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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体系中生产实习课程教学质量的研究
王子龙　张　华

（上海理工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　上海　200093）

【摘　要】基于上海理工大学制冷及低温工程专业实习基地，从教学内容和目标等两个方面探讨了“产学研”

体系中生产实习课程教学质量，为提高“产学研”体系中生产实习的教学质量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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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practice base of Refrigeration and Low temperature Engineering of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production practice course in the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system is discussed from two aspects of teaching content and objectives, which provides som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production practice in the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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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伴随着我国工业的发展和巨大进步，对工科的发

展以及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提要求，“新工科”

的出现，应对了生产对人才的需求，而紧贴行业需求

是新工科培养人才的重要环节之一 [1]。对于制冷专业

的学生而言，生产实习既是《制冷原理》、《空气调

节》、《制冷装置自动化》和《制冷压缩机》等制冷

专业核心专业课程的巩固与提高，同时也是做好毕业

设计的基础，是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然而，教材中

理论知识和生产过程的关联度差距越来越大是目前制

冷及低温工程专业学生所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这导

致学生对制冷系统及部件的认知不足，同时业限制了

学生的创新能力 [2-3]。基于该现状，让学生进入制冷

企业进行生产实习，参与到实际生产过程中，让学生

体会制冷设备及零部件的生产、组装、运行、调试等

过程，甚至可以直接参与部分生产环节，促进学生理

论联系实际，同时使得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进一步

加深，强化了学生的工程意识，从而为我国在实现工

业 4.0 过程中培养技术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4]。

1 现状

上海理工大学是一所以工学为主，多学科协调发

展的“高水平地方高校”。上海理工大学制冷与低温

工程学科是一个具有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二级学

科，成立于 1970 年，是我国最早拥有该学科博士点授

权的三所高校之一。1981 年获得制冷与低温工程硕士

学位授予权，1986 年获得制冷与低温工程博士点授予

权，1988 培养的国内的第一个制冷与低温工程专业博

士毕业。2005 年制冷与低温工程获上海市重点学科。

目前，制冷及低温工程专业与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

司、丹佛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南京天加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等国内外著名企业建立了实习基地。

随着全球工业 4.0 时代的来临，我国面临着从制

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20 多年前，中国在全

球制造业产出中占比不足 3%，如今份额已近 1/4。全

球近 80% 的空调、70% 的手机以及 60% 的鞋类都是“中

国制造”。尽管中国制造发展到今天面临劳动力上升

等诸多挑战，但制造业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仍举足轻重。

因此，“新工科”建设至关重要。国家也对工科专业

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加强学生实践能力和创

新能力培养。此外，目前一些学生对生产实习的重要

性认识不足，导致学生对生产实习的重视度不够，因

而使得生产实习达不到原有的目的。为了紧跟新时代

工业革命脚步，培养社会主义工业化所需人才，需要

进一步完善课程目标，丰富教学内容，改革教育教学

方法和手段，从而增加学生学习热情。

2 丰富事件教学内容

在注重传统专业基础知识以外，新工科更强调学

科的实用性、交叉性与综合性，新工科人才应该具备

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是能

够引领未来技术和产业发展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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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作为制冷专业基础课的生产实习在上述几方面还

不充分。因此，需要根据“新工科”的建设要求丰富

教学内容，完善教学大纲，在生产实习中体现“新工科”

思想，增加国内外先进制冷技术、制冷设备、制冷方

法的介绍。而“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服务国家重

大需求，解决企业面临的技术难题，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如丹佛斯磁悬浮压缩机，该产品凭借无油、磁悬浮轴

承技术，提供超高效率，且在压缩机生命周期内无性

能退化，实现并保持行业领先的性能表现。永磁电机

和变频器打造卓越的满负荷和部分负荷效率。丹佛斯

磁悬浮压缩机可用于风冷、水冷或蒸发冷却机组，适

用于舒适型制冷、低温工艺、冰蓄冷和热回收等应用。

通过先进制冷设备的了解，丰富了学生的制冷知识，

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结论

基于上海理工大学制冷及低温工程专业实习基

地，从教学内容和目标等两个方面探讨了“产学研”

体系中生产实习课程教学质量，为提高“产学研”体

系中生产实习的教学质量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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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制冷原理”课程目标

目标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1

掌握各种制冷方法的基本原

理和制冷设备的基本结构等制冷

基本知识，具备运用所学知识对

复杂工程问题进行设计、分析及

优化的能力。

掌握制冷原理相关专业知识，

并具备综合应用所学知识对复杂

工程问题进行设计、分析及优化

的能力。

具备应用数学、自然科学、

工程基础及专业知识解决能源与

动力工程领域工程实际问题的能

力。

2

具备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

决制冷领域与相关领域复杂工程

问题的能力。

具备综合应用数学、自然科

学和工程科学基本原理分析制冷

原理与相关领域复杂工程问题并

获取有效结论的能力。

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物

理、化学）、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

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

能源与动力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

问题，以获得有效、可靠结论。

3

了解制冷原理相关领域的技

术标准体系、知识产权、产业政

策和法律法规等。

了解制冷原理相关领域的技

术标准体系、知识产权、产业政

策和法律法规，理解不同社会文

化对工程活动的影响。

能够基于能源与动力工程及

相关领域的工程背景知识进行合

理分析、评价能源与动力工程专

业工程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的解

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

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

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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