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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专业认证大背景下，依托武汉科技大学金属材料工程专业的建设任务，以创新型应用人才培养为目标，

从搭建创新实验平台、开发创新实验内容、改革创新实验评价体系等方面进行了探索，也对教师创新能

力提出了要求。实践表明，基于专业认证的建设，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

有利于培养出高素质创新型应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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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relying on the construction task of metal ma-
terial engineering major in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im at cultivating inno-
vative applied talents. The exploration is carried out from the aspects of building innovation ex-
periment platform, developing innovation experiment content, reforming innovation experiment 
evaluation system, and also puts forward requirements for teachers’ innovation ability. Practice 
show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is conducive to stimulating student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4221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4221
https://www.hanspub.org/


吴腾 等 
 

 

DOI: 10.12677/ass.2023.124221 1633 社会科学前沿 
 

learning interest and improving their practical ability, and is conducive to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innovative application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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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的转型升级，对人才的需求和要求也在逐渐增加，特别是创新能力

强和实践动手能力高并可以较快适应市场环境变化创新型应用人才存在较大缺口，这对高校的人才培养

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1]。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并

加快建设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国家

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也提出了具体要求：为适应国家与社会生产生活上的发展需要，要大力

提高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和技能型的人才培养比例，并加大人才在经济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上的

作用。因此，作为人才培养主阵地的高校，应深化教学改革，探索创新型应用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实

际意义。 
为提高工程教育质量，我国于 2016 年正式加入了《华盛顿协议》，实现了工程学位的互认和提高了

工程技术人才的国际交流。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是一种以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为导向的合格性评价，需要

毕业生达到行业认可的质量标准要求，是以成果为导向、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和对质量进行持续改进的教

育理念，有利于提高高校的教学质量[2] [3]。我校的金属材料工程专业与工程应用和社会实践贴合紧密，

有利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作的顺利开展。本文以金属材料工程专业认证为导向，对金属材料教学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并进行了探索和实践，以期有效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应

用能力。 

2. 专业认证的背景及必要性 

我校金属材料与工程专业所属的材料科学与工程是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并建有

博士后流动站，获批湖北省材料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本专业具有良好学术背景

的前提下，还积极开展行业交流，为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理事单位，中国体视学会材料分会理事单位，

湖北省热处理学会理事单位。 
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以培养“学术性人才”为主，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和创新应用能力不足，学

生毕业后不能很好的融入企业生产中。因此，以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为导向，结合社会经济发展需求

和学科特点与专业特色，对专业的培养方案进行了调整[4]。希望学生掌握金属材料工程及其科学领域的

专业基础知识，培养出思想素质高、知识面广、富有实践创新能力，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国际视野，能够

在材料、电器、新能源或汽车等行业从事科学研究、工艺设计、材料开发等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以专业认证为背景进行了一系列创新人才培养的改革，希望培养出符合国家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的创

新型应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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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新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3.1. 搭建创新实验平台 

我校金属材料与工程专业可以依托省部共建耐火材料与冶金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湖北省材料学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进行学生的实验教学，也可以依托高温材料与炉衬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钢铁冶

金及资源利用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高性能钢铁材料及其应用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等实验平台

进行创新实验。通过将这些实验室和研究中心的仪器设备和研究场所等硬件资源进行整合，考虑材料的

力学性能、物理性能、金相组织和热处理等金属材料工程专业的相关领域，从材料的成分设计、工艺设

定、性能检测和组织制备及表征，到工艺优化和性能分析等一体化的实验平台布局和搭建，从而形成了

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开放共享的创新实验平台，为本专业学生进行大学生创新项目和科研活动提供了便利

条件，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创新精神。例如，在进行材料的强度设计实验课程时，该创新实验平

台为实验过程中的成分、工艺、组织和性能的一体化设计提供了有效支持，有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 
我校同华中科技大学签有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协议书，我校学生可通过预约共享这些仪器设备，丰富

了设备资源。并且，我校同武汉钢铁有限公司和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有限公司等大型科研院所和企业建

有产学研实习基地，有利于学生开展创新实验和科研成果的转化，从而提高其创新应用能力。这些创新

实验平台的搭建和开放可使学生根据个人能力和需求进行个性化培养，是专业认证中“以学生发展为中

心”的有力体现和支撑。 

3.2. 开发创新实验内容 

教学改革应是课程内容、教学资源和教学方法的全方位提升，开发创新实验内容成为评价课程改革

的重要指标。本专业的培养目标也希望学生在金属材料成分设计、微观分析、工艺控制、性能检测、服

役评价或寿命评估等方面具有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的提高需要加大开发创新实验内容。

在材料的静拉伸实验课程讲授中，可以给学生两块双相钢板，其牌号分别为 DP580 和 DP600，让学生根

据所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对其进行判别。由于两种牌号的强度级别比较接近，这需要学生严格按照国标

进行规范化操作和分析。 
学生通过游标卡尺测量了试样尺寸，按 GB/T 228.1-2021 将试样的标距取为 50 mm 进行拉伸试验，

得到的应力应变曲线如图 1 所示。由试验结果可知，1#试样的抗拉强度为 618 MPa，伸长率为 27.5%；

2#试样的抗拉强度为 586 MPa，伸长率为 31.0%。根据拉伸试验的强度可以简单的判别 1#试样为 DP600，
2#试样为 DP580。如果浅尝辄止则达不到创新应用能力培养的目的，可引导学生继续深究出现这些性能

差别的原因。学生将材料科学基础学到的理论知识和金相组织的制样和观察等实验技能联系起来寻找原

因，得到试验钢的显微组织如图 2 所示。图 2 中得到的均是白亮的铁素体+暗黑的马氏体两相组织，马氏

体以长条和小岛状为主，马氏体均匀分布在铁素体中。其中 1#试样的马氏体体积分数约为 16%，2#试样

的马氏体体积分数约为 13%，马氏体作为硬相对试验钢的强度起主要作用，故可因此判别 1#试样的强度

要高为 DP600，2#试样的强度要低为 DP580。铁素体作为软相对试验钢的塑性起主要作用，2#试样的铁

素体体积分数要多，其伸长率也要高，这与拉伸试验得到的结果一致。因此，学生通过创新实验可以提

高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3. 改革创新实验评价体系 

由于传统实验的学生人数和组数都比较多，对学生学习的评价主要体现在实验报告的处理上，对于

一些验证性实验还存在较多的抄袭现象，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也不能有效的发挥，学生的能力和实验水平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4221


吴腾 等 
 

 

DOI: 10.12677/ass.2023.124221 1635 社会科学前沿 
 

也不能得到真实的反映，在推动金属材料工程专业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时，需要对现有的实验教学体系

进行改革。通过整合现有的设备资源和学生的知识体系，加大设计性和综合性创新实验的开设比例，建

立网络预约、工程实训、实践操作和创新能力一体化的具有工程意识的教学体系[5] [6]。例如，在新材料

设计与应用理论课程中开设纳米晶合金切割铁芯设计、制备及性能检测实验课程，学生通过团队协作进

行设计和操作完成，然后根据该新材料的性能指标对实验结果进行评价，提高了学生的创新应用能力。

同时，教师也可通过教学评价反映出的问题进行研究和反思，从而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有利于形成教

学实施、评价反思和教学改进的良性循环。专业认证的标准要求评价体系多样化和可量化，将这些指标

细化到学生的创新实验教学中，可有效地掌握学生学习的进度和效果，为教学质量的持续改进提供依据。 
 

 
Figure 1. Stress strain curve of the tested steel 
图 1. 试验钢的应力应变曲线图 

 

 
Figure 2. Microstructures of the tested steel (a) 1#; (b) 2# 
图 2. 试验钢的金相组织(a) 1#；(b) 2# 

4. 实施效果 

随着创新人才培养的改革和实践，我校金属材料工程专业于 2022 年顺利通过了国家工程教育专业认

证。学校也专门成立了创新创业学院，并制定了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管理办法和学生学科与科

技竞赛管理办法等文件，极大的推动和支持了学生的创新实训活动和学科竞赛活动。我校金属材料工程

专业 2019 级学生积极参加由教育部高等学校材料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的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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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技能大赛，参赛学生获得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和三等奖 1 项；参加了由中国工程机械学会主办的

2022 中国大学生材料热处理创新创意大赛，参赛学生获得二等奖 2 项和三等奖 1 项；参加了由教育部高

等学校材料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的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冶金科技竞赛，参赛学生获得二等奖 1 项和

三等奖 1 项。基于专业认证的创新型应用人才培养提高了学生创新能力和知识的灵活应用能力，也促进

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5. 结语 

我国高校的“双一流”建设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专业认证已成为人才培养质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高

的有效途径，创新人才培养的探索和实践很好的推动了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以成果为导向和对质量进行

持续改进的教育理念向前发展，促进了金属材料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提高了大学生的创新应

用能力。同时，也对教师的创新能力和业务水平提出了较高要求，需要教师从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

学手段、考核方法和评价机制等方面建立符合国家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教改方案。 

基金项目 

武汉科技大学教学改革项目“材料类核心课程基于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形成性评价体系”(项目

编号：2022X015)，武汉科技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低碳热轧 Q&P 钢的强韧化机理研究”(项
目编号：22Z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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