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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高校如何提高教育质量,已是管理者和教师共同关注的问题。 确立以项目设计

为主线的高校教育模式是提高教学质量和实践育人效果的较好途径。 这种教育模式以目标导

向为动力,促进学生学习行动的阶梯发展;以平台互动为媒介,促进学生多种能力的全面提升;
以项目团队为形式,促进学生个体全面成长。 这种教育模式对推动学生获取知识、提升能力、升
华思想、推进高校教育改革和发展均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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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着人才培养与社会实

践脱节、大学生思想和行为与主流价值观有距离、大
学生社会适应能力欠缺等问题。 因此,大学生的实

践创新能力、学习能力、职业技能、团队合作与交流

能力、责任感亟待提高。 在此形势下,尝试和推广以

项目设计为主线的高校教育模式就成为一条可供选

择的路径。
一、以项目设计为主线的高校教育模式的内涵

与优势

(一)以项目设计为主线的高校教育模式的内

涵、理论支撑与特征

项目是在限定条件下为实现特定目标而执行的

一次任务。[1]4它是有待完成的任务,并有特定环境

限制和受到一定条件的约束,任务的完成必须达到

一定目标、质量、数量、某种指标的要求。 完成项目

必须进行项目化运作。 项目化运作就是在一定时间

内,为达到特定目标而调集到一起的资源组合,为取

得特定成果而开展的一系列相关活动。 它有如下特

征:明确而具体的目标、较明显的时间特征、社会性

的集体活动、各种资源的动员和组合、非重复性、需
要具体设施或者一定的条件。[2] 项目化运作从开始

到结束,必须经历几个不同阶段,这也叫做项目的生

命周期。 对项目的生命周期,不同学者观点也不相

同。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技术援助项目主任

Jack Gido 认为,项目生命周期分为四个阶段:识别

需求、提出解决方案、执行项目、结束项目。[1]8

以项目设计为主线的高校教育模式是在建构主

义理论指导下,以项目设计为主线的教育目标、教育

内容、教育手段及方法、考核评价等与教育相关的诸

要素之间的项目化组合方式和运作流程的教育模

式。 也就是说,“项目设计冶是把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集中为项目,以项目设计为载体,使师生在进行项目

设计过程中,依据该项目培养的目标要求,自行调集

资源、确定研究问题的具体内容,提出理论假设,寻
找验证方法,进行学习交流与评价,达到“意义冶的

最终建构的过程。
以项目设计为主线的高校教育模式有以下特

征:第一,目标的确定性。 其目标是教书与育人的统

一。 培养目标不仅仅是专业理论的学习和专业知识

的积累,还有思想境界的提升、良好心态的培养和社

会适应性技能的培养。 第二,内容的阶梯性。 其教

育内容在本科四个年级呈阶梯连续上升态势,各年

级内容衔接紧密、层次分明。 第三,方法的研究性。
其方法以学生为中心,以目标为导向,以交流、讨论

等研究方法为手段,从而达到“意义冶的最终构建。
第四,运作的规范性。 该模式采取团队组合与项目



化运作的方式,把项目生命周期的识别需求、提出解

决方案、执行项目、结束项目阶段分为项目申报、立
项、运行、交流、总结和评价、管理等环节,确定考核

标准,进行考核评价。
(二)以项目设计为主线的高校教育模式的

优势

1. 采取以项目设计为主线的高校教育模式,利
于培养大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认识能力和认识条件

都根源于历史性的实践本身,认识的可能性不能在

实践之外的先验条件中去寻找。冶 [3] 以项目设计为

主线的高校教育模式是在实践中主动学习、主动管

理、主动服务的教育模式。 以项目设计为主线的高

校教育模式采取项目化运作方式,注重发挥学生的

主体作用,注重学生的自我学习、自我教育,注重学

生的批判思维、创新思维的发展和培养,在推动教育

理念变革和教学质量提高、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创新人才等方面具有独特的重要作用。
2. 采取以项目设计为主线的高校教育模式,有

利于提高大学生的专业素质和文化素养

以项目设计为主线的高校教育模式,是依据建

构主义理论和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心理学原则,从学

生的实际状况出发,采用项目设计的任务目标形式

和参与式、研究式方法,搭建良好的学习平台,确立

学生的中心地位,在“做项目冶中调动学生的积极

性,促进理论学习、实践学习与教师指导的全面深度

融合,为学生、教师搭建研究性学习的平台,对提升

国家未来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素质、实现文化传承与

创新均具有重要意义。
3. 采取以项目设计为主线的高校教育模式,有

利于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以项目设计为主线的高校教育模式,实行“项
目主管制冶,把教书与育人统一于项目化运作的过

程之中,使学习目标和育人的目标细化为标准,旨在

使学生在出色完成学习任务的同时,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同时提

高其社会适应能力。
二、实施以项目设计为主线的高校教育模式的

条件

(一)以项目设计为主线的高校教育模式实施

的必要前提

1. 信息化环境是采用以项目设计为主线的高校

教育模式的重要条件

21 世纪,信息技术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

面,“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冶淤。 利

用网络平台提供的丰富信息资源开展个性化学习,
已成为信息时代教育发展的重要特征。 信息化环境

可以为广大教师和学生提供可选择的共享性教育资

源,如高校多媒体辅助教学软件库,电子图书馆和期

刊网的超文本、超媒体阅读。 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
给教师、学生创设最有利的信息环境,就能为采用以

项目设计为主线的高校教育模式提供可供选择的学

习内容和学习环境。 由此可见,信息化环境为加速

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条件。
2. 教育心理学的认知变革是采用以项目设计为

主线的高校教育模式的指导思想

20 世纪 60 年代初,教育心理学发生了变化,即
从行为主义向认知心理学转变,从“刺激—反应冶向
“信息加工冶转变。 教育心理学的认知变革是采用

以项目设计为主线的高校教育模式的指导思想,尤
其是作为认知心理学的重要分支,建构主义理论着

重强调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是一个主动参与者,关
注学习策略和学习情境的创设,目前这一理论已经

成为国际教育改革的主流思想。 建构主义倡导以学

生为中心,重视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和学习能力的

培养,倡导团队合作、对话与交流,强调个体主动性

的发挥。 维果斯基在《教育心理学》中曾提出:作为

教育过程的基础应该是学生的个人活动,而一切教

育的艺术则应该归结为引导和调节。 从心理学的观

点出发,教师是教育环境的组织者,是教育环境与受

教育者相互作用的调节者和控制者。
3. 教师素质和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愿望是采用

以项目设计为主线的高校教育模式的推动力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近年来,“我国高校教师

队伍的整体素质明显提高,高校已成为集聚高层次

人才的战略高地。冶“截至 2010 年底,我国高校具有

研究生学历的教师比例从 2000 年的 31郾 3%提高到

57郾 1% ;具有教授、副教授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

教师是 1978 年的 64 倍。冶 [4] 国家积极推进“人才强

教战略冶,开展对外人员互访、课程引进、学分互认

和跨国办学,并推出了一系列可供借鉴的精品视频

课和其他共享性教学资源;高校提高了教师的准入

门槛,开展了教师大练基本功、听课评课等活动;国
家与高校在加大科研投入、创造科研环境和条件,提
高科研水平等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教师素质

的提升,使教师清醒地认识到了高校改革和发展所

面临的问题和困境。 教师有突破传统教育模式的愿

望和能力水平,这不仅为教育教学质量的稳步提升

奠定了基础,也为教学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

学生在就业用人单位要求毕业生具备一定的实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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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压力下以及严峻的就业形势下,也摆脱了学习

只是为应付考试的想法,希望能在大学本科四年学

到适应社会、适应工作需求的“真本事冶,以有效提

升自身的实践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 这些都成为采

用以项目设计为主线的高校教育模式的推动力。
(二)以项目设计为主线的高校教育模式实施

的保障措施

1. 制定业绩考核和薪酬配套改革制度

采用以项目设计为主线的教育模式,必须改革

不适应高校人才培养管理方式的薪酬制度。 为此,
可借鉴国外现代企业和著名大学的“扁平化冶管理

模式以及山东临沂大学推出的“项目主管制冶,在二

级院系领导、教师中实行类似企业的契约化管理,以
及有严格的考核制度和相应的薪酬额度的“主管

制冶。 岗位津贴和奖金部分中的薪酬额度,可按照

教师学期完成的授课任务和承担的项目环节工作确

定工作量和奖金分配数额,以调动教师作为团队导

师和项目主管的积极性,有效实现教书育人的目的。
2. 合理设置课程

合理的课程设置是以项目设计为主线的高校教

育模式实施的重要保障。 高校在传授给学生专业知

识和技能的同时,必须在人文社会科学、文化艺术、
心理和体育等方面加强对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培
养其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为此,应
根据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学校的自身情况、师资的

情况、教学项目化运作的实际情况等,进行专业课程

和非专业课程的科学设置。 应安排一些学术沙龙、
专题讲座和研讨活动,使课程范围广泛涉及人文社

会科学等多个知识领域,以加强对学生专业知识、人
文素质、实践能力等综合素质的培养,使学生从课程

和实践活动中汲取养分,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和综合

素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锻炼和提

高实践创新能力,以便为日后成功地走上工作岗位

奠定基础。
三、以项目设计为主线的高校教育模式实施的

影响因素与风险

(一)以项目设计为主线的高校教育模式实施

的影响因素

1. 教师的教育理念

实施以项目设计为主线的高校教育模式,需要

教师树立全新的教育理念。 全新的教育理念是指在

“做中学冶和教书与育人相结合。 “做中学冶是美国

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 提出的一种实用

主义教育思想,其核心命题是:“教育即生活冶、“教
育即成长冶、“教育即经验的改造冶,让学生“从活动

中学冶、“从经验中学冶,做到“学与做冶的结合,知行

合一。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
在《决断两秒间》一书中也提到“运气+10 000 小时

训练=成功冶。 因为没有一个人“生来就是天才冶,
每个人都是要经历大量的实践活动才可能对理论、
人生感悟有深刻理解,思想达到升华。 现代教育要

求教师不仅要给予学生知识,更应使他们有理想信

念,有丰富的精神世界,有敬业、诚信、友善等表现,
有良好的心理状态。 而教师如果习惯于旧的教育模

式,就很难采用以项目设计为主线的高校教育模式。
为此,教师必须树立全新的教育理念。

2. 学生的参与热情

实施以项目设计为主线的高校教育模式必须激

励学生参与的热情并使之持久。 当下,一些学生心

态浮躁,学习的投机性倾向比较明显,缺少项目设计

的参与热情和勤奋、踏实的学风。 所以,必须把学习

任务的目标细化,通过实行项目进展定期报告、举办

学生科研论坛、定期进行考核评价等一些积极有效

的措施调动学生参与的热情。 同时,由指导教师组

成的导师团队还应经常组织专题讲座,介绍基础知

识、研究方法,并从专业视角分析热点问题,使学生

的项目设计有思路、有方法、有感悟、有提升,从而提

高他们对项目的参与热情并使之持续长久。
(二)以项目设计为主线的高校教育模式实施

的风险

1. 影响教师工作效率和学生学习效率的风险

在以项目设计为主线的高校教育模式实施的过

程中,如果项目设计只是组建以教师为导师的项目

团队,对教师的考核要求不具体,教师的岗位职责不

明确,就会影响教师的工作效率和效果,进而也会影

响学生进行项目设计的积极性。
2. 达不到项目目标的风险

采取以项目设计为主线的教育模式,有可能使

教书与育人脱节。 采取以项目设计为主线的高校教

育模式的初衷,就是实现教书与育人的有效融合。
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教书冶因为有课程设置、课
程建设及规范的要求,所以容易达到教学的目标;而
“育人冶即使有目标要求和考核标准,但由于对一些

考核内容,如奉献精神、合作意识、积极心态等很难

作出评价,所以,假如教师对此方面有忽略倾向,其
育人的目标也不易落实。

3. 抑制拔尖人才脱颖而出的风险

在以项目设计为主线的高校教育模式实施的过

程中,如果教师专业素质不够全面,对项目涉及的某

些理论指导不能有效深入,又不能与其他教师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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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学生与其他教师很好地交流,缺乏对学生专业

理论的深入探讨,就会影响拔尖人才的脱颖而出。
四、以项目设计为主线的高校教育模式的实施

路径

(一)以目标导向为动力,促进学生多种能力的

全面提升

在大学本科生的四年学习期间,师生应围绕一

个主题进行项目设计,经过项目申报、立项、运行、交
流、总结、评价、管理这样一个循环,使学生不断地在

已有知识库、经验与新信息之间建立联结,使其知识

不断地得到拓展和深化。 同时,为了建构有用的知

识体系,获取终身学习所必需的思维和学习策略,学
习者必须确立和追求与己相关的目标。 学生应把这

个目标任务化,并以这个目标导向作为动力和压力。
教师应通过采取一系列策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高他们对学习意义的认识,以增强学生的积极性

和责任感,从而向更高的目标攀登。 学生在大学四

年本科学习期间,可以在不同年级进行以目标导向

为动力的项目化的具体运作。
1. 大学一年级是项目化运作的准备阶段

在此阶段,应以转变师生观念、确定设计方向为

重点,以组建团队、构思项目为手段,促进每一位学

生进行“我想做什么冶的项目思考和准备。 在这一

时期,教师要鼓励学生发现和挖掘自己的优势与潜

能,使其明确专业培养方向,并拟定相应的职业发展

规划;要指导学生利用网络搜集整理资料,分享高校

的优质教育资源;要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交往能

力、写作能力,提高他们对项目设计的认识和理解,
推动项目申报和立项的完成,努力营造团队内部及

团队之间的友爱、友善、勤奋、求实的良好氛围。
2. 大学二年级是项目化运作的起始阶段

在此阶段,应以理解研究项目目标、激发项目研

究兴趣、进行立项为重点。 教师应以方法指导、方案

研讨为手段,促进每一位学生解决“我能做什么冶的
问题。 师生应拟定和讨论项目设计发展目标要求,
统一认识;加强团队协商、研讨、合作。 教师应促进

学生学习和积累专业理论知识,进一步完善开题报

告;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自主管理、独立思考等能

力,增强他们的团队意识和大局观念,提高学生的自

信心和自律水平。
3. 大学三年级是进行项目研究、能力提升的重

要阶段

该阶段以项目研究、知识建构、素质提升为重

点,以项目运行、项目交流为手段,促进每位学生解

决“我可以做什么冶的问题,深化学生的专业理论学

习,发展学生的发散思维和批判精神,形成项目的特

色和亮点。 教师应对学生的学习、研讨与交流加强

指导,推进项目设计与教学深度融合;应组织学生深

入社会调查研究,提升学生的自主服务能力、科研能

力、创新能力,培养学生的服务意识、奉献精神,提高

学生的心理素质,促进良好学风的形成。
4. 大学四年级是项目评价和管理阶段

该阶段以培养科研能力、深化对项目的实施意

义的理解为重点,以项目总结、项目评价为手段,促
进每一位学生解决“我做的效果如何冶的问题。 要

组织项目团队进行项目总结,完成对项目的整体评

价;扩大项目团队的科研网络社区的辐射和影响,实
现项目设计与毕业设计的对接。 教师应帮助学生总

结学习内容所反映的规律和项目运行的规律,促进

学生的过程管理能力、创新实践能力、社会服务能力

的提高。 同时,教师还应培养学生的责任感、使命感

和勇敢坚定、积极乐观的精神。
(二)以平台互动为媒介,促进学生学习行动的

阶梯式发展

为实现项目设计的规划目标,完成项目发展的

任务,教师应为项目团队在大学本科四年期间的项

目申报、立项、运行、交流、总结、评价、管理搭建学习

和互动平台,实施具体行动计划,解决项目设计发展

中的重要问题,促进学生学习行动的阶梯式发展、学
习水平的逐步提高。 学习和互动平台主要有两类:
一是项目运作过程中的现实的各种学习交流平台,
主要表现为开展各种学习交流活动;二是网上交流

和教研社区交流互动平台,主要是围绕项目设计的

资料收集与共享、任务发布与方法指导、问题讨论与

疑难解析、心得体会与学习动态等方面进行网上交

流活动。 以学习平台互动为媒介,促进学生在大学

本科四年期间学习行动的阶梯式发展,主要表现为

以下几个方面。
1. 在大学一年级进行项目设计申报活动

在此阶段主要进行项目团队组建,发掘学生自

身优势,拟定“项目设计发展目标与方案冶,搭建网

络交流互动平台,为学生提供选择优质教育资源的

路径和通用学习资料,进行项目设计的资料积累与

研究方向的选择,完成项目设计申报工作。 在组织

项目团队时,每个项目团队可由 5 ~ 7 名学生、1 名

教师组成,团队实行导师负责制。 项目团队成员围

绕“我的理想是什么冶、“我想做什么冶、“我的优势有

哪些冶进行思考,从而发现和挖掘自己的优势,以确

定发展方向。 然后,让学生利用网络搜集整理资料,
还要让每个成员深入社会,在观察、了解社会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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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拟定两个选题,完成项目的“构思冶和申报。
如笔者所在单位有的团队在观察社会、观察校园生

活的基础上,认为高校网络文化建设问题的解决对

于建设文化强国,建设学习型社会,建设创新型校园

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于是,这一团队与导师协商,确
定研究项目为《高校网络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研

究》,其成员利用网络搜集资料,了解各个高校网络

文化建设的现实状况和研究者研究的情况,从而建

立起有利于建构“高校网络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研

究冶的概念框架的情境,有效激发了学生的好奇心、
求知欲。

2. 在大学二年级进行立项活动

在大学二年级主要是对“专业项目设计发展目

标与方案冶进行学习讨论,制定和完善教师教育技

术能力标准,转变教师、管理人员的教育理念,进行

教学方法、学习方法、研究方法的培训。 要组织由教

师学术委员会参加的项目开题活动,经过教师的参

与指导,完善设计内容,完成立项工作。 同时,还应

为学生创建自主学习的学习环境,利用网络交流互

动平台进行问题讨论与疑难解析、任务发布与方法

指导,推动教育与项目建设的融合。 如,可组织项目

团队成员撰写开题报告,将学生引入一定的问题情

境———使学生处于概念框架中的某个节点,在团队

成员内部自行分工,学生自己可选择调查研究、理论

研究、资料搜集、制定规范、搭建网络平台等内容。
如《高校网络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团队

把“了解新形势下大学生网络舆论的关注热点,大
学生网络舆论及所反映的理想信念、价值观、人生观

的现实状况;加强大学生网络舆论引导的有效途径;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学生成长冶等问题作为

研究的具体内容。 教师从如何选择研究方法和研究

路径、如何利用图书馆相关资料、如何到现实生活中

进行调查研究等方面进行专题讲座,并适时给学生

提供必要的帮助,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独立思

考能力。
3. 在大学三年级进行项目设计交流、管理活动

此阶段进行项目设计交流与管理是项目科学发

展的关键举措。 要开展项目设计交流行动和项目设

计深化行动,建立项目设计管理与评价体系,把“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冶纳入评价标准。 要

应用项目设计标准,利用项目设计平台开展探究式、
讨论式、参与式教育,推动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的改

革,深化专业理论学习,促进项目设计阶梯式发展。
例如,笔者所在单位的《高校网络文化建设理论与

实践研究》项目团队的导师与项目团队成员不断加

强联系,定期交流。 一方面,教师针对项目设计主题

举办传播学、组织传播理论等方面的专题讲座,学生

将自己此阶段的研究成果以报告会形式进行交流,
促进了项目设计研究内容的深化;另一方面,项目团

队成员将交流内容和项目设计心得体会在网络日记

中进行展现。 教师利用项目设计平台开展参与式教

育,还可以举办讲座。 讲座主要围绕专业学习而展

开,教师可以把专业课程设计中没有的但又非常经

典的著作进行讲授,如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罗
宾斯的《行为组织学》、穆顿的《新管理方格》等。 教

师的讲座和学生研究成果的报告会是开放式的,讲
座中可以穿插答疑,允许学生针对项目设计提出疑

问,然后由教师进行解答。 对学生的报告会,导师和

一些专家学者及各个项目团队成员要出席,并提出

建设性意见,以促进学生多视角思考和全方位解决

问题思路的形成。 师生利用项目设计平台开展参与

式教育活动提高了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促进了

教师教育理念的转变和教学视野的拓展,推动了项

目设计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和教育效果的整体提高。
4. 在大学四年级进行项目总结、评价活动

在此阶段,要按照项目设计评价标准对项目设

计进行定性和定量评价。 要采取选优、鼓励和示范

等方式,推动项目设计的内容、方法、途径的创新。
要总结项目运行规律,指出存在的问题,分析项目设

计实践教学的现状,评估项目设计的进展与趋势,提
出指导性意见,完善项目设计方案,并为决策提供咨

询与参考。 要建立知识共享机制,组织学生举办学

习报告会、科研小组项目设计网络展示汇报会,交流

设计成果、传播优秀文化,促进师生科研水平、社会

服务能力与文化传承能力的提高。
除此之外,还要建设项目研究实习基地,开展实

践研究,完善项目设计方案与知识共享机制,实现科

研与教学、项目设计与学习的互动和衔接,推动相关

项目设计与毕业设计的对接,实现高校科研组织模

式、育人机制的创新。
(三)以项目团队为形式,促进学生个体的全面

成长

组建项目团队的目的是“建立以提高教育质量

为导向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把教育资源配置和

学校工作重点集中到强化教学环节、提高教育质量

上来冶 [5]。 为了实现以项目设计为主线的高校教育

模式的发展目标,应对项目化运作教育模式的发展

进行统筹规划、整体部署,通过组建项目团队、实行

导师负责制、教育资源共享共建、学生主体作用发挥

与教师指导全面深度融合,促进教育模式和教育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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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创新。
项目团队在“文化知识学习与思想品德修养的

统一、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的统一、全面发展与个性

发展的统一冶的原则指导下[5],以项目设计为依托,
采取基于问题的学习、基于项目的学习、基于参与的

学习等多种研究性学习方式,以提高专业知识水平、
提升思想境界、培养个人能力、实现知识积累、促进

心理健康发展为目标,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项目团队是学习型组织,是学生学习依托的基

本单位,团队导师是学生学习能力提升的指导者,更
是学生精神的引导者。 项目团队在项目设计运行过

程中,对学生集体主义观念的培养、社会理想信念的

确立、社会价值实现的思考均具有重要的作用。 作

为项目团队导师的教师,还要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

素质,使学生在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及自

我超越方面能够得到良好的帮助。 教师要做细致入

微的工作,把学生的心态调整、自信培养、潜能激发

放在重要位置。 因此,在以项目设计为主线的高校

教育模式中,教师不仅决定着项目的质量,更决定着

中国未来人才的培养质量。
五、结语

总之,以项目设计为主线的高校教育模式,是从

人才的全面素质提升和能力发展要求出发的。 它注

重教育实践、教育管理、教育质量控制、教育保障等

要素的协调统一,并与各教育环节相互配合,与教学

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相适应。 在项目设计、运作的

过程中,能够提升学生的创新、实践、自主学习、自主

管理等能力,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

观,增强自信心、责任感和使命感,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实现学生的专业知识、思想境界、人格特质、文
化素养、心理素质的全面提升。
注释:
淤 参见教育部《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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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Education Mode of University Taking Project
Design as the Main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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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the common concern of both managers and teachers.
Establishing the education mode of university taking project design as the main line is a good way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and
practice of education effect. This kind of education mode is taking goal orientation as a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謖 learning step of action, to interactive media platform, promote various abilities of students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in project
team form, and promote students all鄄round development. This mode of education contribute to promoting the students to acquire
knowledge, enhancing the ability of thinking, sublimation, and ha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Key words: university; education mode; project design; project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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