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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cellent engineer training has two classe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schoo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xcellent engineers also has two stages: the birth and the growth period. The training system of 
excellent engineers in school was established on the analysis of excellent engineer training stan-
dards. The lifelong learning is introduced into the growth of the engineer on the premise of ana-
lyzing the development of excellent engineers. The rise in space has formed from a single project 
to comprehensive project, from the technology job to the management job. A system of learning 
and growth of excellent engineers in the workplace has been established. Excellent engineers who 
hav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were trained. And they have rich experience in manage-
ment of high-level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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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卓越工程师的培养存在校内校外两个课堂，卓越工程师的成长道路分为形成期和成长期两个阶段，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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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卓越工程师培养标准的基础上，建立了卓越工程师的校内培养体系，在分析卓越工程师成长的前提上，

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将终身学习引入工程师的成长中，按照工作岗位对人才的需求进行分类，形成一

个从单一到全面的、从技术到管理的上升空间，建立卓越工程师在工作岗位上的学习和成长体系，最终

将一个具有专业知识和一定技能的卓越工程师培养成知识全面、技能优秀，同时具有丰富管理经验的高

层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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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卓越工程师计划的目的就是培养优秀工程人才，他们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还应具备全面的

综合素质，人才的成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不断上升的过程，在卓越工程师的成长中将成长过程

分为诞生期和成长期两个阶段，诞生期是指学校培养阶段，成长期是指踏上工作岗位的阶段，人才的成

长需要自我提高以及社会组织的各种再教育，因此终身学习贯穿于这两个阶段。 
终身学习是指一生都要学习，干到老，学到老，一方面由于科学的不断进步，社会的不断发展，工

程师今天掌握的知识并不能适应明天的形式，因此要不断学习才能胜任明天的工作，另一方面一个人从

一个专业的岗位变动到综合的岗位，也需要进行学习以适应新岗位的需要。终身学习的培养体系是提高

学习质量和效率的关键，国内众多专家开展的卓越工程师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诞生期，即学校教育

阶段。为培养面向企业、面向世界以及面向未来，培养具有较强创新能力，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高

质量、高层次各类工程技术人才，侯锦丽[1]等提出了培养体系的构建，包括培养目标、培养体系、培养

方式的构建方法，李公法等[2]从推行学分制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行双导师制、小班化、个性化教学

方式方面，建立系统的课程考核评价机制，加强课程建设，构建了“厚基础、强能力、宽适应、重实践、

求个性、懂管理”的卓越工程师培养体系，为实现工程人才的继续教育，孙志娟[3]等对面向终身学习需

求的工科远程课程体系设计进行了研究，以应对工程技术人才多样化的学习需求，针对各种教育机构开

展工程继续教育相对比较独立和封闭，按个体利益需求发展的状况，杨亭亭等[4]通过对工程继续教育教

学方法、技术手段的规律探索，从工程技术人员职业发展、企业发展培训体系、师资队伍建设、教学资

源建设、教学方法运用和教育技术手段等方面构建教学模式。在卓越工程师的学校教育中，人们主要是

研究如何实现校企联合，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提高学生的应用技能，夯实学生的理论知识，但对激励

学生成长及自我学习能力的培养缺乏研究，学生的自我学习的培养包括学习方法及学习能力的培养，关

系到学生在工作岗位上的继续教育，在培养体系中体现这一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工作岗位上的学

习是实现终身学习的重要环节，这一环节是实现人才成长的关键环节，这一环节的学习包括单位或社会

提供的继续教育和个人的自身学习，以及为促进终身学习外部因素提供的各种激励机制。以下探讨终身

学习和卓越工程师成长之间的几个问题。 

2. 形成期卓越计划及培养体系建立过程中的探讨 

这一时期是指学校培育时期，按照有关要求选拔培养对象，按照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重点将这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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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培养成具有人文、社会、经济、法律等综合知识，能够解决复杂工程技术问题的专业技术人才。要让

学生具备判断哪些问题可做，哪些问题不可做的能力，为卓越人才的培养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学校教

育在重视实践教育、校企合作的培养的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完善教学培养体系。在此需要探讨如下几个

问题： 

2.1. 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 

学习兴趣是卓越人才培养的基础，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首先帮助学生树立

卓越工程人才的奋斗目标，利用选拔方式组建卓越班，卓越班采用动态管理，使得学生始终处于积极向

上的状态之中，其次为卓越班创造良好的培养环境，例如每年的保研资格重点投入到卓越班中，最后要

在实践中锻炼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让学生独立承担一定的项目，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和成功感。这样

就可以激励学生始终处于学习之中。 

2.2. 建立自主学习体系，培养学生的自我学习的能力 

自我学习不仅是学校中培养卓越人才的基础，也是学生走向工作岗位后成才的必要条件。自我学习

主要通过培养自我学习的方法及能力，得到良好的自我学习效果。在教学培养体系中增加有关自学的内

容，有重点的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建立闭环的自学体系如图 1 所示。 
按图 1 中的内容建立起来的自学能力培养体系不仅提高了自学的质量，同时学生在学习中不断提高

自己的学习方法，提高自己的学习效率。各阶段的具体工作如下所述： 

2.2.1. 布置学习目标 
这一阶段，针对不同学生，本阶段的主体有所不同，初期，学生还不知道如何进行自我学习阶段，

这一阶段的主体是老师，老师要提出自我学习要完成的目标；随着学生自我学习能力的不断提高，这一

主题主体的中心就要逐步转移到学生身上，最终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制订自己的自学目标。 

2.2.2. 细化学习内容 
在明确了学习目标之后，就要制订细化的学习内容，这一阶段的主体仍然随着学生的自学能力的提

高，其重心也是从老师逐步转向学生，起初，老师可以帮助学生完成学习内容的细化，当学生具备了自

我学习能力之后，就可以自己来制定详细的学习内容。 

2.2.3. 自我学习阶段 
这一阶段的主体就是学生，学生需要对学习的详细内容进行学习。 

2.2.4. 学习效果检查 
该阶段完成对学生学习效果的检查，初期，学习效果检查主要是由老师来完成，随着自学能力的提

高，学习效果检查的主体逐步转移到学生身上，最终学生可以独立完成对学习效果的评价。并将学习效

果与学习目标进行对比。 
 

 
Figure 1. Self-study system diagram 
图 1. 自学体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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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自我总结 
将对比的结果进行总结，对于达到学习目标的要将经验记录下来，以提高后续的自学质量，对于未

达到或者效果不好的，要分析原因，制订防范措施，保证后续的自学质量。 
经过以上几个循环就可以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最终，学生能够具备独立的学习能力。 

2.3. 自我学习体系在教学中的应用 

自我学习体系在卓越工程师计划中的应用，是卓越工程师培养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

程，适应于卓越工程师培养的各门课程之中。 
在进行新课程的学习的时候，老师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提出学生预习的目标，也就是自我学习目

标，起初老师可以帮助学生制定学习内容，学生根据指定的详细学习内容进行学习，在第二次上课时，

老师可以检查学生学习的效果，并与学习目标进行对比，帮助学生进行总结；随着课程学习的深入，完

成 2~3 个自学内容的循环，学生就可以独立的进行学习内容的制订，学习效果总结等。最终在学习期末

的时候，学生就可以独立的进行自我学习。这样就完成了对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 

3. 成长期卓越工程师培养中问题的探讨 

卓越人才的培养是一个动态过程，卓越工程师诞生于学校的教育，但要成为经验丰富，知识全面，

具有一定管理能力的卓越人才还需要在工作岗位上继续提升。这不但需要卓越工程师个人的不断努力，

还需要单位和社会的培养和支持，以下从几个方面探讨成长期卓越工程师培养的几个问题： 

3.1. 建立岗位梯度制度，打通人才晋升通道 

从学校刚毕业的学生往往现从事某一专业的工作岗位，进过几年的锻炼，优秀的工程师便会脱颖而

出，不但具备胜任这一岗位的能力，而且要了解关联岗位的相关知识，随着其能力的提高，其职称也不

断晋升，因此企业要建立系统岗位梯度制度，以适应不同职称人才的工作需求。 
对于一般的机械制造企业可以建立如下几级工作岗位，各岗位描述如下所述： 
工段现场工程师：负责解决某一工段的工程问题，保证该工段工作的顺利进行。 
车间现场工程师：负责某一车间工程问题，管理和协调工段工程师的工作。 
工厂工艺师：负责全厂各专业的工艺工作，管理和协调车间工艺师的工作。 
总工艺师：负责全厂的工艺工作，管理和协调工厂工艺师的工作。 
零件设计工程师：负责某一零件的设计、三维建模等工作。 
部件设计工程师：负责某一部件的设计和几何建模工作，管理和协调零件设计工程师的工作。 
整机设计工程师：负责某产品的整机设计和建模工作，理和协调部件设计工程师的工作。 
工厂总设计师：负责整个工厂的所有产品的设计工作，理和协调整机设计工程师的工作。 
总工程师：负责全厂的所有工程工作。 
为激励人们不断学习，不断提升，各岗位之间的晋升关系及职称需求如图 2 所示。 
对于学校培养的卓越工程师，入职后应该告知其上升通道，使其心中树立远大的目标，在工作中努

力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为自己的目标不断奋斗。 

3.2. 建立工程师继续教育的体制 

3.2.1. 单位的继续教育 
用人单位担负着继续教育的角色，这是一种双赢的角色，一方面用人单位通过对卓越工程师的再教

育，可以提高单位的人员素质，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另一方面卓越工程师本人的视野不断扩大，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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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job title and post 
图 2. 职称与不同岗位之间的对应关系 

 

自己创造更大的上升空间，在教育内容上，一般限于专业性的知识，不同层次的人员所学的内容有所不

同，为调动学习的兴趣，可以将单位的继续教育作为职称晋升的必要条件，规定每年每人不得少于规定

的学时数，方能晋升。 

3.2.2. 社会的继续教育 
社会的继续教育是由国家和有关协会组织举办的继续教育，是提升整个社会工程技术人员素质的必

要途径，教育内容主要是一些通识的内容，例如道德、经济、法律等内容，主要规范工程技术人员工作

中的行为，明确该干什么，不给干什么。为调动学习的兴趣，可以将社会的继续教育作为职称晋升的必

要条件，不同层级的人员所受的教育程度不同。 

4. 终身学习制度与卓越人才的成长 

无论是在学校受教育，还是在工作岗位上接受再教育，都与学习有关，终身学习的制度保证了卓越

人才的成长，学习的内容满足了卓越人才成长的需求，能够满足不同岗位的工作要求，同时人才的成长

又激励着工程师们不断地学习，工作岗位的变动，使得工作范围为不断扩大，工程师们必须不断学习以

适应新的工作岗位的要求。 

5. 结论 

通过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到终身学习是卓越工程师成才的必要条件，建立终身学习制度要从卓越工

程师形成之日开始，贯穿于整个成长期，在学校教育中要形成对学生的激励机制，在能力培养中要注意

自学能力的培养，并将自学能力的培养纳入卓越工程是计划的教学培养体系；在成长期要建立人才晋升

机制，实施继续教育制度，让继续教育和自我学习成为人才成长的必要条件，总之终身学习和卓越工程

师的成长是相辅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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