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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和培养地域人才资源、打造特色师资队伍等手段，促

进中西部高校特色学科建设的长远发展。

首先，要深入挖掘本土人才资源，依托人才数据库

系统，及时为区域补充优秀人才，不定期开展人才招聘

和交流，采用聘用、借调、咨询等多种方式留住优秀师

资力量。此外，中西部高校应树立全球人才视野，加强

与国际人才深层次交流与合作。

其次，创设教师发展的良好环境，深化高校教师人

事制度改革，打破职称评审和提拔晋升壁垒。科研上，

对教师实行更加开放的经费管理政策，赋予更大经费使

用自主权，完善科研人才综合保障体系，激发教师的创

造 创 新 活 力 ； 生 活 上 ， 面 对 教 师 住 房 难 、 出 行 难 等 问

题，中西部高校相关部门应积极主动作为，切实为教师

排忧解难。

最 后 ， 还 要 加 强 特 色 教 师 梯 队 建 设 ， 制 定 公 平 公

正、严格规范的培养、选拔和考核标准。在此基础上，

通过对不同教师的专业、研究领域等进行布局，最终形

成一支包括学科带头人、学科骨干、学科助理、和技术

顾 问 等 在 内 的 结 构 合 理 、 相 互 协 同 的 阶 梯 式 的 教 师 队

伍，提升教师队伍的整体学识与技能。

（四）完善学科交叉融合的新型评价方式

科 学 完 整 的 评 价 体 系 是 激 发 新 文 科 建 设 的 内 生 动

力。在学术评价上，文科理论创新成果并非直接呈现出

线性递进的关系，因此理、工、农、医学科的评价标准

和评价体系并不适用，也不应该寄希望于在短时间内看

到明显成效。在学科评价上，学科设置要突破过细过窄

的趋势，避免从纵向的专、精、深角度对某一学科进行

评价。

学科交叉融合培养模式的质量保障是建立与完善学

科交叉融合的评价体系，其首要内容是对教师的“教”

和学生的“学”的质量评价标准进行创新。对于教师教

学质量评价，应将重点放在“立德树人”建设，对理论

和实践创新质量进行评价。文科知识具有非线性、发散

性，应在教师考核体系的设计中充分考虑到该特点，在

指标设计中体现文理科渗透、主观意愿等方面的指标。

除 此 之 外 ， 还 需 注 重 交 叉 学 科 知 识 融 合 与 应 用 程

度的考察，探讨构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学术成果评价系

统。对于学生学习质量评价，复合型人才素质评价要更

加灵活化，要破除过度单一化评价的局限性，不仅关注

学生的专业课学习成绩，还要对学生的学科融合创新能

力、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横向思维能力进行评估。从过

程和结果两个维度，构建和完善学科协同评价体系，从

而达到可度量与可评价的教学成果。

结　语

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打破了现有单一学

科的局限，突破学科间的学术壁垒，通过科学分析整合

多学科知识结构，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复合型、应

用型、创新型人才。目前，在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驱动

下，多学科交叉融合将成为常态，并持续催生新学科前

沿、新科技领域和新创新形态。基于此，中西部高校必

须明确自身发展的优势和面对的现实问题，积极建设和

发展特色学科，在此基础上依据区域发展需求进一步探

究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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