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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新工科背景下的传统工程教育专业转型发展，分析了专业基础课程重构对课程体系改革的重要意义

和内涵，提出了专业基础课程重构的必要手段，以机械制造课程体系为例讨论了专业基础课程重构过程，

为加速培养高素质的创新型应用人才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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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engineering education special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ortant sig-
nificance and connotation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s to the curriculum s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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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 reform, puts forward the necessary means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s, 
and discusses the reconstruction process of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s with the machinery manu-
facturing curriculum system as an example, which makes a useful attempt to accelerate the train-
ing of high-quality innovative application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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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是我校转设的开端之年，也是深化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学校新时期办学定位明确之后，

工程专业面临着培养方向的调整和落实，以更好地实现专业在新工科建设和工程教育认证背景下的发展

目标，为制造强国战略培养更多更优秀的具有创新型应用能力的人才。在教育部产学合作综合改革试点

建设过程中，我们深入探索了机械制造课程体系的规划思想建设思路及建设模式，充分调动了每位教职

工的聪明才智，把机械制造类课程群建设成为了工程教育的精品。 

2. 专业基础课程重构的重要意义 

2.1. 课程体系重构是专业发展的具体体现 

教学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完成好教学任务，不仅要掌握本课程的学科特点和教学内容，还需要密

切协同课程实施的各个环节，将课程育人的理念和思政方法充实到一线教学[1]。随着传统工程教育转型

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专业基础课程落实到各个教学实体中，从多年大家只讲授一门基础课程，发展

到现在一人要讲授两门或两门以上的课程，也许同时担负着基础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等不同学科领域的

教学任务。由于基础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的理论体系、课程目标以及教学方法迥然不同，学科融合和知

识交叉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改变传统教育观念和教学思维，科学整合课程体系和重构教学

模式，优化课程设计和课堂设计。 

2.2. 建设精品课程是专业基础课程重构的重要途径 

做好课程体系的规划和重构的重要标志就是将若干专业基础课程建设成省级以上的精品课程。精品课

程因其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科学性，已得到高度的重视。创建精品课程，必须在充分了解每个学生学习状

况的基础上，精心设计课程的每个环节。把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课堂板书、教学互动、课堂

习作等等教学要素，精心设计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发挥最佳的教学效果。经过几年的产学研合作与实践，

我们已完成 2 门广东省精品课建设任务，并顺利被认定为省级一流课程。但按照课程体系精品课程的建设

标准，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特别在针对性方面，要充分调研新工科背景下的学生学习状态和和社会需求，

提升每位教师的教学技能，将所有教师的每节课程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这样才能实现课程体系重构的目标。 

2.3. 提升教师专业素质是落实课程育人的基本保障 

专业基础课程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是育人质量的重要保证。当前我校正值本科教学质量评估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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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也是提高教师教学水平的最佳机遇。尤其对于新开设专业基础课程的教师，存在着自身的理论基

础较差、专业素养偏低，以及课程的硬件建设不完备等诸多困难[2]。要想克服这些困难，就需要教师全

心投入教学，刻苦钻研专业理论知识、熟练掌握课程的内在规律，改变传统教育思维，提升自身承担的

相关课程的教学水平，同时将科研成果及时纳入课堂，激发学生得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活力，力争在课

程体系建设以及本科教学质量评估中获得佳绩。 

3. 专业基础课程重构的必要手段 

科学态度、科学精神、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既是教师施教的重要前提，也是教师从事教育工作的核

心目标[3]。如果一个教师没有科学的思维方法、缺乏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以随心所欲的态度对待教育

工作，不但不可能搞好教学，而且必定会误人子弟。因此，必须从教师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思政理念入手，

全面深入学习专业理论、掌握其内在规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教学方法、确定授课思路、设计课

程方案；落实思政教育方法和方式，让身处中国特色主义社会的新时代学生，了解知道时代赋予大学生

的意义，清楚自身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和素养，方能肩负起时代的责任。同时在构建“基础理论—专

业技能—实践应用”逐级深入的制造类课程体系时，必须回避传统的制造类课程体系偏重知识传授、忽

视工程素质养成等弊端，建立知识与思维相融合，能力与素养共发展的新课程群。 

3.1. 熟练掌握专业基本理论和内在规律 

与基础课程相比，专业基础课程具有两个重要特征：技术性和实用性。其中技术性是指课程的理论

体系来源于工程实际、目的是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科学理论和技术方法；实用性就是课程的教学目标不

仅仅是让学生弄懂课程的基础理论和科学方法，更重要地是让学生能够把基础理论应用到工程实践中，

解决工程实际问题。另外，专业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专业基础课程不是针对某个

具体产品或工程而设立的，它是培养学生工程素养和解决工程问题一般规律的理论体系[4]。例如，机械

制图课程隶属于专业基础课程，但是在讲授工程图学等专业基础知识时，就不能用传统的讲授基础课程

的方法进行，必须寻找一个与专业基础课程相适应、有联系的教学方法，这样做的根本目的主要是在扎

实专业基础理论和内在规律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处理好“理论与实践”、“工程与基础”、“概念与规

范”之间的关系，同时强调“工程实践重于理论推理”、“解决问题大于自然规律”的基本原则。这样

既使得学生深入理解了基础知识，又获得了一定得工程实践经验[5]。 

3.2. 课程设计对专业基础课程重构的促进作用 

经过多年专业课程教学实践，大部分教师均已认识到，要想实现课程的精品教学，必须在课程设计

中满足五个“一”的基本要求。 
“一个目标”就是课程体系建设必须围绕着让学生“掌握科学思维方法、提高工程素养、培养创新

能力”这个目标。 
“一个体现”就是教学过程要充分体现学生的中心地位和教师的主导意识，要根据学生的学习状况

适时引领学生向正确的方向思维。教师必须要摒弃满堂灌的教学模式，预留相当的思维空间给学生，让

他们去感悟、体会专业知识横向与纵向的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 
“一个主线”就是课堂教学要沿着解决工程问题的主线展开。这个主线应该能够反映工程特点，即

首先从工程实际出发，建立实际问题的物理模型；第三建立准确的数学模型来描述它；最后用数学手段

求解数学模型；最后将结论反馈到工程实际中进行分析，达到解决工程问题的目的。 
“一个思路”就是对教学过程中所涉及到的每个节点必须按照“明确对象、摸清状态、找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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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路进行。“对象”是科学系统中的节点、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状态”是对象存在的形式和特征，

是解决问题的途径；“方法”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理论依据。这三个步骤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一个前提”就是教育的最终结果是体现在学生身上的。能力不是“学”出来的，而是“悟”出来

的。因此，突出学生中心地位，激发学生求知欲望和学习热情，教师与学生之间形成共鸣就成了教学的

重要前提。 

3.3. 师资团队是保障专业基础课程成功重构的基石 

以广东省精品课程“工程图学”的教学为例，我们在实施制图知识专业基础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

教学小组的作用。课前、课后必须经过大量的研究和讨论。课前研究课程特点，交流备课经验，讨论存

在问题和解决方法。课后分享教学成果、剖析学生状态、商量下步对策。这样做法已经形成教学的规律

和习惯，几年积淀的实践经验，证明这种形式是非常好的一种教学模式，达到了学生与教师共同提高的

效果。例如，我们把工程图学课程分成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我们把重点放在“熟悉国家标准、规范

技术动作、养成良好习惯”上，第二个阶段则把重点放到“掌握科学思维方法、提高工程素养、培养创

新能力”上。明确了教学的阶段性目标之后，再开展教学工作就相对容易多了。此外，教具的选用和讲

解方法，动画视频的插播、典型案例的选定以及练习的取舍都是小组在不断研究和讨论中获得的。2021
年本课程被认定为广东省一流本科课程。 

4. 机械制造类基础课程重构过程 

完整的课程体系必须建立在认真分析专业基础课程的目标和特点的基础之上，完善各种硬件设备、

示教软件等教学系统。我们从创新型应用人才培养出发，建设了基础理论、交叉知识及工程实践课程群，

相应的教学团队及项目实践平台，见图 1。该课程体系有效解决了机械工程专业与电子、自动化、计算

机等专业交叉性不足带来的课程适应度问题，实现了学生机械制造知识的进阶式培养、交叉创新能力的

提升以及知识、能力、素质的有机融合。 
 

 
Figure 1. Basic course reconstruction process 
图 1. 基础课程重构过程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基础理论课程的硬件和软件建设是成功实现课程体系重构的首要环节，也是提

高课堂教学质量的重要保障。在多年的教学实践过程中，我们认为加强学生工程创新能力，必须有针对

性的解决好如下几个问题。 

4.1. 优选学科融合型交叉课程 

坚持制造知识、技术能力、工程素养的有机融合，侧重机加知识和规律，面向工艺设计的基本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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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课程体系，体现知识交叉融合。以满足产业需要为目标，根据应用型学生培养目标，按照专业方向

优化课程内容，增加虚拟仿真实验，引入智能制造等新技术、新理念，紧跟行业发展，开拓学生思维。

让学生既了解机械制造技术的发展历程，又拓展了高端制造新技术，把握了工业应用前沿与趋势，更加

适应和服务地方区域经济发展需求。 

4.2. 形成科产教融合式实践课程 

实践课程是理论基础与专业技术之间的重要纽带，也是培养学生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基本方法和思

维的重要平台。充分利用大学生社会实践教育基地和赛研一体化教学平台等，坚持课内实验-课程设计-
综合实践的有机统一，综合采用任务驱动、动画演示、现场参观、动手实践等教学手段，提升师生工程

背景和实践教学的安全性和有序性，实现理论知识向智能装备技术、智能制造技术的能力转变，以此提

高课程应用性。 

4.3. 搭建完备的课程实践平台 

充分保障学生实践条件，知技合一培养扎实技能人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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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支撑了学生 3 个能力(技术应用能力、工程实践能力、科学研究能力)
和 1 个素养(工程素养)培养。其中，校内实验室是开展专业基础实验的重要基地，如在工程专业课程体系

中，各类工艺、制造和技术课程都建设有专修室，模型、模具展示室以及图片资料室等专用实验教室。

在工程制图知识学习过程中，可以为学生搭建一个软硬件仿真环境，既有工程实际中的机械设备、零部

件，还有各种先进设备的结构模型、图片挂图，以及相关多媒体课件，同时还为学生提供专用的绘图设

备。同时，校外实践基地和高水平实践平台也是必不可少的，学生可以通过校外实践基地体会智慧工厂

的氛围，通过高水平实践平台制作课外科技作品，体验学科竞赛的乐趣，激发他们的创造欲望和学习热

情，使教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5. 结束语 

课程体系重构是传统工科面临的迫切任务，专业基础课程是课程体系的中间纽带。因此，面向机械

制造类专业开设的专业基础课程，必须在培养学生工程素质的前提下，以专业基础课程的基本内容和知

识体系为核心，以工程问题为目标，构建新的课程教育体系，破除为理论而理论、不结合实际、僵硬死

板的教学观念和传统教学方法，建立崭新的、灵活高效的课程结构。机械制造类基础课程体系的重构必

须体现鲜明的专业特色，方能够提升学生的工程素质，强化学生的工程创新能力，从而为制造强国战略

提供亟需的智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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