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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应用型人才的素质由内在层面的修养、临界层面的能力、外在层面的核心能力三

个基本要素构成。 内在层面的修养决定着人的职业道德水准,临界层面的能力是人才能力的基

础和根本,核心能力是在市场竞争中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 应用型人才的素质结构体现在素质

要素的排列顺序、水平分布、立体结构、组织形式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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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中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

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 何

谓高级专门人才? 由于高等学校分属于不同的类

别,其对高级专门人才的理解有着明显的差异。 教

学型院校和教学研究型院校一般把高级专门人才统

称为应用型人才。 而今应用型硕士研究生的提出,
又扩大了应用型人才的范围,学历层次显现出上移

的趋势。 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建设应用型大学、
培养应用型人才成为众多高校的办学目标,而其办

学目标必须通过人才培养规格得以体现。 明确应用

型人才培养规格的前提就是要明析应用型人才的素

质结构。
系统是由要素构成的,结构是系统内部各个要

素的组织形式,功能则是系统在一定环境下发挥的

作用。 若把应用型人才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来看

待,其在现存社会发展背景下发挥的作用大小取决

于应用型人才的素质构成要素和其构成结构。
一、应用型人才的素质构成要素

素质是先天与后天的“合金冶,包括先天的遗传

特征和后天习得的素养,是人在先天生理基础上,受
后天环境、教育、个体自身影响所养成的比较稳定的

身心发展的基本品质。 素质具有内潜性、整体性、稳
定性、发展性、社会评价性等特征。 要素是构成事物

的必要因素。 应用型人才的素质构成要素是应用型

人才之所以称之为应用型人才的必要因素。
关于应用型人才的素质构成要素,代表性的观

点有以下几种:(1)三要素说。 认为应用型人才的

素质构成要素有道德素质、知识素质、能力素质[1]。
(2)四要素说。 按照未来岗位实际需要的联系程

度,应用型人才的素质构成要素分为政治素质、道德

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技能素质[2]。 (3)五要素说。
按照德、智、体、美、劳五育的划分,将应用型人才的

素质相应地划分为品德素质、智能素质、身体素质、
审美素质和劳动技能素质[3]。 (4)六要素说。 按照

人才成长的过程,认为应用型人才的素质有政治素

质、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技能素质、身体素质和

审美素质、创新能力所构成[4]。 这些观点表明,不
同专家和学者对于应用型人才素质的构成要素在认

识上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
科学、准确地界定应用型人才素质的构成要素,

首要的是明确应用型人才素质的逻辑起点。 从词义

剖析,应用型人才是由“应用型冶和“人才冶两个部分

所组成,而从概念的关系分析,则出现“应用型人

才冶和“人才冶两个概念,“人才冶是属概念,“应用型

人才冶是种概念。 由于概念内涵与外延之间的反变

关系是概念进行限制和概括的逻辑依据,可以推断



出应用型人才这个概念是运用增加人才的内涵以减

少人才外延的逻辑方法,使外延较大的属概念“人
才冶过渡到外延较小的种概念“应用型人才冶而来

的。 从概念的关系看,人才与应用型人才两个概念

就是真包含关系。 照此逻辑推理,应用型人才素质

的构成要素从大的方面就分为两个部分,即称之为

人才所必须具备的素质与从事特定职业、做应用性

之事相联系的素质。 人才是人与才的统一,是做人

与做事的统一,按照应用型人才是人才种概念的逻

辑,应用型人才素质的构成要素又可分为:做人、做
事、做应用性之事三种素质。 因此,分析应用型人才

素质的逻辑起点就必然是蕴含在培养应用型人才过

程中人的身心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中。 对应用型人

才素质分析的前提就必然是先要分析人才素质。
人才素质,就是人才所具备的素养和能力,人只

有达到了规定的素养和能力,才能称其为人才。 人

才素质可分为内在层面上的素养和临界层面上的能

力两大类。 内在层面上的素养指的是意识、意志、品
质、精神等,反映着人的修养。 修养是在社会生活实

践中逐渐萌发和形成的,是根据个人自己内心的尺

度,伴随自我意识的成熟主观地、有意识地经过选择

而形成的,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且具有社

会历史性。 因此,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明确的目标,坚
定的信念和信心,顽强的意志和毅力,务实的作风和

习惯,勤奋的品质和昂扬的精神状态自然就成为修

养的基本构成要素。 由此可以得出,修养是由道德

素质和非智力方面的素质所构成。 临界层面上的能

力涉及较多,包括决策能力、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学习能力、掌握和运用现代工具的能力、写作能

力、口头表达能力、沟通协调能力、组织能力、执行能

力、创新创造能力、管理能力、独立思考能力等方面。
就不同行业的人才而言,不同的人才所应具备的能

力素质侧重点不同。 但不论何类人才,有些能力是

各类人才都应具备的。
应用型人才的主要价值体现在应用性上,反映

在应用型能力的发挥上,取决于应用型人才所获得

的核心能力上。 使用者看重的正是应用型人才的核

心能力能有效地实现个人价值与组织价值、公共价

值的同化。 核心能力具有独特性、难以模仿和替代

性、持久性与发展性,这使得应用型人才在市场竞争

中能取得相对的竞争优势。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把应用型人才素质的构

成要素划分为内在层面的修养、临界层面的能力、外
在层面的核心能力三个方面(见表 1):

表 1摇 应用型人才的素质构成要素

类别 具体要素 特 性 功能

内在层面的修养 政治素质、道德素质、意识、意志、品质、精神 主观性、选择性、稳定性、社会历史性 做人

临界层面的能力
身体素质、技能素质、智能素质、

创新能力、团队工作能力、交往能力
基础性、迁移性、可塑性、差异性 做事

外在层面的核心能力 主流知识、特色能力、核心技能 难以模仿和替代性、独特性、持久性、发展性 做应用性之事

摇 摇 应用型人才素质构成的三个方面紧密联系,相
互影响,相互制约,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内在层面

的修养决定着人的职业道德水准,影响工作态度和

职业认同感,制约着人的情绪情感。 临界层面的能

力指的是从事各行各业所需要的“通用基本功冶,即
基础能力、根本能力、通用能力。 它是人才能力的基

础和根本,具有迁移性和可塑性,是核心能力形成的

基础。 核心能力是在特定的专业长期学习和实践过

程中所形成的独特能力,这种能力是在执行岗位任

务时所发挥出的别人无法模仿的具有持续优势和较

强知识特征的能力。 核心能力来自于人的修养和知

识的积累,外化于人的知识结构中。
应用型人才素质的构成要素揭示出应用型人才

的培养过程中要有人才观和质量观。 在人才观上,
要着眼于 “成人冶教育,着眼于综合素质的全面、和
谐、可持续发展,着眼于培养未来适应性,重视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在质量观上,要着眼于

“应用冶,既主张从精神之用和物质之用、间接之用

和直接之用、现实之用和长期之用等方面评价教育

质量,又要坚持内适质量标准、外适质量标准、个适

质量标准并重,突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挖掘学生的潜能,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在核心能力

的培养上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二、应用型人才的素质结构

结构是指各个组成部分的搭配和排序,是若干

要素相互联系和非线性的相互作用的方式。 如果说

没有要素部分就没有整体的话,那么没有诸要素之

间的相互联系和非线性的相互作用的方式,就失去

了结构性质的规定性———有机性、组织性。 要素相

同,结构不同,则产生的功能不同。
应用型人才的素质结构是指应用型人才素质构

成要素的排列、组合的顺序和层次。 应用型人才素

质构成要素的多样性,使应用型人才在层次上的划

分也必然是多样性的。 在人才培养中,由于培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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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不同,人才使用规格的差异,人才的素质结构呈现

出多样化的特征。 人才使用规格不同,对应用型人

才的素质结构认识不同。 代表性的观点如下:(1)
按照技术本身的要素构成及技术“实践涌现冶的本

质, 认为应用型人才(主要是指技术人才)的素质结

构应以技术知识为基础、以技术能力为核心、以技术

意志为动力系统[5]。 (2)从生产或工作活动的过程

和目的分析,把应用客观规律为社会谋取直接利益

的应用型人才分为工程型(设计型、规划型、决策

型)人才、技术型(工艺型、执行型、中间型)人才、技
能型(技艺型、操作型)人才三类[6]。 人才培养的侧

重点不同,在素质结构中核心能力的要求不同。
(3)从时代对创新的要求看,认为应用型人才的素

质结构是以团队协作和沟通交流能力为基础、以知

识整合为中心、以实践能力为导向[7]。 (4)“一个重

心、三个目标冶的结构体系,即以能力培养为重心,
以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基本技能与专业技能、综合

能力和拓展专业外延为目标的结构体系[8]。 (5)以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实学+实练+实用冶过程为视角,
提出以理论知识为基础,职业岗位能力为本位,操作

技能为导向的结构模式[9]。
这些观点,一方面表明对于应用型人才素质结

构已经有了认识和看法,另一方面则说明对应用型

人才素质结构的认识不够全面。
明确应用型人才的素质结构,须从应用型人才

素质要素的排列顺序、水平分布、立体结构、组织形

式四个方面来探讨。
一是排列顺序。 人才是人和才的统一,是做人

与做事的统一。 在做人与做事的顺序上,学会做人

是第一位的。 正如美国圣母大学校长赫斯柏所言:
完整的教育应该包括学会做人与学会做事两大部

分[10]。 应用型人才素质结构在序列上应该把内在

层面的修养放在首位,正所谓育人为本、德育为先;
而临界层面的能力是核心能力形成的基础,排在第

二位;核心能力的培养放在第三位。 这是人才成长

的内在规律,是社会对人才素质规定性要求在个体

身上的内化。
二是水平分布。 由于做人的素质是应用型人才

必要条件的而非充分条件的素质,因此在应用型人

才素质的水平分布结构上,多是以能力形成的知识

为参照,以能力为标准进行结构分析。 水平分布上

的素质结构有四种类型:“一冶字型,即厚基础,追逐

人才知识面的宽广,突出培养人的基本能力,对核心

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不够。 “ | 冶字型,突出人才

在专业方面研究的深度,但知识面太窄,缺少将各种

知识融会贯通,进行创造性研究的能力。 “T冶字型,
这种人才不仅知识面比较宽,而且在某一点上还有

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其弱点是不能冒尖,没有创新。
“十冶字型,这种人才既有较宽的知识面,又在某一

点上有较深入的研究,而且敢于出头、冒尖[11]。 虽

然“十冶字型水平分布结构的应用型人才占有绝对

的竞争优势,但在教育实践中,有限时间内不可能把

每个层次的每一个学生都培养成为该类人才,因此

在办学过程中,不同层次的高校在人才的水平分布

结构上是有所取舍的,往往以某一类型为主导。
三是立体结构。 帷幕型知识结构理论揭示出一

个具体社会组织的个体成员由于所处的层次不同,
在知识结构上存在着差异,反映了个体素质结构与

群体素质结构的有机结合和不同人才在素质结构构

成上的相互区别。 安东尼的行动创造结构反映了应

用型人才类别不同,素质构成也不同,在素质来源、
素质特征、素质功能方面存在着差别[12]。 这两种结

构理论提供了人才分类的框架,是普适性的素质结

构,揭示出应用型人才素质的立体结构往往与人才

的层次有着直接的联系。 根据学术界的观点,应用

型人才立体素质结构有以下几种:(1)宝塔型。 强

调厚基础、重应用,突出基础知识的宽厚性、专业知

识的精深性和主攻目标的明确性。 (2)蛛网型。 它

注重专业能力的核心地位和相关能力的互相联结,
强调知识广度与深度的统一,复合型人才的素质结

构即为典型的蛛网型。 (3)飞机型。 即内在层面上

的素养是各类应用型人才所共有的,构成飞机型中

的控制系统。 临界层面的能力素质和核心能力构成

飞机型中的动力系统[13]。 根据应用型人才的实际

情况,形成其能力素质、知识结构、技能结构在飞机

型中的构成。 (4)圆锥体型。 基础素质分量大,位
于底部,形成整个素质结构的稳定基础,专业基础知

识和专业知识处于中上部,分别受下部基础知识和

专业基础知识的支撑,相关知识处于专业基础知识

和专业知识的外围部分,前沿知识位于结构的顶部,
工具知识和方法知识处于结构的中轴部位[14]。

四是组织形式。 组织形式是指采取何种形式把

应用型人才的各种素质组织在一起。 应用型人才素

质结构的组织形式有两种:直接的组织形式和间接

的组织形式。 直接的组织形式就是通过专门的课程

系统地向学生传授知识和理论的同时,形成某种专

门的能力和素质。 课程与特定的能力和素质之间是

一一对应的关系。 间接的组织形式主要指在学科教

学和学校氛围的各个层面对学生进行素质渗透,采
取实施隐性课程的方式培养素质。 影响物与特定的

·401·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2010 年 10 月



能力和素质之间不存在明显的一一对应关系。
根据对应用型人才的解释及分类科学性的探

讨,可以把应用型人才的素质结构与应用型人才类

型匹配如下(见表 2):
表 2摇 应用型人才的素质结构与应用型人才类型的匹配

素质结构 工程型 技术型 技能型

排列顺序
厚基础、宽口径、
高素质、强能力、
重创新

厚基础、复合
型、强能力、重
特色

厚基础、窄口径、
重实践、重技能

水平分布 “十冶字型
“十冶字型
“T冶字型

“T冶字型
“ | 冶字型

立体结构
宝塔型
圆锥体型

蛛网型
飞机型

飞机型

组织形式

间接的组织
形式为主,
直接的组织
形式为辅

直接和间接组
织形式兼顾

直接的组织
形式为主,
间接的组织
形式为辅

培养层次 研究生教育 本科教育
专科、中等职业
教育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应用型人才培养规格的差

异在人才素质的排列顺序、水平分布、立体结构、组
织形式上有着分歧,这些分歧又与各自的培养层次

有着紧密的联系。 可以归结如下:
第一,应用型人才的主要内容体现在类型上,即

工程型、技术型、技能型,其次才是它的培养层次。
第二,修养、能力是外化于人的知识结构中,以

课程为载体来实施的,培养应用型人才要考虑课程

与素质结构的匹配,即“培养什么冶的问题。
第三,立体结构和组织形式受制于人才类型。

立体结构与组织形式之间并非对应关系,同一立体

结构可以采取不同的组织形式。
第四,素质要求与培养层次有着密切联系。 培

养层次越高,素质要求越高;但在核心能力的要求

上,不同培养层次有着本质的区别。
第五,应用型人才素质构成要素的联结方

式———即时空排列秩序的变化,使培养过程中采取

的能够稳定培养学生掌握系统的知识、能力、素质的

结构框架和运行组织方式的差异性转化为现实性,
表现为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样化。

三、结论

通过对应用型人才素质的构成要素和结构分

析,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
第一,应用是分层次的,应用的层次与培养层次

是相关联的。 应用是分为三个层次的,最低层次的

应用是套仿性应用,如按照规定操作等,专科生、中
专生的应用属于这个层次。 中间层次是综合性应

用,指的是考虑诸学科间的联系和各种因素之间的

相干效应,属思维层面上的操作,是一种适应型的应

用,对本科生的应用要求属于这种层次。 最高层次

是创造性应用,需冲破观念上的束缚,面对各种原理

在实践应用中的冲突与所受的限制,进行理论的框

架的重组,最终有突破性地应用,这是研究生所应有

的应用水平[15]。
第二,应用型人才有多种类型、多种层次、多种

水平。 传统认为,培养应用型人才是教学型院校的

专职,应用型人才也仅限于专科、中专等层次。 随着

社会对人才需求的数量变化和质量规格提升,人口

的就业结构及就业门槛影响到教育的内部结构。 不

同的院校参与培养应用型人才使得应用型人才的类

型由过去单一的技能型延伸为工程型、技术型、技能

型并存;培养层次出现上移趋势,重视工程技术创新

与应用、突破生产技术难点、直接创造价值的应用型

硕士的培养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层次过渡为三级。
第三,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路径是三维的。 应用

型人才培养的路径是基于三维思考的现实探索,这
一培养路径必须遵循纵向的成才规律、横向的培养

规律、立向的用人规律[16]。 纵向的成才规律是指培

养应用型人才必须从应用型人才的素质构成要素之

间互相影响、制约、促进的关系以及学校与社会和企

业之间的影响发展规律出发。 横向的培养规律是指

培养应用型人才不能“闭门造车冶,高校要通过校社

联携、校企结合,从“边缘走向中心冶,以社会方为中

心导向教育行为,通过学校有效的运营,形成对于社

会需求的快速反应机制。 立向的用人规律是指应用

型人才的培养指向是以服务为导向、以最大程度地

满足发展的前瞻性需求为宗旨的。
第四,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是多元的。 人才

培养模式要解决的是“怎么培养冶的问题,制约人才

培养模式的关键因素是人才素质要素的数量、要素

的质量以及要素在时空上的排列秩序。 由于应用型

人才的社会分层决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在素质

要素的数量和质量要求上有差异,决定了对应用型

人才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的要求不同。 因此,注定

了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空间———学校、企业、社会与具

体的培养时间在和应用型人才素质要素的匹配中呈

现多种排列组合方式,使得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

必定是多元的。
第五,评判应用型人才的素质标准是有差异性

的。 应用型人才的素质构成要素有一致性,这对于

评价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达成情况提供了基本的

标准。 而由于应用型人才层次结构的差异,在素质

的要求上显示出分歧,工程应用型人才侧重于创新,
技术应用型人才侧重于复合能力,技能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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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重于实践技能。 即使三类人才都追求厚基础,而
在工程应用型人才培养中是一种包括理论培养、应
用能力培养和非技术培养的多科性培养;技能应用

型人才则培养较宽的基础知识,以“必需、够用冶为

底线;技术应用型人才与其他两类人才的智能结构

相互交错、彼此渗透,并非截然分开,居于中间水平。
通过对应用型人才的素质构成要素、结构框架

和运行组织方式的科学分析,可以为培养应用型人

才提供一种科学的范式;同时可避免应用型人才的

培养规格迷失在“高、大、全冶的盲区中,避免应用型

人才培养都向着一种规格看齐,向着一种模式

转变[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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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Quality Structure of Application鄄Oriented Personn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ystematic Science

LI Jun鄄yi

( Institute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Yuncheng College, Yuncheng, Shanxi 044000, China)

Abstract: The quality structure of application鄄oriented personnel has three basic elements: the intrinsic quality of the talent level of
self鄄cultivation, the critical level of capacity, and the external dimensions of the core competencies. The intrinsic quality of the talent
level of self鄄cultivation determines the person謖s standard of professional ethics. The critical level of capacity is the foundation. The
external dimensions of the core competencies are the key to obtaining advantages in the market competition. The quality structure is
reflected in the sequence of quality elements,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three鄄dimensional structure system and organization forms.
Key words: application鄄oriented personnel; quality; elements;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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