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 
第 2 卷◆第 7 期◆版本 1.0◆2019 年 7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49 

Education research 

对普通高校工学学科专业建设体系架构的思考 
 

杜荔 1  林文强 2 
1 东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2 东北大学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DOI:10.32629/er.v2i7.1928 
 
[摘  要] 为适应二十一世纪工业4.0的发展需要,普通高校工学学科专业需以宽口径、博创新、重工程、强能力,创特色的本科

人才培养模式予以建设,旨在以现代工业发展方向为龙头,以教学为中心,以社会企业实践为支撑,重在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与

提出并解决现场问题的能力、工程设计与实施的能力。强调特色知识模块教育,从而达到教学促科研,以科研助教学的目的。

工学学科专业应是创新与工程实践并重的特色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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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会议以来,促进普通高校教育质量的提高始

终是推进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旋律之一[1-2],工学学科专业

建设的改革势在必行,而有效的工学学科专业建设体系架构

应是顺应二十一世纪工业4.0的发展需要而构建的。 

目前普通高校的工学学科专业的设置,常常以国内一流

大学的为蓝本,只是选用的教材、授课的章节以及相应的习

题更简单些而已,至于教学模式,基本上与国内一流大学的

雷同。虽然按此模式培养的学生能够掌握一些概念和理论,

但无法将学到的理论知识转化为社会实践,因而普通高校学

生的专业能力越来越不被社会所接受,造成现在的“人才”

虚多的现象——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虽然教育界对该现象曾

有过研讨,但多是追求面面俱到,没有抱着有所为、有所不为

的思维,未将着眼点放在解决企业的具体问题上。本文以机

械工程专业为例,就工学学科专业建设目标、工学学科专业

教育体系设置、专业建设体系架构下的毕业要求等三个方面

进行研讨。 

1 工学学科专业建设目标 

培养学生具有勇敢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培养学生具有交

流、表达、反思、自律、组织的能力,培养学生具有学习、

质疑、创新、理论联系实际分析问题的能力[3-4]。培养学生

拥有一定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理论的基础

知识,并使学生接受研究性工程实践方面的训练。使学生具

有较强的数学分析、计算机应用和外语应用能力,掌握专业

基础知识。培养学生成为在工程领域中创新与实践能力并重

的、能提出并解决现场工程问题的工程技术人员。 

2 工学学科专业教育体系设置 

工学学科专业教育体系的设置本着宽口径、博创新、重

工程、强能力,创特色的原则。课程体系从学生成长的需求

出发,形成若干个教育模块,包括：综合理论模块、原理设计

模块、技术设计模块、计算机与装备控制模块、创新模块、

实践模块、任选课模块、讲座模块及毕业设计模块等。课程

设置强调创新特征,强调工程实践特征。创新与实践活动以

企业集团为基地。 

每学年分为两个学期：秋季学期20周,春季学期20周。

春季与秋季学期的课程设置以10周为一个周期,每季两个周

期。课程采用学分制,学费按学分缴纳。对于课程考核不合

格的学生,重修时必须缴纳相应的学分费用。 

对于工学学科专业的优秀学生,在大一结束时,如对其

他专业有兴趣,可被推荐到其他专业,经考核合格后,可予以

接收。在大二结束时,可按学生自愿原则,由系为其配备经验

丰富的老师作为学术导师。在大三结束时,如课程学分达到

毕业要求的学分,其他考核指标也达优秀水平,则凭学生自

愿原则,可允许提前一年毕业。以机械工程专业为例而设置

的教育体系课程一览表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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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专业教育体系课程的设置重点在于，不放松有选择的

基础理论教育,从而给予部分优秀学生保留继续深造的途

径；使学生设计能力更强化,从而给大部分学生走入社会后

创造更大的生存空间；计算机与装备控制重在应用,因为编

程、电控器材和传感器材的选择都是对现代工程技术人员的

必备要求；实践过程更强化,因为理论知识的应用、现场操

作的经历都是工程实践中的重要环节；将学习能力的培养和

创新能力教育纳入到课堂的教育过程中；营造大量选修课和

讲座,以满足学生对人文和现代技术方面的视野需求。 

3 专业建设体系架构下的毕业要求 

3.1通过课程模块和讲座模块的学习,使学生具有良好

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具备面对困难挑战的勇气,具备强烈

的社会责任感和较高的职业道德。 

3.2通过综合理论模块、原理设计模块、技术设计模块、

计算机与装备控制模块、创新模块、实践模块及毕业设计的

学习与训练,掌握必备的科技知识。 

3.3通过上述课程的学习和训练,要求学生在学习中学

会学习,具备对新知识独立自主学习的能力,并认识到终身

学习的必要性。 

3.4通过课程的学习与实践训练,使学生具有质疑能力,

并懂得创新的思维模式和工作方法。 

3.5通过课程的学习与实践训练,使学生在面向工程实

践时,具有良好的设计能力和工程实施能力。 

3.6通过大学校园的熏陶,使学生具有健康的体魄,以适

应社会激烈竞争和高负荷工作强度的需要。 

4 结语 

普通高校工学学科的专业建设仍然要强调素质教育和宽

广的眼界,学习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要融入到课堂教学中,

不放弃有选择、有重点的理论教育,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培养

有质疑能力、具备解决企业具体问题能力的工程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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