%）。“W”文献中应用型高校研究的安徽

省内机构占前 4，第 5 位在江苏省，“Y”文献排名前

6 的机构分布位于福建省、江苏省、贵州省、北京市。

应用型高校研究无论是基金项目还是机构分布，

安徽、江苏 2 个省都名列前茅，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政

府机构及领导者先行决策的导向作用，譬如《中国教

育报》的安徽高教领航新征程提到了：“转型发展的

重要性，2008 年安徽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应用型高等

教育体系的设想，按照科学定位、分类指导、多元发

展、特色办学的发展方针，积极推进老本科高校在坚

持应用型办学模式中加速提升创新引领能力，引导新

建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4]；另一方面原因在于学校

及人员对科研项目的重视度。

1.4 学科分布

从各学科对应用型高校研究的分布情况来看，

“W”文献中前 5 位的有教育 1 903 篇（69.76%）、语

言 277 篇（10.15%）、工商管理 160 篇（5.87%）、商

业经济 83 篇（3.04%）、美术 75 篇（2.75%）。“Y”

文献中前 5 位的有教育 197 篇（83.83%）、工商管理

7 篇（2.98%）、语言 7 篇（2.98%）、图书情报档案 6
篇（2.55%）、美术 5 篇（2.13%）。“W”和“Y”

文献中教育是应用型高校研究的主要领域。

1.5 期刊分布

关于应用型高校研究的“W”文献中，前 5 位的

研究来源于《中国成人教育》39 篇（13.98%）、《才

智》36 篇（12.90%）、《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

版）35 篇（12.54%）、《中外企业家》30 篇（10.75%）、

《文教资料》26（9.32%）；“Y”文献中，前 5 位的

研究来源于《教育与职业》33 篇（23.40%）、《职业

技术教育》18 篇（12.77%）、《中国成人教育》18 篇

（12.77%）、《中国高校科技》13 篇（9.22%）、《黑

龙江高教研究》12 篇（8.51%）。

2 关键词分析

对近10年中国关于应用型高校研究的文献进行梳

理，并用关键词共现网络对 3 847 篇（出现频次大于等

于 45 次）文献及 285 篇核心期刊、CSSCI 进行分析，

“W”文献中关键词出现频率高的有培养模式、创新

创业、课程体系、教学模式、人才培养、实践及教学

改革、校企合作及产教融合等；“Y”文献关键词出现

频率较高的有转型发展、产教融合及校企合作、人才

培养、实践教学及改革、路径、转型等。最后经综合

分析主要从转型发展、培养方案、课程体系、人才培

养模式、教学改革 5 方面进行了梳理。

3 研究内容述评

中国高等教育界泰斗潘懋元先生曾这样定位应用

型本科院校：“它不是传统意义的只专注理论研究的

本科高校，也不是独家专注技能的高职院校，而是将

学识运用到实践，实践检验学识的应用型高校”[5]。每

年一大批高等院校都会面临这样的困境，应如何向应用

型高等院校转型过渡？转型后又该如何发展？转型发展

定位不清晰，容易“新葫芦装旧水”最终徒劳无功。

3.1 应用型高校的转型发展研究

基于应用型高校转型发展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 3
个方面：①以地方性高校为基础的转型发展。如余智

慧[6]的研究认为地方性高校在转型过程中存在观念落

后，难以摆脱以学术研究为主线，缺少转型的理论基

础与实践引导；办学定位模糊，地方性院校在转型过

程中对人才培养的定位不清晰，虽有标签但无对应人

才培养方案、目标等；保障体系不全，缺乏适应时代

发展的应用型高校评估体系及法律保障等问题。②新

建应用型高校的转型发展。如吕红军[7]的研究认为新建

高校实现转型发展要在整合资源、优化结构、凝练特

色、依法治校的基础上，升华办学理念、调整办学定

位、优化办学结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完善人才培

养方案、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提高管理水平、提升服

务社会能力。③少有学者以专业为基础进行转型发展

研究。如林智期[8]对应用型高校数学专业的研究认为，

数学专业培养目标滞后，毕业生大多从事与本专业无

关的工作，教学中实践环节不足，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差；

缺乏双师型教师，缺乏中小学及教育管理部门等基础教

育工作经验；服务地方能力差，难以科学转化研究成果

为地方建设服务；学校资源分配不均，学校资源的比

例会向一些改革成效明显的学科和项目倾斜。

3.2 应用型高校的人才培养方案研究

学者们关于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方案的研究大致

可以分为 2 个方面：①针对学校人才培养方案的研究。

如田春燕[9]对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方案的研究认

为，应用型本科院校目前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存在课程

体系设置缺乏应用性本科特色、缺乏区域性特色、人

才培养方案难以落到实处、教学资源与学时浪费严重、

师资力量不足等问题。吴佳清[10]在应用型本科人才培

养方案质量标准的构建中，提出人才培养方案首先要

有适应性、应用型、差异化，要及时了解当前社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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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的需求，并对未来人力资源的需求进行预测分析；

其次要培养一专多能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最后要分

析其他院校本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注重在分工明确

的同时增加差异性。人才培养方案质量要有定量标准，

如量化课程结构比例、量化目标培养结果论证指标、

量化校企合作深度等。②关于具体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的研究。如李小朝、张振坤[11]以黄淮学院为例对数学

与应用数学专业进行研究，提出数学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制定应以学生为本，并以能力、道德、文化素养为

导向，提升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学校统一规划必修

与选修课程，但选修课程的教学大纲、授课计划等由

二级学院制定并实施专业课程设置，以国家级教学质

量为一个标准，以本科专业审核评估和师范专业认证

为两面向，以数学教育、基础教学和应用数学为 3 个

方向，除此之外还应开设关于金融类比较实用的课程，

可供学生直接就业；实训环节设置可利用学期内、暑假

等时间，提升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再集中实习的基础

上撰写以解决实际问题的毕业论文。

3.3 应用型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关于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大致可分为

3 个方面：①基于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如费

兰凤[12]以长春师范大学为范例对应用型高校进行创新

创业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提出理念重点要放在农村、

边远贫困及民族地区的基础教育改革上，并要紧扣区

域产业升级、行业发展状况，面向一带一路、振兴老

工业基地等新发展理念；进一步将创新创业人才培养

细化进行课程重组构建，以思政课程为载体协同创新

主线发展，对师范生和非师范生在实践教学中分别针

对培养，更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并进行学分认定；

最后给予政策保障顺利实施。创新创业的人才培养形

成体系贯穿于大学 4 年的教育中，而非碎片化的临时

突击培训，更注重其在过程中逐渐培养创新创业意识、

行动。②基于产教融合的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如刘峥、蒋伟娜[13]提出产教融合发展的新时代应用型

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即优化校企合作路径，构建模块、

综合化的教学内容及方式，提升教学质量，建立平等

互利的合作平台，政府完善相关政策，推进校企合作。

以行业发展导向为人才培养目标，以岗位发展为课程

体系建设参考指南；将职业能力作为实践教学的核心

内容，将提高综合素质作为课程考核及改革的标准。

③具体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如徐兴林[14]对学前

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思考，提出应用型学前教

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即应合理定位应用型学

前教育专业培养目标，细化应用型学前教育专业人才

培养规范，科学设计应用型学前教育专业课程体系，

构建应用型学前教育专业人才综合素质培养体系提高

应用型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现实性和前瞻性，健

全人才培养的考核评价机制。

3.4 应用型高校的课程体系研究

关于应用型高校课程体系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 2
个方面：①大多数学者从专业建设层面出发进行课程

体系研究。如艾静超、尹晓伟[15]以沈阳工程学院机械

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为范例进行课程体系研究，

认为传统课程体系大多属于“知识本位”课程体系，

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不符，且课程比例不够合理，

课程评价方式过于单一。所以，应以培养学生能力为

核心，结合社会需求和专业标准，加强实践教学的课

程设计思想，构建专业教育理论与实践化的模块课程

内容。具体构建方法为，确定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构

建模块化课程体系，构建“三级项目式”实践教学体

系，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改革教学

方法与手段，优化师资队伍。②只有极少数学者以整

个学院为范例进行大局观的研究。如王泽[16]对应用型

本科高校课程体系优化的研究认为，应用型本科高校

在转型中课程体系的应用性不够凸显，课程体系适应

性需要进一步强化，且课程体系需融入创新创业教育

理念，并需要搭建“3 平台+2 模块”课程体系，构建

知识、能力与素质实现矩阵，研究认为应以模块为基

础构建通识教育选修课课程体系。

3.5 应用型高校的教学改革研究

教学改革是推动应用型高校发展的主要动力，是

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核心动力。应用型高校的教学改革

大致分为 2 大体系：①课程的设置及定位问题研究。

诸如董艳、柯应根[17]对应用型高校英语教学改革方向

的研究表明，深化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应用型高校应

明确目标和定位，坚持低级语言的厚实基础和宽口径

的教学理念，高年级应注重培养专业素质和专业技能。

②依托信息技术等手段进行的教学改革。如陈晶晶[18]

对 MOOC+翻转课堂混合教学模式下应用型高校外语

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认为，慕课与翻转课堂结合给予

了学生更多的自主权，激发了学生的主体参与感，同

时也培养了学习兴趣，是改变教学模式的新型课堂。

4 研究总结与展

4.1 研究总结

目前应用型高校的转型发展，无论是地方性的本

科院校，还是新建应用型高校，学者们的研究都有独

到见解。对应用型高校的发展分析较为深入，大多数

学者从顶层设计出发，拥有大局、全局观念，但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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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少数学者能以学科转型发展为视角进行相关研究。

应用型高校的人才培养方案及人才培养模式，无论是

学校层面还是专业建设层面多数学者都进行了研究，

目前人才培养方案面临仍缺乏应用型及地方特色难以

结合实际发展需要等问题，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创业创新等方面，但在

专业发展中会凸显学校转型发展、人才培养方案等顶

层设计的不足。课程体系不仅需要从专业入手，更需

要从顶层设计，整体合理规划课程设置，但在研究中

发现极少数学者能从顶层设计规划学校课程，学校课

程设置难以体系化，一方面原因在于从总体规划中横

向跨度较大，涉及一些非专业性的学科难以把控，因

此大多数学者会根据自身专业建设进行研究课程体

系。应用型高校的教学改革不仅要依托现代信息技术

改变传统教学观念，更要使学生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真正实现教育改革为学生、人才培养方案服务。

4.2 展望

随着普通高等院校的不断转型发展，在建设应用

型高校的过程中任务艰巨、困难重重，国家为应用型

高校的发展也出台了相关政策。但是转型首先要有明

确定位，发展最终走向何方？即“培养什么样的人，

为谁培养人的问题”，学生就业能否为地方建设服务？

学生所学理论与实践能否胜任工作岗位？政府首先要

有先行政策的导向，其次学校应利用大数据平台对社

会发展需求、学校实际情况、毕业生就业等信息综合

分析，紧抓地方学校发展特色合理定位发展方向，并

制定配套的人才培养方案及各专业发展目标，从顶层

设计优化重组课程资源，并细化至专业转型发展，精

准定位课程发展体系，在此基础上依托现代信息技术

进行教学改革。自下而上的转型发展容易脱离培养方

案，难以凸显地方特色，学校转型发展需要自上而下

推动转型发展，制定并完善可执行的措施与监督体制，

也希望未来学者可以依托大数据平台进行研究，从学

校层面出发并细化到专业建设，最后以专业建设发展

论证学校的顶层设计，为应用型高校的发展提供动态

的一站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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