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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文章介绍了西北师范大学采用战略谋划、系统思维、工程设计、项目管理的创新思
想�有计划分步骤稳步推进本科教学改革�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成功实践�对高等学校深化
教学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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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改革�体制改革是关键�教学改革是核心�教育思想观念改革是先导。西北师范大
学近16年来�在全国高校中率先把教学改革当作系统工程来抓�有计划分步骤稳步推进本科教
学改革�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本科毕业生以专业思想牢固、综合素质高、基础知识宽厚、基
础理论和专业基本功扎实、适应能力强受到社会广泛好评�尤其在全省基础教育界享有较高声
誉。在教育部2003年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中获得优秀�在2008年的教育部高校英语专业本科
教学工作评估中也获得优秀。
　　一、战略谋划�工程设计：教学改革设计的观念创新

西北师范大学依据不同时期基础教育改革及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立足高等教育改革
与发展的前沿�自1993年以来�分步实施完成一、二、三期教改工程�分别是 “五年教改工程
（1993—1997年 ）”、 “本科教改二期工程 （1998—2000年 ）”、 “教改三期工程 （2001—2005
年 ）”。目前正在实施 “本科教改四期工程 （2006—2010年 ）”。西北师范大学系列教改工程�不
论是分期工程的制定实施�还是四期工程的连续实践�均体现了战略谋划、系统思维、工程设
计、项目管理的思想。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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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西北师范大学系列教改工程

战略谋划 系统思维 工程设计 项目管理

总目标 背景 系列 名称 时间 核心内容 项目数 目标 （适应＋转变 ）

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

经济体制转

轨出现教学

质量下滑

一期

教学内容与

课程体系改

革

二期

加强素质教

育和鼓励个

性发展

三期

基础教育新

课程改革和

经济社会快

速发展

四期

与其他高

校进行单

项教学改

革 相 比�
西北师范

大学以工

程项目进

行系统教

学改革

五年教

改工程

1993—
1997年

学科专业建

设和教学管

理制度建设

11

主动适应体制转轨时期经

济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质

量的要求�实现人才培养
模式 由 “单 一 型 ” 向
“复合型 ” 转变

本科教

改二期

工程

1998—
2000年

课程体系和

教学内容改

革

7
主动适应基础教育改革的

需求�实现人才培养由
“专业对口 ” 向 “专业适
应 ” 转变

教改三

期工程

2001—
2005年

实施学分制

和培养创新

能力

7

主动适应素质教育和个性

发展的要求�实现人才培
养由 “单一知识型 ” 向
“知识、能力、素质 ” 协
调发展的转变

本科教

改四期

工程

2006—
2010年

教师教育体

制创新和专

业内涵建设

7

主动适应基础教育新课程

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

求�实现人才培养模式由
传统的师范型向专业教育

和教师教育相分离培养的

转变

　　二、整体推进�跨越发展：教学改革推进的实践成效
学校不断深化教学改革取得了实效�尤其是系列教改工程的实施使学校实现规模办学、质量

立校�学校的教学管理水平、教师的教学水平、学生的培养质量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为基础教育
和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不断增强�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

（一 ） 为社会培养了高质量的各类专门人才
培养的学生广泛分布在省内外的地州市教育部门、高等院校、省直部门、中央在甘单位、部

队、地州市党政部门等领域�每年有50％以上的毕业生充实到省内外基础教育第一线工作。毕
业生以 “素质高、能力强、后劲足、吃苦耐劳、爱岗敬业 ” 的良好形象�受到用人单位的高度
评价。

（二 ） 教师教育改革初见成效
2006年制订 《西北师范大学教师教育改革行动计划》。通过整合教师教育资源�建立教师教

育机构�推进专业教育与教师教育分离培养；制订教师教育培养方案�开发教师教育课程�改革
教育实习模式�初步构建了符合现代教师教育发展趋势、适应基础教育改革需要的新型教师教育
体系�实现专业教育高水平、教师培养高质量的 “双高 ” 目标。

（三 ） 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明显提高
学校从1994年开始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共获得国家级一等奖3个、二等奖11

个、甘肃赛区特等奖19个、一等奖30个、二等奖44个。参加从1999年开始两年一次的全国大
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共获得国家二等奖2项、省区特等奖4项、省区一等奖3项、省区二等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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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省区三等奖2项。参加 “ＣＣＴＶ杯 ” 全国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获得甘肃赛区复赛特等奖7
人、一等奖8人、二等奖3人�其中4人代表甘肃省参加全国决赛�3人获得全国决赛优胜奖�
并有2人代表学校赴马来西亚参加 “亚洲大专英语辩论赛 ”�1人获得 “最受观众欢迎奖 ”；自
参加2002年开始的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以来�共获奖97人次�其中特等奖2人次、一等奖11
人次、二等奖28人次、三等奖56人次。参加2007年开始的甘肃省计算机应用能力大赛�获得1
项国家二等奖、7项省级特等奖、6项省级一等奖、8项省级二等奖�其中2007年我校学生作为
甘肃省选拔的唯一代表�前往北京参加了 “正保教育杯 ” 第三届全国ＩＴＡＴ教育工程就业技能大
赛决赛�荣获二等奖�我校荣获优秀组织奖�2008年有2项即将赴北京参加全国决赛。2008年
首次参加英语辩论大赛�获得国家二等奖1项。

（四 ） 获得了一批高水平的教学和科研成果
始设于1989年的国家教学成果奖�共有获奖项目5项�其中国家级一等奖1项、二等奖4

项；与国家同时开始且每两年一届的甘肃省教学成果奖�共获得奖项129项�其中省级一等奖
28项、省级二等奖55项、省级三等奖 （教育厅级奖 ） 46项。ＳＣＩＥ收录论文在师范院校排名连
续三年保持前10名�哲学社会科学获奖数量和级别稳居全省高校第一�自主研发的 “综合教务
管理系统 ”�应用效果良好�已被省内外部分高校采用。

（五 ） “质量工程 ” 取得标志性成果
起始于2003年的教育部教学改革工程和2006年的质量工程�有5个专业被教育部批准为高

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1个团队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团队；40门课程被评为 “甘肃省精品课
程 ”�其中2门 “国家级精品课程 ”；1人获得国家级教学名师奖�7人获得甘肃省教学名师奖。

（六 ） 教学管理水平得以提升
学校教务处先后获得多项教学管理先进奖�如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奖励工作

先进单位 ”、 “全国教材管理工作先进集体 ”、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务处 ”、 “全国高等学校
招生工作先进集体 ”� “甘肃省高等学校先进教务处 ”、 “全省学历证书电子注册管理工作先进集
体 ”、 “甘肃省高等学校招生网上录取先进单位 ”、 “恢复高考30年全省高校招生先进集体 ”、 “全
省语言文字工作先进集体 ”�连续7年共10次获得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甘肃赛区组织工
作优秀奖 ” 等。

（七 ） 促进了学校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快速发展
招生规模从改革开放初期不足1000人发展到近几年的4000人左右�在校本科生规模达到近

16000人�普通本科招生省份从甘肃1个省扩大到全国27个省市�少数民族学生招生从西北5省
区扩展到西部11省区。本科专业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15个增加到59个�其中师范专业增加5
个�师范兼非师范专业增加5个�非师范专业增加34个。学校有11个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
2个博士后流动站�1个国家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1个省级重点实验室�13个省级重
点学科�5个省级以上人才培养基地�63个硕士学位授权学科。176名教授�329名副教授。办
学条件得到极大改善�现有500元以上仪器设备总值1∙88亿元�其中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1∙27亿元。

系列教学改革工程确保了教学质量�超常规战略推动了学校跨越式发展�学校将以教育部和
甘肃省共同建设为契机�以 “巩固成果、深化改革、提高质量、持续发展 ” 为方针�更新教育
思想观念�强化质量意识�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推进教师教育体制创新�优化教学过程�提高教
学质量�努力向以教师教育特色鲜明�西部一流�全国高水平的综合性师范大学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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