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７卷 第６期
２０１５年６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７Ｎｏ．６
Ｊｕｎｅ２０１５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５．０６．０２６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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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践教学是高等工程教育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在剖析了湖南科技大学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
实践教学体系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结合学校实际和专业特点，借鉴工科专业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的经验和成果，

深化实践教学改革，构建了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实验和课程设计等校内实践教学课程”与“实习等校外实践教学

课程”相结合的新实践教学体系，并通过改革实践教学方式方法和创新实践教学模式，全面提升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和创

新创业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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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２１世纪，工程教育受到更多的关注和响应，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成为社会各
界讨论的热点问题［１］。２０１０年６月，教育部启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简称“卓越计划”），“卓
越计划”是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和《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
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的重大改革项目，也是促进我国由工程教育大国迈向工程教育强国的重大
举措和国家振兴工程教育进行的一次重大探索，对提高工程人才培养质量，促进工程教育和工程师的国

际互认具有重要意义［２－３］。２０１２年２月，湖南科技大学化学工程与工艺等３个专业被论证确定为教育
部第二批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高校学科专业（教高厅函［２０１２］７号）。经过２年多的研究与实践，
卓越工程师的教育培养取得了良好的绩效和成果［４－５］。基于此，新形势下借鉴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的

经验和成果，深化实践教学改革，构建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的实践教学体系，提高学生工程实践能

力和创新创业能力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

１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实践教学现状
长期以来，材料学科学生的培养模式、培养方案等与现代材料生产企业的人才需求情况严重脱节，

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以知识系统化传授与验证为主线［６］，而工程实践能力、工程素质的培养零散，创新

创业能力的培养严重缺乏。湖南科技大学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近几年在实践教学环节改革方面作

了大量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不足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注重理论、忽视实践能力的培养。安排的实验课多为演示性、验证性实验，学生真正意义上的

动手较少；设计型实践课安排少且要求简单，学生工程素质、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不够，特别是解决工程

实际问题的能力差；研究型、创新型实践教学严重缺乏，学生的创新能力得不到有效培养。

其二，实习流于形式。以往实施的培养方案中虽然安排了３次企业现场实习，但由于怕影响生产和
承担安全责任，能让学生顶岗或轮岗实习的企业落实困难，加之实习经费不足，学生实际实习时间大大

缩短，学生实习如走马观花、流于形式，实习效果大打折扣［７］。

其三，教师缺乏工程经历。近年来，学校基于科学研究上档次上规模的要求，引进了一批高学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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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教师，他们从学校到学校，缺乏企业工作经历及工程实践经验，使得师资队伍中具有工程实践经验的

教师比重越来越小，这与工程教育要求严重不符。而另一方面，由于学校现行人事制度的限制，学校与

企业间相互兼职难于操作。

２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
实践教学体系是对学生的思维方法、工程素质、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实战性训练［８］，由实验

课程教学、设计课程教学、实习课程教学三大部分构成。

２．１　实验课程教学
实验课程分为基础实验、专业基础实验和专业实验三类。基础实验主要是四大化学实验，是对学生进

行认知性训练和基本实验技能训练。专业基础实验主要是与本专业密切相关的理工课程实验，是对学生

进行动手能力和创新意识训练。专业实验是专业课程的理论与生产实际的紧密结合，演示性、验证性专业

实验是帮助学生加深对专业理论的理解，是对学生进行专业综合能力训练和工程实践能力训练。综合性、

设计性专业实验项目与教师科研、联合培养企业联系起来，通过创新性实验项目申报与实施锻炼学生的创

新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目前开设的实验课程主要是表１中的１０门课程，共１３．５学分。
表１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实验课程设置表

课程名称 开课学期 学分 总学时 实践场所 备注

有机化学实验 １ １．５ ４５ 校内

Ｃ语言程序设计实验 ２ １ ３０ 校内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 ２ ２ ６０ 校内

电工与电子学实验 ３ １ ３０ 校内

普通物理学实验 ３ １ ３０ 校内

物理化学实验 ４ １．５ ４５ 校内

材料科学与工程基础实验 ５ １ ３０ 校内

材料测试与研究方法实验 ６ １．５ ４５ 校内

无机材料制备与物性分析实验 ６ １ ３０ 校内

无机材料综合实验 ７ ２ ６０ 校内 校企联合

２．２　设计课程教学
设计课程教学是培养学生工程素质、工程意识、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根据“工程

教育不断线、创新实践不断线、企业合作不断线”的课程优化配置体系，设计课程教学环节贯穿整个本

科阶段，从大一的工程制图到大四的毕业设计（论文），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知识，自己动手，结合生产

现场实际，经过独立思考后，做出符合实际需求的有创意的设计，强化学生的设计观念。目前开设的设

计课程如表２所示，共计６门课程，２３．５学分。
表２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设计课程设置表

课程名称 开课学期 学分 总学时 实践场所 备注

画法几何及工程制图 １ ３ ４８ 校内

材料设计ＣＡＤ ４ ２．５ ４０ 校内

无机材料机械设计基础课程设计 ５ ２ ２周 校内 校企联合

热工设备课程设计 ６ ２ ２周 校内 校企联合

无机材料工艺课程设计 ７ ２ ２周 校内 校企联合

无机非金属材料毕业设计（论文） ８ １２ １２周 校内 校企联合

２．３　实习课程教学
实习课程教学是培养学生工程素质、工程意识、工程实践能力和安全意识的重要环节。企业现场实

习包括金工实习、认识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等，一般在校内外实习基地，如校内工程训练中心、校外

的实践教学基地进行。通过实习实训，使学生综合运用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掌握专业领域的基本操作

技能和技术应用能力，达到专业技术训练的目的，增强实践经历和社会阅历。目前开设的实习课程有４
门，共１２学分（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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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实习课程设置表

课程名称 开课学期 学分 总学时 实践场所 备注

金工实习 ３ ２ ２周 校内

无机非金属材料认识实习 ５ ２ ２周 校内

无机非金属材料生产实习 ６ ４ ４周 校内 轮岗实习

无机非金属材料毕业实习 ８ ４ ４周 校内 顶岗实习

２．４　改革实践教学方式方法
改革教学方式方法是提高学生工程实践和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重要途径。通过校内教育和校外培

养两条途径开展实践教学，通过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让学生

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实验课程教学充分利用良好的实验教学条件，增加实验教学的互动性和思辨

性，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全面实施导师制、小班化、个性化人才培养，学生分成小组并配备工程实践和创新训练指导教师。

通过学生自主创新项目（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和科研创新计划项目）的申报与实施以及教师科研项目

的参与及训练，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优质的个性化服务，全面提高了教学质量。

２．５　创新实践教学模式
创新实践教学模式是提高学生工程实践和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关键。通过增加实践教学比重，革

新实践教学内容，创新实践教学模式，培养和提高了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实验课程设置分为基础实验、综合实验和创新实验三个层次，通过提高实验课程中综合性、设计性和

研究性实验项目比例以及科技创新活动的全面参与，着力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课程设计和实习

贯穿整个本科学习阶段，强化了学生的工程设计观念和安全意识，着力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

同时，通过实践教学基地，特别是湖南科技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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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中心的建设［９－１０］，创新了满足工程技术人才教育培养需要的“学校教育与企业培养相结合、工程实

践与创新训练相结合、工程创新与科技创新相结合”的“三结合”实践教学模式。

３　结语
２１世纪的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人才需要有良好的工程教育及较强的创新能力，人才的培养需

要建立高效的实践教学体系，因此，实践教学是高等工程教育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在剖析了湖

南科技大学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结合学校实际和专业特

点，借鉴工科专业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的经验和成果，深化实践教学改革，构建了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专业“实验和课程设计等校内实践教学课程”与“实习等校外实践教学课程”相结合的新实践教学体系，

并通过改革实践教学方式方法和创新实践教学模式，全面提升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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