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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知识经济时代，教育的使命在于知识的创新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本次教学改革根据经济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状
况，结合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实际，对专业课程进行教学改革，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亟需的创新应用型人才。 
关键词：创新应用型；地方本科院校；专业课程；教学改革 

 
引言 
地方普通本科院校作为国家办在地方的高等院校，理应

主动适应和满足当地经济及社会发展需求，为各行各业工
作、生产第一线培养和输送应用、技能型人才［1］。创新型人
才培养计划的核心是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我国目前正处于供给侧改革和经济转型的重要阶段，经
济下行压力较大，就业需求下降。在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下，
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对于社会经济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地方本
科普通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的速度必须加快，而课程
改革作为当前教育改革的核心部分，已是刻不容缓。 

一、地方本科院校创新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向应用型高校转型过程中，课程教学

改革是必经之路。本次以机械类及近机械类专业的两门重要
专业课程《工程力学》和《机械设计基础》作为研究对象，
探讨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应用型人才专业基础知识培养的新
模式［2］。 

《工程力学》作为工科学生必修的专业技术基础课，该
课程是架设在基础课与专业课之间的重要桥梁。而《机械设
计基础》则是应用型本科院校机械类和近机类专业学生的一
门专业课程，在专业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工程力学》
和《机械设计基础》课程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与工程实际
相结合、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出具有工程能力和创新能力的
学生来。 

从文献调研结果中我们发现，在多数同时开设这两门课
程的地方普通本科院校中，70%左右的专业将这两门课程完
全剥离开来，课程改革也是两门课程各自分开进行，并没有
找出两门课程之间的关联，也没有做到相互渗透、相互深入。
在学习工程力学课程时，由于该课程公式推导较多、较复杂，
课堂教学理论性较强，大部分学生积极性较低且学习效果较
差。在学习机械设计基础课程时，涉及到工程力学相关计算，
由于公式不会推导运用，课程无法顺利推进。 

地方本科院校学生普遍具有底子薄、理论基础相对较弱
的特点。通过对部分地方本科院校学生学习情况调查研究发
现，每年有 20%左右学生在工程力学课程考试中不理想甚至
影响到能否顺利毕业；15%左右学生在机械设计基础课程考
试中不理想，部分学生由于对该课程掌握不足导致无法顺利
开展毕业设计。《工程力学》和《机械设计基础》作为培养
学生工程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课程，同时成为了学生们的
“老大难”。 

二、专业课程创新人才培养策略 
（一）优化整合课程内容，建立课程新框架 
调查研究发现，多数地方本科院校《工程力学》和《机

械设计基础》这两门课程所选教材对理论基础扎实的 985、
211 高校学生适用，而地方本科院校学生底子薄、基础弱，
现有教材对他们来说难度较高。通过多次课堂反馈，大多数
学生不能很好地理解并掌握教材内容，对课程提不起兴趣，
考试也不理想。本次改革更换现有教材，选用难度系数较低
的应用型本科教材。 

在做教学计划时，对课程内容进行“瘦身”，基于两门
课程各个知识点之间的关联性，优化整合教学内容，建立课
程新框架，优化整合后不仅在教学时间上显得宽裕，而且学

生在课堂上就能将学习内容消化吸收、及时应用，学习效果
明显优于传统教学方式。 

（二）引入“传统课堂”+“钉钉课堂”混合教学新模
式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引入“传统
课堂”+“钉钉课堂”的混合教学新模式，该模式将面对面
传统课堂教学与“钉钉课堂”网络教学相结合，依赖于实体
课堂的网络情况与“钉钉课堂”平台的功能支持，将线上线
下教学相结合以提升教学效果。 

现在高校学生多是 00 后，大多数从小就熟练使用手机
等互联网工具，他们更追求事物的新鲜自主多样化。传统课
堂中依靠教师的单一文本教学，对他们来说比较枯燥无聊，
学习兴趣大大减少。“传统课堂”+“钉钉课堂”混合教学是
新型教学模式，学生可通过多媒体网络环境自主独立获取学
习资源，他们的学习兴趣得到提高。 

（三）校企共建“第二课堂”实践教学新模式 
校企协同育人，搭建地方特色化发展平台，围绕两门课

与企业展开密切合作，构建“第二课堂”实践教学新模式。
聘请当地企业中生产一线上的工程师，作为学生的实践导
师，与本校专业教师组建“校企协作导师团队”。部分理论
教学课时在企业中进行教学，由校企协作导师团队中的成员
来讲授，将课堂教育与企业实际融为一体。学生的实践教学
通过校企合作共建的“第二课堂”，将企业的实际生产环境
引入学校课堂，由企业导师设计安排实践任务及具体项目，
学生在企业的“第二课堂”参与完成工作任务的全过程，做
到理论知识与工程实际相结合、与实践相结合，从而培养学
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四）引入综合考核课程的新评价体系 
目前多数地方普通本科院校课程考核没有实践环节成

绩占比。本次改革引入综合考核课程的新评价体系，将实践
成绩作为课程考核主要依据，考试卷面成绩作为辅助依据。 

三、结语 
本次教学改革研究目的在于，探究具有地方普通本科院

校特色的应用型人才专业基础知识培养新模式，激发学生的
学习动力与创造潜能，提高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将学校传
统教学模式的优势与当地企业的生产实际相结合，借鉴企业
的工作环境完善专业课程的教学改革，提升地方普通本科院
校人才的培养质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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