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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公安教育教学改革论丛》

内容概要

《新时期公安教育教学改革论丛》内容简介：目前，我国正处于教育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关键时期，
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社会、从学校到家庭，都在积极推动我国教育改革事业向前发展。2010年，
国家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公安部召开了全国公安教育训
练工作会议，为公安高等院校的发展明确了方向，提出了新时期的建设目标与要求。2011年，经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审议批准，公安学和公安技术均被确立为一级学科，填补了我国公安高等教育一级学科
的空白，为公安高等院校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公安高等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2011
年还是我国“十二五”建设与发展规划的开局之年，各公安高校正在努力践行“十二五”建设和发展
规划。公安高等教育作为我国国家政权建设组成部分的一种特殊性的职业教育，公安高校应办成什么
样的学校，应怎样办学，部属与各省属公安高校应如何定位，随着公安院校招录体制改革，源自生源
的变革及生源特质、公安工作适应新时期和社会信息化需要所进行的改革对公安专门人才的特殊需求
等问题，各公安院校正在进行多元与多层次重新界定和全方位的探索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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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公安教育教学改革论丛》

书籍目录

一、学科专业建设
　1．公安学一级学科背景下学科专业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
　2．浅析学科建设与经济犯罪侦查特色专业建设的关系
　3．公安监管教育训练工作现状分析与对策
　4．公安院校学科建设存在的问题与思考
　5．论侦查学的学科定位
二、人才培养
　6．经济犯罪侦查专业课程体系改革与重构
　7．浅论公安院校学生侦查能力的强化培养
　8．转型社区、基层警务与知识应用
　9．论侦查学专业职业核心能力及其培养
　10．公安本科教育引入导师制的思考
　11．公安院校网络信息安全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
　12．论公安院校学生的角色定位
　13．重视心理素质教育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14．关于公安教育中“涉密”问题的思考
　15．论公安职业教育中侦查领域的校局合作
　16．公安院校体改班教育模式的探析
　17．对首届体改班侦查学专业毕业生的调查与思考
　18．公安院校体改班学生管理实践的思考
三、教学改革
　19．《信息侦查》课程建设的探讨
　⋯⋯
四、实践性教学
五、师资队伍建设
六、在职民警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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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学校良好的建设机制是学科、专业建设和发展的前提与基础　　何谓机制？它泛指一个工
作系统的组织或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一个组织在建立机构之后，能否发挥更好的功效，
就看其机制建设。长期以来，公安院校的机制建设相对薄弱，尤其是师资队伍建设机制，缺乏一套适
应学校自身的良好体制和机制以造就人才和留住人才，人才流失情况严重、造血机能欠佳是一个不争
的事实。但是，“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制度是学校办学理念的具体化，也是学
校价值取向的一种外在形式。人才辈出、大师云集，主要是一种制度文明的产物。我国高校抓队伍建
设普遍使用三个方法：一靠事业，二靠感情，三靠待遇。但实践证明，最有效的还是靠事业。所以，
建立机制是根本的保障。通过机制克服弊端，搭建教学科研大平台，营造学科创新氛围，造就人才。
不同的大学，具有不同的办学历史，构成不同的基础和条件，占有着不同资源。例如，广东警官学院
处于我国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毗邻港澳，犯罪活动情况往往影响甚至左右全国的犯罪动向，这是挑
战也是机遇。广东警官学院有着60多年的办学历史，这就是一种特殊的环境。在学科建设中，有成就
的高校都强调：学校必须依据自身实际.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凸显优势和特色，把有限的资源用到
真正能够反映学校水平和地位的学科、专业和学科带头人及创新群体上，在某些领域、某些专业甚至
某一点上形成自己独有的优势或尖峰。事实上，一所大学要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不是每个学科都成
为世界一流的学科，但一定有一个或者几个学科成为世界顶尖的学科，有一批学科是世界一流水平的
学科；一所大学，只要有一个或者几个一流学科，甚至只是独具特色的学科，这所大学就会在国内乃
至国际上产生影响，就能在社会上立足，如云南警官学院，其禁毒学学科建设在国内领先，禁毒学专
业办出了特色，在国内甚至在国际上都有影响。目前，我国公安院校的资源与地方院校比较更为紧缺
，以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来尽快凸显公安特色显得更为迫切与需要。任何学校，学科、专业建设不可能
是齐头并进，都必须确定重点建设的学科、专业，资源向其倾斜，以点带面，形成竞争机制。　　三
、目前公安学科、专业建设的重点内容　　公安学一级学科地位的确立，为公安学科、专业的纵深发
展奠定了基础，尤其是为研究生等高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解除了束缚。公安院校尤其是本科院
校很有必要抓住机遇，明确公安学科、专业的建设重点，采取有效措施，通力合作，尽快改变近年来
公安教育徘徊、低迷的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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