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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hanged of the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demands,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s regarded as a 
manufacturing system of training talents by using agile manufacturing experience. According to this 

change of demand, there is a need to adopt the agility of the adjustment and optimization to the 
specialty construction. It necessary to construct the matrix organization of “school-branch”, build a 

high quality teacher team with “multi-service”, unify th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latform, and 
strengthen th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n the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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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应用型本科专业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变化相脱节问题，借鉴敏捷制造经验，将高等教育系统视为一个生产人

才的制造系统，将学科视为企业，课程相当于虚拟组织中的核心资源，根据需求变化，对专业采取敏捷性调整与优化方式。

需要构建“校-分院”的矩阵式组织结构；打造“多面手”的高素质教师团队；统一教研与科研平台；强化高校信息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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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应用型本科教育是适应和满足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的直接面向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等第一线的技术

实践需求的教育，重点培养学生岗位适应能力及创新实践能力[1]。要求学生所学专业与经济社会发展具

有高度融通性，社会需求是影响应用型本科院校专业调整与优化的根本性原因[2]。政府指令性的专业目

录调整造成突出问题是专业与产业的脱节、专业趋同、专业无特色等，直接的后果是毕业生结构性失业[3]。

目前，多数高校的专业设置或调整时，依据“需求变化--专业调整--课程”路径，本质上仍然属于专业规

定课程的方式[4]。带来的弊端是：第一，专业调整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变化节奏；第二，跨学科、

跨院系的复合型人才培养困难很大。本文将制造业的敏捷性概念引入到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中，构建基

于敏捷性的专业调整与优化理论框架、方式及保障条件。 

1 理顺学科与专业关系 

学科是以知识的发现、整合、传递和应用为使命，是一种知识的分类体系，是大学的本体性的代表。

专业是不同课程的组合，是对应于社会职业的分类，它一定会对应到社会某一个行业、职业，它是大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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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性的代表[5]。学科的发展以增进知识、不断地发现和创新新知识为目标，专业建设以培养为社会服

务的人才为目标。学科是大学的组织，专业不是组织，是高校培养人才的一种方式。课程由学科中产生，

专业是课程的组成，一个专业可由数十门课程组成，这些课程来自于一个或不同学科，课程是联系学科和

专业的桥梁。学科和专业相比，学科更具稳定性，实体性；专业对接社会需求应该更加灵活性、虚拟性。

从知识层面看，学科是集知识创造、知识存储为一体的知识库，通过知识创造，完成知识存量的增加与知

识更新的使命；课程是知识的载体，专业通过知识的输出与运用达到培养岗位要求人才的目标。 

2 构建敏捷化的专业调整与优化方式 

要想提高专业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融合度，第一，在一定环境条件下，保障知识创造--知识存储--

知识输出良性循环。没有学科支撑的专业必然会是陈旧的、肤浅的。第二，就业需求快速变化情况下，专

业必须具备一定灵活性。因此，在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变化约束下，专业调整与优化必须具有敏捷性[6]。 

2.1 敏捷性专业调整与优化理论框架 

 

 

图 1 敏捷性的专业调整与优化研究框架 

 

敏捷制造的实质是企业响应市场变化而快速组织资源的一种组织模式。以信息为基础，通过契约连接，

将各个企业核心资源整合到一个虚拟企业中，运用动态联盟方式，快速生产出满足消费者需要的产品，敏

捷性能使企业以更快的速度、更好的质量、更低的成本和更优质的服务来赢得市场竞争。高校教育系统与

生产制造系统非常类似，高校教育体系中，输入知识，输出的是人才，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愈发呈现多样性、

变化性特征，因此敏捷性专业调整与优化是适应人才需求的有效途径。 

如图 1 所示，借用敏捷制造理念，将高等教育系统视为一个生产人才的制造系统，学科相当于参与提

供核心资源的企业，专业类似于由课程构建的虚拟组织。高校由众多学科构成，也就相当于具有差异优势

的企业集团。专业调整要根据经济社会需求变化，到学科中整合课程或者课程群。这种构建专业方式是一

种动态联盟，具有动态性、优势互补性及开放性特征。 

2.2 需求导向下敏捷性的专业调整与优化方式选择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变化情况，对专业进行调整与优化。如表 1 所示，当市场对某类人才需求规模

不够大，但需求量及岗位对知识、技能要求比较稳定时，运用学科资源创造知识满足市场需求，从时间和

成本具有可行性，可以采取上文所述的组合课程或敏捷性创造知识的方式进行专业调整或优化；当市场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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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量不大，而且预测未来需求量波动较大时，创造知识需要一定周期，难以跟上需求变化速度，这时可以

通过技能培养包方式对专业进行优化。所谓技能培养包就是在现有知识、课程存量来不及变化情况下，柔

性组合课程响应需求变化的课程包。比如旅游管理岗位需要懂计算机应用、会茶艺、插花的酒店管理知识

和技能的学生，这时可以将计算机应用、茶文化、茶艺表演、插花技能等课程打包到一起，有针对性地进

行授课，补充原有课程设置的不足。对于非跨学科调整的专业，除了可以采用柔性技能培养包外，也可以

对授课内容进行调整，强化学生某项技能。另外，应对短期波动，需要学科建设上加强预测，把握变化动

态；将最新研究成果融入到原有课程中。 

当市场对某类人才需求量很大且稳定，进行敏捷性专业调整与优化时间、资源等条件相对容易获取，

因此无论是跨学科还是学科内都可以采用敏捷方式进行知识创造及形成新课程。当市场对某类人才需求量

很大，但是这类岗位会随着市场波动，具有不稳定性，属于短期需求量大的岗位，这时候需要做好学科发

展方向及职业发展需求预测，打好提前量做好知识创新及储备工作。短期应对方式应采取技能培养包及课

程组合方式。 

表 1 需求变化与专业调整方式 

调整方式 

岗位需求 
学科建设及专业调整、优化 

有一定需求量，稳定 组合课程；敏捷性创造知识。 

有一定需求量，变化 
柔性技能培养包； 

加强预测，把握变化动态；将最新研究成果融入到原有课程中。 

需求量大，稳定 敏捷性创造知识，形成新课程。 

需求量大，变化 
长期：加强预测；做好知识创造及储备 

短期：柔性技能培养包、课程组合。 

 

3 专业调整与优化的保障条件 

3.1 构建“校——分院”的矩阵式组织结构 

为了保证知识创造、课程建设、专业调整与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高校内部组织结构要进行

调整。减少管理层，缩短信息上下、内外传递路径，消除横向信息传递隔阂，加大横向部门的合作。成立

专门的专业管理委员会，构建“校--分院”的二级矩阵制组织结构。专业管理委员会是常设校级组织，除

了固定委员外，其他人员是根据学科、专业发展需要，从校学科办、招生就业处、师资处、财务处、教务

处、科研处等各个职能部门及分院临时组成，保障组织运行灵活性。管理重心在于知识创造及学科建设，

专业构建相对学科，要去实体化，运行更灵活。 

3.2 打造“多面手”高素质教师团队 

实施敏捷调整专业过程中应该最大限度地调动、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使其从一般教书匠向敏捷型

教师的转变，使教师变成创造知识、传授知识、使用知识为一体的“多面手”。加强教师培训体系的改造

和完善，终生学习理念必须贯彻到基层学术组织中；构建知识的“创造-传授-使用”全过程教师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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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教师向“多面手”方向发展；发挥高职称、高学历教师传帮带作用，打造优秀教师团队；做好优秀人

才引进工作，及时补充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师资力量。 

3.3 统一教研与科研平台 

在应用型本科高校，培养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人才目标指引下，教研与科研不应该是割裂的[7]。要完

成敏捷化调整与优化专业的任务，教研与科研的目标必须一致，保证知识创造与专业构建协调发展跟上岗

位需要，应用型本科高校打造打造教科研统一平台，在学科建设导向下，将所有学术资源引导到一个平台

上，使学科成果真正为专业建设服务、为本科教学服务[8]。 

3.4 强化高校信息化管理 

加强信息技术在高校的使用，最重要的是建立起信息管理体系，高度重视校企合作，拓展信息获取渠

道，研究制订高校信息化的整体规划和技术方案[9]。建立畅通的高校信息网不同学科间实现信息交换和

共享，同时逐步将不同分院和学科有关资源情况、实验设备能力等信息上网，在“竞合/协同”的前提下

跨学科、跨学校选择合作伙伴，利用信息技术持续不断地为用人单位提供具备不同知识和技能的学生信息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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