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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程实践类课程作为新工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有效将理论知识转化成学生实际动手能力，对学

生综合工程素质培养具有重要的提升作用。将工程实践课程学习与学生学科竞赛相结合，以教育赛，以

赛促教，可以给学生营造了一种“在学习中创新，在创新中提高”的新型人才培养氛围。本文结合笔者

工程实践教学与学生学科竞赛的开展进行深入分析，提出以开放式工程实践课程为平台，以“学科竞赛”
和“双创能力”为切入点的人才培养模式，旨在为大学生科研能力的提升和工程类实践型人才的培养等

方面提供新的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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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ngineering practice courses are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advanced engin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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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education, as they can effectively transform students’ theoretical knowledge into practical ab-
ilities, which is critical to improving their quality of comprehensive engineering by fostering a 
strong foundation of good engineering practice. A new atmosphere of “innovating in learning and 
improving in innovation” for student talent development can be creat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en-
gineering practice courses and student competitions in the discipline, as well as promoting the 
teaching through competitions. By combining the author’s practical pedagogy with the student 
discipline to analyze in-depth competitions, we proposed a practice curriculum platform “discipline 
competition” and “double generation skills”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of personnel training, aiming 
to increase college students’ proficiency in scientific research. Students can effectively transform 
their theoretical knowledge into their practical skills during engineering practice courses, which is 
crucial for improving their ability to perform comprehensive engineering tasks. Developing exper-
tise in engineering research and practice provides new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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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7 年 2 月 20 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践的通知》[1]，在《通知》中强调：

工科优势高校要对工程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发挥主体作用，新工科建设需要加强研究和实践。工程实践

类课程，作为直接培养应用型工程人才的有效手段，也受到越来越多高校的重视[2]。通过工程实践类课

程的学习，不仅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还能加深学生理解“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

躬行”的实践道理，是实现立德树人、三全育人的重要方式和有效途径[3]。 
在前期的工作中，笔者先后多次指导了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全国大学

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全国

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等全国重点学科类竞赛活动，积累了丰富的大赛指导经验。在此，笔者结合自己的

学科竞赛指导经验，就如何基于工程实践课程、开展大学生的学科竞赛活动，尤其是如何立足工程实践

课程、深挖竞赛项目，以教育赛、以赛促教，推进工程实践课堂教学改革等方面的内容进行分析，旨在

为大学生科研能力的提升和工程类实践型人才的培养等方面提供新的实践参考。 

2. 工程实践类课程对学生能力的培养 

与理论课程的学习不同，工程实践类课程的学习强调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的动手能力，尤其是强调学

生不仅要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加以整合、消化，将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之后，自

主化地转化为与当前工程现实情境相符合的可行、可靠、可操作的方案、方法、工艺并加以深层次的运

用，进而逐步建立工程概念，体验工程过程，增强工程实践能力[4]。 
因此，工程实践类课程的学习，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专业工程素养还能够通过具体的实践项目，让

学生在团队实践过程中，体会实践团队的自主创新，实践从创意理念到原型产出的整个过程，从而认识

和掌握科技创新为生产生活服务的研究方法和实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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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程实践类课程与学科竞赛的交互作用 

目前，虽然在新工科建设的大背景下，工程实践类课程无论是在师资配置上面，还是在课程设置方

面，都有较大幅度的优化，但是，在教学模式方面，填鸭刻板地教学模式仍占主流，学生的创新能力难

以在工程实践中得到释放。因此，将以“理论基础 + 动手实操”为主旨的工程实践类课程与“开放设计 
+ 自主创新”为主旨的学科竞赛相结合，可以给学生营造了一种“在学习中创新，在创新中提高”的新

型人才培养氛围是非常有必要的。 
新工科建设背景下培养的人材，一定是面向社会发展、能够独立解决实际工程应用问题的高端复合

型人材。所谓“新工科建设”之“新”，其中一个重要的检验标准就是培养工程实践人才的能力之新、

素养之新。经过数十年、数代人的励精图治，我国已经从“洋钉”“洋火”“洋油”的“制造弱国”中

完全走出来，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正在由“制造大国”迈向“智造强国”的

道路上砥砺前行。因此，如何明晰工程人才素质的新结构，如何构建工程人才培养的新模式，如何厘清

工程科技型人才培养的新规律，成为新工科建设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对于高校人材培养而言，在新工科建设的背景下开设的工程实践课程，可以有效结合当前和未来经

济社会和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的需求，贯彻落实工科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学习应用成效导向等方面的培养，

并通过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实现学生跨学科、跨平台、跨专业认知度的综合能力的培养与提升。从某

种层面上可以认为，工程实践课程也是大学生学科竞赛的基础和准备，而学科竞赛则是工程实践课程高

层次的延伸和拓展，二者之间是相互补充、协作发展的依存关系。学生通过在工程实践课程上学习的系

统专业知识、培养起来的实践动手能力、建立的工程实践模型[5]，在学科竞赛指导老师的培育下，加以

提炼、升华，谋划成学科竞赛的项目雏形；同时，学生在参加学科竞赛期间，基于学科竞赛中各模块(如
选题论证、方案设计、竞品分析、核心技术提炼、作品优化)的专项要求，也会对工程实践类课程上所学

的理论知识有更透彻的理解、更灵活的运用。 

4. 基于工程实践课程开展学科竞赛的探索与实践 

以湖北大学开设的《金工实习》课程和开展的 A2 类学科竞赛“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和

“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为例。 
在《金工实习》的课程中，共开设有理论知识拓展、钳工实操、机床实操、3D 模型设计与快速成型

实操、金相样品制备及金相结构观测实操等五个教学环节。其中，在 3D 模型设计与快速成型实操教学

环节中，教学目标在于培养学生能够熟练运用软件独立完成 3D 模型的设计；掌握工程设计和产品开发

全周期、全流程的基本设计/开发方法和技术，了解影响设计目标和技术方案的各种因素；能够理解诚实

公正、诚信守则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并能在工程实践中自觉遵守；能够在团队中独立或合作开展工作。

本教学环节的评判方法，是将学生独立完成的 3D 设计模型，利用 3D 打印机输出成实物作品后，对作品

的设计创意性、视觉美观性、流程完整性、技术实用性、可开发商业价值等方面进行综合性评分。 
在进行 3D 模型设计与快速成型实操教学环节时，任课教师不仅会教授学生基于 SolidWorks 软件开

展 3D 模型设计的技巧和能力，同时出会穿插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相关要求，培养学生实际的工程实践能

力，也会引导学生开拓思路，将课堂作品完善后参加学科类的竞赛活动。在教学中，任课教师会先将学

生分成项目小组，以小组团队的方式共同完成一个设计作品，以培养学生团队协作的意识和品质(对应工

程教育专业认证“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9.2”要求)；针对学生创做的 3D 作品模型，引导学生实时提出作

品的修改和完善意见(对应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3.1 和 8.2”要求)；同时在遵循学生

参赛意愿的前提下，初步遴选出优秀作品进行校赛选拔，结合学生专业特长，在设计作品融入更加专业

的技术创新性，将设计作品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后，参加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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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以第 14 届“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参赛项目《高效油水分离型多功能清洁器》的选

育过程为例说明。在金工实习课程上，学生利用 Solid Works 软件，自主设计了一款小型家用吸尘器三维

模型(图 1 所示为学生金工实习作品设计图)。学生设计该作品的初衷，旨在开发一种针对家庭日常用品如

电脑键盘、沙发坐垫等灰尘的高效小型清理工具。针对该作品的设计思路，指导老师提出了重新将产品

用途深化为针对厨房油污重污染的清洁、并可实现高效油水分离型的多功能清洁器的指导意见，在提升

学生对参赛作品“设计创意性”的理解和应对能力的同时，还无形中拓宽了学生的设计思路、培养了学

生发散性思维的能力。对于这种学生原创性设计思路的深挖与开拓，指导老师通过思维导图的方式，即

可以引导学生自主进行更精细化的优化。但是，对于超出学生专业认知方面的问题，则需要通过团队合

作的方式进行引导培养。例如，针对该作品的优化提升，指导老师还推荐了我校艺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

专业的同学参与了作品的外观设计与优化、推荐了商学院市场营销专业的同学参与了作品的商业价值开

发与实现(图 2 所示为经选育后的学生参赛作品设计图)。对比图 1 和图 2 不难看出，通过这种“以赛促教、

教赛互补”的联动培养，学生不仅能够更加熟练运用 Solid Works 软件进行 3D 模型的深层次设计(学生金

工实习课程基础达成度的实现)，其设计的作品无论是在设计的创意方面，还是在视觉的美观性方面，还

是更深层次的项目复杂度、技术应用创新性、工程实用性还在是可开发商业价值方面，都有了很大程度

上的改观(学生工程综合实践能力的培育与提升)。 
 

    
(a) 作品外观设计图                                      (b) 作品爆炸图 

Figure 1. Design drawing of students’ metalworking practice works 
图 1. 学生金工实习作品设计图 
 

    
(a) 作品外观设计图                                  (b) 作品爆炸图 

Figure 2. Design drawings of selected students' entries 
图 2. 经选育后的学生参赛作品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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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跨专业、跨学科、跨认知领域的合作式人才培养的模式，对学生而言，不仅可以实现多种

学科知识的横断结合与重组，除了能够学习并运用到本专业领域相关知识，还能够接触并实践到更多其

他相关学科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方法；对指导老师而言，通过对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内涵的解读，

结合教学实践，不仅能培养出具有创新能力的适合社会需要的高层次人才，更能加深对跨学科复合型人

才培养模式进行探索，构建有利于大学生创新人才培养的新体系。 
因此，通过工程学践课程的教授和学生学科竞赛的穿插培养，不仅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促使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枯燥的课堂学习活动中、提高学生在工程实践课程中的实践动手能力[6]，高

效完成课堂教学任务，还能够引导学生深挖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培养良好的创

新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更能够通过在学科竞赛中对参赛作品不停的修改、完善、精益求精的磨练中，

加深对诚实公正、诚信守则、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的独立见解，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将思想政治教育深

刻地融入到实践课堂中，树立学生的“工匠”精神，加强学生的“强国”情怀。 
这种以赛促教、教赛互补的联动模式，也取得了显著的教学成效。在教师方面，以真实的学科竞赛

项目与课程实践相结合，教师可以稳抓课堂，转变学生传统课程填鸭式的学习模式；在学生方面，通过

各类学科竞赛的设计实践，提高了学生对专业知识学习的积极性，高效地完成各个模块的教学任务，拓

展了学生的设计思路与视角，提升了学生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并取得了很好的学科

竞赛成果：在第十届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湖北赛区中，2 位同学荣获湖北省一等奖，3 位同学荣获湖

北省二等奖，在全国总决赛中，1 位同学荣获全国一等奖，2 位同学荣获全国二等奖；在第 14 届全国三

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湖北赛区中，我校共有 3 个参赛项目荣获湖北省特等奖称号、2 个参赛项目荣获

湖北省一等奖称号、2 个参赛项目荣获湖北省二等奖称号；在全国总决赛中，1 个参赛项目荣获全国二等

奖称号、2 个参赛项目荣获全国三等奖称号。 

5. 结语 

工程实践课程作为大学生学科竞赛的前期基础和知识储备，可以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建立工

程实践概念，同时能将工程实践课程的学习内容谋划成学科竞赛的项目雏形；而学科竞赛作为工程实践

课程知识与能力水平的高层次延伸和拓展运用，可以进一步强化学生对工程实践类课程上所学理论知识

更透彻地理解和更灵活地运用，二者之间是相互补充、协作发展的。以教育赛、以赛促教，会成为新工

科建设背景下高校工程实践课程体系改革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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