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视阑下的精品课建设比较研究—
以

本科与高职高专为例

赵春雷

吉林农业大学经管学院 吉林 长春
州

妇 侣
摘要市场经济条件下

,

教育产品的创设也应符合品牌理论及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发展规律
。

本文通过本科

类和高职高专类院校精品课建设现状及生命周期各阶段进行比较分析
,

力图发现并总结精品课建设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
,

对当前精品课建设的合理性与科学性进行分析和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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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及中国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
,

培养实用型
、

创新型人才
,

提升学生的实践

能力
、

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
,

是对高等教育的必然要求
。

教育部自 年启动了高校精品课程

建设工程
,

为此建立了各门类
、

专业的校
、

省
、

国家三级精品课程体系
,

到 年现有各级各

类精品课程 门
,

本科类各级精品课从 年的  门
,

到  年保有量 门
,

高职

高专类各级精品课 年 门发展到  年的 门
,

见表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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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课建设对保证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以及缓解教学资源不足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

然

而
,

精品课程建设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许多问题和矛盾
。

其主要矛盾有精品课程数量增长迅速

与师资队伍质量内涵建设提升缓慢的矛盾 精品课程建设中教学手段的现代化和教学内容创新

滞后的矛盾 精品课教学方法的创新与教学材料更新滞后的矛盾 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和

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之间的矛盾等
。

引言

任何事物和产品都有自身的发展过程和发展规律性
,

但其发展均受市场需求的影响和制约
,

及时掌握产品所处的市场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
,

以便采取相应的调控措施
。

产品发展遵循的是

生命周期理论
,

精品课作为现代教育提供方的学校提供给买方即学生的教育产品
,

也是一个品

牌的教育产品
,

是品牌理论在教育改革条件下的应用
,

是适应市场经济对高等人才的需求而建

立起来的一套教育品牌建设系统工程
。

品牌教育产品的建设
、

推广也应符合市场经济规律
,

符

合品牌产品发展规律
、

符合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教育产品成长曲线
。

此外
,

精品课发展过程中

正逐渐区分出高等教育的层级性
,

各级各类高校因办学定位不同
、

人才培养规格有别
,

从而在

课程设置上应相应地有所侧重和区别
。

研究型高校的课程设置理应区别于应用型高校
,

高职教

育亦区别于普通应用型本科高校
。

精品课建设工程必须立足于这一实际而对精品的内涵做出相

应区分
。

课程设置必须与学校的定位和人才培养规格相吻合
。

精品课程也应区分出应有的层级

特性
。

所以在精品课程建设过程中理应打造符合人才培养规格
,

能促进教育教学质量
,

提升人

才培养质量具有真正效用性的优质课程
。

应用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来分析精品课建设中存在的问

题会使我们的思路更加清晰和广阔
,

并准确的把握精品课建设实际与精品课建设理论目标的偏

离程度
。

本文力图运用该理论对当前本科类与高职高专类精品课建设的合理性与科学性进行比

较分析和探讨
。

本科类院校精品课建设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精品课申报的条件和要求一般是先获得校级精品课
,

再进入省级精品课评审
,

再由省级精

品课筛选国家级精品课
。

因此精品课 曲线图三条曲线的合理和正态排列应该是国家级精品课曲

线处于坐标 轴的最下方
,

中间是省级精品课曲线
,

最上部是校级精品课曲线
,

但从图 可见
一

年省级精品课曲线远远高于校级精品课曲线
,

省级精品课发展超快超前
,

说明许多课

程没有进入校级精品课直接进入省级精品课
,

省级曲线和校级曲线呈现严重的背离状态
,

三条

曲线偏离程度大
,

各级精品课发展极不协调
,

尤其是校级精品课发展建设缓慢
,

在 加
一

年不但低于省级精品课数量
,

竟低于国家级精品课数量
,

而国家级精品课申报的一个硬性条件

就是 申报国家级精品课必须是校级精品课
。

由于这种背离和偏离
,

教育部门也意识到此问题

的不利影响
,

到 年省级精品课就迅速回归
,

直线下降而校级精品课为适应省级和国家级的

发展从  年又迅速的增加
,

进而到
一

年国家级和省级曲线的背离
。

从图 可知国家

级精品课发展基本处于有计划平稳的发展状态
,

基本符合客观现实需求和教育产品生命周期发

展规律
,

而省级和校级则存在较大的问题
。

,

国家级精品课生命周期分析

通过图 , 国家级曲线分析结论 国家级精品课建设在  年前是属于国家级精品课的酝酿

和开发时期
,

进行精品课的论证
、

制定相关的政策
、

评价标准
、

指标体系
,

取得学校和社会认

可共识的开发期 从 开始到
一

 年一 直处于导入期
,

可细分为四个小的阶段 第一阶段
一

年属于国家级精品课的起步阶段
,

精品课增加较快
,

比上一年增加了 第二阶

段
一

 年处于缓慢增长的平稳发展阶段 第三阶段
一

年又进入了第二次的飞速

发展
,

比前一年 年增长了 第四阶段
一

 年国家做出相关调整后
,

进入到



一个缓慢增长和平稳发展阶段
。

曲线表明国家级精品课发展依然处于引入期
,

基本符合生命周

期曲线规律并能够保证精品课的质量
。

图   !
一

加 年本科类各级精品课建设曲线图

省级精品课生命周期分析

通过图 省级曲线分析结论 在 年前是属于省级精品课的酝酿和升发时期
一

 

年进入导入期
,

说明各省市教育部门运用三年的时间来建立
、

介绍
、

宣传
、

培育
、

推广精品课
一

属于成长期
,

可见仅 年一年精品课的数量就比前一年 年大幅度的增加了
,

由于  年增长速度太快
,

使得成长期大大的缩短
,

只有一年精品课数量就已经达到

最高峰
,

而短期内增加太多则无疑会使得精品课的质量难以保证  
一

年就提前进入成

熟期
,

开始呈现缓慢下降趋势
一

年则呈现急剧下降趋势
,

落后于国家级精品课的数

量
,

已经完全背离产品生命周期发展规律
。

校级精品课生命周期分析

通过图 校级曲线分析结论 在 年前校级精品课的建设和发展不但滞后于国家级精品

课甚至滞后于省级精品课
,

说明各高校在没有校精品课的基础上就直接申报省级精品课
,

并不

是所有的省级精品课都是由校级筛选出来的
,

校精品课数量不足省级的  
一

年省

级精品课仍以 倍于校精品课的速度递增
一

 校精品课数量得到了极大地扩充
,

但由

于短期内增速太快
,

由 年的 门发展到 年的  「
,

虽然只有一倍的增长
,

但

是由于 年的基数已经非常大
,

导致 年校精品课数量急剧的萎缩
,

降到 门
,

不足

 年的三分之一
,

这种短期内的大起大落不符合教育产品发展的生命周期理论及其规律
。

高职高专类精品课建设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高职高专精品课建设总体发展状况不论国家级
、

省级还是校级精品课 年之前发展都较

为缓慢
,

 
一

年稳步增长
, 一

 年校级和省级精品课迅速增长
,

而 加
一

年国

家级精品课平稳发展
, ·

年校级和省级精品课则呈下降趋势
。

高职高专精品课建设的顺

序也应是先建设培育一批校精品课
,

从中筛选省精品课
,

再申报国家级精品课
。

因此精品课曲

线图三条曲线的合理和正态排列应该是国家级精品课曲线处于坐标 轴的最下方
,

中间是省级

精品课曲线
,

最上部是校级精品课曲线
,

但从图 可见  
一

年无论是省级还是校级精品

课都滞后于国家级精品课
,

尤其是校级精品课发展极其缓慢
,

滞后于省级和国家级精品课的发

展
一

 年省级精品课的建设得到较大的重视
,

已经适应了国家级精品课发展的需要
,

可

见这两年重点发展的是省级精品课
,

却忽视了校级精品课的建设和发展
,

导致校级省级精品课

偏离加大
一

年省级精品课迅速增长
,

以 以上的速度无序盲 目极端发展
,

必然导



致省级精品课质量难以保证 因此  
一

年省级精品课发展势头得到一定的遏制
,

但并没有

得到有效地回归
,

这种状态不符合产品生命周期发展规律
,

如果未来依然不能改变的话
,

将会

和精品课建设的初衷相背离
。

精品课建设各地区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优质教育资源在地区分布的不平衡性

通过表 和图 可见优质教育资源
、

教育投入
、

教育发展
、

教育受重视的程度在地区上存

在很大的不平衡性和偏差
。

沿海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北京
、

江苏
、

湖北
、

上海
、

广东
、

浙江
、

湖南
、

四川
、

山东
、

天津
、

陕西等 个省
、

直辖市的国家级精品课占总量的 石
,

说明优质

教育资源的高度集中 而辽宁
、

黑龙江
、

吉林等 个省
、

直辖市的国家级精品课占仅总量的

,
,

云南
、

宁夏
、

西藏等 个省
、

自治区的国家级精品课不足总量的
。

表
一

年国家精品课程各省实际分布数量表

单位 门数

省 自治区
、

直 精品课 省 自治区
、

直 精品课 省 自治区
、

直辖 精品课

辖市 门数 辖市 门数 市 门数

北京 辽宁 云南

江苏 黑龙江 江西

湖北  吉林 甘肃

上海 河南 内蒙古

广东  重庆 新疆 含兵团

浙江 河北 贵州

湖南 福建 海南

四川 安徽 青海

山东 广西 宁夏

天津 136 LJJ 西 32 西藏 1

陕西 128
一 _ _

合计 2310 一
5 9 8

一
1 0 7

百分比 76
.
6 一

1 9

.

8
一

3

.

5

资料来源
:
国家精品课资源网



图 3 2003一2 0 0 9 年国家精品课程各省实际分布数量图

4
.
2
.
优质教育资源在地区计划分配

、

利用不平衡性

通过图 3
、

图 4对比分析可见
,

2 0 0 3
一
2 0 0 9 年大多数省

、

直辖市对计划配额没有全部利用
,

留有一定的后续发展的空间
,

最明显的是天津
、

上海
、

江苏
、

湖北
、

四川
、

山西等
,

只有少数

的省
、

直辖市精品课发展超出原有的计划配额
,

利用的弹性配额较多
,

如北京
。

图4 2003
一

2 0 0 9 年国家精品课程各省配额情况

4
.
3
.
优质教育资源在各地区各年度利用的不平衡性

,

见图 5
。

图 5 2 00 3
一

2 0 0 9 年国家精品课程各省各年建设情况



精品课在本科类与高职高专类院校发展建设比较分析

5
.
1
.
本科类与高职高专类院校精品课总体发展状况对比

从图 6 可见
,

在时间上本科类高校精品课的发展即将形成一个较完整的生命周期循环
,

从

2003 年的导入期
,

2 0 0 4

一

2 0 0 5 年的成长期
,

2 0 0 6

一

2 0 0 8 年的成熟期
,

2 0 0 9

一

2 0 1 0 年即将进入衰

退期
,

和高职高专类院校相比具有先导性
、

超前性和示范效应
; 而高职高专类院校精品课建设

和发展在时间上远远滞后于本科类高校
,

基本滞后生命周期的一个阶段
,

加03
一

2 0 0 5 年高职高

专类院校精品课发展处于导入期
,

这时己是本科类高校精品课的成长期了
,

2 0 0 6

一

2 0 0 7 年高职

高专类院校精品课发展进入成长期
,

2 0 0 8

一

2 0 0 9 年处于成熟期
,

估计成熟期还要持续几年的时

间
。

在建设数量上导入期
、

成长期数量差距大
,

而成熟期建设数量逐渐缩小
,

到 2009 年高职高

专类院校国家级精品课建设数量已经超过本科类院校
。

5

.

2

.

本科类与高职高专类院校国家级精品课发展状况对比

根据图 7 可见
,

2 0 0 3

一

2 0 0 9 年本科类院校与高职高专类院校国家级精品课建设在时间上基

本保持同步发展的趋势
,

都己进入成熟期
,

导入期
、

成长期数量差距较大
,

成熟期差距缩小
。



本科类与高职高专类院校省级精品课发展状况对比

根据图 8 可见
,

2 0 0 3

一

2 0 0 9 年高职高专类院校省级精品课建设和发展在时间上滞后于本科

类高校
,

基本滞后生命周期的一个阶段
,

本科类高校省级精品课建设几乎没有导入期
,

直接进

入成长期
,

并且该时期较长
,

从 2003
一

2 0 0 5 年
,

用了 3 年时间
,

数量增长迅猛
,

于此同时的高

职高专类院校省精品课的发展却极为缓慢
,

导入期用了三年时间
,

数量增长缓慢
,

成长期两年
,

数量增长平稳
,

这两个阶段本科类与高职高专类省级精品课数量相差悬殊
,

但加08
一

2 0 0 9 年进

入高职高专类院校省精品课的发展的成熟期
,

而本科类高校省级精品课建设却已进入衰退期
,

高职高专类院校省精品课建设数量反而远远超越了本科类高校省级精品课数量
。

图6 2003
一

2 0 0 9 年本科类与高职高专类省级精品课发展状况对比

5
.
4
.
本科类与高职高专类院校校级精品课发展状况对比

根据图 9 可见
,

本科类高校省级精品课建设几乎没有导入期
,

直接进入成长期
,

并且该时

期较长
,

从 2003
一

2 0 0 6 年
,

用了 4 年时间
,

数量增长逐步上升
,

但成熟期较短
,

只用了一年时

间
,

然后进迅速进入衰退期
,

而于此同时的高职高专类院校校精品课发展极为缓慢
,

导入期用

了三年时间
,

数量增长缓慢
,

成长期两年
,

数量增长平稳
,

导入期从 200 3
一

2 0 0 6 年
,

用了 4 年

时间
,

2 0 0 6 进入成长期
,

目前处于成熟期阶段
。

6

.

精品课程在各学科分布现状及问题分析

精品课程的建设是精品专业建设的基础和切入点
,

也是精品专业的具体体现
,

任何一个专

业和人才培养方案都应具体体现在教学计划上
,

而教学计划的核心就是课程体系
,

只有有了适

合本专业人才培养规格和方案的课程体系
,

才有可能产生精品的专业
,

而特色学科的凝炼必须

有精品专业为支撑
。

无论是专业建设还是学科建设都必须要落实到课程建设上来
。

因此要打造

精品专业和精品学科都必须对精品课程的建设有长远规划
。

国家精品课程建设的良性与否也应



该与学科分布是否相适应为衡量标准
。

从我国已有的精品课程的分配来看
,

明显存在着理工大

于人文的现象
。

从公布的国家精品课程学科分配情况来看
,

在2764 门国家级精品课程中工学为

76 1门
,

理学为 54 6 门分别占总数的 28 %
,

20 %

,

理工类合计占48 %
,

农医类合计占总数的 16 %
,

经济管理类合计占总数的 12 %
,

而文学
、

史学
、

哲学
、

两课和文化素质类合计仅占总数24 %
,

表明精品课程在各学科分布上的不平衡
。

表4 本科类院校国家级精品课程学科分配情况

一一级学科科 2003一2 0 1 0 年总配额额 已入选课程程 2008一2 0 1 0 年配额额

哲哲 学学 2555 1222 1333

经经济学学 9444 5555 3999

法法 学学 13888 4999 8999

教教育学学 9111 4444 4777

文文 学学 26000 11888 14222

历历史学学 4444 2222 2222

理理 学学 54666 24777 29999

工工 学学 76111 40666 35555

农农 学学 16888 7999 8999

医医 学学 28999 13666 15333

管管理学学 24888 10333 14555

文文教类类 5444 2222 3222

两两课类类 4666 2333 2333

合合 计计 276444 131666 144888

资料来源
:
国家精品课资源网

图 10 本科类院校国家级精品课程学科分配比例

7
.
结论

7.1.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在建设时间上分布的不平衡性
,

波动性大
;

7
.
2
.
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在各省

、

直辖市
、

自治区空间分布上的不平衡性;

7
.
3
.
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在各教育层次上分布的不平衡性

,

包括研究生
、

本科
、

高职

高专
、

网络教育
、

军事类等
;

7
.
4 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在各级别精品课建设上的不平衡性

,

包括国家级
、

省级和校

级精品课
;

7
,

5

.

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在各学科发展建设的不平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