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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本科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研究 

——以嘉兴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为例
1
 

顾惊雷 

（嘉兴学院商学院；经济管理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嘉兴学院），浙江嘉兴

314001） 

【摘 要】：在介绍地方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阐述了嘉兴学院人力

资源管理专业围绕课程体系设置、户外实践基地和人才培养模式、资格认证和导师制 5个方面开展的应用型人才培

养实践，并重点分析了案例教学改革、校企合作、行业合作、职业资格考试等 4个方面的探索。这些探索在巩固优

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特色，强调执行层面的丰富性、多样性、可达性和有效性，在已有基础上继续深化教育教学

改革，逐渐探索出了一条经管类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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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并付诸实践，是地方本科高校办学的使命和挑战。自进入 21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精英

化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重大转变。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第一次提出了人才培养体制

改革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任务。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了要“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针对教

育更是用了“基础工程”“必须”“加快”等分量更重的词汇，把“努力办好”亦改成为“办好”。大学教育如何从知识传授向能

力培养转变，成为中国教育改革急需解答的核心问题。
［1］

在我国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地方本科院校是大众化发展阶段最

重要的贡献力量。
［2］

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已经成为地方本科院校的必然选择。
［3-5］

通过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有效提升地

方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 

1 地方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探索 

1.1地方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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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既是我国 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内

在要求。孙素芹、顾永安较早提出，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应符合差异性和继承性原则。
［6］

席成孝在深入梳理发达国家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的基础上，总结出更新教育观念、创新教育教学平台、改变传统教学方式、改革考试模式等四个方面的启示。
［7］

随着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改革的深入推进，“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成为了地方本科院校转型选择的关键途径与主攻方向。冯波、

刘德坤、张宏艳提出了专业链与产业链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的三大转型途径，
［8］

等等。 

与工科专业相比，地方本科院校在经管类专业人才培养方面问题更加突出：存在人才培养目标大同小异、培养内容应用性

差和培养方法陈旧落伍等问题;
［9］

人才培养过于专业化，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滞后，培养的人才缺乏创新能力；
［10］

人才培

养定位与社会需求偏差明显、课程设置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实验环境落后、实践教学师资力量薄弱等问题，
［11］

等等。

推进地方本科院校经管类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尤为迫切。 

1.2地方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实践探索 

在培养模式改革进程中，很多地方本科院校大胆探索、勇于实践，走出了一条条特色鲜明、富有成效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之路。如：怀化学院早于 2009年就开始全面实施强调知识、能力、素质“三位一体”融合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

新;
［12］

集美大学 2012年以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为契机，大力推进入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探索并构建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13］

常熟理工学院积极探索行业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机制，推进合作教育模式。
［14］

这些地方本科院校的改革实践均产生了较为广泛

的影响，为全国同类院校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了基本经验和有益借鉴。 

近年来，不少地方本科院校的经管类专业也纷纷开始改革，努力向应用型人才培养方向转型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其中尤以

安徽省各地方本科院校在经管类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实践经验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如：池州学院总结出经管类专业

基于地方智库、产学合作平台建设和职业技能培养的三类合作教育模式;
［15］

黄山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提出了提升经管类专业实践

教学质量的四点建议;
［16］

宿州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围绕如何真正实现经管类实践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分别从五个方面展开论

述;
［17］

铜陵学院结合经管类专业的教学实践，对创新视角下经管类专业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作出了思考和探索;
［18］

滁州学院专门

就经管类专业 ERP 实训体系的构建展开了论述，
［19］

等等。这些改革与实践都为其他地方本科院校经管类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

式的改革提供了借鉴。 

2 嘉兴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历史实践 

嘉兴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一直努力致力于教学改革，主要围绕课程体系设置、户外实践基地和人才培养模式、资格认证

和导师制 5个方面开展工作。 

2.1以能力为导向改革课程体系设置 

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提出基本素质与基本能力、一般工具应用能力、管理基础能力与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能力 4 个能力

培养维度，并进一步细化出 13个专项能力培育子维度。尤其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构建起较为完善的实验教学体系。专业

目前开设有人员素质测评、职业能力倾向性测评、岗位评价、人事管理信息系统、薪酬设计与管理、心理实验系统等各类课程

实验项目 50余个，综合性实训项目 3个，出版《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实验（实训）指导书》。 

2.2新增团队拓展训练户外实践基地 

针对长三角地区服务业比重快速上升的发展趋势，对该专业在人才培养方面快速作出调整，新增人力资源团队培训方向，

为毕业生先期进入高端管理咨询服务业打基础、创条件。在校内配套建立起 3000 多平方米，共设计 8 个大项 20 个小项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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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训练户外实践基地。在建设思路上突破以往大多拓展机构游戏性项目设计理念，突出管理思维和管理理念的培养和训练。

该基地自投入使用以来，除满足教学任务外已累计培训企业职工上千人次，培训效果良好。 

2.3较早开启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在校企合作方面的探索始于 2010年与嘉兴本土知名企业浙江雅莹服装有限公司的合作。2012 年人才培养

模式创新实验区成立以后，在校企合作方面继续深化改革。一是不断拓宽校外实践基地建设。继与雅莹合作之后，又与沃尔玛、

五芳斋、台华纺织、卫星石化等可以提供实习岗位并具有校企合作培养能力的知名企业相继开展合作，学生受益面达到 25%;二

是不断深化合作方式。从最开始 1 个月的暑期实习，到 2 个月的毕业实习，再发展到选拔大三学生参加为期 1 年的校企合作联

合人才培养。合作方为学生提供了顶岗、轮岗实习，陆续推出招聘助理、员工关系助理、薪酬助理、福利助理、绩效助理、培

训助理等多种实习岗位，极大地培养了学生的职业意识，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实践能力。 

2.4以职业资格标准为准则，主动把人才培养与国家认证挂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国家逐步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资格证书是劳动者从事相应

职业的资格凭证，是就业上岗和用人单位招收录用人员的依据之一。经考核合格者由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职业资格证书全国通用，出国劳务公证有效。 

从 2010年开始，专业主动把人才培养与国家认证挂钩，组织与辅导学生积极参加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管

理师”职业资格证书考试，基本打造起一支具备一定国际视野、熟悉技术业务和专业知识、拥有较为丰富实践经验的“双师型”

教师队伍，在“双证书”探索上取得良好效果。 

2.5积累本科生导师制的经验与做法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在推行本科生导师制过程中以专业教师凝练科研方向、提升科研能力为前提，通过吸收学生参与教师科

研工作夯实本科生导师制，推进本科生科研计划并取得成效。积极辅导学生参与各级各类大学生科技活动及竞赛，培育学生创

新能力。近年来专业学生在各类创新创业活动中屡创佳绩（详见下文），较好体现出本科生导师制在学生学业指导中的作用。 

3 嘉兴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主要内容 

教学改革是一个永恒的课题，嘉兴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在前行道路上不断深化教学改革，构筑起多环节、立体式应用型

人才培养途径。其中，在课程体系改革、实验教学、毕业设计等方面建设已相对完善，在学科竞赛等方面也已经取得一定成绩，

目前阶段专业重点推进的改革内容主要包括推进案例教学、深化校企合作、开启行业合作、强化职业资格考试训练等四个方面。 

3.1推进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法近年来在管理学教学中日益受到重视，是因为其拥有“叙述的力量”（the power of narrative）。一个生动鲜

明“模拟”情景案例的描述与讨论，可以迅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促进对所学知识的深刻理解和融会贯通，激发学习主动性和

想象力，而这些都是试图解决一个复杂问题的关键。专业教师认为要编写出一本取材于自己身边的人力资源管理案例教材供学

生学习使用，并于 2015年开始了这项庞大的工程。通过深入雅莹、五芳斋、民丰特纸、加西贝拉、巨石、蒙努、卫星石化等 10

多家本土知名企业开展调研并获取第一手丰富案例资料，历时三载最终组织编写出涵盖人力资源规划、工作分析、校园招聘、

员工流动管理、培训与开发、绩效管理、薪酬福利、员工激励、员工关系管理、企业文化等共 17章本土化案例教材，出版了《人

力资源管理本土化案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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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深化校企合作 

实践表明，校企合作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有效途径，校外实践教育基地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载体。通过为学生创造机

会深入企业一线，亲自体验生产实践活动，感受企业文化，适应企业管理，可以有效锻炼学生职业能力，增强岗位意识和协作

精神，为进入社会打下过硬的职业素质。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在校企合作方面已经具备良好基础，专业、学生、企业三方通过合

作都获得了较高满意度。其经验在浙江省本科生创新能力培养模式研讨会上与同行进行了交流，也为同类高校经管类专业开展

校企合作提供了较好借鉴样本。校企合作的社会影响力也在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本地知名企业如民丰特纸、敏惠汽车、禾欣

实业等开始主动与该专业接洽，寻求开展校企合作的机会。经过近 2 年的努力，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的

数量和容纳量又得到较大幅度增长，学生受益面达到 50%。各基地建立起一支稳定、高质的“双师型”师资队伍。进一步规范基

地运行管理，制定“校企合作实习”校外培养阶段实习计划与方案，加强实习过程与实习效果的考核、评估与管理工作，使之

向更加科学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3.3开启行业合作 

行业合作是正在着力构建的人才培养的又一新途径。依托行业合作平台，由导师带领学生深入企业解决其面临的人力资源

管理实际问题，可以有效提升学生创新能力。以行业合作为突破口，一方面为本地企业提供良好的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服务；另

一方面从大学生科技活动及竞赛等单一创新能力培养途径向双途径转变，夯实本科生导师制，提升学生创新能力。经过专业与

地方的不断接洽与沟通，孕育于嘉兴市人力资源产业园，体现专业与地方合作的标志性成果——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院平台业已

成立。依托这一平台，一方面可以服务本地企业，解决本地实体经济面临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为本地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有

效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服务；另一方面可以夯实本科生导师制，通过服务本地企业有效提升学生创新能力。 

3.4强化职业资格考试训练 

专业主动把人才培养与国家认证挂钩，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近年来，除在校学生外，越来越多的校外人员参加了专业组

织的职业资格考试辅导。考试辅导工作在嘉兴地区的影响面日益扩大，已基本实现嘉兴地区全覆盖，如何更好地为地方服务已

成为专业考虑的问题。考虑到参加“人力资源管理师”职业资格考试的校外人员很大比例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提出了在辅导

中强化职业资格考试训练的改进思路，更好地做好“人力资源管理师”职业资格考试辅导组织工作，建立起“人力资源管理师”

职业资格考试模拟试题库。通过改革，切实提高了校外人员的考试通过率，总体通过率较 2年前增长 5〜10个百分点。 

4嘉兴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成效 

嘉兴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一直致力于教学改革。在课程体系改革、实验教学、毕业设计等方面建设已相对完善，在学科

竞赛等方面也已经取得一定成绩。围绕应用型人才培养继续深化教学改革开展的主要工作及成绩还曾被《浙江日报》报道。 

早在 1999年，学校就建成浙江省第一个人力资源实验室，在此基础上逐步整合发展成为现在的经管类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实验室建设起到示范作用，先后吸引了国内外 200 多所高校前来参观考察。近年来，专业广泛开展实验室建设以及各项

交流活动，面向全校毕业生开展综合素质测评，向医学院学生开放进行生理心理测评，向多家企业开放使用本实验室测评软件

进行测评等，收到良好社会效果。在重点专业建设期间，重视教材建设，自编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系列教材 8 部，其中《工作分

析理论、方法及应用》成为浙江省重点规划教材。 

2003年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被批准为浙江省重点建设专业，2012年入选学校首批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2014 年又被批准

为浙江省新兴特色专业。出版的近 30万字的《人力资源管理本土化案例集》为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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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基于仿真模拟的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综合实训研究”荣获嘉兴学院第五届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15年“人力资源管

理专业‘模拟+现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荣获嘉兴学院第七届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近年来专业学生在各类创新创业活动中屡创佳绩，获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2 项，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

动计划(新苗人才计划)5项；全国大学生挑战杯国家三等奖 1项，全国高校首届“创意、创新、创业”电子商务挑战赛国家三等

奖 1项，大学生挑战杯浙江省特等奖 1项等，较好体现出本科生导师制在学生学业指导中的作用。 

综上所述，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作为嘉兴学院开办较早的经管类专业，近年来在巩固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特色，强调执

行层面的丰富性、多样性、可达性和有效性，在已有基础上继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逐渐探索出了一条经管类应用型人才的培

养之路。这些经验可为学校其他经管类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供借鉴，也可在新建本科院校中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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