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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high technology, the whole society pays closer attention to the overall 

quality of graduates of engineering, which makes it essential to how to carry out practical teaching. It is our belief 

to start with practical goal and set up proper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aiming at building an environment which 

has deeper roots and be very effective and h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at the same time making it as a cardinal 

line to cultivate creative talents in engineering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and cultivating applied talents as the main 

subject in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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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社会对工科类高校毕业生的综合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如何开展实践教学显得尤为重要。

从切合实际的培养目标入手、合理设置实践课程体系从而构架一个可落地生根、可开花结果、可持续发展的培养环境，达到

我国高等工科教育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主线、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体的工程教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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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际 21 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报告中
[1]
，提出了人才素

质的基本要求，即：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生存和学会共同生活，这些新的教育理念为高等工程教育

探索人才素质培养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因此，我国高等工程技术人才的素质教育既要融入世界教育的潮流，

又要有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特点
[2]
，即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主线、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体。  

高校教育体系中的实践教学便是以丰富大学生的专业理论知识、优化知识结构、增强动手能力、培养

创新思维为最终目标。各高校由于专业培养方向、资源条件等因素的差异，致使在实践教学的平台建设、

课程实施等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近年来，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及成果的涌现，实践教学各环节正

逐步趋于合理与完善。 

1 实践教学的目标及定位 

1.1 培养目标 

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是人才培养规格和特色的关键，不同类型的大学人才培养目标必然存在差异
[3]
。 目

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建设的发展阶段，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数量大、要求质量高，高校尤其是地方院校和

职业技术学校要满足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就要注重对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要以培养学生的综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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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创新、创业精神为目标
[4,5]

。 

1.2 教学地位 

明确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同等的教学地位，是课程有效实施的关键，也是教学质量的保障、是可持续

发展的前提。 只有明确了实践教学的重要地位，才能有效地保证资金投入、设施完善、师资配备，才能得

到政策、制度的有力支持。实践教学的重要作用集中体现在它是认识的基础、是检验理论的标准、是发展

的动力与源泉。 由于实践教学具有多样的教学方式、特殊的教学作用，使其在整个本科教育体系中具有不

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2 实践教学的课程体系构建 

培养大学生的工程综合素质，必须统筹规划工程实践训练环节。 突出实践性教学在学生工程素质培养

中的重要地位，采用顶层设计的方法，总体构建实践教学环节的课程体系。工程实践课程体系主要包括：

验证性课程实验、专业性课程设计、工程训练、毕业设计等。除工程训练外其他课程的设置、实施等已经

在多年的培养过程中得到完善，而作为“回归工程”教育观产物的工程训练则是培养学生工程意识、启迪

创新思维、分析解决工程问题、提高综合素质的重要环节，是实践教学课程体系中的“重中之重”，其课

程体系依然处于成长阶段，还需在摸索中逐渐走向成熟。 

2.1 工程认识 

工程认识一般是面向大学一年级各专业学生开设，旨在使学生建立工程的宏观概念、了解工程背景下

的相关构架、明确专业学习的目标和任务
[6]
。 

通过实践，使同学们初步建立安全、环保、质量、成本、管理、经济的基本概念，形成对工程领域总

体轮廓的初步认知，起到高等工程教育说明书和指道牌的作用。因此，工程认识课程在工程教育中有着特

殊和重要的地位。工程认识课程作为大学生第一次真正动手参与的实践教学活动，在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

能力方面，具有其他课程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该课程教学一般根据学校资源配置情况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

实施。理想的教学方式包括现场观摩、讲解演示、动手操作等环节，各环节平均分配课时，也可以根据实

际情况适当调整。在以大工程为背景教学过程中，鼓励学生自主学习、积极参与、勇于创新。 

2.1.1 现场观摩 

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使学生到生产第一线进行观摩、考察，这既符合高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

又符合资源共享、高校应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政策。目前，许多高校的工程训练中心都是以“工程”为

背景建立起来的，在校内便可以基本实现工程认识的目的。 

2.1.2 讲解演示  

针对大学一年级学生而言，开设的课程基本是基础课程，专业知识依然处于零阶段。因此，实践目的

在于增加感性认识、建立专业概念、培养工程兴趣。这就要求讲解与演示的内容要有“大工程”的全局观；

针对不同专业要有局部的技术趋向；利用先进的教学手段在有限的时间内增加信息量，要深入浅出并讲安

全意识、产品质量、生产成本、管理经营、绿色环保、控制过程等内容融入其中。 

2.1.3 动手操作 

动手能力是工程实践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学生工程兴趣与爱好的主要手段。通过动手，可以

1741

Advances in Computer Science Research (ACSR), volume 61



初步了解系统的基本构造；通过动手，可以简单掌握工具、仪器或设备的操控方法；通过动手，可以制作

自行设计的小工艺品。而这些看似表面的收获，恰恰会给学生今后的工作取向产生极大的影响。 

2.2 专业技能强化 

2.2.1 工艺技能训练 

一般而言，基础制造、先进制造、电工电子构成了工艺技能训练课程的基本框架。通过实践，学生可

以对机械结构、设备原理、电工元件、电子器件等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制造业、通讯、国防等领域高科技

产品的日新月异，便是以上技术交叉渗透的集中体现。 

2.2.2 软件技术训练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应用软件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为此，各高校根据专业集中开设了相应的应用

软件训练课程，如面向机械专业的 CAD/CAM、Adams,面向电气专业的 Matlab、LabVIEW 等。目的就是适应新

技术的发展、满足社会对人才专项技能的需要。 

2.3 综合能力培养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点是高度融合、交叉渗透，社会迫切需要的是“一专多能”型人才，这就要求

在对大学生的培养过程中，既要针对专业进行能力强化，又要兼顾相关专业的有机交融。 

2.4 创新能力训练 

创新源于实践、贯彻于实践。 兴趣是创新的基础，是个性化发展的动力与源泉，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

和个性化发展是人才多样化培养的两个方面。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活动是最具活力的创新教育方

式，充分利用课余时间组织科学讲座、学术报告、竞赛等实践活动，让每个学生的个性和潜能得到最大发

展。 

3 实践教学的可持续发展 

工程训练中心承担着工程训练类课程的实践教学，它是顺应国际高等工程教育的“回归工程”趋势和

培养现代工程师的客观需要。打造有机训练平台、建立特色训练体系直接关系到实践教学的效果和人才培

养的质量，也只有把它上升到战略的高度加以重视，训练中心才能得到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3.1 训练体系先进性 

训练体系先进性主要体现在训练平台的一体化、开放化和训练内容的模块化、现代化、梯度化。 

3.2 能力开发个性化 

工程训练核心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工程创新能力
[7,8]

。因此，应注重实训项目的可选择性，

并尊重因材施教的个性化培养，通过训练要使每个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工程创新能力得到充分发展。 

3.3 发展模式开放化  

大学生工程素质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诸多社会机构
[9,10]

，工程训练中心发展模式的开放化可以

使得与中心发展的利益相关者建立密切的联系与合作，进行有效的信息、物质等资源的流动，通过校企合

作、校校联合等途径有效地促进中心建设，并在实现与利益关系者“多赢”中得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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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培养高素质创新和应用型人才是新时期赋予高校的重要使命，高质量地完成这一使命是社会赋予每一

个教育工作者的责任。实践教学作为人才培养过程中重要环节，应该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只

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推进“质量工程”的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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