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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实行 2015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特色多

为主动适应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需求，以及

现代教育技术对高教改革的促进与推动,学校利用

1 年时间进行校内外的充分调研和论证，制定了新

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简称 2015 版培养方案）并

将在 2015级本科生实施。 

2015版培养方案具有以下特点： 

1.进一步推行“分类分层培养”，打通专业壁

垒，整合资源优势，注重素质教育，强化学生学科

基础能力，培养专业领域更广、适应社会能力更强

的专业人才。今年，在原有林学类、生物科学类、

设计学类按类招生、培养的基础上，增设林业工程

类、计算机类两类，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教学计划也

已按照大类培养模式整体调整。此外，部分专业在

“分类培养”的基础上，开设了“创新实验班”，

选拔部分学生进入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平台，实行

“分层培养”。 

2.充分考虑学生个人兴趣，打通专业选修课壁

垒，实现跨专业跨年级选课。在压缩“套餐”基础

上增加“自助餐”比例，引导学生广泛学习，增加

知识广度，体现个性化培养。注重学科交叉与融合，

实施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培养模式。 

3.选修课种类多元化、模块设置科学化。目前，

选修课从课程体系上可以分为专业选修课、公共选

修课（包括学院路共同体选修课），从授课形式上

可以分为面授课和视频课。2015 版培养方案中，

有 94%的专业对专业选修课进行模块划分，其中，

41%的专业按照专业知识层次进行模块划分，形成

层次清晰、逐层拓展的课程体系；53%的专业按照

课程类型群进行模块划分，引导学生按照个人兴趣

及发展方向进行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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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进一步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必修实践环

节比重。2015版培养方案中，74%的专业必修实践

环节学分和所占比例均有提高，其中，部分专业的

必修实践环节学分提高了 5 学分以上。整合课程实

习，推行实验课、实习课独立设课，单独考核。2015

版培养方案中，超过 16 学时（含）的实验课、超

过 0.5周（含）的实习课中单独设课的课程达 96%。 

5.加强优质教学资源的利用，增加网络视频课

程。2015 版培养方案在课内总学时相对稳定的基

础上，适当增加课外学时，加大课程资源信息化建

设力度，加强优质教学资源平台建设和利用，增加

网络平台选修课程，认定学分，为学生自主选择课

程及专业发展方向提供多元化的选择途径和发展

空间。 

6.在“卓越农林人才培养计划”相关专业中实

施拔尖创新型和复合应用型培养模式。实施拔尖创

新型培养模式的专业在课程体系设置上着重加强

与研究生教育的有机衔接，探索“本研贯通”培养

机制，组织高水平师资开设本科生研讨课或学术讲

堂，强化科研与创新；实施复合应用型培养模式的

专业在课程体系设置上重点加强与社会、行业、企

事业实际需求的有机衔接，强化学生在基层建功立

业的精神培育和就业创业能力培养。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是高等学校本科教学

工作的重要指导和依据，也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

重要基础和保证，学校每 4 年修订一次。2015 版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汲取了全校教师多年来探

索与实践的成功经验，将更好地服务于新形势下学

校育人目标。                   

     （教研科） 

新学期教学工作规范有序开展

9月 14日，是新学期开课的第一天。校长宋

维明、副校长骆有庆在第一节课前，走进教学楼

全面查看新学期教学运行情况，并看望师生。各

学院负责人、教务处工作人员等一同前往。 

通过全方位了解，新学期各教学环节运转正

常。授课教师提前到岗、准备充分、按时上课；

学生精神焕发、准时到堂、出勤率高；教学设备

运转正常，教学秩序规范有序。 

据悉，为保证新学期各项工作正常规范有序

开展，学校各部门均早准备、早安排。开学前对

一教、二教环境进行了改造。各教学单位也高度

重视，认真负责，在开学前均按照教学计划安排

教学，及时落实教学任务。新学期电子注册工作

准备充分、运行到位，大部分学生按期到校并办

理了注册手续。 

新学期我校正式启用新教务系统，新系统在

功能上有很大的提升。支持跨平台、跨浏览器登

录，支持 Windows、Linux、Unix等操作系统，支

持 Internet、360 浏览器等主流浏览器。全校师

生可以通过电脑、平板、手机等终端实时查看课

表动态及调课情况。 

通过各个部门开学前的悉心准备，本学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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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本科教学秩序井然，为本学期的本科教学工 作打开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教务处） 

新版本科教务系统提升管理与服务能力

经过一年建设与研发，新版本科教务系统基本

功能已开发就绪，本学期全面上线。新版教务系统

的应用，即立足当前教学管理的需要，更着眼未来

深化人才培养改革所需，将全面提升我校本科教学

管理与服务能力。新系统创新性的添加了家长督学

系统，家长可以通过本系统在网上查看学习情况。 

新系统与原系统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优点一：系统支持跨平台、跨浏览器使用。新

版教务系统兼容性好，支持 Windows、Linux、Unix

等操作系统，支持 IE、360 浏览器等主流浏览器。 

优点二：系统拓展性好，兼容性强。新系统的

建设更多地考虑了未来新的教学管理需要，支持学

年制、学年学分制、完全学分制不同管理机制，支

持院、校二级教学管理等。系统提供标准接口，易

与其他网络教学平台，数字校园平台等系统对接。 

优点三：系统支持个性化人才培养。新系统可

以实现人才培养方案个性化定制，全面契合大类招

生、实验班等个性化人才的培养；学生可以灵活选

课，支持实验班、大类培养等按需选课，支持执行

2015版人才培养方案学生的跨专业、跨年级选课。 

优点四：系统页面友好时尚。页面采用了基于

Windows8风格的框架式页面设计，功能模块清晰。

整体色彩以蓝色为主调，白底、蓝标题栏、橙色按

钮或 ICON 做点缀，显得大方得体、简洁实用。同

时，页面风格还支持多种颜色用户自定义。 

优点五：系统更加安全稳定。系统设计时考虑

整体的安全性，从数据访问、用户认证、数据加密、

系统防火墙等多个方面对体系进行安全性设计。 

优点六：系统功能更加齐全。相比原系统，新

系统支持全自动排课、手工排课两种模式，将教师

课表纳入系统，支持教师、学生课表系统实时查询，

支持教师网上调、停课及借用教室申请，支持各类

考试的网上报名及考场编排对于学生来说，新系统

选课在一个系统就能全部完成，避免了以往一年级

体育选课在一个系统，非体育课选课在另一个系

统，学生需要来回切换之苦。       （教务处）

教学中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传之以德

2014年教师节，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师范大学与

师生座谈时曾经指出：“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

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

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

望”。 

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我于 2010年 11月参加工作，

自 2014 年 10 月 10 日至 2015 年 5 月 27 日，我有幸

经历了木工系、学院、学校以及北京市共计四个级别

的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在日常的教学工作和这

历时八个月的比赛中，逐渐形成了自己对所谓“好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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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理解，也慢慢懂得了教学是一门艺术，是一项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传之以德”的灵魂工程。 

“晓之以理”是最基本的专业知识的传承。对于

工科类课程，其授课内容往往具有实际的应用性和严

密的逻辑性。如何在“晓之以理”的过程中提高教学

质量呢？我的感受是需要通过环环相扣的教学设计

来实现。由学生熟知的生活实例提出问题，在此基础

上导入知识要点，然后与学生共同分析讨论并形成答

案，最终获得问题的解决，这种“提出问题—启发思

考—引入要点—分析讨论—得出结论—解决问题”的

教学模式，遵循了学生的思维方式，同时也是在方法

论层面对知识的解读，在无形中培养了学生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这一点，是我在一次次地修改参赛教案

中学到的。 

“动之以情”是最朴实的专业魅力的传递。有人

说，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是一场表演。这一观点

我并不完全赞同。如果说教案的撰写是对“晓之以理”

的教学设计，那么教学演示则是依托这种设计的对专

业情愫的表达。在“晓之以理”的基础上做到“动之

以情”，必须是真情流露，这是表演所驾驭不了的效

果。因为只有是你真正热爱的，才能引起学生的共鸣；

只有感动了自己，才能打动学生；也只有这样的感染

力，才能自然而然地激发学生的专业兴趣、水到渠成

地培养学生的专业归属感。这一点，是我在一次次的

教学过程中从学生的思想转变中感悟到的。 

“传之以德”是最真诚的人性品格的塑造。对于

每次试讲的专家辅导，从专业知识的科学性到语言措

辞的准确性，从多媒体幻灯片的设计到板书文字笔顺

的纠正，从手势教态的把握到语调、语速的控制等无

数个细节的推敲，不但有效地提高了我的教学水平和

教学技巧，更使我明白了教学的责任和其中应有的态

度。正如清华大学分管教学工作的副校长杨斌教授所

言：“How we teach is also what we teach”，道

出了“师如何教亦师所教”中的意义。因此，在对学

生“晓之以理”的过程中，不但要传授专业知识，更

要通过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培养他们的责

任感与认真的品性。即将“晓之以理”上升为“传之

以德”，将教书上升为育人。这一点，是我在一次次

地进行比赛演练时专家教给我的。 

所谓“好老师”，当做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传之以德”之后，还要做好守望与见证。学校理学院

的刘松老师在一个“如何进行课堂管理”的交流报告

中曾经说过：“老师与学生就是一种守望的关系”。

这个观点我特别赞同。老师通过做好自己无形地影响

学生，然后静静守候、期待、并见证学生的成长。因

此，要放手、要相信学生可以做的比你更出色。 

我想，那些面对着空旷的教室反复练习的日子我

会铭记；我想，那些专家放下自己繁重的工作、甚至

是牺牲自己休息时间对我进行悉心指导的日子我会

铭记；我想，那些比赛时站在讲台上的日子我会铭记，

这些刻骨铭心的记忆将是我在今后的工作中不忘初

心的动力，也将是我活出精彩的源泉。 

最后，致天下的灵魂工程师！ 

（材料学院 马尔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