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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进入新时代，民办高等教育面临新的改革形势和发展要求，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打造自身特色专

业尤为重要。因此，本文从民办高校特色专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入手，分析了民办高校建设特色专业所

需的内外条件，并从革新建设思路、建设高层次师资队伍、改善优化办学条件、改革僵化的民办高校专

业设置体系等四方面提出了民办高校特色专业建设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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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era,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is facing a new reform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re-
quirements, and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and meet the challenges 
and create its own characteristic majors. Therefore, starting from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aracteristic majors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ditions require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aracteristic majors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aracteristic majors 
in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four aspects: innovating construction ideas,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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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level teaching staff, improving and optimizing school-running conditions, and reforming the 
rigid professional setting system of private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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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民办高校的专业建设是其教育质量提升、谋求内涵式发展的必由之路[1]。然而，大多数民办高校在

专业设置和专业建设上思维固化，缺乏与自身实际相结合的专业建设特色，未能走出适合自身发展的差

异化道路[2]。因此，打破传统专业建设观念，深耕特色专业建设，树立起优质独特、富有竞争力的特色

专业品牌，才能推动民办高校在高等教育行业竞争愈演愈烈的今天实现高质量发展。 

2. 我国民办高校特色专业发展困境 

2.1. 特色专业发展受办学经费与资源限制 

民办高校办学资金资源有限[3]，为充分利用有限师资、设备等资源，往往会导致学科大类高度集中

发展，难以集中优势资源，发展小而精的特色专业。此外，不充裕的办学资金也导致学校在规划专业特

色发展时，不得不被动选择一些硬件设备投入少、师资水平要求不高的“低成本”专业，极大地限制了

民办高校在专业特色发展方向选择上的自由度。更有甚者，部分民办高校考虑到学费收入是办学资金来

源，为谋求办学经费而盲目增设专业、扩大招生[4]，这种“经济账”观念下设立的专业，恐怕教学质量

都难以保证，遑论将其打造为结合自身优势特点和地方现实需要的特色专业。 

2.2. 特色专业发展未以学生就业为导向 

高等教育具有学术性、产业性、公益性等多重属性，在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今天，民办

高校要以学生就业为根本导向，顺应市场经济要求，从而实现特色专业高质量发展[5]。然而，部分民办

高等院校被“短期热点”牵着鼻子走，盲目追捧人云亦云地高就业率专业，因没有建立健全市场调查和

预测机制，其特色专业发展缺乏长远规划，在未来不可避免地造成相关领域人才供大于求的局面。部分

民办高校人才培养以国家宏观战略为导向，这本无可厚非，但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学生与公办院校学生进

入同一赛道，大大增大了民办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毕业生就业不景气对院校的良性发展也会产生负面

影响[6]。 

2.3. 特色专业发展仍局限于传统专业的小修小补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学科交叉、学科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不少公办院校为适应社

会发展需要，发展了许多物联网、大数据和食品科学等发展较快领域的学科[7]。而大部分民办高校在学

科交叉、学科融合方面的跟进力度却仍然不够，有的在传统专业工学类、管理学类和文学类的基础上，

提出了“学科专业之间相互支撑的理念”，但并未完全付诸实践，“如何交叉才能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5681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姬傲楠 
 

 

DOI: 10.12677/ae.2024.145681 221 教育进展 
 

才能凸显自身专业特色”成为民办高校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8]。 

3. 民办高校特色专业建设所需条件分析 

3.1. 内部条件 

3.1.1. 培养方案 
每个特色专业都有着不同的人才培养目标，需要定制专门人才培养方案，将好的培养理念贯穿特色

专业师资力量配备、课程设置、实训实习的全过程各环节。建设特色专业，首先要确定并优化学生培养

计划，特色专业，就是根据培养方案，进行人才培养，才能一步一步地实现专业培养的目的，确保人才

培养任务的顺利完成，并形成院校自身专业特色。 

3.1.2. 课程设置 
专业课程是发展好特色专业的基础，是创办、优化特色专业的关键点，它将学科、专业和职业有机

联系在了一起。制定良好的特色专业课程设置不是一蹴而就的，要在实践中不断修正使其契合民办高校

自身办学定位和社会需求。 

3.1.3. 师资队伍 
师资队伍力量对于特色专业的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优秀的师资队伍是开展日常教学和科研的

基础。民办高校要根据自身所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适应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兴技术的要求，

妥善调整专业，将教师队伍建设放在重要的位置。 

3.2. 外部条件 

3.2.1. 办学条件教学 
实验室、校企合作实训基地等硬件条件是学校完成教学计划、学生提高综合能力的关键，是培养学

生创造性思维、实践操作能力的一个重要平台。优质的办学条件不仅能为创建特色专业提供物质支持，

为学生的学习、实习、科研等工作提供保障，还有利于提高特色专业的办学水平。 

3.2.2. 管理制度 
因特色专业建设具有长期性、艰巨性等特点，需要一系列长期政策制度来保障建设特色专业各项措

施的持续实施优化。只有建立健全的政策制度，才能保证培养方案、课程设置以及师资力量建设等的落

地落实。 

4. 民办高校特色专业建设的对策建议 

4.1. 革新民办高校的特色专业建设思路 

在创建特色专业的过程中，找准特色专业的定位至关重要。首先，在初创特色专业时，必须进行深

入的市场调研和科学论证，市场调查不应局限于举办座谈会、走访企业及查阅相关资料等形式，要做好

市场调查和预测，要根据市场需要，结合高校自身优势，找到符合自身定位的特色专业。其次，要注重

专色专业的时代性，针对院校驻地区域经济发展方向及政府发展规划动态优化调整特色专业建设路径，

建立健全特色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对未来一个阶段的人才需求进行预测，跟随产业发展动态调整学生培

养方案，增强学生在未来的就业市场的竞争力。如河海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具有强势学科高校，均是

立足水利、地学等自身优势学科打造特色专业，并结合时代发展不断将计算机应用水平、外语能力等融

入专业培养目标，持续丰富专业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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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建设特色专业高层次师资队伍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我国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发展，充分发挥各级各类人才的作用，根据经济社会发

展的需要，适应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兴技术的要求，妥善调整专业，将教师队伍培养放在重要的位置。

民办高校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是人，只有在师资上达到一流，高校才可以打造出一流特色专业，才

能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向深迈进。锻造青年科技人才队伍，要引进科技型骨干教师，把科技创新摆在首

位，科技赋能特色专业，更好地确定特色优势，营造高品质的人才生态；建立适应特色专业建设的高端

人才梯队，促进教育家型教师和校长建设，做好特色岗前培训，在职能力培育，提升教师特色素养，促

进教师队伍水平的稳步提升。民办高校应注重教师队伍整体能力，不必奢望每位教师均是“科技型”教

师，可以采取引进具备科技创新素质的教授到学校兼职等措施，加强建设本校高端人才梯队，保障本校

办学特色切实落实。 

4.3.“软硬结合”赋能特色专业建设 

特色专业想要产生良好的办学效益和社会影响，需要学校、学院和专业三级联动、协同发力，在教

学科研仪器、图书资源等方面加大投入，在全校营造良好的特色专业创建氛围，强化培育特色专业的硬

实力和软环境。在硬件设施建设上，要以创建具有特色的专业为目标。积极为特色专业提供赖以生存和

发展的平台。在良好创建氛围营造上，要建立特色专业的专项教学管理制度，赋予特色专业教师团队更

大的自主权；要建立特色专业《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实践实训基地建设纲要》等规划方案，引导

优质资源向特色专业倾斜，支撑优势特色专业内涵建设走深走实。各种设施的提升，最终目标还是致力

于提升学生的可雇佣性技能，欧美国家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针对提升大学生可雇佣性开展了诸多研究，

而我国对于此领域研究实践尚有欠缺，民办高校应把握这一契机，通过改善软硬件设施切实提升学生创

新创造、试验实践能力，培养学生可雇佣技能。 

4.4. 改革僵化的民办高校专业设置体系 

合理的专业设置体系是建设特色专业不可或缺的条件，民办高校专业设置体系应与产业结构升级、

区域结构调整和城市化的进展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相协调，以培养高素质人才和建设科技制高点为目标，

推进教育发展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保证教育强省战略目标的实现。政府在教育发展中要

充分发挥主体作用，要通过科学的手段激发高等教育主办者和管理者的积极性，推动民办高校专业改革

僵化的专业设置体系。以湖南省为例，作为产教融合试点省，主动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区域经济发展

趋势，试点实施“楚怡工匠计划”“湖湘工匠燎原计划”等打造特色培养专业体系，更好服务学生全面

发展和产业升级需求。 

5. 小结 

在出生人口下降、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大背景下，民办本科院校建设特色专业、做好差异化竞争愈发

重要。建设特色专业不仅可以提高民办院校办学水平，还能提升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本文阐述了民办

院校在特色专业建设困境，也针对当前面临的问题从建设思路、师资队伍、设施制度和专业设置体系等

四方面提出了意见和对策。但民办院校特色专业建设工作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其发展既需要政府社会

予以重视，更多的还要依赖高校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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