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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培养具有大国工匠精神的应用型专业人才是我国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要求。立德树人,对焦需

求、变焦应用,聚焦创新意识、工匠精神的培养,是新时代西安航空学院人才培养的方向和目标。文章针

对该校材料类专业学生认知实践能力欠缺、工程实践能力及创新实践能力不足等问题,探索并实践了

“兴趣—乐趣—志趣”三阶段层级递进式学生工程应用能力培养体系,为有效解决应用型人才培养中的

突出问题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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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物联网、互联网等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

对工科人才的工程实践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具体表现为要求实践能力强、适应能力快、创新意

识强、综合素质好[1]。培养具有大国工匠精神的

专业应用型人才是我国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要

求,对此各高校在培养学生的工程应用能力方面

开展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2]。近年来,

部分高校通过提高实验课程学时占比、突出实验

教学工程背景、增加学生企业实习时间等方式加

深学生对企业和工程的了解,同时依托创新创业

大赛或科技竞赛等锻炼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能

力[3],这些举措在学生工程应用能力培养方面产

生了较好的效果。然而,理论基础薄弱、实践内容

陈旧、实践平台不完善等问题依旧广泛存在,当前

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大多停留在提升感性认

识层面,对实践能力的提升力度不足[4],仅仅开展

操作技能培训,甚至将企业实习变成“参观听讲”,

这样的方式不能有效培养学生工艺和技术问题分

析等方面的能力。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以西安航

空学院材料类专业为例,介绍了地方应用型本科

院校材料类专业学生工程应用能力培养的思路和

理念,以及所采取的系列改进措施及其实施成效。

  一、材料类专业学生工程应用能力培养的思

路与理念

  扎实的专业基础及在学习过程中形成的自主

学习能力,是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基础。对于现

场经验十分匮乏、专业知识基础相对薄弱的本科

生而言,单纯增加实习时间,不足以从根本上提升

他们的工程实践能力,而是要将理论知识与工程

实践相结合,促使学生对工程问题从“感性认识”

逐步上升到“理性思考”的层面,进而培养学生解

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我

们有必要遵循“夯实基础的前提下强化实践”的教

学思路。

针对材料类专业学生认知实践能力欠缺、工

程实践能力及创新实践能力不足等问题,我校秉

持“兴趣是最好的动力、乐趣是最好的途径、志趣

是最好的导师”的观念,以学生为主体,以培养学

生工程应用能力为导向,提出了“激发专业学习兴

趣—培养专业实践乐趣—树立专业发展志趣”的

人才培养新理念,并构建了认知实践能力、工程实

践能力和创新实践能力层级递进的人才培养新

模式。

  二、加强学生工程应用能力培养的主要措施

  我们采用“三维度引导、全方位育人,三举措

保障、三渠道带动”的方式,推行“学、做、研”三融

合的方法,以期解决学生专业兴趣不浓、乐趣缺失

及志趣不高的问题。学生工程应用能力培养框架

及具体措施如图1所示。

  (一)三维度引导、全方位育人,激发专业兴

趣,培养认知实践能力

  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对专业的

认同度,培养学生的认知实践能力,我们从专业导

师、课程体系、第二课堂三个维度着手,采取一系

列措施解决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不紧密、衔

接不顺畅的问题,实现全方位育人(见图2)。

在配套专业导师方面,我们从新生进校开始,

即为其分配专业导师进行全程跟踪辅导,增加专

业和学院对低年级学生的黏着力。目前实行的专

业导师制采用“一对多”模式。一名导师对接7~

10名学生,定期与学生见面交流,让学生尽早接

触专业知识,同时针对个性问题进行一对一指导,

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理解专业。这与学生毕业设

计(论文)指导模式相似,提前为学生接触教师科

研项目、实验室开放课题、专业竞赛活动等提供了

一条便捷之路,有助于学生高阶思维和工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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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兴趣—乐趣—志趣”三阶段层级递进式工程应用能力培养框架图

能力的培养。

在课程体系建设方面,我们聚焦专创融合,强

化实践育人,全面贯通课内外教学,开设专业选修

课,增加专业延伸课程。从大一到大四,我们依次

增开了材料专业导论、创新创业系列讲座、材料专

业前沿讲座等选修课程,强调专业课程在低年级

的渗透和与高年级课程的衔接;同时增加材料专

业学术讲座、材料专业科创沙龙等固定活动,构建

了学生工程应用能力培养网络。一方面,我们积

极营造学术氛围,通过分阶段递进式教学激发学

生主动探究的兴趣,满足低年级学生了解专业的

需求;另一方面,我们充分发挥基础课程在专业学

习中的根基作用,提高低年级学生对通识类课程

和学科基础课程的学习热情,不断夯实学生的理

论知识基础。

在发展第二课堂方面,我们鼓励和引导学生

参与基础知识竞赛、工程知识竞赛、创新创业活动

等第二课堂模块,促使其尽早接触理论或工程难

题,在夯实学生基础的同时开阔他们的视野。学

生若能在学科竞赛中获奖,则其学习兴趣和自信

心都能得到增强,后期主动参与专业竞赛的意愿

也会大幅提升。

我们通过实施三维度引导、全方位育人的相

关举措,纵向由浅入深、横向均衡开展,分阶段、分

层次、全方位引导学生了解专业,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夯实学生的理论基础,提高学生的认知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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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三维度引导、全方位育人培养方式示意图

能力。

  (二)三举措保障、三渠道带动,培养专业乐

趣,锻炼工程实践能力

  我们通过建立“一主体一导向三平台三保障”

工程实践能力培养体系(见图3),以期解决实践

活动与工程实际联系不紧密、学生学习主动性差、

工程实践能力提升不足的问题,拓展专业乐趣,培

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

为了充分发挥学生在实践活动中的主体作

用,我们以培养学生工程应用能力为导向,以学科

竞赛为抓手,将实践活动与工程实际相结合,按照

“团队+平台+项目”模式,依托各级各类学科竞

赛项目和创新创业竞赛项目开展实践训练。在此

过程中,我们依托材料实验研究中心、吸波材料与

隐身技术研究室、新材料研究所来搭建认知实验

平台;依托工程训练中心、院级专题“创客空间”、

校级创新创业实践基地来搭建工程训练平台;依

托企业实习基地、校企合作人才培养基地搭建校

企实训平台,形成了三层次工程实践能力培养体

系。同时,我们通过建立科创竞赛导师库、设立

“双创秘书”,保障组织管理系统化;采用导师指

导、实操训练和现场比赛的方式,保障实践活动全

程化;通过制定科创项目管理制度、拨付专项资

金、举办科创项目专题培训和主题活动,确保机制

运行常态化。

另外,教师还结合科创竞赛,对教学进行改

革,将竞赛内容巧妙地融入日常教学中,鼓励学生

从完成竞赛任务的角度去理解和应用知识,增加

课堂教学的趣味性。教师在指导学生参与竞赛的

过程中,既教会了学生,又提高了自身的专业技术

水平。科创竞赛可以有效促进教师与学生融合交

流、竞赛与教学融合促进、学科知识融会贯通、不

同学科融合交叉、技术与专业融合发展。

  (三)推行“学、做、研”三融合,树立专业志趣,

提升创新实践能力

  参与科研课题是材料类专业学生创新实践能

力培养的合适途径,科研与教学之间的良性互动

是高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必然趋势,也是应对

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新需求和新挑战的有效方式。

我们通过“学、做、研”三位一体的教研融合方式

(见图4),在教学与科研之间搭建起桥梁,让学生

参与教师的科研,从而实现科研带动教学、教学促

进科研。

“学”的阶段,主要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工

程意识。根据不同的研究阶段,教师可以将科研

项目模块化,让不同年级的学生参与到相应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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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一主体一导向三平台三保障”工程实践能力培养体系

图4 “学、做、研”三位一体的教研融合方式

块中。学生在项目调研阶段,学习文献资料的检

索和查阅整理;在项目实施阶段,学习实验设备的

操作规程和性能测试标准;在项目结题阶段,学习

数据处理方法和报告撰写技巧。同时,教师还选

择合适的科研成果,将其转化为教学案例引入课

堂,从解决实际问题入手,引导学生将科学研究与

专业知识学习结合起来,应用所学知识去解决实

际问题,从而挖掘学生的潜力,培养学生的学习能

力和工程意识。

“做”的阶段,主要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工

程精神。在学生参与科研项目的过程中,教师需

要指导学生有效整理和分析信息资料,启发和引

导学生熟悉科学探究过程的各个步骤,让学生成

为自己的科研伙伴,共同开展科研,相互学习、共

同提高。科研训练能使学生充分认识到科研是源

于基础知识和理论的应用,这不仅有助于学生将

知识从书本迁移到具体的工作情境中,并灵活应

用这些知识,还能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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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

“研”的阶段,主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钻

研精神。教研融合能促进学生钻研风气的形成。

在科研活动中,教师要求学生总结项目相关的国

内外研究现状,了解学术前沿,发现并解决研究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分析现象、创新研究思路,明确

所学专业的发展方向,以此来激发学生的科研兴

趣和自信心,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

其由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钻研,进而培养学生的

创新能力和钻研精神。

我们通过教研融合,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和工程意识、动手能力和工程精神、创新能力和

钻研精神,激发学生的内在潜力和对知识的渴

望,增强学生解决工程问题的意识,使学生树立

专业情怀和投身专业发展的志趣,提高学生的

创新实践能力。同时,教研融合也有利于教师

提升教学和科研水平,有助于学生实现多元选

择、个性发展。

  三、实施成效

  (一)学生工程实践能力显著提升,毕业生赞

誉度高

  2012年以来,我校材料类专业培养了近千名

本科毕业生,学生一次就业率每年保持在93%以

上,大多数毕业生签约中航工业、西飞集团及中国

试飞院等航空企业,六成以上签约毕业生留在陕

西、贵州及四川等西部地区发展。贵阳航发精密

铸造有限公司、西安嘉业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等用

人单位对我校毕业生给予高度评价,如“能扎根技

术一线,实践能力强”“踏实肯干,工程实践能力

强”“理论基础扎实,实践能力强”等。

  (二)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得到提高,竞赛和升

学成绩斐然

  5年来,每年有近200人次参加全国大学生

金相大赛、中国大学生铸造工艺大赛、中国大学生

创新创业热处理大赛等专业学科竞赛;学生共获

国家级一等奖12项、二等奖18项、三等奖25项,

“互联网+”竞赛省级金奖1项、银奖及铜奖6项;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20项、省级项目

28项。学生考研深造率从8%提高到近20%,考

取院校包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长安大学、太原理

工大学、英国伯明翰大学等。

  (三)科研反哺教学得到加强,教学成果显著

  70%以上的毕业设计(论文)题目来源于教

师的科研项目,依托科研项目的学科竞赛参与

人次达到30%以上。参加教师科研项目的学生

占比达到70%,学生发表论文60余篇,参与申

请专利17人次。通过实践,教师的教学水平也

得到了大幅度提高,本专业1名教师被评为省

级优秀教师,1名教师被评为校级优秀教师,获

得教学质量优秀奖、青年教师教学质量优秀奖

的教师共计20人次;本专业获得省级教学成果

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评选省级优秀教学团

队1个;在教学竞赛、“说课”比赛、“说专业”比

赛中,本专业教师获校级一等奖1人、二等奖2
人、三等奖4人。

  (四)培养经验得到高度评价,引起广泛关注

  历经9年的探索与实践,材料成型及控制工

程专业形成了“一公里、两互通、三融合”应用型人

才培养模式和“兴趣—乐趣—志趣”三阶段层级递

进式学生工程应用能力培养体系。在陕西省教指

委材料类工作委员会2021年度第一次会议、全国

知名高校材料学院院长论坛、全国大学生金相技

能大赛等相关会议上,我院多次介绍了材料类学

生工程应用能力培养经验。多所高校前来我院调

研学习,相关培养经验多次被人民网、陕西高校资

讯、搜狐新闻等新闻媒体报道。

  四、结语

  我校材料类专业以学生为主体,以工程实践

能力培养为导向,以认知实践平台、工程训练平台

和企业实训平台为依托,以系统化、全程化和常态

化管理评价机制为保障,形成了目标明确、理念清

晰、模式先进、保障有力的从理论到实践的层级递

进式学生工程应用能力培养体系,使认知能力、工

程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贯穿教学全过程,坚持

边研究、边实践、边总结的改革路径,不断提升学

校人才培养能力和水平,在立德树人方面取得了

丰硕成果。 (责任编辑:李丽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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