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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 is always on the road. The exist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system has to close to the need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the wave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In addition, 
in order to follow the pace of the times and vigorously develop industry, to achieve the goal of 
training innovative engineering talents to meet the needs of today’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society, al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com-
prehensive innovation ability and the ability to solve practical engineering problem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opinions from the direction of cultivating the engineering innovation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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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业技术的发展和变革永远在路上，随着一波又一波的技术革命以及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现有的工科

教育体制需要紧密跟随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此外，为了能紧随时代的步伐大力发展工业，实现培养出满

足当今工业发展以及社会需要的工程创新型人才的目标，人才的综合创新能力、解决实际工程问题能力

的培养应被所有高校重视。本文从培养新时代大学生工程创新能力的方向提出了几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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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工科”背景下工程创新领域人才培养发展的现状 

中国在高等工程教育领域，是人才培养的大国[1]，但在某些领域，尤其是工程创新人才培养领域还

不能算是人才培养的强国。原因就是培养具有自主创造和创新能力人才的教育制度已经跟不上当今社会

经济发展的速度。以机械专业为例，中国是机械制造大国，同样也是机械制造门类最全的国家，但中国

却不是“机械智造”强国，这是目前我国机械制造领域发展的现状，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创新能力教育和

工程实践能力教育已经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 
当今时代，经济发展已经到了后全球化，经济的发展需要新的活力来引导。发达国家都把改革和发

展高等工程教育作为第一要务。当下，我国在高等工程教育这块正面临挑战，全国高校应在教育部和国

家的领导下，重视这一问题，汲取别国处理这些问题的经验，上下求索，实现赶超。 

2. 教育观念的转变 

在现代社会，高校培养的人才的创新能力已经变得尤为重要，培养高素质有创新能力人才的重任在

高校，为了在培养高等人才领域取得进步进而服务于社会和国家，国内高校应树立新时代下的人才培养理

念，确定新目标，运用新思想，制定新的培养计划和培养方式，把提高人才的工程创新能力摆在首位[2]；
国内高校应以“培养适应将来社会需要的高素质的创新型复合人才”为出发点；教育观念的转变是其根本，

创新是一个专业发展之魂，新的教育观念还应加强人才“工程创新”和“工程素质”意识的培养。 

3. 培养方式改革的几点措施 

3.1. 改革课程、教学体系、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尽管诸多学校的课程体系一直在改革，但还是存在不少问题。对学生的工程创新能力的培养应该被

摆在首位，应该在教学领域增加工程创新理论能力模块、工程创新实践能力模块。当前，大多高校采用

传统的、都偏重理论教学的培养模式，而缺少实践经验的培养，故应改革优化课程体系，重新排列课程

内容、发展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可以选择工业中比较经典的具有代表性的设备，以工程素质和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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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线，将课程设计、生产实习、金工实习、毕业设计融为一体，必要时应增加课时，改变侧重比。通

过企业导师的指导，面对实际的工程问题，有针对性的训练专业能力。学生还可参与企业产品的工艺生

产，使工程创新能力得到训练。 
学生的工程创新能力要搞上去，教师是关键所在。教师必须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扎实的实践能力。

学校应对刚入职的青年教师的能力进行校级评估，不合格的年轻教师应该进行再教育，出台相关政策鼓

励他们到企业中挂职锻炼，充当暑假工程师，这不仅对于教师自身的发展有很大优势，而且可以帮助学

生提高工程实践能力。 
学生工程创新能力的培养是一个由易到难、由初级到高级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培养具有工程创新能

力的高素质、复合型技术人才是高等工程教育新时代下的新目标。教师在培养人才这一战略壮举中扮演

者重要角色，承担着重要任务，教师是人才培养的催化剂，学生培养的质量不仅和学生自身的努力有关，

还和教师的引导与教育有关，所以，每一位教师在自己的岗位上都应该不断探索，努力改进。只有将培

养学生工程创新能力的思想深入到每一位教师的每一个教学环节中，才能更好的落实高等工程教育的根

本目标。 

3.2. 改进传统的校企合作模式 

学校是培养人才的摇篮，企业才是人才大展身手的舞台。既然学校培养的人才最终还是要输入到企

业中去施展拳脚，倒不如让学生在学校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提前进入企业，学习企业文化，学习企业

的现代管理制度，了解企业的新装备，参与新装备的研发，跟随企业导师参与具体的工程实际项目，将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学生在和企业导师交流的过程中，既可以开拓学生的眼界，又可以一定程度上为导

师授课提出教改的“灵感”，抛砖引玉，发挥教育的最大化作用，同时学校和企业加强对学生的工程创

新教育的引导，鼓励学生多思考，为学生创造实践的条件，因为创新来源于实践。 
学校和企业合作是推动工程实践创新教育发展的先决条件，上世纪八十年代工程实践教育兴起之时，

校企合作就已经崭露头角[3]。当时的学校通过校办工厂、企业单位协助办实习基地等形式探索校企合作

发展之路，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但是，随着经济发展的加快，国内基础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

时也遇到了巨大的挑战，传统的工程实践教育已经无法培养出社会需要的工程创新型人才，此时，培养

创新型工程人才成为这个时代的战略重点，我们需要推动和改革新的校企合作模式。 
校企合作只是采用的手段，工程创新教育最终关注的还是人才培养的成效和人才质量。学校的责任

在于培养出人才，企业的责任则在于协助学校，提供教育培养的环境，选拔出优秀的能帮助企业发展的

人才。社会也需要双方的合作。 
但是，根据统计，目前层面的校企合作还有局限性，还需要深化。以下列举了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

的方法。 
学生参与时间短：大多学校机械专业学生只有每年夏季暑假不到一个月的工程实践经历，其余时间

都是在学校里边做理论性的学习，所以工程实践经验缺少是存在的一个问题，培养工程创新型人才，首

先应该加强学生的工程实践培养，有了足够的工程经验，进而再谈工程创新，这才是一个合理的规划。

这种合作还需加强，继续深入发展，学校应该不断对课程体系进行优化，帮助学生走进企业，同时企业

也应该积极配合，尽力协助为学生提供学习机会，营造学习氛围。 
学生工程实践实习机会少：大多学校机械专业学生经过本科四年的学习，理论专业课程能学二十多

门，但是课程上所学的大部分机构、零件、部件以及工程装备都没有见过实物，对大部分装备的理解仅

仅局限于书本和理论知识；学生从入学到本科毕业只能有两次左右去企业工程实践的机会。鉴此，学校

应该适当增加学生去企业参与工程实践的实践机会，必要时可以为每班学生配一名企业导师，并让学生

https://doi.org/10.12677/ae.2019.93036


郭岩宝 等 
 

 

DOI: 10.12677/ae.2019.93036 216 教育进展 
 

参与企业导师的一些工程实际项目，从实际中去学习去探索，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做好铺垫。 

3.3. 强化工程素质的培养 

学生经过了高考的洗礼以后，面临着选择专业问题，他们可能因为“想学一门技术”的原因选择了

工科，他们可能因为对工科的好奇而选择了工科，无论是因为何种原因“拥抱”了工科，高校都必须承

担起培养学生“工程素质”的义务，这也是“新工科”的必须要求。但是在传统教育背景下，高校缺乏

动手能力培养的针对性，很少有学生能够顺利完成一门动手能力较强的实验课程，大多数同学的实践知

识几乎为零。 
以我校机械专业每一届就读大三的学生来说，经过了大一、大二两年的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和训练，

他们应当对机械专业形成较为完整的知识网络，但事实上，很多同学不但不具备这种能力，严格意义上

讲还差的很多。 
好多同学机构运动简图读不懂，所画的机构运动简图缺少机架符号、运动副画的不完整，机械制图

虚线、实线、点划线使用混乱等。这就是学生缺少对机构的认识造成的——学生之前并没有见过实物。

因此，从他们入学的那一刻起，在讲课的时候，加以道具演示，帮助基础差的学生构建对本课程完整的

认知。从我国教育法就可以看出：我们发展教育的目的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为生产和劳动提供所

需人才，培养人才的创新精神是重点。本科教育的标准是：使培养的人才学会本专业的基本知识和基础

理论，掌握必备技能。 
工程质量是实践能力的体现，基本职业技能和初步专业实践工作能力亦如此[4]。在职业专业教育中，

工程素质对于工程创新型人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以说，工程素质是工程建设者的灵魂，工程建设者

只有拥有极强的工程素质，才可以成为该领域的佼佼者。 
工程素质的培养内容还包括工程绿色化，培养的人才在工程建设中应注重绿色化，把环境保护作为

工程建设的基本条件[5]。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过程中就应该给学生灌输“保护绿水青山”的思想，学生

在工作后必然会考虑到方方面面，将保护环境放在首位，因此在学生时代就给他们树立这种以工程绿色

化为荣的思想十分重要。 

4. 总结 

当下中国经济的发展进入了新的状态，此时，急需要全国高校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改革教育体系，

抛弃旧思维，运用新思想，探索新方法，建立“新工科”建设下学生工程创新能力培养体系，为国家和

社会培养新时代下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工程创新型人才，为中国的发展注入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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