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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程知识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是新工科背景下高等工程教育面临的重要挑战。自动化是

工科三大专业之一，实践教学是自动化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如何整合传统的实验结构，更高效

的利用实验资源，适应现代社会对创新型工程技术人才的需求是实践教学环节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

从自动化专业实践教学现状，新工科人才需求分析，面向新工科的实践体系构建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为提升实践教学效果，保障实践教学质量，培养自动化专业创新型工程技术人才提供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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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he Reform of Practical Teaching for Applied Talents in Automation Majo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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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engineering knowledge application ability and innovation ability is an important 

challenge faced by higher engineering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gineering. Automation is one 

of the three majors of engineering, and practical teach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raining automation 

professionals. How to integrate the traditional experimental structure, make more efficient use of experimental 

resources, and adapt to the modern society’s demand for innovative 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is an 

urgent problem that needs to be solved in the practice teaching link.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utomation professional practice teaching and the demand for new engineering talent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engineering practice system, which provides ideas for improving the effect of practice 

teaching, ensuring the quality of practice teaching, and cultivating innovative 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talents 

for automation maj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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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以“新技术、新产业、

新模式、新业态”为特征的新经济背景

下，如何建设与发展新工科专业，培养

适应企业需求的应用型人才培养逐渐成

为国家和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新工科

专业建设，不仅仅是要适应新经济发展

需求而创设一部分新型或新兴的工科专

业，更重要是对现有工科专业的改造、

升级与转型，推进建设成为真正的新工

科专业。自动化专业是工科三大专业之

一，已从传统的工业、军事融入社会的

各个角落，新形势下的自动化专业工程

实践特征表现更加明。社会自动化进程

已成为衡量国家现代化水平一个非常重

要的标志。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自

动化专业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会起到显著

的推动作用。高校承担着人才培养的重

任，自动化专业人才培养与整个社会经

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为社会经济发展

提供持续不竭的智力支撑和人才保障。

如何通过工程实践中心的建设强化学生

自动化专业知识综合应用能力，提高学

生动手、发明创造意识是当前自动化专

业需要探索的一项重要课题。 

1 自动化专业实践教学现状

分析 

传统的自动化专业是以控制理论为

基础，以电子技术、计算机信息技术、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等为主要手段，研究

各种自动化装置和系统的控制，具有实

践性、时代性、系统性和交叉性等特征。

随着新经济的发展，系统性、信息化和

力求优化成为工业生产领域中自动化技

术的重要需求。作为“新工科”建设的

一部分，自动化专业的人才培养必须满

足社会发展需求，教学内容要紧跟科学

前沿的方向。然而目前传统高校自动化

专业存在课程老化和技术过时等问题，

无法适应新型工业发展，具体表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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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学生缺乏主体地位，实践教学过

度依赖理论教学。教学体系需要进行层

次化、模块化提升，优化实践教学环节

设置，满足新工科人才工程实践过程中

不同学科资源整合、不同专业知识融合

的要求。 

1.2教学内容综合性和创新性不足。

需要建立多元化、 放性的贯通实践基

地与平台，能够适应新工科人才的工程

实践能力、工程素养、创新创业能力的

综合提升需求。 

1.3师资队伍缺少具有工程背景专

业技术人才。目前高校教师大多是从学

校到学校，部分专业教师知识结构单一、

工程能力薄弱，难以适应新经济背景下

实践教学的可持续发展要求。 

2 新工科能力培养需求的专业

实践教学体系分析 

目前“新工科”得到广泛认同的两

个重要背景主要表现在：一是传统工科

在新技术支撑下得到较大新发展，数字

化、智能化、微纳化以及集成度进一步

提升，如智能制造、机器人等；一是以

前从未出现、面向未来应用、引领技术

发展的学科，如生物医学工程、光电信

息等。因此工科专业特别是与工业发展

密切关联的自动化专业需要牢牢把握上

述特征，使得专业人才培养符合这种趋

势，摒弃过去封闭式的人才培养模式。

新工科教育要求高等学校需要培养出适

应新环境发展要求的复合型人才，以各

个地方经济、社会、产业外在性需求为

人才培养的方向，由过去被割裂 来的

专业逐渐向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方向转

变，由被动适应向主动引领过渡。 

目前自动化专业的实践教学内容一

般包括专业实验、综合课程设计、实习

实训、毕业设计及学科竞赛等。针对上

述新工科背景下对工科人才培养的要求

结合自动化专业教育特点，将自动化专

业学生的工程应用能力分解为共性关键

技术研发，解决方案设计、知识集成应

用、复杂过程和系统分析等共性技术的

培养锻炼上进行重点研究。针对新工科

对工程应用能力提出的要求，通过整合

目前的实践教学内容，将其实践教学环 

 

节进行分解研究如图1所示。 

工程知识的理解应用是工程应用能

力的基础，一般是包括实践环节中的专

业课实验和专业课程综合设计，强调对

基础知识的掌握和强化理解；综合应用

专业知识能力可以在综合课程设计，毕

业设计教学环节进行培养；设计/ 发解

决方案能力通过综合课程设计和第二课

堂中的科技竞赛活动进行锻炼；对复杂

工程问题的解决能力可以通过一些综合

性较高的科技竞赛如智能车，互联网+，

挑战杯等竞赛以及创新创业项目进行培 

训锻炼；专业知识的应用和前瞻，主要

是 阔学生的视野，通过让学生进入企

业进行相关的参观或者实训，以及参加 

 

创新创业项目，让学生了解专业的前沿

知识以及应用情况。 

3 面向新工科建设的实践教学

体系构建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将传统的

自动化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按照新兴产业

和新经济需要的“新工科”专业要求改

造升级，在共性教育的基础上发展应用

型能力培养，在继承传统教育的基础上

体现创新，结合地方经济发展凸现自己

的特色和优势。构建的实践教学体系结

构如图2所示，具体思路如下。 

3.1突出学生主体地位，重点培养学

生自主学习和应用能力。在实践教学体

系中，实现常规性教学和 放式教学相

图 2  自动化实践教学体系结构图 

图 1 实践教学体系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