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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创新

面向新工科的矿物加工工程专业改造升级探索研究
孙永峰　王淑红　于福顺　蒋　曼

（山东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山东 淄博 255049）

摘要：以产业需求为导向，以新工科人才培养为目标，以融

入新的学科方向为基础、以校企深度融合、课程体系改革及教学

方法创新为手段，对矿物加工工程专业结构及教学方法进行优化

调整，探索本专业改造升级途径，本研究结果在实施过程中得到

了用人单位认为，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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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加工工程专业是山东理工大学办学较早专业之一，起源

于 1980 年创办的“非金属选矿”，专业发展 40 多年来，随着高

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社会经济的变化及矿山企业对人才需求

的改变，矿物加工工程专业经历了多次的教学改革，形成了一套

相对比较完善的专业教学体系，为山东省内外培养了大量的优秀

矿物加工工程专业人才。

“新工科”理念的提出为传统矿业类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鉴于此，我专业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矿物

加工工程新工科人才培养为基本目标，对我专业进行了专业改造

升级探索研究。

一、新工科下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主要问题

“新工科”是在新时代、新环境、新形势下对高等教育人才

培养的新要求。学生应具备全球视野、领导能力、综合能力和实

践能力，成为工程领域的领导者。新工科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方

面是以新的理念、新的结构、新的模式、新的制度，推动现有工

科专业的改革与创新，这也是促进现有工科专业对过去人才培养

模式进行改革的契机，为工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供了方向

与目标。这一重大改革主要针对新一代工程人才培养中存在的三

个突出问题。

第一，是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不匹配。过去，我们专业对矿

产富集技术知识和能力的培养太多，导致毕业生对交叉学科及新

兴行业应用本专业技术解决问题理念和能力缺失，难以做到专业

交叉融合。

第二，校企合作教育效果较差。学生主要通过现场实践进行

浅层次的校企合作教育，没有形成良好的协同效应，实践教学效

果较差。

第三，学生工程能力及创新能力欠缺，学生学习思想固化，

理论与实践不能很好的融合，学习主动性与创新能力欠缺，导致

终身学习能力差。

二、面向新工科的专业改造升级探索研究措施

本研究主要解决学科壁垒、校企隔阂、学生能动性差三大专

业痛点，以新工科人才培养为最终目标，通过重新修订专业培养

计划、加强校企深度融合、强化专业课程体系建设及教学方法建设，

着重培养学生专业融合能力、工程能力及创新能力。打破学科壁垒，

整合线上线下空间，统筹内外平台，探索建立矿业工程教育新范式，

打造新型工程专业选矿工程专业升级版，培养具有工程创新能力

和适应未来变化能力的工程科技人才。

（一）助力产业升级、促进产业融合，形成新的学科方向

以新工科人才培养目标为指南，分析新工科背景下矿物加工

工程技术的发展动态，分析交叉学科对矿物加工工程技术的需求，

调研用人单位及毕业生的意向，与山东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助

力 “四强”产业升级，支撑山东省新旧动能转化。改革和升级本

专业原有的教学体系，增设新的教学体系“粉体工程”和“矿物材料”

是两门新兴学科，赋予选矿工程以新的内涵和外延。

（二）多层次多角度开展校企合作协同育人

矿物加工工程专业建立了完善的产学研合作机制，由校内外

专家和合作企业高级工程师组成了矿业工程“产学研基地建设指

导委员会”和“校企合作培养理事会”，与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

共同发展，共同制定形成“校企人才共育，企校项目合作”的良

好运行机制。

深入开展教学改革，将企业引入教学全过程，邀请矿山企业、

科研院所和用人单位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共建“师 - 工 - 生”

协同教育共同体，促进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紧密结合。建立线上

线下企业教学资源，多层次多角度将企业需求、企业指导、学科

前沿融入课堂教学，通过企业特聘教授进入线下课堂，企业名人

专业介绍，校企合作、科研院所及用人单位技术人员及企业管理

人员微课线上指导课堂教学，从新生研讨课到后期专业核心课程

逐步实现校企协同育人课堂。

与山东省十余家涉矿企业建立校企合作实习基地，校企协同

指导学生实践，共同指导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实现实践环节

协同育人；为助力专业学科建设，培养优质工程技术人员，多家

企业在本专业设置奖学金，委托我专业为企业培养专门技术人员。

在与企业协同育人的同时，也会推荐青年教师到企业担任科

技副总，帮助企业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问题，帮助企业推动企业创

新发展，同时为提高企业整体技术水平，为山东省多家矿山企业

职工进行技术培训，实现校企融合发展，多层次多角度协同育人

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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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重新工科人才能力培养，强化产出导向，提升工程

创新

1. 以产出导向为原则，课程体系整体建设

以新工科人才培养为目标，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对原有课程

体系重新解构和梳理，改革整合现有专业课程体系，根据课程群

性质不同设立不同层次的课程群建设目标，各层次建设目标深度

及广度逐层递进的课程群整体构建模式。

以学生学习兴趣为起点，以不同学科方向为支撑，以各类创

新创业技能大赛为推手，以基础课程群第三层次及第二层次整体

构建、改革创新为手段，逐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自我管理和

创新能力，为培养高素质的工程技术人员打基础。紧跟行业发展

步伐，以行业需求为切入点，学生多元化出口为导向，以实践课

程一级建设为动力，培养符合新工程标准的选矿工程技术人才。

根据学生所处的学习阶段不同，构建知识深度与内容广度不

同的特色培养目标，各层次培养目标难度逐层递进，建设针对性

逐步增强，一步一个脚印地从广泛撒网到精英建设的金字塔式教

学培养方案体系。

课程群建设整体框架如图 1 所示：

图 1

2. 以成果为导向，以项目为手段，创新教学方法，激发学习

动力

以课程体系建设为基础，以实际问题为切入点，以学科方向

为兴趣点，设置针对不同年级、不同类型课程、不同学科方向、

不同深度的项目专题，以阶梯式团队合作形式逐步完成不同类型

的项目专题，并将优秀专题成果凝练逐步推出、提升进而取得不

同阶段的成果，实现以成果为导向的教学方法，通过感受成果实

现过程及成果推出过程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兴趣，进而把学生真正

推向学习主体地位，形成主动学习意识，进而带动学生创新意识

形成。

3. 加重实践课程比重，引入 CDIO 工程教育理念，将理论课

程与相关实践课程一体化设计，强化工程能力

修订教学计划加重实践性课程的比重，比如将矿物加工研究

方法实践课程由原有的三周修订为四周。将本门课程的理论授课

和实践课程一体化设计，同学们通过在理论课程中团队自主选题、

查阅资料、制定实验方案、试验指导书及提前答辩等环节完成项

目构思（C）、设计（D）部分，在实践课程环节完成试验实施（I）

和数据解释（O），甚至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新的问题，提出创新项

目。不同类型的实践课程以不用的方式与理论课程一体化设计，

它实现了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并

通过学习形成工程素养及创新能力。

（四）加强师资建设，立足专业底线，推动专业发展

通过尽三年的培养、引进，矿物加工工程专业除现有教师 23

人，企业特聘教授 12 人，其中教授 5 人，副教授 6 人，高级实验

者 1 人，讲师 11 人，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比例近 70%，其

中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 人，“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

百人层次”1 人，硕士生导师 12 人。本专业一向以高质量教学为

基本要求，通过集体备课、定期研讨、对外交流的形式不断提升

整体教学质量，近 5 年，本专业获得教学质量奖、教学优秀奖等

校级教学奖励 15 项，注重师德师风建设，专业教师获得“大学时

期，我最爱的老师”等称号。 

三、结语

本次专业改造升级探索研究，以产业需求为导向，以新工科

人才培养为目标，以增加新的学科方向为基础、以校企深度融合、

课程体系改革及教学方法创新为手段，对本专业结构进行优化调

整，制定了本专业总体教学目标，完成了矿物加工工程专业的初

步改造。本研究成果已在我校矿物 16、17、18、19 及 20 级中开

展实施，通过实施，专业队伍水平稳步提高，师德建设成效显著。

同时，通过对用人单位的调查，人才培养质量得到了广泛认可，

专业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次专业改革模式可以为其他专业改

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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