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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地方本科高校闭环开放 “三全”协同育人
———以湖南理工学院为例

刘　钢１，郭新媛１，汤　俊２，郭金林２

（１湖南理工学院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湖南　岳阳　４１４０００；
２国防科技大学　系统工程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７３）

　　摘　要：面向现代化强国建设人才支撑需要，应用型地方本科高校的教育工作着力点为培
养应用型人才。湖南理工学院为首批国家产教融合发展工程应用型本科规划高校，正在积极研

究探索应用型地方本科高校所需的人才培养模式，基于 “三全育人”格局和 “协同育人”耦合

思路，建立 “四有”协同育人闭环机制与 “六维”协同育人开放体系，实践探索闭环开放 “三

全”协同育人的有效性。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２０１９年到２０２１年 “三全”协同育人模式的

实施效果进行评价，验证了 “三全”协同育人模式的有效性，并对模式现有的不足提出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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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
政部发布的 《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

应用型转变指导意见》明确指出，为应对经济结

构深刻调整，加快产业升级步伐，需要推动人才

向应用型发展［１］。应用型人才是指能将专业知识

和技能应用于所从事的专业社会实践的一种专门

的人才类型，应用型人才的核心是 “用”， “用”

的本质是基础知识掌握与社会实践相结合［２］。应

用型地方本科高校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应用型人才。

协同育人强调了应用和用户，以市场为导向，与

应用型地方本科高校的人才目标与定位相契合［３］。

“三全育人”，即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

位育人。２０１７年２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

见》提出了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要求［４］，

即 “三全育人”要求。２０１８年９月，教育部办公
厅公示首批 “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单位遴选

结果。２０１９年１月２日，教育部办公厅公示了第
二批 “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单位遴选结果。

“三全育人”已经上升为国家推进新时代高校思想

教育工作的重要战略方针［５］。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提出
了协同理论。理论的核心内涵为：在一个系统内，

各子系统会发生系统和系统之间的内在协同作用，

形成在时间、空间和功能上的有序结构，从而生

成一些整个系统所不具备的结构和功能［６］。“协同

育人”是将协同论的基本思想与原理整合到教育

中的方针，即协调各方面教育因素，使其朝着育

人目标正向前进。“三全育人”包括全员 （主体维

度）、全过程 （时间维度）、全方位 （空间过程）

三个维度［７］。“协同育人”原则是积极调动多方面

要素。“协同育人”的原理与 “三全育人”的本质

和内涵有较高的相似度，将 “三全育人”和 “协

同育人”相结合，本质就是将协同机制合理地运

用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中去。协同论的开放效

应、伺服原理和自组织原理可以较好地运用到

“三全育人”中［８］。

提高教育的整体水平和改善学生的发展质量

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所有利益相关者的

努力，社会、高校和学生是这个过程中的三个重

要参与者。而在 “协同育人”中，应用型地方本

科高校大多数只关注到校内、校校的相互协作，

校企之间的协作有很大欠缺。针对这一问题，湖

南理工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深入剖析 “三全”

与 “协同”的思想理念，建立 “四有”协同育人

闭环机制以及 “六维”协同育人开放体系。以领

导组织、制度保障、评估反馈以及实施模式形成

闭环机制，将学校与企业，学校与地方，学校与

兄弟学校、研究所，学校与国际高校等，建立起

深厚的联系。经过前期探索与实践，取得了一些

实质性进展。

二、“四有”协同育人闭环机制

基于 “三全育人”和 “协同育人”耦合思路，

有机构成闭合回路。以有为的模式为推手，以有

力的组织为领导，以有序的制度为保障，以有效

的评估为反馈，建立 “四有”协同育人闭环机制。

各个环节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形成统一整体，

推动并保证机制的正常运行。

（一）以有为的模式为推手

协同育人容易出现协作基地 “影子化”、协同

组织 “松散化”、能力培养 “碎片化”等问题，尤

其是 “双主体”缺乏全方位对接和全程化互动的

问题，究其原因就是缺少一套系统的运营模式，

要素之间缺少某种将它们互相联系起来的机制。

应从协同育人的有效性出发，创新协同育人的体

系模式。以此为切入点，形成 “一主题、双主体、

三保证”的 “五位一体”闭合回路迭代递进模式，

以确保取得实效。

在其 “协同育人”的主题下，以全体师生和

协同对象为主体，由协同组织牵引协同育人工作

的展开，协同制度保障协同育人顺利进行，评估

机制将工作结果反馈给协同组织，三者形成闭环，

保证模式的正常运行。在这套模式下，主要包括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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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校地、校所、校校和校内五大协作方式。

这五种协作方式同时开展、齐驱并驾，相互联系

又互不干扰，即 “五位一体”。

以有力的组织做牵引，规避了协作组织松散、

主体双方交流不足等情况；以有序的制度作为保

障，避免了主体双方合作难以顺利开展的困境；

以有效的评估为反馈，解决了协同育人的优化问

题，促进协同育人工作达到预期目标效果。在这

套模式下，能有效地增强各要素之间的 “黏合

性”，并活跃双主体各方面的 “积极性”。协同育

人实施模式如图１所示。

图１　协同育人实施模式

（二）以有力的组织为领导

建立学校、学院、教研室三个层级领导。在

学校层级方面，自上而下成立了组织领导机构，

专门负责协同育人方面的工作。

在学校层级方面，校党政领导是保证协同育

人效果的第一责任人，其中分管协同育人的副校

长，负责领导全校协同育人工作。教务处在校长

和副校长领导下，负责全校协同育人工作。学校

形成了校党政领导和分管副校长负责、教务处长

及相关副处长辅助、各相关专职人员协助的协同

育人组织运行架构。从核心管理人员配置可以看

出，学校层面对这项工作的重视程度和推进力度

很大。在学院层级方面，学院院长是保证协同育

人效果的第一责任人，由分管教学的副院长负责

相关工作。在教研室层级方面，通信工程专业成

立以教研室主任为组长，全体专任教师参与的工

作小组，在学校学院两级领导下，负责协同育人

的全面实施。

在层层递进、分级领导的方式下，既可以分

散庞大的工作量，又可以保证组织内部的活力，

避免了一方不作为就使得协作工作停滞的情况。

（三）以有序的制度为保障

为确保协同育人工作达到预期的目标效果，

需建立长期监测和评估的机制和制度，必须定期

审查、监测和评估实行协同育人的影响，并对课

程进行修改，使课程体系和学习内容在适当时候

得到优化，确保协同育人质量。随着协同育人机制

的建立，教育系统和 “三全育人”被定义为综合

改革，其内容涉及教学、研究、管理和实践等方

面。为保障协同育人的顺利进行，针对协同机制

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学校和学院组织制定了相关

规划文件和管理制度，包括人事管理、人才培养、

教学改革、社会服务及提高协同育人质量等文件。

为保证双向交流的顺利进行，协作双方在政

策上都给予了支持。在学校方面，鼓励教师在生

产实践中开展科研、教学活动，绩效考核时允许

用生产实践工作量充抵教学工作量，并在职务

（职称）评聘时向 “双师型”教师倾斜；在企业方

面，派驻学校的工程师除了待遇不变之外，还可

享受额外的补贴。

（四）以有效的评估为反馈

为促进协同育人工作达到预期目标效果，建

立了协同育人长效监控评估机制和体系，定期检

查、督促、评价协同育人的实施效果，并适时修

正培养方案、优化课程体系及教学内容，为协同

育人保质保量的开展提供保障。学校通过组织专

家开展暑期实习教学专项检查等工作，一方面加

强与实习基地企业的联系，另一方面充分了解实

习状况与效果，进一步加强对协同育人工作的全

面质量监控。本专业协同育人评价反馈机制如图２
所示。

图２　协同育人评价反馈机制

三、“六维”协同育人开放体系

“六维”协同育人开放体系建立在 “三全育

人”与 “协同育人”协同体系之上。同时，针对

校企、校地、校校、校内、校院、校所等进行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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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育人，紧扣人才培育 “主旋律”，贴合大环境需

求培育应用型人才。

（一）以实践需求为指向开展校企协同

校企合作协同育人要充分利用学校和企业双

方的优质资源培养学生，其初心与目的在于提高

学生实践能力，进而满足企业求贤若渴的实际需

要。在实践过程中，探索出了以 “三式三化”为

核心内容的校企协同育人方式。

１平台 “拓展式”活化

学习趣味导引。为提高学生参与积极性，联

合诺基亚、湖南基石通信有限公司等企业组建了

校企俱乐部，为学生提供有趣的技术培训和实践

操作。通过采用问题导向，积极开辟校外创新训

练、创业实践、实习实训基地，开展暑期实训、

实习生培养及定期的参观与走访；通过协作研究、

立项创新，加强学生专业知识和创业知识在实践

中的运用。

２产教 “融通式”转化

理论实践融合。产教融合是产业与教育的深

度融合，是高校提高培养人才质量的必然选择［９］。

将企业的工作全过程融入到高校人才培养的全过

程，这种与传统教学方式相比更加注重实践动手

能力，更加注重当下企业对人才需求的教学方式，

充分契合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对此，我校积

极与协作企业开展项目合作，积极利用科研优势，

解决企业实际问题。

３就业 “精准式”孵化

对于目前高校毕业生存在的学生就业意识落

后、动力不足、定位不清等问题，我校采取了以

下措施。

教学过程双导。结合毕业生近年主要就业去

向，甄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企业，组建一支地域、

行业、职业、岗位覆盖面广的企业导师队伍，搭

建了在校学生与企业的长期沟通与深度指导平台，

学校的专业教学人员和公司的技术骨干作为一个

团队整体共同指导学生的实习工作。企业指导老

师为学生提供各种形式的工业和技术指导、职业

规划和职业讲座。将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贯穿大一

至大四全过程，提升校企联动实践育人的新活力。

实习岗位双选。将学校向企业分配实习岗位

的方式变更为学生和企业的线上和线下 “双选”。

由企业在实习信息平台上对学生进行 “网络双

选”，最大限度地满足企业和学生的双向需求。学

生在企业实习后，企业将对实训过程进行复查，

在生产、设计、管理等岗位实行轮岗实习，通过

多个岗位的联合衔接，促进学生的多方位教育，

让学生更快地找到自身的就业定位，减少人才资

源的浪费。近两年，选拔与通信运营岗位专业对

口的优秀学生，独立组成定向培养班，即 “联通

班”，由学校按照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有关要求及双

方商议的教学计划实施教学，学习期满且达到全

部培养要求的学生直接录用为湖南联通所属基层

单位的合同制员工。

（二）以社会责任为指向开展校地协同

校地协同始终以 “有较高社会影响力的特色

鲜明的地方大学”发展目标为指引，以 “高水平

应用型地方大学”为办学定位，扎根中国大地办

大学，融入地方建设谋建树，努力引导师生积极

走出校门参与社会建设。

１承接地方项目
积极承接地方政府部门研究项目，提供政府

部门、社区街道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为政府决

策提供参考，强化与地方人才需求的契合度。湖

南理工学院已经和岳阳市经济开发区签订 “地区－
学校”战略框架协议，拟通过合作开发共同建设

一批工作室、研究所、实验室等合作平台，合力

建设将科学技术成果迅速转化成经济效益的帮扶

平台和咨询服务平台。借助专业人才、科技和智

力优势，更好地促进地方经济开发 “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战略的实施。

２参与公益活动
积极引导师生参与到社会公益活动中去，每

年定时开展 “三下乡”活动、大学生假期社会实

践活动，并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其中。涌现出一批

先进分子，增强了他们对社会的认识，激发了学

习知识的热情，能利用所学知识服务地方。

３服务地方建设
把服务地方建设与推动自身发展有机结合起

来，依托专业资源优势，紧密围绕岳阳乃至湖南

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主动寻求服务地方经济的契

合点，努力结合自身所学的专业知识技能和产业

发展需求，积极搭建校地协作的工作平台，促进

科研自身的拓展性研究。

（三）以创新发展为指向开展校所协同

校所协同关键在于实现 “双主体”在教学科

研上的深度合作、创新发展。

１创新联盟共建
校所双方遵循实现创新创造规律，在深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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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基础上，共同构建由形式、内容、路径、评价

等多元模块构成的专业发展体系。近年来，我校

通信工程专业与广东现代移动互联网研究院等科

研院所逐步建立了合作，多名老师受聘为广东现

代移动互联网研究院研究员，既开阔了科研视野，

又提升了科研能力。

２发展资源共享
高校和研究所作为协同合作双方，应在资源

共享方面提供便利，便于高校优化人员配置、掌

握行业最新技术，便于研究所迅速将科技成果投

入实验并转化为商用价值。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９日，在
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湖南省分会场上，

我校作为全省两所本科院校之一，被湖南省发展

与改革委员会授予 “湖南省双创示范基地”称号，

并现场授牌。

（四）以资源共享为指向开展校校协同

校校协同是实现 “跟跑—并跑—领跑”后发

先至的 “快车道”，其关键在于共享一流大学资源

和经验，实现自身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

１师资交流合作
积极邀请高水平高校来学校进行交流合作与

讲座活动，同时以人才交流为纽带选派老师到高

水平高校攻读博士学位，开展项目协作。与高水

平院校开展实质性合作，促进教学交流，共同探

讨优质教学方式。取其精华，将其特色化元素有

效融合到教学科研之中。提供经费和资源，由高

校合作共同组织开展面向教师的技术培训、经验

分享等工作，提升教师教学水平和实践能力。

２课题项目协作
与高水平院校相关学科联合开展研究、申报

课题，派遣学生和教师交叉进行项目开发，共同

推进专项研究的开展。校方积极推动高校间项目

合作，并予以相应的奖励资助，推动科研成果的

产出，在协作交流的同时逐步提高教师的科研能

力和教学水平，提高学生的专业能力。

３人事代理运作
以人事代理形式引进优秀军转博士教师团队。

通过这一纽带，借鉴高水平院校的 “新工科”办

学模式，紧贴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有效推动工

科专业培养模式的积极 “转型”，有力推动教学改

革和科研活动开展。加强与兄弟院校联合发展，

建立协调一致、运转高效、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

始终坚持以大课题凝聚人才，以大协同实现共赢，

促进资源的共享互通，共同打造高等教育新合力。

（五）以融会贯通为指向开展校内协同

目前，“新工科教育”改革工程强调实用性、

重叠性和综合性，特别是对互联网技术和控制工

程等新技术［１０－１１］而言，更是如此。对于处于新科

技革命浪潮顶峰的通信工程专业来说，与其他学

科的交叉更为紧密。此专业与学院的电子工程、

自动化等专业，在教学管理、财力物力人力等方

面优势互补，共同推动专业、学科、平台等建设，

实现协同育人、共同发展。

１专业优势互补
着眼培养 “文理兼通、理工俱佳”的复合型

人才，与电子、自动化等应用型专业联合育人，

优化资源配置和共享，实现人才大类培养。在

“第一课堂”方面，为打破专业壁垒、促进交叉融

合，专任教师跨专业教学科研、听课讲课已成常

态。在 “第二课堂”方面，本专业所有教学科研

平台基地向全校相关专业学生开放，学生在不同

专业领域里互相学习、尽情交流，向复合型人才

发展。同时，跨专业学生与老师联合组队参加电

子设计、数学建模等竞赛，集智聚力、智慧涌现，

也取得了好成绩。

２课程体系互嵌
以培养高级应用技能为目的，以协同育人模

式为基础，通过系统地分析课程间的相互关系、

内容递进和扩展的关系，并从工程角度研究课程

的意义，对传统的课程体系进行了优化和重组［１２］。

例如，学院根据通信工程的教学要求对学生的综

合能力素质进行评估，将通信工程的专业课程

（包括三大类，即通识教育课程类、学科基础课程

类和专业方向课程类，共七组课程）和两个平台

系列 （工具平台系列、应用创新平台系列）共同

组成课程体系，体系结构如图３所示。

图３　课程体系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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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学工管理互通
以教育教学资源作为联系纽带，将教学部门、

学生事务部门、团委和学习部以及二级学院和学

生会联系起来，加强内部的交流和信息资源共享。

实行学生管理的责任共享制，构建包含教育、校

园文化和社会实践的 “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

（六）以开源开放为指向开展国际合作

在２０２０年５月底的 “两会”上，习近平总书

记再次强调要 “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也就

是，采取 “开源”的 “双循环”战略。为拓宽教师

的视野、提高学生的核心竞争力，我校多措并举

逐步实现 “开源开放”。

１留学访学走出去
积极选派中青年教师出国留学、访学，参加

国际会议，加强与国外名校的学术交流，提高外

语应用能力及科研水平。适时举办海外的校友交

流会，增加和海外专家学者的交流，把握学术前

沿科技，并争取合作共赢，共同参与科研项目，

创建海外研究基地等科研平台，联合培养学生，

开阔学生眼界，培养学生动手、研发、创新的

能力。

２深入合作引进来
积极邀请海外名师来学院讲学，与国外多所

高校的专家学者之间建立长期合作关系，邀请专

家授课，提升师资水平，开拓师生国际视野。引

导、指导学生积极参与各种国际赛事活动。提升

高校整体国际化发展理念，建立具有应用型特色

的国际交流项目，加强国际科研交流和项目合作

深度。引入国际实质性教育资源和相关优秀经验，

优化现有教学模式，提升教学质量，培养高层次

国际化人才。

四、效果评价

为了对 “三全”协同育人模式的可行性作出

准确判断，并全面地评估 “三全”协同育人模式

的实施效果。下面基于 ＣＩＰＰ评价模型建立评价指
标体系［１３］，基于层次分析法确定选取指标的权

重［１４］，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对 “三全”协同育人

模式进行定量评价［１５］。

（一）基于ＣＩＰＰ评价模型建立 “三全”协同

育人模式评价指标体系

ＣＩＰＰ评价模型作为现代典型教育评价理论模
型，具有适用范围广泛、形式灵活等优点。该模

型包括背景评估、输入评价、过程评价和结果评

价四类评价。下面针对这四个部分，结合 “三全”

协同育人模式本身特点和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

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根据国内外学者研究，选取

定量指标，并在听取专家意见进行指标调整之后，

确定了评价指标集［１６－１８］，如表１所示。表中展示
了背景评价 Ｂ１、输入评价 Ｂ２、过程评价 Ｂ３和结
果评价Ｂ４这４个一级指标，以及Ｃ１～Ｃ１６共计１６
个二级指标。

表１　基于ＣＩＰＰ评价模型建立 “三全”协同育人模式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权重

闭环开放 “三

全”协同育人

培养模式评价

系统Ａ

一级指标 权重

背景评估

Ｂ１
０１１０７

输入评价

Ｂ２
０２８８０

过程评价

Ｂ３
０２３０５

二级指标 层次单排序权重 层次总排序权重

地方区域经济活力Ｃ１ ０１３４６ ００１４９

社会支持力度Ｃ２ ０２３２１ ００２５７

学校招生规模及影响力Ｃ３ ００８３４ ０００９２

协同育人体制机制Ｃ４ ０５４９９ ００６０９

教学基地及设备投入Ｃ５ ０３４７３ ０１０００

师资投入Ｃ６ ０３１６４ ００９１１

经费投入Ｃ７ ０３３６３ ００９６９

实践培养注重度Ｃ８ ０２０４５ ００４７１

教师业务能力Ｃ９ ０２０７７ ００４７９

监管及考核Ｃ１０ ０１９０３ ００４３９

教育教学方法Ｃ１１ ０１９９２ ００４５９

课程设置Ｃ１２ ０１９８３ ００４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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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闭环开放 “三

全”协同育人

培养模式评价

系统Ａ

一级指标 权重

结果评价

Ｂ４
０３７０８

二级指标 层次单排序权重 层次总排序权重

学生能力评价Ｃ１３ ０２６３０ ００９７６

学生满意度调查Ｃ１４ ０２３５１ ００８７２

社会评价Ｃ１５ ０２５１９ ００９３５

协同育人效益Ｃ１６ ０２５００ ００９２５

（二）基于 ＡＨＰ层次分析法确定 “三全”协

同育人模式评价指标权重

ＡＨＰ层次分析法是一种分层决策方法，常常
和 ＦＣＥ模糊综合评价方法相结合确定其指标权
重［１９－２１］，得到权重分配集Ｑ，进而开展评估。
１建立递进层次结构
ＡＨＰ层次分析法定义了各层次结构，将其分

解为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确定了一、二级

指标之间的支配关系。

２构建判断矩阵
判断矩阵表示本层因素针对上一层因素的相

对重要程度。它不是将所有因素放在一起比较，

而是两两指标进行比较。一般采用专家打分法，

矩阵中的值采用１～９标度方法确定。
３权重计算及一致性检验
为了减小不一致性对结果的影响，需要对生

成的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将求得的判断矩

阵Ａ的所有列向量进行归一化，求其行和再次进
行归一化，得到权重 ｗｉ和特征向量 Ｗ，满足关系

Ｗ＝（ｗ１，ｗ２，…，ｗｉ）
Ｔ。求出的 λ应当满足 ＡＷ＝

λＷ。利用一致性指标ＣＩ进行一致性检验，总共分
三种情况：ＣＩ＝０，此时 λ＝ｎ，说明判断矩阵 Ａ
具有完全一致性；ＣＩ接近于０，说明有满意的一致
性；ＣＩ越大，说明不一致性越严重。

一般来说，当一致性比率 ＣＲ＜０１时，认为
判断矩阵 Ａ的不一致性在容许范围内有满意的一
致性，通过一致性检验，可用其归一化后的特征

向量作为权向量，得到权重分配集Ｑ。否则，需要
重新构造判断矩阵。

（三）基于 ＦＣＥ模糊综合评价法对 “三全”

协同育人模式定量评价

ＦＣＥ模糊综合评价法是以模糊数学为基础、
将定性因素定量化并进行综合性评价的方法。其

模型简单，易掌握，具有对多层次多指标的复杂

问题评判效果好等特点，在实际生活中应用非常

广泛。

１确定指标集和评级集
这里用集合Ｕ表示指标集，Ｖ表示评级集。
２确定模糊关系矩阵
在确定好各个指标的权重后，通过逐个将被

评价指标对各个评估结果的隶属度进行具体量化，

确定模糊关系矩阵 Ｒ。假设有 ｍ个指标，ｎ个评
级，关系矩阵Ｒ表示如下：

Ｒ＝

ｒ１１ ｒ１２ … ｒ１ｎ
ｒ２１ ｒ２２ … ｒ２ｎ
  

ｒｍ１ ｒｍ２ … ｒ













ｍｎ

（１）

其中，所有行内元素都需要进行归一化处理。

每一个元素 ｒｉｊ表示每一个属于指标集 Ｕ＝ ｛ｕ１，
ｕ２，…，ｕｍ｝内的指标ｕｉ对每一个属于评级集Ｖ＝
｛ｖ１，ｖ２，…，ｖｎ｝内的评价等级ｖｊ的隶属度 （可能

性程度）。隶属度的确定采用专家评价的方法。

３确定模糊合成算子
引入评级集Ｖ上的一个模糊子集Ｂ，可称为模

糊评价子集、决策集。为了得到Ｂ，要为实际的估
计问题选择一个合适的估计模型，并使用合适的

模糊合成算子对模糊关系矩阵 Ｒ和权重分配集 Ｑ
进行运算。

Ｂ＝Ｑ·Ｒ＝［ｑ１，ｑ２，…，ｑｍ］·Ｒ＝

ｒ１１ ｒ１２ … ｒ１ｎ
ｒ２１ ｒ２２ … ｒ２ｎ
  

ｒｍ１ ｒｍ２ … ｒ













ｍｎ

＝［ｂ１，ｂ２，…，ｂｎ］　　　　　　　　　　　　
（２）

式中：ｂｉ表示被评估对象对评级集Ｖ中元素 ｖｉ
的隶属度。

常用的模糊合成算子共有四种，Ｍ （∧，∨）
和Ｍ （，∨）主要考虑最具代表性的评价指标
对最终评价结果的贡献作用。模糊合成算子中的Ｍ
（，∨）强调各指标权重和其对最终评价结果的
相对隶属程度。Ｍ （∧，）则将各指标的隶属程
度相互区分开来，易于进行最终的判断。Ｍ （，
）用加权法来计算各指标对最终结果的影响，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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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虑。在此实验中，Ｍ （，）被选择用于
最终综合评价结果的合成。

４评估结果集确定
为充分利用 Ｂ所携带的信息，可充分考虑不

同等级的评级参数和模糊评价子集Ｂ，使得评判结
果更加具有对比性，更加符合实际。此时，我们

可以假设每个评级ｖｊ的参数向量用Ｃ表示，得到等
级参数评价结果为 ＢＣＴ＝ｐ，其中 ｐ是一个实数。
它反映了模糊评价子集 Ｂ和等级参数向量 Ｃ带来
的综合信息。

（四）评估结果

本文对２０１９、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的 “三全”协同

育人模式实施效果进行评估。确定指标集为：Ｕ＝
｛Ｂ１，Ｂ２，Ｂ３，Ｂ４｝，Ｕ１＝ ｛Ｃ１，Ｃ２，Ｃ３，Ｃ４｝，
Ｕ２＝ ｛Ｃ５，Ｃ６，Ｃ７｝，Ｕ３＝ ｛Ｃ８，Ｃ９，Ｃ１０，
Ｃ１１，Ｃ１２｝，Ｕ４＝｛Ｃ１３，Ｃ１４，Ｃ１５，Ｃ１６｝。Ｂ１～
Ｂ４分别为背景评估、输入评价、过程评价、结果
评价；Ｃ１～Ｃ１６分别为地方区域经济活力、社会支
持力度、学校招生规模及影响力、协同育人体制

机制、教学基地及设备投入、师资投入、经费投

入、实践培养注重度、教师业务能力、监管及考

核、教育教学方法、课程设置、学生能力评价、

学生满意度调查、社会评价、协同育人效益。其

子集确定评级集 Ｖ＝｛优，良，中，差｝，可得权
重分配集Ｑ，Ｑ１，Ｑ２，Ｑ３，Ｑ４，可见表１。
Ｑ＝（０１１０７，０２８８０，０２３０５，０３７０８）
Ｑ１＝（０１３４６，０２３２１，００８３４，０５４９９）
Ｑ２＝（０３４７３，０３１６４，０３３６３）
Ｑ３＝（０２０４５，０２０７７，０１９０３，０１９９２，０１９８３）
Ｑ４＝（０２６３０，０２３５１，０２５１９，０２５００）
在各级指标权重确定之后，得到各年份的各

级模糊关系矩阵Ｒ，Ｒ１，Ｒ２，Ｒ３，Ｒ４，做如下矩阵
运算：

Ｂｉ＝Ｑｉ·Ｒｉ（ｉ＝１，２，３，４） （３）

Ｒ＝

Ｂ１
Ｂ２
Ｂ３
Ｂ













４

（４）

Ｂ＝Ｑ·Ｒ＝Ｑ·

Ｂ１
Ｂ２
Ｂ３
Ｂ













４

＝Ｑ·

Ｑ１·Ｒ１
Ｑ２·Ｒ２
Ｑ３·Ｒ３
Ｑ４·Ｒ













４

＝ ｂ１，ｂ２，ｂ３，ｂ( )４

（５）

将２０１９、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对 “三全”协同育人

的模糊评价子集 Ｂ分别记为 ＢＡ，ＢＢ，ＢＣ，经过上
述计算得到：

ＢＡ＝（０２０９０，０２８３２，０３３２８，０１６７１）

ＢＢ＝（０２９３６，０３４２９，０２９１２，００６５１）

ＢＣ＝（０３７２２，０３４１４，０１８９３，００８９１）

将评级集Ｖ＝｛优，良，中，差｝四个等级赋
值为Ｃ＝（９０，８０，７０，６０），对２０１９、２０２０、２０２１这三年
得到的模糊评价集 Ｂ做矩阵运算 ＢＣＴ＝ｐ，并进行
模糊向量的单值化，得到的实数 ｐ即为当年 “三

全”协同育人模式的最终评价值。

经计算，得到２０１９、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的最终评
价值分别为 ７４７７６、７８０８１、７９４０７，如图 ４
所示。

图４　湖南理工学院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度 “三全”

协同育人模式的最终评价值

五、总结与反思

从２０１９、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我校 “三全”协同育

人模式的评估结果来看，“三全”协同育人模式的

实施有较大成效显现。一方面，学生的学业成绩

大幅度提高，说明大部分学生已经很好地掌握了

基础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具备了基本的学习和

思考能力。另一方面，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

时，有相应的实践活动相配合，将理论知识学习

和实际实践方法有效结合。通过参加校企俱乐部、

参与学科竞赛、参与科研项目，学生的动手实践

能力、创新研究能力得到了提升。学生由内而外

得到自身能力素质的提升，从里到外得到思想眼

界层次的升华。

“三全”协同育人模式能充分地利用学校和社

会资源，全员全程全方位地培养人才，特别是

“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扩大我国人才储备数量，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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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完成我国经济现代化、完成经济转型与产业升

级的重要一步。在新形势之下，推进 “三全育人”

与 “协同育人”相结合，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综

合素质，还可以增加学校的人才储备。通过构建

“四有”闭环机制和 “六维”开放体系，取得了增

强应用型地方本科高校综合实力的实质性成效，

充分说明了 “三全育人”和 “协同育人”相结合

的有效性和可实施性。

但是，还有一些方面需要做出突破和努力。

比如，在学生心理辅导和心理素质建设方面做出

突破性努力，注重辅导员和思政课老师之间的交

流合作，探索各应用型地方本科高校相互借鉴学

习新途径、新平台，创新 “三全育人”和 “协同

育人”相结合的教育新模式等，这些也将是下一

步亟待解决的问题和探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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