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 Vol. 4 No. 12 2021Frontier of higher education

人才培养

功能材料专业（生物基材料方向）人才培养方案初探
吕高金　薛菁雯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生物基材料与绿色造纸国家重点实验室，山东 济南 250353）

摘要：基于国家和地方功能材料行业的发展需求，齐鲁工

业大学开设了功能材料专业生物基材料方向，在专业建设方面

还处于探索阶段。本文对功能材料专业生物基材料方向的人才

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建设进行了初步探讨，为进一步拓展功能

材料专业人才培养方向、优化才培养方案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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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设立背景

为了满足材料行业的转型以及其快速的发展需要，目前我

国部分省市学校特设了功能材料这个专业，为我国不断培养高

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功能材料的物理、化学及生物功能性质

比较特殊，可以涉及到能源存储、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以及人

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在新能源领域的太阳能电池材料，

在生物医学领域中人体组织修复材料和药物控制释放材料，以

及在航天航空领域涉及到的敏感材料、形状记忆材料等。因此，

自该专业设立伊始，各大高校相继设置了新能源材料方向、微

电子与光伏材料方向、建筑节能材料与工程方向、制药材料化

学方向等不同培养方向的功能材料专业，着力培养多学科交叉

背景的功能材料专业技术人才。

当前，不仅仅要考虑功能材料的应用性能，更要考虑原料

的来源、成本以及环保性，生物质基材料绿色、环保、可再生、

成本低，已逐步开始代替石化类不可再生资源制备新型功能材

料。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作为新材料产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为了加快实现“双碳”目标，大力发展生物基材料

产业是其中的重要举措。

除此之外，山东省是生物基材料与功能制品领域的第一

大省，在我国科技创新性不断提高以及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

下，生物基材料将成为另一新兴主导产业，不断推进新旧动

能的关键转换。为适应国家战略发展要求，服务山东省地方

经济发展，齐鲁工业大学于 2018 年申请增设功能材料（生物

基材料方向）本科专业，并于 2019 年 3 月顺利通过教育部备

案和审批，成为国内首个开设生物基材料方向功能材料本科

专业的高校。

二、专业培养特色

培养目标精准。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推进国家及区域经济

发展，瞄准全国及山东地区功能材料高端人才市场的紧缺以及

新产业革命发展趋势，着重培养学生的功能材料领域的基础理

论、专业知识和实验技能，使其不断适应材料学科与其他学科

的高度交叉融合，掌握现代生物基功能材料前沿发展信息，为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功能材料领域提供专业人才。

教育理念先进。通过全面培养学生的工程基础理论、系统

能力以及团队能力，突出针对性和实用性，着重培养学生的主

动实践能力以及创新能力；通过引进国际知名高校的优秀师资

和教学理念，不断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以此提升学

生的国际交流能力；实施学生发展导师制度，指导学生实验设

计、创新实践训练、参与科技竞赛等，提高学生的创新实践能

力；按年度选派优秀学生出国访学、联合培养，推进教学模式

国际化；聘请行业企业专家、优秀创业校友等担任学生的创新

创业导师，强化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办学条件优越。学校内设有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生物基

材料与绿色造纸实验室，而且还有 10 余个国家级、省部级重

点平台——省部共建轻工生物基产品绿色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山东省林产化工重点实验室等，教学楼以及研究实验室总面积

5000 平方米，仪器设备总值 1 亿元，其中实验教学条件已经

达到省内同类院校的先进水平。除此以外，该专业已与国内外

十几家高校、企事业和科研机构达成了实训合作、国际生联合

培养等合作关系。

三、 课程体系建设

（一）建立生物基材料为主的专业核心课程体系

围绕功能材料专业涉及到的学科知识领域和我校生物基功

能材料教学科研特色，该专业课程体系由公共基础课、专业基

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方向课、专业任选课、集中实践环节

组成。

公共基础教育必修课主要培养学生掌握哲学、历史、管理

等人文社科知识中的基本知识，提高学生人文素质。专业基础

课程注重培养学生数理化以及工程力学、机械设计等方面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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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提高学生的专业能力。专业核心课开设了材料科学基础、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植物资源化学、功能材料合成与制备、现

代材料测试技术，主要培养学生对材料、化学及天然植物资源

等相关理论课程的学习，掌握材料制备及成型、材料分析及表

征方法，并接受基本的实验操作技能训练。基于学科和国家重

点实验室平台优势，开设了天然高分子材料、生物质化工与材

料、新型生物质炭材料、生物基功能高分子材料等专业方向课，

以及可降解与吸收材料、仿生智能纳米材料、人工智能时代的

生物基材料前沿、有机光电功能材料、碳基纳米储能材料等专

业特色任选课，培养学生具备功能材料尤其是生物基功能材料

方面的设计制备、分析测试、实验研究等能力。集中实践环节

以培养学生的个性化需要为目标，设置了相关的毕业实践内容，

例如：工程训练、认识、生产、毕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

以及具有专业方向特色的生物基材料专业综合实验、研究创新

型实验，以此提高大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工程设计和工程应

用能力等。

（二）加强创新实践能力培养

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在课程设置中增加实验、实

践教学比例，其中，创新性、综合性实验占比 60% 以上，利

用 VR 设施，开设了多门虚拟仿真实验课程，建立了多个实

训基地和产学研合作基地，丰富学生的实践实习经历，并使

其了解功能材料领域发展现状及就业前景。注重培养学生的

创新创业思维，实行学业导师导学育人制度，鼓励学生在导

师指导下自主设计研究课题，开发新产品、新工艺，积极参

加大学生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并聘请行业专家、创业校友

等担任创新创业导师，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工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平台与先进

仪器设备全面向本科生开放，一流的教学科研平台为培养学

生的前沿理念、实践操作、创新工艺设计、分析检测技能提

供了坚实的基础条件。此外，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每年吸纳

全体本科生参与，本科生受益面基本达到 100%，科研反哺教

学、创新人才培养效果明显。

（三）注重教学国际化建设

引入国际知名高校教学理念，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

加拿大湖首大学、苏丹杰齐拉大学聘请知名学者讲授专业课程，

丰富教学内容和前沿专业知识，提升学生的国际交流能力；设

立外语学习奖励基金和海外交流专项资金，资助学生参加雅思、

托福等语言考试、参加国际比赛、出国访学等；同时，本专业

与欧美等国家的知名高校建达成了长期稳定的合作，为本科生

提供联合培养、短期访学等国际交流合作机会。

四、结语

功能材料专业（生物基材料方向）是齐鲁工业大学依托生

物基材料与绿色造纸国家重点实验室着力建设的“新工科”专

业，旨在为我国尤其是山东地区培养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具有

国际化视野的高素质复合型新工科人才。探索并制定科学合理

的功能材料专业（生物基材料方向）人才培养方案，将为进一

步深化功能材料专业教育教学改革，拓展功能材料专业人才培

养方向，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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