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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所示：

 

1. 课程思政
开展课程思政，在课堂上课程思政全过程育人，不断提高学生

思想品德，发挥课程思政的作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爱祖国，爱家乡，
建立学科自豪感和自信心，将正能量贯彻教学始终，培养学生艰苦
奋斗的精神，强化地方民族高校新工科学生工程素养的培养。[9]

2. 工程素养培育
（1）学业导师全过程育人，为学生分配专业导师，结合专业

建设项目库，通过项目训练，鼓励指导对科学研究感兴趣的学生，
参与科研项目，积极申报大创项目，提高工程素养，为考研和高质
量就业奠定一定的基础；

（2）增设新的创新实践课程，建立多元化评价体系，突出创
新实践能力的培养。
3. 创新教学平台建设
（1）建设校企合作机制；积极开展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

实施创新型实践教学改革，与企业建立校企合作机制，联合制定培
养方案，探索人才培养模式，提升师资队伍建设，仪器设备共享，
制定可行的适合于地方民族高校新工科建设的教学改革方案；让企
业参与教改研究，缩短创新型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之间的距离，培
养创新型、具有工程素养的少数民族人才；      

（2）建设科技资源的共享平台；由教师、企业人员和学生共
同搭建培养地方民族高校新工科人才工程素养的创新实训平台，针
对目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创新教学模式的改革与研究，教
学方法从“基础”教学向“创新”教学转变，以适应民族高校创新
教学的需要；科技资源共享，使学生的科技活动和科学研究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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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创新教学改革，探索少数民族人才工程素养培养模式，通过实践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推广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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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谈到“培养
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1][2] 党的十八大提出“立德树人”，
强调德的重要性，在人才培养中占据着首要地位，在教学实践和研
究都要以德为先；[3][4]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教育的不断重视，尤其
对少数民族教育越来越重视，加强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大力培
养少数民族人才，已成为国家教育的重点之一。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改革创新型教学，研究创新教育体系，在创新教育中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是学科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学科建设的重要部分。[5] 创新型
教学是高校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是培养具有工程素养的人才的重
要举措；民族高校必须结合自己的特色进行创新型教学研究，培养
具有创新精神和工程素养的少数民族人才，在所从事的研究领域了
解本学科的发展现状和前沿动态，锻炼少数民族学生逻辑思维能力，
培养严谨的科学态度，培养少数民族学生自主创新的能力，民族高
校创新教学改革研究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必要措施。

一、民族高校新工科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1. 民族高校新工科少数民族学生来源广，成绩差异大，这决定
了学生的发展方向和程度的差异；
2. 民族高校大多属于我国欠发达地区，民族学生全面且独立的

发展具有局限性，民族高校实施人才培养目标具有多样化；[6]

3. 民族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所占比例较高，具有地方和民族的特
殊性。

由此，民族高校在新工科少数民族人才培养过程中，需要解决
的问题如下：

（1）针对民族地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立足地方，
面向地方，服务地方民族教育，服务地区行业，培养具有工程素养
的少数民族工程技术人才？

（2）针对民族高校民族生特点，如何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
建设适合于民族高校新工科人才培养的创新型教学平台？ [7]

（3）如何以德为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少
数民族人才，拓展少数民族的发展方向？ 

二、“立德树人”理念下民族高校新工科人才工程素
养培养模式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提出“立德树人”是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核心。[8] 因此，提出“立德树人”
理念下民族高校新工科人才工程素养培养模式的探索，培养模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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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民族高校新工科人才工程素养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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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融合教学，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
（3）建设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实质性校外实践基地，制

定切实可行的学生实习实训方案，严格实施实训过程管理和生产过
程管理，使之成为学生实习实训基地、校企合作科研基地、学生就
业基地；实训与实习结合，实现“协同育人”的人才培养模式，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通过实习实训，巩固专业思想，了解行业发展动态，
培养学生工程素养。[10]

三、提高少数民族学生工程素养，增强社会效应

（1）设立技能团队，参加学科竞赛，提高学生工程素养，为
三下乡实现各种科技服务，锻炼学生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根据学生兴趣和教师研究方向，设立各种技能训练团队，在老
师指导下，培养学生协作能力和创新意识。通过训练，学生有能力
参加各类学科竞赛活动，进一步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进行社会
科技服务。

（2）创新实践教学体系架构，为提高工程素养的目标服务。
分析单一设备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创新实践教学内容，改革

实践教学方法，更新实践教材；重视素质教育和创新能力、实践能
力的培养，更好地为提高少数民族学生工程素养的目标服务。

（3）提升工程素养，提高就业率，得到社会好评。
提高学生实践操作能力，加强与企业、985、211 高校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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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合作 , 扩大学校的影响力，开阔学生就业渠道，提高就业率；为
民族地区培养工程素养高、本土化人才，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4）探索师资队伍建设机制，提升教师队伍建设，服务社会。
青年教师都是从学校到学校，无任何工程实践经验，只能从理

论到理论，书本到书本，无法从企业视角对学生进行实践能力培养，
影响学生培养质量，双师型队伍建设势在必行，探索“双师型”队
伍建设机制，改变工科专业教师无工程经验的现实，亲近行业，推
进教师去企业一线挂职，增加教师工程经验、了解行业发展动态和
前沿技术；建立行业导师机制，使学生能够了解行业发展动态和最
新前沿技术，进一步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及教学能力，为地方提供
技术服务。[11][12][13]

四、结语

新时代新目标，在“立德树人”理念下，民族高校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要以地方企业人才需求为中心，地方行业发展为导向，现
有师资和实践条件为起点，结合地方优势创新领域，进行地方科技
资源整合与共享，建设以理论研究为基础，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实
践基地和育人环境；在“立德树人”理念下形成的理论与实践教学
方法有机结合，不断创新，通过实践探索，更适应于培养地方民族
高校新工科人才工程素养的教育教学中。[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