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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科技特派员制度引领下的先进陶瓷方向实践教学创新与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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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技特派员制度是地方高校科教融合的重要抓手，科技特派员制度搭建了“高校联动企业、专业联动产业、理论教学

联动实践”的桥梁，增强了高校与基层、企业的合作与交流，实现了双方的互利共赢，取得了科教融合的效果。高校教师作

为科技特派员，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高了自身的应用能力，尤其是在实践课程教学内容与产业技术发展相结合方面，

开展的实践课程内容能够做到有的放矢、重点突出，人才培养计划修订目标明确，进而提升了地方高校的教学质量。文章基

于特派员制度，以石家庄铁道大学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先进陶瓷方向课程实践改革为目标，从实践教学思路、实践教学设计、

教学过程、考核方式和实验成果产出等方面，对专业培养方向涉及的材料性能与制备、专业技能训练、岗位实习及毕业设计

等实践环节进行分析探索，以满足提升学生创新研究能力及综合实践能力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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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er system is an important lever for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in local 

universities.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er system has built a bridge for "university enterprise linkage, profes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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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s, achieved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results, and achieved the effect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integration. As scien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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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amics in the field of inorganic non-metallic materials engineering at S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sity. From the aspects of practical 

teaching ideas, practical teaching design, teaching process, assessment methods,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output, the article analyzes 

and explores the practical aspects of material properties and preparation, professional skills training, job internships, and graduation 

design involved in the professional training direction, in order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enhancing students' innovative research 

ability and comprehensive practical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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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创新教育质量是我国高等教育工作中的迫切要

求。《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

培养能力的意见》中强调，强化科教协同育人，要“将最

新科研成果及时转化为教育教学内容，以高水平科学研究

支撑高质量本科人才培养”。加强科教融合，以科学研究

促进专业实验教学改革与创新越来越受到重视。科教融合

将大学的两项基本职能“教学”与“科研”融合起来，强

调研究性教学与学习，科研要反哺教学。将科研成果与实

验教学有机融合，构建教学与科研协同发展、相互促进的

人才培养新体系，对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意义重大
[1-3]

。

科技特派员制度是地方高校科教融合的重要抓手。随着科

技特派员制度实行以来，促进了科研成果转化，进企派驻

帮扶活动提升了教师发现、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不仅要找到企业的技术需求、人才需求与教育教学之间的

契合点，更要通过实践提升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学改

革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水平，继而反哺对学生的教学过程，

将学生的培养、实习融入企业实践中去，真正做到学、研、

用有机结合
[4,5]

。因此，在国家一流专业建设背景下，基

于科技特派员制度，将其取得的实践创新成果应用于学生

的专业技能训练实践教学培养过程，实现科教融合，形成

实践项目案例库，继而通过对专业技能训练实践课程的教

学设计、教学过程、考核方式和实验成果产出等方面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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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满足提升学生创新研究能力及综合实践能力的要求。本

文将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与探索。 

1 实践教学总体目标建设 

在“产学研”建设大背景下，对学生的培养尤其是实

践能力的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摒弃以往过多注重理

论教学而实践能力培养不足的问题。因此，迫切需要优化

实践教学培养目标和设计，真正落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提高对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近些年，在科技

特派员制度实施以来，高校教师走入企业，帮助企业解决

难题，同时也提高了教师解决实际问题的科研能力，做到

产学研的相互结合。在服务企业过程中，教师能够明锐地

把握企业的实际问题，对症下药，解决实际问题，同时，

这些具体的项目经验能够反哺教师的教学，在教学中真正

做到“研以致用”。教师能够将这些企业产品开发过程中

的具体问题，在不涉及企业机密情况下，形成实践项目案

例，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指导学生开展相关工作，以锻炼学

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一步也能激发学生的实践兴趣，

提高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 

基于此，本专业实践教学建设形成以下建设总体目标：

以学生为中心，成果产出为导向，依托科技特派员制度取

得的成果，形成先进陶瓷方向实践教学项目案例库，继而

在学生实践教学培养过程中，达到科教深度融合，从初级

阶段的材料制备与实验、中级阶段的专业技能训练和岗位

实习，以及高级阶段的毕业论文或设计，激发学生的求知

欲，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创新实践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

同时厚值学生“材料”情怀，实现国家一流专业建设对于

人才培养的目标，如图 1 所示。 

 
图 1  实践教学总体建设目标 

2 实践教学过程中创新思路分析 

河北省科技特派团/员制度和石家庄市科技特派团/

员制度实施以来，专业教师们积极联系相关领域企业，通

过在这种制度引领下，建立对接关系，积极服务企业，为

企业解决产品研发、产品生产、人才培养等方面问题。更

进一步，针对某一重点产品难题，教师也会与企业联合设

立课题或者申报国家省市等重点攻关项目，实现产学研有

效结合，助于企业解决问题同时，提升教师解决实际问题

的科研创新能力。教师的主体是教学，教书育人，能够将

基于科技特派团/员制度取得的项目成果，形成项目案例，

以实际生产中遇到的问题为导向，修订先进陶瓷方向本科

生实践教学大纲，实现科教深度融合，形成实践项目案例

库，贯穿于学生实践培养整个过程。将科技特派团/员制

度实施以来获得的成果纳入本科生实践教学体系，优化实

践教学内容，建立进阶式实践项目案例资源库。紧扣“科

教融合”理念，坚持实践属性-深挖育人价值，开展实践

教学前-中-后的三层进阶式设计。同时深挖实践教学相关

的思政元素，融入实践教学实施过程，实现思政育人实践。

针对考核内容，形成实践教学评价，注重“教与学”的实

践过程反馈。 

 
图 2  实践教学创新思路 

3 实践教学课程设计 

3.1 紧扣“科教融合”理念，构建实践课程体系 

教师作为科技特派员的主力军，在企业一线开展科技

研发、推广与服务工作，充分发挥特派员纽带作用，围绕

材料以及相关产品研究和生产过程的实际问题，以需求为

导向构建本科生实践课程体系。按照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

路径，科学安排实践课程次序；以知识应用为导向完成实

践教学设计，重构实践课程知识体系，开发材料研发和生

产实际场景的知识应用型体系，在科技特派员的场景、项

目、案例中开展实践教学。 

3.2 坚持实践属性，培养创新性实践能力 

建立材料研发及产品开发的本科生实践能力培养机

制，将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实践属性贯穿本科生创新性实践

能力培养全过程。聚焦一批“材料研发及产品生产”问题，

教学课题组利用科技特派员师生团队，搭建创新实践平台，

打造科技特派员基地联动的创新实践模式。实现人才培养

过程与生产实际融通、知识探究与问题解决实时融合，在

解决实际问题中提升本科生的创新实践能力。 

3.3 深挖育人价值，厚植学生“材料”情怀 

将科技特派员企业作为育人的重要阵地，打造多维度、

系统化的实践教育教学体系，完善全员参与、全过程贯穿、

全方位协同育人的“大思政”格局。深化劳动教育，通过

科技特派员身体力行的示范、带动式的劳动教育，在岗位

场景、岗位实践、实际劳动的深度体验中厚植材料类学生

的“材料”情怀。引导学生积极服务材料及相关产品研究

和生产，强化职业认同和职业素养的养成，将价值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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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融为一体。基于此，根据科技特派团

/员制度取得的成果，打造进阶性实践教学模块，设立初

级阶段的材料制备与实验（分割式实验）、中级阶段的专

业技能训练和岗位实习，以及高级阶段的毕业论文或设计

模块，注重在学生实践培养过程中实现科教融合，提升学

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如图 3 所示。 

 
图 3  进阶性实践教学模块 

4 实践教学课程考核设计 

基于科技特派员制度取得的成果建立的实践教学体

系，在对学生开展实践教学过程，需要准确把握评价标准，

较全方位地评价学生实践的各个环节，这对于提升和调动

学生的积极性具有极大促进作用。因此，重构新的实践教

学课程考核尤为重要。立足于特派员制度的优越性，从科

学思维，实践能力锻炼方面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实践教

学考核主要包括文献调研、实验方案设计、实验操作、数

据结果整理与分析、实验报告、小组讨论协作考核、组员

互评和 PPT 答辩，整个评价过程中注重学生的实践过程考

核，将课内外实践相结合，将科学技术与工程素养相结合，

既注重知识与技能的掌握，又注重思想与素质的提升，各

部分分值如表 1 所示。 

表 1  实践教学考核设计 

考核内容 所占分值/分 

文献调研 10 

实验方案设计 10 

实验操作 10 

数据结果整理与分析 10 

实验报告 30 

小组讨论协作 5 

组员互评 5 

PPt答辩 20 

5 实践教学成果产出 

基于科技特派员制度取得的成果，实现与无机非金属

材料工程专业先进陶瓷方向学生的实践过程的科教深度

融合，形成初级-中阶-高阶分层次的实践项目案例库。同

时，紧密结合学科发展和学生培养目标，实时更新实践案

例。在材料制备与实验，专业技能训练和毕业论文或设计

实践训练过程中，引入不同层次的实践案例，学生会经历

完整的项目实践过程，会真正体会到企业在研发或者开发

产品时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式，这种方式会激发学生的实

践热情和积极度，也会锻炼学生新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这种产教学融合的实践训练过程，将为学生去企业顶岗实

习奠定坚实的基础，助于学生带着问题去企业实践，了解

企业产品，提高学生的认知水平。同时对学生在大四年级

开展毕业论文或设计提供基础，让学生能够从解决问题的

角度去思考自己的课题或任务，清晰地认识到通过毕业论

文或设计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科教深度融合的实践项

目，对提高学生的自主探究和科研能力，全面提升人才培

养质量有着积极促进作用。 

6 结语 

“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科教融合教学模式始终被认

为是培养高水平人才的关键措施之一。尤其在本科生实践

课程建设中融入科教融合模式，对于培养具有创新意识、

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创新型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在学生实践教学培养过程中，往往没有形成应用课题

和现实真问题的产生机制。而实践性是科技特派员制度的

内在质性，以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实践性促进学生培养方式

转变，是实践教育、劳动教育真正发挥作用的有效途径，

这为我们改革创新学生实践能力培养模式提供了方向。 

基于科技特派员取得的成果，对学生实践课程开展科

教融合创新改革，同时建立相关的实践教学辅助创新体系。

对实现科研与实践教学的结合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有助

于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这种结合可有效激发学生的

探索兴趣和学习自主性，在培养工科专业创新型及应用型

人才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作为科技特派员，能及时掌握企业的新技术、新需求，

把工作中发现的问题、难题作为项目解决，带领学生参与

到项目的全过程，提高学生实践、自学、沟通与表达等综

合能力水平，使学生获得对复杂系统的适应及调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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