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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是社会进步、科技革新及国家人才需求的迫切需要。工程教育理念强调以学生为中心，

而以学生为中心即是以符合市场需求的人才培养为中心。要实现高质量人才的培养，首先得为人才培养

提供强有力的师资支撑。目前，对于实践能力强的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存在一个共性问题，即是实践教学

师资队伍建设欠佳。基于此，文章以作者所属专业开展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实践教学师资建设为例，论

述了实践教学师资队伍建设实施路径和实施成效。所获得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本校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应用

型人才的高质量培养，同时对同类高校或专业的人才培养有一定的辐射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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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applied talents is an urgent need of social progres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national talent demand. The concept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emphasizes a student-
centered approach, which means focusing on cultivating talents that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market.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cultivation of high-quality talents, we must first provide strong teacher sup-
port for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At present, there is a common problem regarding the training of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with strong practical ability, that is, the construction of practical teach-
ing teachers is not good.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takes the practical teaching teacher training of 
applied talents training carried out by the author’s specialty as an example to discuss the imple-
mentation path and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practical teaching teacher team. 
The research results obtained are conducive to the high-quality training of applied talents in the 
metal materials engineering major of the university, and have a certain radiation demonstration 
role in the training of talents in similar universities or maj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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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社会不断进步、科技不断革新以及目前国家工程教育改革的新局势下，高校人才培养必须密切关注

当地经济的发展需求，产业行业的发展需求以及国家对人才的迫切需要，并积极与这些需求相结合，培养

一批批高质量的应用型工科人才[1] [2]。因此，高校及时推进新工科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改革十分必要。

在构建新工科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中，建设一批具有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实践教学师资队伍尤为关键[3]。 
河北工程大学金属材料工程专业的培养目标是立足地方，面向全国，培养能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需

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扎实的金属材料专业知识和相关技能，能够在钢铁及有色金属材料生产

与加工、机械装备制造、路桥建设工程等相关行业从事科学研究、工艺设计、质量控制与改进、生产及

经营管理等工作的复合型应用人才。从培养目标可以看出，本专业尤其注重学生技能的培养，提出了强

基础、重实践的复合型应用人才培养目标。 
然而，通过深度分析本专业的师资队伍结构，以及课程体系架构，尚存在以下不足之处：(1) 教师团

队具有深厚的理论教学能力，但在工程实践能力方面尚有不足；(2) 在课程体系中，一些实践性较强的课

程目前仍主要以理论教学为主，缺乏实践教学模块；或者是，课程匹配了课内实践环节，但是用以支撑

实践环节的内容相对陈旧，与目前新形势下行业企业生产实际不匹配；(3) 尚未建成动态调整、持续改进

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用于支撑本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为此，立足于新工科背景，重点进行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实践教学师资建设，以推

进教师对实际生产需求的了解和实践教学能力的提升，建设适用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师资队伍；加快传

统理论教学向实践教学的转型速度，构建适用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实践教学课程内容体系和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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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新模式，通过与企业开展合作，在做好实践教学改革的同时，搭建了解企业

的平台，拓宽学生就业渠道，不仅能够增进了解产业最新技术进步和人才需求，为企业培养合格的应用

型人才，还能循序渐进地建设一支实践教学能力突出的师资队伍。最终，实现动态调整、持续改进的应

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能够有效保障本专业复合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2. 建设策略 

2.1. 重基础、强实践，构建双师教学队伍 

本专业在现有的教师队伍基础上，积极聘请企业专家参与实践教学，以弥补高校教师理论基础强而

实践能力弱的短板。具体实施为：通过聘请企业高工参与课程教学环节、课程实践环节以及毕业论文(设
计)环节，保证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促进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在该过程中通过专业教师与企业专家的交

流和培训活动，大幅度提升教师团队的教学能力，特别是实践教学能力。鼓励教师以科技特派员的身份

或企业挂职锻炼的模式，深入企业一线，了解企业技术需求和人才需要，以强化高校教师实践能力的培

养，不断提升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通过以上手段实现重基础、强实践双师教学队伍的构建，为应用型

人才培养提供师资保障。 

2.2. 多元协同、产学研融通，升级实践课程内容 

鼓励教师队伍与企业建立深入的合作关系，推进平台共建、项目共研、人才共培。在高校教师队伍

助力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升级的同时，争取得到企业在实践教学课程方面的改革支持，助力教师实践教

学的改革，实现实践课程内容的升级。如教师联合企业制作和课程内容相关的生产工艺视频，用以匹配

相关的课程实践环节，提升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企业提供生产产品供教师教学使用，让学生在学习理

论知识之外，了解关键的工程问题，提升学生的工程意识和实践创新能力。 

2.3. 构建动态调整、持续改进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 

根据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的提升情况、实践课程改革情况以及学生实践学习后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对实

践教学效果进行系统评价。深度反思教师对企业生产的了解和认识是否与实践教学相统一，在课程实验

设计与创新中是否与实际生产相结合。强调教师对自己教学行为的分析和反思，培养教师的反思意识、

反思能力和反思习惯，提升在新工科背景下的课堂教学诊断、反思能力。在反思的基础上进行分组探讨、

围绕生产实践专题进行教学试验研究等。根据深度反思结果，不断完善/整改实践教学方案，最终达到教

师实践教学能力的再提升、实践课程改革的再完善以及学生实践能力达成度的进一步提高。动态调整、

持续改进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构架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Framework of applied talent cultivation system with dynamic adjustment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图 1. 动态调整、持续改进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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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施成效 

3.1. 师资队伍建设成效 

立足于新工科背景，通过双师队伍的构建策略，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建设了一支具有培养应用型人才

强劲实践教学能力的师资队伍。目前，本专业专任教师中，80%的教师具有工程实践经验，1/3 的教师被

相关企业聘为技术顾问，不定期入驻企业，促进企业的新技术开发和产品升级。教师所获得的工程实践

经验以及参与技术开发和产品升级储备的实践资源能够有效地保障了金属材料工程专业的实践教学效

果，促进本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满足产业需要。 

3.2. 实践课程内容升级成效 

在教师与企业建立深度合作的前提下，尽可能为学生提供真实的企业环境和实践实操机会，使学生

所学知识能够更好地与工程实践工作需求对接，增强了学生的职场竞争力。丰富课程实践的类型，引入

了不同企业的各类业务场景和项目类型，拓展了学生的视野和实践经验。能够很好地紧跟行业企业的发

展动态，凭借合作企业在行业内的前沿视角和实践经验，及时对课程实践内容进行更新，确保了学生所

学与行业的最新发展趋势相符。 
本专业基于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梳理了实践课程的教学大纲和实践要求，与企业共同定制专门用

于课程实践的项目。比如，对本专业课程体系中的《金属热处理课程设计》来说，任课老师就与轴承制

造公司、热处理相关企业共同协商，建立了对标的项目[4]，同学们在企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完成项目，

很好地达成了课程目标，具备了相关的实践能力；再如对于焊接实践课程，任课老师从企业获取了机器

人焊接车间的工作实况视频，让学生观摩，这让学生深刻体会到了智能制造的强大、拓展了视野；再如

对实践性、综合性较高的《计算机在材料科学中的应用》实践课程[5]，任课教师深入企业收集了大量的

工程实践相关数据，让学生利用所学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这很好地训练了学生利用现代工具对金

属材料工程领域工程问题的分析和处理能力。 
总体来说，通过对本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实践教学师资建设策略，产生了良性的链式反应，升级

了本专业课程体系中所涉及的实践内容，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夯实了基础。 

3.3. 建立动态调整、持续改进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 

通过教师与金属材料工程专业相关企业行业建立合作关系，在实现培养自己工程实践经验之余，更

深入地调研所属企业行业对应用型人才在知识、技能、素养等方面的具体要求。通过与企业、行业等密

切合作，定期收集反馈信息，明确当下及未来一段时间内市场所需应用型人才的核心能力与素质模型，

以此为基础设定精准的培养目标、培养方案、毕业要求和课程体系，为整个培养体系指明了方向。 
基于不定期收集的信息，对课程内容进行更新并实时调整课程结构，以能够实现课程内容与行业发

展动态一致。在课程内容更新及结构调整基础上，创新教学方法，以最大限度地提升学生应用能力的培

养。不断地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在实习基地拓展、深化产学研合作和多元化实践项目开发方面都取得了

不同程度的进展。 
建立了较完善的评估与反馈机制。建立了一套多元化的评估指标体系来全面评估应用型人才培养体

系的成效。即是除了传统的考试成绩外，还对学生的实践能力表现、团队协作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

职业素养等方面进行评估。 
根据评估和反馈的结果，对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进行动态调整。如果发现针对金属材料工程专业的

市场需求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近年来，国家整体发展聚焦智能化、数字化和学科交叉等方面，那么金

属材料工程专业就应该顺应时势做相应的升级，本专业人才的知识结构也要有新的改变，那么就应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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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地调整课程体系，增加或删减相关课程，如本专业已经对已有课程体系进行了梳理，准备引入“金属

材料增材制造”、智能热处理以及数字化成型技术等新课程；从反馈结果如果发现某种教学方法在实际

应用中效果不佳，就可以尝试更换其他教学方法；如果发现实习基地存在管理不善等问题，就可以加强

与实习基地的沟通协调，改善实习环境。通过持续的评估、反馈和动态调整，确保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

能够始终适应市场需求和学生的实际成长需求。 

4. 成效验证 

为了进一步验证“双师型”队伍建设、产学研合作升级实践课程内容以及构建动态调整的应用型人

才培养体系等策略，对提升教师实践教学能力，促进应用型人才培养、特别是是否实现对学生的应用实

践能力的提升。我们对教师、学生以及企业开展了问卷调查和访谈。 
针对教师群体来说，主要是通过访谈的模式开展，访谈主题即是“通过实践教学师资建设对你的实

践教学能力提升效果如何？”。通过访谈发现，参与了本次实践教学师资建设的教师所给出的答案均是

肯定的，都表明，本专业实施的实践教学师资建设策略能够很大程度地提升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以及提

升实践教学内容等，这对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 
针对学生群体，我们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模式展开调研。问卷调查主要设定三个选项，一

是“实践能力提升明显”，二是“实践能力提升较好”，三是“实践能力未得到提升”。通过对本专业毕

业班共 72 人下发问卷，收集了 72 份问卷，分析发现，选择“实践能力提升明显”的有 56 人，占比 78%，

选择“实践能力提升较好”的有 16 人，占比 22%，选择“实践能力未得到提升”的有 0 人。问卷调查结

果表明：通过相应的策略，学生的应用实践能力得到了有效的提升。我们对学生所开展的访谈主要是让

学生代表就“教师队伍建设”、“实践课程内容升级情况”以及所建立的“持续改进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

系”提出看法，以及阐述自己在此实践教学模式下自身应用实践能力的提升情况。通过访谈交流发现，

我们所实施的培养模式得到了学生的高度认可，学生均表示这种模式能够很好地达成自身实践能力的培

养以及能很好地实现自身所学与行业的最新发展趋势相符。 
针对企业，我们主要是通过抽样访谈的模式开展，主要是针对本专业教师与企业建立合作关键期间

对企业产品升级和科技攻关的作用如何，以及企业在配合本专业教师打造特色实践课程项目的感受。通

过访谈发现，企业对教师与企业建立深入合作关系如不定期入驻企业等模式给予高度正面评价，认可通

过这些模式让企业在产品升级和技术攻关方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突破，此外就和专业教师共同打造实践

课程项目来说，企业表示非常自豪，一致认为，能够参与到符合新时代人才培养范式和国家人才需要标

准的人才培养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通过以上不同人群的问卷调查和访谈结果，充分验证了建设策略的有效性。 

5. 结语 

本文基于目前社会的进步、科技的革新以及国家对人才的需求，耦合分析作者所在学校专业存在的

问题，指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实践教学师资建设的重要性，并呈现了实现高质量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实践

教学师资建设的实施路径，以及通过相关实施路径所获得的成效。所获得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本校金属材

料工程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同时对同类高校或专业人才的培养有一定的辐射示范作用。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新工科背景下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实践教学师资培

训(240901212111021)；河北省研究生专业学位教学案例(库)建设项目：《数据分析与处理》教学案例库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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