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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我国高等工程教育改革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n 世界高等工程教育面临新机遇、新挑战

n 我国高校要加快建设和发展新工科

n 工科优势高校要对工程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发挥主体作用

n 综合性高校要对催生新技术和孕育新产业发挥引领作用

n 地方高校要对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发挥支撑作用

n 新工科建设需要政府部门大力支持

n 新工科建设需要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n 新工科建设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加强国际合作

n 新工科建设需要加强研究和实践

复旦共识

一、新工科背景下地方高校卓越工程教育的核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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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探索建立工科发展新范式

n 问产业需求建专业，构建工科专业新结构

n 问技术发展改内容，更新工程人才知识体系

n 问学生志趣变方法，创新工程教育方式和手段

n 问学校主体推改革，探索新工科自主发展、自我激励机制

n 问内外资源创条件，打造工程教育开放融合新生态

n 问国际前沿立标准，增强工程教育国际竞争力

天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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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用型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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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用型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化学工程与工艺

          自动化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2.“卓越计划”实施成效



二、应用型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u 国家级大学生科技创新团队——“小平科技创新团队”   

u 获省级及以上科技创新项目96项

u 获省级及以上大学生科技竞赛奖励200多项

其中，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等国家级一等奖13项，湖南省大

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制造等省级一等奖30项

2.“卓越计划”实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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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用型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ü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认证获得通过

ü 纺织工程专业认证申请得到受理

2.“卓越计划”实施成效



二、应用型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我 校 “ 卓 越
计 划 ” 工 作
经 验 入 选 教
育 部 高 教 司
2010—2012
年 “ 卓 越 计
划 ” 工 作 进
展 报 告 的 十
大 典 型 案 例
， 面 向 全 国
推广

2.“卓越计划”实施成效



二、应用型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CCTV-1

湖南教育台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国教育报、湖南卫视等
新闻媒体对我校“卓越计划”成功经验进行报道

2.“卓越计划”实施成效



二、应用型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l 做好做实了8个方面的主要工作

n 明确了应用型卓越工程师培养定位

n 建立了校、院、专业三级“卓越计划”组织管理体系

n 科学制定了“卓越工程师”培养方案，优化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n 积极开展面向卓越工程师培养的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

n 建设了一支胜任卓越工程师培养的工程教育教师队伍

n 创建了“分段递进式”的校企联合培养企业学习方式

n 促进了工程教育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n 制订了“卓越计划”保障政策和管理措施

3.“卓越计划”实践探索



二、应用型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成立了强有力的“卓越计划”组织机构

企业

学院组织与实施
企业

领导小组

组长：校长

专家工作组

组长：专家

卓越办主任、

副主任

工作小组

组长：院长

教学指导小组

组长：专家

专业实施小组

组长：专业教研室主任

校企联合培养协作组

组长：教学副校长

u成立校、院、专业

三级校企合作组织

机构，形成层级明

确、职责分明、分

工合作、责权利平

衡的组织管理体系

学校决策与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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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用型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实施了一系列保障措施

l 教师：在专业建设、教学改革、
教学津贴与教学奖励等给予激励

l 学生：奖学金评定、项目立项、
资料借阅等给予倾斜

l 教学院部、职能部门：作为年度
目标考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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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用型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实施了一系列保障措施

l 单列“卓越计划”师资队伍、
实践教学基地、教研教改、
校本教材等专项建设经费

l 增设“卓越计划”企业学习
专项经费，专款专用

3.“卓越计划”实践探索



二、应用型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实施了一系列保障措施

l 科学构建“卓越计划”实施
的学校标准

l 出台“卓越计划”教师与学
生遴选、管理、考核和评价
系列办法

l 校企管理人员、教师、学生
信息员组成信息网络，全面
掌握和监控教学实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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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用型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分段递进式”校企联合培养

轮岗实习
工程项目设计

与工艺训练
毕业设计

学校 企业

学生实践与创新能力培养

分段递进

两个主体

一个核心

学校导师
与企业导
师共同评
定成绩

l 轮岗制
l 项目制
l 双导师制
l 准员工化

3.“卓越计划”实践探索



二、应用型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分段递进式”校企联合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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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用型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稳步实施了“分段递进式”校企联合培养

     
湖南工程学院—湘电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实践教育基地 湖南工程学院—湖南东信集团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湖南工程学院—株洲齿轮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电工装备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

机械设计制造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

“生态染整”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

电气信息类大学生创新训练中心

化学化工大学生创新训练中心

“湖工-湘电‘卓越工程师’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湖工-龙源‘卓越工程师’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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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用型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稳步实施了“分段递进式”校企联合培养

白云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日立电梯电机（广州）有限公司
珠海格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江麓机电集团公司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江滨机器有限公司
 湘潭电机集团
 ……

正泰电器
德力西电气有限公司
上海良信电器有限公司
……

大唐华银南山风电场
湘电鲁荷金风电场
湖南凌天科技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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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用型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稳步实施了“分段递进式”校企联合培养

江西金源纺织有限公司
泉州海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利郞集团有限公司
……

广东德永佳纺织制衣有限公司
东莞超盈纺织有限公司
广东德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农科院麻类研究所
北京景虹科技有限公司
南通纺织控股集团纺织染有限公司
……

湖南华升株洲雪松有限公司
湖南东信集团
湖南省纤维检验局
益阳龙源纺织有限公司
……

雅戈尔集团有限公司
新马制衣有限公司
上海新标准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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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用型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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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实施了“分段递进式”校企联合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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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工科背景下深度实施“卓越计划”的思考

l 对接长株潭、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圈的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

、节能环保、纺织服装等支柱产业，构建电气与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

化工纺织材料、土木建筑与环境艺术等“大专业”建设与发展平台

l 以智能制造和绿色发展为主题，加快传统工科专业的改造升级 

l 条件成熟时，按产业组建新学院，并将新兴工科专业作为“卓越计划”实施专业



三、新工科背景下深度实施“卓越计划”的思考

l 与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合作，搭建创业实习孵化基地、创客空间等“双创”平台

l 与企业联合建立研究所，激励更多的教师加入行业企业技术创新

l 推动“双创”教育全方位贯穿、深层次融入专业教育，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

识和创造能力



三、新工科背景下深度实施“卓越计划”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