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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工科教育在新工科背景下的教学改革已逐步兴起，传统的教学模式已不能满足高质量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本文通过对《工
程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究，证实了多元化教学方式与考核可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及学习兴趣。通过“四项融合”的有
机结合及相互补充，教学改革得到了积极效果，为今后进一步完善奠定基础，为工科专业认证提供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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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eaching reform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gineering has gradually emerged，
and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l can no longer meet the needs of high-quality applied talents. By exploring the teaching 
reform of Engineering Economics，this paper proves that diversified teaching methods and examination can improve students' 
ability and interest in independent learning. Through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and mutual complement of the "four 
integration"，the teaching reform has achieved positive results，which lays a foundation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in 
the future and provides materials for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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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工程教育人才培养与国际标准的接轨、工程

教育认证的实施，工程经济学的知识体系已经成为我国工科类各专
业培养计划的必备内容，也是目前我国大部分工科专业的教学质量
国家标准中要求学生学习的知识内容。《工程教育认证标准》与《工
程教育认证工作规范》团体标准于 2022 年 7 月正式发布，其中，标
准倡导的与行业企业协同育人、学生能力产出导向的重要理念，在
高等教育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力推动了高等教育改革，同时对引
导和促进工科的专业建设与教育教学改革、提高工程教育高质量应
用型人才培养起关键作用 [1]。《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工程
院关于加快建设发展新工科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2.0 的
意见》提出，要深化工程教育改革，加强学科建设，培养新一代工
科高技术高质量人才[2-3]。 

“工程经济学”是工程科学与经济科学相互结合的一门学科，
是作为内蒙古民族大学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的一门专业限选课。目
前，学生需修满 36 学时并满足考核标准方能合格。该课程的研究
对象是不同种类的工程方案或项目的经济分析的基本方法以及各种
经济类社会评价方法，是培养学生工程项目前期如何进行决策、工
程技术方案如何进行评价及优选的专业能力[4]。基于《工程教育认证
标准》与《工程教育认证工作规范》团体标准的发布，为此我们提
出多元化教学方式与考核的课程改革研究，以满足我国工科人才培
养发展的要求。 

1 工程经济学教学改革的主要内容 
1.1 教学内容的优选 
传统意义上的工程经济学旨在培养学生利用经济知识来考察一

些项目工程的合理性，随着高校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工
程培养方案的进一步改革，要以落实工程类高质量应用型人才作为
培养目标，即培养“专业知识宽、学习能力强、自身素质高”的化
工专业人才的要求，需要我们高校教师对于工程经济学进行深入的
探讨。我校为工程经济学设计的学时为 36 学时，数量较少，不可能
对教材进行全面的讲解，因此需要对教学内容进行适当的选择，对
于一些教学目标中得重点和难点内容，采用讲授结合讨论的教学方
式，对于非重点内容，要求学生课下分组讨论进行自学[5]。选取的教
材是由宋航主编的化工技术经济的第四版，与前三版相比，更具有
前沿性、科学性与新颖性，更加注重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内容包括化工技术经济与项目管理的基本要素、基本原理、经
济技术评价、项目不确定性分析及风险管理、技术经济预测方法、

项目可行性研究与决策、项目技术创新的经济分析与质量管理和项
目范围与时间管理及生产运营管理，其中项目可行性研究与决策和
项目范围与时间管理及生产运营管理为其他章节的延申，因此这两
章作为学生自学内容，课下分组讨论进行自主学习。 

1.2 多元化教学方式的改革 
1.2.1 信息技术与传统课堂融合 
传统课堂的“一言堂”“填鸭式”的教学模式存在一定的缺陷，

而现在新的教育理念更倡导的是“放牛式”教学，即引导牛找到新
鲜肥美的牧场，如何保证每只“牛”都能够吃到、吃饱、吃好的问
题， 终能够启发学生思路，让学生在自主研讨的过程中，有能力
去自我探索沃野千里的知识草原。 

对于工程经济学课程而言，将现代信息化技术和以往传统课堂
教学方式的有机融合，既能满足课程理论知识目标，又能培养学生
专业技能的学习，两者间的有效衔接更加注重学生的多元化需求。
课程全程应用 UMU 学习互动平台进行辅助教学，从课堂签到、提问、
讨论、问卷以及课后作业等均在 UMU 学习互动平台进行，可以实现
教师与学生随时随地进行知识内容与交流学习的目的。通过 UMU 学
习互动平台，实现了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实践，UMU 发起的讨论
提问等使得每个学生都可以平行发表自己的看法，并且能够看到其
他同学的回答，这样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互范围就扩大了，也拓宽
了学生的学习思路。在平台上师生互动贴达到 400 余条，讨论题目、
小节提问、测试等达到 74 次，同时通过线上学习的各类数据可以总
结学生小节参与度、课程积分榜、课程达成榜、卓越学习磅以及积
极学习磅，也可以对课程整体完成率进行详细分析，如图 1 所示。
教师可以通过以上几类积分可以直观地了解到学生在课堂学习活
动、课后作业以及小组合作等各项活动的具体表现，对学生的评价
具有参考依据。 

 

图 1  UMU 互动学习平台学习情况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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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UMU 互动平台，同样可以对学生课下的学习进行督促，可
以预留讨论问题，例如“你还知道哪些大数据在模拟预测中的应
用？”让学生觉得所学的知识与技术能够帮助他们解决学习、生活
中的实际问题，增加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热情。目的是激发学生内在
的学习动机，提高其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
主人。 

1.2.2 专业知识与案例分析融合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通过模拟或者重现现实生活中的某些场

景，让学生能够在案例学习中深入了解专业知识的内容。本课程的
教学目标也是培养工科高质量应用型人才，作为教师我们要善于从
生活中挖掘“案例”，从而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8]。以“第四章第二
节动态评价方法”为例，在讲述动态评价方法时，引入“光伏建筑
专家：光伏幕墙中光伏部分投资回收期在 6-8 年”案例，通过介绍
中清能绿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从事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投
资、建设、运维，比如，1 平米的幕墙因为加了光伏，多投资了 500
到 600 元，而这 1 平米一年能发 100 多度电，就是 100 多块钱，然
后扣掉一些运维费用，同时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就是一个 6、7 年
的投资回收期。通过案例的引入，让学生轻松理解动态评价方法，
同时通过案例的引入，触发学生科技环保的理念，培养学生科技创
新能力。以“第七章第一节可行性研究概述”为例，以冬奥会“冰
丝带”案例贯穿始终，通过“冬奥会速滑馆冰丝带碳排放接近于零；
开发冬奥探测平台，用数据让世界看到中国的努力；冰丝带的科技
范”案例分析，从不同的角度诠释了冰丝带项目成功的因素，体现
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的特点，即技术上先进可行、经济上合理有
利、工程上论证合适的特点。整个教学过程通过冬奥会案例的引入，
弘扬了科技创新的精神，培养了学生绿色发展的理念，增强了民族
自豪感，并引起学生共鸣，情感得到升华，将思政元素润物无声的
融入到教学过程中，形成专业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的育人目标。 

案例教学法可以启发学生思维，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因此，已建立的“工程经济学案例库”，旨在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
教学内容，同时秉持在故事分享中传递价值，引起学生情感共鸣，
触动其灵魂、启迪其思想，培养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社
会责任感。 

1.2.3 课堂小组讨论与课下小组合作融合 
分组讨论教学主要是将同学分为六到七个学习小组，然后由老

师从有关工程经济学课程中提出讨论问题，然后各学习小组进行分
组讨论，教师选取智慧教室，桌椅可移动，可以模拟不同场景，方
便不同情景的需求，方便生生互动、师生交流、游戏讨论、合作研
讨等，学生包括课堂线下讨论和课后线上线下讨论。这样的教学环
境有利于学生的发展与团队协作的能力，将被动式的参与学习改为
主动式的探究学习[9]。分组的过程也要权衡组员，要分配均 ，保证
每个小组有男女比例适中，学习能力较强与学习能力较差的比例适
中，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可以将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学习能力较差的
同学，实现互帮互助共同学习的效果，同时也要考虑学生性格，保
证每个小组能够活跃课堂气氛，提高教学效率。在小组讨论的过程
中，老师可以提供一些建设性建议以及对讨论方向的指导，讨论结
束之后，每个学习小组推荐选择一个代表同学对讨论结果进行陈述，
同时将本组与其他同学的讨论结果对比和分析，从而得出更好的解
决问题方案。课下讨论也设置一部分线上 UMU 互动平台和微信群讨
论以及课下小组合作完成的任务，同时也发布一些相关文献阅读的
作业，以及小组实践作业例如一个小组合作画一幅思维导图等，每
位同学都可以畅所欲言，同时增强小组凝聚力和团结合作的能力，
可以激发学生思想火花，开阔视野。这种课堂小组讨论与课下小组
合作的教学方法对培养学生的自主思考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发散
思维的能力都有极大的帮助，教师在整个过程中要明确任务要求、
过程管理和评价评估，帮助学生内化学习成果，整个小组讨论学习
方法对工程经济学课程教学可以起到很大的益处。 

1.2.4 过程性评价与综合性评价的融合 
本门课程以内蒙古民族大学 19 级化学工程与工艺的 42 名学生

为考核对象，课程为专业限选课，学时为 36 学时，上课时间为 1-9
周。考核方式上以学生整个课程学习过程中四个方面的成绩进行综
合评价，即课堂表现 20%，小组讨论 20%，课堂作业 10%，末考成

绩 50%，每个环节都给出具体成绩，根据四个成绩占比进行 终评
定， 后的试卷分析显示综合成绩 高 95 分， 低 60 分。各分数
段成绩分布合理，形成了阶梯。表明各类占比及题型难易度适中，
成绩呈现良好的正态分布，教学效果良好。在小组讨论里，不仅包
括老师评价，还包括生生互评，及时了解及关注到学生之间对一些
问题的看法，这样避免了评价结果的单一性及局部性。改进并完善
教学过程中评价方法与内容，改变以往只通过考试的单一评价模式，
教师可以对学生进行整体全面的学习跟踪，可以为教师客观性的评
价提供依据，同时可以针对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
进行教学方式的调整， 终达到全面强化学生的学习效果。 

在评价教学过程和学习成果时，从学习知识与能力的维度拓展
到向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等多角度延伸，增加思政教育考核要素
与比例，围绕学生“自主创新、价值取向、团队协作”等评价指标
进行综合评价，让学生体会到项目工程经济的发展与要与个人发展
实现有机融合，要将小我融入到祖国的大我之中，为塑造未来优秀
工程师奠定基础。 

2 教学效果 
通过一系列多元化教学方式与评价方式的改革，笔者发现改革

后产生了一定效果，首先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更加透彻，通过案例教
学以及小组讨论，学生能够自己总结知识点，深入了解其中内涵，
增强了学生关注生活中的案例分析的激情，激发了学生学习工程经
济学的兴趣，同时引起了学生的情感共鸣，助理学生优良品质的形
成，实现了知识能力和育人目标的三维统一。其次，通过线上线下
的混合式教学方式，小组讨论与案例引入的有机结合，学生的自主
学习能力与思维发散能力更强了，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提高了学
生学习的主动性以及团队协作的能力，通过讨论，学生的思维更开
阔，思考问题越来越全面，今后本着与时俱进、专业对标的教学内
容与方式的选取观，巧用融合创新的技术观，实现以学生为中心、
产出为导向的教学观。 后，通过课后实践作业布置以及课后文献
的阅读，提升了学生实践能力以及科学探究的兴趣，让学生能够将
抽象理论概念运用到实际中，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为 终能够成为工程专业人才奠定理论基础。 

3 结语 
工程经济学是一门经济理论与工程实际紧密结合的课程。本文

结合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工程经济学教学过程，提出了“四项融合”
的教学改革方法，以教学改革方法运行结果显示，课程的改革提高
了课程质量，实现了知识能力育人的三维教学目标，教学活动更完
善，整体上凸显出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作为教师，我们教师
只是引导者、参与者、组织者、是导演、是主持人、是裁判，学生
是运动员、是演员、是真正学习的主体。通过多元化的教学方式的
改革，有效的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培养了学生发现问题并解
决问题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为培养工程类高素质的应用型人
才提供保障，也为新工科背景下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工程教育认证
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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