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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海洋发展战略下新工科人才创新能力培养模式优化与实践
王　冰　黄浩乾　胡银龙　刘久付

（河海大学能源与电气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摘要：以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需要为背景，本文在学校前期

工程教育改革与实践的基础上，在新工科思想指导下完善创新创

业人才培养模式。首先，紧扣能源自动化领域科技前沿，组建跨

专业、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团队，促进科教融合；然后，将“四创”

培养体系融入培养方案的各个阶段，构建多维度、全过程的创新

创业能力培养体系，全面提升新工科学生的实践能力与水平；多

层次、全方位深入开展校企合作，构建高校与行业企业、科研院

所多方协同的育人体系，培养高素质交叉复合型创新创业人才。

关键词：创新创业；海洋战略；能源自动化；新工科；校企

合作

海洋能源探测与开发是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需要，挺进深海

是发展的必然，是实施海洋强国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迫切

需求。同时，海洋战略对工科专业人才创新创业能力提出了新的

要求，在新工科建设的背景下，为高校专业发展和创新人才培养

指明了方向。

以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需要为背景，我们在学校前期工程教

育改革与实践基础上，特别是“卓越工程师计划”已取得了的一

定成果的基础上，调整和转变学科专业建设思路，拓展和提升工

程教育改革内涵，将工程教育改革拓展到多学科交叉领域，并将

海洋能源探测与开发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方向，按照新工科专业

建设思路和新的工程教育改革内涵来进行研究与实践。

以培养和提升复合型人才核心能力为主要目标，整合优质教

学资源，围绕专业协作育人、理实结合育人、校企协同育人，分层次、

多维度进行育人机制等方面研究与实践，提出新工科人才培养的

思路和建议，并在本校能源自动化类专业付诸实施：

组建跨专业、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团队，促进科教融合，紧扣

海洋能源领域科技前沿，为进一步拓宽学生视野，提高学生的创

新创业能力，将从学生的培养方案以及老师的教学模型入手，基

于新工科思想进行全面改革创新；

将启发创意思维、引导创训实践、提升创新能力、推动创业

培育四个维度的创新创业培养体系融入培养方案的各个阶段，构

建多维度、全过程的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体系，全面提到新工科学

生的实践能力与水平；

促进高校和国内外企业、科学研究院之间的深入合作，共同

构建一个更加完善的教育体系，使学校教育和社会需求无缝对接，

为学生创新创业提供最前沿、最方便和最实用的资源，全面优化

新工科学生的创新创业培养模式，培养出知识体系新、创新能力强、

国际视野开阔的高素质交叉复合型海洋能源领域人才。

一、创新人才培养中的问题

我国的能源自动化类专业发展迅速，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甚至在某些领域的技术已经达到了国际前沿水平。对

当前海洋能源探测与开发方面新工科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亟

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有：

（一）探索海洋能源领域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育人体系，解决

目前学校内部不同学科、不同专业协作不紧密，不利于培养交叉

复合型人才的问题； 

（二）构建全过程、多维度的创新能力培养模式，解决当前

能源自动化类本科生培养中重理论、轻实践，重继承、轻创新的

问题；

（三）创建海洋能源探测与开发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解决

新工科领域校企对接力度不够，实训、实践教学环节脱离实际需

求的问题。

在国家海洋能源开发大背景下，改革传统意义上创新创业人

才培养模式，重点解决以上三个问题。

二、创新培养模式的优化与实践

（一）创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多元综合育人体系

根据海洋能源领域新工科专业的构成要素和交叉融合的特征，

深入贯彻工程教育理论和“卓越工程师计划”精神，需要整合自

动化、新能源、机械工程、仪器仪表、机器人等相关学科知识和

技能，通过将其他学科知识与本专业特点相结合，制定出具有一

定创新性的学科培养方案。

多学科交叉融合培养方案在基于本专业特点的基础上，融入

了其他学科的科学知识，使得指定出的课程体系更加具有创新性

和新颖性，强化多学科交叉的专业课程模块构建，夯实海洋能源

领域的理论基础，引入创新训练、学科竞赛、校企合作等全过程、

多维度的工程实践环节。

积极聘请业界优秀专业技术人才与管理人才，以及具有创业

实践经验的创业者、企业家担任兼职教师，参与课程环节和毕业

设计。

深化教学改革，将海上能源领域前沿和相关学科交叉，将新

工科的知识、原理和方法融入专业教育课程体系，改革教学方法，

创新与多学科交融教学内容相适应的教学方式，进一步提升教学

质量，拓展学生视野，激发学习兴趣。

（二）构建多维度、全过程的创新能力培养模式

将启发创意思维、引导创训实践、提升创新能力、推动创业

培育四个维度的创新创业培养体系融入海洋能源领域新工科人才

培养方案的各个阶段，通过开设必修课程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在完

成课程培养方案的前提下得到创新创业教育的培训。

在通识课程中楔入创意思维启发，设置创意研讨课程，师生

全员参与，学生自主选题，教师全程指导，分组研讨考核，激发

学生创新意识，营造良好创新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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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台课程中楔入创训实践引导，开设科技创新思维训练课

程，通过案例教学使学生掌握将创意转化为创新成果的基本方法，

同时训练基本创新技能；

在专业课程中楔入创新能力提升训练，尤其对于课程设计中

需要学生亲自动手设计操作的过程，要求学生在完成课程设计的

过程中加入创新性。

另外在作品完成之后可以鼓励有兴趣的学生参加各类竞赛，

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加入其他想法，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综合创新能

力；

在素质拓展课程中楔入创业培育，加强专业知识和实际应用

相结合，通过学科开设创业讲座帮助学生提高创业意识，介绍当

下最新研究成果及应用，对于取得优秀创业成果的同学，在校老

师以及企业导师的指导下组成创业团队，启动创业流程。

通过本培养方案的实施，实现对全体学生全过程、多维度的

创新创业能力培养。

（三）建立多层次、全方位产学研合作育人机制

充分挖掘校内资源、加强多学科交叉融合；充分拓展社会资源，

深入开展多种形式合作，包括：为学生提供创新创业训练的基地，

提供便利的实验室以及先进的实验设备，共建国家及省级工程实

践基地以及深化创业实训孵化基地的合作等，打造集教学、研究、

开发为一体的共享型协同育人实践平台。

具体做法为：

与 TI 公司建设教育、培训省级示范中心；

与行业知名企业西门子、Honeywell 等建立联合实验室并共同

开发实践课程；

与华能集团建立海上风电工程实践基地；

与国家海洋局建设项目联合开发基地等。

充分拓展和利用校外企业、研究机构在深海探测、新能源开发、

水下机器人研制等方面的资源，将其与“卓越工程师计划”实践

环节、认识实习、毕业设计等培养环节有机结合，并建立规范的

管理机制。

在人才培养、项目研究和产品开发等方面，与业内知名企业

密切合作，为行业培养人才，为企业输送人才，形成互利共赢、

长期可持续的合作机制。

三、创新创业培养模式建设成效

升级改造我校海洋能源探测与开发领域人才的培养系统，探

索海洋能源领域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育人体系，构建了全过程、多

维度的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模式，创建海洋能源探测与开发产学研

协同育人机制。

（一）深度融合、交叉互补，探索海洋能源多学科综合的育

人体系

海洋能源探测与开发涉及自动化、新能源、机械、仪器仪表、

机器人等多个学科，需要深度融合。充分发挥自动化在系统集成

和新兴交叉领域的优势，使各学科在新工科人才总目标下，紧密

协作，各展所长，形成学术经历、学科背景、年龄职称结构各要

素优势互补的校内外导师团队，促进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学习，加

强各学科之间的联系，鼓励学生参与其他学科的理论知识教学、

课程实践指导，形成学科之间相互交融的局面，建立更加全面的

多方位教育体系。

（二）四维拓展、逐级递进，构建创新创业能力的全过程培

养模式

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分为启发创意思维、引导创训实践、提升

创新能力、推动创业培育四个维度，创意为始、创训为基、创新

为要、创业为宗，将其融入培养过程各个阶段。多学科合作团队中，

竞赛经验丰富的创新导师、有创业经历的创业导师和处于行业前

沿的企业导师全程指导，实现对学生的全过程、多维度的创新创

业能力培养。

（三）校企联合、紧跟前沿，创建海洋能源领域产学研协同

育人机制

海洋能源类人才培养体系中包括多学科门类的高校、领域前

沿的研究院所、直面市场的企业。建立校企联合、科教协同、多

平台协同、多学科联动的长效运行与管理机制，以多学科交叉的

创新创业实践项目为载体，以紧盯前沿问题提出优选方案为目标，

以激发学生创新意识和创业兴趣为主导，以增强学生创新实践能

力为关键，创建多方合作、产学研联动的人才培育机制。

四、结语

本文以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需要为背景，在学校前期工程教

育改革与实践的基础上，在新工科思想指导下完善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分析当前能源自动化领域的科技前沿，结合各个学科的特点，

将不同专业的科学技术进行交叉融合，促进科教融合。为了进一

步提升新工科学生的创新与实践水平，将“四创”培养体系融入

到高校学生培养方案的各个阶段。加强高校与国内外企业、科学

研究院的深入合作，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育人体系，进一步提

高了新工科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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