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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旧动能转换及新经济建设要求高校主动优化专业结构，积极开展多学科交叉融合。工程训练中心作为

实施工程教育的实践教学平台，具备开展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另一方面，学科专业交叉也促进新工

科建设。北华大学工程训练中心从实践课程体系、平台建设、教学团队、评价体系等方面开展改革与实

践，打破学科壁垒，培养交叉复合型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取得了良好的建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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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 and old kinetic enemy conversion and new economic construction require universities to op-
timize their professional structure actively and carry out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Engineer-
ing training center is a practical teaching platform for engineering education, which has the ad-
vantages of multi-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On the other hand, 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promotes 
the construction of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The Engineering Training Center of Beihua 
University has carried out reforms and practices in the areas of practical curriculum system and 
platform construction and teaching team, etc., the disciplinary barriers is broken, the 
cross-compound high-quality applied talents are trained, better construction results have been 
ob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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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工程训练中心是实施工程教育的重要实践教学平台[1]，在新工科人才培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协

同育人、学科交叉、创新能力、个性化人才培养是新时代对工程教育的新要求。在新时代知识融合、新

经济的背景下，交叉科学不断涌现，已经成为知识发展的时代特征。传统的“压缩型”模式[2]和复杂的

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已经难以适合新时代的职业教育和复合型[3]人才培养。多学科专业交叉融合的工程

教育成为全球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学科专业交叉是新专业的生长点，也是满足社会需

求、适应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 

2. 国内外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状况 

在美国如何发展学科专业交叉被视为一个组织和制度上问题[4]，有完善的交叉学科研究资助体系。

德国的大学通过与知名企业大力开展校企合作这条途径来开展实验与实践教育，60%的学生在企业完成

毕业设计[5]，超过 60%的任课教师有在企业工作经历。法国工程师培养模式[6]，一直致力于探索多学科

交叉融合；日本非常重视学科专业交叉融合，认为学科专业交叉不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政

治问题和经济问题。 
自建国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各个时期改革，其目的都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目前我国正

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等重大战略[7]，强调要坚持走自主创新道路，发展新工科是适应新时代的必然要求，

新工科是对应新兴产业的专业，新兴产业需要高素质复合型人才，需要具有“学科交叉融合”的特征；

2002 年教育部选定 9 所高校作为创新创业教育试点，2015 年选定 50 所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高校，2010
年教育部提出“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15 年政府报告中提出“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号召，这

些举措都是学科专业交叉融合育人模式的延伸。在政策与形式的指引下，国内高校纷纷开展多学科专业

交叉融合的工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改革，例如中南大学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通过构建“三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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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 五合一”和“三平台 + 四模块”课程体系[8]，实现多学科交叉融合；有些 985、211 高校以实验

班的形式开展学科交叉融合育人模式；扬州大学开展“大工程领域”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9]。 
虽然我国的多学科专业交叉融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取得一定成效，但仍需不断完善改进，其中地方

高校普遍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1) 交而不融。存在不同学科欠缺沟通交流、学科之间壁垒重重等弊端，导致不同科研领域之间信息

的闭塞性。另外，教师多学科专业交叉融合意识不强，不同学科专业之间资源共享不足，工科教师队伍

“非工化”趋向日益增加。 
(2) 融而不深。课程设置上仍然存在重专业教育、轻通识教育的现象，不同学科课程、学科和院系间

泾渭分明，难以推动跨学科专业人才培养进一步发展。现有的学科专业交叉融合有的是简单的叠加与拼

凑，也有的是在简单的学科专业跨越上或者是个别理论、原理或方法的相互引用。各学科专业之间逻辑

关系不理顺，学科专业之间的知识、理论、方法、技术和手段相互渗透不深，没有准确找到多学科专业

交叉融合的契合点、着力点和支撑点。 
(3) 实践项目学科交叉融合度低。现有实践教学装置功能基本为服务某专业的一门或几门课程的实践

教学，学生只能在设备具有的功能内进行实践训练，有的甚至本学科(专业)都无法综合，更谈不上跨学科；

另外，教师仅能对涉及本学科或本专业知识能给予指导。 

3. 改革措施 

工程训练中心通过整合资源，主动与各个学院沟通对接，结合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分别从课程结

构、学科交叉实践平台、“大工程”实践教学团队及多层次多角度的质量评价体系等方面进行改革，具

体措施如下： 
(1) 建立面向复杂工程问题，构建以学生为中心课内外相结合的模式的多学科交叉融合实践课程体系。

针对现有课程实验 → 课程实习(设计) → 专业综合实践体系，通过优化课程实验，减少课程实习合专业

综合实训，依托多学科专业交叉自选实训平台，开展时间确保完成、内容综合、完成高质的跨校际、多

学科专业交叉实践项目训练，培养解决复杂问题能力。 
实践课程体系改革。首先通过整合优化课程实验，减少课程设计(实习)环节，保留必要的专业综合实

训，减少专业层面的实践教学学时，为多学科专业交叉项目实训提供学时保障；然后依托多学科专业交

叉硬件平台，形成面向工程问题的多学科专业交叉融合实践体系，实施项目实践教学模式。实践课程体

系如图 1。 
 

 
Figure 1. Practical curriculum system 
图 1. 实践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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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制多学科专业交叉实训自选项目平台。针对现有实践教学装置不适应多学科专业交叉融合人才

培养，通过科研反哺教学、科技创新等，改造与自制涉及学科专业多、满足个性需求、可自组合实训自

选平台，培养学生知识应用能力、问题分析及设计开发能力、实验研究与新技术运用能力、综合规划和

职业道德规范、沟通表达与团队组织能力、终身学习能力等。 
首先依托科研、学科竞赛，将科研和学科竞赛中能充分体现多学科专业交叉融合、学生感兴趣、可

完成的项目作为实训项目库；然后结合新技术、新热点等，建设适合自由发挥组合的散件库，最后形成

多学科专业交叉实训自选支撑服务平台。自选支撑服务平台框架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Optional support service platform 
图 2. 自选支撑服务平台 

 

(3) 开展协同教学，组建“大工程”实践教学团队。打破教师校院、中心、学科及专业所属壁垒，开

展教师跨院、学科协(合)作教学，围绕实训项目组建跨专业、跨单位教师团队，提升多学科专业交叉融合

项目的实践训练效果，保证训练质量。团队建设思路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Building ideas of practical teaching 
team for engineering with a big idea 
图 3. “大工程观”实践教学团队建设思路 

 

(4) 建立多层次多角度的质量评价体系。制定多学科专业交叉融合能力达成的评价标准和考核办法，

建立质量监控体系。在评价范围上，除了实施结果评价，要更加重视过程评价。在评价依据上重视对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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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性思维和实践能力的考察，在强调实践操作技能的同时，更重视对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创造性解决问题

能力的考察。在评价方法上采用多种形式考核学生的科学素质、文化素质、心理素质，结合达成度与目

标差距，改进培养目标及实践课程体系、教学方法等。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及持续改进机制方案如图

4。 
 

 
Figure 4. Training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and continuous im-
provement mechanism process 
图 4. 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及持续改进机制流程 

4. 改革效果 

(1) 促进学风和双创建设，发挥学生个性 
满足学生个性需求，打通机电、信息、电气等专业经脉，缓解所学专业非所愿的无奈，便于在大学

科门类下实现追求个人目标，激发学生参与学科竞赛及早进实验室的热情，体现学生自身价值，树立自

信心，带动学风转变。近两年获国家、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26 项，参加夏令营、创新周等各

层次训练项目 300 余项。打造出“恩智浦智能车”、“物联网”、“工程能力训练竞赛”、“智能机器

人”等特色学科竞赛品牌。 
(2) 有利于专业建设 
多学科交叉融合下工程训练教学改革，组建了多学科交叉融合教学团队，促进实践教学设备平台建

设，改造了传统专业，增强专业特色，支撑一流专业建设；促进机器人、智能制造及人工智能等专业建

设。 
(3) 改革模式得到认可 
学校工程训练中心为省级实践教学示范中心，在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平台建设、管理运行模式及

服务社会等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完成的工程教育及工程训练教学改革成果分别获得省教学成果二、三等

奖各 1 项，尤其是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方法举措及成效等方面得到专家学者认可，省政府领导和教育

厅领导、兄弟院校多次到中心考察。 

5. 结语 

为了培养适应新时代发展对工程人才的需求，地方高校要充分利用工程训练中心人员、设备及环境

等优势，通过开展多学科交叉、课内外相结合协同育人模式，将学科融入到专业与学生个人发展需求中，

更好地发挥工程训练在本科人才培养中的价值与优势，培养出社会广泛认同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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