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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工程教育认证(OBE)工作,提出在工程教育专业背景下的工程化实

践教学体系的建设及改革。该实践教学体系本着提升机械类学生的创新意识、工程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能

力,解决机械类工程专业人才培养中知识学习与能力素质培养相结合的脱节问题,为培养学生用系统思维解

决机械产品及生产系统中复杂工程问题、以及工程项目的运作管理能力起到了较好的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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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work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OBE) for the mechanical manufacturing 

and automation major, the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of engineering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major are put forward. In order to improve innovation consciousness, 

engineering practice ability and professional quality ability of students majored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he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solves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knowledge learning and ability quality training in the 

training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s. It plays a good supporting role in training students to solve 

complex engineering problems in mechanical products and production system with systematic thinking, as well 

as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ability of engineering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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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是国际上对《华

盛顿协议》签约国的本科工程类专业的

学历资格相互认可的认证工作,已成为

一种国际通用的工程类专业人才培养质

量评估和保障制度[1][2]。工程教育专业

认证理念下,是以“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为导向,建立凸显工程性与创新性的工

程教育体系,达到回归工程实践目的。为

实现创新型高素质工程人才的培养提供

有效的方法,为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提供

动力,其强调以学生的学习成果为目标,

反向构建教学框架,形成指导学生渐进

式学习的“教-学”模式,从而达到提高

教学质量目的[3-6]。随着工程教育的大众

化与普及化,以及对人才质量要求的提

高,工程教育中存在的人才培养体系和

制度的不足日益显现。探索满足发展人

才需求、提高工程人才培养质量的工程

教育教学改革之路,备受关注。 

专业认证中实践教学是应用型工程

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教学体系构建和

持续改进等对实践教学质量提出了新要

求[7-8]。针对机械工程人才培养问题,提

出了基于成果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按

照专业认证人才培养目标,树立“强基

础、敏创新、勤实践”的人才培养理念,

结合我校地方特色经济发展的产学研优

势,开展以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专业能

力的高素质机械工程人才”为目标的教

学改革。从实践教学入手,解决传统实践

教学平台自成体系、缺乏服务区域特色

经济产业以及复杂工程问题能力培养的

问题,构建面向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机

械类专业全员全程育人平台,搭建具有

提高学生工程设计、综合和创新能力的

实践教学体系。把教师的引导(教)与学

生的自主(学)充分融合,以达到良好的

实践教学成果,从而实现培养具有区域

特色的高素质机械工程专业人才目的。 

1 工程化实践教学建设及改革

的指导思想 

1.1提出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结合实

践教学改革思路,构建“屯垦戍边精神”

融入专业课程+专业实践环节+第二课堂

的兵团精神育人实践教学平台。深挖课

程思政元素,开展以“屯垦戍边精神”为

鲜明特色的专业育人的教学改革。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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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紧紧抓住课堂教学与专业实践环节

主渠道,积极开展思政教学改革。课程组

教师承担的课程《工程伦理》、《机械制

造工艺学》入选校级“思政课程”示范

建设课程。 

基于“屯垦戍边精神”打造教师团

队的工程化背景[9]。形成教学团队教师

进驻南北疆企业常态化,与生产企业保

持密切的合作关系。学会用工程思维的

方法思考和分析问题,积累工程教学案

例,提升了师资工程化能力,实现科教融

合。团队教师积极申报与承担地方特色

科研课题,以科研带动教研,将科研新成

果及时融入教学内容中,在丰富课堂教

学内容同时又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

师结合科研项目研制本科教学试验平台,

推动教师专业学术水平、科研向实际教

学能力转化力度加强。以科研项目为平

台开展本科实践教学,以此达到提高学

生的科技创新意识和实验动手能力。 

1.2构建工程化实践体系,深挖与当

地特色产业相关的复杂工程问题,在实

践教学中解决复杂工程问题。实践平台

的工程化,实现产教融合,建设校外创新

实践平台,实习实训基地,承担本专业学

生的毕业实习环节,以完成对学生的专

业应用能力、创新能力、工程研究能力

培养。实践项目的工程化,依托校企协同

共建的产学研合作平台,拓展实践教学

内容,设置实践教学项目。 

1.3实施以任务驱动的实践教学改

革,实施实践项目任务工程化管理。实践

教学提出四环节式教学方法,“自主设

计”—“互动讨论”—“自主实验”—

“总结改进”。以学生为主,教师为辅完

成,团队设计实验方案、方案论证、进行

实验(或机具制作)、撰写报告及答辩等

环节。 

2 工程化实践教学的体系构建 

2.1构建思政育人实践教学平台,将

专业认证与思政教育有效融合,实施全

员、全过程统领式屯垦戍边精神的思政

育人模式。提升我院机械类专业学生的

专业竞技力、可持续发展能力。把“屯

垦戍边精神”与课程思政元素相结合,

融入到课程和实践等教育教学全过程,

坚持四年培养不断线。依托“棉花收获

与加工创新技术”创新团队,研究区域特

色农业设施和装备,为学生提供学习指

导、职业规划、科研训练等全面服务。

组织学生前往南、北疆等边远地区开展

教学实践活动,厚值学生扎根边疆、奉献

边疆情怀,为当地特色产业经济发展提

供了高素质工程技术应用型人才。 

 

图1 构建思政育人实践教学平台 

2.2建设产教融合、科教融合实践教

学平台,拓展机械类专业校企联合实践

基地[10]。提高学生创新思维和工程实践

能力,营造有利于学生开展实践的环境,

与企业共建面向工程的实践教学平台。

2018年以来,构筑与本专业相关的多个

校内外实习实训企业基地、学生科技创

新平台,支持培养专业应用能力、综合创

新能力。教师团队根据当地农业特色产

业,研制机械装备试验教学平台,开展本

科基础试验教学、综合教学等实验模块。

与当地企业共建实践基地,提升实习实

训平台的软硬件水平,提高学生创新思

维和工程实践能力。 

2.3实施以任务驱动的“三模块、三

阶段”进阶式机械类专业实践教学模式。

培养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及动手能力。

根据学生认知和学习规律,结合复杂工程

问题特征,分别以“单元项目、综合项目、

集成项目”三层项目为载体[11],构建“设

计、制造、综合创新”三个实践模块,将

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的培养,按照层级

递进的方式分解为工程基础能力→专业

应用能力→综合创新能力的三个培养阶

段,融入到专业实践教育全过程中；实施

以项目驱动的三模块三阶段能力逐步达

成的实践教学模式,完成嵌入知识-能力

-素质教学方法改革,达到机械类专业高

素质工程技术人才培养目标。 

2.4建设工程化实践教学团队、改革

实践教学方法,强化学生解决复杂工程

问题能力。专业教师与工程实验中心教

师积极承担、参与当地企业科研项目,

将教师教学团队打造成具有较强工程背

景的团队。根据企业的需求,以教师与企

业联合完成的工程研究项目和学生创新

创业项目为载体,依托校内实验实训平

台环境和校外联合实践基地,以任务驱

动式教学,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不断增强

学生的工程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积极

组织、鼓励学生参加大学生科技活动、

竞赛等各类项目,利用综合项目锻炼学

生工程实践能力。 

3 工程化实践教学解决的问题 

工程化实践教学体系的建设及改革

以提升机械类学生的创新意识、工程实

践能力和职业素养为核心,解决了以下

教学问题： 

3.1面向我院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专业认证培养目标,并结合区域经济发

展制定基于“OBE”理念重新制定了人才

培养方案。通过打造具有工程背景的实

践教师团队,通过教师科研项目以“任务

驱动”教学模式研制具有当地特色产业

机械装备试验平台,并开展系统性的综

合实验教学改革。结合研制试验创新平

台,开设本科专业课程基础实验9个,综

合实验10个,开设创新项目11个,如表1

所示。教师指导的创新项目获得企业好

评,学生完成《设施农业-温室多功能喷

雾比例打药机》等毕业设计直接服务于

企业,获得好评。培养具备热爱边疆、创

新精神的机械化装备专业人才,解决我

校机械类工程人才培养与区域经济发展

需求协调与适应的问题。 

3.2通过构建“科教融合、产教融

合”的实训平台,建立校外实践基地群,

提升和拓展了实践教学软硬件条件,解

决专业人才能力素质培养面临的实践教

学 (毕业实习、生产实习)环境与生产实

际结合不够紧密的问题。机械类实训部

分环节教学内容与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

应用能力培养严重脱节,通过实训平台

的整合构建,建立了以项目为载体,聘请

校外导师为本科生做培训,多平台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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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机械类专业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培

养的新机制。以学生科创平台为核心,

实验平台、实习实训平台逐级推动,协同

拓展的多维平台育人机制,协同支持学

生从工程基础能力→专业应用能力→综

合创新能力的进阶式达成,满足机械类

专业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要求。注

重毕业要求和素质培养的达成,让机械

类专业学生在毕业时能够具有用人单位

所需要的知识、能力和素质,使学生能够

找准定位,更快地适应工作岗位。 

3.3通过项目式实验教学中嵌入知

识-能力-素质教学方法改革,建造“三层

次、三结合、三平台”实践教学体系,

开展“全方位、常规化”四年制本科贯

穿制学生课外创新活动,解决了机械类

工程专业人才培养中知识学习与能力素

质培养相结合的问题,提升机制专业认

证中学生毕业要求的重要支撑保障。使

学生具备设计、搭建、调试、分析及解

决机械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图2  三层次+三结合+三平台实践教学

体系 

4 改革成效 

4.1教师对承担的课程设计实施教

学改革成效。以学生为本,注重过程,符

合专业认证的教学质量评价系统中注重

培养学生用系统思维解决机械产品及生

产系统中复杂工程问题、以及工程项目

的运作管理能力要求。对机械设计及其

自动化专业通过认证工作,特别是实践教

学目标达成度起到了良好的支撑效果。 

4.2有效将“屯垦戍边精神”思政元

素与实践课堂有机融合,培养学生扎根

边疆、建设边疆情怀,解决区域特色产业

机械装备亟待解决实际问题。团队教师

指导的创新项目、毕业设计、第二课堂

项目80%具有区域特色产业特性。 

4.3搭建工程化实践教学体系的三

结合平台,学生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学生

各类科技竞赛成绩显著。在成果建设和

推广阶段,该团队教师积极指导学生各

类学科竞赛。在省赛和国赛的成图大赛、

机械设计创新大赛、3D大赛、挑战杯大

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互联网+

大赛等获得较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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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自主研发试验平台开设试验

序号 试验平台 课程 基础实验 综合实验 创新实验

1 红花采摘试

验平台

《机械原理》

《机械设计》

《互换性与

测量技术基

础》

1.转轴结构设

计实验

2.间歇机构设

计实验

3.曲柄摇杆机

构设计实验

1.间歇机构传动

性能实验

2.曲柄摇杆机构

传动性能实验

3.辊面磨损形貌

测量实验

1.红花采摘集

拢机构设计

2.红花采摘变

速箱设计

2 高立式芦苇

沙障成栅性

能试验台

《机械原理》

《机械设计》

《互换性与

测量技术基

础》

1.带传动方案

设计实验

2.凸轮机构设

计实验

1.带传动机构传

动性能实验

2.凸轮机构传动

性能实验

3.空间曲面形貌

测量实验

1.芦苇束孔隙

率实现机构设

计

2.送丝机构设

计 3.芦苇成栅

机构设计

3 棉花采摘性

能试验平台

《机械原理》

《机械设计》

齿轮传动方案

设计试验

链传动方案设

计试验

带传动方案设

计试验

4.连杆机构设

计试验

1.挠性传动性能

试验

2.挠性传动传递

效率试验

3.齿轮传动传动

性能试验

4.齿轮传动传动

传递效率试验

1.采摘头变速

箱设计

2.棉花输送平

台设计

3.采摘头悬挂

系统设计

4.试验平台控

制系统设计

4 发动机/ 变

速箱试验教

学平台

《机械设计》 1.传动方案测试

2.传动效率测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