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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专业方向课是一类注重将理论知识运用于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课程，承担着培养学生综合素质能力与实际工程应用能

力的重要作用。然而，目前的课程存在着体系较为独立、理论与实践结合不够紧密以及课程考察相对刻板等问题，使得其难

以支撑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相关指标要求。文中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角度出发，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以及考察方式三个方

面探索改革模式，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工程实际问题贯穿始终，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引导其积极思考，最终提高学生的

工程实践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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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fessional orientation course is a kind of course that focuses on applying theoretical knowledge to solve practical 

engineering problems.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ultivat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ability and practical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ability. However, the current curriculum system is relatively independent,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s not 

close enough, and the curriculum investigation is relatively rigid,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support the relevant index requirements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form mode in three aspects: teaching methods, teaching contents and investigation methods, gives full play to the main 

position of students, runs through the actual engineering problems, improves students' participation, guides them to think actively, and 

finally improves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bility of engineer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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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是国际通行的工程教育质量保障制度，是实现工程教育、工程师资格国际互认的重要基础，也

是促进我国工程教育改革，加强工程实践教育并提高工程教育质量的重要举措，通过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可实现国际互

认，积极推进世界范围内的人才流动，有效的提高工程教育人才培养对世界范围内的工业产业适应性。在最新的工程

教育专业认证要求中已明确将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作为培养目标，对于

众多的工科专业来说将学生打造成为能够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高级应用型人才即为理想的人才培养模式。 

专业方向课为部分工科专业面向不同就业方向开设的具有针对性的专业必修课程，其通常开设在毕业设计前的一

个学期，主要实现将理论知识与工程实际相结合，并结合地区产业特点突出方向特征，该部分课程往往并非独立存在

而是几门课程形成一个体系用以支撑某一研究或就业方向，专业方向课程与后续的毕业设计以及最终的就业关联度较

高，可使学生在从事同方向工作或研究过程中具备一定的基础条件与竞争优势。但是，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过程中

发现目前的专业方向课程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对目标的支撑不够充分，仍然有着较大的改进空间，而持续改进也正

是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三大核心理念之一，因此有必要对专业方向课的课程建设进行研究与探讨，提出改进方案，本

文以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冶金机械方向课程为例，进行专业方向课程建设研究。 

1 课程问题剖析 

专业方向课程作为大学期间最后的讲授课程，起到将理论知识与工程实际紧密结合的桥梁作用，是实现应用型人

才培养的落脚点，以机械专业冶金机械方向课为例，其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 12 个毕业指标点中支撑了 5 个指标点，

是整体课程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其课程定位为培养学生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 改进和设计冶金机械设备的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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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并使学生受到科学研究方法初步训练的综合性专业课程，但是目前所设置的专业方向课程中，仍存在着以下几

方面的问题： 

（1）教学内容方面仍以传统理论知识为主，重知识、轻技术，使用的仍为多年前的经典教材，但工业技术已得到

了飞速的发展，实际的工程问题也在层出不穷，而现有知识体系与内容并未随着工程技术的发展同步更新，所授内容

更接近于该方向的基础理论，对实际应用以及综合能力的培养作用十分有限，难以对应用型人才这一培养目标提供有

力支撑。 

（2）教学方式上仍以传统的知识点讲授为主，而由于学生对生产情况与设备的不熟悉使得只能更多的依靠记忆，

缺少了对知识运用以及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培养，造成了不好学、不好记、不好用的直观感受。 

（3）学生的参与度与兴趣点较低，一方面偏重理论知识教授的专业方向课程较为枯燥，另一方面学生难以融入课

堂之中，工程背景的缺乏显得与课程格格不入，相对传统的考核形式也使得学生难以摆脱死记硬背拿到学分的观念。 

（4）在考核方式上仍主要以试卷对知识点的考查为主，与常规必修课考核形式区别不大，未体现出专业方向课在

整个课程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以及特定的指标支撑，同时忽略了对学生所具备的将理论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

能力考核，造成了考核内容不足以支撑相应指标点，而考核成绩也难以反映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的情况。 

（5）课程之间相对独立，即未反映出几门专业方向课程在知识体系以及工业应用上的关联性，也未做到将已学课

程的知识串联到课程中并对后续毕业设计起到良好的支撑，没有有效的体现其由理论到实践的桥梁作用，在最终的毕

业设计中专业方向课所学知识体现的并不充分。 

因此，为满足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需求并提高学生的工程实践综合能力，针对专业方向课程从教学方法、教学内

容以及考查方式等方面做出持续改进，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强有力支撑。 

2 教学方法的改革 

2.1 工程实际问题贯穿整个课程 

首先在专业方向课程的师资队伍配置上应优先选用具有工程实践背景的老师（曾在企业任职或与企业间有横向课

题）。授课过程中采用工程问题引导教学的方式，课程开始时提出一个与所学内容相关的实际工程问题，并在该部分内

容讲授完成后由学生解答，由问题引导学生学习与知识点掌握，如在讲授轧机弹跳曲线时，首先给出一张实际带钢轧

制过程中出现断面楔形缺陷的板廓曲线，并要求学生在下课前分析其产生的可能原因有什么，通过回答过程考核学生

掌握情况并加深对知识点记忆，同时每节课留有一定时间对该工程问题在分析与解决过程中采用的方法进行引申，如

针对上面的问题引申出轧制过程中板形调控手段的发展以及非对称调控的出现背景与工程意义，这样一方面拓宽了学

生的视野另一方面也培养学生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使学生认识到解决书本上的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存在着明显的不

同，而理论学习的落脚点一定要回归到工程实际问题，逐步培养其综合能力。 

2.2 注重整体课程体系的合理性与完整性 

专业方向课程之间存在着较为紧密的联系，如针对冶金机械方向三门课程分别为炼铁机械、炼钢设备以及轧钢机

械，其在工业生产中存在着明显的上下游关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但是在授课过程中每门课程之间相对独立，虽然三

门课程在理论内容上独立存在，但是应用与实际工业生产中是有着较强的关联性，为培养学生分析解决实际工程问题

的能力就必须要将三门课程串联起来，以生产工艺为主线，注重课程间的相互联系与工艺特点，强调连贯性与相应的

耦合关系。而作为将理论知识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代表性课程，一定的工程背景是必不可少的，而工程背景的提供不

能单纯的依靠专业方向课程中的授课内容，还应将相应的实践类环节高效的利用起来，如在认识实习中配合直观的模

型、设备与工艺录像培养学生对工程实际的直观感受与认识，在生产实习中熟悉工业生产内容了解实际生产中的基本

要求与理论知识在生产中的应用，结合专业方向课程的学习实现在毕业实习以及毕业设计中有的放矢。 

2.3 注重知识点的串联 

对于工程实际问题，其产生并非因为单一原因，而解决问题也并非使用单一手段，往往都是多方面因素的耦合作

用，这就需要在知识点掌握的过程中注重其关联性，针对专业方向课程中知识点多而杂的特点采用知识点串联的方法

辅助进行对比记忆，一方面加强学习效果，另一方面提高对比分析与归纳总结的能力，如图 1 所示为针对板带轧制过

程中板形控制的整体逻辑关系，每一部分都体现着课程中所授的知识点，通过主线串联将知识点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方

便记忆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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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板带轧制中板形控制知识点串联主线 

3 教学内容的改革 

针对当前所讲内容采用工程问题引导、凝练重点、梳理关系、串联知识点的方法使得学生能够更好的把握重点快

速记忆领会并能够投入工程问题的分析与解决中使用；在原有基础理论知识之外增加现有先进技术（如超薄带钢轧制、

以热带冷技术、无头轧制技术等）与冶金工艺设备的发展介绍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并使其能够做到与时俱进，了解工

艺的发展进步为后期毕业设计与就业提供知识支撑，并采用分组查阅的形式针对小组成员感兴趣的加工工艺或零件，

组内分工形成简要的报告，并做成 5 分钟左右的汇报 ppt 在课上进行展示，一方面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的

课堂参与度，另一方面也锻炼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在课堂中注重以所承担参与的横向课题为例讲授如何使用现有理论

知识分析实际工程问题，并得出合理有效的解决方案，并对改进效果进行分析，明确理论与实际之间存在的偏差，主

动培养学生的工程实际意识。 

4 考察方式的改革 

         

工程实际问题（板形缺陷）          调控手段分析（文献查阅）        现场数据采集处理分析 

 

 

        

                                   数据量化                          问题确定（应用课程理论知识） 

图 2  大作业主线 

现有作业形式主要以知识点的考察为主，无法真正考察学生的掌握情况也无法实现通过课后作业达到对学生综合

能力锻炼的目的，同时刻板的作业形式造成了抄袭现象明显的情况进一步弱化了课后作业在整门课程中所占的地位，

针对课后作业部分的改革重点仍然体现在工程问题的全程引导模式，课后考察以大作业的形式布置，大作业贯穿于整

个授课周期的始终，学生无法短时间内完成，而是随着知识的积累逐步推进，与工程项目的解决过程比较接近，如图 2

所示为一个大作业的例子，首先将现场实际的工程问题布置给学生，学生需要结合所学内容结合查阅文献与资料得到

能够引起该问题的原因可能有哪些，之后将现场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利用所学理论知识在多种原因中确定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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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对前述的定性分析进行量化，最终结合多方面的知识与分析得出改进思路，并形成报告，其整个过程与实际的工

程项目处理较为接近，能够使学生更早的接触实际工程问题的求解过程得到综合锻炼，同时也将所授的理论知识真正

的与实际问题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在大作业完成的过程中采用学生自由组合建立小组的方式，通过预习、自学以及

文献查阅的方法分工合作完成作业形成报告，并抽取小组进行简单讲述，不仅提升学生个人综合素质、弥补了现有本

科生在资料查阅、问题提炼等方面的不足，更是锻炼交流沟通能力，适应创新型人才与工程教育认证中相应目标的培

养，而该类作业的布置也很好的避免了作业抄袭情况的出现，跟更够从作业反映出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与投入度，做

到合理考察与评价。同样的在最终的考试中也要注重开放性试题的布置，考察学生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重点考察学

生的逻辑性以及将理论知识运用于实际问题的能力，答案有多重能够解释合理即可，避免了分数高低由记忆多少决定

的不合理考察形式。 

5 结论 

基于专业方向课具有专业性与针对性较强，更多的面向于实际工程问题，更注重对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综

合能力培养的特点，在课程建设中更加注重课程体系的完整性与关联性，并在各实习与设计环节中针对性培养，提出

以实际工程实例引导问题分析与解决的思路，使得上课过程不在局限于书本知识的死记硬背，而是将理论知识应用与

实际问题中，培养学生资料查阅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语言组织能力、问题挖掘与分析能力以及自学能力，提高学生

的综合素质，使其可以更好的从大学向社会过渡，也提高了学生在本方向领域中的竞争优势，同时完成工程教育专业

认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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