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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变革与新经济发展对

工程技术人才培养提出的挑战



• 随着人工智能进入了2.0时代，智能制造成为“中
国制造2025”的主攻方向。

• 根据2016年上半年的调查显示，我国新经济发展
的趋势之一，就是制造业的智能化。装备的智能
化升级、智能工厂的兴起已经成为制造业升级的
重要趋势。

1.世界范围的科技革命与产业升级催生出大量的新兴
产业



• 与此同时，国外也在积极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美国正在积极推动“再工业化”，在高端制造业
领域形成了一批新的增长点；德国实施工业4.0战
略，推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重塑国家经济竞争
优势。



• 反观我国当前制造业人才供求状况，依然存在着
人才的结构性失调：传统制造业人才的智能结构
亟待完善，而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才严重不足。

• 究其原因，就在于“制造业人才培养与企业实际
需求脱节”。

2. 新兴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新型工程技术人才的支撑



• 地方高校的新工科建设，就是要通过工程教育
新理念的指引和人才培养新模式的支撑，培养
一批主动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经济发展要
求的卓越工程技术人才。



二、新工科背景下工程技术人才

智能结构新特征



• 许多智能生产企业对于CAD、CAM的应用能力要求

越来越高，同时对CAE的需求日益凸显。据统计数

据显示，我国制造企业中，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

普及率已达54%，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30%。

1.具备各种生产管理工具/软件/系统的应用能         
力



• 如：智能生产企业机械制造岗位普遍要求具有CAM编

程能力以及数据信息化管理能力。有的企业还要求机

械制造岗位需具备CAPP、PDM、加工动态仿真等技能。

• 再如：智能装备企业员工都需要具备机械制图及计算

机辅助制造、电工电子技术等机械、电气等基础知识。

2. 具有跨学科解决工程技术问题能力
   



• 随着国家有计划地对传统企业进行数控化、信息化

和智能化改造，高端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增材

制造、3D 打印等智能制造装备将会普及应用，许

多企业需要大量调试、维护、维修和改造方面的专

业人才。

3.设备操作调试、维护维修和功能改造能力进一
步提高



三、变革工程技术人才培养之路

   ——上海电机学院的探索



• 专业建设需要每个专业先确定自己的目标岗位。为了让学
生在有限的时间里学到最核心的知识和能力，专业在确定
培养目标时要全方位调查各方意见（包括毕业生、在校生、
教师和企业专家），在此基础上确定若干个目标岗位。

• 这里的目标岗位是毕业生初任岗位。根据目标岗位确定各
专业的发展方向。

（一）立足智能制造企业需求，确定专业目标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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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目标岗位选择原理图



• 通过访谈和问卷对目标岗位的相关企业专家进行调查，利

用他们对工作任务的描述，了解不同工作任务及其相应工

作行为所需具备的知识、技能和态度，在此基础上确定专

业岗位能力。

（二）聚焦目标岗位，分析专业岗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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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专业岗位能力分析的改进思路



• 由于不同的工作任务可能应用相同的专业岗位能力，所以
需要对专业岗位能力进一步整合。

• 通过知识、技能确定专业科目的关键内涵，形成专业科目。

1.立足专业岗位能力，明确对应科目

（三）以专业岗位能力为主线，反向设计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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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专业岗位能力内涵确定思路图



目
标
岗
位 

岗位
能力A

岗位
能力B

岗位
能力C
岗位
能力D

科
目
I 岗位

能力B科
目
II

岗位
能力A

岗位
能力C

岗位
能力D

学生

图4：基于专业岗位能力的课程建设原理



• 利用企业专家问卷调查结果来确定岗位能力的使用频率和重要程度，
并以此为依据来扩增、删减专业科目，调整必修与选修科目。

2.以专业岗位能力重要度作为增减课程的主要依据

（三）以专业岗位能力为主线，反向设计课程体系



• 在构建课程体系过程中，还需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并以学

生的学习能力为依据来决定各科目数量及其学分。

• 如果学生毕业需要120个学分，按照五个学期来计算。假设每周

上课24课时（一学期8科目），课余时间为42课时（晚上按照5

个课时来算）。学生课余时间的学习能量：

   一学期的课余时间为：42hrs×20周=840hrs

   在学期间的课余学习时间为：42hrs×20周×5学期=4200hrs

   平均每科目的课余学习时间为：4200hrs÷40科目=105hrs

3.将学生学习能力作为决定科目数量和学分的主要依据

（三）以专业岗位能力为主线，反向设计课程体系



• 专业教学空间（实验/实作）遵循教学研究一体化、
内涵发展群组化的原则。

• 如实验课，相同性质的课程可以设置一个专门的教室，
两三位教师共用一个专门的空间，既是办公室也是研
究室，方便教师研究活动，教师常驻，学生常去，这
样便于发展出一个专业团队。

1.教学空间

（四）以能力达成为目标，优化教学条件



• 教学设备的使用和购置遵循教学优先、研究其次、依序
表列、逐年购置原则，并且对大型设备和小型设备进行
区分管理。

• 大型设备要在通过专项申请，置于固定位置，专人管理，
还要关注其使用效率。

• 小型设备可以在常年预算补充中慢慢购置，分散管理。

2.教学设备

（四）以能力达成为目标，优化教学条件



• 专业所需的教师需求数量按照【总课时×班级数/教

师授课任务时数】来计算，并以此为依据来招聘新教

师。新教师在聘请之时就要协商好该教师需要授课的

科目。

• 专职教师与兼职教师的比例基本为3:1，那么范围在

2:1—4:1之间是可以调整的。

（五）按需设岗，缓解师资结构性短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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