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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工科”对民航空管交通运输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围绕民航大学交通运输专业“双一流”

建设，针对新工科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人才培养要求，对民航空管交通运输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进行了

初步探索。在分析民航空管交通运输专业人才培养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民航空管交

通运输专业人才培养思路。优化现有培养目标，并对培养目标进行分解，提出了培养目标的动态评价机

制。按照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要求，重新梳理现有课程体系、革新教学模式和教学团队、优化现有人才培

养质量监控体系，为建设我校国家一流本科民航空管交通运输专业提供可借鉴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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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Engineering Course”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training of civil aviation 
management and transportation professionals. It focuses on the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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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portation specialty of Civil Avi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and aims at the talent training re-
quirements of the multi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of new engineering disciplines. Preliminary explo-
rations were made in the reform of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l.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ivil aviation management and transportation professional personnel training, a mul-
ti-disciplinary cross-integration of civil aviation management transportation professional person-
nel training ideas is proposed. Optimize the existing training objectives, and decompose the train-
ing objectives, and propose a dynamic evaluation mechanism for the training objectives. In accor-
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reorganize the existing curriculum 
system, innovate teaching models and teaching teams, and optimize the existing talent training 
quality monitoring system,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irst-class un-
dergraduate civil aviation management and transportation major of our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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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面对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快速发展，教育部于 2017 年首次提出在全国高校建设“新工科”。“新

工科”建设在人才培养方面强调多学科融合发展，将对现有工科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形成较大的冲击[1] 
[2] [3] [4]。面向未来的工程人才应该服务于国家未来科学的发展方向及国家全球竞争力的提升。随着人

工智能在工程领域的广泛应用，传统工科专业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对现有

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改革，保证培养人才的竞争力。 
民航空管交通运输专业是一门比较综合性的专业，与传统交通不同，它主要研究空中交通规则、航

空情报、航空气象、空域规划、飞行性能、飞行组织与实施、空中交通优化等内容，需要学生掌握基本

空域规划理论、空中交通运筹优化理论、空中交通规则等领域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管制技能。空管交通运

输专业致力于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特别是民航空管建设需求，能够从事空中交通管理和机场运行管

理的专业人才。 
民航交通运输专业的培养目标：掌握系统的空管运行、空域管理和安全等理论基础，具有对复杂交

通的管控能力、协同决策和应急处置能力，能够从事空中交通管制、流量管理、空域规划和空域安全管

理的高素质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民航交通运输专业的发展预期是：1~2 年可以考取中国民用航空管制

员执照；2~3 年后熟悉国内外管制规则、程序与方法，使用双语(中文和英文)安全、娴熟指挥大流量空中

交通，具备繁忙空域独立管制能力；4~5 年后能够冷静、正确处置各种非常规情况，以系统工程的理念

对空管自动化系统整体运行、飞行程序优化、空域管理、管制方法改进、流量管理、班组资源管理等方

面提出合理的思路和方案，对管制运行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给予技术支持。 

2. 新工科背景下民航空管交通运输专业人才培养现状与困境 

尽管交通运输专业建设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随着“新工科”建设的不断深入，5G，大数据，数字

化、智能化等新技术不断涌现，民航交通运输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培养计划，教学模式，教学团队和

教学平台建设、人才培养质量管理等方面尚存在一些问题，具体归纳如下，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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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民航空管交通运输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未来行业需求不一致 

随着民航新的航空器和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对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国产大飞机、

无人机、空天数据链技术、低空空域开放等装备技术和相关政策的不断成熟，未来我国空中交通运行的

态势将发生根本性变革，目前民航交通运输专业的培养目标还集中于空域的战术管理层面，培养学生不

具备在未来装备和技术变革条件下的应用工程技术能力，无法为行业发展提供支撑。 

2.2. 课程体系设置集中于民航交通运输领域，多学科交叉不足 

现有民航交通运输课程体系集中于空中交通运输核心学科理论基础和专业实践，缺少计算机、大数

据、人工智能、空域管理理论等相关学科课程，多学科交叉严重不足，导致学科间脱节，培养的学生缺

少多学科交叉背景，无法适应民航新形式下对与空中交通运输人才的需求。 

2.3. 教学模式单一，亟待完善多学科融合教学模式和方法 

现有民航交通运输专业课程教学大都采用教师单纯课堂讲授的教学模式，对学生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能

力的培养明显不足，和以成果为导向的 OBE 教学模式的相差很远。学生对于专业知识的理解还停留在记忆、

背诵和重复的阶段，缺少以问题为导向的多学科交叉知识体系构建，这就造成学生毕业之后五到十年后的职

业黄金期，发展后劲则与其他院校毕业生相比存在一定欠缺，特别是面对新技术、新的行业问题时的自我学

习能力、持续创新能力不足。在专业课时和学分限制下，可考虑通过改进现有教学模式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Figure 1. The contradiction and problem between the existing talent training program and the industry demand of air traffic 
control major 
图 1. 空管交通运输专业现有人才培养方案和行业需求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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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教师多学科交叉能力弱，教学实验平台功能单一 

目前民航交通运输专业相关教师的教学能力突出，对所教授专业课程的理解较为深入，工程实践能

力出众，但由于交通运输、人工智能、管理科学和自动化等学科的差异较大，因此具备多学科交叉能力

的教师较少，亟待建立多学科交叉的教学团队，通过系统培训，定期交流，集体备课等方法，提升多学

科交叉素养。目前教学实验平台大都针对某一专业课程设置，教学实验平台功能过于单一，无法满足多

学科交叉教学目标，可考虑以项目驱动的形式整合现有教学实验平台。 

2.5. 人才培养的多学科交叉能力质量监控体系缺失 

现有专业人才考核和质量监控主要包括专业课程考试、毕业设计答辩等流程，各个专业课程考察以

试卷答题为主，人才培养质量的考察仅停留在试卷答题层面，尚未构建学生多学科交叉能力达成的质量

监控体系，在专业课程体系中，应考虑建立多种评价制度，改善现有评价体系，体现新工科背景下，人

才培养的多学科交叉目标。 

3. 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空管交通运输专业人才培养改革思路 

根据上述分析整理的民航空管交通运输专业在培养目标、课程体系与教学模式、教学团队与教学平

台、人才培养的质量监控体系等方面的问题。基于新工科的培养理念，对现有空管交通运输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进行改革，以期满足民航未来行业需求，促进空管交通运输专业发展，提升空交通运输专业毕业

学生的竞争力和长期职业发展能力。基于此，空管交通运输专业人才培养改革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3.1. 从未来行业需求和技术革新出发，重新梳理培养目标 

相比其他传统行业，民航及空管行业属于新技术、新装备、新理念高度聚集的行业，行业对人才的

需求随着装备、科技的不断革新会发生不断的变化。在确定人才培养目标之前，一方面，应广泛走访民

航空管一线单位、行业专家、毕业生、领导等相关人员，通过访谈、座谈和问卷调查等形式，全面掌握

民航行业对人才的需求及现有人才培养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开放思路办专业；另一方面，应深入研

究新技术、运行新理念对行业发展影响的趋势，长期跟踪行业前沿，分析新技术在民航空管行业中的应

用前景，制定培养目标，并建立培养目标定期评价制度，每两年或四年对人才培养目标进行动态更新。 

3.2. 建立“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育课程”和“多学科交叉课程”相结合的课程体系 

现有空管交通运输专业课程体系充分考虑当前民航空管行业的人才需求，重视毕业生的行业认知度、

行业规章和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专业课程”尤其是专业实践课程投入时间长，学生掌握较为牢固。

根据一线单位的反馈，空管毕业生能够很快适应一线的工作环境，快速适应管制员的工作角色。但随着

职业生涯的深入，学生的发展后劲不足，这与学生课程体系不完善有很大关系。在“通识教育课程”中

应增加人文素养类、思想道德修养类和心理辅导类课程，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和家国情怀，培

养学生健康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利于学生的长远健康发展。在“多学科交叉课程”中，以民航新装

备、新技术、新理念为牵引，设定与之相匹配的多学科交叉课程，丰富学生知识体系，毕业后形成持续

的竞争力。 

3.3. 引入翻转课堂和 OBE 教学模式，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多学科交叉思维 

现有教学模式下课堂教学是教师传授知识的主要途径，学生在课堂上被动接受，互动少，学习效率

较低，知识点零散，无法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和多学科交叉思维。在人才培养改革中，课堂教学仍然是人

才的主阵地，引入 OBE 和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构架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采用问题导向和项目式学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3066


李亚飞 
 

 

DOI: 10.12677/ces.2022.103066 389 创新教育研究 
 

习。在学生完成“通识课程”和部分记忆性的“专业课程”后，在理论和工程实践类的课堂教学中，大

范围使用 OBE 和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多学科交叉思维。 

3.4. 强化教师培训机制，构建系统化的教学实验平台 

教师是空管交通运输专业人才培养的主力军，也是交通运输专业课程体系的执行人，多学科交叉思

维、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是“新工科”背景下交通运输专业教师素质提升的必然要求，需要加强与其

他工科专业院校的联系，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组织教师以行业新问题为切入点，构建多学科交叉的研

究队伍，通过项目牵引，培养教师的多学科交叉思维能力，从而在课堂教学中，影响学生。按照多学科

交叉融合的思路，重新组织目前分散的教学实验平台，将具有相互关联的教学实验平台连接，形成完整

的实验过程，强化学生对多学科融合的思维模式。 

3.5. 改进学生评价机制，形成适合于培养目标的学生培养质量监控体系 

学生评价机制是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计划是否有效的关键一环，目前学生评价机制存在明显的短板

和不足，以试卷考试为核心的学生评价机制无法满足新的学生培养目标要求，需要建立一套适合于新工

科多学科交叉交通运输专业培养的质量监控体系。在这套监控体系中，过程管理，项目驱动，多学科交

叉能力、退出机制将是学生评价机制的核心。与课程体系建设，教学模式改变，工程实践能力培养，多

学科交叉思维能力训练相结合，形成一套客观公正的学生培养质量监控体系。 
综上可知，面向新工科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民航空管交通运输专业人才培养改革思路如下图 2 所示： 

 

 
Figure 2. The training mode of civil aviation management and transportation professionals for the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
tion of new engineering disciplines 
图 2. 面向新工科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民航空管交通运输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4. 面向新工科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民航空管交通运输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原有培养目标：在系统掌握空中交通管理等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具有对复杂交通的管控能力、

协同决策和应急处置能力，能够从事空中交通管制和空域安全管理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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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空管交通运输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应培养多学科交叉的工程应用技术人才，除上述专业技能要

求外，应同时具有合作精神、组织管理能力和表达能力，具有自我学习能力，不断更新自身的知识结构

和知识体系，适应未来民航空管新装备、新技术、新理念下的知识迭代需求，适应在新空域态势下的空

管特点，具有工程项目管理能力，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贯彻绿色发展理念。 
目标分解如下图 3 所示。 

 

 
Figure 3. Decomposition of training objectives of civil aviation traffic management and transportation professionals 
图 3. 民航空管交通运输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分解 

 

上述培养目标将根据民航空管一线单位、毕业学生和行业专家的座谈和调研情况，以及民航新技术

发展情况适当调整。引入培养目标动态调整机制，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两年或者四年)，组织相关责任人员

和利益相关方对培养目标进行综合评价，结合评价结果和培养目标的达成度对培养目标进行修改，保证

交通运输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时效性。 
培养目标的综合评价拟分为三级，包括民航行业一线单位评价、毕业学生自评和学院领导和教师代

表评价。评价结构如下图 4 所示。 

5. 基于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民航空管交通运输专业课程体系初探 

5.1. 现有民航空管交通运输专业课程体系特征及问题 

根据优化后的培养目标，在原有民航空管交通运输专业课程体系的基础上，对通识教育课程、专业

教育课程、多学科交叉课程进行优化，尤其是通识教育课程和多学科交叉课程。 
现有民航空管交通运输专业共有 77 门课程，其中工程与信息计算类课程 3 门、健康与安全类课程 8

门，人文素养类课程 13 门，数学与自然科学类课程 8 门，专业基础课 20 门，专业课 25 门。其中理论含

实践 9 门，8 门为人文素养类课程，1 门为专业基础课；实践课 11 门，3 门为专业基础课，8 门为专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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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Dynamic evaluation mechanism for training objectives of civil aviation manage-
ment and transportation specialty 
图 4. 民航空管交通运输专业培养目标动态评价机制 

 

 
Figure 5. Existing civil aviation traffic management course system 
图 5. 现有民航空管交通运输专业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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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课 37 门，人文素质类课程 1 门，数学与自然科学类课程 6 门，专业基础课 15 门，专业课 15 门；实

验课 3 门，数学与自然科学类课程 2 门，专业基础课 1 门；有实验理论课 2 门，均为专业课。总学分为

163 学分，总学时 3220 学时，具体课程分布如图 5 所示。 
原有课程体系中通识教育课程包括健康与安全类课程、人文素养类课程、工程与信息技术类课程，数

学与自然科学类课程；专业教育课程包括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但尚无明显的多学科交叉课程。由图 6 可

知，目前空中交通管理学院面向新工科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民航空管交通运输专业课程体系初步建立。但严

重缺少多学科交叉课程群，同时在原有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相关课程设置上，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 
现有的通识教育课程中，健康与安全类课程包括：军事理论、体育、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课

程。心理健康教育仅有 22 学时的理论课，略显不足；人文素养类课程包括：大学英语、中国近代史纲要、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等，缺少文学鉴赏，电影音乐赏析等文艺类课程和职业生涯规划及就业指导，人文素

养培育不够，学生对自己未来规划不够清晰。 
工程与信息技术类课程中，除专业导论课程(走进民航)外，仅有一门计算机基础和 Python 语言程序

设计，缺少与民航新装备、新技术和新理念的相关课程，也没有体现大数据、人工智能、5G、北斗等相

关智慧民航关键技术的课程，缺少数据结构和算法、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大数据分析等课程，缺少工

程训练/创业基础等与工程实践、职业生涯规划相关的课程。数学与自然科学类课程中，大都为高数、线

代、概率和大学物理相关课程，缺少智慧民航中的数学方法介绍，公共基础类课程课时较长，且与民航

交通运输专业关联性较弱。 
在学生调研反馈中，部分学生代表反映感觉“通识教育课程类”对交通运输专业的帮助不大，学生

在未学会通识教育类课程的前提下也能够顺利完成专业课程的学习，说明现有通识教育课程对专业主干

课程的支撑作用不明显；受限于交通运输专业的自身特点，以及行业属性所限，导致部分专业基础课程

和专业课程对通识教育课程知识点需求不明确。 
在专业教育课程中，也存在知识点重叠，专业课程教学目标不明确，内容更新速度较慢，民航新装

备、新技术、新理念渗入较少的现象，例如运筹学 B 和空管数学建模与课程设计、安全系统工程与航空

中人为因素等。在最新的培养方案中，已经重新梳理的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课程内容和课程体系，并

补充了《机器学习基础》、《智能交通系统》等课程，与智慧民航的要求相呼应。 
 

 
Figure 6. Classification of the existing air traffic management and transportation pro-
fessional curriculum system 
图 6. 现有空管交通运输专业课程体系分类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3066


李亚飞 
 

 

DOI: 10.12677/ces.2022.103066 393 创新教育研究 
 

5.2. 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交通运输专业课程体系优化 

通过对现有空管交通运输专业课程体系的问题分析和不足探讨，对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育课程进

行系统梳理，调整、删除和补充相关课程，并重点建设多学科交叉课程，如图 7 所示。 
在通识教育课程中，可考虑在保证学位学分要求的前提下，减少或者合并军事理论、体育、健康教

育等健康与安全类课程，减少计算机基础、走进民航等工程与信息技术类课程，减少或合并高数、线代、

概率统计等数学与自然科学类课程，将这些课程的部分内容放入第二–第四课堂，并补充与智慧民航相

关的应用数学、数据处理与分析、高级编程语言、数据结构和算法、数据库，要求学生打好扎实的数学

和编程基础，具有较强的数据分析、信息处理、人工智能等学习能力，能够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交通

运输交叉的工程领域从事相关工作。补充工程训练/创业基础、职业生涯规划及就业指导、心理情绪干预

方法、文学鉴赏，电影音乐赏析等课程，建立“人文民航”课程群，提升交通运输专业人才的人文素养。 
在现有专业课程体系中，继续梳理民航空管专业核心课程群的知识点和课程体系，提升专业基础课

和专业课的学术层次和学科难度。从“是什么”到“为什么”，通过系统的基础学科知识来提升、改造

部分专业主干课程，将部分核心专业课程立足于基础科学之上，增加专业课程的含金量。同时重视学生

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切实发挥专业课程体系中实践课和实验课的作用。 
基于新工科专业要求，空管交通运输专业课程内容紧密围绕“人工智能 + 交通运输”、“大数据 + 

交通运输”等新工科时代背景[4]。多学科交叉融合课程群围绕“智慧民航”、“智慧空管”展开，在学

生掌握通识教育课程和部分专业教育课程的基础上，基于民航空管现有新装备、新技术、新理念设定课

程内容。多数新工科的课程需要通过交叉融合多学科的知识、原理和方法等形成，体现出课程的交融性，

这是由新工科交融性和跨界性的特征决定的[5]。课程的多学科交叉融合是按照课程目标，对相关课程内

容进行交叉或融合。交叉的意思是对这些课程知识点进行相互渗透、重组和优化。新工科课程建设也需

要重视课程的综合化，课程综合化是世界一流大学课程建设和改革的重点，目的在于解决一类工程问题

所需要的知识、方法和计算等内容整合成一门综合性的课程。这样可以避免学生注重专业部分知识的学

习，而忽视了相关必须的能力培养。另外，课程项目化也是培养新工科人才的最有效形式，是指课程以

项目为基础或以项目为中心进行建设和组织实施。课程项目化的关键在于项目必须来源于工程实践或企

业实际，项目必须是综合复杂工程问题，设计多学科交叉[6] [7] [8] [9]。 
多学科交叉课程需要考虑学科的深度融合、综合性、项目化特征。以智慧民航、智慧空管为牵引，

一方面，深入一线民航空管一线单位调研，切实了解企业实际需求；另一方面，跟踪全球民航空管发展

态势以及新技术在民航空管中的应用。梳理若干工程实践问题和企业实际需求，并形成项目指南，项目

内容要涵盖应用数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运筹学、软件工程学、交通工程学、安全系统工程、空域

规划等多门学科，课程群教师定期走访一线对项目指南进行更新。多学科交叉课程群可分为若干课程，

包括：智慧民航和智慧空管前瞻、民航空管行业问题调研、民航空管项目指南讲解、项目实施、项目汇

报。多学科交叉课程群所需要的多学科知识已经在通识教育课程和专业课中讲授，该课程群主要注重多

学科交叉的项目实施，将多学科交叉课程综合化、项目化。为了达到课程目标，可将学生分组，对相同

的项目指南内容，变换初始条件，或模型方法，使学生得到项目锻炼，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形成工程

项目思维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并将优秀的项目进行产学研融合转化，申请专利、发表文章、形

成产品报告等等。 
与现有的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不同，该课程主要立足行业问题，检查学生之前的学习效果，并建立

工程思维能力和科研思维。使学生了解民航空管行业企业的期盼，缩小之间行业与高校之间对于人才培

养的差距，使学生既能快速适应行业要求，也能保持未来的竞争力。建议课时 32 学时，安排在第四学期

上半学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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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The optimized curriculum system of civil aviation management and transportation 
图 7. 优化后民航空管交通运输专业课程体系 

6. 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民航空管交通运输专业教学方法研究 

教学模式是课程体系效果达成、人才培养目标达成的关键一环。如何改进现有灌输式的教学模式，

转变教学模式和教学观念，形成以 OBE 和翻转课堂为基础的教师课堂教学模式，挖掘学生潜力，培养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充分利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课堂。 
针对理论课程，尤其是知识点条理明晰的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以 OBE 和翻转课堂为主要教学

方法。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和习惯，为每个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方法。基于 OBE 和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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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对专业课程知识点和课程体系需要重新梳理，制作导学案，组织课堂活动，督促课后练习，锻炼学

生的学习主动性，培养学终身学习的学习习惯。 
在实践课教学中，采用多种教学方法相结合的方法，重新设计实践课程考核方式，根据不同实践类

型，规范考核内容和教学方法，从而提高实验教学水平的效果。 

7. 组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教学团队和教学平台 

依托现有民航空管交通运输专业教师队伍，通过学科交叉融合构建教学团队，团队成员包括与交通

运输相关联的各专业背景的教师。凝练出“人工智能 + 空管交通运输”、“大数据 + 空管交通运输”、

“系统安全 + 空管交通运输”三个课程组，如图 8 所示，在通识和专业课程组凝练整合的基础上，组建

多学科交叉融合教学团队。在课程教授过程中，不同学科的教师在一起集体备课，讨论现有民航空管交

通运输的发展趋势、核心科学和技术问题，从而尽可能实现在民航空管领域的多学科交叉融合；同时通

过网络平台，加强与学生的互动交流和讨论。最终实现多学科交叉课程群的综合化、项目化，从而达到

新工科背景下的对“工科”人才培养要求，提升空管交通运输专业的竞争力。 
 

 
Figure 8. A multidisciplinary teaching team structure 
图 8. 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教学团队构架 

 
基于 CDIO 理念，建立跨学科的工程实践教学平台。现有教学平台都是针对某一专业课程搭建的，

教学实验平台用途较为单一。学生通过教学平台只能掌握单一课程相关知识，不能通过教学实验平台实

现工程创新实践能力的锻炼。以构思、设计、实施、运行为结构的 CDIO 模式，能够很好的串联现有教

学平台，实现多学科深度融合。 
在实施过程中，以行业企业实际问题为驱动，以项目为导向，在多学科交叉课程实施的过程中，充

分利用现有教学实验平台，完成多学科交叉课程的实验项目，以真实项目为牵引，充分利用现有教学平

台的软硬件资源。在项目需求分析、总体方案、详细设计、模型算法、最终实现的过程中，分析可能用

到教学实验平台，并进行规划排列，需要使用什么教学平台功能，就根据教学实验平台的开放时间进行

使用，锻炼民航空管人才的实际动手能力，教师在这个过程中，从实践课堂主导者转化为监督者，仅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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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引导监督纠正的作用，充分发挥学生的动手和协作能力。 

8. 建立基于多学科交叉融合能力达成的人才培养质量监控体系 

人才培养的关键是建立科学合理、真实有效的评价制度。科学合理的人才评价制度将有助于提升专

业建设品质，促进课程体系完善。基于多学科交叉融合能力达成的人才培养质量监控体系应从过程管理、

项目驱动、多学科交叉能力、退出机制四个方面来建立。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的主要内容应该是课程

评价，应根据不同课程的特点建立多元化的课程评价模式。不同类别的课程采用不同的评价方式，将不

同的评价方式按一定比例综合以进行综合评价，削弱考试评测在课程评价中的主导地位。在综合评价时，

要注重学习过程管理和评价，科学安排各种评价所占的比例，体现评价的差异性。各个课程的评价方式

应根据课程特点分别制定，如下表 1 所示。 
 

Table 1. Assessment methods of different types of courses 
表 1. 不同类型课程考核方式 

课程类型 考察方式 

通识教育课程 

 课堂点名(10%) 
 课堂练习(20%) 
 课堂分组讨论(30%) 
 期末考试(30%) 
 学生课后学习情况(10%) 

专业教育课程 

 课堂点名(10%) 
 课堂练习(20%) 
 课堂分组讨论(30%) 
 期末考试(30%) 
 学生课后学习情况(10%) 

多学科交叉课程 

 学生组队及项目情况论证(10%) 
 项目需求分析、总体设计(20%) 
 项目实施情况报告，汇报 ppt (20%) 
 项目完成总结报告、产品展示(30%) 
 项目产学研情况汇报(10%) 
 学生团队合作情况(10%) 

 

除课程评价外，还包括毕业设计考察、实习考察、思政情况考察等，全面了解专业人才的多学科交

叉融合能力达成情况。 
以学习成果、工作表现和未来发展作为人才培养最终目标，如果学生的实际成果与学校培养目标的

期望偏差较大，应通过“反馈循环，不断优化”的方式，不断更新课程体系、教学内容、考核方式，从

而达到学生综合能力和未来发展潜力的全面提升的目标。 
本文针对现有民航空管交通运输专业多学科交叉不足的情况，面向新工科要求，优化现有课程体系、

教学团队和教学平台，并丰富了人才培养的质量监控体系。 

基金项目 

中国民航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面向‘三全育人’的交通运输专业研究生培养质量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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