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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山西传媒学院教学督导委员会关于人才培养方案

督导检查工作意见总结

一、“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体现不充分。教学是双主体结构

的相互影响与互动过程，教育更是环境熏陶与文化影响的复合叠加

过程。这个重要过程除了常规专业课程的开设与组合排序之外，还

需哪些必备要素来参与、渗透和支撑，对于这些要素，现行人才培

养方案中没有必要的、足够的提示。现有方案更多地是体现出“教”

的一方面，而“以学生为本”的中心思想及“学会学习”的核心理

念并未充分体现，缺乏能够有力支撑新的教育教学理念的合理化措

施与路径的有效展示。在培养的路径及其过程不够明晰的情况下，

罗列课程不能充分解释现行的教育教学与以往的教育教学有哪些重

要区别和关键性变化。

诸如：三全育人的一系列重要举措；传媒类院校办学优势在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建构中的有力体现；“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与技术手段的采纳；积极构建第二课堂及师

生共建的校园专业社团、学群组织的多元化与成熟度在人才培养过

程中的助推作用和有效利用；翻转课堂、教材使用及其改进方案的

接受层次；各专业所拥有的各类实训、实验室数量及其教学仪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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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质量；各专业实习基地的建设与行业指导教师作用发挥的程度；

各专业所拥有的相关图书资料、数据库与资源库、音像资料、教学

软件等能为专业教学、学生自主学习服务的教学资源丰富程度；拓

展专业格局，注重提质创新，在专业建设、课程改革、教材选编、

技术运用等方面确保教学质量的举措体现；课程思政渗透融合等深

刻内涵的提示等，均未见有实质性的描述。而上述各项，正是专业

人才培养改革的重要保障及其必由路径。对这些体现新时代教育精

神的重要内涵，应本着多提无益而不提则失位、失范的培养方案撰

制原则予以及时填补；即增加“专业人才的综合培养路径”、“实习、

实训及自主学习的基本保障”等条目，回答用什么样的资源、方法、

手段、路径、环境和设施设备更加有效地进行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基

本命题。

二、各人才培养方案中培养目标要更加具体明确。要进一步细

化，层次清晰，尽量与后续课程做到梳理对位。正文第二行最后一

句，应改为“系统掌握本专业的基本理论知识和过硬技能”，这样较

为全面。不是基础而是基本；不单有知识，还要有基本理论作指导；

只有在基本理论指导下，专业知识才能顺利转化为能力与技巧（指

技术运用），达成传媒人才培养的目标。

三、所有方案中的“培养目标”与“培养要求”切忌重复表述。

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有些过于简单，应凸显本专业教育教学指导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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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确立和教学思路的明晰。建议：其一，不加限定的“核心课程”

概念不准确，应加限定词“专业”，即采用“专业核心课程”这样的

表述；其二，人才培养方案中所列专业核心课程应当有明确的遴选

标准；其三，所列专业核心课程，有必要增加简要精准的介绍，并

与后面可以作为附件列进去的教学大纲内容保持一致。

四、人才培养方案是各专业最重要的教学文件，须在概念界定、

意涵及使用与文字描述等方面作认真细致地推敲与修订，切实做到

文从字顺，逻辑严谨，修饰有度，行文规范，符合教学文件的文体

写作要求。当前人才培养方案的概念表述有不科学、不严谨处、前

后不搭或前后重复处；有的同一内容多种表述而且程度要求不同。

应做精心修改，借以体现严谨师风、科学修养与较高的文字表达水

准。比如，“广博”的社科基本理论知识，不如“扎实”的基本理论

知识更切合我校实际。“广博深厚”的理论知识是研究型本科教育的

特征；“扎实适用”的理论知识才是应用型本科教育的特征。不用过

于泛指的概念，比如“具有较高水平的实际工作能力”，大而无当，

应将其具化为特定的专业与业务工作能力，如具体的编辑电子期刊

或编导影视作品的能力，等等。

五、一些人才培养方案的培养目标要求与开设课程之间未能形

成逻辑闭环和有效支撑。比如，提出“能够从事……管理等工作”，

却未开设任何一门管理类的课程。又如，“具有”“艺术美等人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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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修养”，却未开设任何一门美学课或艺术概论课。

六、公共基础课，应当体现出具备传媒特色的课程板块结构。

1.应开设专业英语或专业外语选修课。可引导与督促年轻教师

分别主动学习特定的一两门核心专业课，然后开设所学习专业的专

业外语课并形成课改成果；这样做也有利于提高学生对外语课学习

的兴趣。

2.思修与法律基础课可以增加一些更有针对性、更具传媒特点

的专业法律法规模块内容。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法》（2021

年版）；《广播电视管理条例》（2020 年修订版）；《中国新闻工作者职

业道德准则》（2019 年修订版）等。

3.公共体育课，可准备一些传媒人职业形体训练的基本内容，

以利于增强学生综合素质。

公共基础必修课程呈现出来的特点，可以更充分地支撑我校特

色办学的优势。

七、我校所有本科专业都应当开设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学类课程

（可以开设分专业的美学课）。传媒院校应自觉承担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历史使命，求真崇美，具有正确的价值导向和基本的审美

品位。

在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应坚持德育为先、立德

树人，进一步加强课程思政建设和改革，推动各门课程与思政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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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向同行。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是人才培养的“专”而“精”，各

专业要加强学生基本功的训练，进一步强化实践能力的培养，提高

动手能力，让学生找到更加明确的职业发展方向。要瞄准各专业发

展与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点，“立足山西、面向全国，聚焦行业，

服务社会”。在有些专业可根据学生个性需求和专业特色，开设通识

选修课、专业选修课和跨专业选修课，加强学生个性化培养，体现

因材施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