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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背景下地方高校自动化专业人才

培养机制探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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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面向新兴经济发展需要和新兴工科专业建设的背景下，培养新型自动化理论与技术人才非常紧迫。在分
析我国当前自动化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现状的基础上，立足新工科背景下自动化学科对人才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以及整

体素质的要求，通过构建“自动化＋”多学科交叉培养模式、面向行业需求的培养模式、科研服务教学模式、立体实践教
学模式、“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等环节的综合改革，培养掌握核心技术、有多学科交叉、能胜任行业发展需求的复合型

创新型自动化科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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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
正在全球兴起和被广泛应用，给当今社会科技带

来革命性变化。特别是，随着“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
“互联网＋”“工业４．０”等新产业发展战略的悄
然兴起，传统产业结构需要借助新兴技术进行调

整与升级改造，中国经济将由传统的资源主导型

向技术创新转变，同时将由传统低端粗放型产业

向现代高端创新转变。创新人才是高新技术发展

的有力支撑，教育是创新人才培养的主要源泉。

工程教育与产业发展关联紧密，工程教育为新产

业的发展提供人才与智力支撑。要想能够保持应

对未来新技术和新产业发展的国际核心竞争力，

必须主动调整工程技术人才培养机制，加快发展

和建设新型工科专业，及时升级改造传统工程专

业，不断提高工程类人才培养质量［１］。

当今迅猛发展的新技术与新产业给学校人才

培养带来巨大挑战，如果传统工科专业不进行升

级改造，不进行交叉研究，仍按照传统思路办学，

学校人才培养容易与市场脱节，将导致学科专业

陷入发展困局。因此，在此背景下建设“新工科”

不仅是当前中国产业升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

要求，同时也是新时代工程教育发展的现实需求。

建设与发展新工科已成为提高国家未来竞争力，

以满足国家产业发展与重大经济战略和赢得全球

竞争的迫切需求。在此背景下，２０１７年２月，教
育部出台了《关于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践的通

知》，形成了新时代工科人才培养的共识，之后各

个高校陆续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践［２］。

自动化科学与技术在工业化生产和社会管理

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几乎渗透到各个行业，与此同

时自动化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

的标志，培养自动化专业的创新型人才，对社会经

济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３］。作为高等教育

的主战场，地方高校承担着区域经济社会自动化

人才培养的主要责任，与区域经济发展关联紧密，

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智力与人才保障。随着新技

术的快速发展，加上培养方案的滞后性，高校自动

化专业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存在不同步现象，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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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适应新型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需求。如何促进

自动化专业教育满足新型工业化发展的需求，是

新时代人才培养质量亟需探讨的问题。本文通过

分析新工科建设背景下社会对自动化人才培养的

需求，探索新工科背景下地方院校自动化专业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力求培养出适应新产业新技术

需求的高素质自动化科学技术人才。

１　新工科背景下自动化专业的发展使命
自动化专业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高新技术专

业，应用覆盖面广，技术层次跨度大，几乎渗透到

各行各业中，其核心是系统工程与自动控制技术。

自动化专业教育目标是培养具备良好的人文素

养，具有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综合素质，具有

扎实的基础知识、宽广的专业知识和较强的实践

能力，具备生产过程自动化技术控制系统的知识

与初步设计能力以及能够从事工业控制系统中的

关键技术研究开发、分析与设计，系统集成应用与

维护等方面工作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现有地方

高校自动化培养方式与传统工业生产、制造与管

理需求相适应，为促进传统工业社会经济的发展

做出了人才培养贡献。然而，传统的自动化专业

主要是将系统论和控制论应用于工业机器系统，

所关注的是局部的机器自动控制与操作执行。随

着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型技术快速发

展，新型智能化制造系统从设计、生产到管理，将

全方位实现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与智能化［４］。

因此，地方高校自动化专业要与信息化、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技术相结合，人才培养要实现从学

科专业内封闭式转向以地方产业外在性需求为导

向，从专业分割转向多学科交叉融合，从被动适应

服务市场转向主动引领地方产业发展方向，以培

养出适应未来“知识与智能自动化”的具有地方

特色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２　新工科背景下地方高校自动化专业人
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新一轮的产业与科技革命呼唤新型高水平创

新人才，这给高校自动化专业带来了机遇与挑战，

促使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及时调整与升级改造，主

动服务新型经济社会。作为地方高校应该以地方

经济特色和产业需求为出发点，以地方应用实践

为基础，以解决地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

问题为导向，紧密结合自身科研资源和学科及专

业人才优势，创办具有地方特色、支撑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需求的自动化专业人才培养机制，为服务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创新型自动化科学

技术专门人才。

２．１　面向“自动化＋”多学科交叉培养模式
学科专业建设是提高高等院校人才培养质量

的核心。在学科结构上，要拓宽自动化学科的覆

盖面，构建“自动化 ＋”多学科交叉培养模式，扩
展自动化专业的覆盖广度和深度，促使自动化专

业渗透到其他专业技术中，与其他专业深度融合。

比如，通过破除自动化学科与智能科学与技术、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机器人工程、电气工程、机械工

程、农业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生物与医疗

健康等学科之间的壁垒，建立“自动化 ＋”多学科
交叉融合的专业人才培养结构。在课程内容上，

应体现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的特点，以能力素

质、创新意识以及终生学习培养为导向。通过完

善多学科交叉融合机制下的课程体系建设与共

享，鼓励学生跨院系、跨学科选修相关课程。在课

程设置上，打通学科大类培养模式，比如可以构建

电子信息计算机与自动化技术大类课程体系，突

出“少而精”的专业主干核心课程，增大选修课程

比例，确保学生具备较为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宽广

的知识面。

２．２　突出行业需求的自动化专业教学
学科专业只有适合市场需求才具有持续生命

力。自动化专业在加强本专业的学科体系建设的

同时，需加大与行业对接，优化课程设置，将传统

自动化理论与新型技术有机融合来培养多学科交

叉创新人才，提升行业服务意识。教学内容要深

入了解国家，尤其是当地省市新经济、新产业发展

态势，当前国家的重大需求产业，比如新一代信息

技术产业、高端装备产业、新能源汽车制造业、新

能源与节能环保产业等对自动化人才的需求。同

时在自动化专业课堂教学中引入行业需求有助于

学生掌握最新行业需求的最新技术发展趋势，为

毕业生将来更好地适应行业需求打下坚实基础。

比如，针对当前智能制造领域前沿技术，可以考虑

在教学内容中增加智能控制、机器学习、图像处理

技术、机器视觉感知与控制、工业机器人控制技术

等部分。又如，工业数据智能信息处理技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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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考虑在教学内容中增加大数据处理与存储方

面的教学内容。

２．３　科研服务教学模式
当今世界自动化技术发展迅速，工程实践中

很多科学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索与实践，许多新

理论、新方法有待进一步挖掘。高校在加强自动

化技术研究的同时，将最新研究成果展现在大学

课堂上，形成“研教合一”，这样更有利于培养自

动化科学与技术创新性人才。教研与科研工作是

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改变当前高校存在

的科研成果与教学实践两者不协调的现象，促使

教研与科研工作齐头并进、相辅相成和协同发展。

高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一大批掌握科学方法、拥

有科学思维能力、具有创新和批判等科学精神的

人才。因此，高校科学研究的作用是促进学术繁

荣，培育科学精神，推动科技进步，最终落足点是

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科学研究必须转化为教

学资源，才能提高工程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可以

通过如下途径将科研资源转化为教学资源：１）通
过学术讲座将自动化领域最新前沿技术展示给学

生，让他们及时了解当前自动化技术发展态势；

２）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案例进行课堂直接教
学，让学生了解教师的科研工作；３）通过吸收本
科生参与教师的研究项目与课题团队，培养与增

强学生的实践能力。

２．４　构建立体实践教学模式
实践教学是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掌握科

学方法的有效途径，是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高素

质工程技术人员的重要环节。现有的自动化专业

重理论教学而轻实践教学，这样不利于创新型人

才培养。需要走出传统的仅增加实验课程的实践

环节误区，通过实验室、校外实习基地，结合现代

信息技术，构建一个多维立体化的实践教学模式。

比如：一方面以专业基础实验（课程实验训练、基

础实验、课程类设计实验、专业综合性实验）为铺

垫，通过工程实践训练（生产型工程项目）、创新

能力训练和综合训练（大学生科研项目）来强化

实践创新能力，依托实习基地与校企联合基地进

行综合实训（校外实习）来拓宽创新能力，打造一

个立体的实践教学体系；另一方面，加强校企联合

实验室基地建设，双方共同联合建立实验室、实训

基地、实习基地等方式以打造多层次、立体化的创

新创业教育平台。同时，加强数字资源虚拟实践

教学实验室建设，利用当前先进的计算机技术与

系统仿真技术，推进信息技术和教育教学深度融

合，建设和推广应用在线开放课程，充分利用云教

育平台中虚拟仿真等技术进行创新实践教学，增

强学生对复杂工程问题的深刻认识。

２．５　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
自动化工程教育必须与行业结合，才能为经

济社会发展持续提供高质量的人才智力保障。但

现有自动化专业培养方案主要还是学校学科基础

为主的封闭式培养模式。专业学生缺乏实际工业

自动化理论与工程实践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无法

满足自动化相关行业、企业的岗位要求。教师本

身的理论和实践能力决定着人才培养质量的深度

与宽度，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建设是人才培养的根

本保证。因此，为了保证自动化专业工程教育人

才培养能够服务于地方行业与经济社会建设，必

须建设一支专兼结合且具有行业背景的“双能力

型”“双融合型”的理论水平高、实践经验丰富的

师资队伍。可以通过校企合作共同搭建地方院校

学科建设和专业发展的自动化行业应用型师资平

台，构建“内培外引”互动机制；１）通过与企业共
建合作研究平台，有计划地组织理论教师到企业

生产一线进行科技开发，共同参与企业研究项目，

增加高校教师行业经历；２）通过平台聘请企业、
行业等资深专家担任相关专业兼职教师，特别在

培养方案的制定与教学内容设置上可以邀请行业

资深专家不定期地到学校开展行业技术前沿讲

座，探讨培养方案制定、课程设置、教学资源建设

等。校企合作有利于推动传统自动化专业与技术

产业的深度融合，所培养的自动化科学与技术人

才能够主动适应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

实际需求。

３　结语
随着新技术、新经济的快速兴起，发展工程教

育改革与创新是工科人才培养适应新时代的需

要。自动化专业在这场技术变革中机遇与挑战并

存，这要求高等院校开展深入的教育教学研究，聚

焦国家发展战略，支撑产业转型升级，及时调整人

才培养战略方向。通过构建新型工科和自动化学

科相结合的学科专业“新结构”，探索实施工程教

育人才培养的“新模式”，通过人才培养机制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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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着力培养创新型自动化专业人才，为“新工

科”建设与研究提供示范作用，为高质量创新型

人才培养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１］吴爱华，侯永峰，杨秋波，等．加快发展和建设新工科
主动适应和引领新经济［Ｊ］．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２０１７（１）：１－９．

［２］“新工科”建设复旦共识［Ｊ］．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２０１７（１）：１０－１１．

［３］刘朝华，李小花，吴亮红，等．大数据背景下地方高校
自动化专业人才培养探究［Ｊ］．当代教育理论与实
践，２０１６（６）：７０－７２．

［４］张拓，李丹丹．《中国制造２０２５》背景下高校自动化专
业改革与发展研究［Ｊ］．教育探索，２０１６（６）：７０－７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ｆｏｒ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ｉｎ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ｉｎＬｏ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ＬＩＵＺｈａｏｈｕａ，ＬＩＸｉａｏｈｕａ，ＺＨＡＮＧＨｏｎｇｑｉａｎｇ，ＣＨＥＮＣｈａｏｙａ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４１１２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ｏｆｔｈｅｎｅｅｄｓｏｆ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ａｊｏｒｓ，ｉｔｉｓｕｒｇｅｎｔｔｏ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ｎｅｗ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ｉｎ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ｓｔａｒｔｓｗｉｔｈ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ｆｏｒ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ｉｎ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ｓｐｅ
ｃｉａｌｔｙ．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ｏｖｅｒａｌ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ｉｎ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ｏｆ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ｌｓｏｐｒｏｐｏｓｅｓ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ｉｎａｕｔｏ
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ｗｈｏｍａｓｔｅｒｃｏｒｅ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ｃｏｕｌｄｂ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ｎ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ｍｕｌｔｉ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ｔｈ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ｄｅｍａｎｄｓ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ｏｄｅ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ｓｅｒｖｉｃｅ，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ｏｄｅ，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ｓｔａｆｆｏｆ“ｄｕ
ａｌｔｅａｃｈｅｒ”ｔｙｐｅ．Ｉｔｓｆｉｎｄｉｎｇｉｓ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ｔｏｍｅｅｔ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ｎｅｅｄ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责任校对　刘兰霞）

２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