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实践育人平台 推动本科教学改革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构建“5+N”实践育人体系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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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

见》指出，我国高等教育正处于内涵发展、质量提升、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

和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关键阶段。振兴本科教育，

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应构建全方位全过程深融合的协同育人新机制，

而建设实践育人平台就是其中重要一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作为一所北京市

属重点大学，60 余年来，学校始终坚持服务国家和首都社会发展需要，不断

聚焦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守正创新，持续升级，通过激发活力和建立

“倒逼机制”，深刻推动本科教学模式改革，构建了特色鲜明的“5+N”实践

育人体系，有效契合了本科人才培养定位，切实提升了人才培养质量。

从“四位一体”到“五位一体”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是由原北京经济学院和原北京财贸学院于1995年合并

而来。两个学院在建校初期，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培养模式从工读结合到课

堂教学与现场教学结合，再到一般劳动与专业劳动结合。1985 年，学校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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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工工业会计实验室，是全国较早的财经类高校实验室之一。1995—2007

年期间，学校各教学单位开始建立稳定的实习基地，实验室建设进入快速发

展阶段，共计组建和发展了 14 个实验室。2007 年学校对优势学科专业的实验

室进行整合，成立了“经济与管理实验教学中心”。2008 年，学校开始组织

各院（部）学生开展申报北京市大学生科学研究与创业行动计划项目工作，

明确借助“实验教学中心—校外实习基地—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训练—大学

生学科竞赛”的“四位一体”平台，强化应用型人才培养。2011 年，学校首

次开展“一院一赛”项目，鼓励学院开展具有长期稳定性的实践活动，注重

品牌效应。2012 年，学校制定了《大学生科研创新项目研究报告撰写要求》，

规范了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研究报告的撰写。

2016 年以来，在国家强化创新创业教育的引领下，学校以“自主构建，

致知达用”为理念，继续深化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和扩大学科竞赛

规模，制定、修订了《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实施办法》《大学生学科竞

赛奖励细则》《本科生学科竞赛管理规定》《大学生学科竞赛项目定级管理

办法》等制度。在国家“双创”背景下，设置了虚拟创新创业实验班和虚拟

创新创业教研室，将实践育人从“四位一体”升级为“实验教学中心—校外

实习基地—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大学生学科竞赛—虚拟创新创业

实验班”的“五位一体”体系，通过“跨专业、跨年级、跨界别、跨学校、

跨平台”的“五跨交叉”平台，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精神与能力。在实

践教学体系中增设“N”性因子，发挥院（部）、教师、学生的主动性，引导

师生自主设立平台、项目、方式等，为创新创业教育提供不断衍生、扩大的

可能。学校由此逐步构建起了“5+N”的实践育人体系。

“5+N”实践育人体系倒逼本科教学模式改革

“5+N”实践育人体系的构建也推动了学校本科教学模式的改革。在这一

体系的探索和构建中，学校明确教学要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学生对知识的主

动探索、主动发现和对所学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师生形成“致知达用”共

识。这样一来，学生开始不满足于传统的“记忆”“分析”等学习方式，转

而进入到真实情境当中，以参加竞赛、主动创业、商业策划等形式自主构建

知识和锻炼能力。由此带来的联动效应就是，逐渐形成了学生需求倒逼课堂



教学模式改革，进而倒逼课程建设改革，再进而推动专业培养方案的精准设

计和学科整合的“倒逼机制”。同时，以点带面，全面促进和引导教师通过

“去”“减”“扩”“增”“延”5个路径，深化各教学环节和教学模式改革。

这 5个路径具体来讲就是，“去”掉“灌输”“应试”“教师为主”的教学

方式，指导学生自主学习和自主建构；“减”少理论、空泛讲授学时，提升

研究型教学、互动教学、实践教学比重；“扩”充实验教学、专业实习的内

涵，强化创新、创业、实战能力；“增”设创新创业学分，实现致知达用效

果；“延”伸课上向课下、线下向线上、校内向校外、专业教师向职业导师，

丰富学习资源和方式。

因为在这一实践育人体系中设置了“N”性因子，也激发了各院（部）、

教师设计、参与实践育人的自主性和积极性。以工商管理学院为例，该院依

托全国商务谈判实践教学示范基地，构建了“以商谈大赛，促沟通能力”的

商谈大赛平台，培养学生的沟通谈判能力。同时，在基地中设置 CEO 素质训

练营平台，学生自发组建团队（包含竞赛团队、科研创新团队、创业团队）、

自觉尽职尽责、自主管理项目，通过在“干中学”去体会、理解、提升团队

成员的组织力和领导力。

启动“驼铃计划” 帮助教师蓄能领航

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学生需求的反向倒逼，给教师教学工作的开展

带来不少现实压力。为了帮助教师们尽快适应改革要求，实现职业生涯的稳

健成长，继而支撑学校育人工作的持续发展，学校于 2017 年颁布了《关于加

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意见》，启动了“驼铃计划”。

“驼铃计划”从思想引领、师德建设、助力成长、强化动力、团队建设 5个

板块出发，涵盖加强教师思想理论建设、健全师德制度建设、深化“驼韵师

话”师德文化传承、提升教师育人质量、助力教师职业发展、组织开展教师

社会实践、深化新入职教工思想理论培训、促进教师身心健康、完善教师权

益保障、发挥教师党支部主体作用等十项重点任务。学校还出台了《关于建

立健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完善了教育、宣传、考核、

监督、激励与惩处紧密衔接的“六位一体”工作体系。



学校在 2017 年推出的“驼韵师话”活动，旨在通过老教师话师德、话学

问、话人才培养和人生经历，引导全校教师将自我修养与互助成长相结合，

强化师德教育引领，进一步增强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亲和力和体验

感。据学校党委副书记徐芳介绍，“驼韵师话”的内涵有三：一是传承大学

精神，落实驼峰计划的举措；二是寄托师德养成、文脉传承的美好寓意；三

是让“师话”成为教师与教师心灵间的对话。活动自推出以来深受教师们欢

迎，目前已成功举办 16 期，成为学校开展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品牌项目、引

导教师成长的有效平台和凝聚教师的心灵家园。

古今中外的教育经验证明，正人者须先正己，教人者须先受教。要想让

学生乐于参与实践教学，教师们首先得率先实践并勤于育人。近年来，学校

为教师参加社会实践和相关调研搭建各种平台，积极引导教师在服务首都和

国家建设过程中提升社会实践和创新能力。2015 年以来，学校组织 120 余位

中青年教师赴兰州、宁夏、珠海等地开展社会实践，为社会和企业发展献计

献策，为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服务，取得良好效果。学校教师的 6篇调研报告

荣获北京高校青年教师社会调研优秀项目一等奖，7篇荣获二等奖。2014 年

以来，学校教研人员共获得中央及省部级领导批示 32 篇，刊发国家社科基金

《成果要报》5篇，北京市社科基金《成果要报》19 篇，其中有 15 篇成果获

得国家领导人批示，科研成果转化能力大为增强。

“5+N”实践育人体系自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实施以来运行良好，成效显

著，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形成了一批高水平教育教学成果。学校

总计获得 3项国家级别教育教学成果，其中 2项为实践教学类；在 61 项北京

市级（省部级）教育教学成果奖中，有 25 项为实践育人类，占比达到 41%。

二是增强了学生创新创业意识和实践能力。近三年来，学生竞赛参与率达 50%

以上，参赛学生的获奖率达 7%左右。2017—2018 学年，学生在学科竞赛、创

新活动及技能竞赛中共获得国际级奖项 52 项，国家级别奖项 67 项，省部级

奖项 139 项。学校获评为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

动优秀单位，连续三年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青年观察行动”首都大学生暑

期社会实践全市牵头高校。三是毕业生求职竞争力和学校社会声誉得到大幅

提升。学校就业工作实现了高就业率、高就业质量和高满意度，连续三年就



业率在 99%以上。在北京地区招生过程中，学校的招生人数及生源质量在同地

区同类院校中一直处于领先位置，本科录取分数线一直位列市属市管高校前

列。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8 年 11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