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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新工科背景下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与探索

吴　坚　刘　昶

（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1）

摘要：按《中国制造 2025》这一国策，新技术、新模式在工

业上推进的力度不断加强，要求高职院校在新学科及交叉学科领

域构建新工科专业或改造现有专业，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通过

打造“一二四”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悉尼协议”范式专业认证

等方式，进行了新工科背景下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经过

四年建设，达到培养实践能力强、创新能力强的高素质复合型新

工科人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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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新兴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种新技术、新模式也层出不

穷。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 2025》，按这一国家战略要求，我国

将“三步走”，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

标。对应新兴技术的升级，高职院校也深刻认识到教育与产业对

接的重要性，从 “复旦共识”到“ 天大行动”再到“ 北京指南”，

新工科这一概念已经逐渐被广大高职院校所接受。新工科可以理

解为随着科学技术、应用工艺、工程材料等新技术、新模式的创

新与进步，不同学科不断产生交叉与交融，形成的新兴工程学科、

领域，其对高职教育的内涵要求就是要培养复合型人才，在新领

域内提高学生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及创新能力，以提高学生竞争力。

高职院校围绕新工科进行教学改革，需要以工程教育新理念、

新模式、新方法重新构建新工科专业或改造现有专业。未来新兴

产业需要的是实践能力强、创新能力强的高素质复合型新工科人

才，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传统专业已难以满足以上需求，

新工科背景下的专业主动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将新

兴技术用于传统工科专业的升级改造。我院源于教学诊断与改进

工作，自 2016 年开始对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为龙头的专业群进

行新工科专业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一、专业诊断与改进

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一直走在广西

区内各高职院校的前列，于 2016 年开始进行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

并对各专业开展诊断与改进。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设立于 2009

年，以传统的机械设计、制造为主线设置课程，已经具备较为合

理的人才培养模式。但经诊断，仍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人才培养目标不明晰，与毕业要求衔接程度不够，难以

做到以“学生为中心”，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描述不够具体，达不

到培养创新型人才需求；

二是课程内容跟不上科技发展的要求，无法满足培养创新型、

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三是学生培养不够精，针对目前企业高速发展需求，无法批

量提供高端卓越人才，对地方产业提供支撑。

为解决以上问题，学院组建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群，以机

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为龙头，在“新工科”理念下，对机械制造

与自动化专业乃至整个专业群进行改造升级，将“悉尼协议”范

式专业认证引入专业建设中，以学生为中心，从培养目标、毕业

要求、课程体系等方面重新梳理专业；将新技术、新工艺溶于人

才培养中，打造“一二四”人才培养模式，从正逆向设计、增减

材制造四个维度构建课程体系，并编制相应教材；组建技艺卓越班，

选拔学生进行专项练习，培养技艺卓越人才。

二、改革的具体措施

（一）对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进行“悉尼协议”范式专业

认证

按照“实质等效”和“持续改进”的主线，围绕以学生为中

心、以成果为导向、以过程保障的基本理念，实现专业建设标准、

专业教学标准的落地。按人才类型、专业领域、职业特征、专业

能力、非专业能力及职业成就等六大元素，对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专业群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进行修订；通过调研及研讨得出学生

毕业时应该掌握的知识和能力，明确学生毕业要求；对接企业实

际岗位需求，对毕业生能力指标进行拆解和重构；对应能力指标，

修订和梳理课程目标，进而编制课程地图完善课程体系。通过“悉

尼协议”范式专业认证，最终可建成目标明晰的、标准化的、国

际范式的专业。

（二）围绕“新工科”，组建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群，打

造 “一二四”人才培养模式

将智能制造中的典型元素融入人才培养中，对以机械制造与

自动化专业为龙头的专业群进行升级改造，打造 “一二四”人才

培养模式，以智能制造为 “一”个平台，从设计、制造 “两”个

方向，对学生从正逆向设计、增减材制造 “四”个维度进行技能

培养，完成相应专业教学标准、专业建设标准修订，满足新形势

下培养创新性、复合型人才需要；按智能制造理念，完成实训基

地的构建工作，以保障人才培养的顺利进行。

（三）围绕智能制造元素，按正逆向设计，增减材制造四

个维度，构建“厚基强技”四阶递进式课程体系，进行课程体

系改革

对专业群内课程重新梳理，将课程按公共通识模块、专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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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能力模块、专业核心能力模块、创新创业能力四个模块组建，

前三个模块课程以传统课程为主，实现“厚基强技”的厚基础，

第四个模块从第二学期开始，穿插在其他三个模块教学中，通过

导师项目、创客空间、社团活动、创新大赛、技能大赛等形式，

针对不同学生的能力，达到锻炼不同技能水平的目的，实现差异

化教学，因材施教的目的，实现“厚基强技”的强技能。

（四）按重构的课程体系，开发相应的教材、编制课程标准

及建设标准，进行课程改革

以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为例，从“增减材制造”为出发点，

开发《机械制造技术基础》《机械加工》《数控加工技术》《工

业机器人应用技术》《3D 打印与产品造型实例》等教材，以“正

逆向设计”为出发点，开发《机械制图》《机械设计基础》《逆

向工程技术》等教材，搭建课程体系如下图：

图 1 课程体系示意图

（五）打造现代技艺卓越班，培养和提升部分优秀学生的实

践及创新能力

根据《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的若干意见》的精神，围绕“专长突出，技能过硬，素质全面”

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打造现代技艺卓越班，采取独立

成班的形式，以教师推荐和学习能力综合测试方式中选拔出学习

能力强、实操水平高的学生，按企业实际项目为技能载体，人才

培养贯穿 “正、逆向设计 ->3D 打印设计验证 -> 数控加工生产 ->

自动化制造单元构建”全生产链条，实现“强基础，拔技能，高素质”

人才培养。

三、改革实施情况总结

新工科背景下的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经过 4

年多的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吸引省内外 30 余所院校到校交

流，编制教材《工业机器人应用技术》《3D 打印与产品造型实例》

《逆向工程技术》等 8 本教材，目前已广泛使用于各大高职院校，

受益学生人数超过 5000 人；通过“3D 打印造型师师资认证培训班”

等方式，培养了近百名掌握了 3D 打印技术的师资，加快了广西区

内 3D 打印产业技术技能型、复合技能型和知识技能型人才队伍培

养，适应了向现代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形势需要；同时，培养学生

参加技能大赛、创新创业大赛获省级以上奖项 30 余项，培养出一

大批技艺卓越的学生，深受企业欢迎。综合以上情况，说明此次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可行的，具备一定的示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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