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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创新驱动战略视角下应用型本科院校智能制造
新工科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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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培养智能制造新工科学生的创新能力、智能制

造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为主线，具体从专业结构、人才培养目标、

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模式、质量考评、师资队伍等方面进

行建设与改革，为应用型本科院校智能制造新工科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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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明确提出：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教育教

学方法，探索多种培养方式，形成各类人才辈出、拔尖创新人才

不断涌现的局面。

一、多方协同构建人才培养共同体

积极争取行业企业、研究所等科研院所参与专业群建设，构

建优势互补、项目共建、成果共享、利益共赢的多主体参与的人

才培养共同体。通过多主体深度合作，共同培养人才。

二、明确智能制造新工科人才培养目标

瞄准重点产业和新型产业，分析行业企业对智能制造新工科

应用型人才知识、能力素质提出的新要求，基于成果导向，构建

具有创新思维、智能制造实践能力、国际视野的跨学科复合型高

素质智能制造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从而确定人才培养规格。

三、构建课程体系

（一）构建理论课程模块体系

将智能制造与机械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等多学科深度融合，构建跨学科技术教育综合模块课程群。以

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创造性思维、智能制造相关专业实践能力为

主线，构架课程体系，构建公共基础教育课程体系 - 学科基础教

育课程体系 - 跨学科综合模块教学课程体系 - 创新与拓展教育课

程体系等四个逐次递进的课程模块体系，形成以培养学生智能制

造工程能力、创新意识和国际化视野为出发点的多层次特色鲜明

的专业核心项目课程群。

（二）构建实践教学课程体系

依托校企协同育人优势和智能制造生产线，构建认知训练 -

基础训练 - 专业训练 - 跨学科集成创新型训练四阶段式循序递进

的工程实践能力实践教学体系。大大增加实践在人才培养方案中

的学分比例，从而加强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

四、整合教学内容

以项目为载体来进行内容整合和设计，广泛与其他企业、高

校院所共同探讨，凝练特色教学内容，把课程特色教学内容融入

一个个实际工程项目中，形成项目载体、任务驱动的项目教学特

色内容，从而形成特色教学内容。通过教学针对学生实际工程项

目进行强化训练，大大提升学生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的培养。

五、教学模式改革

以企业实际工程项目为载体，将智能制造相关工程项目与新

工科专业教育深度融合，通过实施完整的智能制造制作项目而进

行教学活动。让学生自主主动的进行项目讨论、规划和实际操作

工作。通过“部署任务→技术准备→任务实施→小组讨论→任务

评价”几个环节来实施项目教学。教学环境安排在不同的场地，

校内实验室、数字化工厂、校外实习企业，让学生感受真实的生

产环境氛围，领悟企业的文化和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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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施项目过程多维度的质量考核评价机制

取消一考定终身的评价标准，根据项目实施过程进行“知识、

素质、技能”三位一体的综合考评。由行业专家、实训教师、项

目经理组成的评审组进行全方位考评与反馈。

七、构建一支智能制造新工科师资队伍

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智能制造教师队伍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根本

保障，改革新工科师资队伍主要由传统升级专业、新工科专业、

校企共建二级学院、校内外实践基地、校内外研究机构、协同育

人企业等师资和校外实习基地高级工程师构成。

八、打造高水准实践平台

争取各类资金，广泛挖掘社会资源，与企业进行合作深度合作，

积极引入社会行业各方优势资源与技术，加强校内外实践基地的

建设。积极完善“科研创新融入教学、教学为科研创新提供保障”

科研创新体系，鼓励学生通过课外活动社会实践平台，多参加各

种科研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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