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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201 3 年我国加入《华盛顿协议》成为预备成员，

2016 年 6 月成为正式会员之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成为衡量

工程教育类高校的一个重要指标[1 ]。与此同时，“新工科”概

念被提出来，国家教育部迅速组织研讨，形成了“复旦共

识”、“天大行动”和“北京指南”[ 2 - 4 ] ，并相继出台了《国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

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关于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践的通

知》、《关于推进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的通知》、《关于引

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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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OBE理念，建设与发展“新工科”已然成

为当前社会产业升级与发展的必然要求，成为提高国家未来竞争

力，赢得全球市场竞争的重要途径，成为深化高校教育改革、满

足国家产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

1　目前工科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通过学习很多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和多年的教学实践，发现目

前的高等教育工科人才培养模式存在以下矛盾与问题：

（1）我国传统的大学教育是一种学历教育，注重理论知识的

讲解和学习，实践课程大多在实验室进行，对企业现状和行业发

展所知甚少，再向应用型、创新性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理论知识

和实践能力存在脱节的问题[5]。

（2）现有培养模式下，专业细化，学生在校学习的知识体系

较为单一，多学科综合能力较弱，创新性不强，培养的人才滞后

于企业对于复合型人才的高要求，导致培养的人才与实际需求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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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差距。

（3）虽然很多院校定位于服务地方，但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

教学内容更新不够及时，与地方经济产业链对接不紧密，没有针

对地方行业设置的课程体系，培养出的毕业生不能很好地服务地

区行业和区域经济地发展。

2　新工科下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思路

新工科下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需从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中的

目的、内容以及方法三大要素，采取“1 3 4 4”模式进行全面

的改革，即：“一聚焦、三强化、四护航、四渐进式” 教

学模式，聚焦高质量应用型人才培养；强化产业需求导向、产教

融合、工程能力培养 ；德育导师+学业导师+专业导师+实践导

师（企业）四护航模式；“基础能力、专业能力、综合能力和创新

能力”四渐进式教学方法，致力于培养能够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和产业振兴，德才兼备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OBE成果导向教学

设计流程图详见图1。

3　基于OBE理念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研究

3.1以提升服务地方经济为方向，制定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

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是提升大学生质量，对于地方高校，要

对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发挥支撑作用，营口理工学院地

处辽宁省营口市，随着营口产业升级的需要，对人才的需求日趋

强烈，在引进人才的基础上，做好内培工作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至

关重要，作为营口市唯一的本科院校，肩负着培养契合新时代劳

动者知识能力素质和知识能力符合程度的新要求，众所周知，在

企业领域，产品的质量并不是依靠检验环节来实现的，而是从

图 1

最开始的产品设计、生产阶段就已经形成

的。人才培养亦是如此，因此，以提升

服务地方经济为方向，制定适合区域发展

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势在必行。即：地

方高校充分利用地方资源，发挥自身优

势，凝练办学特色，深化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协同育人，增强学生的就业创业

能力，培养大批具有较强行业背景知识，工

程实践能力、胜任行业发展需求的应用型

和技术技能型人才。营口理工学院近年来

不断创新思想理念，明确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的目标和任务，增强服务意识，打造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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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学科群，强化校企合作，在现有工科、理科、管理学的基

础上，逐年扩大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领域，提高应用型人才的

质量，努力使学校的人才培养更加契合地方经济发展，2020届-

2021届学生留营率分别为8.85%19和19.59%；留辽率分别为46.

53% 和 66.29%，为提升服务地方经济做了一定的人才储备。

3.2以重构课程体系为主线，完善应用型人才培养课程体系

通过企业专家参与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教学，提升工程

教育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即以面向未来的高水平应用型人才的知

识、能力、素质的整体水平作为培养的最终目标；课程设置上

按照“四个结合”，即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课程结构

与职业需求相结合、知识分类与行业分类相结合、理论教学与

实践教学相结合[6]，构建依托学科、面向应用、服务地方的理

论与实践相互渗透的平台加模块的课程体系；同时，实现教师

队伍与企业骨干双向流动、校内教学研究与企业技术研发一体

化。2021 届学生毕业论文题目中，有80% 以上题目来自教师科

研和企业研发项目。

3.3以课程教学改革和校企合作为手段，培养高水平应用型

人才

（1）理论课教学改革。充分利用大学慕课、微课等平台，

雨课堂、学习通等现代化信息手段，对教学内容、教学资源、

教学过程进行精心设计，坚持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中“以学生为

中心、以成果为导向、持续改进”的核心理念，以建立专兼

结合、联合授课的教学模式，将灌输式课堂模式转到启发式、

参与式、讨论式课堂教学模式，将国际学科前沿、最新研究成

果和实践经验融入课堂教学，采用案例教学、专题讨论、调查

研究等混合式教学模式，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革命。同

时，注重从专业认同、科学精神、职业素养、家国情怀、社

会责任等方面深入挖掘思政教育与材料科学的联系，让教师真正

地成为人才培养的“引导者”。

（2）实践课教学改革。根据工程认证和 O B E 理念，建立

了虚拟仿真平台等线上实践教学模式，提升学生实践教学参与

度，改变学生成绩评价体系，为学生提供全方位施展平台；

《材料结构控制与性能测试》课程为例，将实践教学分为理论

实践模块和技术实践模块，在理论实践模块设置创新型实验，

鼓励学生利用现有设备或自备设备，自拟实验题目，完成方案

设计、实验验证、数据处理与分析等步骤。允许出现实验失败

的情况，但需分析原因，给出合理的解释。在技术实践模块，

可以让学生以主体身份参与任务规划、方案设计等教学过程，

鼓励新思想、新方法等，使学生主动地投身实践学习，锻炼自

身能力，2021 届毕业生实践课占比均达到60% 以上。

（3）深化校企合作。进一步深化产业技术学院建设模式和

订单式培养模式，以创新工组室和实验室为平台，实施实验室

开放模式，以项目（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参与教师的科研项

目）为载体，面向学生开展科技创新活动，搭建专业导师和学

生融合发展的平台，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提升综合能力、创新

能力和职业素养，实实在在提升学生实践专业技能。截止2021

年 10 月，营口理工学院与企业签订校企合作协议170 余项，与

7 家企业签订“订单制”人才培养协议；与中航信诺（营口）

高新技术有限公司联合申请并获批辽宁省磷酸铁锂电池正极材料

专业技术创新中心；与石钢京诚装备技术有限公司申请并获批省

级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与辽宁融达等5个企业成立产业学院；

与营口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和福沃来德（辽宁）高新科技有限公

司开展校级产教融合项目；与山东国茂新材料有限公司，签订

企业奖学金，学院聘请企业人员为我院实践导师等，共同开展

人才培养及科学研究工作。

3.4以教师教学质量监控和学生档案评价体系为机制，客观

评价应用型人才

开展校、院、教研室“7 4 4 ”三级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即“七查、四评、四反馈”，七查包括培养方案审查、教学文件检

查、教学过程检查、期末试卷检查、教学质量满意度调查、定期

实践教学检查和毕业论文检查；四评包括督导评教、领导评教、

学生评教和同行评教；四反馈包括督导听课反馈、信息员反馈、

座谈会反馈和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反馈，真正实现有问题第一时

间发现并及时修正。同时，建立对接工程认证的学生档案和学生

评价体系，依据企业人才需求目标，对课程的支撑能力强度赋予

权值分,最后计算达成度总分,并与预先设定的标准分对比,从而完

成达成度评价，为企业选人用人提供支撑。

综上所述，随着企业对高校人才培养的要求越来越高，现有

的人才培养体系已经不能适应现实需求，因此，新工科下，基于

OBE理念，提出教学改革的新举措，构建对接工程认证的学生评价

体系，形成比较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致力于培育适合我国国情

的符合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应用型人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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