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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高校面向新工科的工程训练教学体系转型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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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的工程训练教学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新时期工程人才的需求，因此培养一批具有工匠精神的卓越工程人才成为我国

产业发展和取得国际竞争优势的当务之急。工程训练中的教育体制与管理模式要顺应新工科建立与发展需要做出根本性的转

变，从形成价值塑造、能力训练、知识传递的三位一体的新时期教育方针新理念的需要进行以结果导向、项目导引、赛课结

合、创新实践导向的工程教育内容和模式的转型，创建人工智能、智能制造、互联网相结合的协作开放共享平台，致力于培

养卓越工程师、培养复合型创新创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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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engineering training and teaching mode can no longer meet the needs of engineering talents in the new era, 

so cultivating a group of outstanding engineering talents with craftsmanship spirit has become an urgent task for Chines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obtaining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he education system and management mode in engineering training 

should be fundamentally transformed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new engineering disciplines. From 

the need to form a trinity of value shaping, ability training, and knowledge transmission in the new era of education policies and new 

concep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content and mode should be carried out with a result oriented, project guided, 

competition course combined, and innovative practice oriented approach, crea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collaborative open sharing platform that combines the Internet, committed to cultivating outstanding engineers and cultivating versatil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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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二〇一七年二月至今，我国教育部主动地推进新工科

构建，陆续实现了“复旦共识”“天大行动”和“北京指

南”，构建了新工科构建的“三部曲”，进一步开辟了中国

工程高等教育的创新方向，并出台了《有关推进新工科研

发与实施的通告》《有关推荐新工科研发与实施工程项目

的通告》，力求探寻并建立领跑世界工程高等教育的新方

式、新实践，主动地助力国家工程高等教育建设。 

另外，随着“新工科”模式的引入并推行后，国家对

新型计算机、高端数控车床和人工智能等各专业人才的规

模要求越来越高、品质要求越来越高，这促使高校加强对

复合型、综合型技术人才的培养，不断提高学生创新能力、

实践能力、整合能力。工程训练是为提高学生工程实践意

识、工程能力的实用性基础教学，通过系列的工程实践练

习，让学生逐步掌握了对机械、电气、信息技术、管理等

学科技能及其在建筑工程领域中的集成与运用的感性认

识与感受，进一步增强了工程与环保意识、质量安全意识

与动手技能，为工程专业基础理论课与专业课的教学打下

了必要的实验平台，为训练学生工程实践技能起到了明显

功效。 

教育回归工程，工程回归实践是高校工程教育的基础

也是关键问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中提出，关于继续做好新形势下高等学校

工程实践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提出，二〇一三年教育部

组建工程训练教指委，将使得工程教育的内容更充实，内

容更全面，涵盖范围更深入，是中国工程教育的重要一部

分。此后教育部积极推动了新型工科建设，使工程教育逐

渐发展成为了我国独具特色的工程实践方法和技术创新

能力培养方式，其思想也同当时国外的工程教育制度在较

大程度上保持一致。 

1 高校工程训练教育模式现状关系 

新型工科建立与发展要以建设创新型、综合性、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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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周期工科教学“新理念”，构建新型工科和传统工科结

合的教育学科特色专业“新架构”，创新实施工程技术教

育培养的“新模式”，培育形成一批多样化、创新性卓越

的科技人才，为国家经济成长与国际竞争提供知识与素质

保障，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长久之策
[1-4]

。针对此新目标，

国内各大高校也相继付诸于行动。上海市交大仝月荣等，

完成了由项目培训中心到学生创新服务中心的转化提升，

构建了面向新工科的实践教育体系
[5]
。通过建设崭新的工

程训练创新体系，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满足学生不同阶段、

不同层次的实践活动的需求，从整体上提升学生的工程实

践能力与创新能力
[6]
。 

地方高校在新工科教育理念背景下，如何对高校的学

生从理念到实践的全过程进行系统的升级，从而实现卓越

人才的培养成为了地方民族高校在实践教学方面需要提

高和完善的重点难题。张建华等
[7]
从双创即如何提高学生

创新创业能力方面着手，提出了一核心三融合的新模式。

以有限的资源提高了学生的创新创业动力，构建了导师为

引领、项目为驱动、竞赛为评价手段的教学体系，提高了

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黄沈权等
[8]
以构建和匹配智

能制造人才培养的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课程体系为目标，建

立了多维协同教学平台和系统化教学模式，从基础知识的

融合、多方资源的融合为学生创造了多样化的教学模式和

平台。 

基于此，工学院工程训练中心作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的工程类必修核心课程，如何使学生从纯理论或纯实践的

单一发展教学模式中解脱出来，从实践中锻炼创新思维，

从实践中提高创新能力，促成新工科综合性创新人才的培

养目标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2 地方高校工程训练发展环境 

针对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趋势、逐步走上新型工业

化道路对现代工程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指导高校进一步

强化对学生工程实践意识与能力的训练，努力形成以综合

性、实践性、创新性、研究性为特色的现代工程实践教育

与研究平台，重点培养锻炼学生的基本动手能力、工程实

践技能和工程管理技能等，让他们熟悉实际工作环境，树

立基本工作能力，接受现代生产、过程、科技、质量控制

等现代工程领域的知识教育与基本培训，逐步学会作业理

论与实践能力，发挥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学生整体素养。 

2.1 教学理念与目标 

地方高等院校想在新工科视域下实现工程教育的国

际化、人才的国际化，人才的培养质量必须达到同等的工

程教育水准，其基础条件就是转变工程教育理念。国内各

大学校纷纷提出了基于结果导入（OBE）理念的教学管理

模式以及 CDIO 教学理念的工程训练教学模式，提出了能

力训练为目标的教学改革方法
[9-10]

。工程训练中心是培养

学生工程技术实际意识与能力的主要课程环节，首先要做

好其功能定位，不仅要把工程训练中心建设成工程能力训

练基地、工程素养培养基地，还要做成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致力于培养卓越工程师、培养复合型创新创业人才，从传

授机械制造工艺知识和技能为主、强化立德树人，转变为

价值塑造、能力训练、知识传递的三位一体的新时代教育

方针理念。 

2.2 教学内容与模式 

在改革工程教育模式和教学理念的同时也要突破传

统的工程训练教育内容和方法，把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相

结合达到无缝衔接，建立以智能制造和一体化培养为目标

的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教学体系和模式
[11-12]

。就是从传统制

造工艺方法和技能训练，如利用钳工、焊工、车工等进行

独立的、分离的工程实践转换为适应产业的发展，适应数

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技术的教学模式，智能制造工

程实践能力和工程创新能力。 

2.3 教学平台与环境 

工程训练中心作为面向各专业学生的综合性实践平

台，目的是打造跨专业、跨学科的综合性工程实践平台，

为本科和研究生提供创新活动的基地，创建数字化、智能

化的智能制造实训创新中心
[13-14]

。工程训练中心需要准确

定位自身在人才培养体系中的角色，根据学校人才培养目

标和产业发展需求重构教学内容、教学平台和教学环节，

要突破传统的模式，突破专业、院系的约束，实现资源开

放和共享，构建协同育人的新发展平台环境，如图 1 所示。 

 
图 1  跨专业人才培养实践平台 

3 工程训练教学体系转型及成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第二十次党代会上的重要讲话

中提到文化、科学、教育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国

的关键。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培养是第一资

本、经济增长是第一推动力，进一步落实国家科教兴国规

划、人才强国战略、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开拓经济

发展与创新合作的新赛道，进一步形成经济新动力新优势。

工程训练中心是培养和训练复合型工程技术人员的前沿、

最基本的教学平台，必须从教育思想、课程和学习平台

上实现系统性的改造，用新理念、新形式、新方式、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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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新内容，融合创造与工作实践，创建全新模式与

平台。 

3.1 教学理念的转型 

工程训练教育是顺应新时期教育方针，实现思想转变

与工作转化，实现培养创新劳动价值观、训练设计观念与

创造力、传播生产过程知识与技术的三位一体的教育任务，

加大内涵建设促进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项目培养强调实

际认知，单纯靠基础教学培养不出技术拔尖的人员和优秀

工程师，而必须以最前沿的科学思想、前沿的科技支持人

才，努力培育他们的项目观、系统观、大局观，努力培养

他们认识问题、发现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工程素质，全面

提高工程训练中心人才培养能力的作用，如图 2 所示。 

 
图 2  三位一体的教学方针理念 

3.2 教学内容的转型 

工程训练教学内容要适应制造强国战略，进行内容转

型和模式转型，创建系统认知、成果导向、项目导引、赛

课结合、创新实践的产教融合的工程教育模式。对于不同

专业、不同学科的学生需要传授不同深度、等级和针对性

的工程训练内容，但是最基础的工程能力训练如金工实习

等是不可或缺且必不可少的，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大数据、

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训练，与各专业融合相关工艺技术

开设创新实训模块。同时运用科学探索与制造工艺实践课

程，训练学生工程素养创新能力，运用赛课结合的创新教

学方法，培养学生创新创业才能。 

3.3 教学平台的转型 

工程培训教育平台要顺应创新的理念，实现机构转变

和渠道转换，打造计算机、智能机器人、网络相结合的协

作开放技术平台，通过科研成果的普及带动国内外工程技

术培训的开展，将创新创业培训融合到工程技术实战培训

之中，勇于创新、激发创意，培养学生建设制造强国的意

志。通过建立数字化设计加工平台，进行数字化、智能化

平台的转型，如建设智能制造工程、精密铸造实训平台、

虚拟仿真实训平台等，使学生自主体验产品设计到加工的

全过程，形成系统认知和思维。尤其在数控加工实训方面，

引进了理实一体化设备并组建了虚拟仿真教学实验室，对

接了国家对虚拟仿真实验平台的大力发展的政策，并且在

实践教学过程中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及提高了学生

对数控机床的理解和操作能力，从而实现了虚实结合的新

型教学平台的升级。 

3.4 教学体系转型成效 

课题组通过“三个转型”，即以三位一体教学理念的

转型实现了学生创新理念的提高，通过以成果导向和项目

引导为基础的教学内容的转型实现了学生工程创新能力

的提升，通过多维度多学科融合的教学平台的转型提供了

学生多方面发展的需求，从而在地方高校工程训练中心在

培养新工科人才的各种问题上成效显著。 

通过工程训练教学体系的转型，学生在创新创业和学

科竞赛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显著提高，并且通过赛课结

合、以学促赛、以赛促学的方式，近几年学生在全国大学

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中获省级三等奖一项、一等奖三

项、国家级三等奖一项，在全国大学生系列科技学术竞赛

中获国家级一等奖一项，在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中获国家级二等奖一项等多项奖项，成果丰硕，证明了地

方高校在新工科背景下的工程训练教学体系的转型的可

行性。 

4 结语 

通过工程训练在教学理念方面的三位一体模式的转

型、产教融合的教学内容转型、协作开放的教学平台转型，

并充分运用了工程训练中心丰富的设施资源、人力资源、

场地资源，以适应各类学生对工作实践、工程技能素养、

创新创业等领域的需求，进一步提高了学生的工程素质与

创造力，把学生培育成有思想、能动手、会创造的富有工

匠精神的优秀工程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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