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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工作通知〔2022〕5 号     
 

 

人才培养目标是学校人才培养的总纲，是学校今后一段时期

人才培养着力达成的目标要求和质量标准，在学校人才培养工作

中起统领作用。根据学校的办学定位、办学特色和服务面向，按

照“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高素质”的人才培养思路，学校

人才培养总目标定位为“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健全人格，扎实

基础、宽阔视野，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高素质人才”。 

各专业应结合专业特点、建设水平和服务面向将专业培养目

标具体化，专业培养目标要与学校办学定位及人才培养总目标相

符合,要与国家、社会及学生的要求与期望相符合。为深化全校

上下对学校人才培养总目标的理解认识,做好各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的修订工作，将人才培养目标细化落实到教育教学各环节，现

对学校人才培养目标诠释如下： 

“社会责任感、健全人格，扎实基础、宽阔视野，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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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践能力”是“高素质人才”的细化和具体化。其中，“社会

责任感、健全人格”主要体现对学生的德育、体育、美育、劳育

的培养要求，强调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和学生人格的正常和

谐的发展；“扎实基础、宽阔视野”主要体现在对于学生智育和

知识拓展的培养要求，强调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知识广度

的拓展；“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主要体现在对于学生思维和解

决复杂问题能力的培养要求，强调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培养学

生的综合实践能力。这三个层次六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德智体美

劳”一体化的培养目标系统，体现了素质、知识、能力培养的有

机统一，是学校本科人才培养各项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是“高

素质人才”的基本要求。 

一、社会责任感与健全人格 

1.社会责任感。主要基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而提出，

要引导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理想信念，陶

冶道德情操，诚实守信，艰苦奋斗，敢于担当，自觉服务社会、

奉献社会，体现社会责任感。一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统

领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与教育，引导学生形成符合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要求的社会责任感，树立对人类、生态、社

会、国家、家庭、他人以及自己负责任的理念，形成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二是要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意识、公

民意识、法治思维，使学生形成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坚定为社

会服务的信念，并在社会实践中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三是要加

强学生的学校核心价值理念和校史、校情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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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情操和思想品质，增强学生爱校荣校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实

现责任意识、责任情感、责任品格和责任实践的辩证统一。 

2.健全人格。主要基于学生“综合素质”培养要求而提出，

要引导学生不仅锻造强健的体魄，还应当在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

等方面保持健全与良好状态。一是要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体

质健康锻炼以及审美能力培养，使他们正确认识和评价自己的行

为是否符合社会道德准则，是否具有较强的社会环境适应能力、

心理与行为协调管控的能力，从而保持健康身心与人格魅力；二

是要培养学生具有客观理性的自我认知能力，引导学生科学、合

理地做好学业和人生规划，促进学生全面、持续发展；三是要培

养锻炼学生能够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具有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

积极参与和谐竞争与开展团队合作。 

二、扎实基础与宽阔视野 

1.扎实基础。主要基于学生“综合知识结构及专业能力”培

养要求而提出，要引导学生培养专业兴趣，增强专业认知，掌握

科学学习和研究方法，把握本专业知识的特殊规律和内在联系，

打牢专业知识储备，同时聚焦专业素质和综合能力提升，积极开

展专业拓展教育，构建合理的知识结构，提升学生胜任相关专业

领域工作的能力。扎实基础包含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两方面的基

本要求。通识教育是对大学生进行关于人的生活的各个领域的基

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教育，奠定大学生深厚的人文底蕴和较宽的

学科基础，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专业教育要使学

生获得与未来职业发展相关的专门的、系统的科学理论知识和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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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练的工程实践应用能力，并合理拓宽专业口径，培养大学生厚

实的专业技能。 

2.宽阔视野。主要基于对人才“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

展培养要求而提出，要引导学生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不

仅学习本专业的知识，还能受到其他专业的熏陶；不仅要立足本

国实际，还要能吸收一切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一要培养学生跨

学科、跨领域开展学习的能力，使学生具有厚重人文精神与科学

意识、宽阔的知识结构，培养学生多视角、多角度思考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促进学生科学基础、实践能力、人文素质协调发展。

二要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以及参与国际交流的能力。 

三、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1.创新精神。主要基于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要求而提

出，要引导学生培养创新的意识和精神，善于提出新理念、新观

点和新方法，凝塑创新基因；要引导学生学会独立思考、养成批

判性思维，不墨守成规，敢破除壁垒；要将创新创业教育与学校

学科特色和历史文化相结合，与社会创新体系和产业需求相接轨，

为国家输送具有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造能力的优质人才。一

方面，教师要及时更新教学观念和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

将创新教育理念融入到专业教育全过程中，以鼓励学生大胆质疑

并勇于创新；同时学校要不断完善教学评价标准，加大学科竞赛

支持力度，为学生提供利于创新创造的学习环境，着力培养学生

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品质等。另一方面，要着重发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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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学习的主体意识和独立能力，培养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好奇心、

怀疑精神和创新欲望，积极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和发展需求，鼓

励创新人才脱颖而出。 

2.实践能力。主要基于学生“综合应用能力”培养要求而提

出，要引导学生培养把思想和理论转化为具体行动的能力，要不

断优化实践教学体系，为学生投身实践创造条件、搭建平台，引

导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学真知、悟真谛，经受锻炼，增长才干，实

现知识和行动的有机统一，真正做到学以致用、知行合一。一要

培养学生掌握学习方法和应用所学知识的能力，通过实践环节培

养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二要培养学生实际操作技能和动手能力，能在实践中提出解决问

题的方案并予以实施；三要培养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的创新能力，

能够应用创新思维提出创新方法并予以应用。 

各专业培养目标内容既包括知识目标，也包括育人目标、能

力达成和素质养成目标，表述应明确、具体、可测，有效对接相

应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专业认证（评估）的相关要求以及

学校人才培养总体目标定位，并能体现本专业的传统、优势和特

色。并积极改革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在课程

体系结构优化、课程模块设置、实践教学环节等人才培养的各方

面紧扣人才培养目标，确保课程体系设置以及人才培养的各环节

对人才培养目标和人才培养规格的达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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