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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招生和专业分流背景下材料类专业创新教育及专

业认可度的探索 

孙皓 
（上海理工大学材料与化学学院  200093） 

摘  要：在大类招生和专业分流的背景下，材料类专业面临着较大的压力。大一新生鉴于职业发展，学习兴趣等多种因素考虑，对材

料专业的选择兴趣呈现下降趋势。如何让新生对材料类专业抱有热情和兴趣，是当前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本文从强化科学文化教育，

职业规划教育，加强创新实践教育来探索材料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从而提升新生的科学文化素养，培养科学情怀，强化对材

料科学的创新实践能力，使其深入了解材料专业的职业发展，最终提高对材料类专业的认可度。让更多的新生倾向于选择材料类专业

并且收获更好的个人成长和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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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大类招生即是将相同或相近的学科门类合并，按一个大类进

行招生，学生入校后，经 1~2 年的基础培养，再根据学生意愿和

专业要求进行双向选择，从而实现专业分流。这种“先宽后窄”

的培养模式有利于学生在充分了解专业特点、完善自我认识后选

择专业，有利于让学生自我特长与专业素养完美结合，明确自我

发展的理想和目标，充分发挥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形成个

性化思维和培养创新能力创造更有利条件。[1] 然而大类招生模式

也同时给我院材料类专业人才培养带来了新的挑战。材料学科是

基础性又富有创新性的学科，需要学生具有扎实的数学，物理，

化学，工程的功底，同时还需要有足够的创新精神和科学精神。

[2] 因此每年专业分流的时候，都希望招到更多对材料专业有热情

的，一志愿的学生。然而结果似乎显示出材料类专业对新生而言

越来越缺乏吸引力。因此如何探索材料类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让新生对材料类专业抱有热情和兴趣，是当前一个无法忽视

的问题。[3, 4] 本文结合材料学科和作者所在的材料与化学学院的

特点，展开材料专业创新教育及专业认可度的探索研究。 

2 强化材料与化学的科学文化教育 

建设材料学院的历史回顾长廊，布置本学院材料类专业优秀

毕业生及杰出校友墙，让大一新生清晰了解材料学院发展的若干

个闪耀的阶段和社会影响力，了解材料类专业学生毕业后的良好

发展，了解本学院材料学科的优势特点，让学生找到归属感和荣

誉感。在学院周边建造石墨烯模型雕塑，手型分子雕塑等对人类

科学至关重要材料分子模型雕塑以及材料和化学相关的诺贝尔

奖故事墙，熏陶本科生科学情怀，塑造其仰望星空，追求卓越的

科学精神。材料与化学学院化学系铋科学研究中心的文化墙建设

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该中心秉承着科学人文融通的思想和理

念，将具有回旋往复之美的彩虹色铋晶体和中国篆刻印章艺术相

结合，设计了独具特色的团队徽章；将所合成的纳米材料电子显

微镜照片与中国古典艺术相结合制作出精美的画卷。文化墙的布

置让学生感受了艺术与科学的融合之美，让学生对材料科学产生

浓厚的兴趣。科学文化中蕴含着批判意识、怀疑意识和创新意识，

正是创新思维能力的思想源泉，彰显着科学精神的本质及其延

展。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普教育活动，向大一的新生宣传讲解

材料以及化学类的专业。比如上海市化学奇思妙想大赛就是很好

的范例。上海市化学奇思妙想大赛面向青少年与社会公众征集化

学奇思妙想作品，旨在激发学生和公众对化学的兴趣和关注，培

养创新意识和开放思维，塑造跨学科思维和全球化视野。另外，

还可以通过邀请一些知名的材料和化学专家学者给大一的新生

开展科普性的学术报告，让懵懂的大一新生开拓眼界，了解尖端

材料科学能够给工业社会带来怎样的革命性的推动作用，从而激

发其对材料科学或化学浓厚的兴趣。在学术讲座和材料前沿等课

程中强化科学文化教育，将创造知识的鲜活文化过程引入严密的

知识体系之中，渗透知识背后的科学精神与文化根源。 

3 提早开展职业规划教育 

随着我国高效毕业生就业竞争日趋激烈，学生们对于所选专

业在今后职业发展中是否具有优势十分关心，这也是大类分流学

生们选择专业时的一个重要参考依据。因此专业老师对于大一新

生的职业规划指导工作显得十分重要。指导学生能够以市场需求

为导向，理性地规划自身未来的发展，使他们能主动、高效学习，

在学习过程中自觉地提高就业能力和生涯管理能力具有重要意

义。[5] 可以在大一就开展职业规划课程或讲座，特别是材料类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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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专场，邀请已毕业的优秀学长分享职场经验，让学生们看到材

料类专业良好的职业发展，并及早制定好自己的大学学习规划。

专业负责人和教师、学生工作教师对新生进行专业和学业指导，

通过专业负责人的专业介绍，包括学科培养目标、师资队伍、教

学产学研情况、毕业生就业情况，使学生及时了解专业与行业的

地位、形势以及发展趋势，为进一步细化自己的职业定位打下基

础。利用班主任的作用，发挥其针对性强、专业性突出的优势，

科学地引导学生的专业实践，为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提供积极有

效的指导。将职业生涯规划理念贯穿于大学阶段教育的全过程，

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拓展知识、强化技能，进而自觉地提高其就

业能力和生涯管理能力，最终使职业规划更加到位。 

4 提早开展创新实践教育 

大一的新生在学习基础课程时，对大学学习生活充满了憧

憬，对专业的充满了展望。但是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等基础课程

的讲授往往不能和一些具体的专业挂钩，而大学生创新创业项

目，挑战杯竞赛等创新实践活动均是在大二以后才会陆续开展，

这使得新生们对于专业的选择往往还是十分茫然。因此为了加强

学生实践能力与创新精神的培养以及对各个专业内涵的认识了

解，在大一就开展一定的创新实践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学院可

以以开放式实验室、科学创新基金等为载体，为学生提供一个专

用的、稳定的创新实验平台。在大一学生的专业课程中，有一些

课程是本学院老师授课的，比如“普通化学”，“普通化学实验”，

“工程创新及实践”等。在普通化学实验课程中，我们发现很多

学生是第一次进实验室，对化学实验具有强烈的兴趣。其中有些

实验原理与内容与材化学院的很多研究方向密切相关，如果将普

通化学课程与材料类科研相结合进行拓展讲解，很容易引导学生

的探索兴趣，进而培养其对材料及应用化学等专业的关注。例如

“电镀锌”实验中讲到的“为改善电镀液性能和镀层质量，往往

在电解液中加入少量聚乙二醇等有机物质。添加剂能吸附在阴极

表面或与金属离子构成“胶体-金属离子型”络合物，从而使镀

层细致、均匀、平整、光滑。”这与材料专业中的锌离子电池，

锂金属电池等热门研究领域中对于锌负极和锂负极的相似，甚至

能够以此延伸出一些新的 idea。在课堂上设计一个创新课题，以

3-5 名学生为一组，引导其进一步深入研究，积累出一些结果后

以专利或者论文的方式结题。表现优异者可以凭借这些成果进一

步参加挑战杯，上海市新材料大赛等 A 类竞赛。这对本科生保研，

考研深造都具有很大的帮助。从而在大类分流过程中增强学生对

于材料类专业的认可度。 

在本校的短学期课程中，有一门针对大一新生开设的“工程

创新及实践”课程。课程中邀请了各工科学院的老师做了各自专

业相关的讲座，内容丰富多彩，大大开拓了学生的知识面。在其

后的八天课程中，由多名老师带领各自班级开展创新实践课程。

其中有很多材料专业的老师参与，例如 “锂离子电池及其发展”， 

“锂硫电池关键材料”，“海水淡化技术发展现状，电容去离子

技术及其发展”等等课程。这些课程不仅让大一的学生了解了多

种材料的制备，结构和应用原理，还能进入各科研团队实验室，

亲手开展相关课题实验，形成深刻的认识，让材料研究妙趣横生，

使前沿的科研不那么遥不可及。学生们非常感兴趣，出勤率和参

与度都很高，有一些学生甚至主动要求晚上继续加班开展相应的

实验。由此可见材料专业对于大一的学生而言实际上具有很强的

吸引力。因此，如果我们材料与化学学院能够在大一上学期就开

展类似的创新实践类课程，向大一新生宣传讲解材料各个科研团

队的研究特色，涉及的行业领域，由各个科研团队牵头组织开展

创新项目。让大一新生对于材料类专业的内涵有一个深入的了

解，这对于其专业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 

5 总结 

材料类大类招生和专业分流背景下，对于材料类专业的创新

人才培养带来的挑战。通过强化材料与化学的科学文化教育，塑

造学生仰望星空，追求卓越的科学情怀；通过提早开展职业规划

教育，让学生了解材料专业毕业生的发展前景；通过提早开展创

新实践教育，强化新生的创新能力，提高新生对于材料专业的认

可度，最终让更多的本科生在大类分流中选择材料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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