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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旨在通过教师科研项目和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实施，使学生夯实专业课程体系中的专业基础知识，习得增材
制造设备应用技能及 CAD/CAE/CAM 软件应用技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灵活应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在实践
过程中探索并形成了基于增材制造技术的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新方法，并通过实践证明了应用型和创新型双结合的人才培养方
法的有效性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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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全国各高校都针对应用创

新型人才的培养方法等进行了深入的课

题研究 [1、2]。在新工科建设背景下，

各高校都十分重视应用创新型人才的培

养，以学生能力培养为中心的相关教研

教改项目得到了广泛的开展 [3、4]。

增材制造技术发展迅速，是近年来

各类高校培养学生应用创新能力的有效

工具，各高校均针对本校机械类专业办学

特色，基于增材制造技术广泛开展了创新

人才教育模式的探索和实践。如建立增材

制造技术研发工作室，校企共建和增材制

造技术相关的实验 [5]，针对全校或各学

院学生开展各种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和创

新竞赛，参加各级别大学生机械设计类和

机械制造类比赛等。面对机械行业的快速

发展、技术的日新月异以及教学方法的进

步，基于增材制造技术的应用创新人才培

养模式的探索还需要进一步改进与完善。

2. 基于增材制造技术的应用
创新教育理念

为了能够紧密结合现今先进制造技

术产业的发展趋势开展适应本专业发展

要求的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方法的探索

和研究，江苏科技大学张家港校区筹划

建立了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现

代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实验室。实验室的

人才培养模式以专业课程体系中数字化

设计与制造技术方向的专业知识为基础，

同时把 CAD/CAE/CAM 软件应用技能和增

材制造设备操作技能结合起来，进一步

丰富和完善现有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使其更好的适

应现阶段机械行业对人才的需求。

3. 基于增材制造技术的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方法的实践
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实验室主要为对增材制造技术和机械创新设计感兴趣的学生提供创新

创业实践活动平台，同时也为本专业教师提供创新教学方法的工作平台。实验室的运行模式

采用学生为主体、指导老师引导的方式，学生进入实验室后由教师有计划的开展创新教育实

践活动，在完成人才培养计划规定的专业课程的基础上，传授机械创新设计和创意设计的具

体方法，使学生理解创新能力思维模型，把机械产品工业设计中的创造性思维和机械产品在

生产应用过程中的实际功能结合起来，有效培养学生机械设计创新意识。学院选拔多名机械

专业大学二年级和三年级学生进入实验室，针对机器人行走装置设计、移动平台开发和农业

采摘类机器人等相关课题开展设计工作，并利用实验室配备的增材制造设备完成自主设计产

品关键零部件的制造和试验样机的搭建。

在四足探索机器人移动平台设计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实验室学生团队利用增材制造设备

完成了四足行走机构关键零部件的制作，搭建完成试验样机，并通过 Solidworks Motion 对

四足探索机器人行走机构进行了运动仿真，如图 1。课题研究结束后，学生将课题内容形成

报告提交，并以报告为基础，对课题完成情况进行分析。项目实施的具体过程如表 1所示。

图1 四足探索机器人移动平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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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项目实施过程

学生的主要工作 学习方式 学习内容

阶段 1 查阅相关设计资料

半教半导模式

自主学习专业基础知识

3D 打印机、数控雕刻机操作技

能学习等

阶段 2 完成初步设计方案

阶段 3 掌握设备使用方法

阶段 4 控制系统的设计制作，arduino 编程

阶段 5 增材制造设备制作机体、支架、全向轮零部件等

全导模式
知识和技能的应用

阶段 6 部分零件的数控加工、钣金加工

阶段 7
建立虚拟样机

阶段 8

阶段 9
试验样机制作及调试

阶段 10

阶段 11 完成课题报告 沟通交流和文档撰写能力

4. 基于增材制造技术的应用创新教育发展的思考
在高校新工科建设背景下，本研究在实践过程中探索并形成了

基于增材制造技术的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新方法，并通过实践证明

了应用型和创新型双结合的人才培养方法的有效性和必要性。但目

前我学院实施的应用创新教育主要是基于桌面级和小型增材制造设

备的应用，制造耗时较长，加工精度不高，不能够打印结构强度更

高的金属材料的零件，这使得一些机械创新设计想法的实现受到了

限制。随着学校对于高校创新教育发展的重视和仪器设备的进一步

投入，工业级增材制造装备将应用于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过程中。

同时，高校应用创新教育模式也需要走出校门，利用当地丰富的企

业资源，进行校企合作人才培养，为学生提供开放式学习空间和更

为广阔的创新创业平台，把基于增材制造技术的应用创新教育做深

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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