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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FLSOLQDU���RQVWU�FWLRQ��WUDW�JL�V�RI��SSOL����QL��UVLWL�V�LQ�WK����R�EO���LUVW��ODVV��
�RQVWU�FWLRQ

;L��DQJ ��/HL��XDQ��-LQJ�.DQJ

�EVWUDFW��The�formulation�of�“double��rst-class”�strategy�is�to�promote�the�development�of�higher�education�in�China.�

In�the�process�of�implementation,�this� strategy�has�changed�the�development�direction�of�universities�and�put�forward�new�

UHTXLUHPHQW���RU�WKH�FRQ�WUXFWLRQ�R��GL�FLSOLQH���:KHQ�FROOHJH��DQG�XQLYHU�LWLH��HGXFDWH��WXGHQW��� WKH��PX�W�EURDGHQ�WKH�ZD��

R��GL�FLSOLQH�FRQ�WUXFWLRQ�WR�PHHW�WKH�UHTXLUHPHQW��R���WUDWHJLF�FRQ�WUXFWLRQ���R�D��WR�WUDLQ�PRUH�H[FHOOHQW�WDOHQW���RU�WKH��RFLHW��

DQG�SURPRWH�WKH�EHWWHU�GHYHORSPHQW�R��FROOHJH��DQG�XQLYHU�LWLH���8QGHU�WKH�EDFNJURXQG�R��WKH�FRQ�WDQW�UH�RUP�R��HGXFDWLRQDO�

FRQWHQW���FROOHJH��DQG�XQLYHU�LWLH���KRXOG�JLYH��XOO�SOD��WR�WKH�DGYDQWDJH��R��PDMRU��DQG�LQQRYDWH�FRQ�WUXFWLRQ�PHWKRG��LQ�RUGHU�

to�cultivate��rst-class�talents.�This�paper�analyzes�and�discusses�the�disciplinary�construction�strategy�of�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under�the�background�of�“double��rst-class”�construction.

.���RU�V��“Double��rst-class”�construction�background;�application-oriented�colleges;�discipline�construction�strategy;�

DQDO��L��DQG�GL�FX��LRQ

在“双一流”战略确定以后，我国的高校教育发展方向，已经发生了改变。必须创建一流的大学和一流的学科，

才能通过这种示范的作用，推动教育行业的整体发展。特别是对于一些现代高校来说，必须充分利用高校自身的教育

优势，发展一些具有特色的优势学科，才能创新教育成果，更好地为社会提供教育的服务。建设一流学科，可以对高

校的教育目标以及综合实力，进行真实的反映。学科是高校发展的基础，代表了高校的科研成果，与高校的教育质量

存在一定的联系。因此高校必须强化学科的建设，才能提高自身的教育水平���。

（一）未充分体现特色学科建设优势

当前在进行应用型高校建设时，主要是高职院校以及高专院校的自升本，或者几所院校联合起来共同升本，组成

的应用型高校。对于这种院校的建设来说，办学定位主要是以实践教学为主。基本的教学任务，是培养人才。在进行

实践教学过程中，并没有重视科学的研究和学科的建设，甚至院校的领导层，也没有认识到，这些建设的重要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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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实际教学时，对于学科和专业建设之间的定位比较模糊，比较重视专业的教学，忽视了学科的建设。甚至在进行

课堂教学时，过于注重理论知识的教学，忽视了实践技能的培养。这些院校培养出来的人才，无法满足社会的应用需

求，也无法通过优秀的学科的榜样作用，带动其他学科进行更好的发展���。

（二）建设基础比较薄弱

如图�所示，在进行应用型高校学科建设时，国家的重点学科和一级学科，以及不同高校之间的建设水平，存在

较大的差距。因为有一些高校的建设时间比较短，学科的基础能力不足，学校的文化氛围比较淡薄，在实际建设中，

缺乏丰富的办学资源。再加上资金成本的投入力度不足，也没有建设一些比较具备应用特点的高水平学科，或者高校

已经建成了相应的平台，但是没有将平台融合到实际建设中，无法充分发挥平台的各项功能。在进行实践教学和科学

研究时，高校的技术水平比较低，降低了建设工作开展的效率。甚至科研成果的转化率，也得不到有效的提高。这些

问题都会阻碍高校的学科建设，甚至会影响高校的发展���。

例如应用型本科院校在建设时，存在的学科数量比较小，在进行学科规划设计时，布局并不合理，导致高校的学

科建设实力不断的降低。在进行产学研合时，教育深度不足，也没有建立健全的社会服务机制。在实际建设时，无法

引领学科的创新发展，也无法促进学科的转型升级。甚至有些高校的文化传承能力不足，在进行文化建设时，缺乏创

新意识。这些高校在进行学科建设时，缺乏教育特点。出现这种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学科的建设基础比较薄弱，

导致科研领域出现了很多问题���。

（三）建设方向不明确

在进行应用型高校学科建设时，主要是将区域内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作为建设的导向，从而为学科的建设，提

供科学的指导。在进行研究领域建设时，必须聚焦高度，凝练学科的特色，才能凸显学科建设的优势。但因为很多高

校的建设历史比较短，在进行学科建设时，对于建设的定位和发展的思路，并没有进行准确的把握。对于区域内经济

社会需求，也没有进行深入的了解。导致很多高校在进行学科建设时，出现了不同的问题。高校也没有对这些问题进

行针对性的了解，在进行学科建设时，缺乏地方性的特色，导致学科的发展方向，与研究领域存在一定的差异，影响

了学科的实际建设。在进行科研成果产出时，出现了零散的情况，无法对相关的工作，进行科学的衔接。甚至在进行

科学研究时，团队的研究方向并不明确。在进行学科设计时，对学科内容进行了隔离，甚至出现了重复建设的现象。

这些问题都会降低高校学科建设的协调性，甚至会减弱高校的发展实力，导致学科的产出成果，以及培养出来的人

才，与区域内的社会需求不相符���。

（四）缺乏优秀的建设团队

当前高校在进行学科建设时，建设团队的能力存在一定的差异。尽管有些高校已经建设了高水平的建设团队，但

是缺乏带头人。在进行学科建设时，团队结构设置不合理，团队的成员在进行科学研究时，研究的领域交叉并不紧

密，甚至各自进行了相关领域的研发。因为这种研究方向比较发散，在进行问题研究时，无法将所有的问题持续下

来，影响了团队的学术氛围。甚至在进行科研团队建设时，缺乏相应的合作，科研人员的协调能力比较差，导致整体

研究成果比较少。而且在进行团队人才培养时，团队的协作能力比较差，缺乏强有力的竞争能力，在进行科学研究

时，会出现更多的问题。因为对于学科的建设来说，要通过发展特色的优质学科，带动其他学科进行更好的发展。如

果在进行学科建设时，团队的人员研究的方向不一致，就无法实现建设目标。这些问题都会影响学科的建设，甚至会

降低高校的竞争能力���。

（五）教学机制不够健全

高校在进行应用型学科建设时，完善的制度内容，是竞争的基础。但是当前很多高校在进行学科建设时，不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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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内容并不完善，建设的内部机制也不够健全。在进行学科建设和规划时，虽然有些高校从整体层次，进行了学科

的规划设计。但是设计出来的方案比较宏观，仅仅进行了顶层的建设。一些二级的高校很难对自身的建设方案进行优

化，甚至对发展的方向并不明确。在进行规划设计时，也无法根据自身的优势，发展特色专业。有一些二级的学校和

职能部门，没有明确自身的职责，在进行建设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在对学科进行规划设计时，没有对各项

内容进行细化和分解，导致工作在开展时比较混乱，面临更多的问题。高校也没有制定符合自身发展特色的合理策

略，在进行发展时，出现了恶性循环的情况，降低了建设的效率���。

（一）充分发挥高校自身的特色和优势

因为应用型高校，在进行学科建设时，面临的问题比较复杂。在不同的发展背景下，高校要想对自身的定位，进

行准确的查找。就要根据自身的实际发展情况，结合建设内容，对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各项影响因素，进行全面的

分析。并且制定有效的措施，对这些问题进行解决，才能提高高校的学科建设水平。在进行应用型学科建设时，这项

建设与研究性的学科建设，存在较大的差异。因为很多高校的应用型学科建设基础，普遍比较薄弱，在进行实际建设

时，主要任务是对应用技术，进行研发和创新。学校要想提高自身的科研实力，获得更好的发展，就要根据自身的历

史和实际建设情况，将建设战略作为基本的准则，才能满足地方发展的需求。在进行学科建设时，还要将区域内的经

济社会发展需求，作为建设的基础服务，才能对科研成果进行创新，从而解决社会的实际问题���。

例如高校在进行学科建设时，可以对自身的发展，进行合理的定位。对学科发展的优势和综合水平，以及发展的

方向进行精确的提炼。这就要求高校在进行建设时，要对区域内的地方经济发展要求，进行深入的了解和分析，根据

学科建设的逻辑性质，结合地方经济发展的要求，进行实际建设。如图�所示，在进行学科建设时，还要与区域内的

发展需求，进行紧密的结合，才能进行可持续发展。如果学科的建设，与区域内的经济发展需求不符合，或者没有存

在关联性，就要对这些学科进行改变。如果其他高校已经发展了相应的学科，要进行错位建设，实现差异化发展。在

提供社会服务时，要突出自身拥有的优势，还要根据问题对发展的方向进行优化。如图�所示，通过多种学科的交互

建设，使得学科的内容，能够相互的渗透。集中多种学科的优势，为社会提供一流的服务，确保学科的建设，能够获

得更好的发展���。

�����������������������������

（二）加强校企联合

应用型高校在进行学科建设时，最基本的一项载体，是学科的应用平台。在进行学科平台建设时，发展效果会直

接影响到，科学研究的产品质量和数量。对于高校的建设来说，因为这些高校的办学资源有限，资金相对来说比较紧

张，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难以促进学科平台的建设和发展。因此高校在进行建设时，必须与地方的政府、企业进行

合作，从而建设相应的学科平台，形成一体化的发展理念����。

例如应用型的高校，在进行实际建设时，可以与政府进行协调，将高校的优质科研成果资源，与企业的资金和设

备，进行有机融合。在进行平台建设时，还要避免出现平台的重复建设情况，要对平台的各项功能进行合理的规划，

突出平台的功能优势。在进行学科平台建设时，还要充分发挥科研设备和仪器的优势。可以建设科研人员的研发平

台，在这个平台上，展示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还要建设创新型示范基地，开展学生的教学实践，促进科研成果进行

快速的转化，促进区域内的经济和技术发展。在进行学科平台建设的时候，要实现产品和教育的融合，通过学校和企

业的深层次合作，建设更加先进的平台。高校在进行学科平台建设时，还要对平台的功能进行完善和优化，确保这项

平台在应用时，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凸显高校的特色学科，从而引领其他学科，进行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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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构建优秀的建设团队

应用型的高校在进行学科建设时，要始终遵循人性化的建设原则，才能打造更加优质的学科建设团队。例如高校

可以选择一些优秀的带头人和学术的骨干人才，通过这些人员对其他人员进行引领，构建优秀的学科建设团队。因为

对于建设团队的组建来说，带头人的研究领域和发展方向，以及技术水平，都会对学科的建设，产生直接性的影响。

在对带头人进行选择和培养的过程中，高校应该引进更加优秀的人才，为团队注入一些新鲜的血液。在进行人员选择

时，应该明确应用型高校的办学定位，将发展方向与建设需求进行紧密的结合，确保人员在进行学科建设时，能够对

发展的方向进行明确，促进各领域进行更好的发展����。

应用型高校在进行学科建设时，各项资源都十分有限，难以引进一些更高层次的人才。所以高校在进行团队人员

选择时，应该重点培养一些优秀的本校人员。例如高校可以设立一些教授工程和学科工程项目，通过这些项目的建

设，培养优秀的人才。并且促进优秀的学科负责人和骨干快速地成长，为团队的建设，提供有效的支持����。

在进行团队建设时，高校还应该构建一些双师双能性质的学科团队。应用型的高校，在进行团队建设时，应该对

各种人才的比例，进行充分的考虑。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团队的平衡发展。在进行团队人员选择时，还要对学员的结

构以及年龄层次，包括国际化的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考量，从而对团队的发展方向进行明确。例如在选择人员时，不

仅要重视教师的学术研究能力，还要重视教师的科研能力，以及实践水平。因为对于团队的建设来说，光是研发科研

成果是不够的，还要将这些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才能促进高校进行全面的发展。因此高校的领导层应该培养一

些应用型的骨干人才，通过这些骨干力量，带动其他科研人员进行发展����。

在进行团队建设时，还要对这项建设进行创新研究，增强人员之间的凝聚力，才能促进团队进行整体性的发展。

在进行人员选择的时候，不仅要通过带头人带领其他人员，进行科学研究。还应该选拔一些学科的骨干力量，支撑这

个团队进行更好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团队的协作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必须对人才的结构，进行科学的配置，

增加人员的向心力。通过创新构建形式，进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建设，推进应用型学科建设进行更好地发展。高校

的领导层应该对人员的建设结构，进行科学的规划和设计，通过人员之间的配合，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充分发挥建

设团队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对于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进行双一流学科建设时，各层次

的高校，要进行分类的发展。通过发展自身的特色，培养多层次的人才，才能满足企业的用人需求。高校在进行实践

教育时，应该充分把握自身的优势，明确建设的根本任务，充分体现应用性的特征以及行业性的特点。还要根据区域

之间的差异，结合自身的教育条件，对学科建设的基本方向进行明确。从而制定科学的建设目标和培养方式，通过构

建优秀的教育团队，促进整个行业进行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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