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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应用型本科高校存在办学历史较短、基础条件和师资队伍薄弱、固有办学模式僵化等问题，深化应用型

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是提高应用创新人才培养质量的紧迫任务。机械类专业应用创新人才是建设创新型国

家、发展现代产业的重要动力，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国外高新技术封锁等问题，分析了传

统应用型人才教育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论证了机械类专业应用创新教育体系的内涵，讨论了建立机械

类专业应用创新教育体系的必要性，面向产出创建了具有应用型教育特色的、以提高学生“跨界思维能

力、工程实践能力、科技创新能力”为主要目标的应用创新教育体系，阐述了应用创新教育体系的建设

过程。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区域经济和现代产业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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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such as short school 
history, weak basic conditions and teaching staff, and rigid inherent school running mode. Dee-
pen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is 
an urgent task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application-oriented innovative talents training. The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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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ied innovative talents of the machinery specialty are the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building an 
innovative country and developing modern industry. Facing the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
nological revolution, industrial reform and foreign high-tech blockad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raditional applied talents education system, demonstrate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applied innovative education system of the machinery specialty. The applica-
tion innovation education system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pplication-oriented education and 
the main objective of improving students’ cross-border thinking ability, engineering practice abil-
ity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bility is created, and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application innovation education system is expounded,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applica-
tion-oriented talents for building an innovative country, developing regional economy and mod-
er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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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智能装备和智能系统的技术含量和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迫切需要应用型本科高校适应新形

势，培养大批高素质应用创新人才[1]。而传统应用型人才教育体系存在较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三个

方面：一是产教融合协同育人作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要模式，存在着企业缺乏产教合作动力、高校缺

乏双师双能教师、专业服务产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契合度不高等问题[2] [3]。有必要重构校企“双

主体”共建机制，解决以学生为中心、面向产出(课程目标、毕业要求)进行人才培养，实现产出导向教育

的问题；二是应用型高校的教学设备普遍滞后于企业，这是制约合格技能培养的主要因素，要实现这种

转变，必须在实践平台体系的构建中拓展网络化、模拟化等手段，实现模拟训练器材网络化、系统化、

综合化，同时将模拟训练和原理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提高模拟训练的水平和层次，使仿真设备、虚

拟环境告别以单系统为主的旧时代，进入以多系统综合、多平台互联为依托的一体化综合实践教学时代，

将校内专业实验室、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和高端科研平台结合起来，形成立体式、多系统、多平台的协同

训练体系；三是与“双一流”院校相比，应用型本科院校生源质量及综合素质相对不高、评价体系不完

善。需要构建新的应用创新能力评价体系，确保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以解决应用创新人才培养过程

中知识、技能、创新等认知能力与情感、意志、素养等非认知能力的全方位发展性评价问题。 
针对传统应用型人才教育体系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深化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应用创新教育

体系，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在当前制造强国的大背景下，机械类专业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必须坚持

适应国家产业调整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始终把“跨界思维能力、工程实践能力、科技创新

能力”培养作为核心进行设计和展开，着重强调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养成协调发展，即以素质培

养为目标，以知识学习为牵引，以能力训练为过程，贴近制造业需要，贴近工程实际环境、贴近制造业

信息化设置课程体系和评价体系，合理运用教学资源，集原理验证、技能训练、多平台协同实训于一体，

多层次地满足机械类专业应用创新的需要，最大幅度提高学生的应用创新能力。因此，建立一套科学的

机械类专业应用创新教育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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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机械类专业应用创新教育体系的内涵 

2.1. 机械类专业应用创新教育体系的构成 

珠海科技学院作为应用型本科高校，始终坚持培养创新性、应用型人才的办学定位，我们以教育部

产学合作专业综合改革试点立项为契机，面向产出提出了具有应用型教育特色的、以提高学生“跨界思

维能力、工程实践能力、科技创新能力”为主要目标的“1-2-3-4”应用创新教育体系，即以机械类专业

应用创新人才培养为中心(“1”)，校企双主体(“2”)共建，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三位一体”

(“3”)育人，学习过程性评价、课程终结性评价、创新能力评价、思政教育评价有机融合的“四评融合”

(“4”)保障，即通过实施专业共建、共享、共赢的校企双主体机制(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共同参与专业建

设、共同组建教师队伍、共同实施教育教学、共同开展专业考核、共同促进实习就业)，学生毕业时，由

主体企业负责优先推荐到本企业或客户企业就业，充分体现“政府出政策、企业出岗位、院校出人才”

为核心的协同办学优势，形成面向产出的全链条育人机制。其构成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Composition of applied innovation education system for machinery majors 
图 1. 机械类专业应用创新教育体系构成 

2.2. 机械类专业应用创新教育体系的核心内容 

机械类专业应用创新教育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一是贯彻“新老工科互补、产业跨界适用”的理念，

重构“基础理论、交叉学科及工程实践”三大系列的核心课程体系(课程团队、核心课程群、教材体系和

企业课程)，强化工程背景，解决机械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产业发展的适应性、专业服务产业和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契合度等问题，着力培养学生跨界思维能力；二创建支撑工程实践能力培养的平台赛

项联动机制，面向系列课程体系，搭建“校内实验室–校外实践基地–高水平实践平台”立体化实践平

台体系，使学生在近似实际的环境中进行创新设计，较为真实地了解高端企业创新环境，以适应产品创

新的需求，达成工程教育的目的；三是形成“兴趣引导–项目驱动–主动实践–应用创新”全过程科创

教育体系，引导学生根据自身兴趣爱好选择项目，营造研学赛结合的创新氛围，稳步提升学生科技创新

意识；四是通过将“学习过程形成性评价、课程终结性评价、创新能力评价与思政教育评价”有机融合，

构建应用创新能力评价体系，解决应用创新人才的全方位发展性评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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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构建机械类专业应用创新教育体系的必要性 

3.1. 适应应用创新人才培养的需要 

当前，智能制造领域人才的群体结构尚处于工业化时代向信息化时代的过度和交融之中。因此，应

用创新人才培养目标，要重点把握跨界思维能力的培养，增强工程实践能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以适

应现代社会变革的需求[4] [5]。一是要突出信息化技术应用素质的培养。着眼信息化发展，根据智能装备

与智能系统一体化要求，确立信息主导意识，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应用创新人才素质标准，着力培养创新

意识强烈、技术能力过硬的高素质应用人才；二是要突出复合型素质的培养。科学技术的高度融合，智

能装备和智能系统的综合集成，对应用创新人才的综合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必须按照工程教育认证标准、

贯彻 OBE 教育理念，构建复合型知识能力结构，适应制造业的信息化发展；三是要突出工程素质的培养。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发展的不竭动力，是应用创新人才最重要的素质之一。要从注重知识学习转向

注重创造，增强适应能力、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具有敏锐的战略眼光，强烈的创新意识，辨证的思维

方式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 

3.2. 适应高端制造业发展与创新的需要 

应用创新教育体系包括许多方面，学科建设是基础，实践体系建设是平台，评价体系是手段，合理

处理好各种关系，才能促进人才和成果的不断涌现。世界工业强国都重视创新型实验室的建设，并且已

取得了很多成果，在大学生工程素质培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6]。目前，应用型高校专业实验室大多是对

个别单元、模块或分机的施教，即使有创新的模拟仿真系统，也仅对工作过程的演示，很难进行科学的

效能评估和专业的辅助设计。因此，必须加快结构调整和优化重组的步伐，建立与新工科专业设置相适

应，种类、数量、结构、布局合理的立体化实践教学平台，营造与企业环境相近或相同的软硬件环境，

使机械类各专业实践教学条件和企业工作环境相近似，促进院校与企业之间的融合更加紧密，院校的教

学器材、施教环境与企业高度接近，施教内容和手段高度统一，实践教学活动与企业产品设计过程高度

同步。既可使学生在创新型实验室中练工程设计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又可以根据课程需要任意设定企

业想定、设计难度，进行新技术、新原理的验证和培养。在逼真的综合虚拟仿真环境下，通过团队协作

进行产品仿真设计、3D 打印，提高学生的技术水平、管理意识和创新艺术修养，并能制定设计方案、进

行原理研究等，从而使应用创新能力的培养走向科学化和正规化轨道，缩短应用创新人才从学校走向设

计室的周期，紧跟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步伐。 

4. 机械类专业应用创新教育体系的建设过程 

我校机械类专业为包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车辆工程、机电工程、车辆服务工程等专业，根

据学校转型和人才培养的实际需求，我们在认真总结国内外相关高校人才教育体系建设经验的基础上，

根据机械类专业应用创新教育体系总体建设思路，注重校企融合，构建了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体系、实

践平台体系和科创教育体系。 

4.1. 应用创新课程体系建设 

应用创新课程群包含基础理论课程、学科交叉课程和工程实践课程三大系列，我们遴选了 15 门应用

特色鲜明的课程组成，由知名教授担任课程组长，组织成员从不同角度开讲。其中基础理论课程扎实专

业基础知识和专业理论知识；交叉学科课程侧重跨学科和技术集成，激励学生碰撞出创新的火花；工程

实践课程奠定学生的工程应用能力。从课程内容上协调一致、保持统一，从过程上保持大一至大四全覆

盖。课程应用型强，以省级精品资源课程为基础开发出专用网络论坛，供学生提交作业，课下交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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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提出问题，并回答导师提出的开放性问题。课程创新性体现在项目参与、动手制作、实验内容拓展

及模型设计方面，并可通过毕业论文展示[7]。 

4.2. 立体关联式实践平台体系建设 

秉承校企共建、产教融合的理念，建立起了“校内实验室–校外实践基地–高水平实践平台”立体

关联式平台体系，如图 2 所示，满足机械类专业人才一体化综合培养需求的实践教学条件，解决学生创

新应用能力的实践平台问题，全面支撑“跨界思维能力、工程实践能力、科技创新能力”的培养。 
 

 
Figure 2. Three dimensional relevance practical teaching platform 
图 2. 立体关联式实践教学平台 

4.3. 全过程科创教育体系建设 

立体关联式实践教学平台为学生开展技能创新、学科竞赛和项目研究提供了硬件平台，在此基础上，

我们以学生为中心，构建了“兴趣引导–项目驱动–主动实践–创新应用”全过程科创教育体系，稳步

提升学生创新意识。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The whole proces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ducation system 
图 3. 全过程科创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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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3 中可以看出，全过程科创教育体系覆盖了大学 4 个年级，循序渐进培养学生科学创新意识，

结合科学探索锤炼“工匠精神”，明显提高了学生主动参与意识，取得了良好的效益。近几年 46%的学

生参与过各类项目、学科竞赛等活动，每年 5%的毕业生主动创新创业。 

4.4. 核心能力评价体系建设 

核心能力评价体系主要针对传统评价方法存在的评价手段缺乏有效性、评价过程缺乏全面性、评价

结果缺乏改进性，未进行学生“非认知方面发展”的评价等突出问题，以学生为中心、产出为导向，将

“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持续改进有机融合，通过科学评价，提升核心课程的高阶性，突出

教育体系的创新性，增加评价手段的挑战度，确保机械类专业应用创新人才具有良好的跨界思维能力、

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和进化的科技创新能力。根据“四评融合”(形成性评价、终结性评价、创新能力评

价和思政教育评价)的应用创新能力评价体系，前两者根据评价结果分析课程目标的达成情况，提出改进

措施；后两者鼓励学生自主创作，既考核知识、技能、创新等认知方面的发展，又评价情感、意志、人

格等非认知方面的发展，及时发现思政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短板并持续改进。  

5. 结束语 

机械类专业应用创新教育体系对学生综合能力和工程素养的培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根据应用创

新人才培养目标，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着眼人才整体培养目标，加强针对性、实践性项目培

养；二是加强院校理论教育与企业实践接轨。按照实践教学新体系要求，提高见习起点和缩短见习时间；

三是加强院校与企业的互通。及时了解企业的最新成果、新技术和新原理应用等情况，不断完善实践平

台软硬件环境，提高院校人才培养的指向性、时效性；四是突出智能化训练手段。将网络技术、模拟技

术、人工智能技术、仿真技术等现代实验手段应用于实践能力培训活动，抓好项目参与率与竞赛主动性

的有机融合，提高培养效益；五是拓宽创新性实践教学活动。充分利用立体式实践教学平台体系，提高

综合实践的难度与强度，以激发学生思维潜力和开发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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