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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和“双一流” 

背景下材料类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 
叶育伟  张雪辉 

（江西理工大学材料冶金化学学部  江西赣州  341000） 

摘要：在“新工科”和“双一流”的背景之下，为了能够更好地对材料类人才进行培养，高校需要进行一定的教育改革工作，

从而能够有效实现“五位一体”的教育理念，促进实践教学创新及高校应用型人才发展。本文首先针对高校材料专业人才培养现状

进行简要阐述，然后论述高校材料专业人才的培养要求， 后分析材料类人才的培养模式，包括建立人才培养目标、构建人才培养

体系、采用多元教学方法以及推动创新实践教学。旨在能够通过多元化的教学模式来优化材料类专业人才的培养，促进其专业能力

的提升，为社会输送专业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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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he training mode of material tal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gineering" and "double first-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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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gineering” and “double first-class”，in order to better cultivate material 

talents，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eed to carry out certain educational reforms，so as to effectively realize the

“five-in-one”educational concept，and promote practice teaching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pplied tal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first briefly expound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ersonnel training for materials 

maj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then discusses the training requirements for materials maj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and finally analyzes the training mode of materials talents，inclu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personnel 

training objectives，the construction of personnel training systems，the adoption of multiple teaching methods，and 

the promotion of innovative practical teaching. The aim is to optimize the cultivation of material professionals through 

diversified teaching modes，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professional abilities，and deliver professional talents 

to the society. 

Key words：new engineering；double first-class；material talents；training mode 

 

为了能够提升高校的教育水平，教育部特别提出“新工科”和

“双一流”的建设工作，从而能够更好地通过立德树人工作引导高

校专业教学，实现教学创新.同时，对多元化的教学方法进行推广，

有效培养创新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从而可以在 大程度上实现国

家发展，为社会的建设培养更多的专业型人才.构建材料类专业人才

的培养模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探究和分析. 

1  高校材料类专业人才培养现状 

目前，高校对材料类专业学生的培养工作与教育部的要求还存

在一定的差距.现阶段的人才培养模式中，很多教学方法和教学课程

的实施中都存在很多的不足之处，这样会降低专业类人才的培养质

量.例如我国高校在人才培养时，只是针对其中一项内容进行重点教

学，没有达到“一专多能”的教学目标，这样无法满足社会对人才

的需求，不利于学生的长远发展.在课程设置的过程中，没有对学生

的教学进行合理的规划，不能形成独立的教学体系，无法正确指导

学生的职业生涯；部分课程教学内容与社会岗位的需求脱节，对学

生的就业造成较大的影响；教学方法缺乏创新性和系统性，无法促

进学生的独立思考，不利于学生能力的提升；在教学考核工作中，

无法对学生的能力进行综合性评价，只是注重学生的考试成绩，不

利于提升学生的专业水平.总之，传统的高校材料类专业人才教学模

式还存在很多不足，亟需进行一定的改革优化，构建先进的专业人

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的培养和发展[1]. 

2  高校材料类专业人才培养要求 

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新工科”高校教育，打造“双一流”人

才，高校需要对人才的培养要求进行了解，这样才能为后续的教学

创新工作找到新的方向.现阶段的高校材料类专业人才培养中，需要

与时俱进，顺应时代要求，符合社会岗位需求，这样才能不断提升

高校的教学能力，为学生的长久发展奠定基础.对于材料类专业人才

的培养，更加需要提出具体的教学要求，这样才能建立人才培养模

式，促进高校教育改革工作质量的提升. 

（1）优化专业课程 

为了能够在专业教学工作中达到“新工科”和“双一流”的标

准，需要对专业课程内容进行优化，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应对现代的

科技发展.科学技术是国家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只有掌握先进的科学

技术，才能让国家在各个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而对于高校而言，更加需要承担民族振兴的责任.高校主要是孕

育人才的地方，只有提升学生的专业能力和创新水平，才能促进人

才的发展，为社会做出贡献.因此，在“新工科”和“双一流”的环

境下，高校需要对大学专业课程进行优化.根据具体的社会需求和时

代技术的发展进行教学内容的改革，不仅需要体现出专业知识的与

时俱进，同时还应该进行一定的应用技能教学，从而促进材料类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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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学生的学习和成长. 

（2）打造教学平台 

当今社会是一个网络时代，网络上包含着大量的专业信息和教

学资源，高校可以合理通过网络打造教学平台，为学生进行教学资

源的整合，这样才能让学生通过网络平台的学习来提升自身的专业

能力，不断拓展学生的专业知识，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促进学生专业水平的提升.同时，高校可以打造一个属于自身的网络

平台，为学生的专业学习录制网络课程，并且通过网络学习平台进

行展示.另外，学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学号和密码登录网络学习平台，

从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学生专业素养的提升.教师还可以从网

络上进行教学资源的收集，更好地丰富学生的学习方式，让学生既

可以通过课堂进行专业知识的学习，又能够利用高校的网络教学平

台进行专业知识的夯实和拓展，为培养材料类专业人才奠定基础. 

（3）完善教学方法 

传统的高校教学工作只是注重对理论知识的讲解，但缺乏实践

性.而在当今社会的工作中，诸多岗位是以学生的实际能力为基准.

因此，高校需要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将实践教学工作作为日常教

学工作的主要部分，这样才能满足学生的就业需求.除此之外，高校

还需要创建轻松的学习氛围，从而激发学生内在的创造力，不断进

行创新，提升教学质量.对于材料类专业学生而言，主要学习的内容

是材料的结构和工艺，在制造业和材料设计方面需要具有较高的专

业水准，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专业能力的提升.因此，教师需要深度

了解材料类专业的特点，为学生的学习环境营造更好的教学模式[2]. 

（4）构建培养体系 

为了能够促进高校教育改革工作的实施，学校需要以学生为本，

从而能够构建基础、实践和创新的培养模式，这样才能让高校达到

“双一流”的水准，有效夯实学生的专业基础，让学生能够不断实

践和创新，在实践的过程中进行创新的学习，为我国的制造业发展

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水平.除此之外，高校

更加需要加强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通过进行校企合作，让学生获

得去企业实习的机会来提高自身的实践能力，让学生在实践中夯实

自身的理论基础，在就业中获得更大的竞争力.企业始终发展在时代

的 前沿，通过在企业的实习能够促进学生专业素养的提升，有助

于对学生的培养. 

3 “新工科”和“双一流”背景下高校材料类专业人才培养模

式 

由于现阶段高校材料类专业培养工作存在较多不足之处，亟需

探索先进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而建立起科学且合理的人才培养模式，

终才实现对学生的培养.特别是对于材料类专业的学生而言，更加

需要注重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实现教学模式的多样化开展，加强创

新实践教学内容的实施，有效提升学生的创新意识，实现“新工科”

的发展目标，使得高校达到“双一流”的教学水平，为国家和社会

的发展提供更多优秀的专业性人才. 

（1）建立人才培养目标 

在一流高校和一流学科的打造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实现教

育改革的工作，首先要为人才的教育工作树立正确的目标.对于材料

类专业的人才培养中，高校需要秉承着“五位一体”的教学理念，

让学生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并掌握更加专业的学科知识，对多元化

的文化素质进行培养，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这样才能实现材料类

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同时，高校需要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对学生的

综合素养进行培养，将专业知识与德育教育进行结合，有效实现立

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2）构建人才培养体系 

高校需要构建“新工科”人才培养体系，让学生成为教学工作

的核心，并且结合当今时代材料科学发展的情况进行一定的人才体

系建设.高校需要对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进行培养，同时提升学生的

动手能力，让学生能够在实践过程中进行理论知识的融合，实现专

业能力的提升.除此之外，教师需要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并进行交叉

学科的学习，这对学生的专业工作及未来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比如在材料类专业课程教学时，将化学元素和稀土功能材料的相关

知识进行综合性教学，让学生对不同知识的理解更加深入，并运用

专业知识对稀土元素进行分析，这样才能更好地掌握及运用材料方

面的知识[3]. 

（3）采用多元教学方法 

高校在进行教学方法创新时，需要在课堂上实施多元化的教学

方式，这样才能激发学生对材料类专业课程的兴趣，有助于学生专

业能力的提升.同时，通过探究式教学方法的开展，让学生带着问题

去学习，并在对问题的探究过程中实现自身能力的提升.另外，高校

也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来进行网络教学，让学生能够通过网络视频

去了解相关得知识和工艺，比如焊接技术原理和具体的实施工艺，

这样能使整个教学工作变得更加形象化，进一步提升学生的专业能

力. 

（4）推动创新实践教学 

创新教学工作十分重要，只有让学生进入相关企业进行深入实

习，才能得到创新实践的能力.因为企业的发展一直需要处于时代的

前沿，只有加入到企业中才能够得到创新能力的培养.高校能与企

业签订协议，达成校企合作.比如学生可以前往材料研发企业进行实

习，在企业科技人才的指导下实现快速进步，这样能够让学生对相

关的材料知识进行深入了解和运用.同时，学生也能够对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进行分析，比如企业在研究材料断裂问题时，学生就能够参

与其中，使得自身的专业能力得到提升.另外，高校还可以通过企业

的评估工作来考核学生的专业能力，让学生对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

明晰，有利于学生后续的发展[4].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进行材料类专业人才的培养工作中，高校需要进

行一定的创新，为学生构建专业的教学平台，不断优化教学资源，

改善原有的教学方法，建立完善的培养体系，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实

现教学水平的提升.除此之外，高校需要帮助学生建立一定的发展目

标，打造人才培养体系，创建多样化的教学方法，让学生成为一个

复合型人才，提升其专业素养，为将来的就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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