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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背景下地方型本科高校材料科学与工程
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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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工科背景下，根据地方型本科高校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对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探索与实践，构建了课程新体系，创新了教学方法，打造了一流教学团队，完善了协同育人机制。经过

探索与实践，学生科研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显著提升，学生升学率、就业率和企业满意度明显提高。材料科学

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进一步适应了地方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要求，提高了专业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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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安徽省质量工程项目“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改造提升项目”（2023zygzts060）；安徽省博士后研究人

员科研活动资助项目（2024B802）；安徽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境内访学研修资助项目（JNFX2024053）；安徽省高校理工

科教师赴企业挂职实践计划项目（2024jsqygz97）；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02410375063）；黄山学院材

料科学与工程产教融合创新实践中心（No.01）；黄山学院行业企业合作课程“纳米材料”（2023XQZYK26）；黄山学院校

级教学研究项目（2022JXYJ11）。

1  引言

自教育部提出新工科建设以来，形成了“复旦共识”

、“天大行动”和“北京指南”，先后发布了《关于开展

新工科研究与实践的通知》、《关于推荐新工科研究与实

践项目的通知》，全力探索形成领跑全球工程教育的中国

模式、中国经验，助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1-3]。因此，新工

科是国家战略发展的新需求、国际竞争的新局面以及培养

德才兼备人才的新标准。在新工科背景下，材料科学与工

程专业作为支撑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学科，该专业

的人才培养质量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

[4]，而传统的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难以充分激

发学生的创新潜能和实践能力，亟待通过人才培养模式深

图1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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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改革，培养出一批具备扎实专业知识，拥有创新精神、

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对高质量人

才的需求[4]。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涉及材料学、工程学、化学等方

面，以材料学、化学、物理学为基础，主要研究材料成

分、结构、加工工艺与其性能和应用[5,6]。根据黄山学院“

地方性、应用型、国际化”高水平大学办学定位，在新工

科背景下，对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深入

改革，构建课程新体系，创新教学方法，打造一流教学团

队，完善协同育人机制，进一步适应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以

及区域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5]。

2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以安徽省和黄山市“十四五规划”以及国务院“中国制

造2025”十大领域、安徽省十大新兴产业和黄山市九大新

兴产业发展对材料类人才的需求为导向，以“学生中心、

产出导向、持续改进”[7]的教学理念为引领，以工程教育专

业认证为抓手，坚持传承、创新、融合、提升的原则，对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深入改革，构建

课程新体系，创新教学方法，打造一流教学团队，完善协

同育人机制（如图1所示），使专业进一步适应地方产业转

型升级的发展要求，提高专业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能力。

2.1以地方资源和产业为导向，构建课程新体系

结合黄山市九大新兴产业和黄山市丰富的森林生态资

源，构建以新能源和生物质材料为方向的课程新体系。在

新能源方向开设新能源材料设计与制备、锂离子电池原理

及应用、能源转换与存储、新能源材料、全固态电池等课

程；在生物质方向开设生物质分离原理与工程、生物质能

源及其加工利用技术、生物质材料、生物功能材料、绿色

材料等课程。同时，结合两大方向课程，以成果产出理念

为导向，构建以通识能力培养为基础，专业能力培养为核

心，创新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工匠精神培育为引领，将

课程思政融合到课程新体系教学过程中。

2.2创新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创新创造能力

对课程教学的课前、课中、课后三个阶段教学方法分

别进行改革创新，坚持以学生为中心，采取学生自主学

习，利用问题导向、提问引导、学习产出，课程有机穿

插融合思维导图模式、问题导入模式、互动研讨模式、思

育智育结合模式等先进的教学方法，集科学性、趣味性、

拓展性和思政教育于一体，结合MOOC+智慧教室+互动软件

+BOPPPS教学结构等教学优质资源，开展师生双向交互研讨

式教学，促进学生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延伸拓展、巩固

提高，培养学生创新创造能力，真正做到学有所用、学以

致用。

2.3提升教师教书育人水平，打造一流教学团队

实施青年教师导师制、老教师传帮带、集体教研活动

常态化工作制度，贯彻“请进来、走出去、多交流”的理

念，拓展教育视野，学习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让青年教

师逐渐从教学新手走向骨干教师，从骨干教师迈向专家型

教师。加大“双师双能”型师资队伍建设力度，加强师资

队伍的业务培训，提升教书育人水平。积极鼓励教师有计

划地开展国内外访学、博士后研究、进修和学术交流，选

派骨干青年教师到企业实践、考察，不断提高知识水平和

实践能力[8,9]，打造一流教学团队。

2.4深入开展校企合作共赢，完善协同育人机制

围绕国家和地方新能源、新材料的需求，紧密结合世界

五百强企业法国圣戈班汇杰（安徽）新材料有限公司、行

业领军企业安徽恒远新材料有限公司、黄山永新股份有限

公司、黄山加佳荧光材料有限公司等企业的环保型涂料、

荧光颜料、磁性材料、高分子材料、塑料薄膜、生物降解

塑料、特种纸产品以及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昌

辉汽车电器（黄山）股份有限公司、黄山市百思利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黄山徽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黄山绿能

光伏科技有限公司、黄山菲英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等企业

的车用电源、动力系统、车身系统、电子电器及光伏组件

产品的研发与生产，营造专业、学院、学校协同，学校和

企业协同，产教融合、科教融合、理实融合的“两协同、

三融合”育人环境，探索完善“政产学研用协同，教学做

创转融通”地方高校应用型人才协同育人机制[8,10]。通过

校企合作、政产学研用协同，加强企业与学校深入交流合

作，学生学习内容更加趋近行业前沿发展，提升学生的工

程实践和创新能力，培养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思维和

能力，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

3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践成效

在新工科背景下，紧密结合丰富的地方自然资源和特色

集群产业，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深入探

索和改革后，人才培养目标更加明确，课程新体系更加合

理，教学方法更加多元化，一流教学团队结构更加优化，

协同育人机制更加完善，经过几年的改革探索，取得较好

成效。

3.1优化整合了专业结构，提升了专业竞争能力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经过深入改革，整合

了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师资与教学资源，结合黄山市丰

富的森林生态资源和新能源、新材料地方集群产业，成功

获批了功能材料新专业，突出专业特色方向，更加适应了

地方的产业发展和需求，提升了专业竞争能力。

3.2创新了教学方法，激发了学习兴趣，提高了教学

水平

通过提问引导、互动教学、翻转课堂等多种教学方法

创新，以“集中讲授→小组设计→分享探讨→翻转报告”

模式，使学生始终“面向问题”，加强了学生的参与度，

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持久性，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

和求知欲，提高了课堂授课效果；同时，教师通过教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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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持续创新，获得了安徽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1项，学校

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暨课程思政教学能力比赛一等奖1

项，学校教师智慧教学大赛一等奖1项，学校教师教学创新

大赛二等奖、三等奖各1项[11]，学校课程思政优秀教学案例

比赛三等奖1项。

3.3打造了一流教学团队，提升了教学和科研能力

本专业有专职教师12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11人，硕士

学位1人，1人具有海外博士研究和企业工作经历，5人具有

高校博士后流动站经历，3人具有企业博士后工作站经历，

形成了一支学历层次高、中青年教师为主的一流教学和科

研团队。目前，本专业教师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

项，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3项，安徽省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项

目8项（其中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重点项目2项），安徽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资助项目1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

金项目1项，安徽省博士后科研资助项目2项。同时本专业

教师获得安徽省科技成果1项，安徽省第七届自然科学优

秀学术论文三等奖1项，安徽省教坛新秀1人，黄山市科技

进步奖1人，黄山市科技成果奖2项，黄山市首批“科技副

总”1人，学校师德先进个人2人。

3.4提升了学生培养质量，提高了就业率

近年来，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经过深入

探索和实践，本专业获批国家级、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练计划项目50多项[12]，获得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

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大

学生高分子材料创新创业大赛、大学生材料热处理创新创

业大赛、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大学生生

态环境创新创业大赛、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

业”挑战赛、大学生化学竞赛、大学生化工实验大赛等学

科和行业竞赛奖励30多项，真正达到了“以赛促教、以赛

促学、以赛促建、以赛促改、赛创融合”[13,14]的目的，较

大幅度提高了学生的培养质量和综合素质。同时，本专业

学生以第一发明人或参与人授权国家发明专利20多项，实

用新型专利10多项，以第一作者人或参与人发表学术论文

50多篇。学生考研录取率由28%逐年提升至42%以上，毕业

生就业签约率达98%以上，获得用人单位的一致好评和广泛

赞誉。

4  结语

在新工科背景下，对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进行深入探索和实践，人才培养目标更加明确，课程新体

系更加合理，教学方法更加多元化，一流教学团队结构更

加优化，协同育人机制更加完善。学生科研能力、实践能

力和创新创业能力显著提升，学生升学率、就业率和企业

满意度明显提高。材料科学  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更加

适应地方资源和产业发展要求，大大提高了专业服务地方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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