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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一轮的科学技术革命以及产业变革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如果依然按部就班的发展，不仅会导致错失发展的良机，甚至会与整个时

代脱轨。2017 年 2 月以来，教育部积极推进“新工科”建设，对我国工科教育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新工科背

景对工科教育人才培养的实践教学模式展开研究与探索，构建一种全新的新型工科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创新型的工科人才。 

[关键词] 新工科；实践教学模式；改革策略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1“新工科”建设简介 

为主动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支撑服务创新驱动发展、

“中国制造 2025”“互联网+”等一系列国家重大战略，2017 年 2 月以来，

教育部积极推进“新工科”建设，先后形成了“复旦共识”“天大行动”

和“北京指南”，并发布了《关于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践的通知》《关于

推进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的通知》。2017 年以来开展的这些会议以及

发布的文件开启了我国的新工科建设，也对各大高等院校的工程教育提

出了新的要求，拓宽了工科类专业适应新时代的改革思路，同时也为工

科教育人才培养指明了前进的新方向。 

“新工科”建设的提出是对传统工科教育人才培养的一种新的挑战，

但同时也是一个机遇。对工科教育人才培养实践教学模式的改革也就成

为了我国新工科建设背景下的一个重要任务。 

2“新工科”背景下对工科教育实践教学模式研究的意义 

“新工科”这一概念至 2017 年提出到现在，只有两年多的时间。虽

然新工科建设背景下的工科教育的研究项目及研究成果也在慢慢的增

加，但是关于新工科建设背景下工科教育实践教学模式改革的研究成果

及项目数量总体还不是很多。所以，关于新工科建设背景下工科教育实

践教学模式改革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1 本文对工科人才的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方式方法及师资

队伍的等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一些建议与措施，对新工科背景下工科

人才的实践教学理论有一定的帮助，对新工科背景下工科人才的综合素

质有一定的帮助。 

2.2 本文分析了新工科背景下工科教育改革发展的现状，对传统工

科教育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了论述，提出了高等院校新工科建设背景

下对工科人才实践教学模式改革的策略，为高等院校设计并实施适合自

身实际情况的工科教育实践教学模式提供一些参考。 

3“新工科”背景下工科教育改革发展现状及分析 

高等院校在“新工科”背景下对工科教育实践教学模式的研究，主

要针对工科教育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模式、师资队伍等四个

方面进行了研究探索，具体如下。 

3.1 人才培养目标 

在新工科背景下的工科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应该有别于传统的工科教

育人才培样目标，需要适应我国社会与企业的发展，紧跟时代的进步。 

“新工科”建设背景下的高等院校工科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制定应关

注学生与社会的联系，关注学生与企业的联系，关注学生本身的能力。

具体应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关注人才与社会的联系，社会需要

什么什么样的人才（2）关注人才与企业的联系，企业需要什么养的人才

（3）关注学生自身的能力，包括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 

3.2 课程体系 

“新工科”与传统工科在课程体系方面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二者

之间最明显的区别是，传统的工科教育在课程体系的构建方面重视理论

教育，而“新工科”在课程体系的构建方面更加重视实践性课程建设。

所以，我们之前在传统的工科教育下培养的人才在实践能力方面有所欠

缺。那么，在“新工科”背景下工科教育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应该侧重

于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不同的高等院校工科教育根据它们自身的实际

情况，所进行的课程体系的构建也不相同。但是，它们之间也存在以下

的相同点（1）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2）重视课程的开设于产业之

间的关系（3）重视社会以及企业对课程构建的参与。 

3.3 教学模式 

新工科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我们必须摒弃传统工科教育的糟粕，才

能培养出 21 世纪所需要的工科人才。在新工科提出后，许多高等院校在

工科教育人才培养的教学模式方面进行研究与探索，具体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1）把学生放在主体地位；（2）更新工科教育的教学方法；（3）

开设实践性的课程 

3.4 师资队伍 

俗话说，什么样的老师培养什么样的学生。这句话也不无道理，新

工科背景下我们需要实践能力强的老师来培养实践能力强的学生。所以，

新工科背景下高等院校的师资队伍也成了研究和探索的重点。目前，高

等院校对师资队伍的建设的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对本校的教师进行

培训，另一种是从校外引进优秀的教师。因此，许多高等院校在工科教



国际教育论坛 
第 2 卷◆第 5 期◆版本 1.0◆2020 年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rum 文章类型：论文|刊号（ISSN）：2705-1196（P）/2705-120X（O） 

Copyright ©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7 

育人才培养的师资队伍方面开展了如下的工作：（1)大力对教师进行培

训；（2）投资引进新型教师。 

4“新工科”背景下工科教育实践教学模式的改革策略 

4.1 开设创新创业课程 

“新工科”背景下的的工科教育应该培养具有创新创业能力的人才，

因此，高等院校的工科教育人才培养应该通过开设创新创业课程培养学

生的创新意识，通过开设创新创业课程培养学生的创业能力。 

创新创业课程的开设需要了解社会、企业所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需

要的人才应该具备什么能力，在了解了社会和企业的需要后，根据社会

及企业的需要开设相关创新创业课程。 

4.2 落实多方协同育人 

新工科建设的工科教育人才培养离不开社会及相关企业的参与。校

企合作育人是落实多方协同育人的实施方案之一。比如，目前西北民族

大学化工学院化学工程专业在校企合作育人方面有所进展，以及医学院

口腔医学在校外建立口腔医院供该专业的学生实习。通过教师与校外多

家相关企业合作，共同搭建学校与企业、社会等协同育人的基地来提高

学生的实践能力。 

教师与校外企业合作为学生提供了创新创业的能力，提供了实践性

教学的场所。因此，在人才培养模式中，应加大课程体系构建时企业的

参与程度，可以采用相关企业走进学校走进课堂，让学生走出课堂走出

学校的方式，使学生的实践能力水平提升，与社会、企业接轨。 

4.3 加强实践平台建设  

在工科教育实践教学模式的指导下，应该加强基于工科人才培养的

实践平台建设。实践平台的建设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多方面、全方位的发

展。实践平台的建设的教学内容应该与社会、企业相结合，搭建设施先

进、管理科学、内容丰富，能够培养高水平应用型人才的现代实践平台。

在从管理机制、运行模式方面抓好这个平台建设，努力推进所涵盖创新

教育、产学研合作平台的构建。  

实践平台的搭建虽然比较实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学校都有足够

的实力来加强实践平台的建设。因此，可以根据自身的实力水平来建设

实践平台。 

4.4 开展项目问题教学  

学习源于思考，思考在于疑问，教师要主动的设计一些项目问题来

有意的引起学生的思考，学生在思考的过程中会产生疑问。以此使学生

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能够主动学会思考，勇于质疑，将被动学习的

状态逐渐转向主动学习。积极实践，勤动手，勤思考，理论和实践不断

地相辅相成，使学生自身的能力得到提升，增强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传统的工科教育人才培养的实验教学过程中，

学生是通过教师的指导来完成的，学生自身没有思考的过程。学生学习

过程是处于一种被动式、灌输式的学习状态，不利于学生形成独立思考

的习惯。 

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根据创设项目的问题为引导、让学生在实践

的过程中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思考，通过项目问题所设计的知识与学

生已有的知识相结合。 

4.5 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新工科”建设的主要目标就是为我国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培养创

新型的人才，21 世纪的我们处在一个创新创业的环境中，应积极指导鼓

励工科专业学生申报大学生创新创业科研项目，通过实践来提高工科教

育人才的实践创新能力。 

5 结语 

在“新工科”的建设背景下，工科教育人才的培养遇到了巨大的挑

战，随之而来的是整个工科教育实践教学模式改革的巨大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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