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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工业化进程全面加速的背景下,对于钢铁冶金行业的人才需求不断提升,且受到科学技

术发展的推动,当前钢铁冶金逐渐向智能化发展,对从业人员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需要加强

技术型人才培养,提升工程师人才专业能力水平,从而可以推动现代钢铁冶金行业创新发展。因此,本文

将对钢铁智能冶金技术专业现场工程师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深入探究,并结合实践经验总结相应的培养

措施,以期能够对相关领域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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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mprehensive acceleration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in China, 

the demand for talents in the iron and steel metallurgy industry continues to increase, and driven by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current iron and steel metallurgy gradually develops to the 

intelligent, and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technical level of employees, so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technical talents,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ability level of engineers. This can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iron and steel metallurgy industry.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conduct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training mode of field engineers specializing in iron and steel intelligent 

metallurgy technology, and sum up the corresponding training measures combined with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order to be helpful to related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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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智能冶金技术专业,作为传统冶金工程与现代信息技

术的深度融合体,旨在培养具备扎实冶金理论基础、熟练掌握智

能控制技术及现场操作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但是在传统培养模

式下,侧重于理论知识的讲解,忽略了实践能力、创新思维等

方面的教育,难以满足现代钢铁企业对于智能冶金人才的需

求,所以需要加强钢铁智能冶金技术专业现场工程师人才培养

模式的应用,从而可以全面推动钢铁产业升级,提升行业综合竞

争力。 

1 钢铁智能冶金简要分析 

钢铁智能冶金技术中,融合了自动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等先

进技术手段的新型冶金方式,通过集成现代信息技术、人工智

能、大数据分析和物联网等前沿科技,实现对钢铁生产全过程的

智能化控制和管理,从而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能耗、减少污染,

并提升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在钢铁工业的早期发展阶段,

主要依赖于人工操作和经验积累进行生产,该阶段的生产效率

低、能耗高、污染严重,且产品质量难以稳定控制,而随着机械

化、电气化的逐步引入,钢铁生产开始向自动化方向迈进,但整

体上仍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当前,钢铁行业正朝着智能化冶金

阶段迈进,智能化冶金技术不仅实现了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和数

字化,还引入了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和物联网等前沿科技,实

现了对生产过程的智能感知、智能决策和智能执行[1]。现阶段

我国钢铁工业正在引领世界钢铁的绿色发展,通过实施智能制

造、绿色制造等战略举措,我国钢铁企业不断提升自身的智能化

水平和绿色发展水平。 

2 钢铁智能冶金技术专业现场工程师人才需求分析 

钢铁智能冶金技术专业现场工程师是指在钢铁生产过程中,

负责智能化技术应用的实施、监控和维护的专业技术人员,工程

师需要掌握扎实的冶金工艺知识,还需具备智能化控制系统的

操作、调试和优化能力。现场工程师的工作贯穿于整个生产过

程,是确保生产安全、高效、稳定运行的关键力量。根据当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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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现状来看,钢铁智能冶金技术专业现场工程师人才需求主要

包括：(1)冶金工艺基础知识。现场工程师需具备扎实的冶金工

艺基础知识,包括钢铁冶炼原理、工艺流程、设备操作等方面,

是理解和解决实际生产问题的基础。(2)智能化技术知识。随着

智能化技术在钢铁行业的广泛应用,现场工程师还需掌握相关

智能化技术知识,包括自动控制原理、计算机编程、大数据分析、

云计算等,从而可以帮助现场工程师更好地理解和操作智能化

控制系统。(3)实践操作能力。现场工程师需要具备丰富的实践

操作经验,能够熟练操作和维护智能化生产设备,需要在复杂多

变的生产环境中迅速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确保生产过程的顺利

进行。(4)问题解决能力。在生产过程中,现场工程师经常需要

面对各种技术难题和挑战,所以现场工程师需要具备较强的问

题解决能力,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迅速找到问题的根源并提出有

效的解决方案[2]。(5)创新能力。在技术不断进步和市场不断变

化过程中,现场工程师需要具备持续学习和创新的能力,现场工

程师需要关注行业前沿动态和技术发展趋势,不断引入新技术、

新工艺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3 钢铁智能冶金技术专业现场工程师人才培养模式

的优化策略 

3.1明确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是人才培养模式的灵魂,指导着整个教育过程的

方向和重点。对于钢铁智能冶金技术专业现场工程师而言,明确

的培养目标不仅能够帮助学习制定科学合理的教学计划,还能

引导学生明确学习方向,激发学习动力,最终实现个人价值与社

会需求的双赢。 

在具体培养目标设计时,主要包括：(1)冶金工艺与设备。

掌握钢铁冶炼的基本原理、工艺流程及关键设备的工作原理

和操作方法。通过理论教学结合实验室实践,强化学生对冶金

工艺和设备的深入理解；邀请行业专家进行专题讲座,分享最

新工艺技术和设备发展动态。(2)智能化技术应用。熟练运用

自动化控制系统、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智能化技术进行生

产管理和优化。开设专门的智能化技术课程,结合案例分析,

提升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建立校企合作实训基地,让学

生在真实环境中学习和应用智能化技术。(3)实践操作能力。

具备独立完成现场设备调试、故障诊断与排除的能力。实施

“工学交替”教学模式,让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参与企业实际项

目,积累实践经验；组织技能竞赛,提升学生的实践操作技能

和团队协作能力。(4)创新思维与问题解决。培养创新思维,

能够针对生产中的复杂问题提出创新解决方案。鼓励学生参

与科研项目,特别是与企业合作的横向课题,锻炼其问题解决

能力和创新能力；开设创新思维训练课程,提升学生的创新意

识和创造力。(5)职业道德与责任感。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

具备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职业道德

课程以及企业实习中的职业道德教育,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

意识和责任感。 

3.2优化课程体系 

对于钢铁智能冶金技术专业现场工程师而言,科学合理的

课程体系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掌握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还能培

养其创新思维、实践能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为未来的职业发展

奠定坚实基础。在优化课程体系时,必须紧密围绕钢铁行业的实

际需求,特别是智能化转型过程中对现场工程师的具体要求,确

保课程内容与行业发展趋势高度契合[3]。 

课程体系可以采用模块化的方式,将课程内容按照知识

领域或技能领域,划分为若干个相对独立的模块,学生可以根

据自身兴趣和职业规划,选择相应的模块进行学习。在钢铁智

能冶金技术专业现场工程师的培养中,可以构建包括基础理

论模块、专业技能模块以及实践创新模块在内的模块化课程

体系,基础理论模块涵盖冶金原理、材料科学、自动化控制等

基础理论课程,为学生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专业技能模块：

包括钢铁冶炼工艺、设备操作与维护、智能化技术应用等专

业技能课程,提升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实践创新模块：通过

项目实训、技能竞赛、科研参与等方式,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和实践能力。 

实践教学是提升学生应用能力的重要环节,所以需要加大

实践教学环节的比重,构建包括实验课、实习实训、毕业设计在

内的多层次实践教学体系,比如通过基础实验和专业实验,帮助

学生巩固理论知识,掌握实验技能；与企业合作建立实训基地,

让学生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进行实习实训,积累实践经验；结合

企业实际需求,开展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毕业设计项目,培养学

生的综合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 

随着钢铁行业技术的不断进步,课程体系应及时更新,融入

行业新技术新工艺,比如邀请行业专家进校园讲座、开设专题课

程等方式,让学生了解行业最新动态和技术发展趋势,或将新技

术新工艺融入教学内容和教学标准中,编写具有行业特色的教

材讲义和实训指导书。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推广在线开放课

程(MOOCs),能够为学生提供灵活多样的学习方式,所以学校需

要建设钢铁智能冶金技术专业的在线开放课程平台,整合优质

教学资源,实现优质课程资源的共建共享,并鼓励学生利用在线

开放课程进行自主学习和拓展学习,提升其自主学习能力和终

身学习能力[4]。 

3.3深化校企合作 

为了促进校企合作深化,学校和企业需要按照互利共赢的

原则,签订合作协议,建立合作机制,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确

保合作关系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并定期举行交流会议,分享合作

成果和经验,探讨新的合作方向和领域。人才培养方案是人才培

养的核心文件,直接影响学生的知识结构和能力水平,为此学校

和企业应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根据行业需求和企业实际,明

确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实践环节等方面的具体要

求,制定过程中充分听取企业专家的意见和建议,确保人才培养

方案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同时,实训基地是校企合作的重要载体,

是学生进行实践学习和技能提升的重要场所,因此学校和企业

需要共同投入资金和资源,加强实训基地建设,提升实训装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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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实训教学质量；企业可以提供真实的生产环境和生产任务,

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实际操作技能和生产流程知识,从而能够

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为人才培养提供有力保障。 

在校企合作过程中,需要加强“双师型”教师团队建设,积

极引进具有企业背景和实践经验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担任兼

职教师或实训指导教师,并鼓励专任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或参

与企业项目研发,提升其实践教学能力和技术应用能力,从而能

够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为人才培养提供有力支

撑。同时,学校和企业可以共同申报国家和地方科技计划项目,

针对行业共性技术和关键问题进行联合攻关；企业可以提出具

体的技术需求和研发方向,与学校合作开展针对性的科研项目

和技术创新活动[5]。 

3.4完善评价体系 

针对钢铁智能冶金技术专业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可以

采用闭卷考试、开卷考试、课程论文、在线测试等多种形式进

行评价,其中闭卷考试主要考查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开

卷考试和课程论文则更注重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在

线测试则具有灵活性和便捷性,可以实时反馈学生的学习状况。

钢铁智能冶金技术专业现场工程师需要具备扎实的技能操作能

力,所以评价体系中应包含对技能操作的评价,一般可以通过实

训课程、技能竞赛、企业实习等方式,对学生的技能操作水平进

行全面考察。除了知识和技能外,综合素质也是现场工程师不可

或缺的部分,评价体系中应包含对学生职业道德、团队协作精

神、创新能力、沟通协调能力等方面的评价,可以通过学生自评、

互评、教师评价、企业评价等多种方式相结合,形成对学生综合

素质的全面评价。 

为了提升评价科学性,则可以将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

相结合。过程性评价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和努力程度,

强调对学习过程的监控和反馈,可以通过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实训参与度、小组讨论表现等方式进行过程性评价,从而及

时发现和解决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促进学生学习积

极性和主动性的提升；结果性评价则主要关注学生的学习成果

和最终表现,可以通过期末考试、毕业设计、技能考核等方式进

行,是对学生学习成果的直接检验,也是评价人才培养质量的重

要依据,可以形成对学生学习状况的全面把握和准确评价。 

钢铁智能冶金技术专业现场工程师的培养,离不开实践环

节支撑,为此在评价体系中应强化实践环节的评价,可以通过企

业实习、实训课程、技能竞赛等方式,对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

素养进行全面考察,并引入企业评价标准和方法,使实践环节的

评价更加贴近行业实际和需求。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现代钢铁冶金行业发展过程中,智能化技术已

经得以广泛应用,为了确保钢铁智能冶金行业发展,则需要加强

对现场工程师的培养,提升其技术能力水平,因此学校需要做好

人才培养工作,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优化与创新,从而为钢铁智

能冶金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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