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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实验实训中心建设与管理》

内容概要

由梁建军编著的《高职院校实验实训中心建设与管理》重点阐述了实验
实训教学、实验实训中心的建设、实验实训中心的管理三个方面的内容。《
高职院校实验实训中心建设与管理》共由“实验实训教学”、“实验实训中
心建设条件分析”、“实验实训中心建设模式”、“实验实训中心内涵建设
”、“实验实训中心的管理”、“实验实训中心建设的探索与实践”六章构
成，每章由若干既独立成篇又有一定内在联系的文章组成，其中最后一章介
绍了作者单位进行省级示范实验实训中心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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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建军男，1967年生，安徽全椒人，硕士，副教授。1987年至1991年在安庆师范学院化学系学习（学
士）；2000年至2003年在安徽师范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学习（硕士）：2005年至2006年在安徽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学习（访问学者）。曾任职于安徽第二纺织机械厂化验室、滁州建筑工程学校。现为滁
州职业技术学院生物化工实训中心主任，安徽省高职高专专业带头人。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的理论与
实践。主持教育部化工技术类教指委规划课题1项：省级教学研究项目1项：省级示范实验实训中心建
设项目1项。有关教学研究管见散见于相关报纸杂志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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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于高职教育是根据市场需求来设置专业，因此在专业设置上强调多样性、灵活性、适应性、岗
位性原则。多样性是指专业口径和内涵有较大的伸缩与回旋余地，既可以根据岗位或岗位群的社会覆
盖面设置宽专业和窄专业，也可以根据某类技术的应用范围，以技术定专业，还可以根据某些社会覆
盖面不宽的职业岗位对实用人才的需求，通过寻找相近职业的结合点，组合而成为新专业。灵活性是
指专业设置主动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市场接轨，及时调整。专业是高职学校与社会的对接点，要
想培养出的人才“适销对路”，就必须改造旧专业、增设新专业，以适应岗位和岗位群的快速变化。
基于以上认识，高职院校实验实训中心建设应当以适应职业岗位或岗位群为定位和目标。　　由于社
会需求具有多变性，而学校专业设置需要相对稳定，因此真正按照职业岗位或岗位群来设置专业，实
际上难度很大，甚至是不可能的。普通高等教育通常的做法是调整专业目录，拓宽专业口径，加强基
础，培养通才，以适应市场多变的状况。这样做的结果虽然满足了人才培养的“适应性”但却牺牲了
职业岗位的“针对性”，这显然与高职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不相符的。　　因此，高职教育在设置专业
时，应将“适应性”与“针对性”相结合，提高预见性。高职教育的专业设置不能沿用普通高等教育
的专业目录，不能照搬普通非职业教育院校的专业设置模式，而要面向市场，针对社会需求和院校自
身的条件，确定自己的专业设置。在专业设置上充分利用地域优势，集中力量办好一批适应区域社会
经济发展需要、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专业，积累形成自己的专业优势和特色。从高职教育培养的目标和
规格出发，高职院校应当坚持培养面向生产、经营和技术开发一线的技能型人才。在专业设置过程中
，学校应重视研究、分析和预测市场变化对人才需求的影响，及时调整服务方向，优化专业结构，增
设社会急需的专业，使新旧专业相辅相成，合理搭配。　　⋯⋯

Page 5



《高职院校实验实训中心建设与管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