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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平台的高职院校生师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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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据平台是高职院校办学基本状态的数字化呈现。利用数据平台提供的数据，可以对

生师比指标进行多角度、系统化的分析研究。把生师比状态水平数值看作生师比数值的函数，

通过对自变量区间和函数值分析，对生师比及其水平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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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ed in a multi．锄丑e and systematical manner．The value 0f student—facuhy￡atio stattls rega矗ed酗a

mnction，山e p印er， based on tIle aIlalysis 0f independent vaIiable intenral and缸nc￡ional value，

conducts leVel eValuation of student—facult)r蒯o．
Key words：data pla渤m；hi出er vocational educ以on；studen￡一facuhy飓tio

O 引言
2008年，教育部颁布的《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

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平台》(简称数据平台)，是高

等职业院校办学基本状态的数字化呈现。数据平台

具有统计汇总功能，统计表中“统计数”一栏是数据

平台统计汇总生成的1l项“生均值”，反映了基本

办学现状，为全面分析学校办学基本条件和引进社

会监督机制提供了依据。其中，“学生与教师比”列

项，教师数和学生数来源于关联统计表，体现出了生

师比与其他数据的关系和内涵。

l 生师比区间
生师比是学生数与教师数的比值。2004年，教

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

行)》(简称《指标》)规定，生师比是衡量高等学校

办学规模、办学效益、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

《指标》按照学校类别，规定了不同的指标值。综合

类院校生师比：18为合格，22为限制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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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只规定了生师比“红线”，即生师比指标

不大于18为合格，18到22之间为临界区间，不小

于22为未达到规定要求。生师比作为衡量高等学

校办学状态的重要指标，应该科学、合理，有利于学

校办学结构的优化和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2004

年教育部颁布的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

估方案规定，生师比16为优秀标准；据《高职高专

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分析报告》统计，2008

年全国高等职业院校生师比为17．3。据此，对生师

比指标进一步细化，把生师比指标(用菇表示)划分

为3个区间，并针对教师资源进行定义，戈<14为教

师资源过剩，14≤菇≤18为教师资源配置合理，z>

18为教师资源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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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案例
据某高职2008到2011年数据平台，四年生师

比分别为14．64、11．50、16．23、19．65，2008、2010年

均合格，教师资源配置合理，2011年略高于合格，处

于临界状态，教师资源不足。四年呈现出明显增长

态势，宏观上要积极调控，协调好招生规模和进入教

师序列人数的关系，确保生师比稳步回落。从全院

整体上看，生师比基本上合格，师资数总量能满足教

学需要。但是，专业之间有显著差异，特别是一些新

办热门专业，生师比显著高于限制招生指标。

以专业为单位，利用数据平台进行统计汇总，

2008年该院28个专业生师比戈最高值为120．7l，

最低值为0．58，数据之间平均落差4．45。髫<14的

专业12个，14≤戈≤18的专业1个，石>18的专业15

个，呈现出教师资源过剩和资源不足两极化状态。

学院已着手从宏观政策层面进行调整，十二五改革

和发展规划提出，十二五时期在校生规模保持在

11000人左右，十二五末专任教师数预期达到450

人，体现出的方针是严格控制学生数量，不断增大专

任教师数量。到十二五末，专任教师450人，再加上

校内兼课教师和外聘教师，根据往年的统计，约合

100人，生师比预期可控在20以内。

生师比调控必须同时关照前后项两边。对于学

生项，在保持总量不变的情况下，进行专业二次选

择，调整各专业学生数量。据2011年数据平台统

计，学生报考的原因结构如表l所示，说明有近七成

的学生可以进行二次专业选择。专业教学团队建设

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要做到数量目标、结构目标

和素质目标并重，学院宏观、系部中观和专业微观联

动，制度建设、体制建设和软硬件建设创新，努力实

现规模、结构、质量与效益的协调发展。

表1 报考本校原因

3 生师比水平评价
设生师比水平y是师生比戈的函数，石过大或

者过小都会影响办学质量和效益。设石的最佳值为

16，当茗=16时，生师比水平)，=100，石>16或菇<

16，y都小于100，且茗偏离16越大，y的值就越小。

引入一个函数，y=东号譬×100，o《善<∞
利用函数，可以计算出上述28个专业的生师比

水平排行，如表2所示。

表2 28个专业生师比水平评价得分排行袭

排行 专业名称 学生数教师数 ， y 排行 专业名称 学生数教师敷 善 y

l 英语教育专业 106 7 15．14 99．85 15 建筑工程管理4诣 lO 44．∞ 63．35

2 旅游管理 145 7 20．71 96．76 16 学前教育专韭74s 16 46．7s 61．27

3 物业管理 44 4 11．00 93．37 17 电机与电器 27 5 5．40 60．的

4 焊接技术及自动化 77 7 11．00 93．37 18建筑工程技术 533 lI 48．45 59．55

5 物流管理 190 8 23．75 92．68 19 数控技术 663 13 51．∞ 57，12

6 应用化工技术 116 13 8．92 85．08 20 园林技术 164 33 4．97 56．66

7 汽车检测与维修 128 4 32．00 80．00 21 护理 3633 63 57．67 51．s2

8 应用电子技术 420 12 35．00 75．62 22 光电子技术 27 7 3．86 45．57

9 畜牧兽医 180 25 7．20 74．84 23会计 851 ll 77．36 39．67

10 医学影像技术 108 3 36．00 74．23 24 表演艺术专业 83 27 3．cr7 37．06

11石油化工生产技术 459 12 38．25 71．20 25 机电一俸化技术 845 7 120．7l 26．05

12 模具设计与制造 109 17 6．41 69。06 26 初等教育专业 81 40 2．03 24．9l

13 道路与桥梁 87 2 43．50 64．80 27 生物技术及应用 14 24 0．58 7．28

14 电脑艺术设计444 10 “．40 63．79 28 计算机应用技术 111 29 3．83 o．45

4 结束语
数据平台是一个多棱镜，从它折射出的信息，对

涉及办学规模、质量和效益的有关指标，可以进行多

角度、系统化的分析研究。 (下转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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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跟踪引擎和扫描线渲染引擎可以协同工作，所需

要的时间要比单独使用光线跟踪渲染少得多，而且

渲染的准确性确是相当的”j。在渲染同一条件下

场景(十万面)的测试显示，同时启用光线跟踪引擎

和扫描线渲染引擎用时25．00秒，而有单独使用光

线跟踪引擎用时25．85秒或者24．79秒，测试结果

与经验有一定的偏差，因此建议使用者在大量渲染

前有必要先多测试几次，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

好的图像。

其二，启用BSP和BsP2来加速光线跟踪计算

过程。BsP方法用于中小场景(少于一百万个三角

面)的渲染加速。在渲染算法卷展栏，BSP有“大

小”和“深度”控件，增加前者的数值可减少内存占

用但会延长渲染时间，增加后者的数值虽然会增加

内存占用，但可缩短渲染时间。同一场景(十万面)

测试显示，BsP大小设置为lO，深度为40时，渲染

用时时25．07秒；大小设置为10，深度为80，渲染用

时时24．90秒，提高了O．7％。对于大场景，将“深

度”的数值增加到50以上，可以大大缩短渲染时

间。BSP2方法则用于大场景(多于一百万三角面)

的光线跟踪加速，小场景的渲染加速效果反而不

明显。

4．2焦散和全局照明参数设置

在“焦散”组中，采样值的大小影响着渲染的速

度。“每采样最大光子数”用于计算焦散强度的光

子个数，该值越大，图像噪波少，但渲染时间越长。

反之，值越小，图像噪波越大，渲染时间则短。同一

场景(十三万个面)的测试显示，当“每采样最大光

子数”为1时，渲染用时8分22．69秒；该值为loo

时，渲染用时8分26．58秒，图像质量基本持平，而

时间却节省了近4秒。

在“全局照明”组中，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法，

做到既不降低渲染品质，又可提高渲染速度。其一，

通过降低光子跟踪深度数值，来提高渲染速度。在

“跟踪深度”组设置焦散和全局照明所使用光子被

反射和折射的次数，达到减少生成光子贴图所需的

时间。同一场景(十万面)设置及条件的测试显示，

当“跟踪深度”的最大深度、反射和折射均设置为10

时用了5分0．68秒，设置为5时用了4分4．24秒，

图像质量基本保持了原样，时间却节约了近1秒。

其二，通过重复使用光子贴图文件来节省渲染时间。

如果场景的灯光设置没有改变，则可保存制定的光

子贴图，Mental ray会在后续的渲染中继续使用此贴

图，从而达到提高渲染速度的目的，渲染品质也不会

因此而降低。

4．3其它方面的参数设置

在采样质量卷展栏的选项组中，通过设置渲染

块宽度来调控渲染用时。小场景使用大的渲染块，

而大场景使用小的渲染块，均能节约渲染时间，图形

质量却不降低。在该卷展栏中，虽然还可以通过空

间对比度、每像素采样数的最小值和最大值的调控

来提高渲染场景的速度，但均以硒牲图像质量为代

价。另外，还可以通过使用附代理对象作为模型

的替代对象，来达到节约渲染时效的目的。此设置

尤其对大量多边形计数的模型更为有用，它虽然会

降级视口中显示的逼真度，但它不会降低渲染品质。

5 结束语
Mental r&y以优秀的渲染品质及其速度，被广泛

运用于视觉图像制作领域。但在追求速度和品质之

间，可能会遇到一些困扰。如果能从光线跟踪、焦散

和全局照明及其它方面，合理配置参数，就能排解这

些困扰，达到既能获得良好渲染效果，又能节约渲染

时间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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