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跃上葱茏满目春
——— 烟台大学文经学院跨越发展纪实

立校：与改革创新同向同行

烟台大学文经学院是全日制本科层次
普通综合类高校，是国家教育部首批确认的
独立学院。学院依托母体高校雄厚的办学实
力和优越的教育资源，以及投资方在校企合
作和科学研究方面的综合优势，实现了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的快速发展———

2005年，学院以优异成绩通过教育部
独立学院办学条件和教学工作专项检查；
2006年，通过教育部对《普通高等学校学生
管理规定》落实情况检查；2007年，与祥隆
企业集团签署合作办学协议，建设发展进
入快车道；2008年，经省教育厅批准，获得
接收留学生资格；两年后经国家外专局批
准，获得聘请外国专家资格；2009年，成立
大学生就业创业试验园；2010年，在校生人
数突破1万；2011年，在省同类高校中率先
成立教师教学发展中心；2012年，通过山东
省独立学院综合检查、山东省学士学位授
予考察评审等；2013年，以优势特色专业为
引领启动专业群建设；2014年，完整构建基
于职业胜任力为目标导向的应用型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框架；2015年，当选中国独立学

院协作会常务理事单位；2016年，发起成立

81家企业参与的校企协作理事会，深化校

企协同育人模式；2017年，中国独立学院协

作会常务理事会在文经学院召开；2018年，

以建院十五周年为契机，举办“新时代·新

科技·新教育”高端论坛，教育部及省市领

导对文经发展给予充分肯定；2019年，五大

研究院建设初具规模，校企共建多元合作；

2020年，启动“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学院

发展进入新时期。学院先后获“山东省大学

生创业教育示范院校”“山东省教育国际交

流与合作工作先进单位”“山东省高校校园

绿化与管理先进单位”“2019年度山东最佳

社会声誉高校”“2019年度招生宣传最具公

信力高校”“2019年山东省十大就业竞争力

本科高校”等多项荣誉。

文经学院以17年的时间，高起点、快车

道、全方位的发展态势，成为新型办学模式

下的年轻后起之秀，走出的每一步都是改革

创新的产物。

发展：与社会需求同频共振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服务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是独立学院发展壮大的应有之道。近
年来，学院紧密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产
业升级要求，加强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

为跟进烟台市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支
点城市定位和服务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
工程建设要求，学院以工程管理、会计学专业
等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和省级特色专业为引
领，优化工程管理、通信工程、生物工程、投资
学、法学、新闻学等优势专业，既打造一个至
高点，也实现了“多点开花”。同时继续深化经
贸外语、人文社科等7个有学院特色、区域特
征的专业群建设，2020年又开展“专业群+3R
平台+人才培养”新模式探索，专业群内全方
位融通，形成了适应地方经济发展、布局合
理、特色鲜明的学科专业结构。课程改革与时
俱进，启动专业核心课为主的双师课程建设，
认真培育校级一流专业与精品课程，积极申
报山东省“双万”工程，现有省级精品课9门，

《财务管理》《管理学原理》两门课程获批山东
省一流本科课程。

注重与市场、行业紧密结合，如贴合烟
威地区对旅游、休闲、房地产等生活性服务
业专业人才的需求，开设休闲产业管理、物
联网工程等新专业；依托投资方产业优势，
打造了一批具有实践教学和产学研结合鲜
明特色的专业，如建筑工程管理、房地产经
营与估价、投资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等；成立
乐活老龄产业科研所、机器人研究院等，在
自我发展的平台上展示了学院服务地方的
独特魅力。2019年“校企共建机器人工程专
业及公共实训平台”获批烟台市校地融合发
展项目，获科研经费150万元，提升了学院服
务地方、服务企业的能力。

如今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在文经已形成
工作常态，合作程度不断加深、合作成果不
断扩大。目前学院已同省内外160余家企业
联合共建实习实训基地。与此同时，学院积
极邀请行业专家和企业技能专家进课堂，直
接参与学院教学改革与研究，开展双师共导
教学，将学生的学习和工作融入生产与社会
实践。以2019年为例，学院共邀请企业家进
课堂70余人次，与企业合作共建课程44门，

安排学生到烟台杰瑞集团、方圆集团等企业
认知、顶岗实习累计达10000人次。

跨越：以品牌建设引领质量提升

学院以品牌建设为引领，以师资队伍建
设为保障，以质量提升为着力点，全面培养
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职业胜任力目标导向的应用型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是一项具有文经特色的创造性
探索。2011年以来，学院在广泛调研和分析
的基础上，强调“学生中心、成果导向、产教
融合、持续改进”，整合开发教育教学资源，
构建了满足基于职业胜任力目标导向的应
用型人才培养的教育教学模式。同时努力搭
建“1+4”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实践平台，强化
大学生的专业实践、就业创业、科技创新、职
业胜任力和社会服务等多种能力，推动并实
现教学工作和人才培养的高质量发展。

学院在省内高校率先成立的大学生就业
创业试验园，被授予烟台市“大学生创业孵化
基地”“市级二类创客空间”，被团中央、团省
委分别授予“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目前
试验园有70余个项目入驻，34个项目注册公
司，1500多名毕业生参与，30余名长期特聘创
业导师。学院以试验园为依托，“以赛促教”，
强化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
其中，园内的沐晨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已成为
烟台唯一从事中小学科普航天培训推广机构
和航空运动人才培训基地，创业项目获省“互
联网+”大赛铜奖；烟文网络技术服务工作室
开办网上餐厅和实体店，创业项目获省“创青
春”大赛银奖、“互联网+”大赛银奖。

近年来，学院人才培养硕果累累。毕业
生始终保持较高就业率，就业质量逐年提
高，在历届毕业生中都不乏出类拔萃的佼佼
者。有1230名学子考取了研究生，其中2020
年考取研究生333人，其中食品系考研录取
率近50%，有两个宿舍全员考研成功，成为
众人瞩目的“学霸宿舍”；组织学生参加全国
全省各类学科竞赛，获得省级以上奖励千余
项，其中机器人应用研究院团队在第32届国
际智能机器人与系统大会上获国际一等奖；
有4000多人次考出了各类资格证书；等等。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当然，高素质的人才培养，关键在于高
水平的教师队伍建设。学院高瞻远瞩，早在
2011年便成立了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这在当
时山东省高校中尚属首例。教师教学发展中
心采取教学指导与培训、教学实习与实践、
教学研究与交流、教学咨询与服务“四位一
体”的教师培养模式，打造了“传帮带”、“过
三关攻一课”、教学沙龙、名师论坛、校本研

究等多个品牌项目，设立“青蓝奖”“烛光奖”
“教学名师”等不同梯次的激励体系和奖项，
满足了教师个性化专业化发展和人才培养
特色的需求。近年来，教师参加各级各类教
学竞赛成绩突出，获国家级三等奖1项，省级
一等奖2项、二等奖8项、三等奖9项。

近年来，学院以“人才工程”为牵引，进
一步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优化教师队
伍结构、系统修订薪酬方案，有计划地逐步
提高教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强化教职工
的向心力、凝聚力、归属感及幸福感，形成了
优秀人才在学院安心从教的良好局面。

特色：以“和合”文化夯实内涵建设

“和合”文化是文经人在长期办学过程
中形成的校园文化精髓，也是烟台大学文经
学院创新发展、内涵建设的思想依存。

学院坚持“和合”理念和柔性治理，推动学
生的个性化教育、多元发展，适才扬性、静待花
开。“和合尽责 学习创新”“帮助学生以最好
的自己走向社会”“建设幸福卓越文经学院”等
文化建设目标，得到了全院师生员工在思想和
行动上的共鸣与积极回应。在重点建设方面，
分年度提出并实施专题建设任务，如“师德师
风建设年”“改革创新年”“质量效率年”“文化
建设年”“学习提升年”等，主题建设年环环紧
扣，创新了工作思路，助推学院内涵发展。

在“和合”文化引领下，建立在专业知识
基础上的各类文化活动开展得风生水起，如
外语系“外语嘉年华”、管理系“营销大赛”、文
法系“模拟法庭”、建筑系“鲁班文化节”等活
动，实现了一系一品牌、一年一创新。这些在
专业中融入的传统思想文化元素以及开拓创
新、与时俱进的内容与形式，层层筑牢学院的
文化根基，涵养着文经人的文化自信。

秉承“国际视野、开放办学”的工作思路，
学院于2017年成立国际教育交流学院，整合
校内中德合作办学项目、工商管理国际班项
目和留学生教育等资源，为广大师生提供了
更加广阔的国际化发展空间。目前与英国、美
国、澳大利亚、德国、加拿大、新西兰、芬兰、匈
牙利、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30余所院
校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合作领域，
彰显着“和而相融”“融而不同”的文化魅力。

任重道远，更须策马扬鞭。当前学院正
处在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十四五”发展规
划正酝酿出台。站在新的发展节点上，学院
将坚持不懈地勇于创新、大胆改革，夯实内
涵建设、提升综合实力，在出新出彩中书写
烟台大学文经学院事业发展的新篇章！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张卫静 吕超）

2003年，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浪潮，一所新型的
充满个性色彩的高等学府在山东烟台诞生并迅速崛起，
她的名字叫烟台大学文经学院。这是一所走出常规、创
新发展的大学。经历了攻坚克难的创业和自强奋进的成
长壮大，烟台大学文经学院培养了一大批适应社会经济
建设需要的创新创业者和应用型人才，崭露出鲜明的办
学特色，积淀了独特的人文底蕴和校园文化。

世界级！学院智能机器人团队获国际机器人“抓取
与操作”比赛冠军。

院长于光辉会见韩国新罗大学校长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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