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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长江黄金水道、西部陆海新通道、“四横四纵”水运网等国家重大工程实施,水利水运工

程领域面临着复杂多变的挑战。新时代对水利水运卓越工程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在

教育模式上进行创新,以培养具备全球视野、创新能力和实践技能的复合型人才。本研究立足于水利水

运行业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深入分析了当前工程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培养模式创新

路径,为水利水运卓越工程人才培养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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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jor national projects such as the Golden Waterway of the Yangtze 

River, the new land-sea channel in the west, and the "four horizontal and four vertical" water transportation 

network, the field in water conservancy and water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is facing complex and new 

challenges.Hence the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excellent engineering talents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water transportation are needed in the new era , and it is urgent to innovate in the training 

mode to cultivate multi- talents with global vision, innovation ability and practical skill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future trends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water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engineering education were deeply analyzes in this study, and a series of training model 

innovation paths to train excellent engineering talents for water conservancy and water transportation were put 

forwar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excellent engineering tal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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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科学技术跃升

和社会结构变革,各国都逐渐重视人才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作

用,尤其是高层次的创新型人才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国民经济

提升中的作用。因此,为了满足对卓越工程人才的需求,世界各

国都进行了一系列的工程教育改革。 

在国外,工程人才培养主要是采取合作教育的方式进行,同

时,卓越工程人才计划属于计划、政策类措施。为保持美国优势

地位,培养适应未来发展的工程人才,美国在2005年发布了《培

养2020的工程师：为新世纪变革工程教育》[1]。在培养内容

上,Tsui指出,美国于1991年发布《国家教育目标报告》中要求

培养一批具有创新能力和问题意识的研究生[2]。Patricia指出,

随着工程技术的发展,在工程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对工程人才的

全球化意识的培养与理论、技能的培养同样重要[3]。Stiwne提

出要在课外和企业中学习解决问题能力、时间管理能力和项目

管理能力等实践素养,以掌握实际工作中最需掌握的技能[4]。目

前,国外发达国家关于“工程人才培养”作为特定研究对象的研

究多是以“产学研合作”、“协同教育”的形式出现,其中也大量

探讨了高端人才培养的模式等问题。1995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

会发表了《重建工程教育聚焦于变革》,提出了加强通识教育、

发展终身学习能力以及21世纪本科工程教育的新要求[5]。2005

年由美国国家工程院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联合出台《培养

2020的工程师》的重要报告,突出工程教育应以学生为中心,强

调工程设计和工程实践的教学,提倡在工程教育方面高校之间



现代教育论坛 
第 7 卷◆第 11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5178 /（中图刊号）：380GL019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97 

Modern Education Forum 

展开合作以及高校与工业界之间的合作,力图将工程实践有机

融入到工程人才培养课程体系中来[6]。 

我国关于卓越工程人才培养的研究起步较晚,但经过国内

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相关研究也逐渐系统化和完善化。在卓越

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的具体构建与实践上,研究最多的主题是校

企联合培养人才模式的构建。李公法等从制度、课堂教学、考

核、课程、实践教学、校企合作六个方面对卓越工程师人才培

养模式进行了研究[7]。陆坤结合以往校企合作培养人才的成功

经验,依托实训基地,研究了校企合作实施卓越人才特色班计划

的培养模式[8]。吴有用等人在研究中将校外实习分为前期介入、

专业体验、综合实训、项目实习以及毕业设计四个阶段,提出通

过采用项目驱动式教学、企业工程师授课、校企设备融合、集

中实习、循环实习等模式开展具体实践[9]。王殿龙、贾振元基

于“大工-米其林”卓越计划班的案例提出从制定专门培养方案、

成立校企协调执行机构、设置企业课程与实践、强化毕业设计

四个环节加强人才培养实践[10]。王建西等具体分析了工程认识

实习这一环节中的问题并提出了三大卓越人才培养策略和具体

的实施方案[11]。 

教学实践是水利水运卓越工程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在具

体的教学实践上,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卓越人才教学

改革的实践。王玉勤等以巢湖学院的机械卓越工程人才培养为

例,提出要围绕工程实践的主线,从基本能力、专业能力和发展

能力三个培养模块加强卓越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的开发[12]。朱杰

江和杨骁探讨了卓越工程人才培养的教育理念和实施方案,从

培养计划、课程体系、实践环节、竞争机制、师资配置、资源

共享等方面阐述了卓越工程人才的培养实践[13]。付清松探讨了

混合式教学在卓越工程人才思政教学中的应用,认为将线下的

传统课堂、线上的网络课堂和实践课堂进行融合的教学方式有

助于提高思政教学的效果,实现学生思想、能力的全面发展[14]；

李江昊等提出了从课堂教学、课外实践、课程设计三个环节入

手提高学生理论与实践两大层面的专业素养[15]；马筱聪等以燕

山大学的卓越工程人才培养计划为例,通过引入CDIO工程教育

理念,分别从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教学手段等方面探讨了交

叉学科课程的教学改革,为卓越工程人才培养提供经验[16]；可

见,目前国内学术界已对卓越工程人才培养有所研究,并取得了

一定的研究成果。 

1 现有水利水运卓越工程人才培养模式中存在问题

分析 

开展新时代水利水运卓越工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具有

重要意义,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也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现有水

利水运卓越工程人才培养主要存在问题分析如下： 

首先,教学内容可能过于理论化缺乏实际操作经验。理论知

识是水利水运卓越工程人才的基础,但仅仅依靠理论无法培养出

适应社会需求的人才。这种情况在许多学科中普遍存在,尤其是

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类课程。理论知识虽然为学生提供了基本

框架,但若缺乏实践环节,学生难以真正理解和应用所学知识。 

其次,跨学科能力不足,实践教学内容单一。跨界融合是现

代工程教育的重要趋势,旨在打破学科界限,培养学生的综合能

力和创新思维。在课程体系中融入工程案例,是实现跨界融合的

有效途径。通过引入真实的工程案例,学生可以接触到多学科交

叉的实际情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系统思维和跨学科协作能力。

然而,当前的课程体系中,工程案例的应用仍存在不足。部分课

程仍以理论教学为主,缺乏实践环节和多学科视角。 

再次,学生的综合能力不足,创新思维明显缺乏。创新思维

在水利水运卓越工程师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水利水

运工程既涉及到复杂的技术问题,又关系到生态环境的保护和

资源的有效利用。面对日益严峻的水资源短缺和交通运输压力,

传统的工程思维已难以满足现代工程的需求。因此,培养具备创

新思维的工程师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当前的培养模式在创新思

维的培养上存在明显的不足。水利水运卓越工程师的培养模式

亟需创新,以解决创新思维缺乏的问题。 

最后,师资队伍实践育人能力不强,缺少领头羊引领作用。

在工程教育改革中,师资队伍的实践育人能力至关重要。然而,

当前许多高校的师资队伍在这方面仍显不足,尤其是缺乏能够

引领实践教学改革的领头羊。没有这样的领头人物,难以推动整

体教学质量的提升和创新,导致教师团队在课程设计和实践教

学中缺乏方向和创新动力。这种情况下,教师们往往难以开发出

具有前瞻性和实用性的教学内容。同时,缺乏行业领头人物的指

导,也使得实践课程难以紧跟技术发展的最新趋势。 

2 新时代水利水运卓越工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

践研究 

本研究的核心目标是构建一个系统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跨学科能力不足、创新能力培养师资

队伍优化等手段,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这一目

标的实现不仅能够满足新时代水利水运行业对高素质工程人才

的迫切需求,也为高校教育改革提供了创新路径。具体如下： 

2.1实践能力提升 

水利水运工程领域强调实践操作能力,学生在校期间的实

践经验直接影响其未来就业和发展。因此,通过校企合作、实习

基地建设等方式,强化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是培养模式中的重

要环节。①校企合作：鼓励高校与知名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开发定制化的实习项目。学生可以在真实的工程环境中学习,

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问题解决,提升实践能力。②实习基地建

设：设立校内外实习基地,配备先进设备和技术支持,提供持续

的实践机会。通过定期的项目实训和模拟工程实践课程,学生能

够在安全的环境中进行尝试和创新。③项目式学习：引入项目

式学习方法,将课程知识与实际工程项目结合,学生通过团队合

作完成项目,从而培养实战能力。 

2.2跨学科能力培养 

现代工程问题往往涉及多个领域的知识,因此,培养学生的

跨学科能力尤为关键。这一目标通过以下措施实现：①跨学科

课程设计：推出跨学科选修课,将水利水运工程与环境科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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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技术、管理学等学科相结合,提高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②跨

领域研究项目：鼓励学生参与跨学科研究项目,培养他们从不同

视角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经验有助于形成复合型知识

结构。③学术交流与合作：举办跨学科研讨会和工作坊,为学生

提供交流平台,促进不同学科间的知识共享和合作。 

2.3创新思维激发 

创新是推动工程进步的动力,为学生提供创新机会和平台

是本培养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①创新实验室建设：建设配备先进设备的创新实验室,支持

学生进行自主实验和项目开发。提供多样化的工具和技术,激发

学生的创造力。②创客空间：设立开放的创客空间,鼓励学生自

由探索和创新。学生可以在这里动手实践,验证创意,促进从理

论到实践的转化。③创新创业竞赛：定期举办创新创业竞赛,

激发学生的竞争意识和创新潜能。通过竞赛,学生能够展示其创

新成果,并获得实际反馈。 

2.4师资队伍优化 

高质量的教学需要优秀的师资队伍支持,优化师资队伍是

确保教学质量的关键。 

①引进国际高水平师资：通过国际招聘引进具有丰富实践

经验和国际视野的教师,提升教学水平和视野。②注重工程实践

经验：鼓励教师参与实际工程项目,积累实践经验,更新教学内

容,使课程内容紧跟行业发展。③持续培训与发展：为教师提供

持续的职业发展培训,帮助他们掌握最新技术和教学方法,提升

教学效果。 

3 结论 

本研究在探讨了国内外一系列的卓越工程人才教育改革的

基础上,分析了水利水运卓越工程人才培养的现存问题。针对当

前教育中存在的实践脱节、多学科交叉不足、创新能力培养薄

弱和师资队伍不强等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系统的解决方案。总

体而言,本研究为高校水利水运工程教育改革提供了理论指

导和实践方案,为水利水运卓越工程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参考

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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