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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要遵循思想
政治工作规律，遵循教书育人规律，遵循学生成长规律，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1］2020年春节
前后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百年未遇，肆虐全球，对大学生的认知、心理、情感、思想等均产生了重大
影响，高校思政课教学面临新要求和新挑战，这也是当前高校思政课教学面临的最大的实际。马克
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讲到：“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是一致的。［2］广大思政课
教师要充分进行形势研判，要以鲜明的职业自觉抓好课堂教学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分析疫情对
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考验，反思思政课应对疫情存在的问题，充分利用抗疫精神中的价值资源因
势利导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真正发挥好思政课作为立德树人关键课程的作用。

一、疫情背景下高校思政课教学面临新变化

1. 网络成为课堂教学主阵地

疫情背景下，基于学生生命安全考虑，高校普遍采取“停课不停学”的方式，将课堂从线下转至
线上，网络代替课堂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新时代大学生作为网络原住民，生活本已高度网
络化，当课堂也完全网络化，学生也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天候网民”，他们需要面对更纷繁复杂、
泥沙俱下的网络信息，需要有更加清醒的鉴别能力与判断理性。

疫情期间依托网络授课，及时建立了家—校—生之间的连接，保证了教学的推进，诚然发挥了
很多积极效果，然而完全依赖网络展开教育教学，在情感交流、网络舆情引导、真假信息辨析、师生
互动、学生主体性发挥等方面也面临诸多不足与挑战。知识的传递、思想的启迪虽然有多种途径，
但始终无法替代师生面对面交流互动所产生的育人效果。无论网络世界如何发展变化，始终无法
代替面对面课堂交流带来的情感共鸣。

抗疫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的价值及路径

李 玲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强调“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

神，使之转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思想政治理论课

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在疫情常态化背景下，高校思

政课教师要主动担当作为，顺应大学生思想行为实际，善于把握时机、创新方法将抗疫精神融入教学之

中，落实思政课作为关键课程的使命任务，进一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针对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抗疫精神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价值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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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育人路径创新”（20Z084）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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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师主导示范的缺场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八一学校考察时要求“广大教师要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做学生学习
知识的引路人，做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人，做学生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在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上又进一步强调教师的神圣使命：“要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
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四个引路人”和“四个相统
一”是新时代思政课教师履行职责的重要依据和评价标准，而疫情期间面对面教学的无法实现，极
大阻碍了思政课教师履行示范的使命。思政课堂的顺利开展依赖诸多要素，比如载体、资源、环境、
管理、师生互动等，而教师本身正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对课堂教学效果起着至关重要影响。在
师生交流互动之中、在面对面有声有形的信息传递中，教师的语言、品行、气质、风格会对学生思想
行为产生潜移默化影响，这种影响能够发挥深层次的价值引领作用。教师课堂主导示范出现缺场，
思政课的教学效果面临挑战。

3. 学生主体性发挥不足

课堂教学中，学生的学习效果除了依赖教师之“教”，也离不开主动之“学”。学生通过参与课堂
活动、与同学探讨交流等方式，能够不断深化对教学内容的理解，体现出学习的主体性。疫情背景
下，高校普遍通过平台课程、自制网络课程或直播课程的方式授课，对学生高度自律提出了要求。
受限于网络教学方式，教师无法准确掌握每位学生的听课反馈，也无法对学生学习状态进行及时督
促提醒，更无法有效实施分层教学，这些都阻碍了学生主体性的发挥。良好的课堂教学，应该是教
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的双向交互，教师传递知识与思想，学生在听、感、悟的过程中增加知识积累、享
受精神成长并予以反馈，进而促进教师进一步改进教学方式，提升教学质量，如此循环往复。这个
完整的闭环，在疫情居家上课的实际中被打破，学生主体性发挥不足，影响了思政课堂的获得感，影
响了思政课“入脑入心”效果的发挥。

二、抗疫精神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综上可知，疫情对高校思政课教学带来了诸多挑战，也极大影响了思政课育人效果的发挥。在
疫情常态化背景下，高校思政课亟需深入挖掘教学资源，适应新变化，创新教学思路与方法，在危机
中育新机，在变局中开新局，充分运用抗疫精神讲好思政课。

1. 伟大抗疫精神蕴含着丰富思想资源

抗疫精神是党带领人民在抗击疫情中的精神凝炼，蕴含着重要的育人价值。在抗击疫情过程
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一个个鲜活事例凝聚的抗疫精神，体现出强烈的时代价值，正是高校思政
课教学中可以充分运用的资源。2020年9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
上对伟大抗疫精神作出精辟概括和深刻阐释，明确指出：“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中，中国人
民和中华民族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
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3］强调“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使之转化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20个字的凝炼，揭示了伟大抗疫精神
丰富的内涵、严密的逻辑和深远的寓意。

伟大抗疫精神是中国精神的生动诠释。伟大的抗疫精神是中国精神谱系中的重要标识。“生命
至上”饱含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怀和强烈使命担当；“举国同心”彰显了中华民族团结
友爱、互帮互助的集体主义精神；“舍生忘死”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敢于打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
难所压倒的顽强意志；“尊重科学”与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脉相承，反映出中国人
民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实践品格；“命运与共”凸显了中华民族谋求世界大同，“山川异域，风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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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大国担当。抗疫精神是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特质禀赋和文化基因的一脉相承，是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的传承和发展，是中国精神的生动诠释，丰富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
涵，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戮力同心、不畏艰难险阻，任何困难都无法击倒的韧力与决心。

伟大抗疫精神为新时代大学生成长注入精神动力。正是抗疫精神蕴含的丰富内涵，为新时代
大学生成长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大学阶段是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困惑的关键时期，突如
其来的疫情对大学生活的影响与改变，也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心理、思想与情感，甚至对不少学生的

“三观”产生了剧烈影响。大学生在面对各类信息、舆论、事件的交杂轰炸过程中，在面对个人、家
国、国际关系的认知和处理中，需要有坚强的定力去应对与判断，而抗疫精神，为他们提供了精神支
撑，正是他们成长之中的重要精神动力。

2. 伟大抗疫精神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高校大学生是青年的主体力量，肩负着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的时代重
任。抗疫精神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中形成的精神力量，蕴含着丰富的精
神内涵，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高度契合的逻辑关系。伟大抗疫精神在思想政治教育之中拥有
重要的价值。

有助于涵养正确的生命观。“生命至上”，生命重于泰山，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面对肆虐的疫
情，党中央采取的所有防控措施都首先考虑尽最大努力防止更多群众被感染，不计成本，尽最大可
能挽救更多患者生命。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这种尊重生命、生命平等的理念，是涵养大学生正确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有助于培养爱国主义精神。“举国同心”，体现了爱国主义的强大民族心和民族魂，是伟大抗疫
精神最激昂的主旋律。全国上下一盘棋，齐心协力抗击疫情。疫情期间连夜奔赴武汉的钟南山院
士、自发组织起来的志愿司机群体、援鄂的医护人员，他们的“口罩脸”、“请战书”正是爱国主义的集
中彰显，也是最有力的现实爱国主义教育。

有助于激发新时代集体主义精神。“舍生忘死”，是一种不顾个人安危，家国至上的情怀；也是一
种不怕牺牲，奔赴祖国和人民最需要地方的勇气。在抗疫过程中，无论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处在什
么样的岗位，无数平凡人舍小家为大家、舍小我成大我，生动映照了新时代集体主义团结拼搏的精
神。这种“舍生忘死”的精神一直流淌在中华儿女的血液之中，可以激发新时代大学生拼搏奋斗。

有助于锻造尊重科学的实践品格。“尊重科学”，是一种对科学的理性态度和务实精神，不仅体
现在疫情防控之中的全方位和全过程，而且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伟大抗疫精神的重要组
成部分。核酸检测试剂的研发、中西结合治疗方案的创新、疫苗研发、“十天建成一座医院”的中国
速度，都是中国人民尊重科学，勇于创新实践品格的体现。新时代大学生正需要锻造科学的实践品
格，树立对待科学的正确态度，以实践创新勇攀科学高峰，推动国家发展。

有助于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命运与共”，是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爱。疫情发生的第
一时间，我们国家就向世卫组织和相关国家地区报告了疫情信息；当疫情蔓延到世界各地，中国在
与疫情做斗争之中也在竭尽所能予以援手，至今为止向近百个国家提供了疫情援助。面对疫情此
全球共同的敌人，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爱无疆，这种抗疫精神有助于新
时代大学生更好认清国际关系与格局，做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的坚定弘扬者。

三、抗疫精神融入思政课的实践进路

育人是目的，融入是关键。抗疫精神融入思政课，如何有效融入、充分发挥抗疫精神对学生成
长的引领作用始终是探讨的关键。恩格斯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
偿的。”［4］伟大抗疫精神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能够对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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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产生全面且深刻影响；伟大抗疫精神诞生于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伟大实践，为思政课教学提供了
新内容、新载体、新养料。思政课教师应当深入学习研究抗疫精神，探索抗疫精神融入思政课的具
体路径，用抗疫精神铸魂育人，提高高校思政课的育人实效。

1. 心灵唤醒：鼓励学生分享思悟

心灵是每一个生命着的个人的内在活动，马克思把人看作感性的个体，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和
实践性。所以，心灵是个体的内在经验，可以被人的自我意识所觉察。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
过：“教育意味着：一棵树撼动另一颗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颗心灵唤醒另一颗心灵。”伟大的
抗疫精神具备鼓舞人心、激励奋进的精神力量，而这种无形精神力量只有最终转化为推动大学生前
行的引擎动力，才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化无形为有形。精神力量的获取不是靠推理获取和证成，而是
靠人们的生活体验和体认，也就是通过心灵感应来传递和生成的。

抗疫精神融入思政课，融入的第一步就是需要鼓励学生分享疫情期间的所见所思、所感所悟，
让学生在诉说中、分享中唤醒对抗疫精神之所以伟大的完整认知，建立情感共鸣的基础。在唤醒的
过程之中，教师要及时予以引导，特别是做好舆论引导。疫情期间舆情复杂多变，是非难分，特别是
网络铺天盖地的舆论报道，需要强大的理性去鉴别去伪，教师在倾听学生的过程中，要为学生注入
认知的理性，指引学生全面了解党带领中国人民的抗疫事实，帮助学生澄清疑惑，建立起对抗疫精
神理性透彻的领悟。

2. 情感共融：适时开展生命教育

好的情感状态可以促进学生认同、积极进取和努力奋斗，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抗疫精
神融入思政课的过程中，促进学生情感共融，是思政课入脑入心的关键。作为情感教育的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主要是指培养大学生对情感的认知和控制的教育，培养大学生对自己生命的珍爱之
情、对他人的情感关怀、对自然的热爱之情的教育，培养大学生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之情的教育。［5］这种情感教育实现的情感共融，是培养合格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前提。而内蕴丰富的抗疫精神、纷繁涌现的抗疫感人故事，对处
于时代大变革大发展境遇中的新时代大学生而言正是开展情感教育、生命教育的最佳素材。

生命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其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应有之义。对大学
生开展生命教育，首先要引导他们准确领会“生命至上”、“舍生忘死”所昭示的内涵。“生命至上”是对
生命的敬畏和尊重，也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体现；“舍生忘死”是一种勇于奉
献和牺牲的勇气，是大爱的生命观。对大学生开展生命教育，要引导他们关爱自我生命，发现生命之
美，生活之美，同时有效地引导他们认识生命、尊重生命、敬畏生命、感悟生命价值、提高生命质量。

3. 价值引领：讲好抗疫中国故事

疫情期间涌现的大量可歌可泣的人物和事件，是抗疫精神的现实表现，也是凝聚抗疫精神的力
量源泉，为思政课教学提供了丰富素材。在思政课教学中，要充分挖掘这些典型人物和事件，讲好
抗疫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好声音。

讲好抗疫故事，本质上就是做好故事叙事。故事叙事是以叙事文本为中介、故事的叙事者与倾
听者进行的交往互动。其最根本的目的在于通过人物、事件等的描述，将特定的价值理念传递给受
众并转化为其内在的价值。［6］因此，对大学生进行价值引领，是讲好抗疫故事的旨归；而实现此旨
归，需要思政课教师做好典型案例选择，做好典型案例的学理分析。首先，典型案例的选择要具有
代表性，能够充分体现抗疫精神，同时切合不同专业、不同年纪学生实际，做到精准化地故事传递，
越是身边的典型案例，越能达到育人效果；其次，要在对典型案例进行学理分析的基础上讲好思政
课。案例的传递不是平铺直叙的，一定是要有学理分析和情感升华，要让故事的形式和故事精神的
内涵充分融合，使学生在“听故事”的形式中实现价值转变，思政课达成了深入灵魂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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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践促知：创新实践教学模式

明代思想家王阳明讲到：“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以知促行、以行促知，方能做到知行合一。因
此，思政课除了重视教室第一课堂，还要重视广泛的校外课堂，通过多种形式的实践教学促使学生
加深对抗疫精神的理解和感悟，以实践之行，悟学理之道。

具体方式包括实地参观、典型人物访谈、演讲比赛、征文活动、志愿服务组织参与等。以疫情中
心的武汉市为例，至今沿着武汉市主干道穿行，还能够看到疫情印迹。一路“火神山”、“雷神山”的
交通指引标识、象征着中国“飞一般速度”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在疫情期间改造成方舱医院
的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武汉洪山体育馆等场所，都可作为开展抗疫精神实践教育的重要场所。还有
湖北全省各级博物馆搜集到的抗疫实物，如援鄂医疗队的请战书、家书、雷神山医院院长王行环的
工作牌和纪念章、第一位出院患者的小结等等，这些抗疫物证作为历史的见证，既守护了过去的经
验和精神遗产，也是引导学生以行促知的最好素材。除了实地参观，还可以指引学生结合专业所
长，寻找挖掘身边的抗疫故事，通过采访、记录的方式去体会抗疫精神；通过组织以“抗疫精神”为主
题的演讲比赛，以赛促学，督促学生全面学习抗疫精神，体会抗疫精神对人生的指引作用；通过鼓励
学生积极参与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在为他人为社会服务之中感受伟大抗疫精神。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6-12-09

（0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3］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M］.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5页.
［5］燕连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范式转换研究［M］.光明日报出版社，81页.
［6］陈艳飞.抗击疫情中的故事叙事及其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实现［J］.理论建设，2020年第2期.

On the Value and Path of Integrating Anti-epidemic Spirit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i Ling
Abstract: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stressed at the National Commendation Conference on COV⁃
ID-19 Epidemic that“we should vigorously promote the great anti-epidemic spirit in the whole society
and turn it into a powerful force for comprehensively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and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are the key to
carry out the basic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with teachers at its core. Under the back⁃
ground of normalization of epidemic, college teacher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adapt to the re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thoughts and behaviors and integrate an⁃
ti-epidemic spirit into their teaching. We should implement the miss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
cation as a key course, and mak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ore popular, targeted and effec⁃
tive.
Key words: anti-epidemic spiri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val⁃
ue;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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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互联网突破了课堂、高校、求知
的传统边界，对学生的影响越来越大。从一定意义上说，谁赢得了互联网，谁就赢得青年。”“要运用
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
力。”［1］

2017年，教育部发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将“网络育人”与“课程育
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心理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资助育人、组织育人”一起列入

“十大育人”体系。要求大力推进网络教育，加强校园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拓展网络平台，丰富网
络内容，建强网络队伍，净化网络空间，优化成果评价，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
融合，引导师生强化网络意识，树立网络思维，提升网络文明素养，创作网络文化产品，传播主旋律、
弘扬正能量，守护好网络精神家园。

目前，大数据技术在各大领域都得到了广泛应用,已逐渐融入到了人类的各项实践活动中。这
一崭新的应用带来了“技术—思想”的双重革命,正在重塑着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在内的全部人类生
活。高校网络育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为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历
史舞台。有大数据赋能，高校网络育人将更高效、更智能、更系统、更理性。

一、大数据赋能高校网络育人的基本内涵

要理解大数据背景下网络育人的内涵，首先要理解何为“大数据”，大数据之“大”，不仅体现在
数量上，更体现在功能上。在大数据诞生之前，人类对于数据的处理能力是有限的，而在大数据诞
生之后，人类收集、储存、分析、运用数据的能力得到了质的飞跃。正如麦肯锡环球研究院(MGI)为

“大数据”下的定义一般:大数据，即大小超出了传统数据库软件工具的抓取、存储、管理和分析能力
的数据群。［2］简而言之，大数据既是一种规模海量的数据群，也是一种崭新的以数据为对象的综合
运用能力。

关于网络育人，目前国内学术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通过对比分析前人的研究成果，大致
可以概括出以下几种观点：一是从技术层面理解，认为网络育人是育人者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和开展
教育的一种手段; 二是从教育层面解释，认为网络育人是关于专项培养网络人才的一种教育形式;

让大数据赋能高校网络育人

杨丽苹

摘 要：网络育人是“十大育人”体系之一，大数据技术是近年发展起来的新技术，其在各大领域都得

到了广泛运用，正在影响着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在内的全部人类生活。本文将网络育人放置于大数据

视域下，探讨大数据赋能网络教育的内涵、优势、方向和举措。

关键词：大数据；赋能；网络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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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丽萍（1983 -），女，武汉学院宣传与公共关系处新闻科副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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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从传播层面解释，认为网络育人是通过互联网为媒介，通过内容传播实现教育目的; 四是将教
育置于网络环境大背景下，认为网络育人是在互联网虚拟环境中的教育活动，即大众理解的线上教
育活动。［3］纵观这些观点，都是将“网络育人”视为“网络+育人”的简单组合，而“网络育人”理应是一
个整体，在网络时代下，育人者通过运用网络技术、网络平台等手段，对师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促
使其自由全面的发展，以满足国家发展所需要的系统性育人活动。而大数据技术，能让“网络育人”
的系统性成为可能。

二、大数据赋能高校网络育人的两大优势

（一）数据支撑：网络普及化带来丰富的数据源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我国网络使用普及率进一步提高，根据 2020 年 9 月《第 46次中国互联网
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9.40亿，较 2020年 3月增长 3625
万，互联网普及率达67.0%，较2020年3月提升2.5个百分点；同期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9.32亿，较
2020年3月增长3546万，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2%。

而作为高校主要育人对象的当代青年学生，是名副其实的“网络原住民”，他们学习生活的方方
面面都习惯通过网络进行，根据互联网大数据“凡走过必留痕迹”规律，学生的思想行为特征都在互
联网世界中有迹可循，这为高校网络育人提供大量高质的数据来源。数据越丰富，就越能通过分析
这些数据来提升高校网络育人的效果与水平。同时教育对象的行为方式具有创造性和多样性，不
同的数据样态也能为高校网络育人模式的丰富与发展提供基础。

（二）技术保障：数字新基建提供强大技术支持

2014年，“大数据”首次被写入我国政府工作报告，这意味着我国大数据发展正式拉开帷幕；
2015年10月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大数据发展
上升为国家战略；而202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简称“新基建”）概念被提出，新
型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信息基础设施，包括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
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
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

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近年我国大数据技术正处在飞速发展期，大数据应用已经融入各行
各业。大数据产业正快速发展成为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服务业态，即对数量巨大、来源分散、格式多
样的数据进行采集、存储和关联分析，并从中发现新知识、创造新价值、提升新能力。虽然大数据在
高教领域运用尚不算成熟，但以目前的发展态势，借鉴其他领域的经验，大数据使用已突破技术壁
垒，大量提供大数据技术服务的公司涌现，可以为大数据赋能网络育人提供技术保障。因此，在新
一轮的高校教育变革中，我国有着得天独厚的技术优势，利用好这一优势不仅能够使网络育人的提
档升级，而且还意味着引领未来之可能。

三、大数据赋能高校网络育人的三个方向

育人目标的实现，主要通过育人主体、育人对象、以及育人过程三大关键要素共同作用完成，大
数据通过对三个关键因素进行赋能，以此提高网络育人成效。

（一）于育人主体而言，大数据可以提供决策依据

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原理，包括人类行为在内的一切事物都是可以被认知的。而人类自古
以来就通过语言、文字、图像、音乐等各种方式来探索人类行为的秘密。如今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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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使人类揭开自身行为之谜成为可能。正是因为人的行为具有一定的目的性与规律性，因此通过
海量的数据分析，能够精准总结过去的行为样态并有效预测未来的行为区间，从而给育人主体提供
决策依据。

另一方面，人类的实践活动是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的统一，因此人的思维印记能够通过物质载
体得以呈现。而大数据不仅能够获取互联网上各式各样的足迹与信息，还能从人的生产和生活实
践中捕捉数据源，甚至是逼近全体样本的信息数据。所以从理论上，对个体数据的全面分析，能够
一定程度上获取个体的思维特征与样态，从而为育人主体开展育人工作提供指导。［4］

（二）于育人对象而言，大数据可以规避潜在风险

网络信息良莠不齐，对于育人对象，特别是青年学生，他们虽然在年龄上而言已经成年，但是思
想意识尚未成熟，对信息的甄别能力有限。一方面在信息的汲取上，他们可能会被很多垃圾信息、
有害信息甚至是诈骗信息所侵害；另一方面，在崇尚言论自由的网络时代，青年学生作为最直接的
网络信息传播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分地享有了言论自由权。但他们涉世未深，加之自我控
制能力较弱，常常会发布一些过激的言论，往往忽略事态后果。

大数据的赋能和加持，一方面能够过滤有害信息，让学生免受侵害；另一方面很多危险意识形
态在刚出现苗头的时候，就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发现端倪，从而展开针对性教育，将其扼杀在萌芽阶
段，引导学生走向正轨道。

（三）于育人过程而言，大数据可以实现有效反馈

学生成长是一个动态过程，大数据可以实现学生成长过程的痕迹化，每一个学生的成长，都可
以成为一个活的数据库。很多高校通过大数据分析，精确补贴家庭困难学生，采用“隐形补助”的方
式将补助“悄悄”打资助对象一卡通之中。这便是大数据提供有效反馈的经典案例，整个过程不需
要学生申请，这样的方式既高效又能保护受助学生的尊严，让学生没有心理负担。

在大数据背景下，可实现工作安排痕迹化、工作实施痕迹化、工作结果痕迹化，使育人工作全过
程所产生的各类有效的数据都留有痕迹。通过这些痕迹，可以回顾工作开展的过程、进展、效果等，
为今后工作提供实质性的指导。

四、大数据赋能高校网络育人的四项举措

（一）转变观念，树立数据思维意识

立足大数据背景，高校网络育人教育者要积极转变育人理念以适应时代发展，助力立德树人之
需。每一个育人者都要树立大数据思维，培养在复杂混乱的信息世界，运用大数据技术，客观、公正
地处理问

题的能力。对数据要有敏锐的洞察力，懂得如何收集、分析以及运用大数据，转变教学教育方
法，将大数据中归纳的思想信息和教育实际进行有机地结合，丰富课堂教学内容。思想政治教育不
仅是对学生存在的思想问题进行正确引导，教师还应具备预见性，在庞大数据信息分析中发现学生
潜在的问题，及时对学生进行事前引导或者心理疏导。［5］

（二）建立机制，完善网络育人体系

要完善长效机制，推动形成网络育人科学格局，建构健康文明、蓬勃向上的网络育人空间。探
索建立包括党委、各党总支、学生工作主管部门、教学科研部门、思政宣传主管部门、教学院系（部）、
管理服务职能部门、教职工等在内的“网络育人”工作职责体系。发挥各类在线教育平台、网络在线
开放课程、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校园网站等作用，吸引教职工、学生、家长、校友、社会等多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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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网络思想引领，大力弘扬校园正能量，形成“点-线-面”同频共振,实现网络育人由“条块分割”
到“协同育人”的新局面。

（三）整合资源，搭建网络育人平台

一方面，可以整合现有网络平台，以“智慧校园”和企业微信等高校常用系统和软件为载体，持
续增加信息化软硬件投入，建成智能校园平台，形成覆盖教师、学生全生命周期、个性化的智能综合
服务系统。另一方面，可以借助学科优势，对于开设网络信息类学科专业的高校，可将用于学科专
业教育的大数据平台、实验室，共享到思政育人层面，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同时还要聚焦网络内
容供给载体，突出思想价值引领，与组织、教务、科研、学生、质量管理、人事、资产、后勤、图书馆等部
门围绕学校中心工作深度协同，实施品牌化建设，提供优秀品质的网络内容和新媒体作品。

（四）加强监管，净化网络育人环境

利用大数据技术，做好网络舆情预警与处置工作。坚持正面宣传与舆论引导、风险防范与应急
预控相结合，把握好高校网上舆论宣传引导的时、度、效，提升网上舆情发现力、研判力、处置力。建
立由网络宣传员、网络评论员、舆情管理员员、网络志愿者构成的网络文化引领队伍，引导支持教学
名师、优秀导师等参与网络文化创建活动，打造一支既懂专业技术又善于运营网络媒体的校园“网
军”，组建一批引导校园网络文明教育实践活动的文明志愿者，分领域、分层次、分类型地开展网上
思想价值引领和舆论导向工作，唱响网上主旋律，传播社会正能量，净化网络环境，形成风清气正网
络育人环境。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把思想教育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高等教育事业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6-12-09（1）
［2］McKinsey Global Insitute.Big Data:the next frontier for innovation,competition and productivity[R].2011.3
［3］黄巧霖.高校网络育人的内涵特点探析［J］.市场周刊，2020，33（7）
［4］林扬千.大数据视域下高校网络育人现状及优化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20.6
［5］马曾珍.大数据时代高校共青团网络育人模式创新研究［J］.作家天地，2019，（24）

On Big Data-enabled Network Education

Yang Liping
Abstract: Network education is one of the“ten major education”systems. As a newly-developed tech⁃
nology in recent years, big data technology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in various fields and is influencing
human life in an all-round way, includ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connotation, advantages, direction and measures of big data-enabled network education in the con⁃
text of big data.
Key words: big data; enable; network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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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国之大计，在现代法治社会，高校治理与教育管理应在法治的轨道上规范运行，故应将
教育纳入法律调整和限制的范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涉及很多
方面，其中就包括依法治教和依法治校。高校教师是高等学校的主体和高等教育的载体，既要传道
授业、培养人才，也要指引理想、塑造德行，因此高校教师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能力、渊博的知识储
备，还要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养、道德情操和仁爱之心，并且应该把握教育法制，做到知法、懂法、守
法，在教育法制的指导下合规施教、依法执教。

一、高等教育法律法规与民办高校治理

教育法制以教育法律法规为核心。高等教育事关人才培养，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
有人和共同理想的实现。国家相继出台《教育法》《教师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教
师资格条例》《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等一系列高等教育法律法规，就是为了切实规范高校管
理、保障师生权利、明确师生义务，促进高等教育事业良性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大众化
下的新生主力，在依法治国的总体部署下，依法治教和依法治校将是民办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
由之路。

与由教育部、省市政府委派资深权威教育专家直接管理的公立高校不同，早期民办高校的注资
方和管理层都鲜有高等教育行业背景和管理经验。虽然近年来民办高校大有向公立高校学习趋
势，但高校治理系统性、科学性经验的匮乏仍是诸多民办高校的硬伤。由于资方差异，没有政府全
盘支持，其实民办高校难以完全复制公立高校的治理经验，因此在校规条例、教工管理、学生管理、
应急预案等规章制度方面，民办高校仍需自主探索一条适应发展之路。

立德修身，依法执教
—— 浅谈新时代下民办高校教师师德行为法治化

匡伊婷 李文霞

摘 要：在依法治国的总体部署下，依法治教和依法治校是其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高等教育大众化

促使民办高等教育兴起，但民办高校良莠不齐，唯有依法治教和依法治校才能促使民办高校可持续、

高质量发展。而教师是民办高校的主体，民办高校教师师德行为法治化是其依法治教和依法治校的

重中之重。针对师德师风问题，民办高校教师应坚守职业底线、立德修身，遵守校规管理、合规施教，

明悉法律制约、依法执教，时刻谨记“人有不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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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办高校师德师风问题

教师是民办高校的重要组织部分之一，优秀的教师队伍是民办高校长足发展的基石。中共中
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突出要求“健全师德建设长效
机制，推动师德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创新师德教育，完善师德规范”，可见师德师风建设对高等教育
事业具有深远意义。为实现自身高质量的长远发展，民办高校在治理过程中更应将师德师风放在
首位，着力于师德师风建设，及时纠察师德师风问题，全面提升教师职业道德修养，不断优化教师队
伍。结合李太平、张微娜等学者的研究可知，近年来，民办高校师德师风问题主要集中在政治思想
立场问题、师生关系处理问题和学术不端行为等方面。

（一）政治思想立场的问题

现代社会国际交流越来越频繁，多元化思想不断碰撞，前卫思潮对传统文化进行冲击，具有社
会属性的青年教师也受到这些思潮的影响。同时，经济社会发展迅猛，人们生活、学习、工作节奏加
快，人心浮躁，导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滋生。身处其中、受其浸淫，很多人难以沉
下心来仔细甄别、认真思考。尤其是部分民办高校对政治思想意识形态不够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没
有做到位，因此在民办高校教师群体中偶有出现政治思想淡漠、理想信念缺乏、政治立场动摇甚至
意识形态失守等问题。不仅如此，有些教师还罔顾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在三尺讲台之上上
向学生高谈偏激言论、灌输错误思想。

（二）师生关系处理的问题

正确处理师生之间的关系，是当代高校教育的重中之重，良好的师生关系既有助于教学工作有
序开展，又能使得育人工作落到实处。但在师生关系处理上，某些教师没有把握交往尺度，最终因
私德败坏而导致师德失范。首先，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是平等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不应有阶
级性。但有的高校教师没有做到基本的关心学生、热爱学生，却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学生，申斥
学生、歧视学生、欺压学生，甚至将学生作为泄愤泄欲的工具。诸多社会新闻中事关大学生因心理
问题所致的不可挽回的悲剧，往往根源于此。在当下民办高校的师生共处氛围中，最常见、最普遍
的是师生关系淡漠现象，教师与学生交流互动少。教师上课即来、下课即去；学生迟到、早退、偶尔
旷课，全凭心情；教师为工作而教书，学生为任务而学习。师生交往如此疏远，关系难以和谐融洽，
缺乏真心沟通交流，教书育人、立德树人怎么落地生根？

（三）学术不端行为

近年来，高校“唯职称论”、“唯论文论”的风气大行其道，而职称与薪资待遇、论文与评优评奖又
直接挂钩。但民办高校教师于内自身科研能力不足、于外平台支持有限，导致做文章、评职称受
限。利益所迫，一些本心动摇的教师走上了学术不端、师德失范的道路。有些青年教师为了早日

“脱颖而出”、评职定级而违背科学精神和学术道德，轻则一稿多投、一稿多发；重则不顾真实诚信原
则，凭空捏造数据、私自篡改数据，抄袭、挪用、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甚至不惜花重金找人代写、代发
论文。

三、民办高校教师师德行为法治化

民办高校教师的品质德行和专业素养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成长和学校的进步发展，因此师德
师风问题是阻碍其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最大隐患。故在民办高校治理过程中，须以师德师风作为
第一标准，将师德表现作为教资认定、业绩考核、职称评聘、评优奖励的首要要求，通过全面提升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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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师风来建立高质量的教师队伍。因此，民办高校依法治教和依法治校的重点是教师师德行为的
法治化。

（一）道德自律，注重师德

为人师表、注重师德，是对民办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的最低要求，同时也是最本质的要求。
教师职业本身就是具有道德性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因此作为师者，应以学识风范、高尚德行
和人格魅力来感染学生。青年学生及其周围人群的价值取向影响着整个社会风气的呈现，而青年
学生的价值取向又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高校教师言、行、思想的浸润。作为人师，要言行雅正、自尊
自律、以身作则，引导青年学生遵守公德、维护正义，进而引领正气、和谐、昂扬的社会风尚。

（二）校规管理，合规施教

目前从道德层面约束师德师风行为的效用多取决于高校教师自身的主观态度——没有阈值，
可高可低；没有界限，可严可宽。既然没有标准，就难以评判。民办高校应形成白纸黑字的校规条
例，建立完善的师德师风监督与管理体系，将其具体化、标准化，使之可定义、可测量、可评价、可反
馈，以此促进优秀的民办高校教师队伍形成与发展。只有这样，民办高校教师才能时刻谨省，更加
明确自身责任义务，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规范地展开教学活动。

（三）法律制约，依法执教

学校自主制定的规章制度条例，其约束力和效力是有限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是凌驾于校园
规章制度条例之上的，是教师在公民和教师双重身份下必须要遵守而不可违反的行为准则，具有绝
对的限制性和制约力。因此，完善相关教育法律法规、加快教育法制进程，才能从根本上保证高校
教师师德行为法治化。教师师德行为法治化，是依法治教的具体体现之一，这与依法治国总体部署
的内在要求是相统一的。只有强有力的法律制约，才能“心存敬畏，行有所止”，如此教师就会更加
重视师德师风，立德修身，依法执教。如果本校教师都能够时刻自省自警，遵守法律要求、明确法律
限制，不做有损师德、自毁声誉的违规违法之事，就能整体全面提升校园师德师风，从根本上遏制民
办高校的师德师风问题，阻止师德师风问题成为民办高校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绊脚石。

四、结 语

无规矩不成方圆，依法治教、依法治校不仅是依法治国总体部署的要求，也是民办高校谋求可
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教育的主体是教师，民办高校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优秀教师队伍的建
设。对于优秀高校教师的衡量，师德师风是其首要标准。因此，对于寻求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的
民办高校而言，其教师师德行为法治化是依法治教、依法治校程序中的重中之重。民办高校教师师
德行为的法治化，是在民办高校教师坚守职业底线、注重师德的主观态度之上，通过校规条例和法
律法规对教师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客观约束，要求教师遵守校规管理、合规施教，明悉法律制约、依法
执教。教师师德行为的法治化，就是将那条虚无的约束师德师风问题的“道德底线”强化为“法律准
绳”，以警示教师要立德修身，切不可越雷池半步！

参考文献：
［1］戴中祥，郑全新. 高等教育法规概论［M］. 长江出版社, 2017.
［2］李太平. 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M］. 长江出版社, 2017
［3］郑晓东，肖军霞. 新形势下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时代价值与实践路径［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9（8）：147-151.
［4］张微娜.提升高校青年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的必要性与路径研究［J］. 教育现代化，2019，6（53）：106-107，110.
［5］闫爽，高子涵. 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建设途径［J］. 科技风，2019（23）：33-33.
［6］张晓红. 对我国民办高等教育政策法规发展的思考［J］. 教育与职业，2014，15（799）：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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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医学图像分割是医学图像处理到医学图像分析的关键步骤，其目的是利用分割算法在医学病
理图像中分割出具有某些关键特征的部分，并依据这些分割出来的特征来辅助专业的医生进行可
靠的病情诊断以提高诊断效率。腺体细胞图像分割是医学图像分割领域中针对腺体细胞是否产生
癌症等病变的重要辅助分析手段。腺体是人体重要的组织结构之一，而由腺上皮引起的恶性肿瘤，
也被称为腺癌，是最常见的癌症形式。医生经常依据腺体组织细胞的形态来评估包括前列腺、乳
腺、肺和结肠在内的几种腺癌的恶性程度。因此，对腺体组织细胞图像进行分割有助于辅助医生进
行可靠的病情诊断和提高诊断效率。随着深度学习技术［1］的快速发展，基于深度学习的医学图像
分割方法在辅助医生进行病理分析与诊断方面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成就。目前已经有很多基于人工
神经网络(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ANN)［2］的深度学习图像分割算法被广泛用于医学图像分割的实
际任务中，例如基于二维U-Net卷积神经网络对膝盖磁共振成像数据进行自动软骨和半月板分割，
以确定张弛度和形态的方法[3]、结合特征和新分类器融合的深度学习模型用于脑肿瘤分割的研究［4］、

基于机器学习技术分析腺体细胞图像分割研究

龚鸣敏 冯 浩 周 胜

摘 要：腺体细胞图像分割是判断腺体细胞是否病变的重要辅助分析手段。对腺体细胞图像的分割

有助于医生进行可靠的病情诊断和提高诊断效率。U型网络（U-net）是一种常用于医学图像分割领域

的卷积神经网络，其在多种医学图像分割任务的表现上都超越了传统的图像分割方法。但U-net仍存

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U-net是对称的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在增大输入图像分辨率的同时，网络中卷积

层的数量会成倍增加，这会导致网络层次加深，使网络的训练变得更加困难。尽管U-net使用了跳层

连接来结合低层特征和高层特征来提升网络性能，但由于低层特征包含了大量的冗余特征和背景噪

声，将低层特征和高层特征直接拼接会带来大量的冗余信息，从而容易导致网络模型的精确性和鲁棒

性降低。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空间注意力的U-net模型，该模型在跳层连接中使

用了一种新的轻量级空间注意力模块，其能够有效的消除低层特征中的冗余信息和突出低层特征中

的关键特征，最终能够使改进的空间注意力U-net具有更高的分割精确性和鲁棒性。本文提出的方法

在Warwick-QU数据集上进行了实验验证。实验结果表明，与其他改进U-net及传统分割方法相比，本

文提出的基于空间注意力的U-net在仅增加极少量训练参数的情况下具有更高的分割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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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局部无监督学习指导的深度卷积网络对皮肤病变进行分割方法［5］和用于胰腺分割的分层组合
深度学习架构［6］等。在当前的医学图像分割领域中，最常用的卷积神经网络结构是U-net[7]，其主要
原因在于U-net的网络结构简单以及U-net本身强大的图像分割性能，能够适用于训练数据量较少
的医学图像分割领域。

但U-net本身仍存在一些缺点，例如，为了处理高分辨率的图像，U-net必须增加卷积层的数
量，但这会导致网络层次加深，使网络的训练变得更加困难。即使U-net使用了跳层连接来结合低
层特征和高层特征来提升网络性能，由于低层特征包含了大量的冗余特征和背景噪声，低层特征和
高层特征直接拼接仍然会导致网络模型的精确性和鲁棒性比较低。

此外，由于人体各个器官的腺体的细胞形态在不同的组织学级别上有很大的差异，例如恶性
和良性的腺体细胞分别呈现出不同的图像特征，使得 U-net 难以精确的分割出腺体的各种组织
学细胞形态，特别是对不同程度的病变细胞难以有效的分割出其边界。所以，直接使用 U-net
这样的卷积神经网络来应对生物组织中腺体结构的多变性以实现精确的腺体分割是非常具有
挑战性的。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空间注意力模块，并将其嵌入到U-net的跳层连接
中，该模块能够有效的改善低层特征和高层特征融合时导致的特征冗余，同时，空间注意力模块能
够使网络更加关注低层特征中关键的空间特征而减弱冗余特征及背景噪音的影响。为了验证所提
出方法的分割性能，本文在公开的标准结直肠腺体分割数据集Warwick-QU［8］上进行了实验验证。
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所提出的基于空间注意力的U-net相比U-net和传统图像分割方法，具有更好的
分割性能，而且能够有效的处理腺体组织复杂多样的形态学组织结构，最终能够精确的分割不同病
理状态的腺体细胞。

2、U-net

U-net最早被提出来应用于细胞图像分割，它是一个二维的全卷积神经网络。U-net是当前比
较经典的医学图像分割网络，其网络结构如图1所示。图1中的矩形框表示特征图，矩形框上的数
字表示特征图的通道数，箭头表示网络中对特征图的操作以及数据的流动方向。U-net是一个对称
的U型结构，其左分支被称为压缩路径，右分支称为扩展路径。U-net共有5个分辨率层级，左分支
和右分支各有四个。在左分支中，每个分辨率模块都由卷积核大小为 3 x 3的 2个卷积层以及一
个卷积核大小为 2 x 2、步长为 2的最大池化层构成，而在右分支中，每个分辨率模块都由一个卷
积核大小为 2 x 2、步长为 2 的反卷积层以及 2个卷积核大小为 3 x 3的卷积层构成。所有卷积核
大小为 3 x 3 的卷积层输出之后都使用了批量标准化(Batch Normalization, BN)层和激活函数 Re⁃
LU。在最后用于输出的模块中，使用了 3个卷积核大小为 3 x 3的卷积层以及一个卷积核大小为
1 x 1的卷积层。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中左分支和右分支对称的同样分辨率大小的模块之间都有
跳层连接用于特征融合。其特征融合方式是将左侧同样大小的特征图与右侧经过反卷积上采样后
的特征图进行拼接，然后对拼接后结果进行两次3 x 3的卷积。与U-net不同的是，在本文中U-net
的最底层的模块中，输入的特征图和输出的特征图都经过了一次二维的dropout层，用于防止U-net
模型过拟合。

为了进一步提高U-net的分割性能，许多学者对U-net进行了改进。Alom等提出了递归的残差
U-net用于医学图像分割[9]。Zhang等提出了一种结合残差学习和U-net结构的语义分割神经网络，
用于遥感图像中道路区域的提取[10]。Lian等提出了基于注意力指导的U-net模型用于人眼球虹膜
的精确分割［11］。Wu等提出了一种由多个U-net构成的级联U-net网络结构并用于血管多普勒光学
相干断层扫描图像自动边界分割［12］。这些方法都基于特定的任务对U-net网络的结构作了改进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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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图1 U-net的结构

3、空间注意力模块

深度学习中的注意力机制主要是借鉴于人类的选择性视觉注意力机制。该机制主要是人类会
选择性地关注图像信息中的一部分，同时忽略其他可见的信息。同样在深度学习的注意力机制中，
其核心目标也是从众多信息中选择出对当前任务目标更关键的信息。本文所提出的空间注意力模
块从特征图的高、宽、通道这三个维度出发，在三维空间中对特征图的空间信息实现注意力机制的
处理以促使网络更加关注特征图中的重要信息而忽略特征图中的冗余信息。本文所提出的空间注
意力模块的结构如图2所示。

在图2中，H、W和C分别表示特征图的高、宽和通道数。空间
注意力的实现过程可分为四步：

第一步，对输入的特征图使用卷积核大小为1 x 1的卷积层进
行卷积操作；

第二步，使用 sigmoid激活函数对上一步输出的特征图映射到
0 到 1 之 间 ，从 而 得 到 所 有 通 道 的 二 维 注 意 力 特 征 图 ；

第三步，将上一步的注意力图与原始的输入特征图进行元素
级的相乘，即使用注意力图对原特征图上的每个位置进行注意力
调整，使模型更加关注特征图上更加重要的一些区域；

第四步，将上一步输出的经过注意力调整的特征图再与原始
特征图进行元素级的相加。因为上一步对原始特征图的每个元素
都乘以了0到1之间的注意力权值，为了保证模型训练过程中反向
传播时梯度不会急剧缩小甚至消失。

输入的特征图经过以上空间注意力模块的四步操作后，最终
得到了对原始特征图上每个位置自动调整的新的特征图。

4、基于空间注意力的U-net

为了进一步提升U-net模型的分割性能，针对U-net结构中跳层连接容易导致特征冗余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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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本文提出了将空间注意力模块嵌入到U-net的跳层连接中。通过空间注意力模块对低层特征
图进行注意力调整，使得网络模型更加关注低层特征图中的重要信息而忽略不重要的冗余信息。
本文提出的基于空间注意力模块的U-net模型的结构如图3所示，图中方形的S块表示的是空间注
意力模块。从图3可以明显的看到在U-net的四个跳层连接中都使用了空间注意力模块对左分支
的低层特征图进行注意力调整，然后再将调整后的特征图与右分支的上采样后的特征图进行拼
接。由于低层特征图含有较多的的冗余信息，而高层特征图具有丰富的语义信息，如果直接将低层
特征图与高层特征图拼接容易导致右分支的深层特征中含有更多的冗余信息，因此在跳层连接中
使用空间注意力模块对低层特征图进行自动调整来实现尽可能忽略冗余特征并突出特征图中的关
键信息。

图3 基于空间注意力的U-net结构

5、实验数据集和模型训练方法

5.1实验数据集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集是2015年在结直肠腺体组织学细胞图像分割竞赛中的Warwick-QU数据
集。该数据集包含了165张由专业的病理学家标注过的良性或恶性结直肠腺体癌症的病理图像。
这些图像都是来自于结直肠腺癌T3或T4阶段的 16张H&E(Hematoxylin and Eosin)染色组织切片，
每个切片都是从不同病人的腺体组织学图像中截取的，而且这些切片都是在不同实验室条件下制
作的。Warwick-QU数据集中的165张图像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85张图像用作训练集，其中
有37张图像是良性腺癌，48张是恶性腺癌，另一部分是80张图像用作测试集，其中有37张是良性
腺癌，43张是恶性腺癌。数据集中所有图像的分辨率大小都被统一调整为522 * 755。在本文的实
验中，模型的训练和测试阶段均使用分辨率大小为512 * 512的图像，在训练阶段从原始大小图片
中随机裁剪512 * 512大小的图像用于训练，在测试阶段将原始大小的图像作插值下采样处理得到
512 * 512大小的图像用于测试。本文中所有的分割方法都是基于训练集的85个病理图像数据进
行实验训练的，这些方法训练完之后最终都在测试集的80个病理图像数据上进行效果评判。

5.2模型训练方法和评价指标

为了保证实验结果的公平性，本文中对所有的分割算法都使用了相同的实验环境和数据处理
方法。所有的实验在Ubuntu16.04系统上执行，并使用了一个英伟达TITAN X GPU作为算法运行的
硬件支持。模型在训练阶段的迭代周期为100代，使用的样本批量大小为5，初始学习率为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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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dropout层的失活率为0.1，使用的优化方法为Adam算法［13］。模型在训练阶段所使用的数据增强
方法有随机裁剪，随机水平翻转，随机竖直翻转以及随机旋转90度、180度或270度。模型在测试阶
段所使用的样本批量大小为1. 训练模型所使用的损失函数为二值交叉熵损失，其函数表达式为:

L(y ŷ)= -y log ŷ - (1 - y)log(1 - ŷ) （1）
上式中 y 表示样本的真实标签，ŷ 表示模型对该样本的预测值。

针对各个模型在测试集上所得到的实验结果进行评判的方法，本文所使用的定量评价指标为
F1分数(F1 Score)和mIoU(Mean Intersection over Union)。

由于F1分数同时结合了分类模型的查准率和召回率，所以F1分数可以看作是模型查准率和召
回率的一种调和平均。本文使用F1分数来评估算法模型对于单个腺体监测的准确性。F1分数的
计算公式为：

F1 = 2 ×
precision × re cal l
precision + re cal l

（2）
其中，precision表示模型的查准率，recall表示模型的召回率。
mIoU即平均交并比，它是一种常用于评估图像分割精度的重要指标。其计算方式为两个集合

的交集和并集之比，在图像分割问题中，这两个集合分别为真实标签值和模型预测值。本文使用
mIoU来评估算法模型对于单个腺体分割的准确性。mIoU的计算公式为：

mIoU = 1
k + 1åi = 0

k pij

å j = 0

k pij +å j = 0

k pji - pii

（3）
上式中 i 表示样本的真实标签值，j 表示模型对样本的预测值。 pi j 表示将 i 预测为 j 的概

率。实际上，公式（3）可以等价为：

mIoU = 1
k + 1åi = 0

k TP
TP +FP +FN

（4）
其中，TP(True Positives)表示真阳性个体数量，FP(Fake Positives)表示假阳性个体数量。

6、实验结果和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基于空间注意力的U-net用于腺体组织学细胞图像分割的性能，本文对
所提出的方法和U-net，传统阈值分割方法在Warwick-QU数据集的测试集上作了定量的实验结果
评价。定量的评估结果如表1所示。表中容量表示网络的参数容量大小，计算量即浮点数运算量
(floating point operations，FLOPs)，耗时为网络测试所需时间。

表1 3种图像分割方法的对比

阈值分割

U-net
本文方法

容量

-
7.98MB
8.09MB

计算量

-
12.74m
12.79m

耗时

-
40ms
42ms

F1
38.62%
85.65%
86.46%

mIoU
50.15%
76.13%
76.64%

由表1可知，本文提出的基于空间注意力的U-net相比U-net在模型大小（网络模型中32位精
度浮点数参数所占的总的存储空间）上略有增加。此外在模型的计算量方面，本文提出的方法相比
U-net仅增加了0.05*106。同时，本文也比较了两个深度学习模型在测试集上测试512*512 分辨率
的腺体切片图像时所用的平均测试时间，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方法仅增加了 2毫秒的测试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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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本文提出的空间注意力方法几乎没有降低U-net在容量，计算速度上的高性能。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提出的方法在F1得分和mIoU两项分割评价指标上取得了最好的成绩。

相比U-net，本文提出的方法在F1得分方面提升了约0.81%，在mIoU方面提升了约0.51%。相对于
传统阈值分割方法，我们的方法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

因此，实验结果表明空间注意力模块在仅增加极少量的计算量和运算时间的情况下能够有效
的提升 U-net 的分割性能。传统的基于阈值的图像分割方法在腺体细胞图像分割的 F1 分数和
mIoU指标上取得了很低的成绩，这类传统方法一般仅考虑图像像素本身的差异性，没有考虑到图
像中像素点的空间分布以及图像中更加深层次的特征信息，容易对噪声敏感。而基于深度学习的
方法一般都会考虑结合图像局部到全局的空间深层特征对腺体细胞的整体结构和空间特征进行识
别分析以达到更加精准的分割。

此外，为了进一步验证空间注意力模块对U-net在训练过程中的影响，本文针对基于空间注意
力的U-net和U-net在训练过程中每一次迭代后在测试集上的验证损失和F1得分进行了实验对
比。该实验对比的结果如图4所示。其中Spatial U-net表示本文提出的基于空间注意力的U-net。
从图4可以明显看出，空间注意力模块能够有效的加速U-net模型在训练过程中的收敛速度，同时
能够使网络在训练过程中能够更加稳定的收敛。对于训练过程中每一次迭代后的F1得分，基于空
间注意力的U-net相比U-net都能够取得更高的成绩，这也证明了空间注意力模块能够有效的提高
U-net的分割性能，同时还可以看出，基于空间注意力的U-net在训练过程中其F1得分的变化幅度
要远小于原始U-net的F1得分的变化幅度，这也表明了空间注意力模块能够有效减小U-net在训
练过程中的分割精确度的偏差，从而使U-net在训练过程中能够更加平缓的提升分割性能。

Loss曲线图 F1分数曲线图
图4 Loss收敛情况和F1分数变化曲线图

最后，本文针对基于空间注意力的U-net与原始U-net在Warwick-QU数据集的测试集上作了
定性的分割效果对比。其对比的结果如图5所示。图5中演示了测试集中的3个样本图像的预测
结果。第1列表示的是测试集中的3个腺体切片图像，第2列表示的是3个切片图像对应的真实标
签图，第3列表示的是传统阈值分割算法对3个切片图像的分割结果，第4列表示的是U-net对3个
切片图像的分割结果，第5列表示的是本文提出的基于空间注意力的U-net对3个切片图像的分割
结果。从图中可以明显的看出基于空间注意力的U-net预测的分割结果相比U-net预测的结果更
加接近于样本的真实标签图。特别明显的是，U-net预测的分割图中有较多个背景区域被预测为腺
体细胞，而基于空间注意力的U-net能够更加准确的分割出真实的腺体细胞结构并且能有效的避
免将背景区域误识别为腺体细胞。因此，基于空间注意力的U-net相比U-net具有更高的分割精确
性和鲁棒性。传统的基于阈值的图像分割方法所得到的分割结果明显不如基于深度学习的U-net
模型所获得的分割效果。基于阈值的分割方法由于仅仅考虑了图像像素之间的差异性没有对图像
中的空间特征和深层特征作考虑，所以这类方法容易将背景噪声误识别为正样本目标，同时也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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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目标区域的像素误识别为背景或噪声。

图5 3种方法的分割对比图

7、结束语

U-net作为一个经典的图像分割网络，在医学图像分割领域有着非常重要的研究前景和应用价
值。尽管U-net有着良好的医学图像分割性能，但其仍有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U-net中低层特征
和高层特征的结合产生的特征会包含大量的冗余特征和背景噪声，容易导致网络模型的精确性和
鲁棒性降低。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空间注意力的U-net模型，该模型在跳层连
接中使用了一种新的轻量级空间注意力模块，其能够自动学习低层特征中的重要信息和冗余信息
的分布，并自动对特征进行加权调节，从而能够有效的消除低层特征中的冗余信息和突出低层特征
中的关键特征。在实验中，广泛使用的具有挑战性的结直肠腺体组织学细胞图像分割数据集War⁃
wick-QU数据被用于验证本文所提出的分割方法的性能，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方法在仅增加
少量模型参数和计算量的情况下能够获得更高的分割精确性和鲁棒性。

对比当前流行的U-net分割模型，本文提出的方法在分割精度和鲁棒性方面具有更高的优势，
这表明提出的方法是一种有效的基于U-net的改进方法．将来的研究工作主要包括继续研究改进
U-net内部结构对医学图像分割性能的影响，同时也要考虑改进方法的分割效率，最终将提出的方
法应用到实际问题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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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egmentation of Gland Cell Image Based
on Machine Learning Technology

GONG Mingmin，FENG Hao，ZHOU Sheng
Abstract: Glandular cell image segmentation is an important supplementary analysis metho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glandular cells are pathological. Segmentation of glandular cell images helps doctors to make
reliable disease diagnosis and improve diagnostic efficiency. As a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U-net is
commonly used in the field of medical image segmentation. It outperforms the traditional image segmenta⁃
tion methods in the performance of various medical image segmentation tasks. However, U-net still has
certain limitations. Since U-net is a symmetric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model, the number of the con⁃
volutional layers in the network will increase exponentially with the resolution of the input images rising.
This will lead to a deeper network level and make network training more difficult. Although U-net uses
the skip connections to combine the low-level and the high-level features to improve network perfor⁃
mance, the low-level features include a large number of the redundant features and background noise. Di⁃
rect splicing of the low-level features and the high-level ones brings a large amount of redundant informa⁃
tion, which leads to a decrease in the accuracy and robustness of the network model.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U-net model with spatial attention. The model uses a new
light-weight spatial attention module in the skip connections, which can effectively eliminate the redun⁃
dant information in the low-level features and highlight their key features. Finally, U-net with spatial at⁃
tention has higher segmentation accuracy and robustness. The method proposed in this paper has be exper⁃
imentally verified on the Warwick-QU dataset.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other
improved U-net and the traditional image segmentation methods, U-net with spatial attention has higher
segmentation accuracy with addition of only a small amount of training parameters.
Key words: medical image segmentation; U-net; spatial attention; glandular cell image seg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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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计算机网络的迅速普及以及网民规模的滚动式增长，网络上的言论日益频繁，网络舆情分
析具有广泛的实用价值［1］。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业界人士和学者对该领域存在的挑战性问题进行
了越来越活跃的探索和研究［2-5］。在工业界，美国已经出现了少数提供网络舆情分析服务的商业公
司，如OpinionEQ、GeeYee等。在学术界，近年来该领域的诸多子课题受到广泛的研究，如文档褒贬
分类［6，7］，句子主客观性分类［8］，褒贬义词词汇扩展［9，10］和基于特征的观点挖掘等［11］。总体来说，
当前网络舆情分析领域中的绝大多数研究都是针对顾客对产品的评论，产品评论具有如下显著
特点［12-15］：①每篇评论包含了大量用户对产品或服务的观点，每个观点往往是对产品或服务的某个
具体方面或特征的评测；②每篇评论中极少包含跟产品或服务无关的言语：③评论者之间几乎不进
行任何交流。

然而，讨论式社交网络中的帖子却不完全具备上述特点［16］，交互式网络媒体中的帖子除了包含
与主题相关的观点外，绝大多数情况下，还包括与主题无关的内容，因为用户之间存在交互，交互的
过程通常导致跑题、争论、争吵、情绪发泄，甚至导致用户之间相互人身攻击，本文称之为“情绪化句
子”。但是，在网络舆情分析的现实应用中［17］，由于情绪型句子没有表达网民对实体的褒贬观点，所
以商业机构或个人用户所关注的不是这类情绪型句子，而是网民评测事物具体方面的性能或表现
的句子本文称之为“评测型句子”。受上述商业应用需求的启发，本文的目标就是解决大数据环境
下网络舆情分析领域的一个全新问题——评测型观点识别。本文以中文论坛中的评论信息为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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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句子的“评测型”或“情绪型”进行深入研究。
在相关的研究中，文献［18］聚焦网络舆情的关键节点，设计了一种舆情节点挖掘和分类方法。

文献［19］提出了一种从网络评论中抽取具有代表性的网民观点表述的方法，为网络舆情中观点信
息的发现提供了决策支持。文献［20］分析了网络舆情的评论文本的感情色彩问题。文献［21］从在
线评论文本内容出发，抽取事件评论中同时出现的特征词集合，提出了一种基于共现特征词的网络
舆情相关度计算方法。从多语言支持的角度，文献［22］提出了面向网络舆情的哈萨克语情感词汇
自动获取方法。

从目标来看，评测型观点识别的本质是一个二分类问题：判定给定句子是否为评测型语句。对
于该二分类问题，传统的监督学习方法虽然可行，但是需要大量训练样本，费时费力；对于不同应用
领域，需要人工标注不同的训练样本，成本过高。针对监督学习方法的缺陷，本文提出了一种新颖
的无监督算法，只需从网络资源中直接获取相关评测词汇，即可判定给定语句是否为评测型语句。

2、算法结构

评测型句子识别算法的整体框架是由预处理过程、评测型词汇发现算法、评测型词汇打分模型
和分类处理4个模块构成，如图1所示。

评测词汇表

情绪词汇表

语料集 预处理

评测型句子 分类

评测型词汇打分模型

评测型词汇发现算法

图1 评测型句子识别算法架构

语料集：语料集包含了所有网民对当前主题的讨论或评价，本文算法的目标是识别该语料集中
所有评测型句子。

预处理过程：这步的作用主要是为后续步骤做前期准备，比如划分句子和分词等。
评测型词汇发现算法：借助网络公开的评测词和情绪词作为种子，利用一种双向传播模型抽取

特征词，并对原始的评测词词表和情绪词词表进行扩充。
评测型词汇打分模型：基于上一步产生的结果，这一步利用特征词、评测词及情绪词之间的相

互加强或相互减弱关系分别为这三种词语打分，以衡量它们与评测型观点的关联程度。
分类：基于上一步对特征词、评测词及情绪词的打分，这一步利用分类函数对语料集中的每个

句子是否为评测型语句进行最终判定。

3、评测型句子识别方法的操作过程

3.1预处理过程

本节对语料集中的中文文本依次进行如下特殊处理，产生必要的结构化信息，以供后续步骤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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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句子切分：由于本文工作是基于句子粒度的，所以我们首先将语料集中的帖子切分为短句子。

因为论坛帖子一般都很短，较少包含复杂句或复合句，所以我们使用较简单的方法，按照逗号、问号
和感叹号将句子切分开。例如，帖子（a）经过本步骤后，变成两个短句子（b）和（c）。

（a）法拉利的安全性能太强了！富二代飙车真狂妄！
（b）法拉利的安全性能太强了！
（c）富二代飙车真狂妄！
分词：与西方语言（如英语和法语等）不同，在中文书写中，字与字之间没有分隔符，如例句（b）

和（c）所示。对于绝大多数中文处理任务，句子需要进一步切分为单词，为此国内学者对分词算法
进行了专门研究，并发布了各自的分词系统。综合比较网络发布的各种分词系统之后，我们选用中
科院计算所发布的 ICTCLAS系统，该系统基于多层马尔科夫模型。经过分词步骤后，上述例子中的
（b）和（c）分别转化为了（d）和（e）。

（d）法拉利 的 安全 性能 太 强 了 ！
（e）富二代 飙车 真 狂妄 ！
词性标注：由于后续步骤依赖于句子中词语的词性，在这步中，继续使用 ICTCLAS对各个词语

进行词性标记。经过词性标注后，句子（d）和（e）分别转化为（f）和（g），（f）和（g）中每个紧跟分隔符
“/”之后的标记表示当前词语的词性。

（f）法拉利/n 的/u安全/n性能/n 太/d 强/a 了 ！/w
（g）富二代/n飙车/n 真/d狂妄/n ！/w
名词合并：为了抽取更准确的特征词，这一步将多个连续出现的名词（词性标记为n）合并为一

个名词短语。例如，“安全/n”和“性能/n”在（f）中连续出现，从而将它们合并为名词短语“安全性能/
n”，于是句子（f）进一步转化为（h）。

（h）法拉利/n 的/u 安全性能/n 太/d 强/a 了/y ！/w
3.2评测型词汇发现算法

本节算法将任务细化分为如下三个子任务：（1）利用评测词和情绪词抽取特征词；（2）利用新抽
取的特征词抽取更多的特征词：（3）利用评测词抽取新的评测词，同时利用情绪词抽取新的情绪
词。针对以上每个子任务，本文分别提出了如下规则：

（1）对子任务1的规则（E—A）：如果名词N紧邻任何评测词或情绪词E，并且N和E之间再没有
其它名词或形容词，则将N抽取为一个新特征词。

该规则的道理较直观，因为观点词（评测词和情绪词）是对某个对象发表观点的词语，并且该对
象往往紧邻观点词。例如，句子（i）中，己知“狂妄/a”是评测词，虽然“富二代/n”和“为人/n”都是名
词，但仅抽取“为人/n”为特征词，因为“富二代/n”与“狂妄/a”之间隔了另一个名词“为人/n”。

（i）富二代/n 的/u 为人/n 很/d狂妄/a
（2）对子任务2的规则（A—A），这里有两条规则：
1）对于被连词连接起来的两个名词，如果其中一个已经是特征词，则另外一个也是特征词。例

如，在句子（j）中，“法拉利/n”和“兰博基尼/n”被连词“和/c”连接在一起。所以，如果“兰博基尼/n”是
特征词，则抽取“法拉利/n”为新特征词；反之亦然。

（j）法拉利/n 和/c 兰博基尼/n 都/d 很/d 贵/a
2）对于被“的”字紧连的两个名词，如果其中一个已经是特征词，则另外一个也是特征词。例

如，在句子（i）中，己知“为人/n”为特征词，由于“富二代/n”与“为人/n”用“的/u”紧连，所以“富二代/
n”也被抽取为特征词。

（3）对子任务3的规则（E—E），有两条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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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于两个相距3个词以内的形容词，如果其中一个形容词己经为评测词，则另一个形容词也
是评测词。例如，在句子（k）中，形容词“出众/a”和“强悍/a”相差的距离为 1，在 3以内，所以，如果

“出众/a”已经是评测词，则抽取“强焊/a”为评测词；反之亦然。
（k）法拉利/n 的/u 性能/n 很/d 出众/a 很/d 强悍/a
2）对于两个相距3个词以内的形容词，如果其中一个形容词己经为情绪词，则另一个形容词也

是情绪词。
将子任务3的规则分成2个规则的原因是，我们需要知道新抽取到的观点词到底是评测词，还

是情绪词。
基于上述分析，给出评测型词汇发现算法，如图2所示。

输入：
语料集:R
评测词种子集合: vas
情绪词种子集合: mos
输出：
R包含的所有评测词集合: VA
R包含的所有情绪词集合: MO
R包含的所有特征词集合: A
1: VA = vas; MO = mos; A = ∅
2: seedVA = vas; seedMO = mos; seedA = ∅
3: while (seedVA!= ∅| seedMO! = ∅| seedA!= ∅):
4: delta VA = ∅; deltaMO = ∅; delta A = ∅
5: for each带词性标注的句子 in R:
6://子任务1
7:基于种子 seedVAK∪seedMO，利用规则E—A抽取新特征词newA ;
8:Add the elements in newA but not in A into deltaA ;
9://子任务2
10:基于种子 seedA，利用规则A—A抽取新特征词newA;
11:Add the elements in newA but not in A into deltaA;
12://子任务3
13:基于种子 seedVA，利用规则E—E抽取新评测词newVA;
14:Add the elements in newVA but not in VA∪MO into deltaVA;
15:基于种子 seedMO，利用规则E—E抽取新评测词newMO;
16:Add the elements in newMO but not in VA∪MO into deltaMO;
17:Add deltaVA into VA;
18:Add deltaMO into MO;
19:Add deltaA into A;
20:seedVA = delta VA; seedMO = deltaMO; seedA = deltaA;

图2 评测型词汇发现算法

3.3评测型词汇交互打分模型

在上一步中，我们从语料集R中抽取得到了所有的特征词A、评测词VA及情绪词MO。然而，
仅仅这些信息仍然不够，不能保证较好的分类效果，主要原因为：（1）虽然特征词是识别评测型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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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指标，但是特征词会与评测词在语料集中同现，也会与情绪词同现，无法处理特征词与情绪
词在一个句子中同时出现的复杂情况；（2）来自HowNet的原始评测词和情绪词词典存在错误，尤其
是在领域依赖性强的语料集上。原始种子数据的错误，直接导致评测词和情绪词也存在错误。

为了解决上述两个问题，本节算法为每个特征词、评测词和情绪词计算一个分数。具体来说，
算法的思路基于如下四种启发：

（1）对于特征词a，如果a被评测词频繁修饰，那么a所在的句子更可能是评测型句子。所以，我
们应该给这类特征词一个较髙的分数。

（2）对于特征词 a，如果 a被情绪词频繁修饰，那么 a所在的句子更可能是非评测型句子。相应
地，我们给这类特征词一个较低的分数。

（3）对于评测词 va，如果 va极少修饰高分特征词，那么 va不是评测型句子的好指标，vo的分数
应该适当降低。

（4）特征词a的分数越髙，频繁修饰a的情绪词的分数反而应当越低。
图3为评测型词汇交互打分模型（下称交互模型），它是一个三层有向图模型。

图3 评测型词汇交互打分模型

下面，对交互模型进行数学描述与求解。图 3中的三层有向图可以用G =< Va，Vva，Vmo，Eva-a，
Emo-a >表示，其中，Va =｛ai｝表示特征词节点；Vva =｛vaj｝表示评测词节点；Vmo =｛mok｝表示情绪词节
点；Eva-a表示特征词Va与评测词Vva之间的关系；Emo-a表示特征词Va与情绪词Vmo之间的关系。这里，
关系是指词语与词语之间的同现关系：如果特征词 a∈Va和评测词 va∈Vva（或情绪词mo∈Vmo）在一
个句子同现过，有向图G则增加一条有向边（va，a）或（mo，a）。

假设特征词、评测词和情绪词的分数分别用asp、eva和emo表示。首先，由于特征词ai与关联的
评测词 vaj是相互增强的关系，而与关联的情绪词mok是相互减弱的关系，所以本文用公式（1）对特
征词 asp（ai）分数进行计算。公式中引入了阻尼因子 λ，用以控制评测词与情绪词对特征词影响的
相对比例。本文默认将该值设为0.5。

asp(ai)= λ ´ å
(i j)ÎEva - a

eva(vaj) - (1 - λ) å
(ik)ÎEmo - a

emo(mok) （1）
同理，可以通过评测词 vaj与关联的特征词 ai之间的相互增强关系，用公式（2）计算评测词的分

数eva（vai）。
eva(vai)= å

(i j)ÎEva - a

asp(ai) （2）
tmp(mok)= å

(ik)ÎEmo - a

asp(ai) （3）
考虑情绪词mok与关联的特征词 ai之间的相互抑制作用，我们先引入中间变量如公式（3）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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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由于情绪词的分数 emo（mok）实际反映的是mok的非评测性的程度，所以 emo（mok）应该与中间
变量 tmp（mok）的相反数成正比，也就是说中间变量 tmp（mok）越大，emo（mok）应该越小，如公式（4）所
示。另外，为了达到的预期作用，我们用公式（6）来定义emo（mok），其中max表示所有情绪词中分数
tmp（mok）的最大值（见公式（5））。

emo(mok)µ-tmp(mok) （4）
max =max{tmp(mo1) tmp(mo2) ... tmp(mo ||Vmo

)} （5）
emo(mok)= -tmp(mok)+max =max - tmp(mok) （6）

基于上述公式，利用迭代算法对模型进行求解，如图4所示。

输入：
语料集：R
评测词集合：VA
情绪词集合：MO
特征词集合：A
输出：
评测词VA、情绪词MO和特征词A的分数
1:边集合Eva-a = ∅；边集合Emo-a = ∅
2: for 特征词 ai in A；
3: for 评测词 vaj in A；
4: if ai和vaj在语料集R中的句子同现：
5:Add有向边(vaj, ai) to Eva-a
6: for 情绪词 mok in MO:
7: if ai和mok在语料集R中的句子同现：
8: Add 有向边(mok, ai) to Emo-a
9:初始化每个评测词分数eva(vaj)、每个情绪词分数emo(mok)和每个特征词分数asp(ai)为1;
10: repeat:
11:基于Eva-a和Emo-a，利用公式(1)更新特征词分数asp(ai)
12:基于利用公式(2)更新评测词分数eva(vaj)
13:基于利用公式(5)更新情绪词分数emo(mok)
14:将特征词分数asp(a1), asp(a2),…, asp(aI)归一化到[0,1]
15:将评测词分数eva(va1), eva(va2),…, eva(vaJ)一化到[0,1]
16:将情绪词分数emo(mo1), emo(mo2),…, emo(mok)归一化到[0,1]
17: until分数收敛

图4 迭代求解算法

3.4判定算法

这一节中，我们利用上两步的计算结果对语料集R中的评测型句子进行识别。对于语料集R
中的每个句子 S，前文抽取了 S 中包含的特征词｛a1，a2，…，aI｝评测词｛va1，va2，…，vaJ｝和情绪词
｛mo1，mo2，…，moK｝，并对这些抽取出来的词进行了打分。基于打分结果，我们分如下两步来判断
当前句子S是否为评测型句子。

第一步：搜索出特征词集合｛a1，a2，…，aI｝中的最高分 topA，如公式（7）所示。 如 topA比预先设
定的阈值 r 小，则判断句子S为非评测型句子；否则，跳转到第二步。这里，阈值 r 的默认值设为0.6，
关于 r 值的讨论见实验分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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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A = max
1 £ i £ I

asp(ai) （7）
例如，对于句子“德国队的防守积极和凶悍”中特征“防守”取得了最高分0.8，比0.6大，所以跳

转到第二步。
第二步：分别对句子 S中所有评测词分数和情绪词分数求和，如公式（8）和（9）所示。如果 va⁃

Sum大于moSum则判断句子S为评测型句子；否则，判断S为非评测型句子。

vaSum = å
1 £ j £ J

eva(vaj) （8）
moSum = å

1 £ k £K

emo(mok) （9）
对于上述例子，已知该句子中包含两个评测词“积极”和“凶悍”，没有情绪词，所以 vaSum大于

moSum，进而判断该句子为评测型句子。

4、实验分析

4.1测试数据集及标准答案

为了证实本文算法的有效性，我们从中文新闻网站中抓取了4个不同主题的数据集。4个主题
分布于国内事件和国外事件，其中国内事件包括“法拉利兰博基尼车祸”和“毕福剑事件”；国外事件
包括“肯尼亚大学受袭147人遇难”和“希拉里宣布竞选总统”。各数据集详情见表1。

表1 测试数据集与标准答案

主题

法拉利兰博基尼车祸(FL)
毕福剑事件(BFJ)
肯尼亚大学受袭(KEN)
希拉里竞选总统(HIL)

帖子个数

1436
1988
2011
1843

句子个数

评测型

1305
975
900
1500

非评测型

1204
2055
1975
1616

Kappa
0.892
0.863
0.875
0.851

为了得到一个客观的答案以评测算法性能，对于每个数据集，我们从抓取的语料集中随机地选
择一些帖子，把它们分成短句子，随后人工标注判断每个句子是否为评测型句子。由于人工标注具
有较强的主观性，所以我们请两个博士生分开去标注每个数据集的句子。最终，我们计算它们标注
结果之间的Kappa相似度［21］，如表 1所示。在 4个数据集上，Kappa相似度在 0.851到 0.892范围之
间，说明两个标注者对于句子评测性的看法几乎一致，从而保证了标准答案的高质量。

4.2评测指标

如引言所述，本文工作是一个分类问题：评测型句子和非评测型句子，所以这里我们使用标准
的分类评测指标F1值、准确率P和召回率R来评测所有的算法。更确切的说，本文的目标是识別评
测型句子，所以下面实验仅评测所有算法在评测型句子类上的F1值、准确率P和召回率R，而不对
非评测型句子类进行评测。

4.3对比算法及其设置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算法的效果，我们将其余一系列可用于解决本文问题的各种方法进行对比，这
些对比算法大致分成两类：监督方法和无监督方法。其中监督方法包括NB（Naive Bayes）、SVM（S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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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 Vector Machine），无监督包括A-E-Lexi（Additional Expanding Lexicon），Double-HITS算法。

4.4实验结果

在这小节里，我们讨论本文提出算法与其它对比算法之间的性能优劣。本节在4个不同领域
数据集上进行实验，实验结果如表 2、3、4所示，包括 F1值、准确率 P和召回率R。表中，FL、BFJ、
KEN和HIL是各个数据集名称的缩写（见表1），AVG是每一行的平均值。注意，在评测指标F1值、
准确率P和召回率R中，F1值最重要。针对表2、3、4，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①如表2所示，本文提出的算法性能最优，明显优于其它对比算法。 基于监督学习的算法NB
和SVM，虽然利用了样本中的9/10样本做训练，但是其性能却很差。其原因可能是，本文问题的关
注点是文本中的特征词、评测词和情绪词，而NB和SVM较多关注主题词，从而很难捕捉到更高语
义层次的信息。

②Double-HITS算法比其它对比算法取得了更好的F1值，原因是该算法利用特征词、评测词和
情绪词在评论集中的同现关系，重新分配了特征词、评测词和情绪词的权重。这说明，特征词、评测
词和情绪词三者间的关系有助于提高分类效果。

③本文提出算法与对比算法A-E-Lexi相似，不同的是本文算法对特征词、评测词和情绪词的
权重进行了分配，从而促使算法性能明显优于A-E-Lexi，在F1值上提高了8%（见表2），这证实了第
5节提出的打分模型非常高效。另外，与算法A-E-Lexi相比，本文算法在召回率上却有所降低（见
表4），这也合乎情理，准确率的大幅提高，是以牺牲召回率为代价。

④本文提出算法在F1值上优于Double-HITS方法。这两种方法使用的特征词、评测词和情绪
词相同，在最后一步的分类策略也类似，唯一不同之处是在打分策略上，本文提出的三层交互模型
与Double-HITS使用的两个独立的HITS模型不同。前者能通过特征词考虑评测词与情绪词之间的
相互影响，后者却不能，所以的性能劣于本文提出算法。这也再次说明，第5节提出的三层交互模
型在原理和性能上都与HITS模型不同。

综上结论，本文提出算法能较好解决本文提出的全新问题，并且其性能明显优于其它可用于解
决本问题的算法。

表2 实验结果比较（F1值）

NB
SVM

A-E-Lexi
Double-HITS
本文算法

FL
0.78
0.76
0.76
0.77
0.77

BFJ
0.65
0.55
0.72
0.74
0.83

KEN
0.45
0.32
0.55
0.61
0.71

HIL
0.63
0.59
0.78
0.78
0.80

AVG
0.63
0.55
0.70
0.72
0.78

表3 实验结果比较（准确率P）

NB
SVM

A-E-Lexi
Double-HITS
本文算法

FL
0.77
0.83
0.79
0.83
0.85

BFJ
0.62
0.79
0.60
0.66
0.83

KEN
0.50
0.70
0.41
0.50
0.66

HIL
0.63
0.76
0.68
0.70
0.72

AVG
0.63
0.77
0.62
0.67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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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实验结果比较（召回率R）

NB
SVM
A-E-Lexi
Double-HITS
本文算法

FL
0.78
0.70
0.73
0.72
0.69

BFJ
0.68
0.42
0.91
0.85
0.83

KEN
0.42
0.22
0.86
0.78
0.76

HIL
0.64
0.48
0.91
0.88
0.90

AVG
0.63
0.46
0.85
0.81
0.80

4.5参数对本文提出算法的影响

本文算法引入了两个参数：阻尼系数 l和阈值 r。本节我们通过实验讨论两参数对算法性能的
影响。实验结果如图5，6所示，图中数据点均为四个数据集上的平均值

4.5.1 阻尼系数对算法的影响
阻尼系数 l的作用是控制评测词和情绪词对模型的相对影响，l值越大表示评测词的影响越大，

相应地，情绪词的影响越小。这里固定阈值 r = 0.6，改变 l的值，从而得到图 5的实验结果。当 l =
0.5时，算法性能最优。也就是说，评测词与情绪词发挥同等作用时，模型的表现最好，这也现实情
况相符，两类词在言语中的作用不相上下。

4.5.2 阈值对算法的影响
阈值 r 的作用是确定特征词能否较好地标识评测型句子（见第6节），如果特征词 a的分数高于

r，则a具有较好的区分度，反之则不具备。需要说明的是，r值越高，对特征词的门槛要求越高，从而
被利用的特征词越少。当 r = 1时，本文算法将不能利用任何特征词。

固定 l = 0.5，变化 r的值，得到如图6所示的实验结果。随着 r值的增加，更多的特征词被忽略，
过了临界点后，算法性能下降。当 r = 0.6时，本文算法取得最佳性能。

0.80
0.75
0.70
0.65
0.60
0.55
0.50
0.45
0.40 0.0 0.2 0.4 0.6 0.8 1.0

阻尼系数

F值
准确率P
召回率R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0.0 0.2 0.4 0.6 0.8 1.0

阈值

F值
准确率P
召回率R

图5 阻尼系数对算法的影响 图6 阈值对算法的影响

5总结

本文对BBS论坛等社交网络的评测型句子进行了识別研究。针对该分类问题，可以利用传统
的监督机器学习方法进行解决，但是机器学习需要人工提供大量标记样本，费时费力，并且在不同
的领域，需要人工标注不同的样本。在商业应用中，这意味着极高的成本，所以监督学习的方法不
适合在现实中大规模使用。本文提出了一种新颖的无监督方法对该分类问题进行了较好解决，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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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任何人工干预，只需要输入互联网中发布的评测词和情绪词种子词典。为了检验本文提出算法
的效果，我们抓取并标注了 4个不同领域的语料集，然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比较实验。实验结果表
明，本文提出算法性能优异，明显优于基于监督机器学习的方法，同时也优于其它几种常见的无监
督的对比方法。在下一步研究中，我们将尝试利用各种深度的语言学知识，进一步改进本文算法的
分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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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dentification Method of Evaluative Perspective in
Social Network in Big Data Environment

Ke Yun
Abstract：As for emotional sidetracks such as arguments，name-calling and emotional venting in so⁃
cial media，this paper puts forward opinion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evaluation，which is new in the
field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analysis in the environment of big data.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a new method of extracting feature words，evaluation words and emotional words based on linguistic
rules was proposed. A new three-layer interactive model is designed to score the extracted words，fol⁃
lowed by the identification of evaluation type sentences in online comments by means of the extracted
words and scores and by elimination of emotional words through aggregate function. Finally，this paper
carries out empirical analysis by capturing four domestic and foreign events from Chinese news web⁃
site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this unsupervised method i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other methods including supervised learning。
Key words：internet public opinion；evaluative perspective；recognition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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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ance Teachers’Moral Cultivation and Manage Education by
Law：Legalization of Professional Ethics of Teachers in Private

Colleges in the New Era

Kuang Yiting，Li Wenxia
Abstract: With the overall deployment of rule of law, managing education and governing colleges by law
are its inevitable requirements and concrete manifestations. The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has fa⁃
cilitated the rise of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nly by managing education and administering col⁃
leg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will it be possible for private colleges, with uneven development, to
achieve sustainable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riority should be given to the legalization of moral be⁃
havior of teachers, who are the main body of private colleges. Regarding their professional ethics, teachers
in private colleges not only should stick to the bottom line of their careers, practice morality, but also have
to abide by school regulations and be aware of legal restrictions. In addition, teachers in private colleges
must teach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and make right decisions as what should be done.
Key words: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professional ethics of teachers; rule of law; private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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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当前，全世界社交媒体用户已超过40亿，相当于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且这一数字仍在持续增
长。传统的社交网络是集中式管理，这意味着它们面对攻击时非常脆弱；同时，集中式管理的模式
于个人隐私和知识产权保护都有一定限制，发布优质内容的用户无法保障自己的利益。如何更好
地提升用户的使用体验是各社交平台一直探索的问题。受到区块链去中心化、共识机制、激励机制
等特点的启发，人们开始尝试在社交媒体中引入区块链技术。

国外，Swan M等［1］研究了将社交网络的信息传播与区块链结合的可能。Arquam M［2］根据用户
的信誉值对区块链在社交网络中传播的信息进行验证，提出了用户信息传播行为。Davide Calvare⁃
si等［3］通过合约计算用户信誉值以表示用户间的信息交互程度，从而提出了基于信誉评价的机制。
Yize Chen等［4］设计了一个基于区块链的顺序算法，该算法利用虚拟信息积分进行每次对等信息交
换，并通过仿真实验验证他们提出的算法在基于区块链的社交网络中限制谣言传播方面的有效
性。 GuidiBarbara［5］对国外一些主流的基于区块链的社交媒体如Steemit等的主要特点和提供的服
务进行了分析对比，并提出将用户作为系统中心的区块链社交网络新模型。

国内，林浩瀚［6］通过对Steemit、Matters两平台运行机制进行分析，区块链技术的核心特性能有
效治理网络谣言。郭苏琳［7］剖析了区块链技术对普通网民信息采纳的影响，基于疾病传播 SIR 模
型并采用系统动力学方程，通过建模仿真构建了区块链环境下网络舆情演化模型。王晰巍等［8］研
究了区块链环境下社交媒体意见领袖的识别，并提出了影响力分析模型。崔增乐等［9］认为研究区
块链社交网络中的信息传播模式应该将用户行为模式因素考虑在内。

虽然，目前已有研究表明区块链的引入能够对社交媒体中信息的传播模式产生影响，但其内部
的微观机制尚未可知，有研究结果显示一些用户为了追逐利益，雇佣其他用户或机器人为自己增加
热度，扰乱系统正常传播秩序。因此研究区块链环境下社交媒体信息传播的影响因素，通过调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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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因素的作用程度，优化信息的传播模型，使有价值的信息资源得以传播，谣言等有害信息被有效
抑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一、区块链技术在社交媒体的应用价值及研究目标

（一）区块链技术

区块链技术随着加密数字货币比特币的问世而走入人们的视野，它本质上是一个参与者间共
享的分布式账本。每个区块中包含时间戳、交易数据等信息并通过在块头记录上一个区块的哈
希值使所有的区块依次连接，形成一条链。当一个区块添加到链上后，是无法被篡改的，因为账
本是分布式的，可以被所有的用户查看并通过不断更新保持同步。如果一笔交易想要记录到区
块链上，该交易需要加密并被网络中的其他用户验证。只有当大多数用户之间达成共识该交易
才被认为是有效的并被记录下来。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存储与自治模式不仅很好地解决了比特币
等数字货币在没有第三方中介环境下用户正常交易的问题，也为其他行业的优化和发展带来了
新的机遇和挑战。目前，区块链作为一种底层协议或技术方案可以有效地解决信任问题，实现价
值的自由传递，在数字货币、金融资产的交易结算、数字政务、存证防伪数据服务等领域都有一定
的应用。

（二）区块链技术在社交媒体的应用价值及问题

近几年，社交媒体中存在的舆情干扰、信息泄露、单点故障等问题日益凸显，区块链技术作为一
种解决此类问题的新思路，被逐渐引入到社交媒体中。事实表明，区块链的引入确实使平台在某些
方面有了更出色的表现，如：区块链的分布式存储能很好的解决传统社交媒体集中式管理存在的单
点故障隐患；区块链中采用非对称加密方式对数据进行存储，可以有效地防止用户隐私数据泄露，
保障用户信息安全；区块链中的激励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奖励优质信息提供者，评论者、转发者
等，可以有效激发用户的使用热情。

然而，区块链去中心化的特性给人们带来平等发言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如何自治的问题，只有
解决好这个问题，才能真正体现出社交媒体引入区块链的价值，否则，失控的信息传播很有可能使
其成为滋生罪恶的土壤，而避免单点故障及防止用户信息泄露等优点只能使这样的土壤更加坚不
可摧。如何让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社交媒体更好地自治，使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大规模扩散并使
谣言等有害信息的发布得到抑制，成为本文的研究重点。

（三）研究目标

虽然有研究表明其在区块链技术对社交媒体中信息的传播有影响，但其微观运行机制尚未可
知。通过研究区块链技术的特性及这些特性在区块链社交媒体中信息传播过程中起的作用，分析
出区块链的引入对社交媒体传播信息的主要影响因素，整理研究思路，探究基于区块链技术对社交
媒体优化的方法，为区块链社交媒体信息传播模型的优化工作奠定基础。

二、基于区块链技术对社交媒体优化的研究思路

目前国内外对传统社交媒体中信息传播问题的研究较多，受到区块链激励机制、共识机制、可
溯源、不可篡改等特性的影响，引用区块链技术的社交媒体的传播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很多已有
的研究结论及优化方案不再适用。分析和研究区块链的引入对社交媒体传播信息的主要影响因
素，从这些因素入手，通过调整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从而优化信息传播模型以有效促进优质信息
的传播和抑制谣言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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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于区块链社交媒体采用的激励机制

基于区块链的社交媒体通常采用一定的激励策略，奖励优质内容提供者及点赞、转发、评论的
用户，不仅激发了用户的活跃度，增强平台竞争力，还在一定程度上筛选出了优质的、可信度高的信
息资源，即提升了优质信息的传播程度。然而有一些追逐利益的用户，为了获得更高的奖励，雇佣
机器人或其他用户对其发表的内容进行投票、评论等操作来提高其内容的热度，扰乱正常传播秩
序。如何识别和衡量真正该被奖励的用户对于平台有用信息的传播有很大的影响。一方面考虑设
计指标来衡量用户诚信度（信誉值），以便更精准地给予优质内容提供者奖励，另一方面，设计惩罚
机制以打击散布谣言及其他有害信息的用户。

（二）基于区块链社交媒体采用的共识机制

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特性，使系统在缺乏第三方监管的情况下自主运行，这就需要一套自治的机
制，即让区块链网络中的参与者共同监管和保存数据，决定哪些数据可以写入区块链，这套机制被
称为共识机制。常见的共识机制包括工作量证明机制（Proof of Work, PoW）, 权益证明机制（Proof of
Stake PoS）和股份授权证明机制（Delegated Proof of Stake, DPoS）等。一些研究表明将区块链引入社
交媒体，利用共识机制使个体与个体间的信息传输建立在信任之上，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产生
共识结果，实现系统高度理性和自律的自我治理，在此过程中完成高质量内容的传播。然而也有研
究对基于区块链的社交媒体Steemit进行了深度剖析，发现Steemit中的权力下放的实际水平远远低
于理想水平，并由此推出其采用的DPoS共识协议并不是建立高度分散的社交媒体平台的理想方
法。可见，社交媒体采用的共识机制对平台的去中心化水平其很大作用，而平台的去中心化程度又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信息的传播。前面的很多研究都是针对共识机制在保证区块链中数据一致
性、正确性的方面进行的。本项目将从共识机制对信息传播产生影响的角度，分析对比目前主流的
共识机制。

（三）基于区块链社交媒体可追溯、不可篡改的特性

在保证社交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及数据完整性等方面，区块链的可追溯、不可篡改等特性起到很
好的保障作用。区块链技术也因此在慈善捐赠、物资流转、交易存证、票据追溯、内部审计、知识产
权保护等多个应用场景下逐渐得到人们的青睐。将可追溯、不可篡改的特性应用到社交媒体中，发
布的信息会被记录到区块链上不可修改，且即使被多次转发也可以追溯到信息发布的源头，基于以
上特点，相较于传统社交媒体，区块链的引入对社交平台中散布谣言等有害信息的行为有更强的事
前抑制及事后追踪的作用。因此在研究区块链环境下社交媒体的传播时也应将这些特性的影响考
虑在内。

（四）基于区块链社交媒体中信息的传播模型

目前有研究表明用户的信任度和经济激励对社交网络中信息的传播有很大的影响，认为用户
的转发行为类似变异的传染病模型中个体的感染过程，基于此假设对传统的传染病模型SIR进行
改进，构建了区块链社交平台信息传播模型。用 S(t) 、B(t) 、I(t) 、R(t) 分别表示 t 时间段非知情节

点、合约节点、转发节点、不感兴趣节点的数量，假定总节点数为 N(t) ,则有下式：

S(t)+B(t)+ I(t)+R(t)=N(t)

将区块链环境下社交网络信息传播模型用如下微分方程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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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t)
dt

=N(t)-PSIθ(t)S(t)I(t)-PSRS(t)

dB(t)
dt

= (1 -PSI)S(t)-PSI B(t)-PBI B(t)

dI(t)
dt

=PSIθ(t)S(t)I(t)-PBI B(t)-PIR I(t)

dR(t)
dt

= (1 -PBI)B(t)+PRI I(t)

其中 PSI 为合约影响概率，PBI 为合约节点 B 对目标信息话题的转发概率，PBR 表示合约节点

B 对目标信息话题的直接不感兴趣概率，PIR 为转发节点 I 对目标信息话题的不感兴趣概率，θ(t)

表示时刻 t 网络中任意随机边与转发个体相连接的概率。

三、基于区块链技术对社交媒体优化的方法

基于第三章提出的研究思想，结合区块链背景下的社交媒体特点研究，提出社会网络分析法、
仿真建模法和源码解析法，以通过改变策略调整影响因素对信息传播的影响程度，进而探索对上述
传播模型存在不足的优化方案；同时利用构建的优化传播模型进行仿真实验和源码解析，验证本项
目在影响因素调整方面的工作对优化信息传播的有效性。

（一）社会网络分析法

虽然从技术层面来讲，区块链环境下的社交媒体与传统社交媒体有一定差异，但是从具体应用
场景来看，两者均为社会网络，可以利用从图论发展而来的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基于区块链技术的
社交媒体数据进行采集整理，生成以用户为节点，信息交互程度为边权重的网络，对网络进行定量
分析并利用Gephi等工具对网络数据可视化。分析网络基本拓扑属性，包括网络的总节点个数N，

总边数E，网络的平均度 k ，聚类系数c，度的同配性 r，度的异质性 Hk 其中Hk = k2 / k
2 )。

从用户的角度出发利用复杂网络中具有代表性的中心性算法，如度中心性、k-shell分解算法、
接近中心性、介数中心性等，分别统计排名前n的节点，认为这些节点在传播过程中有较强的影响
力，并重点分析区块链特性对这些节点传播行为的影响。

从信息内容出发，获取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数据，如包含特定主题标签的信息、热度较高的信息、
已被证实使谣言的信息等。对这些信息的传播特点及传播用户的特点进行分析研究。

（二）仿真建模法

社交媒体中的信息传播与病毒在人群终的传播非常类似，本项目拟借鉴传染病传播模型的构
建思想，将基于区块链的社交媒体中影响信息传播的主要因素考虑在内，对目前已有研究提出的区
块链社交媒体信息传播模型进行优化，并通过仿真分析对比，验证优化方案对增强优质信息的传
播，抑制谣言等有害信息的扩散更有效。

（三）源码解析法

目前一些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社交网站的代码使开源的，如Steemit。通过解析源码，准确理解平
台的运行机制，对理解和把握平台对平台信息传播采取了哪些策略及深挖其中影响信息传播程度
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很大的帮助。

四、结 语

如何让基于区块链的社交媒体更好地自治，解决传统社交媒体普遍存在的问题，使真正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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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大规模扩散并使谣言等有害信息的发布得到抑制，成为业内研究的热点和重点。本文基于
区块链环境下社交媒体的激励机制、共识机制、可溯源和不可篡改等特性，分析了区块链环境下社
交媒体信息传播的研究思路，探究并提出区块链技术对社交媒体优化的方法，为区块链社交媒体信
息传播模型的优化工作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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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ocial Media Optimization Based on Blockchain Technology

LI Chao，XU Dong
Abstract：Currently, social media users account for more than half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The so⁃
cial media platforms have been exploring how to better improve the user experience. As a well-known
decentralized technology, blockchain is introduced by many social platforms, which provides a new way
to solve the common problems of traditional social media.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lockchain,
such as incentive mechanism, consensus mechanism, traceability and tamper proof,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studies the research ideas of social media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in blockchain environment,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research methods.
Key words：social media; decentralization; blockchain; privacy protection; rewarding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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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
式发展。”因此高校以及学科的建设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而在高校和学科的发展中，高
校教师尤其是作为高校发展重要的后备力量的青年教师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青年教师的发展对
高校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培养青年教师也成为高校的重要工作之一。高校教师所从事
的是学术职业，其所扮演的学术角色包括教育者、研究者、服务者和管理者，而高校的青年教师由于
从事教师这个职业的时间和经验有限，往往无法平衡好不同角色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作为教育者和
研究者之间的平衡，也就是在教学科研之间的平衡，因此要推动高校的建设和高等教育的发展，作为
影响高校发展的青年教师，必须首先对自己的角色有清晰的认识并且平衡好不同角色之间的关系。

二、高校青年教师平衡教学与科研的重要性

（一）教学工作的重要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五十二条规定，高校教师应当以教学和培养人才为中心做好
本职工作，“教学”的构成包括“教”和“学”，人才培养的过程是将教师的基本职责“教”与学生的基
本职责“学”联系起来，通过高校教师所从事的教学活动来实现的。高校教师作为教育者，一方面
是通过教学工作教授专业基础和理论知识，所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应当担负起
传授知识、教授学业、解答疑惑的责任，为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另一方面，“以身教者
从，以言教者论。”教师应当通过言传身教，引导学生对于价值观和人生发展的选择，让学生能够

“精神成人”。教学工作是高校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教学的质量决定了人才的培养以及高教教育
的发展，青年教师又是高教教学工作的主力军，因此高校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更应该注重对教学
能力的培养和提升。

高校青年教师教学与科研协同发展研究

汪舟扬 曾志勇

摘 要：高校青年教师由于一些内在和外在的原因，在教学和科研当中都会遇到一些问题，而在当前

高校青年教师追求教学与科研协同发展的过程中，主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平衡教学和科研的关系。本

文分析了高校青年教师平衡教学和科研的重要性，以及在教学和科研工作平衡中所面临的问题，并为

高校青年教师平衡教学和科研提出了一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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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研工作的重要性

高校作为专业人才培养的主要场所，同时也是学术工作研究的重要基地，所以高校教师除了担
任教育者的角色以外还必须成为研究者，科学发展已经成为高校发展的重要职能。随着国家和社
会的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因此对高校的科技创新和学术研究工作就
有了更高的要求。高校教师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不仅仅是对教育教学理论方法的研究，更重要的
是结合时代前沿和经济发展的需求做出相应的学术研究，高校教师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同样也
应该在科研工作中成为知识的发现者和创新者。在知识爆炸式增长的互联网时代，高校教师只有
不断进行学术研究和探索，才能了解所在学科最前沿最先进的技术和知识，而对知识的不断汲取，
才能满足教学的需要。因此高校教师应该在科研工作中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和学术水平。

（三）教学和科研之间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七条中规定教师有权“进行教育教学活动，开展教育教学改革
和实验”，而教师的权利和义务是交叉统一的，因此教师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要履行相应的义务。
培养人才是高等学校的本体职能，而发展科学是高等学校的重要职能。［1］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已经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校对人才的培养应该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培养创新
型和应用型人才已经成为高校人才培养计划的新趋势，这也对高校教师的教学能力和质量有了更
高的标准。

高校教师，不仅要掌握过硬的专业知识，同时也需要不断地更新知识，而更新知识就需要不断
进行学术研究和学习。对于高校教师来说，教学和科研工作是相辅相成、紧密相关的。一方面，扎
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学科知识是教师开展教学工作的前提，在教学过程中，不仅仅可以了解学生
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同时也能对自身的能力进行检验和提高。对于擅长的专业方面可以通过学术
研究来不断完善，而对于专业短板更需要通过相关的学习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教学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决定高校教师科研的方向，同时，在科研中的工作成果也可以及时在教学中得以运用。保证教
学质量是对高校青年教师基本的要求，同时在考核、晋升等压力下，科研成果也是高校教师能力的
体现，因此对于高校教师而言，教学和科研工作是密不可分、协同发展的。所以对于高校青年教师
来说，平衡好教学和科研的关系对其自身的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三、高校青年教师平衡教学与科研的困境

对于高校教师来说，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都是具有挑战性的，尤其是对于刚刚进入学校工作的
青年教师来说，一方面，还没有适应教育者的角色，对教育工作没有足够的经验，虽然在进入高校工
作之前已经有过相关学术研究的经历，但是对于教师科研工作的具体开展也不够熟悉，所以在进行
教学和科研工作都会遇到一定的困难；另一方面，青年教师需要提高教学水平和质量，也有学术科
研方面的要求，所以在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时间和精力分配上也会存在一定的矛盾。

（一）教学和科研的时间难以合理分配

青年教师在进入高校任教初期，由于经验不足，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准备教学资料和教
学计划，在教学中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去研究课堂的效果和反馈，同时在布置作业和批改作业当中
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所以对于青年教师来说，相比科研工作，会在教学工作中投入更多的时间和
精力。随着高校绩效考核方式的改革，完成相当数量的科研工作成为高校教师不可回避的重要任
务，尤其是青年教师，由于没有论文、实习等课时的补充，基本的教学工作任务量会更高，这就意味
着青年教师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到教学中；另外，青年教师在考核中也面临着科研工作的考核，所以
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也要完成科研工作，这就需要青年教师在教学和科研中合理分配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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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和科研能力的培养力度不够

对青年教师来说，要满足教学的要求，在前期对教学准备和计划的时间就越多，对教学内容掌
握的程度越深，教学质量才会提高；同样，如果在学术研究中投入更多精力，对科研能力的提升就会
起到一定的作用。而刚入职的青年教师，首先接触的都是教学工作，因此会为了做好教学工作投入
大量的精力，而在科研工作上就会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另外，对于青年教师来说，教学和科研工
作都需要一定时间的适应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有一定的方向和指导，所以在对青年教师的
培养过程中，高校应当加强对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的教学和科研培养，为青年教师的科研工作创造
条件，激发对科研工作的兴趣，让青年教师能够认识教学和科研协同发展的重要性，并且能将科研
的成果运用到教学实践中，从而也能提高教学的质量。

四、高校青年教师平衡教学与科研的思路

（一）树立正确的教学科研观

作为青年教师，首先应当充分了解教师的职业性质，明确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以教育教学和培
养人才为核心。对于刚进入高校的青年教师来说，在教学和科研工作开展的初期，都会或多或少遇
到一些问题，包括职业初期的不适应或者对自身的职业发展感到迷茫。所以首先应该建立起自身的
价值追求，树立正确的教学科研观，在职业发展中发挥主动性和自觉性，把做好教学和科研工作当作
自己的职业追求，主动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在平衡教学和科研工作时，应当认识到教学和科研工
作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科研工作是教学工作的补充和延伸，而教学工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为
科研工作的运用，把成为教学研究型的教育者当成奋斗目标，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学术能力。

（二）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

青年教师应当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水平，加强专业能力。在教学方面，青年教师可以通过积极
参加各级单位组织的教学培训、向教研室富有经验的老师学习以及及时更新专业领域的知识储备
等方式，来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除了理论知识意外，实践教学能力也尤为重要。作为教学的主阵
地，课堂也是青年教师提升专业能里的重要场所。青年教师应当认真准备教学内容，积极与学生进
行沟通，从实践教学中获取经验从而不断改进自身的教学方式。在科研方面，青年教师需要树立终
身学习、学无止境的科研观念，结合所在的专业和自身的特点确定科研的目标领域。在自己所研究
的领域内，青年教师要积极参与各项学术交流和培训，关注学科内的前沿问题，培养科研创新意
识。同时，在科研工作的实践中不断加强自身的科研素质，丰富自身的科研经历，积累科研经验。
教学和科研是相辅相成的，都是组成青年教师专业能力所不可或缺的部分。青年教师必须要从这
两方面同时入手，在教学中体悟科研，用科研来强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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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网络舆情监测系统的相关研究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深入，更多成果不断呈现在学术界。但
以高校为主体，与此同时以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视角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在综合整理了国内
外主流的理论学说、文献参考和实际舆情数据的基础上，认为可以优化已开发的爬虫程序，使爬
虫的访问速度和解析速度获得提高，从而提高舆情监测系统的准确性和智能性;二是完善统一的
舆情数据存储与管理平台，通过数据集成技术完成实现标准数据的抽取、装载以及转换工作，从
而智能分析大学生在网上发表评论时的情绪倾向分布，从而帮助政府有关部门和高校把握舆论
脉搏，进行良好的舆情引导，从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三是连接数据库与舆情监测平台，通过
数据可视化更直观反应数据，实现预警平台的访问实现数据共享，为制定舆情引导策略提供有效
依据。

一、舆情监测系统的存在价值

（一）对于疫情防控的借鉴意义

舆情监测系统主要针对一些突发性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能够第一时间内准确的捕捉到能判
断对象情绪走向的舆论，并将这些正确的信息积极公布到网络上，同时，高校可以与相关部门联动
监管，对高校学生对于相关舆论事件的评价进行有效的结构化信息抽取，通过对关键信息的数据
分析后进而从中挖取有规律的信息，这样才能对集合的内容进行有效分类和总结，才能对事件发
展的趋势进行准确预测，明了当前舆论发展走向，再进行干预时可以做到有效控制，以免引起人
群恐慌。

重大突发卫生事件视角下
大学生舆情监测系统“云”构建研究

张静雯

摘 要：新型冠状病毒的突然爆发，给社会各部门的工作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在举国上下万众一心抗

击疫情之际，舆情控制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已有的网络舆情预警系

统中，尚未出现针对高校的网络舆情预警系统。由于网络舆情监控机制的缺失，许多高校面对一些重

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无法及时地对校内舆论进行监督，导致高校陷入舆论危机。因此，建立高校

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舆情预警系统亟待开展。以新冠疫情为背景，具体分析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视角下大学生舆情监测系统“云”构建研究，通过开发并运用网页爬虫技术，开发并优化大学生舆情

监测平台，构建云服务器，通过数据可视化更直观反应数据，实现预警平台的访问实现数据共享，最终

实现预警平台的有效运作，从而有效控制舆情，最终为推动社会和谐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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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于高校反向检测思政教育效果的意义

网络舆情一般都具有三个特性，分别是丰富性、实时性和交互性，高校的思政老师如果能顺应这个
发展趋势，合理且有规划的去管理网络舆情，有助于提升其教学质量以及学生的接受度，并且加深思想
教育力量的渗透力。总的来说，一方面是将教育的内容进行了整体的优化，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也
进行了增强。在一般情况下，运用页面爬虫爬取网络评论数据等方式，可以说是一个了解学生思想变
化的新途径。但总体而言，该渠道利大于弊。另一方面，可以将教育的共享度和接受度增强，便于教学
方式的改进。网络舆情的及时性和交互性可以为教师提供帮助，也便于对学生需求的掌握。

（三）对于高校对学生心理状况预警的意义

由于疫情影响，学生的正常生活节奏可能也有所改变。学生可能会因为难以辨别真假新闻，过
度摄入流行新闻而失去理性判断。从学生的情绪上来看，可能有抑郁、无聊、抑郁、烦躁、易怒等不
同程度的烦恼;从学生的行为上来看，可能会降低学习兴趣，使学习效率低;人际交往行为的愿望和
能力下降，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严重的呼吸、消化系统等身体反应。通过舆情监测系统收集的数
据，学校可以在第一时间了解大学生的情况并及时回访，为学生提供支持和帮助。

（四）对于高知识分子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

通过构建该监测系统能够拓宽学生获得正确价值观的途径。网络舆情会其具有直接性、多元
化随意性被广大学生所接受。网络舆情推动了学生形成了参与意识和平等意识。学生会根据自身
需要甄别网络信息，并获得正确价值观，增强学习的自主性。因此，良好的网络舆情不仅能够让学
生快速接触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也有充分引领作用。其次也能增强学生
的责任意识，学生通过网络舆情，可以充分地凸显个性和展示自我，经过与其他人沟通和自我反思
增强责任意识。学生利用网络技术获取更多的知识、开阔视野进而理性的表达个人观点，明确自我
定位与价值，并且不断别和筛选信息，逐渐锻炼出独立思考的能力与成熟思想。通过网络舆情不断
学习沟通，经过思想碰撞对很多问题产生深入思考，从而跳出思想误区，改变狭隘的价值判断，提高
自己的社会责任意识

（五）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

高校是疫情防控狙击战中的坚实后盾，当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突然爆发时，高校不仅肩负着
巨大的责任同时也承担着繁重的任务，在保证了基本的教学秩序之余，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心理
疏导、就业指导等也得齐头并进。通过舆情监测系统，保证高校运营的有条不紊，做好学生救助帮
扶工作，关系到整个疫情防控工作的稳定。

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防控国内外研究综述

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监测，我国对该系统也进行了相关深入的研究，这一过程已经在实
际中得以应用发展，这其中也依赖于相应的技术支持。就目前来看，我国对于突发卫生事件舆情监
测目前主要应用于三个系统，分别是军犬网络舆情监控系统、TRS互联网舆情信息监控系统、方正
智思舆情监测分析系统，其中，在二零一零年，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TRS技术为基础，建立了
TRS互联网舆情信息监控系统。

据调查，美国针对突发事件依据应急计划将其划分为通信、公共设施、交通等12个领域，其中，
由纵向和横向交错形成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系统，即为美国日前所应用于应对突发事件依据应
急的系统。在该系统的基础上，美国政府还建立了突发事件信息管理制度。该制度的出台使得信
息传播和公开有了法律的保障。通过这些措施，美国近几年已先后建立“传染病信息交换”以及“全

重大突发卫生事件视角下大学生舆情监测系统“云”构建研究

··41



国卫生预警”网络，加快了美国对防治信息交流、传染病监测的速度。

三、舆情监测系统构建的思路和方法

在构建舆情监测系统之前，进行了一定的准备，深刻剖析了当前的研究现状以及相关理论方
法，搭建系统模型，运用模型来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基于以前的经典案例（如2003年的SARS冠状
病毒、2009年的H1N1甲状流感病毒）结合2019的新型冠状病毒进行分析，再来优化模型智能系统，
并经过多次试验验证模型，最终得出结论。

用户分区系统

用户分区算法 通过政府授权，获取用户 IP数据，确定人员流向，区别高校学生和其他人员账户用户分区算法

用户数据库用户数据库

信心安全系统

存储用户各项信息

保障用户信息的安全，防止信息泄露

存储用户各项信息

网络爬虫 数据

建立情感词汇数据库

建立语气词汇数据库建立语气词汇数据库

建立符号组合数据库建立符号组合数据库

建立数据采集数据库

建立网格用词数据库

建立用语缩写数据库建立用语缩写数据库

建立语法数据库建立语法数据库

建立词频数据库建立词频数据库

自然语言处理自然语言处理

安全评估机器人

建立深度行为树

建立案例分析数据库

建立神经网络

建立系统识别

机器学习

建立基本的机器思维，搭建深度行为树

机器视觉机器视觉

自动化自动化

安全评估体系算法安全评估体系算法

建立用户自动检索系统建立用户自动检索系统

机器人评估结构机器人评估结构

二叉树二叉树

链表链表

栈栈

队列队列

国像解码

言论中的图像处理

安全评估机器人

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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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模完成后，建立校园舆论监测预警系统总架构，总共分为四个模块，及数据抓取模块（网页爬
虫）、用户分区模块（用户分区系统）、评估系统模块（安全评估机器人）、监测平台模块（校园舆论监
测平台）。这四个模块分别对应四个功能，及数据搜集，数据分类，数据分析，提出预警。模块间相
互配合，最终完成精确的预警信息。

在系统总架构中，采用安全评估机器人作为评估系统，搭建安全评估机器人神经网络，通过以
往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引导的舆论案例，对机器进行深度学习，了解舆论的始发，以及舆论的导
向。通过舆论的导向深度学习，自动挖掘其他信息。最终建立系统自动识别，搭建数据库群。

在高校舆论预警系统中，抓取并提炼的信息转发给安全评估机器人，安全评估机器人通过已知
的案例对比，言论语气对比，情感对比，语法对比，网络用语对比，网络用语缩写对比，判断舆论危险
等级。

在总系统模块中，用户分区模块主要是由用户分区系统构成，将通过网页爬虫收集到的大量数
据交由用户分区系统，用户分区系统通过用户分区算法来判断是否是高校用户人群，分析出的高校
用户人群信息放入用户数据库，安全评估机器人通过此数据库精确定位高校用户群体网络言论，并
分析。采用信息安全系统，保障用户数据库的安全，以免用户信息泄漏。

四、大学生舆情监测系统的“云”构建

（一）系统构建关于模式的确定

1. 调查问卷
在进行大学生舆情监测系统构建前，为了解大学生对舆论状况的熟知程度以及当下大学生在

疫情环境下的心理状况，我们进行了一次系统性的问卷调查。本次问卷调查采用了抽样调查的方
法，即以全体大学生群体作为对象，随机抽取一部分单位进行观察比对，然后取得了样本的统计数
据结果，并根据部分样本结果推断总体的统计调查方法。疫情影响下，本次问卷调查我们采用了线
下本校学生填答和线上问卷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本次共收集到了1578份有效数据，调查问卷见
附件。

以上扇形图均为调查问卷主要反映的态度，我校大部分学生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
论有一定的关注,特别是对一些报道率、转载率等数量较高的网络资讯及网站，但自身参与度、回帖
率并不高，且绝大部分同学认为目前国内的舆情监测系统需要进一步的加强。通过问卷调查我们
可知，当下大学生的一些基本情况:65%的学生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有一定的关注，并且也会参
与其中的讨论。当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有 70%的同学主动去关注，也会积极的参与到讨论
中，而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建立的监测系统也逐渐被大家认知，但在这一方面上多数人认为我
国的监测系统还需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事实上网络舆论的日益强大提醒了我们要更加注重舆情监
测的发展。

总而言之，从上述图标中可以看出大学生是理智看待网络舆情的。在讨论的整个过程中，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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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网络舆论伦理道德的标准是善恶，而分辨网络舆论的对错与否，需要通过三方面来评判，分别
是：传统习俗、社会舆论、内心信念，调查问卷的结果足以表明建立大学生舆情监测系统的必要性，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在建立大学生舆情监测系统的时候注意把控舆论道德观念。

2. 具体运营模式
首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新闻报道进行获取，其次进行定位，通过使用网页爬虫脚本将此

新闻相关评论及用户信息提取，程序根据关键词筛选价值较高评论信息，分离并封装爬取信息中的
不同位置信息。搭建云服务器数据库，将封装信息数据上传至云服务器数据库，针对有偏激化评论
进行单独分析。平台连接数据库，将数据库存储信息可视化，实现数据的全面共享，能够有效的为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监测提供全面的数据指导。

（二）具体实施方案与理论支撑

1. 开发并优化爬虫程序
通过使用Python编程语言来开发网络爬虫程序，使用urllib库实现http请求操作，requests库实

现程序之间的交互，selenium库直接调用浏览器完成相关信息提取工作，aiohttp库，异步操作，借助
于 async和 awalt关键字，使用异步库进行数据抓取，以便提高工作效率。在解析信息任务中，从网
页中提取的信息，使用 beautifulsoup库，对 html和XML进行解析从网页中所获取的信息。pyquery
库，是 jQuery的Python实现，用 jQuery的语法来解析html文档，能是爬虫具有良好的解析速度。借
鉴已有的Scrapy、Crawley、Portia、newspaper等爬虫框架，优化已开发的爬虫程序，使爬虫的访问速度
和解析速度获得提高。

2. 开发并优化舆情监测平台
完善统一的舆情数据存储与管理平台，利用数据集成技术，完成实现标准数据的抽取、装载以

及转换工作，同时支持规则设计以及工作流的周度。数据集成后按照标准存放在数据资源库中，形
成面向舆情管理的专题资源库，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库等。

3. 构建云服务器
本次使用阿里云服务器。在阿里云官网注册个人账户，挑选合适的阿里云服务器硬件配置信

息和操作系统（以Linux操作系统为主，Windows server操作系统为辅），挑选完成后，租用阿里云服
务器，依照阿里云服务器的使用方法，在云服务器上搭建起Web服务器Apache、网络爬虫评论信息
数据库和用户信息数据库此三大数据库，与此同时，在Web服务器上搭建网络舆情监测平台站点，
存储爬虫程序所运行的评论信息和用户信息，连接数据库与舆情监测平台，通过数据可视化更直观
反应数据，实现预警平台的访问实现数据共享。

（三）成果展示与数据支持

1. 舆情数据采集
我们通过监测系统对“北京疫

情”这一舆情进行了监测，二零二零
年的六月十一日，北京西城区首次确
诊通报了一例本地确诊病例，这与前
一例确诊病例已时隔五十六天，迅速
引起全国对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复发
的高度警惕。六月十一日至十四日
这一时间段有七十九例新增确诊病
例，有关部门对这些人进行了流行病
学调查，发现病例们的行动轨迹均涉

6月11日以来国内本地确诊病例地域分布图

单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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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相关
信息随即引发舆论对北京疫情
风险、农产品安全、病毒溯源等
问题的关注和热议，各类话题的
涌现共同促使北京疫情相关舆
情量于6月15日达到最高峰。

2.舆情数据提取与处理
我们提取了 6 月 11 日以来

国内确诊病例地域分布状况，以
及 6 月 11 日以来京津冀地区新
增本地确诊病例和 6 月 11 日北
京本地确诊病例辖区分布状况进行了数据分析和处理。

如图所示，截至 7月 1日 24时，相关确诊病例共 357例，此次疫情波及了除北京市以外的河北
省、辽宁省、天津市、浙江省、四川省及河南省6个省市。其中河北省受影响最严重，期间连续10天
出现了与北京关联的新增确诊病例。

丰台区

大兴区

海淀区

西城区

东城区

房山区

朝阳区

门头沟区

昌平区

通州区

石景山区

6月11日以来北京本地确诊病例辖区分布图
单位:例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北京市在六月十一日零点至七月一日二十四点这一时间段，累计确诊
329例，年前疫情期间发现确诊100例用了五天，而六月十一日起第一例到第一百例只用了五天，北
京市的检测筛查速度有了大幅提升。从上图来看，确诊病例最多的区域是丰台，占全区的百分之六
十八点一；第二则是大兴区，有65例，占19.8%；海淀区18例，占了5.5%。

3. 舆情数据分析
2020年 6月 11日，北京西城区确诊一名新冠病毒病例，这时的北京已有连续五十六天无本地

报告新增确诊病例。其患者并无与外来人员密切接触、近半月无出京史，这让北京的疫情警报再次
拉响。6月13日至14日，北京新增确诊的病例与新发地批发市场都有一定的关联性，一定程度上
加剧了公众担忧北京疫情不可控的恐慌感；与此同时，在该地进口三文鱼的案板中检测到了新冠病
毒，加深了公众对于三文鱼的恐慌和焦虑，关于“三文鱼或为新冠病毒宿主”的舆论，让“冷链产品
是新冠肺炎传播的源头”的观点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除此之外，“新冠病毒是从欧洲方向传来，据研究能够初步判定与输入性有关”这一重大发现被
北京疾控中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专家提出，这一重大发现迅速吸引舆论转向关注“基因测序来自
欧洲意味着什么”“病毒具体是从欧洲哪个国家的哪座城市传播到了北京”等方面。

事件相关舆情量于6月15日到达顶峰，主要原因如下：1.吴尊友专家日前已明确表示：北京爆
发的新冠疫情并不是原发于北京，而是由其他地方带到北京”这番观点这在大大消除公众对于三文
鱼误解的同时，也让警醒所有城市注意防控国外新冠病毒高感染率的讨论量明显增长；2.全国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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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例

6月11日以来京冀地区新增本地确诊病例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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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省份出现北京确诊关联病例，公众纷纷担忧这是全国将出现多点暴发新冠疫情的危险信号，多地
相继将北京市纳入管控范围，来自北京的人员均需隔离；3.微博平台传播的一则信息称“支付宝提
供数据锁定新发地35万人”，引发一定范围的舆论争议，尽管支付宝第一时间发声辟谣，但听信谣
言、指责支付宝“没有职业操守”“侵犯用户个人隐私”的声音依然不绝于耳。6月21日，受“大兴区
百事公司8人确诊480人隔离”“北京新增2个高风险地区”“北京协和建成核酸采样方舱”等信息影
响，相关舆情量出现一定波动。在北京疫情相关单位快速处置与精准管控下，北京新增确诊病例数
已经呈明显下降趋势，相关话题的讨论热度也已经明显消退，但受到新冠病毒疫苗还在研发之中、
国外疫情蔓延态势愈演愈烈、北京新增病例数尚未清零等因素的影响，北京疫情舆情的“长尾效应”
逐渐显现，致使事件舆情周期明显拉长。

4. 系统效果图

“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舆情趋势图

6月15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北京疫情不是原

发于北京”、3省出现北京确诊关联病例、网传支付宝提

供数据锁定新发地35万人等事件，助力相关舆情攀升至

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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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展望

（一）大学生舆情监测系统的模式创新与不足

1. 系统构建的必要性
公共卫生事件可以在产生的范围里造就一定的发展机会，发挥催化剂的作用，为以后相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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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生做引领，由此可以看出，当今社会正处于大数据时代，互联网的连通让任何时间都无法躲过
大众的视野，而公共卫生事件更是关联甚多，这样一来，更容易成为焦点，据相关统计显示，截至
2020年12月，我国网民的总体规模数量可占全球网民的1/5左右，“十三五”期间，我国网民规模已
经增长至9.89亿，此数据足以说明我国网络舆情引导的复杂性，因此，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
监测系统的构建更为重要。

2. 系统的模式创新
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舆论就开始迅速蔓延开，舆情一方面来源于媒体、组织等的干预，

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事件本身的发展趋势。对于系统的构建要做到的就是坚持实事逻辑，且提供的
有效信息应具备高质量，不仅要兼顾不同层次人群的观点，还需兼具社会视角和历史视野，这样进
行综合的研究发展，才能保障公众对舆情有正确的理解分析。再者需要建立突发公共事件的舆情
治理预案，建立舆情分析系统和舆情数据库；还要实施舆情检测-舆情采集-舆情分析-舆情警报-
舆情防控-舆情反馈的六位一体的高校舆情应急处理体系系统化全过程治理；最后，通过线上引导
和线下治理相结合进行系统模式的创造。

3. 系统构建的局限性
大数据在数据处理上的优势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网络信息可以无时无刻全部被监测搜索、能

够快速处理数据，同时找到其关联性，将问题解决。为此我们可以知道，大数据的重点是在行为或
者事物中找到关联，而不是将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大数据舆情监测及相关数据处理过
程主要包括数据或信息的收集和存储，以获取与自身需求相匹配的信息。由于这些信息与受众的
兴趣爱好相匹配，受众更为满意，它会逐渐成为信息的附庸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扩散开来。

（二）舆情监测系统的困境与思考

1. 数据收集方面的困境
现在是信息化的社会，各方面的数据每时每刻都在不断更新，对于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并不容

易。在此过程中，若有新的问题出现，就得从头开始再进行数据分析。更重要的是，获取跟舆论有
关的数据，必须以政府部门的批准为前提，或者是与政府相关部门进行合作，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
对该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2. 系统运行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资金
因为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监测系统的构建，我们在每个阶段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为此

对于系统的运行方面需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和资金进行帮助。
3. 高校对舆情管控的难度较大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不断发展，网络的重要作用愈发明显，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都不可或缺。

网络的发展不仅拓宽了师生交流的渠道、获取知识的方式，同时也大大增强了学习和工作效率。其
次，大学生也可以在网上与他人进行情感、思想、文化的多方面交流，丰富了精神生活。但不可否
认，网络信息发布和传输具有交互性、迅捷性和隐匿性，一些有害、不正的观点或信息可能就在你不
知不觉中趁虚而入，道德失范甚至道德沦丧的现象也不断滋生，网络信息的安全问题就有了较大的
隐患，对学生的健康成长及高校的管理也有很大的影响，这对于系统的构建也造成一定的困难。

六、结语

建立大学生舆情监测系统，便于高校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对网络舆情进行积极正确的引导，
不但能够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蔓延范围得到有效控制，为维护社会稳定出一份力，同时还能够降
低高校师生以及工作人员的恐慌，帮助他们正确面对突发事件，能够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对自己进
行保护，从而在加强疫情防控、推动高校发展的同时促进社会更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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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loud”Constru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Public Opinion
Monitoring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Zhang Jingwen
Abstract: The sudden outbreak of novel coronavirus has severely hit the work of all social depart⁃
ments. When the whole country is united in fighting against the epidemic, the importance of public
opinion control a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is self-evident. There is no net⁃
work public opinion early warning system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existing early warning sys⁃
tems. Due to the lack of monitoring mechanism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many colleges and universi⁃
ties fail to timely supervise public opinion in the face of some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lead⁃
ing to the public opinion crisis.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establish a public opinion early warning sys⁃
tem to deal with public emergencies in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outbreak of novel corona⁃
virus, this paper focuses on“cloud”constru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public opinion monitoring system
in light of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web crawler
technology, the develop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public opinion monitoring platform for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loud server will be achieved. Through data visualization, data can be reflected
more directly. Moreover, access to the early warning platform, data sharing and effective operation of
the early warning platform can be achieved. As a result, effectively controlled public opinion will 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Key words: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public opinion monitor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
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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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以成果为导向教育（Outcome Based Education，简称OBE）在 1981年由 Spady率先提出，经过多
年的发展，至今仍被认为是追求卓越教育的正确方向。OBE反映了人们开始反思教育的实用性以
及教育成果的重要性，用成果导向的教育理念引导工程教育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国内
外关于 OBE研究的内容较多，主要有 OBE 概念的研究、OBE 发展的研究、OBE 应用的研究。本课
题属于OBE应用的研究，这一部分的观点主要从课程改革、人才培养、课程设计等角度展开研究。

1、课程改革方面，研究主要从教学内容优化、课程考核选择等方面开展“以学生为中心、以产出
为导向”的课程教学改革探索。如刘博等基于 OBE+SPOC 教学模式在管制员英语课程体系改革中
探索了新路径，对比分析了管制员英语 4 级和 5 级熟练度要求 6 个指标异同，提出了以管制员英语熟
练度 6 个评价指标为划分依据，将课程群划分为初级、中级、高级及 3 个目标层的课程群体系，最后从
教学资源组织、教学模式改革、多元化目标等 3 个维度进行分析，优化管制员英语课程体系。杨智鹏
等探讨了OBE为导向的数字图像处理课程过程考核探索与实践，在数字图像处理课程教学过程中构
建的持续改进过程考核方案,从对知识点的考核逐步过渡到解决实际问题能力达成度的考核。

2、人才培养方面，研究主要从各个学科门类人才培养的角度提出各自的人才培养体系，如信管
专业、医学专业、英语专业，旅游专业等，信管专业围绕OBE的成果导向教育理念对信管专业“双
创”人才的培育进行探索，形成由“双创”人才培养目标、开放化多课堂系统和实践创新培养体系三
个维度构成的信管专业教学体系；机械制造业提出按照职业群概念把职业能力分成通用能力、可迁
移能力和岗位能力三个层次，根据“双学徒制”的培养要求提炼出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的职业能力，
按照学习情境理论开展学徒培养，学徒制试点效果突出。

基于OBE模式的课程教学及考核设计
——以《财务分析》课程为例

晏 军

摘 要：OBE理念是国际上认可度较高的一种人才培养模式，将OBE的思想运用到我们的课程设计中

来，对实现我们的教学目标有着显著的意义。本文以《财务分析》课程为例，结合市场上招聘企业对于

财务分析岗位的能力需求，区分核心能力和相关能力，反向设计课程教学，将《财务分析》课程的教学

目标任务化，教学单元模块化，再将教学总目标的任务分解成子任务，对应设置模块化的教学内容，学

生通过任务驱动最终实现《财务分析》课程的教学目标。

关键词：OBE，财务分析；反向设计；模块化；任务驱动

中图分类号：G712 G 文献标识码：A G 文章编号：4200-2018205(2021)01-0049-07

基金项目：武汉学院2020年校级科研项目（OBE专项项目）基于OBE模式的《财务分析》课程反向设计及模块化教

学的研究（项目编号：KYY202007）。

作者简介：晏 军（1981 -），湖北监利人，武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财务分析、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企

业成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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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设计方面，研究主要从各个学科的专业课程如何借鉴OBE的思想来进行专业课程的设
计展开，如师艳在《<财务报告分析>课程改革实施路径研究》中总结了目前课程建设中普遍存在的
问题，借鉴OBE课程设计理念，从细化课程目标、优化课程体系、重构课程模块、扩充案例资源、改
革考核方式、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及完善信息化平台建设等方面提出具体的改革实施路径。如斯蒂
文·洛克强调在教学设计中实施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提出了知识、能力、素质的三维教学目
标，以及“全面发展”的教学理念。此外，他们还认为，以结果为导向的教学设计提供了全面的质量
保证，形成了一个动态的闭环管理过程。

二、本课题的研究意义

OBE理念源自国外的工科教育，国内的相关研究早起也都集中于工科领域，国内对基于OBE
的商科教育的教学模式、人才培养的研究并不多，对于《财务分析》课程的设计与改革就更加缺乏
了，基于此，我们极有必要做基于OBE的《财务分析》课程建设的探索，通过项目化任务、模块化教
学、子项目任务、团队化合作、游戏式攻关等手段，进行《财务分析》课程改革的探索，提高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改善课程教学效果，打造我们学院的特色课程。

具体本课题的研究意义主要在于：

1、有助于我校《财务分析》课程及经管类专业相关课程的设计优化

从企业调研数据出发，将企业所需要的岗位能力与课程目标匹配，再将课程目标转化成学生要
形成的学习成果入手，反向设计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将课程内容根据能力需要细分成几大
教学模块，以“任务——项目——子项目”的思路来完善课程的设计，让学生更加清楚这门课程的学
习意义、学习目标和学习任务。

2、有助于适应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改善我们的课程考核体系

当下疫情的严峻形势迫使我们在线课程的深入开展，我校《财务分析》课程在2018年已经开始
采取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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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财务分析岗位能力需求统计图

（数据来源：https://mkt.51job.com/tg/sem/LP_2020_1.html?from=baiduad前程无忧招聘网）

存在部分后进学生参与性不高、两极分化严重等问题，影响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进一步开
展。本项目的开展，需要明确学生的团队学习任务、阶段性的考核指标，阶段性的成果都会纳入课
程考核体系，从而使得课程考核的体系更加的科学、合理。

3、有助于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最终保证教学效果的提升

任务导向、模块化、小组团队的学习模式，可以最大程度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化被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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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为主动学习，学生都是带着任务、带着问题在老师的引导下自己摸索着学习，学习成果以团队
进阶游戏成果的形式体现，并最终要求以团队汇报的形式展现，从而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最终提高
学生的课程学习成绩。

4、有助于形成学习成果，最终完成教学目标

本项目以课程任务为目标，按照课程模块的形式分阶段教学，同学们跟着教学进度完成进阶任
务，最终完成教学目标。学生逐步完成上市公司财务分析的资料准备、环境分析、报表分析、效率分
析、综合分析，最终形成一份完整的上市公司财务分析报告。部分优秀的同学还可以以此为基础，
形成相关背景的专业小论文。

三、基于OBE模式的人才培养目标分析

目前市场对于财务分析人才的
需求较为旺盛，财务分析人才的薪
资水平相对较高，能力要求也更多
地体现为应用、分析和预测方面。
以武汉市为例，财务分析师岗位的
平均薪资为1.2万/月，远远高于武汉
市 3984 元的月平均工资，在商务智
能技术兴起之后，传统财会人才面
临巨大挑战，基本的会计核算、做账
等工作面临被机器取代的风险极
大，但是基于复杂的环境进行财务
分析、财务决策的需求空间反而越
大。大数据技术可以帮助财务分析
人员完成基础的数据收集、指标计算
等工作，而基于不同的政策环境、行
业背景、企业发展阶段、领导人特征、
企业发展战略等情况，从纷繁复杂的
数据中挖掘出有用的信息、辨别信息
的真伪，从中整理、归纳、分析，进而作用于企业的生产经营、筹资投资重大决策，财务机器人无法完
成，这些工作一定程度上需要依靠财务分析人员的经验、临场应变能力、沟通协调能力等。在这样的
新形势新背景下，财务分析人员的作用越发重要，财务分析人才培养目标的调整也势在必行。

根据图1可知，在有财务分析岗位需求的企业中，对于岗位职责和能力，最为关注的能力依次
是报表编制及分析报告撰写、预算决算、内部监督与控制、业务经营及差异分析等，企业的数据指标
体系的构建、战略制定、投融资决策、数据统计、沟通协调以及领导交代的其他任务也有不少企业要
求，针对这样的市场需求，我们财务分析相关课程的课程目标，应该强调报表分析、预算控制、业务
分析与差异分析等内容，同时强调战略分析、业绩评价，重视沟通表达、统计与分析、报告撰写及展
示汇报等能力的培养。

四、基于OBE模式的《财务分析》课程模块反向设计

在企业财务分析岗位所需要的核心能力中，报表分析包括财务报表的编制及分析，在公司管理

财务效率分析

财务报表分析 财务报表分析
财务报表分析
及财务报告编

制及汇报 报告内容、撰
写及分析

财务报告的编
制及汇报

预算管理 《财务管理》

经营分析、差
异分析

能力分析、对
比分析，因素

分析

财务分析方法
及技术

财务分析岗位
市场需求核心

能力
《审计学》、
内部监督与控

制》

数据指标体系
建立

战略分析及次
策

投资融资决策

指标分析、能
力分析

《公司战略与
风险管理》

《财务管理》

内部监督与控
制

图2 财务分析岗位市场需求核心能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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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的基础上对公司的财务运行情况进行分析，并撰写报告，进行汇报；预算决算需要员工协助完
成财务部年度业务计划、行动计划的编制与实施，深入了解业务部门的业务运作，进行数据预测、业
务分析，并提供合理决策依据；内部监督与控制需要员工协助完成公司内外部评估检查，对财务基
础工作、资金、管理会计与统计工作进行自查与整改；业务经营及差异分析要求员工实时关注业务
部门的业务开展，深入了解业务部门的业务运作，定期不定期的出具运营分析专项报告等。

基于OBE的人才培养模式，强调以学生应具备的核心能力为中心构建人才培养体系，学习产
出驱动整个培养过程的运行。即以学习预期成果为起点，反向设计整个人才培养模式，再以其为终
点，对人才培养模式中的各个环节进行调整和优化。基于OBE的《财务分析》课程教学，应以财务
分析人员市场要求的核心能力和相关能力出发，设置课程教学的培养目标——学生应该完成的核
心任务，在教学中将任务模块化分解，将学生每一模块学习的子目标都对应到子任务的完成。

财务分析人员市场要求的核心能力是企业财务分析及决策的能力，总的来说包括财务报告分
析、企业效率分析、财务分析方法及技术、财务报告的编制及汇报，学生学习效果的好坏，可以通过
完成一家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撰写、分析及汇报的情况来体现。从学习的过程来看，可以设置“认
识财务报告——了解财务分析方法和技术——财务报表分析及企业效率分析——财务报告的编制
及汇报”四大模块，要求学生完成“一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资料的收集及解读——财务分析基本
方法和技术的应用——四大财务报表的分析及四大能力指标的计算和分析——财务报告的编制及
PPT展示、阐述”四大模块的子任务（见图3）。

财务报告的编制及PPT展示、
阐述

模块一 认识财务报告
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资料的

收集及解读

模块二
了解财务分析方法

和技术
财务分析基本方法和技术

的应用

模块三
财务报表分析及企

业效率分析

四大财务报表的分析及四
大能力指标的计算和分析

模块四
财务报告的编制及

汇报

图3 基于OBE的《财务分析》课程模块反向设计图

此外，为了完成市场对财务分析人员所需相关能力的培养，我们还需要在知识体系上完成以下
内容的讲授：财务报表的分析及财务报告的撰写、预算管理（业务预算与财务预算）、经营分析、差异
分析、内部监督与控制、财务分析指标的计算及分析体系的建立、公司战略分析、投融资分析等，其
中预算管理、企业投资决策、筹资决策等内容都在前导课程《财务管理》里面按重点章节讲授；内部
监督与控制的相关内容在后续课程《审计学》、《企业内部控制》里面讲授；战略分析及决策对于正确
的财务分析意义重大，企业的环境、战略的分析是正确进行数据分析、业务分析的基础，而科学的财
务分析反过来也会作用于企业的战略调整与制定，影响企业的后续发展，这块知识点在后续课程
《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中重点讲授。虽然其他相关课程会有专门章节讲授这些重要的知识点，我
们在本课程的讲授中仍然需要花一定的时间将知识串联起来，以便学生更好地完成各个子教学模
块的任务，最终完成财务分析岗位的核心成果——财务报告的撰写、分析及汇报，实现《财务分析》
的教学目标。

五、基于OBE模式的《财务分析》课程考核

为了胜任市场上财务分析岗位的工作，学生需要在《财务分析》课程中学会财务数据的收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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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分析、报告、决策等一系列工作的能力，对应在课程中我们将《财务分析》课程的教学总体目标
——培养企业财务分析及决策能力，学生学完全课程应该能够完成上市公司财务分析及报告的最终
任务。为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我们建议在课堂上采取小班教学、分组教学的方式进行课堂管
理，将学生的总任务设置为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某上市公司财务分析报告的撰写及汇报，并对应四大
教学子目标：解读财务报告、掌握财务分析方法和技术、掌握财务报表分析及企业效率分析、财务分
析报告的撰写及汇报，设置四块子任务 ：一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资料的收集及解读、财务分析基
本方法和技术的应用、四大财务报表的分析及四大能力指标的计算和分析、财务分析报告的编制及
PPT展示、阐述。具体课程的目标、任务、要求成果、考查能力、考核方式设计见表1基于OBE的《财
务分析》课程任务及考核设计表，总体目标可以分解为子目标，要完成总体目标——培养企业财务
分析及决策能力，对应要求学生分组完成总体任务——完成上市公司财务分析及报告，要求以小组
为单位提交相应成果——财务分析报告及PPT，从中可以考查及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表达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OFFICE软件操作能力等，以提交书面报告及进行财务分析报告的展示、汇报的形式
进行最终的考核。

表1 基于OBE的《财务分析》课程任务及考核设计表

总体

指标

分解

指标1

分解

指标2

分解

指标3

分解

指标4

目标

培养企业财

务分析及决

策能力

解读财务

报告

掌握财务分

析方法和

技术

掌握财务报

表分析及企

业效率分析

财务分析报

告的撰写及

汇报

任务

完成上市公司财务分

析及报告

一家上市公司的财务

报告资料的收集及战

略解读

对上市公司的重要数

据采用财务分析基本

方法和技术进行初步

分析

对上市公司的四大财

务报表进行详细分

析、对企业的四大能

力指标、综合能力指

标进行计算和分析

提交上市公司的财务

分析报告及PPT展

示、阐述

要求成果

财务分析报告及PPT

收集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相关

资料，了解主要内容及战略

运用财务分析基本方法和技术

进行初步分析

资产负债表分析、所有者权益

变动表分析、利润表分析、现金

流量表分析，偿债能力、营运能

力、盈利能力、发展能力、综合

能力指标进行计算和分析

财务分析报告及PPT

考查能力

分析能力、表达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FFICE
软件操作能力

信息检索能力、

总体分析能力

技术应用能力、

方法应用能力

指标计算能力及分析

能力

分析能力、表达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

OFFICE软件操作

能力

考核方式

提交书面报告及

进行财务分析报

告的展示、汇报

提交电子版财务

报告，并标记重点

信息

提交主要方法应

用的数据及分析

过程

提交相关报表及

计算、分析过程

提交书面报告及

进行财务分析报

告的展示、汇报

传统模式下，《财务分析》课程的教学倾向于指标计算及解读，学生每一个章节内容的学习是停
留在解题的角度，内容是割裂开来的，往往课程结束后，学生仅会进行简单的四大财务报表分析以
及四大财务比率的计算和分析，不能真正掌握财务分析的原理、与企业各部门数据指标的勾稽关
系，更谈不上从企业内部全局框架进行分析。当今社会技术迅速进步，财务分析大数据软件、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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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逐渐兴起，公司财务报表的制作可以由
财务软件自动生成，相关指标的计算可以由
系统自动计算并迅速形成行业对比分析、历
史对比分析等结果，传统的《财务分析》课程
重点应该根据企业应用的实际发生变化。《财
务分析》课程需要强调公司战略的引领作用；
需要重视信息技术在公司运作领域的高速发
展与广泛应用，尤其是公司一体化信息平台
的建设和运作，使得战略、业务与财务进入一
体化运作阶段，公司财务必须连同企业战略、
企业业务、资源配置以及内部绩效衡量等要
素进行综合考量。在此背景下，财务分析 人
才的基础核算分析能力不应再作为教学考核
的重点，也将不再是人才市场的需求重点。
财务分析课程改革应当侧重培养学生的数据
挖掘、协作、综合分析与 图四 数据分析与
可视化应用平台沟通等实践能力，使学生具
备将财务分析嵌入到公司大系统及其发展趋
势上进行分析的综合素养。为此，《财务分
析》课程需要引入实践教学平台，借助大数
据平台和实践中真实的企业数据进行案例
教学，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财务分析实践工
作中的应用。

六、总结

基于0BE的《财务分析》课程反向设计，结合市场上招聘企业对于财务分析岗位的能力需求，区
分核心能力和相关能力，反向设计课程教学，将《财务分析》课程的教学目标任务化，设置“认识财务
报告——了解财务分析方法和技术——财务报表分析及企业效率分析——财务报告的编制及汇
报”四大模块，要求学生完成“一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资料的收集及解读——财务分析基本方法
和技术的应用——四大财务报表的分析及四大能力指标的计算和分析——财务报告的编制及PPT
展示、阐述”四大模块的子任务，学生通过任务驱动最终实现《财务分析》课程的教学目标，达到财务
报告的撰写、分析及汇报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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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urriculum Reverse Design and Modular Teaching
Based on OBE Mode

——Taking the Course of Financial Analysis as an Example

Yan Jun
Abstract：OBE concept is a highly recognized talent training mode in the world. It is of great signifi⁃
cance to apply the idea of OBE to our curriculum design to achieve our teaching objectives. Taking the
course of financial analysis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lso takes into consideration the capacity needs
of employers for financial analysis posts in the market. It distinguishes the core competence and rele⁃
vant competence, reversely designs the course teaching, makes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of the course of
financial analysis task-based, modularizes the teaching units, and then decomposes the task of the over⁃
all teaching objectives into sub-tasks, and correspondingly sets modular teaching contents, so as to im⁃
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students. The teaching goal of financial analysis will be achieved through
task-driven education.
Key words: OBE; financial analysis; reverse design; modularization; task-dr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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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of Young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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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som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asons, young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ill
encounter some problems in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 the process of pursuing the coordinat⁃
ed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the main problem is how to strike a balance be⁃
tween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and the problems they face
in balancing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uts forward some idea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Key words: Young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eaching, scientific research, coordinated de⁃
velopment

【责任编辑：王 曼】

（上接第39页）

··55



前言

伴随着十九大的召开，中国法治建设步入了新时代，站在新的起点上，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
会的建设事业，再一次向国家法治人才的培养输出单位全国各法学院系提出了新要求。特别是地方
性应用型法学院系，在法律就业市场倒逼下，如何帮助学生跨过法律准入门槛与法律职业化门槛，成
为各地方性应用型法学院系的工作重心。考察国内外各法学院系，虽采取不同的法学教育模式，但
其体现出的主要内容其实是一致的，即围绕法学经卷教育、法律实践训练、法律伦理养成三个模块
对法科生进行培育。其中，法学经卷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育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和法律问题的研
究能力，助力学生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乃至研究生升学考试，获得法律行业的准入门槛；法律实
践训练、法律伦理养成则是为了让学生习得法律职业者从事法律工作的行为能力，从而让学生在步
入社会后迅速完成由学生到法律职业者的身份转变。因此，我们的法学教育改革的实施，应是在细
节上优化、明确三个模块各自的培养目标、培养方法、评价标准，在三个模块培育力度和着墨上应结
合个体学生的兴趣爱好、职业规划等展开，从而实现学生像法律人一样思维，像法律人一样行动的总
体愿景。

结合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2018年教育部、中央政法委
出台《关于坚持德法兼修 实施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以及教育部推动高等教育
分类发展的趋势看，我国目前法律人才市场合格的应用型法律人才和辅助型法律人才严重不足，这
也预示着应用型本科高校在法学教育“三模块”培养模式下应夯实法学理论教育基础，补齐法学实
践教育、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短板。

新时代视阈下法学教育职业化走向研究

王幸哲

摘 要：以培养特定法律职业者为目标的法学教育“三模块”培养模式指的是法学经卷教育、法律实践训

练、法律伦理养成为三大核心内容的培养方式，也是目前绝大多数应用型本科高校法律人才的主流培养模

式。在“三模块”培养模式的实施中，各应用型本科高校或多或少的出现了“三模块”教育上的短板，而在法

律实践训练、法律伦理养成上的不足尤为突出。

解决这一问题，在思想上必须回归到法律职业与法学教学的紧密而同质的关系上，行动上则要以法

律职业教育为导向，优化或构建法律实践课程体系、知识体系、学生职业能力体系、高校法学师资构成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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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已实现的转变——法学教育“三模块”培养模式的
内在逻辑自洽规律揭示

（一）法学教育“三模块”培养模式的具体内涵

以培养特定法律职业者为目标的法学教育“三模块”培养模式指的是法学经卷教育、法律实践
训练、法律伦理养成为三大核心内容的培养方式，也是目前绝大多数应用型本科高校法律人才的主
流培养模式。

1、法学经卷教育
法学经卷教育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法学理论教育，和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一样，我国本科的法学

教育中法学理论教育处于核心地位，而为期四年的的法学经卷教育目的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法律
问题以及研究法学问题的能力。同时，本科教育之后的研究生教育，同样也是一种理论、思辨的学
习，只不过这种学习更加注重规范化的训练。法学理论教育看中的是学生对部门法中的法律理论、
学说的吸收，让学生对法律文本的深入理解，更注重知识的识记。

2、法律实践教育
基于法学学科理论性与应用性的双重特征，以及法学实践教育与学生走出校门后从事的法律

职业密切联系。法学院校在人才培养上几乎都开设了法学实践类课程。这类课程是在传统法律理
论知识学习的基础上，通过专门的教学手段，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和法律逻辑，解决实践生活中的
法律问题，而专门设置的法律实践环节［1］。

3、法律伦理养成
法律伦理教育即让学生了解法律领域的道德。在法学教育这个框架下，对学生的培养要做到

“以德为先，德法兼修”，耶鲁法学院院长哈罗德·H·柯曾经说过：“别让你的技巧胜过美德”。法律
这一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从事法律相关职业的人要遵循特殊的职业伦理。在职业过程中如果遇到
了角色和利益的冲突，“法律道德”就会给予学生相应的指引。

（二）法学教育“三模块”培养模式的必要性

1、法律经卷教育为学生打造法律基础
由于成文法国家的影响，我国的法学教育尤其重视经卷教育。学生通过四年本科教育，习得了

大量的理论知识和法律条文，同时，经卷教育使学生逐渐具备法律分析和推理技能。经过经卷教育
的培养，学生可以将法律规范拆分成具体的规范要素，并运用推理技术推倒出结论。这为法科生成
为法律职业工作者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法律实践教育为学生打造职业基础
完整的法学教育应当是法学理论教育与法律实务教育的有机统一，通识知识教育与专业知识

教育的有机融合。进一步来说，法学教育的本质是法律职业教育，经过实践教育法学理论、法律实
务都应密切围绕法律应用型法治人才培养，而高校的法律实践教育则在理论教育和职业之间起着
衔接作用。因此，面向社会并以社会需求为最终导向的法学实践教育,才能真正培养出符合社会发
展需要的法治人才。

3、法律伦理教育为学生打造价值基础
“坚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是我国法治人才培养的总目标。2017年5月

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座谈会上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长期而重大的历史任
务，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为指导，立德树人德法兼修，培养大批高素质法治人才［2］。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人在职业过程中必
须遵守的价值规则及行为规则，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我国的法学教育培养目标应该是德法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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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的法治人才，那么经过法律伦理教育，学生应该充分了解我国职业伦理的内容，在职业过程中，能
评估出职业风险并且有效防止这种风险的发生，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经过伦理教育，学生
就会有意识的参与到公益服务之中，用自身的法律知识和实务经验去帮助弱势群体。

二、未完成的改革——法学教育“三模块”培养模式的逻辑他洽

（一）法学理论教育与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教育的非良性互动

前文提到，法学教育的本质是法律职业教育，所以助力学生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乃至研究生

升学考试，获得法律行业的准入门槛成了考核法学院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指标。目前，我国法律

职业资格考试改革以后，客观题与主观题分别进行测试，通过客观题测试才有资格进入主观题测

试，而且，不论是客观题测试的题目还是主观题测试的题目均偏向司法实务方向，很多题目甚至可

以在司法判例中找到原型，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我国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将更加重视对考生司法实务

部分的考察。但是这种考核方式的改革，并没有深层影响高校法学教育变革，法学理论教育依然以

教师为中心授课，面向大面积的学生传递法学理论知识，普及了法学通识教育，从概念到概念式的

训练学生法律思维、法律分析和推导能力。这种法学理论教育与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教育的非良性

互动现状正是推动法学教育进行“三模块”改革的内在原因之一。

（二）法学实践教育与法律职业就业市场需求之间深层矛盾

在20世纪末，我国教育界普遍意识到了法律教育的本质是职业教育，同时，各高校试图将法学
实践教育牵引出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疏离的循环轨道，相当数量法学教师在实践教学上进行改
变，多采用一种“举例说明”式的方法，即通过一个形象、生动的案例来说明成文法规中的一个抽象
规则，以此来加深对理论、规则的理解，一定程度上创新了教学方法，但“举例说明”式教学中，采用
的“案情简介—提示与讨论—结论”的做法，使得案例进一步被简单化，至于诉讼的过程、不同的观
点论争、不同审级的裁判结果和理由以及深入的法理分析则几付阙如，难以内化为学生内在价值、
知识和技能。

更为深层次的症结是，在观念上法学实践教育的重要性较低，没有在课程设计之初改变实践教
育在我国的定位，大量课程延续了教师为主体学生为客体的授课形式，实习也多没有发挥真正的接
触实务、积攒实务经验的作用，这就导致了法律实践教育并没有起到链接理论教育与实务的功能，
学生职业后依然不能完全适应实务工作，仍然需要较长时间去学习实务技能。

（三）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与社会的法律职业伦理期待间的冲突

近年来，法律职业者被曝光的种种职业失范行为，让国家和高校都开始重视、反思职业伦理教
育。国家层面认识到，正处在剧烈变迁的社会带来的各种价值冲突,将给道德伦理教育带来复杂严
峻的挑战。高校层面认识到，教师站在讲台上单向输出伦理道德知识，学生无法成为道德问题或冲
突中的体验者和参与者，在短期社会实践层面，学生亦无法接触真实、具体、可触、可感、可理解、可
操作的法律职业伦理问题，亦或是，接触后职业伦理冲突后，缺乏教师的指引与自主思考，从而不能
产生有效的价值引领或反思。

三、当前国内高校面向职业化的法学教育的有益尝试

（一）清华大学的普通法教学

已故的清华大学法学院何美欢教授在清华开展的普通法教育课程分四学期完成，一共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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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个课时，包括 192 学时学习判例阅读，64 学时学习制定法阅读，64 学时学习研究和写作的技
能。何老师的这四个学期的课程，前两个学期学习判例阅读技巧，第三个学期学习制定法阅读技
巧，其内容仍主要是阅读判例，不过判例内容以解释制定法为主，第四个学期是 研究和写作（其实
主要是围绕模拟法庭而进行）。何美欢教授将法学实践课程教学目标转化为能力清单，大致分为三
类：第一类是要有实体法的法学常识，主要包括两点：一是对实体法的足够认识，二是明白任何法律
的基础政策及社会环境的能力；第二类是程序法的常识，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认定和核实任何

与法律问题相关的事实的能力，二是认定法律问题和就法律问题构建有效和中肯切题的论证的能

力，三是分析事实和就被争议的事实构建或 批评某论证的能力，四是对法律实务和程序的足够知

识；第三类是基本能力要求，包括以下几点：一是积极学习的能力，二是明确地运用一切资料进行研

究的能力，三是分析和阐明抽象概念的能力，四是识别简单的逻辑上和统计上的错误的能力，五是

书写和讲述清楚简明的汉语的能力。

（二）北京大学的双师教学法

双师同堂是一种革新的教学模式，属于广义上的协同教学或合作教学法，通常是指两位专家在同一

教学场域对拥有多元特质的学生群体实施教学活动。［3］所谓“双师”指的是两位老师，这两位老师分别是理

论界和实务界的专家，目前双师同堂共有三种，第一种是支持式同堂教学：即其中一位老师主讲，另一

位老师起辅助作用。第二种是平行式同堂教学，两位老师对学生进行平行教学。第三种是互补式同

堂教学，两位老师均是主讲，但是两位老师主讲德内容会在同一课堂结合起来，训练批判性思维。

北京大学法学院刑事辩护实务课程，是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和北京市律师协会合作开设的课

程。该课程探索出了法学教育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型的法学实践课程学习模式，该课程的授

课对象主要是北大本科生、研究生和北京市青年律师，由法学教授和知名刑辩律师同堂授课。课程

采取每周一案的方式，授课律师提前一周发放真实案件材料，学生课前阅卷并进行小组讨论，撰写

控辩意见。在课堂上，首先由在校生和青年律师发言报告，再由授课律师结合自身办案经验对案件

进行剖析讲解，最后由法学教授进行点评。课程还会不定期地邀请检察官、法官参与课程讨论。课

程围绕着同一案件，针对在校生与青年律师合作撰写的控辩意见，律师、学者以及法官检察官等，从

理论与实践的各个角度展开全方位的分析和解读。在这种授课模式中形成了一个以学生和青年律

师为主体，老师为客体的讲授模式，理论知识在实践中 得到运用，学生也了解了实务动态，同时激

发了学生对实践知识学习的主动性。

（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主题式实习

2018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在法学实践教育延伸课堂上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即“主题式

新型实习项目”。在法学生进入社会前，提前为他们搭起一座连接实务和理论的桥梁，打破用人单位
与学生之间的屏障，使得双方有更多直接交流和互动的机会，将选择和决定的权利交到双方手中。
一方面学生可以借此机会获得更多接触实务的机会，拓宽自己的视野，打破对实务工作的传统认
知，另一方面用人单位也可以提前选定和培养自己团队所需的人才，通过长时间的实习磨合，使得
团队在获得人才的同时将培养成本和风险降到最低。此外，同学们通过实习了解实务工作中真正
所需的技能，提升自己的团队协作能力，再通过不断学习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提升自己的技能。

以上高校作为国家第一梯队研究型法学院，其在法学实践教学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尝试，
在我国法学教育界产生了一丝涟漪，但是，第一，面对更大范畴的全国法学教育机构，“法学教育的
本质是职业教育”的理念，并没有被落实到位，尤其是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在办学目标上旗帜鲜明
地提出将“实践性教学”放在教学工作的核心地位，而在具体执行环节则依旧沿袭传统模式；第二，
法学实践教学中如何有效开展职业伦理教育，上述的探索与尝试并没有涉及。目前，一套面向新时
代具有系统化、可操作、科学性、可复制、本土化的法学实践教育模式亟待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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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向职业化的法学教育模式建构与完善

（一）面向职业化法学教育的核心是传授法律职业技能

1. 法律职业技能的基本内容
（1）证据调查、固定与分析能力
案件事实是司法三段论的小前提，而事实则需要证据进行证明。诉讼活动中，双方谁依托证据

讲的故事更严谨，更具有可信性，就能够影响法官的内心确信。“讲故事严谨”就需要学生有调查、固
定、分析证据的能力。传统的证据法理论课上教师中会告诉学生什么是证据、证据的分类、证据能
力、证明能力、证明标准等证据法的原理性知识，但如何应用证据规则展开证据调查（采集）、固定、
举证、质证等实务操，需要学校通过专门的实践课程完成能力培养。

（2）法律检索、分析、论证、设计能力
司法三段论是我国司法活动解决法律问题的基本方法，三段论中大前提是法律规定，小前提是

案件事实，最后结论是案件事实是否被涵摄于法律规定之下。因此，三段论式的分析法律问题，首
先，需要学生熟练掌握法律检索的能力；其次，检索到法条还要知道如何解释分析法律条文，让抽象
的法律条文与具体的案件事实契合相对应；最后，把法律规定落实到法律文书中时，还要通过一定
的逻辑方法，将案件事实是否被法律规定涵摄这个结论进行论证。

（3）法律职业伦理与风险防范能力
法律职业伦理教育需要贯穿法治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法律职业技能教育中亦不例外。法律

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在使用职业技能时所必须遵守的职业、行为准则，实践中要时刻使用职
业伦理规范检视、评估自身实务工作的职业风险、伦理风险，防止深陷利益争端、法律争端之中，同
时，也要做出符合法律基本价值的选择，进而维护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公信力。

（4）法律访谈技能
法律访谈技巧是指在与接案或当事人进行沟通的时候，怎样引导当事人完整地对案件事实进行

叙述，从而给出法律意见或形成委托。在实务工作中，法律工作者需要通过当事人了解案件事实，但
是当事人在叙述案件事实的时候，往往因为不了解法律的规定而根据自己的情绪进行叙述，需要法
律工作者在当事人在叙述过程中进行引导，让当事人可以把案件事实完整地描述出来。再获得一定
事实后，法律职业者如何给出法律服务设计方案或意见，是需要通过法学实践课程来习得相关技术。

（5）法律事务处理的领导与协作能力
在处理一个案件时，不管是法官、检察官、警察还是律师都不可能单独作战。那么学生在进入

法律行业之前就要理解团队精神以及一位领导者是如何进行分配工作。初进团队的法律实务工作
者，要学会在团队的基础之上,发挥团队精神、互补互助以达到团队最大工作效率，这是团队协作能
力，是团队每个人都必须具备的能力。领导者需要对全部的成员的性格以及能力有所了解，并且根
据各个成员的能力和性格分配工作，这是一个团队良性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6）法律事务中的心理学运用能力
法律心理学是研究与法有关的各种人的心理活动规律的一个应用社会心理学领域，最初以研

究人的违法犯罪心理为起点，随着时代的进步，研究范围一步步扩大，包括立法心理、普法心理、司
法心理等等。在从事法律实务工作过程中，清楚各个职业以及当事人的心理活动，既可以减少纠纷
的发生也有利于案件的顺利处理。

（二）以法律职业技能为导向的法律实践课程体系设计

1. 法律职业教育课程内容体系
笔者认为根据实践课程的内容及目标不同，可以把实践课程分为五大课程体系，且五大课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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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独立，不分年级，合班上课，小班教学，具体如下：

（1）法律实务阅读课：主要包括，法律事件阅读；新法学习、中央文件学习小组、司法改革举措阅

读、典型案件判决阅读。

（2）证据实务课：主要包括，通过真实案件进行阅卷、证据清单制作、证据三性质证意见、通过证

据固定案件事实、证据辩论、交叉发问。

（3）法律说服课：主要包括，法律检索的基本方法、成文法解释的基本方法、通过证据建构有效

的法律关系和诉求、法律文书表达的基本结构、要素和方法，法庭辩论的基本规则和方法、类案检索

和运用、世情、社情和人情在案件中的运用规则。

（4）法律交往和职业伦理课程：通过真实案件和实践理解我国刑事案件的生产规律、理解司法

工作的艰难，培养司法同理心；法律人独立性训练、职业共同体的交流和建构。

（5）实习和职业规划课程：该课程主要包括，法律职业岗前训练、实习复盘与总结、毕业论文（与

实习相关联）、法律职业规划。

2. 法律职业教育课程形式与方法体系

（1）双师同堂甚至多师同堂互动式教学：多位教师通过营造多边互动的教学环境，在实践教学

中师生平等交流探讨，课程任务中疑难和困惑，达到不同观点碰撞交融，进而激发师生之间、学生之

间的主动性和探索性，达成提高教学效果的一种教学方式。

（2）诊所式教学：仿效医学院利用诊所培养实习医生的形式,通过诊所教师指导学生参与具体

的法律实践运用，如，指导学生代理真实案件。

（3）苏格拉底讨论问答式教学：在教师的精心准备和指导下，为实现一定的教学目标，通过预先

的设计与组织，启发学生在处理真实案件中的问题时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以培养学员的独立思考

能力和创新精神。

（4）线上线下教学监督和辅导：聘请高水准的校内助教，组成强大的助教团队，完成任务下发、

项目跟进、课程组织、成果管理等多项课程辅助内容，帮助完备之训练方案落地，形成老师组-助教
团-学生群三角稳定结构。

(5）教学目标产品化法：法学实践教学中应以目标为导向，而产品化又是目标的终端体现。笔
者认为在法学实践教育中，学员至少完成“五个一”：办一个案件、提供一次法律咨询、组织开一次会
议、参与一次法学学术会议活动志愿服务和法律知识管理和生产。

（三）面向职业化的法学实践课程管理机制

在重构我国法律实践教育体系的过程中，纠正法律实践教育在法学教育中处于次要地位这一
观念是法律实践教育改革的逻辑起点，法律实践教育与法律经卷教育应该是同等重要的。管理机
制具体如下：

教师资源方面，应实施“走出去，引进来”的政策，改善教师队伍结构。所谓“走出去”，就是要通
过调整业绩考核指标、职称评定条件政策等做法，鼓励教师走出校园，积极参与律师、仲裁、陪审员、
社区法律服务等法律实务工作，接受相关实务训练，以积累从事实践教学指导工作所必须的实践经
验，提高其实务工作能力。 对于一些有条件的院校，可以选派一些骨干教师到相关的实务部门进
行挂职锻炼。

所谓“引进来”，是指大学法学院系应当遴选一些法律实务工作者到大学做兼职教师，自20世
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法制建设的推进，法律实务界出现了一些优秀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他
们不仅具有丰富的法律服务实践经验和高超的司法技巧，又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较深的学术素
养。他们既可以讲授律师实务、司法文书写作、司法谈判等一些实践性较强的课程，也可以指导学
生开展模拟法庭、法律询等实践教学活动，从他们身上，学生不仅能学到“活”的法律知识，还能感受
到法律的力量，增强学生对法律的信仰与敬畏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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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计方面，第一，要把法律实践教学课程纳入整体教学计划，并进一步加大实践课程在整
个教学计划中的比重；第二，打破按照实体法的分类规律划分法律实践课程的壁垒，将需要通过法
律实践教育掌握的实务能力进行分类整理，按照此分类安排法律实践课程；第三，以实践课程为中
心，通过交流逐步形成规范的课程操作指引，以保障实践教学课程体系的发展。

法学实践教育的评价上，应区别于法学理论教学考核方法。法学实践教育的评价机制既要能
够促进教师与学生共同进步，又要激发学生和教师对于法学实践教育的热情。实践教学的评估主
体应包括教师、学生、教学监督部门，其中，学生是法学实践教学的中心，亦是法学实践教学的受众，
我们将透过其完成的课程问卷、问题式复盘、实践报告等若干维度对学生学习成果过程评价、结果
评价；教学监督部门则要对教师的教学大纲设计、教学组织、教学成果等维度依照法律职业技能要
素的体现程度、推进程度、实现程度等进行全方位评价。

小结

新时期法律就业市场对初出高校的法科学生在职业技能上有了更高的期待，应用型本科高校
则要以推陈出新革故鼎新的姿态积极回应。打造面向职业化的法学教育模式是应用型本科高校培
养新时代应用型、辅助型法律人才的关键所在，而新时代视阈下的法学教育“三模块”培养模式是面
向职业化的法学教育的基本模型。针对应用型本科高校“三模块”中法律实践训练教育、法律伦理
养成教育的短板，在教学改革中需要按法律职业市场的需求打造法律职业能力清单，并将能力清单
中的能力养成作为法学实践课程设计的核心目标，同时，在法学实践教育的方式上利用校内、校外
两种资源尽可能打造情景化的法律职业学徒制，帮助学生迅速成为合格法律职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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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rofessionalization of Leg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Wang Xingzhe
Abstract：The“three-module”cultivation mode of legal education, which aims at cultivating specific le⁃
gal professionals, includes the cultivation mode of legal classics education, legal practice training and le⁃
gal ethics cultivation as the three core contents. Presently, it is also the mainstream cultivation mode of le⁃
gal talents in the vast majority of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training
mode, problems emerge in legal practice training and legal ethics cultivation in particular in some applied
universities. To solve this problem, we must make attempt to restore the close and homogeneous relation⁃
ship between legal profession and law teaching in thought, and optimize or construct the legal practice cur⁃
riculum system, knowledge system, students’professional ability system and the structure system of law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Professionalization; legal education; practice teaching; legal professional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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