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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于课外实践的跨学科创新设计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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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先进数字化制造技术的发展和人才需求，迫切需要开展跨学科创新设计人才培养研究，提出利用课外实践活动培养“软
件+机械+电子+素养”一体的跨学科综合性创新设计人才的教学改革，将课内与课外教学活动相融合，为完善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学
生的个性专业培养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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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目前，实施“中国制造 2025”战略和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我国

的基本国策，这就对先进制造技术人才的培养提出了高的要求，同
时，在 2014 年全国第三次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
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学生课外实践活动中对机械与设备制造、工
业设计、电子工业、化工新材料、先进制造与检测技术等多学科的
交叉运用，培养“软件+机械+电子+素养”一体的综合性创新技术
人才；如何与企业挂钩，吸收、消化行业、企业述求。紧扣市场需
求，将前沿科技、系统和实际应用结合在一起，为跨学科学生提供
一个渐进、高启发性的技能锻炼与学习环境，将有非常重要的现实
意义。 

二、研究目标与思路 
以佛山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快速制造中心学生协会为

平台，与合作企业开展合作，以企业订单完成为主线，根据不同专
业学生的技术特点，整合相关跨学科领域专业技术培养模块，设计
内容丰富的课外实践活动，将跨学科创新设计人培养融于课外实践
中，形成初具体系、实用性强、定向性高，集“软件+机械+电子+
素养”一体的跨学科创新设计人才培养方案。 

基于上述目标，研究的思路：（1）构建跨学科创新设计才培养
方案；（2）构建跨学科创新设计人才课外实践知识体系，结合企业
工程案例教学；（3）设计合理的校内、校外教学师资队伍；（4）优
化课外实践环境，有利于提升创新能力。 

三、研究实施与效果 
通过课内课外相互融合，学生把教师课堂教学中培养的发现问

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迁移到课外实践活动中，能有效促
进学科课程的学习和巩固。 

（一）实施内容 
（1）针对专业建立模块化课外实践专业知识学习体系 
基于机电工程学院快速制造中心作为载体，快速制造中心给设

计师最大的工艺自由，不用考虑很多的专业上的工艺问题。针对这
些问题，可以把不同专业，如工业设计、模具设计、机械设计、自
动化等专业学生集合在一起进行一项技术学习。 

模块化核心： 
a.3D 打印基础知识学习和实践；CAD/CAM/CAE 软件、平面设

计软件运用； 
b.针对基础实践，对相关机构创新设计提供相关的工业设计和

外观造型模块； 
c.针对相关的微电子的设计开展机械设计与结构设计模块； 
d.针对工业设计专业，了解相关结构，相关的机械传动。 
（2）以企业订单为引导，教师带学生小组的方式开发研究；

在进行开发研究过程就起到一个良好的作用 
a.企业项目的反馈作为项目进展的必要信息，增加学生必要兴

趣，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能力； 
b.在项目进展过程中涉及跨学科领域知识，可以有效增加学生

工程综合应用能力； 
c.在进行企业订单过程是有工期的，直接造成对学生有个压迫

性，在整个过程中要规划和有效率，成为主要传导的信息。再加以
有效的 5S 体系的灌输，以及必要的职业素质训导。要求学生工作
着装、工作相关方式方法、流程及整个相关文件的设计都会让学生
感受到一个比较真实的氛围。 

（3）以专业协会开展多种多样的专业技术活动，促进和提升
学生的创新能力 

对协会进行有组织的、有纪律的参加展会、作品展等活动。采

用师兄弟传帮带的关系，有效地将相关技术延续。同时在这样的过
程中创业的孵化，相关项目的孵化来展示学生的相关兴趣。利用企
业相关订单费用反馈专业协会的运作，有效的帮助和提高学生创新
设计和创业能力及想法。 

（二）实施成效 
1.明显提高了学生对机械类课程的学习兴趣与学习热情，使学

生利用电脑软件设计产品的能力大大提升，学生软件绘图、制造工
艺等规范性也明显提高。 

2.建立了 3D 打印协会，利用课外时间开展产品创新设计能力培
训，并连续参加两届“工业产品创新设计与 3D 打印技术技能大赛”。
通过培训与比赛，学生学习创新设计的热情被带动起来，其软件、
机械、电子、素养技能也得到了极大提升。学院连续 3 年共组织了
20 名学生参加相关省级、国家级机械专业相关的大赛，共获得 15
项奖励，其中有 3 项国际奖。 

上述成绩表明, 跨学科创新设计人才培养方案的实施, 培养了
学生的多学科知识基础和创新能力、工程实践能力, 特别是较强的
多学科知识综合运用能力, 充分体现了新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办学理
念。 

四 、结论与创新 
“中国制造 2025”战略的新形势下，各行各业已从传统的制造

技术逐步拓展为现代先进制造技术，注重多学科知识交叉运用，注
重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创新的培养。基于这种认识为课外实践活动
提供全面、系统的教学和实验辅助，搭建理论与实践的桥梁，深化
学生对理论的理解，给设计者最大的工艺自由，不用考虑很多的专
业工艺问题，重点培养学生的操作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设计能力，
为社会培养高素质、高科技人才。 

本成果的创新点有如下方面: 第一，本项目针对专业建立模块
化课外实践专业知识学习体系，有效整合相关跨学科领域专业技术
需求，将跨学科创新设计人集合在一起进行交叉学科知识的学习。
第二，本项目摒弃传统的学生课外实践活动陋习，有目的地将学生
协会活动与实验室整合在一起，重新构建跨学科创新设计人才培养
在课外实践的实施方案，对传统学生协会活动人才培养的在升级。
第三，将学生课外实践活动引进到实训室，再与企业订单作为导向，
将职业训导融入到每一项实践环节中，形成了一种接近企业的、适
合在学生课外活动中培养跨领域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第四，在
学生课外实践活动中通过“老师—学生、师兄—师弟”的技术团队，
进行技术上传帮带。经过实践，有效营造真实的设计氛围，提升学
生创新综合能力及工程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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