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师范大学文件
校教字〔2020〕80号

关于印发《安徽师范大学构建“三位一体”
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安徽师范大学构建“三位一体”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

意见》业经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

彻落实。

特此通知。

安徽师范大学

2020年 12月 31日



安徽师范大学构建“三位一体”人才培养
模式的实施意见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大学生的“六

点要求”等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和

新时代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

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和安徽省

《高水平本科教育建设行动计划》等文件精神，总结学校九

十余年办学积淀与办学特色，着力构建我校“知识探究、能

力提升、人格养成”的三位一体人才培养模式，促进学生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特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认真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坚持立

德树人，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以学

生为中心，坚持“国民表率、社会英才”的人才培养目标，

以“知识探究、能力提升、人格养成”的三位一体人才培养

模式统领人才培养全过程，创新体制机制，注重教育实效

实现知行合一，大力造就具有“人文情怀、科学精神、国际

视野”的高素质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二、总体目标

着力完善“三全育人”工作格局，不断优化“四个课



堂”联动的育人机制，使人才培养工作更加系统化、规范化、

科学化，构建具有安徽师大特色的“知识探究、能力提升、

人格养成”的三位一体人才培养模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

三、建设内容

（一）知识探究层面

着力推动学生形成系统的政治理论知识、宽厚的基础知

识、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广博的综合知识的知识结构。努力实

现从知识学习和知识传授向知识探究转变，从传统单一的

信息复制和挖掘模式向学生自主建立知识结构模式转化，

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意识，激发学生主动参与教学过程的

热情，培养创新思维和信息素养。完善引导学生主动发现知

识、积极探求知识、自主创造知识的环境和制度体系。

（二）能力提升层面

着力提升学生简洁清晰的沟通表达能力、学以致用的解

决实际问题能力、积极有为的社会担当能力和敢为人先的创

新创业能力。努力实现从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掌握向创新

能力的提升转变，从社会适应能力的训练向数字化生存能

力、团队领导能力的形成迁移，大力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系统性思维、互联网思维，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创造性应对多元化、复杂化的社会环境。建

设完善学生适应社会、服务社会、贡献社会的能力培养教学

方式和目标体系。



（三）人格养成层面

着力健全学生涵养以价值追求为灵魂、以立德修身为基

石、以社会担当为使命、以规则意识为底蕴的新君子人格。在

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孕育的君子人格基础上，涵养学生作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新君子人格。通

过建设君子课程、选树君子榜样、塑造君子文化的三维推进，

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社会实践、网络阵地四个课堂联动育人，

共同促进青年学生新君子人格养成。

四、实施举措

（一）实施知识探究培育工程

1.完善人才培养方案。按照“通识教育+学科专业教育+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个性化 教 育 ” 的整体 设 计 ， 构 建

“2+2”“1.5+2.5”“1+3”等符合各专业培养规律的知识

探究体系，低年级加强通识课程和基础课程教育，高年级

强化跨学科教育、前沿教育。积极试点小学期制，邀请优秀

校友、合作院校优秀教师和行业专家开设专题课程。深入实

施导师制，聘请知名专家、优秀校友组成校外导师团，构成

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双导师队伍，在课程学习、科学研究、

生涯规划等方面给予学生全方位指导。

2.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大力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版，继续开展卓越法治人才、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和卓越

工程人才等培养模式改革。以特色优势学科为基础，在物理

学、化学、生物科学、地理科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等学科



领域，分步推进青年英才培养培育基地建设，引导优秀学

生投身基础学科研究。深入实施科教结合协同育人计划，搭

建高校与科研院所深度合作的战略平台。将学生进入实验室

等参与科技创新实践制度化。

3.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按照“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

的“金课”标准打造一批具有师大特色的基础、核心和通识

等课程，建设成“五大金课”群。强化“互联网+教育”的

思维，加强线上课程建设，着力打造一批高水平慕课。推进

科研反哺教学，实现理论体系向教材体系转化、教材体系向

教学体系的转化、教学体系向学生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转

化，增强课程的前沿性和时代性。深入推进课堂革命，改革

课堂教学，增加课程的难度和深度，提升课程的吸引力，

打造“有灵魂的课堂”。大力推广小班教学和大班教学小组

讨论模式，积极实施混合式教学、翻转课堂、探究式课堂等

教学方式。开展研究性教学，鼓励学生参与科研项目训练，

促进学生自主深度学习、建构知识体系、形成多维能力。

（二）实施能力提升培育工程

1.加强课程引导。优化学校课程设置，将劳动教育纳入

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形成具有综合性、实践性、开放性、针对

性的劳动教育课程体系。深入挖掘专业课程中创新性元素，

高度重视新理念、新知识、新技术、新流程、新方法的实践应

用，强化大学生的知识学习和技能运用。全面推行“第二课

堂成绩单”制度，强化“第二课堂”课程化、全员化、信息



化、品牌化、社会化建设，推进一二课堂深度融合，着力打

造具有师大特色的第二课堂“金课”，提升大学生综合素

质和能力。以校院两级团学组织为主体，依托志愿服务项目，

引导学生参与志愿劳动，强化社会担当能力。

2.强化实践培养。树立“大实践”教育观，以学生为主

体，以教育性、实践性、创造性活动为主要形式，整合校内

外资源和渠道，构建专业见习、实习、研习一体化实践教学

体系。加强实验教学工作，规范实验教学运行，增加综合性、

设计性实验的比例，提升学生实验学习的自主性、设计性和

创新性。大力推进优秀毕业论文（设计、创作）培育计划的

实施，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提高学生创新和实践能力，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加强学生社会实践顶层设计，强化社会实践

与专业学习、服务社会、择业就业、创新创业的结合，引导学

生走出校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广泛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打造社会实践综合育人品牌，提升学生实践能力。

3.激发创新意识。继续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构建完

善“顶层设计、教学改革、队伍建设、平台搭建、过程指导”

的“五维一体”创新创业教育生态。推进产教融合实施方案，

搭建多样创新创业实践孵化平台，鼓励学生投身人工智能、

电子商务、智慧物流、文化创意、数字金融等领域进行创新创

业，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优化学科和技能竞

赛机制，把教师参与指导学生竞赛作为一项基本制度，计

入工作量，作为职称评审、评奖评优的重要依据。注重对



“互联网+”“挑战杯”“东芝杯”“外研社杯”等重量级

学科竞赛的支持和指导，加大资金投入，扩大参与广度，

提高获奖层次。办好大学生专利发明、科研论文、动漫设计、

科技制作等比赛，力争每个专业有一项与专业相关的特色

赛事，全面提升学生创新意识和能力。

（三）实施人格养成培育工程

1.坚守价值追求。将新君子人格养成的内容有机融入思

想政治理论课、通识教育选修课程和专业课程教学内容。强

化学生基础文明建设，将新君子人格的内涵细化为学生学

习生活的标准和指南。打造有吸引力的网络教育阵地，大力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作开发具有学校特色的君子主

题网络作品，建设高品位、有特色的君子网络文化。

2.注重立德修身。在学校美育中融入新君子人格养成内

容，举办高雅艺术进校园、新年音乐会、美术展等高水平艺

术活动。大力开展经典阅读活动，举办主题征文、演讲比赛、

经典诗文朗诵比赛等，营造浓郁的校园君子文化。依托“敬

文讲坛”“优秀校友论坛”“名师谈大学”等，邀请著名

学者和优秀校友开展中华传统文化讲座、论坛、报告会等，

传播新阶段君子文化。

3.强化社会担当。深入开展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

实践活动，持续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深化“五四爱

心学校”“阳光体育爱心夏令营”等活动品牌的内涵建设

做好美丽校园、无偿献血等日常志愿服务活动，推进志愿服



务活动常态化、品牌化建设。实施“青春导航”典型引路育

人项目，选拔优秀大学生应征入伍，广泛动员青年学生参

与“西部计划”“三支一扶”、选调生等基层就业项目的选

拔招募，鼓励广大青年学生在基层一线的火热实践中发光

发热。

4.厚植规则意识。强化大学生诚信观念，探索构建集教

育、预防、监督于一体的学生诚信教育体系。加强大学生法治

纪律教育，通过举办知识竞赛、征文比赛、演讲比赛、读书活

动等多种方式，推动大学生法治意识的形成。开展大学生校

纪校规教育、党员大学生党纪党规教育、大学生廉洁教育，

引导大学生树立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信念，形成廉洁自律、

爱岗敬业的职业观念。

五、有关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协作

各相关部门、各学院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与部门协同。

根据本指导意见的要求，成立各学院“三位一体”人才培

养模式建设领导机构，具体负责落实各项活动，各相关部

门按职责分工协同落实方案任务。

（二）加大宣传，广泛动员

各相关部门、各学院要在学生中积极宣传动员，使学生

能够广泛参与到人才培养模式建设工作中来，通过活动的

开展不断提升人才培养模式的建设成效。

（三）精心组织，注重实效



各相关部门、各学院要结合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

细则，把人才培养模式建设工作做实做好，切忌走过场，

搞形式，要加大对人才培养模式建设经费的投入，确保各

项工作能够顺利向前推进。

安徽师范大学办公室                 2020年12月 31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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