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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新型产业与新型技术的高速发展,许多产业面临着转型的关键期,对人才提出更高的要

求,加之国家产业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将人才培养问题推至风口浪尖。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已无法满足

产业发展的要求,也无法与新型技术的要求相贴合。基于新工科背景下,要求人才培养按照工程行业人才

必须具备的综合素质、专业知识与技能加以设计,打破传统灌输式教学的牢笼,提倡启发式教学模式,促

进学生自身工程创新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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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industries and new technologies, many industries are facing the 

critical period of transformation, and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alents. Coupled with the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the nation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problem of talent training is pushed to the 

forefront of the storm. The traditional talent training mode has been unable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nor can it fit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new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gineering, talent training is required to design according to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of engineering industry talents, so as to break the traditional indoctrination teaching cage, 

advocate the heuristic teaching mode, and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own engineering innova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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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号召,各大教育机构纷纷寻

找机会积极规划新工科背景下的教学改革。基于新工科背景下

的人才培养,除了要丰富其知识内涵,还需要提升人才的创新意

识,既要拥有实践操作能力,又要具备创新创造能力。所以,基于

新工科下的人才培养,尤其是建筑方面的人才培养应围绕工程

创新实践技能为中心,根据新工科特征开展各项教学工作。 

1 新工科背景下的开放教育 

为顺应新一轮产业变革和技术革新,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

服务支撑,国家实施了新工科建设,并发布了《关于开展新工科

研究与实践的通知》,致力于探索构建引领全球工程教育的新模

式,为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提供了一大助力。因此为了推进新

工科建设再突破、再深化与再延伸,加快高校制度创新,培育出

未来技术创新领军人物,积极抢占未来技术发展机遇,在高等院

校的基础上打造一批未来科技学院。 

开放教育,即人人享有终身接受教育的权利,并非单纯地面

向教育对象,更多地侧重于教育理念、教育过程与教育资源上的

开放。在我国教育部的统一指导下,国家开放大学统筹全国开放

教育体系建设,重点搭建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平台,为全民提供终

身教育服务,打造了随时随地学、人人皆可学的全新格局。开放

教育所实行的入学方式为“面试入学”,只要前置学历认证通

过就可以入学,不必参加成人高考。并且其还通过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学习方式,充分解决了学员的工学矛盾,不会耽误学习

与工作。此外,开放教育包含有非学历教育、学历教育两种,

大部分采用非全日制教育形式,实行完全学分制与注册入学

的方式。基于教育部的科学指导,自行设立本科学历继续教育

及专科,按照开放教育自身的特点,同职业、专业、市场与产业

相贴合,积极主动地服务于国家战略,围绕职业需求这一导向,

注重产学研的相结合,对研究生教育进行探索,可依法申请硕士

学位授予权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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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和“新工科”下人才培养

模式的差异 

建筑专业是一项比较传统的工科,怎样培养具备创新精神

且适应“新工科”建设的创新型建筑专业人才、缓解应届毕业

生就业矛盾与就业压力,这对我国工程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极具

现实意义。传统建筑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主要以课堂讲授为主,

缺乏对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明显地,这种人才培养模式与“新

工科”下的人才培养目标并不相符,难以培育出满足创新性综合

性与多元化的工程人才。例如,某高校建筑专业创建于2003年,

现阶段建筑工程学院开设了三个教学系,分别为建筑系、土木

系、建筑环境系,旨在培养适应当前建筑行业所需要的工程技术

人才。以往的人才培养模式均围绕基础理论知识展开,关键的专

业课包括给排水管网系统、桥梁工程、流体输配管网与道路勘

测等,学生接触到最多的为理论知识学习,很少了解和接触实际

工程应用方面[2]。 

在新工科背景下应根据自身工程教育改革的新结构、新

理念、新质量与新模式,培养出满足当今社会需要的复合型人

才。新工科下的人才培养模式侧重于培养学士的多专业交叉

协同能力和实践技能。要想保障应届毕业生在建筑室内设计、

室内环境管理、建筑设计、道路桥梁与工程等方面具备较强

的技术、管理能力,就必须基于新工科背景下强调学生的创新

创业能力。 

3 新工科背景下开放教育建筑人才培养原则 

首先,注重人文精神在创新型人才培养中的落实。新工科背

景下开放教育建筑人才培养期间应高度重视人文精神的贯彻与

落实,此类人才不仅在实践操作水平的创新上有所体现,还需要

重视工科人才团队合作精神、科学精神、创新精神、探索精神

等方面的树立,与现阶段人才培养发展中的“新”相适合。其次,

注重全新人才培养理念深化的原则。新工科背景下开放教育建

筑人才培养的实践教学过程中,应重视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在

此期间还需要立足于中高层教育管理人员层面,持续深化贯彻

全新人才培养理念,坚定不移地贯彻新型技术人才培养理念。并

且不断贯彻与深化综合性高校工科教育体系创新发展策略,保

持多方面的交流与互动,唯有在全新人才培养理念贯彻的前提

下,方可有计划地贯彻实践教学创新型人才培养工作。最后,注

重新工科实践教学系统化的原则。从多个角度推动新工科实践

教学模式构建时,要想确保不同实践教学模式能够适应人才培

养要求,应充分发挥教育中高层人员的指导作用,开展系统化的

新工科实践教学,确保多种实践教学改革方法与改革策略有序

开展,不能过于冒进,致使实践教学模式与新工科人才培养的要

求不相适合。 

4 新工科背景下开放教育建筑人才培养策略的分析 

4.1改进人才培养模式,明确工程创新能力培养核心 

基于新工科背景下,应将创新型工程人才当作人才培养的

根本目标,实现从灌输式教学转变为启发式教学。在此期间,人

才培养需要结合产业发展需求与人才个性化特征,对培养模式

与培养标准进行设计,并且参考“国际工程教育”观念对人才

培养模式进行优化。在明确人才培养目标之后,还需要注学生

创新实践能力的定位,在编制培养计划的过程中,将其列入培

养体系当中,依托实训基地与实验平台,延伸学习空间,拓宽

学生的知识面。在实施人才培养计划期间,采用“引进来走出

去”的战略方式,落实国家工程认证标准。要想提升学生的工

程创新能力,还需要通过启发式教学逐渐引导学生参与学习、

讨论,不断深化知识点。同时,还可采用任务驱动模式,紧密联

系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在理论讲授环节要格外注重工程技

术方案和理论知识的内在关联性,在实践环节高度重视创新

精神和探索精神的培养,尤其是凭借探索类项目与创新项目,

利用小组合作、自主思考与分组探讨等形式,促使学生的求知

欲被有效激发[3]。 

例如,某高校学院为了强化多学科交叉能力的培养,构建了

毕业设计与工作想协同的模式,建筑类专业学生之间协同合作,

共同完成了采暖、建筑设计与施工等系列工作,通过此培养模式,

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同其他专业技术人才的工作协调能力。另

外,各专业学生之间的协调合作可以促进各学科之间的交叉融

合与知识渗透,让工科学生更好地领略社会文化风采,学习文科

的思维方式,从而在各领域实现多元化的发展。新工科背景下开

放教育的及建筑人才除了要拥有实践能力意外,还需要具备领

导能力和长远的眼光,以便在未来的社会工作中成为更加卓越

的工程设计师。 

4.2实现观念的转变,更好地为新型产业与技术提供服务 

基于新工科背景下的人才培养模式相当于更深层次的教育

改革,亟待解决人才培养观念由传统工科转变为新工科方面的

问题。自第4次工业革命以来,国内的产业发展均迎来严峻的考

验,想要顺应时代发展要求,我国先后形成了“北京指南”与“复

旦共识”等人才培养战略,并颁布了多项关于人才培养的政策。

政策文件的颁布也为工科教育改革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为工科

教学改革提供了有力的参考依据。基于新工科下的人才培养应

为新型产业与新兴技术提供可靠的服务和保障,以工业一体化

与互联网产业化为主,在多个新兴技术领域获得全新突破。新工

科建设尤其重视新兴技术层面,如人工智能与信息技术等领域,

需要打破固有思维的约束,取得较大进展。例如,某高校在众多

学科交叉培养方面充分利用了互联网资源,依托慕课平台收集

其他专业的技术知识,更好地保障多学科学习与工作。特别是新

工科下的开放教育拥有许多在线开放课程,其依靠网络信息平

台,按照微课的形式将名师的课堂内容呈现出来,然后再利用线

上的某些功能完成课堂学习任务,生成课后学习数据结果,具有

自主学习、便捷、开放等优势特点[4]。 

4.3注重理论联系工程实践 

基于新工科下开放教育建筑人才培养应不断优化自身的教

学体系,加强理论知识和工程技术的内在联系,注重理论联系工

程实践教学体系,从而构成开放教育同企业紧密联系的立体化

培养体系。其中理论知识教学体系不仅包括加强学科知识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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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创新思维培养的拓展类课程群,还需包括围绕专业知识为

中心的基础课程群与技术应用为中心的实践应用课程群。这

里的拓展课程已不只是弥补基础课程与实践应用课程那么简

单,它在开阔学生眼界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不仅如此,在推动

应用技术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方面也起着关键作用。同时,实践

教学体系须包括基本技能、操作技能与专业技能等,根据具体

的实践过程促进理论知识和工程技术的深度融合。比如,高校

可强化创新创业平台与工程训练平台的建设,为不同课程设

计专门的训练场景,从而为创新创业大赛创建良好的实训环

境。或者采用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构建高校和企业联合培

养体系,进而实现工科类专业建筑工程创新实践的目的[5]。例

如,某高校基于新工科背景下,开设了专门的创新创业课程,

而且还建设了人才创新创业培养中心,有助于学生更快、更清

晰地了解与掌握创新创业知识,同时了解创新创业过程中的

注意要点,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工作中。此外,某高校在创

新创业中心还对建筑工程实际的工作环境进行了模拟,强调

了工程项目的团队建设及管理,让学生在实践中有效结合自

身所学完成具体的创新创业工作任务,进而与新工科背景下

开放教育建筑人才的培养目标相符合[6]。 

另外,还可从制度方面出发,解决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问

题,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例如,高校还可以紧紧围绕

新工科这一大背景,构建一套“提出问题、编制方案、过程实

施、反馈结果”一系列的实践创新体系,此环节全部交由学生

自主完成,而后在项目探究部分,由教师统一指导,积极培养

学生动脑、协作与动手的能力,从被动学习转变成主动学习,

由外力推动转变为内因驱动,从内而外切实培养学生的实践

能力。 

5 结语 

综上所述,基于新工科背景下开放教育建筑人才培养,旨

在培养出能够满足新时期多变性工程环境的综合型人才。对

此,相关课程体系应格外关注实践部分的教学,实现学生多学

科交叉与协同合作能力的培养,适当地添加创新创业理论知

识课程和实践环节,依托慕课平台构建相应的创新创业服务

中心,在丰富课程资源的同时,还可以拓宽学生的眼界,促进

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使其达到新工科背景下开放教育建筑

人才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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