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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背景下高校机械类课程群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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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结合新工科和专业认证对机械类人才新要求，构建了知识-能力-素养三个层次模型，指导重构课程群模块化体系建设，

优化课程设置，整合课程资源，构建以“工程基础-结构工艺设计-加工制造技术-检测控制技术-工程应用于创新”为主线的

十大课程群，对于新形势下，培养高质量机械类应用型人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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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bined with the new requirements for mechanical talents in the new engineering and professional accreditation, a 

three-level model of knowledge - ability – quality was constructed to guide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modular system construction of 

the course groups, optimize the curriculum setting, integrate curriculum resources, and construct ten curriculum groups with the main 

line of "Engineering foundation - Structural process design - Processing an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 Detection and control 

technology -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and innovation". This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applied 

mechanical talent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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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7 年 2 月国家提出的“新工科”不仅包括新兴工

科专业建设，还包括对现有工科专业的优化升级，同时强

调工科为主的学科实用性、智能+、交叉性以及综合性，

核心要点在于培养能够适应新技术和新产业发展的高素

质应用型人才。2018 年召开的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

也提出了推进传统专业改造升级，这些都对传统工科专业

带来了冲击和挑战，机械类专业作为传统工科专业，转型

升级迫在眉睫。用人单位不仅要求机械类专业人才具备扎

实的机械设计、制造、自动化等传统专业需具备的基础知

识，还期望他们掌握更多先进的信息技术、自动化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等，具备跨学科的综合知识体系和创新实践

能力，以及能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1]
。然而，当前

多数高校的机械类专业课程设置和培养模式在一定程度

上已难以满足当前的社会需求
[2,3]

，典型问题包括课程的

知识体系相对陈旧，不同课程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和整合，

以及实践环节相对薄弱等，难以适应当前行业对应用型人

才的需求。 

课程群建设作为高校教学改革的重要举措和研究内

容之一，对于机械类专业的发展和高质量人才培养具有重

要意义
[4]
。通过课程群建设，能够打破课程之间的壁垒，

整合教学资源，优化课程体系，实现课程内容的有机融合、

衔接和支撑。同时，通过课程群建设还能够强化实践教学，

通过构建综合性、创新性的实践教学项目，培养学生的实

践能力、创新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

素质和就业竞争力。因此，在新工科背景下，结合工程教

育专业认证需求，优化机械类专业课程设置，强化课程群

建设，对于培养高质量机械类应用型人才，具有十分重要

的现实意义。 

1 机械类专业课程群建设现状及尚需解决的问题 

课程体系是高校实施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支撑着人

才培养过程中毕业要求的达成，作为介于专业课程体系和

单独课程之间的课程群，不是简单的课程堆砌，而是有机

整合，形成一个协同共进的有机整体，具有关联性、逻辑

性以及整合性等特点，也是从事高等教育研究者十分重视

的教学改革内容。 

基于新工科的内涵与特征，林健
[5]
重点分析和研究了

新工科专业课程体系改革和课程建设中的任务和核心工

作，从课程体系的价值取向、构成要素、模块化以及教育

目标的分解落实等方面设计了课程体系架构，并基于该架

构，探讨了合作共建课程模块以及课程体系改革成功关键

要素等问题。针对机械工程传统知识导向型课程设置易形

成“知识孤岛”，熊敏
[6]
等通过构建“能力－知识－课程”

矩阵，建立机械设计课程群架构，以理论类课程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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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践类课程为载体，促进学生“有知识—用知识—创新

知识”的机械设计能力递升。王铁军
[7]
等基于对机械设计

课程群体系结构的分析，消除了课程群间冗余内容，合理

衔接教学内容，从理论课、课程设计和实验课教学以及工

程软件应用等方面开展了机械设计课程群的工程化改革

研究。岳勇
[8]
等基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需求，从课程群教

学架构、实践教学、创新能力培养等方面研究了机械基础

课程群构建与一流专业人才培养相适应的课程体系和培

养模式。赵亮
[9]
等针对应用型本科机械设计课程群建设，

整合、优化、更新了教学内容，并开展了课程群课程思政

系统建设，构建了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培养解决复杂工程

问题能力的教学模式与方法。从相关文献可知，面向新工

科和工程教育认证需求的机械类课程群建设研究成果不

多，具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机械类专业课程群的范畴广泛，涵盖了机械设计、机

械制造、机电一体化等多个专业方向。在每个专业方向下，

又包含了一系列相关的课程。以机械设计专业方向为例，

典型课程包括机械制图、机械设计、机械制造技术、机械

优化设计、计算机辅助设计等；机电一体化专业方向的典

型课程则包括机械设计、电工电子技术、自动控制原理、

机电传动控制、数控技术等。这些课程相互关联，共同构

成了机械类专业的课程体系，为培养适应不同岗位需求的

机械类专业人才提供了有力支撑。尽管各高校在机械类专

业课程群建设上做出了努力，但当前课程体系和课程群建

设方面仍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首先，课程之间内容重复

的问题较为突出，比如机械制造类课程中，机械制造工艺

与数控加工技术等课程部分内容重叠，机械设计类课程中，

机械原理和机械设计两门课程在机构运动分析和零件设

计分析等内容上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复。其次，课程之间的

前后联系不够紧密，缺乏系统性，部分课程开设顺序未能

充分考虑学生的认知规律和知识的逻辑结构，同时课程之

间的衔接不够顺畅，任课老师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作，

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第三，课程群建设中，实践能力培

养和提升不足，不能满足当前社会对工科人才的实际需求。 

在深刻理解“新工科”以及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内涵、

特征、内容以及目标的基础上，西安工程大学机电工程学

院紧密结合学校办学定位和特色，定期修订专业培养目标

和培养方案，加强教育教学改革。在课程群建设方面，坚持

以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OBE理念、认证标准和新工科内涵为理

论依据，积极开展关于课程群教学内容相关建设和探索。 

2 基于三维模型重构专业课程群模块化课程体系 

基于新工科、工程教育认证机械类专业标准及补充标

准、机械类专业国家质量标准，明确核心要义，梳理总结

机械类专业人才能力变化的具体要求，构建知识、能力和

素养三个层级的模型指导专业课程群模块化体系建设，如

图 1 所示。 

 
图 1  面向新工科的机械类人才知识-能力-素养三个层级模型 

知识维度以课程体系为支撑，增加机电、控制、材料、

计算机等多学科交叉知识、纺织行业特色知识、制造前沿

类知识以及人工智能相关知识，完善新工科所需的机械类

人才知识体系。能力维度突出工程实践和创新能力培养，

聚焦机械制造领域工程应用能力、机电液控多学科交叉能

力、行业特色纺织装备研发能力。素养维度重在突出工程

伦理、职业道德、可持续发展、合作交流、终身学习等综

合素养。 

3 整合课程资源构建课程群为模块的知识体系 

机械类专业课程群建设首先需要打破课程之间的课

程壁垒，整合课程教学资源，优化课程体系，实现课程内

容的有机融合，减少课程内容的重叠，突出不同课程在知

识层面的关联性和完整性。同时，课程群建设还需要加强

实践和工程创新类教学，培养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以及

团队协作，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就业竞争力，培养符合

新工科需求的专业人才。 

西安工程大学机电工程学院以新工科和工程教育专

业认证要求为依据，按照知识-能力-素养的变化修订机械

类专业培养方案，形成了“工程基础-结构工艺设计-加工

制造技术-检测控制技术-工程应用于创新”为主线的十大

课程群机械类专业课程体系，如图 2 所示。 

 
图 2  新工科背景下的机械类专业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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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基础课程群传授学生工程相关基础类知识，培养

学生基本工程素养，为后续解决机械领域复杂工程问题奠

定工程基础；公共基础课程群主要包括五大模块，重点传

授学生人文、自然、社会、信息技术等方面的基础知识，

培养其家国情怀、创新意识和基本素养；机械基础课程群

和实践课程群主要通过夯实工程制图、机械原理、机械设

计等机械专业基础知识，提升学生机械结构和工艺设计能

力以及实践能力；完成结构设计后进入加工制造环节，加工

制造课程群和实践群助力学生掌握机械制造加工工艺，熟悉

各种加工设备和先进制造加工技术；检测电控课程群和实践

课程群使学生能够掌握电液气控测等基本原理和综合应用；

前沿交叉课程群关注机械制造领域当前热点和未来发展，将

智能制造、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融入课程体系，培养学生

灵活运用这些交叉多学科知识解决机械类复杂工程问题的

能力，拓展学生未来视野，服务行业未来需求的能力。综合

创新实践课程群，通过设立独立的综合实践课和创新实践课，

提升学生在实践中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以及学生的创新意

识和创新创业能力。在课程群中将纺织机械类行业特色课程

如《纺织机械概论》《智能纺织装备》《纺织机械动态性能测

试》等融入其中，突出了学校的行业特色。 

4 结语 

在新工科背景下，结合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要求，修订

提升机械类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方案势在必行。本文以西

安工程大学机电学院机械类专业为例，结合相关专业通过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以及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和陕西省一

流专业建设过程中对培养方案的修订和完善，重点阐述了

基于课程群建设的课程体系优化，建立以“工程基础-结

构工艺设计-加工制造技术-检测控制技术-工程应用于创

新”为主线的十大课程群，突出智能化、信息化、人工智

能和行业特色课程的融入以及实践能力提升对人才培养

质量的重要性，切实提高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符合行业人才需求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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