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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5月，经教育部批准，西昌学院成为四川

省新建的一所省属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学校设

置了12个二级学院，另设思想政治教育部和继续教

育学院，有53个本科专业和专业方向，涵盖了理、

工、农、管、文、法、教7个学科门类，22个二级学科。

现有全日制在校学生15000人，成教生8500余人。

7年来，学校立足凉山，服务四川，面向西南，以“明

德、乐学、求实、至善”为校训，形成了“注重实践，提

升素质，服务地方”的办学特色，不断优化与开放式

教育体系相适应的教学环境，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应用型高级人才，在社

会的教学评价中赢得了广泛好评。7年的发展历程

中，西昌学院结合民族地区的教育实践，形成了独

特的教育体系和方法，这就是开放式教育体系的教

学环境的探索。本文以西昌学院的教育环境理论

构建和实践探索为例，试图探讨构建与开放式教育

体系相适应的教学环境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以便为

教学环境的改善提供经验。

1 构建与开放式教育体系相适应的教学环境
的理论探讨
1.1 开放式教育的内涵、特征及原则的探讨

开放式教育思想的提出源于英国，它经历了三

个主要阶段：20世纪70、80年代是兴起阶段，90年

代进入发展阶段，21世纪逐步进入成熟阶段。它注

重学校与社会之间的研究，把社会视为学校教育的

主要环节之一，努力形成学校与社会相融合的教育

体系。开放式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是要解决教学

环境与教学之间的矛盾。教学环境的改变会制约，

甚至影响教学活动的开展，教学观念的形成是在教

育环境的前提下形成的一种基本的教育方式，教学

环境的改变，教学方式必须随之发生变化，这是一

个基本的教育观念问题。

开放式教育最大的特点即在注重学生综合能

力的培养。当今社会是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知识

成几何形式增加，几乎每三年就翻一番，今天学的

知识，明天就成为过时性的知识，更何况学生走入

社会，已经掌握的知识早已派不上用场，当今开放

式教育把学生能力培养比传授知识更为重要，注重

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创新

和创造思维的能力，让学生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

会学习；开放式教育是一种因果式的教育方法，尤

其重视研究过程知识的传输，从而增加学生的感性

认识，便于学生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有利于培养

学生的创造思维能力和想象能力；在知识的教授

上，开放式教育以学生为主体，建立起互动式的、民

主的。相互交流的课堂氛围，在教育方法上，教师

不是课堂的“主宰”，而是围绕着学生的需要，提供

更多的信息供学生选择；开放式教育是一个完全开

放的大环境，不局限于一本书，而是把多种课本作

为参考节目，并结合现代化教育的技术手段，获取

信息，并依次组成的立体式教育；开放式教育是一

个有声有色，声情并茂，活龙活现，多维的教学形

式。能够充分利用高科技技术，网络现代化知识，

用于教学；在师生关系上，老师既是学生的良师，又

是益友，两者之间是平等、相互尊重的关系。另外，

开放式教育具有教学的主体性、民主性、动态性、合

作性四大原则。

1.2 对教学环境的特征、功能、设计与优化的认识

1.2.1 教学环境的含义和特征

教学环境是一种特殊的环境，概括地说，它是

开放式教育体系的教学环境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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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学活动所必须的诸客观条件和力量的综合，

按照发展人的身心这个特殊需要而组织起来的育

人环境。它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说，社会制

度、科学技术、家庭条件、亲朋好友等，都属于教学

环境，因为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教学活动

的成效。狭义的角度即学校教学工作的角度来看，

教学环境主要是学校教学活动的场所、各种教学设

施，校风班风和师生人际关系等等。本文研究的主

要是狭义的教学环境。教学环境具有教育性、规范

性、可控性、纯化性和开放性的特征。

1.2.2 教学环境的结构与功能

学校内部的一切事物，无论是有形的、物质的，

还是无形的、精神的，几乎都可以是教学环境的构

成要素。其中，直接作用于教学活动并对教学活动

有重大影响的环境因素主要有：场地性因素，教学

设施，社会信息和价值倾向，人际关系，校风班风，

教育布置，教学气氛以及学校的团队组织、师生的

仪表和举止言谈、学校中的各种集会活动以及学生

中的非正式团体及其规范。教学环境的主要功能

有：益智功能，强体功能，育美功能，养德功能等。

1.2.3 教学环境设计与优化

教学环境设计，是为了创造和改善教学条件，

对教学环境进行的整体或局部的规划、组织、协调

和安排。教学环境的设计要遵循整体性、针对性、

转化性、校本性和主体性原则。

教学环境优化，主要指根据某些特定的要求，

对教学环境的各种因素进行必要的选择、组合、控

制、和改善，选取环境中各种有利因素，限制或取消

各种不利的环境因素，实现教学环境的最佳状态，

最大限度地发挥正功能，保证活动的顺利进行。优

化教学环境应考虑以下几方面的要求：外部环境变

化，学校培养目标，学生身心发展的个性和规律，学

校具体情况和教学质量要求等。教育、课程以及教

学，作为特殊化，其实质就是人的学习生命存在及

其优化活动，教学环境优化理想就是构建教学环境

与人的学习、生命以及活动亲和性。现代教学环境

的显著特性就是“学习化”。因此，必须树立先进的

观念，使教学环境成为人学习潜能实现的优化条

件；使学习环境成为学生学习的“天堂”，使教学环

境成为学生重视终生学习和发展的优化条件。优

化教学环境主要是通过完善教学目的目标、优化社

会大环境、改善学校物质条件、优化教学过程、优化

教学评价等方式来实现。

2 构建与开放式教育体系相适应的教学环境
的实践

2.1 建立开放式教学环境，培养师范教育高素质人

才

开放式教学环境是社会对高校的要求，也是现

代大学生培养的必要条件。当今的人才培养，需要

建立起多层次的共享空间和活动场，高校要面向社

会开放，使学生能够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空间中

去获得知识，锻炼适应社会需要的能力。

2.1.1 创造多层次的交往空间，提升学生的交流素质

大学是学生走向社会集中学习和锻炼适应能

力的最后阶段，课外的交流应成为课堂的必要延

伸。西昌学院的校园环境规划中，我们本着“环境

育人”的思想，营造了立体的、多层次的、参与性的

空间，有不同文化氛围的广场、绿地、走廊、庭院等；

形成不同空间的开敞与封闭、人工与自然、静态与

动态的对比，使空间充满活跃的生气和愉快的变

化，为师生及校外人员提供各种社会交往、交流空

间，来满足师生的礼仪、休闲、运动、交流的功能要

求。

2.1.2 加强对社会的开放，促进学生与社会的交往

在校园景观规划时，西昌学院注重了“社会校

园结合部”的环境设计，校园内的商业网点、后勤社

会化和校园外的大学路的建设，为学生和社会的提

供了交流平台。

2.1.3 重视人性化景观设计，培养学生以人为善、以

人为本

新时期大众教育，要求培养复合型人才，注重

对学生的个性培养，这就要求校园应成为一个“以

人为善、以人为本”的场所，呼唤“人性”回归是新时

期的校园环境建设的重点。我校校园景观无论在

整体规划还是在细部设计方面，从使用者的实用性

角度出发，既体现了以人为本，以人的行为规律与

审美标准为基点，又考虑到校师生日常生活行为的

需要，特别是对弱势群体的学生加以关怀，从而创

造了快捷、高效、舒适、优美的校园。

2.1.4 合理开展大学校园旅游，促进社会与学校的交

流

校园旅游将成为旅游的重要发展方向。我国

的大学既有百年名校，又有新建的大学或新校区。

它们或具有古朴、典雅、厚重、执着的人文景观和学

术精神，或具有优美、秀丽的自然景观，都可作为重

要的旅游资源加以利用开发。既可让校外人员感

受大学文化氛围、普及科学知识、欣赏自然美景，又

可让高校被了解，从而提高自身的知名度，还增加

了社会人员与师生的交流机会。我校建立了与师

范教育专业特点相适应的大型壁画——师魂；与农

景志明等：开放式教育体系的教学环境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以西昌学院为例 ··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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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类专业特点相适应的——耕读园；与园林设计等

专业特点相适应的——园中园，这些景观的建立突

出了学校的办学特色，许多社会人员经常来这些景

点游玩、参观，加强了学生与社会之间的交流和联

系。

2.1.5 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构建培养的支撑平台

根据新建本科院校师范专业面临的挑战，西昌

学院以“社会需求”为目标，以“适应社会”为导向。

在知识结构和水平层次上，达到教育部规定的师范

专业本科学历学位的要求；在人才培养类型上，强

调专业技能和师范技能素质的培养和训练，即与教

师职业有关的性格、知识、能力和价值观等方面的

综合表现。注重与老牌本科师范院校的区别，在通

识教育、理论教育和技能培养三大模块中，技能培

养模块的比例达到40以上；在课程设置上突出时代

性、专门性、综合性、科学性与合理性。

2.2 构建开放式教育教学体系，为充分发挥学生生

的主体作用

2.2.1 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引导学生参与教学过程

要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过程，首先就要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只有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学

习动机，促使学生主动参与学习过程，特别是参与

问题的提出，解决问题和分析问题的的思路和方

法，让学生品尝到自己发现知识的乐趣，才能激起

他们强烈的求知欲和创造欲。只有达到这样的境

地，才会真正实现学生的主动参与。

2.2.2 强调与学生的交流合作，是学生成为教学的主

体

传统课堂教学比较重视师生之间的联系、沟

通，而忽略学生之间的相互联系，忽视发挥学生群

体在教学中的作用。开放式教学体系中的教学过

程，是学生主动学习和交流与合作的过程，这为学

生主动学习提供了开放的活动方式，提供了宽松和

谐的环境，有利于发展学生的主体性，促进学生智

力、情感和社会技能的发展及创造能力的发展。

2.3 建立开放式实践教学平台，培养学生适应社会

的综合能力

2.3.1 建立实践技能培养平台，培养学生专业技能核

心技能

结合西昌学院的实际，根据专业特点搭建了师

范教育类、工程技术类、农业技术类等专业实践技

能培养平台，我们的专业实践技能培养平台，包括

校内专业基础实验室、专业技能实训室、校内综合

技能实训中心、校外专业核心技能实训基地。专业

基础实验室加强理论的验证，加强学生对基本理论

的理解和掌握；专业综合技能实训室主要培养学生

专业技能的基本操作技术；校外专业核心技能实训

基地主要使学生专业基本操作技能得到强化，是学

生经过该技能的培训能够很快适应生产实际。

技能实训平台的建立立足的事本科教育，根据

专业不同强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操作技术、

生产实践综合技能和生产实际核心技能实训以及

创新能力的培养，例如师范专业的本科教育，广泛

开展现代教学方法、教学技能和教育信息技术应用

的研究，培养教学科研型的中小学教师，具体做法

是：以现代教育教学理论为指导，培养学生信息技

术、教育技术技能，使学生全面掌握利用信息技术

进行多媒体课件制作，应用现代教育技术进行教学

设计，熟悉运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

专业基本操作技能的培养，构建起学生“自我

实践、自我评价、自我修正、自我完善”的实训体系，

以实训为主，强化专业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训练，

培养学生的具备该专业的基本基础知识和基本操

作技能。 在专业综合技能的培养方面，针对不同专

业的学生进行专业基础课程、专业课程、专业拓展

课程等环节进行实训，模仿生产实际，自我操作演

练，使学生从学生的角色逐渐向生产者角色转变；

在创新与研究能力的培养方面，实验室、实训室的

开放性管理，让学生自由组织团队，充分利用实验

实训教学资源进行设计性、综合性和创新性的教学

模式、方法设计，加以实践实训验证。

2.3.2 建立专业技能培养评价体系

建立了涵盖实验、实习、实训全过程的管理体

系，加强过程监控，引入了多元化的评价体系；明确

不同专业学生基本操作技能、综合技能和专业核心

技能的考核标准，明确各个环节中的基本要求和标

准，考核落实到实处。建立学生评教、同行评价和

技能实训基地指导教师互评的评教机制，确保技能

培养的质量。

2.4 建立和完善质量监控体系，保证开放式教学体

系的实施

建立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目的是通过对教学

质量的科学评价，实事求是地找出影响质量的因

素，并及时提出改进措施，不断促进教学质量的提

高，并最终促进教育质量（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基于这样的认识，西昌学院构建和完善了校、院、专

业（教研室）三级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2.4.1 建立学校质量监控体系，宏观监控，保证方案

的刚性

在学校层面，对教学质量的监控着重于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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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两端，根据师范教育专业培养目标对行业和岗

位指向性、针对性强的特点，西昌学院强化了对教

学计划、课程大纲、考核方式等关键环节的监控，使

之适应现代师范教育的规律和要求。例如，学校明

确要求依据教师要求、岗位能力以及学校对人才的

需求状况等目标要求，确定计划的结构形式、各类

课程差别及各教学实践环节的比例，使教学计划具

有明确的针对性；对于教学过程的实施，学校对课

程教学大纲、课程一体化设计、实训大纲均提出了

明确、规范的要求，以利于对实施过程的监控；在考

核方式上，依据各类课程培养要求的不同，依据行

业和岗位标准，采取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重在考

核学生的实际能力水平。在通过教务处掌握教学

的起始和终结环节监控的同时，学校还通过督导

室、教学指导委员会有重点地对涉及面较广的教学

环节展开监控。

2.4.2 建立二级学院质量监控体系，保证培养方案的

落实

二级学院质量监控体系着重于对本院专业实

施教学监控的组织、协调与落实。在这一层面，监

控和被监控对象涉及所有在籍学生和教职工，涉及

教学和学生两条线。这两条线有平行、有交、有分

工、有协作，共同行使对教学活动的指挥、执行、检

验、协调等职能，其对教学各环节实施过程的监控

是多方面的、细致的、全面的。西昌学院针对各教

学环节实施过程监控所制定的《教师教学工作规

范》、《教师岗位职责》、《外聘教师管理办法》、《课程

考核分析实施意见》、《听课评课制度》、《课堂教学

测评办法》、《教学读到工作制度》等监控制度，都在

学院的安排协调下贯彻落实。对学校层面的监控

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由学院及时组织整改和完善，

与此同时，学院还需将有关情况及时反映到相关部

门。在这一层面,还要负责对毕业生的跟踪调查，搜

集毕业生在校期间的教育质量方面的问题，以便及

时在教学过程中予以改进和完善。

2.4.3 建立专业（教研室）质量监控制度，对人才培养

方案各实施环节的监控

建立专业（教研室）质量监控制层面，着重于对

所属专业教学各环节实施过程中的监控。在学院

的组织和协调下，全方位地对各教学环节实施事

前、事中和事后的监控，在学院统一组织下，根据本

专业的教学进程，安排并落实学校各类监控措施的

实施。

由于构建和完善了校、院、教研室三级监控体

系，从而有效地保证了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教学

质量的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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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Open-Style Education System

——Taking Xichang College for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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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tent，characteristic and principle of open-style education and illustrates
the characteristic，function，designing and being excellent of the open-style teaching environment. A campus
environment adaptive with the open-style education should be constructed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transform the
educational idea，construct an open-style teaching environment and system，set up an open-style practice teaching
terrace，build and complete the quality supervision and contro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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