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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高校工程训练中心改革初探 ①

———以湖南科技大学为例

李会强ａ，ｂ，吴克军ａ，ｂ，毛征宇ａ，ｂ

（湖南科技大学 ａ．机电工程学院；ｂ．工程训练中心，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重视实习实训教学，加强工程训练中心的各项建设工作，是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培养创新人才不可缺少的重
要部分，也是我校实现内涵式发展的必然途径。工程训练是工科类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要途径之一，首先分析了湖

南科技大学工程训练中心的现状及其存在的矛盾，最后提出了理顺运行机制、打造科学的管理体系、构建先进的教学体

系等改革思路，而后从师资队伍、硬件建设、教学体系、“教”“研”结合等方面给出了具体的改革尝试，对于推进我校实践

教学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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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正处于从“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的转变过程中，而顺利实现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高校

特别是广大地方高校能否培养出大批具有较强工程意识、创新意识以及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的高

素质人才［１，２］。作为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要环节之一，工程训练是学校根据学生的特点，在特定的工程实

践环境中对机械、电子、信息、系统及其他基础技术进行高度综合的工程技术训练。同时，工程训练还能

够提高大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协调能力等［３－５］。

由于产业升级、技术进步以及学校发展，工程训练中心内外环境（生情、校情、师情）也发生了较大

变化。因此，本文以湖南科技大学工程训练中心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现状及存在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

革设想，为广大地方高校工程训练中心改革提供参考。

１　湖南科技大学工程训练中心现状及矛盾
湖南科技大学工程训练中心源于１９８４年成立的湘潭工学院机电厂并于２００６年正式组建。中心现

有教职工２７名，建筑面积６２７２ｍ２，拥有三坐标测量仪、无损探伤等设备３２６台套，总值达到８６８万元。
开设有热处理、铸造、焊接、钳工、车工、铣刨磨、特种加工、数控制造技术等实训项目，同时承担了学生机

械创新设计大赛、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等参赛作品加工工作。然而，近年来随着我校快速发

展，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１．１　工程训练中心建设相对滞后与学校快速发展之间的矛盾
自２００３年两校合并之后，实习实训工作量不断增加，年实训人数达到５０００人；并且教学内容、实

训项目数量和要求均有较大提高，教学难度不断加大；同时，工程训练中心近年来一直承担机械创新大

赛、工程训练比赛等作品制作，且参与了大学生科技项目、教师科研、企业合作等项目的研究工作。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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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工程训练中心建设则相对落后，以师资队伍建设为例，由于职称待遇等种种原因导

致实习指导人员严重缺编，工程训练中心定编１７人，现实际在岗１２人，远远不能满足教学需要，且年龄
老化现象严重、知识结构不合理，难以开展创新性探索型实践教学改革。同时，场地、经费、管理等方面

与省内兄弟院校相比，均有不小的差距。严重阻碍我校高水平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建设。

１．２　运行管理机制相对不足与服务对象要求不断提高之间的矛盾
作为一个服务部门，工程训练中心一是要服务于整个学校的发展，完成实训教学任务，二是要为学

生提供高品质、个性化的教学产品。然而，我校工程训练中心运行管理机制存在不足，一是角色认同问

题，我校工程训练中心作为一个全校性的教学单位却挂靠于（而非隶属于）教务处，导致学校、教务处甚

至工程训练中心自身都不清晰其身份，信息难以有效沟通，利益诉求难以表述，主动性难以发挥。二是

工程训练中心虽然承担的是教学工作，然而其身份却是企业编制，因此对于教学会产生一定的负面作

用；三是缺乏相对独立的人事权和财务权，难以形成有效的奖惩机制，难进（优秀的指导教师不愿意

来）、难出（表现差的指导教师无法下岗）。

１．３　教学体系相对落后与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
当前工程训练的发展趋势是综合性、创新性、拓展性。一是表现在常规实训中跨学科、跨专业的综

合性项目所占比例越来越大，跨学科、多领域。二是各类先进制造技术不断进入实训教学，且卓越工程

师、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等要求不断创新实践教学。而我校工程训练中心在教学内容、实验（践）设计上

尚处于尝试阶段，未能将最新技术如激光加工、快速成型等与教学结合，与兄弟院校相比尚有较大的差

距。三是结合大学生科技竞赛、大学生科研项目以及教师科研项目，且服务对象由本科生逐步扩展至研

究生甚至博士生，不断拓展工程训练的内涵，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服务，这一块仍有待进一步改进。

２　湖南科技大学工程训练中心改革设想
２．１　理顺运行机制

目前国内各高校的工训训练中心有３种运行模式［６，７］：第一种是隶属于相关学院，该模式优点在于

可以将学院教学科研优势与工程训练实践教学相结合，且运行成本相对较低，缺点在于工程训练中心隶

属于学院，则具体实践上往往服务于某个具体的学科，不利于学校总体发展。该模式适用于工科研究型

大学或是规模较小的新建本科院校。第二种隶属或挂靠于学校某一相关部门，这种模式多见于地方高

校，往往沿袭历史传统，其相应弊端更为明显，如责任不明确，边缘化现象严重；第三种独立建制，与其他

教学院平等，该模式拥有一定的独立自主权，而且关系清晰，便于规范管理，是当前工程训练中心的发展

方向。

湖南科技大学目前正处于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时期，卓越工程师计划正在展开，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已

实现突破，综合性高水平教学研究型大学已初具规模。在此背景下，应从以下方面进行改革：

成立独立的湖南科技大学工程训练中心，成为直属学校的二级机构，给予相应的人事权、财务权，理

顺关系，科学发展；同时，对于实训指导人员的待遇、编制、职称、聘岗等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充分调动

全体教职工的积极性。

成立全校性的工程训练指导委员会，成员包含校领导、相关处室、相关学院以及工程训练中心主要

成员。负责制定湖南科技大学工程训练发展规划，对于生产实习、科技竞赛产品制作、大学生科研项目

等统一规划统一管理。

成立完善的湖南科技大学工程训练中心人员队伍。通过招聘等方式建立一支年龄结构职称合理的

实践教师指导队伍。同时成立专门的金工教研室，负责修订教学大纲、教案、中心管理制度以及相关的

教研科研工作。并且成立合理的管理人员队伍。

２．２　建立科学的管理体系
完善组织结构。工程训练中心设置主任１人，副主任１人，书记１人，下设３个机构：１）综合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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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负责中心行政办公、物资采购与管理、设备及资产管理、网络与安全管理等。２）教学办公室，负责教
学管理工作，与各工种实习组长联系。３）技术研发与对外服务部：负责中心的对外培训、校内科研成果
转化及其他社会服务工作。

完善各项管理制度，责任落实到人，建立完善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落实严格各项内部管理制度，完

善教学质量考评体系，规范实训指导人员的行为准则，营造良好的工程实训氛围，着力保障实训教学

质量。

２．３　构建先进的教学体系
在现有的实训项目里进一步充实、优化、规范教学内容，拟新开齿轮制造、模具制造、逆向工程、大件

制造、特种加工、机械产品检测、创新实验等实训教学模块。并根据新的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教学大纲及

教案，充实丰富实训内容，建设具有综合性、创新性、开放性为特点的实践教学项目。

探索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工程训练－大学生科技竞赛－大学生科研计划及教学科研相融合的一
体化实践教学体系，逐步实现各环节有机融合有效衔接，并选择有资质的学生进行重点培养，采取积极

引导、现场观摩、参与科研项目、参与科技竞赛、提前进入毕业设计等措施，将优质资源转化成为教学案

例，形成良性循环。

３　湖南科技大学工程训练中心改革尝试
３．１　多措并举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经过工程训练中心的积极努力，在学校的关心和支持下，２０１４年度正式成立了金工教研室，教研室
人员相对固定、专兼职结合，充实、优化了中心教职工队伍，对于改进教学内容、提升教学方法、保证教学

质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２０１４年度中心顺利组织了金工实训指导人员招聘工作，现已招聘１０名金工
实训指导人员，人员不足的矛盾有所缓解。同时，采取培训、学习等方法，不断提升教职工的实践教学能

力，２０１４年度先后组织１０人次参加各种学习培训活动，有效提升了教职工的综合素质。
３．２　多方筹措，加强实习硬件建设

经过与国资处等上级部门积极沟通，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改造电教室３间，更新了投影设备，同时
对铸造和焊接车间进行了外观美化改造，有效改善了教学环境。

在学校和“中央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的支持下，中心新添了３４０余万的数控龙门加工中
心、便携式三坐标检测仪等设备，新建了１４５６

"

的教室和教学办公场所及１栋１２００
"

的实训车间，数

字化制造平台建设工作有序展开，使中心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３．３　认真研讨，构建更为科学的教学体系
加强制度建设，构建更为科学的管理体系。先后制定了《湖南科技大学工程训练中心管理机构》

《湖南科技大学工程训练中心实践教师职责》《湖南科技大学金工实习理论指导教师岗位职责、检查内

容及工作要求》等文件，管理更加科学，责任明确，工作落实到人。

组织教研室和部分教师到中南大学、湖南工程学院等院校调研实训教学情况，吸取先进经验，结合

我校的特色和本科专业培养方案，按照“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则，大幅度修订了教学大纲，并根据

教学大纲制定了更加合理的实习方案，实训教学体系进一步得到完善。

３．４　“教”“研“结合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协助学生参加工程训练比赛、机械创新比赛等活动，先后加工制造学生设计作品近１００件，各类零

件上千件，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创新能力。

按照教育部机械基础课程指导分会工程材料及机械制造基础课程指导组的要求，努力为学生营造

较宽阔的大工程背景，积极引导学生观摩中心为企业生产的产品项目，对开阔学生视野起到了良好的促

进作用［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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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上述改革，工程训练中心教学质量有了较大提高。学生作品先后荣获湖南省第三届工程训练

比赛一等奖２项、二等奖４项、三等奖３项。荣获湖南省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一等奖３项、二等奖４
项、三等奖２项。

４　结语
重视实习实训教学，加强工程训练中心的各项建设工作，是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培养创新人才不可缺

少的重要部分，也是我校实现内涵式发展的必然途径。在学校各级部门认真重视、通力协作下，工程训

练中心积极改进管理机制，改进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才能够真正实现提升教学质量、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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