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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针对当前实战化教学中缺乏科学化、规范化的方法获取人才素质需求，并将其映
射到教学过程中的问题，以质量功能展开为支撑理论，研究构建实战化教学质量控制模型，并

对模型中的相关理论及算法提出了有效的解决方案。在此基础上，以 “船舶动力装置及自动化”

课程为对象，构建该课程实战化教学质量控制模型，为该课程实战化教学改革提供科学指导和

质量控制依据。为科学获取实战化对人才的素质需求，并将其映射到人才培养的各个阶段提供

理论和方法支撑，为实战化教学质量控制提供指导。

关键词：实战化教学；质量功能展开；质量控制方法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８８７４（２０１７）０４－００７９－０７

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
Ｃｏｍｂａ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ｏｄｅｌ

ＬＩＵＪｉｎｌｉｎ，ＷＵＪｉｅｃｈａｎｇ，ＺＥＮＧＦａｎｍｉ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Ｐｏｗ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Ｎａｖ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３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ｉｍｉｎｇａｔ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ｌａｃｋ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

ａｃｑｕｉｒｉｎｇｑｕａｌｉｔｙｄｅｍａｎｄｏｆｔａｌｅｎｔｓａｎｄｍａｐｐｉｎｇｔｈｅｍｔｏ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ｏｄｅｌｆｏｒ
ｃｏｍｂａ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ｗａｓｂｕｉｌ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ｏｄｅｌｗｅ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ｄ．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ａ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ｃｏｍｂａｔ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ｐｏｗｅｒｐｌａｎｔ＆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ｂｕｉｌｔ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ｗｈｉｃｈｃｏｕｌｄ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ｃｏｍｂａ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ｒｅｆｏｒｍ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ｉｔｃｏｕｌ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ｌｌｙａｃｑｕｉｒｉｎｇｄｅｍａｎｄｏｆ
ｔａｌｅｎｔｓｉｎｃｏｍｂａ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ｐｐｉｎｇｉｔｔｏｔｈｅｖａｒｉｏｕｓｓｔａｇｅｓ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ｗｈｉｃｈ
ａｌｓｏｃｏｕｌ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ｃｏｍｂａ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ｍｂａ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ｑｕａｌｉｔ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ｔｈｏｄ

一、引言

为贯彻习主席强军目标重大战略思想，推进

军队院校教育向实战聚焦、向部队靠拢，培养能

打仗、打胜仗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军队院校纷

纷开展实战化教学研究：如从军事指挥员应具备

的政治素质、军事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等方面，

从教学理念、课程内容、实战化训练环境等方面

研究实战化改革的思路［１］；借鉴俄罗斯总参军事

院校教学实践，从顶层设计、教学内容设计、教

员队伍建设等方面研究实战化教学改革思路［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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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信息化、野战化、模拟化、对抗化等方面研究

实战化教学训练模式创新［３］；从案例化教学、实

战化教学、对抗性教学等方面进行实战化教学改

革探索［４］；从构建教学训练体系、科学设置教学

训练内容、创新运行机制等方面研究卓越指挥人

才的实战化教学训练［５］；从教学条件建设、教学

模式、教学内容体系构建、实验室建设、管理模

式等方面进行实战化教学相关研究［６－１１］；针对具

体课程的实战化教学改革开展相关研究，为相关

课程实战化教学工作的开展提供指导［１２－１６］。当前

海军大量新型装备相继列装，部队训练及执行任

务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对人才的要求不断发生

变化，然而究竟该如何科学获取实战化条件下对

人才的素质需求并将其映射到人才培养方案、课

程标准、课程实施、课程考核等各个阶段，为各

个阶段指明重点并提供质量控制依据，从当前的

研究成果来看缺乏相关理论和方法的支持，这已

经成为制约开展实战化教学的突出问题。本文正

是在此背景下开展相关研究，以质量功能展开为

支撑理论，研究构建实战化教学质量控制模型，

为生长军官任职培训实战化教学人才培养方案及

课程标准的制 （修）订、课程内容的完善、课程

实施及课程考核改革提供指导，同时为实战化教

学各阶段提供科学质量控制依据，进而为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提供一定的支撑。

二、质量功能展开及其实施方法

（一）质量功能展开及应用现状

质量功能展开 （Ｑｕａｌｉｔ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ＱＦＤ）是一种基于需求驱动的产品设计开发方法，
即采用系统化的、规范化的方法调查和分析顾客

需求，并将其转换成为总体技术指标、子系统技

术指标、工艺指标、质量与生产计划等技术需求

信息，使所设计和制造的产品能真正地满足需

求［１７］。ＱＦＤ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在船舶、汽车、
电子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取得了显著的效

益［１８］。鉴于ＱＦＤ在各领域取得的成功，国外高校
开始研究将 ＱＦＤ应用到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中，如
美国 ９０年代开始应用 ＱＦＤ进行教学质量管
理［１９－２０］；国内大学如浙江大学、辽宁大学等从

２０００年开始研究将 ＱＦＤ应用到教学质量管理
中［２１－２５］。从当前的研究成果来看，缺乏针对实战

化教学改革，系统的研究实战化教学质量控制方

法。海军工程大学以 ＱＦＤ为支撑理论，研究了第
一任职需求与课程标准的映射方法，为任职教育

课程标准的制定与修订提供指导［２６］，本文以该项

研究为基础，以质量功能展开为支撑理论，研究

构建基于质量功能展开的实战化教学质量控制模

型，以期为实战化教学质量控制提供新的理论支

撑，同时为实战化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二）实施方法

美国供应商协会模式是 ＱＦＤ最经典的模式，
该模式采用质量屋进行需求获取及映射。以质量

屋为基础，美国供应商协会模式通过四个质量

屋［２２］１－６，如图１所示，将需求逐步展开为设计要
求、零件特性、工艺特性和生产要求，从而实现

从需求到设计要求、零部件特性、工艺特性及生

产要求的完整映射。

图１　ＱＦＤ美国供应商协会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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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战化教学质量控制模型

在实战化教学中，人才素质需求、人才培养

方案、课程标准、课程实施、课程考核构成了实

战化教学过程中的质量控制节点，且各节点之间

呈现出串行实施的特点，与美国供应商协会模型

的四阶段质量屋展开模型形成良好的对应关系，

因此本文以美国供应商协会模型为基础，研究构

建实战化教学质量模型，如图２所示。该模型主要
包括五个部分：人才素质需求获取及其权重计算

方法、需求分析质量屋、课程标准质量屋、课程

实施质量屋及课程考核质量控制表。

图２　实战化教学质量控制模型

（一）需求获取及权重求解

人才素质需求指标及其权重是实战化教学质

量控制模型的输入信息，对质量屋各阶段决策信

息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需要采用科学的方法

获取人才素质需求指标并计算其权重。按照模型

构建方法，本文研究采用德尔菲法、ＡＨＰ法、聚
类分析法等方法搜集并确定需求指标体系，采用

三角模糊层次分析法计算人才素质需求指标

权重［２７］。

（二）需求分析质量屋

需求分析质量屋通过关系矩阵将人才素质需

求指标映射到人才培养方案中，以明确人才培养

方案各指标的重要度，为制定科学的人才培养方

案提供依据。在需求分析质量屋中，输入为人才

素质需求指标及其权重，输出为人才培养方案指

标及其权重，通过关系矩阵实现两者之间的映射，

关系矩阵的元素为关系系数，关系系数需要通过

群决策获取［２８］。在关系矩阵中，关系系数按照重

要程度的高低分别用 ０９、０８、０７、０６、０５、
０４、０３、０２、０１、０表示。人才培养方案指标
的获取方法与人才素质需求指标的获取方法相同，

其权重的计算方法如下：

设参与决策的调查对象的人数为Ｔ，人才素质
需求指标的数量为Ｐ，人才培养方案指标的数量为
Ｑ，Ｒｔ＝（ｒｐｑ）ｔ为第ｔ位调查对象给出的第ｑ项人才
培养方案指标对第ｐ项人才素质需求指标的重要程
度，其中ｔ＝１，２，…，Ｔ，ｐ＝１，２，…，Ｐ，ｑ＝

１，２，…，Ｑ。
则第ｑ项人才培养方案指标对第ｐ项人才素质

需求指标的综合重要程度的计算方法如式 （１）：

ｒｐｑ ＝
１
Ｔ×∑

Ｔ

ｉ＝１
（ｒｐｑ）ｉ 式 （１）

设研究确定的人才素质需求指标的权重向量ω
＝（ω１，ω２，…，ωＰ），则第ｑ项人才培养方案指
标对人才素质需求指标的综合重要程度 ωｑ可由式
（２）求解。

ωｑ ＝∑
Ｐ

ｉ＝１
ωｉｒｉｑ 式 （２）

（三）课程标准质量屋

课程标准质量屋以人才培养方案指标及其权

重为输入信息，通过关系矩阵将人才培养方案指

标映射到课程标准中，以明确各门课程在人才培

养方案中的重要程度以及课程标准各指标的重要

度。其中课程标准指标的获取方法及其权重计算

方法与需求分析质量屋中的相关方法相同。

（四）课程实施质量屋

课程实施是课程质量建设的关键环节，该质

量屋以课程标准指标及其权重为输入信息，通过

关系矩阵将课程标准指标映射到课程实施的各个

环节，明确课程实施各个环节的重要程度，为将

课程标准有效贯彻到课程实践中提供支撑。在课

程实施指标体系中，应包括教学资源、教学设计、

教学组织、教学过程等内容。

（五）课程考核质量控制表

通过课程标准质量屋，可明确课程标准指标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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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点，得到课程考核的关键指标及其权重。以

课程考核关键指标及权重为依据，确定课程考核

的重点，结合合理的课程考核方式，编制课程考

核质量控制表，为课程考核提供质量控制依据。

综上，通过构建实战化教学质量控制模型，

可实现有效获取人才素质需求，并将需求映射到

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课程实施、课程考核

等各个阶段，以明确实战化教学各阶段的重点和

质量控制依据。

四、应用研究

“船舶动力装置及自动化”课程的授课对象是

生长军官任职培训学员，适用于船舶内燃动力专

业，该专业学员毕业后的任职岗位为机电部门干

部。以研究的实战化教学质量控制模型为指导，

研究构建 “船舶动力装置及自动化”课程实战化

教学质量控制模型。

（一）素质需求指标及其权重

根据研究的人才素质需求指标获取方法，按

照上级、平级、下级三个维度［２９］，总人数２０人原
则，建立ＱＦＤ调研小组，研究获取机电部门干部
的素质需求指标，如表１所示。

表１　机电部门干部的素质需求指标

ＱＲ１ ＱＲ２ ＱＲ３

爱岗敬业 军事素质 管理能力

ＱＲ６ ＱＲ４ ＱＲ５

实操能力 身心素质 专业知识

ＱＲ７ ＱＲ８ ＱＲ９

组训能力 装备管理 知识结构

根据研究的需求指标权重计算方法，计算得到需

求指标权重为：

ωＲｅｑｕｅｓｔ＝（０１０８，００９５，０１１５，０１０２，０１３０，
０１２５，０１２２，０１１５，００８８）

（二）课程标准质量屋

根据研究的实战化教学质量控制模型，人才

素质需求指标及其权重应作为人才培养方案质量

屋的输入，由于篇幅所限，不对人才培养方案质

量屋进行展开。本文仅以 “船舶动力装置及自动

化”课程为例开展研究，因此直接将人才素质需

求指标及其权重作为课程标准质量屋的输入。

根据研究的指标获取方法，在原 ＱＦＤ调研小
组的基础上增加院校人员组成新的调研小组 （共

４０人），得到课程标准指标，如表２所示。

表２　课程标准指标

知识目标ＴＲ１

结构原理 工况分析 故障判断

ＴＲ１１ ＴＲ１２ ＴＲ１３

技能目标ＴＲ２

使用条例 操作使用 维护管理 故障排除

ＴＲ２１ ＴＲ２２ ＴＲ２３ ＴＲ２４

过程和方法目标ＴＲ３

状态判断 应急使用 应急处置

ＴＲ３１ ＴＲ３２ ＴＲ３３

情感态度和价值目标ＴＲ４

岗位价值 岗位热情

ＴＲ４１ ＴＲ４２

根据研究得到的人才素质需求指标及其权重、

课程标准指标，建立课程标准质量，如表３所示。
通过课程标准质量屋，可得到每项课程标准指标

的重要程度，为进一步细化课程标准的内容、明

确课程标准的重点提供依据，同时为课程资源建

设、课程实施、课程考核提供指导。

表３　课程标准质量屋

课
程
标
准

关
系
系
数

素质需求

ＴＲ１ ＴＲ２ ＴＲ３ ＴＲ４

ＴＲ１１ ＴＲ１２ ＴＲ１３ ＴＲ２１ ＴＲ２２ ＴＲ２３ ＴＲ２４ ＴＲ３１ ＴＲ３２ ＴＲ３３ ＴＲ４１ ＴＲ４２

ＱＲ１ ０１０８ ０９ ０９

ＱＲ２ ００９５ ０２

ＱＲ３ ０１１５ ０５ ０６ ０４ ０８ ０３ ０５ ０７ ０６ ０７ ０８

ＱＲ４ ０１０２ ０１ ０３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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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课
程
标
准

关
系
系
数

素质需求

ＴＲ１ ＴＲ２ ＴＲ３ ＴＲ４

ＴＲ１１ ＴＲ１２ ＴＲ１３ ＴＲ２１ ＴＲ２２ ＴＲ２３ ＴＲ２４ ＴＲ３１ ＴＲ３２ ＴＲ３３ ＴＲ４１ ＴＲ４２

ＱＲ５ ０１３０ ０９ ０９ ０９ ０３ ０６ ０７ ０６ ０７ ０５ ０６

ＱＲ６ ０１２５ ０６ ０５ ０３ ０７ ０９ ０３ ０４ ０４ ０６ ０７

ＱＲ７ ０１２２ ０５ ０６ ０６ ０８ ０７ ０８ ０５ ０２ ０８ ０８

ＱＲ８ ０１１５ ０８ ０７ ０７ ０７ ０６ ０９ ０８ ０８ ０６ ０５

ＱＲ９ ００８８ ０３ ０２ ０１

课程标准指标权重 ０４２８９ ０４１９８ ０３６３ ０４１５６ ０３７９４ ０３８７１ ０３６１５ ０３２６４ ０３８７１ ０４１２６ ０１０７４ ０１２７８

　　在课程标准质量屋中，同时明确了人才素质
需求指标与课程标准指标的映射关系，得到的各

项课程标准指标权重可为课程考核提供依据。

（三）课程实施质量屋

在课程实施质量屋中，需要获取课程实施指

标，其获取方法与课程标准指标的获取方法相同，

得到的课程实施指标如表４所示。
以课程标准指标及其权重作为输入信息，以

课程实施指标作为输出信息，构建课程实施质量

屋，如表５所示。在课程实施质量屋中，明确了教
学资源中的先进性、系统性，教学设计中的理实

结合性，教学组织中的规范性，教学过程中的互

动性是教学实施过程中权重排序前５的指标，因此
是教学实施过程中需重点关注和控制的指标。

表４　课程实施指标

教学资源ＩＲ１

系统性 针对性 多样性 先进性

ＩＲ１１ ＩＲ１２ ＩＲ１３ ＩＲ２１

教学设计ＩＲ２

科学性 层次性 理实结合性

ＩＲ２２ ＴＲ２３ ＴＲ２４
教学组织ＩＲ３

规范性 适应性 灵活性

ＩＲ３１ ＩＲ３２ ＩＲ３３
教学过程ＩＲ４

感染力 互动性

ＩＲ４１ ＩＲ４２

表５　课程实施质量屋

课
程
实
施

关
系
系
数

课程标准

ＩＲ１ ＩＲ２ ＩＲ３ ＩＲ４

ＩＲ１１ ＩＲ１２ ＩＲ１３ ＩＲ１４ ＩＲ２１ ＩＲ２２ ＩＲ２３ ＩＲ３１ ＩＲ３２ ＩＲ３３ ＩＲ４１ ＩＲ４２

ＴＲ１１ ０４２８９ ０１ ０３ ０３ ０９ ０５ ０７ ０３ ０５

ＴＲ１２ ０４１９８ ０７ ０５ ０７ ０９ ０５ ０３ ０５

ＴＲ１３ ０３６３ ０７ ０３ ０３ ０５ ０７

ＴＲ２１ ０４１５６ ０７ ０３ ０７

ＴＲ２２ ０３７９４ ０７ ０９ ０９ ０５

ＴＲ２３ ０３８７１ ０３ ０３ ０３ ０７

ＴＲ２４ ０３６１５ ０５ ０７ ０３ ０５ ０１ ０３ ０５

ＴＲ３１ ０３２６４ ０５ ０３ ０３ ０３

ＴＲ３２ ０３８７１ ０７ ０７ ０９ ０３ ０５ ０３

ＴＲ３３ ０４１２６ ０７ ０９ ０７ ０３ ０３

ＴＲ４１ ０１０７４ ０７

ＴＲ４２ ０１２７８ ０９

课程实施指标权重 １４７０３ ０９４５２ ０２２６６ １７３９８ ０５２２３ ０５１１２ ２０２２５ １１４６０ ０２４６１ ０３１９５ ０４２７３ １２９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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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考核质量控制表

以课程标准指标及其权重为依据，取权重排

序前１０的指标作为质量控制参数，编制课程考核
质量控制表，如表６所示，明确各项考核指标的重
要程度、考核方式及质量要求。

通过构建 “船舶动力装置及自动化”课程实

战化教学质量控制模型，明确了该课程建设及实

施过程中各阶段的重点及相互之间的映射关系，

为该课程实战化教学改革提供了质量控制依据。

表６　课程考核质量控制表

序号 指标代号 指标 权重 考核方式 质量要求

１ ＴＲ１１ 结构原理 ０４２８９ 理论考试＋想定作业
熟悉典型船舶动力装置结构原理，能够运用结

合原理知识分析操作使用方法。

２ ＴＲ１２ 工况分析 ０４１９８ 理论考试＋想定作业
熟悉船机桨匹配的分析方法，能够运用船机桨

匹配知识制定动力装置在各种工况下的使用管

理方案。

３ ＴＲ２１ 使用条例 ０４１５６ 理论考试＋操作使用
熟悉船舶动力装置的使用条例，能够按照条例

要求使用管理动力装置。

４ ＴＲ３３ 应急处置 ０４１２６ 理论考试＋想定作业
熟悉动力装置典型工况下的应急处置方法，能

够制定想定故障工况下的应急处置方案。

５ ＴＲ２３ 维护管理 ０３８７１ 理论考试＋操作使用
基本熟悉动力装置的维护管理方法，能够对完

成对典型设备的维护保养操作。

６ ＴＲ３２ 应急使用 ０３８７１ 理论考试＋想定作业
知道动力装置应急使用的原则，能够制定想定

条件下的动力装置应急使用方案。

７ ＴＲ２２ 操作使用 ０３７９４ 理论考试＋操作使用
学会动力装置的操作使用方法，能够完成典型

动力装置各战位的日常操作。

８ ＴＲ１３ 故障判断 ０３６３ 理论考试
知道动力装置典型设备的故障判断思路，能够

判断动力装置典型设备的常见故障。

９ ＴＲ２４ 故障排除 ０３６１５ 理论考试＋操作使用
了解动力装置故障排除的一般方法，能够排除

动力装置典型设备的常见故障。

１０ ＴＲ３１ 状态判断 ０３２６４ 理论考试

了解根据动力装置运行参数判断动力装置运行

状态的判断方法，能够根据典型参数判断典型

动力装置设备的状态。

五、结束语

（１）针对当前实战化教学研究中缺乏科学获
取人才素质需求指标并将其映射到实战化教学过

程的方法支持的问题，以质量功能展开的质量屋

理论和映射理论为基本方法，以人才素质需求、

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课程实施、课程考核

为质量控制节点，研究构建了实战化教学质量功

能展开模型，并对模型中的相关理论及算法提供

了有效的解决方案，为实战化教学需求获取、映

射及质量控制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

（２）以 “船舶动力装置及自动化”课程为对

象，研究构建了 “船舶动力装置及自动化”课程

实战化教学质量控制模型，明确了该课程学员的

素质需求指标、课程标准指标、课程实施指标的

权重及相互之间的映射关系，得到了该课程的考

核质量控制表，能够为该课程的实战化教学改革

及质量控制提供科学依据；

（３）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为实战化教学工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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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开展及质量控制提供理论和方法指导，同时

为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奠定一定的基础。

（４）本文研究构建的质量控制模型主要针对
具体课程层面，适用于生长军官学员任职教育，

通过适当的改进可将质量控制模型的应用范围扩

展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将适用对象扩大到硕士研

究生、博士研究生等各层次人才培养中。一是根

据人才培养全过程阶段的划分确定质量控制模型

中质量屋的数量，如在人才素质需求和课程标准

之间有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的环节，只需将如表３所
示的课程标准质量屋分解成两个质量屋：人才素

质需求与人才培养方案映射质量屋、人才培养方

案与课程标准映射质量屋，需要注意的是针对人

才培养全过程的质量控制模型数据量非常大，需

要从顶层设计角度考虑，制定相应的配套制度，

由多部门协同，获取相关数据，以确保模型的科

学性和合理性；二是本文的研究方法可应用到硕

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等各个层次教学的质量控

制中，主要区别在于不同层次的培养目标不一样，

如硕士研究生注重应用能力培养、博士研究生注

重创新能力培养，因此在获取人才素质需求指标

时，需要科学组建 ＱＦＤ小组，确保需求指标及其
权重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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