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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专业是我国近年来教育改革的产物，新工科这一专
业适应时代的变迁以及发展，主要是为了适应人工智能化的时代
发展，通过云计算、智能化、区块链等模式全方面地发展人工智
能以及培育高校的新工科人才，在这一过程中高校需要有效地把
握育人的重要价值和目标，将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贯穿到各个教
学环节当中，结合必要的教学创新手段，建设学生的工科实践技
能、工程知识技能等等，增强教育创新的力度，致力于开创更加
多元化、综合性强的课程，培育具有综合素质能力以及新工科技
能的高质量人才，为未来社会的前进发展配备好充足的人才。

1　新工科建设促进学生工程实践技能的必要性
在传统的教学框架下，高校教师往往注重专业教学以及理论

知识的教学，对于学生的实践技能的培育缺乏相关的重视，所
以，在新时期的背景下加强对于学生综合实践技能的培训具有举
足轻重的意义。教师必须突破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框架，有效地
规划新工科的专业课程安排，设计并且优化教学的内容，明确
教学的任务，突出课程改革的重点，凸显新工科在高校人才培
育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结合当前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来说，学校越来越注重对于学
生专业技能以及综合素质的培养以及发展，但是在课程实施中却
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学校的师资团队资源比较缺乏，研
究新工科的一般是经验丰富的教授，学校能够实施课程活动的教
师比较少，其他工科教师的教学任务繁重，高校没有另外安排
这些教师进行集中的培训，这就导致了新工科在高校建设当中缺
乏了有力的保障。其次，教师的教学模式过于强调理论教学，新
工科与传统的工科不同，更加注重实践性和应用性，学生不是埋
头苦读，而是要多在实验室进行探究，多参与综合性的实践活动，
在实践、实验基地之间进行大量的实验，拓展自身的工程探究能
力以及实践应用能力，真正地为新工科注入生命力和活力[1]。

2　新工科建设促进学生工程实践技能发展的途径
2.1建设多元化的新工科教育课程
高校应该加强对于新工科的研究，制定完善的课程体系，便

于新工科教育教学活动的有效开展。新工科的教育目标更注重教
学的深度，不仅需要学生学习并且能够掌握良好的基础知识和技
能，对于学生的工程意识以及实践能力也具有比较高的要求，这
种教学的目标致力于培育具有较高的工程素质、实践能力和创新
精神的高校学生，为我国的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人才保障。

高校教师应该明确地以新工科理念作为课程设计遵循的原则，
在大工程、大数据、智能化的背景下有效地构建工程教育训练平
台，形成具有工科教育特点的新工科课程体系，比如机械类应用
课程、云计算课程、电子信息管理课程、电气课程等等，涵盖不
同层面的工科专业，有效地构建起综合化的课程体系，让学生在
选择课程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参考价值。高校以及教师在开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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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科课程建设的同时，要注重设置课程的性质，比如一些简单
的基础课程可以作为公共选修课程、专业选修课程让学生进行自
主选择；对于一些复杂度比较高、专业性比较强的课程可以设置
为专业必修课程，让一些有工科基础能力的学生选择此类课程，
增强自身的专业技能。结合课程的优化设计，促进高校学生的工
程实践技能发展[2]。

2.2运用创新的教学模式完善新工科的教学效果
新工科作为一门尚未被完全开发以及广泛地应用在高校教育

中的学科，其教学模式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开展难题，其高难
度、高挑战的特质促使教师必须更新自身的教学观念，创新教
学的模式，有效地将复杂的工科知识转变为更加直观和生动的认
知，让学生减少学习时的畏难心理、恐惧心理。因为这一学科
的新颖特点，对于学生来说既是挑战也是一定的机遇，教师作
为教学的引导者发挥的作用就是把握住机遇，应对好即将出现的
挑战。

首先在教学模式上的创新，教师要运用智能化的教学模式有
效地传输新工科的教学特点，新工科的课程实践往往需要教师运
用先进的教学手段进行示范，其课程特点也具有高科技的特质，
所以教师要尽量运用多媒体课件、模拟情境、智能触屏等方式
为学生创造良好的感官体验。

2.3开展多样化的新工科实践活动
高校在建设新工科专业教学活动来提升学生的工程实践技能

的时候，要注重结合相关的实践活动充实学生的学习经验和实践
经验，高校作为人才培育的良好基地，应该在校内建设良好的实
训基地、创新基地。一方面，教师可以组织创新创造的工科类专
业竞赛活动和主题活动，构建良好的校园氛围，让学生能够在参
与活动的过程中有效地锻炼自身的专业实践技能。

3　总结
综上所述，新工科建设对于培育高校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

具有关键的作用和意义，高校以及教师在开展教育教学活动时需
要把握课程体系的创新设计、教学模式的革新以及综合实践活
动、大型项目实践的设计，全方面地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和实
践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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