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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真正的大学课程

造就卓越的本科专业

成就鲜活的大学学生

2



3

让“考生”变学生

让教师成“导”师

让教材成为参考书



• 陆国栋，1963年出生，1979年考入浙江大学，1983年留校任教，

1999年晋升教授，2000年获理学博士学位，2001年批准为机械工程

博士生导师。

•  2001、05、09、14年分获国家教学成果二、一、二、二等奖

•  2003年获评首批国家级精品课程

•  2006年获国家级教学名师奖

•  2007年获评首批国家级教学团队

•  2007年承担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项目

•  2011年获评国家级精品教材

•  2012年、2014年分别获评国家级十二五规划教材

•  2013年获评国家资源共享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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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简介



• 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高技术计划 、博士点基金等项目

• 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多项

•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学者

• 现任浙江大学本科生院常务副院长、竺可桢学院副院长

•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任

• 2013-2017教育部工程图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 中国高教学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 1983年获得化工机械专业学士学位

• 1990年获得机械学CAD方向工学硕士学位

• 2000年获得应用数学CG方向理学博士学位

• 2016年获评“教育领导与管理”博士专业学位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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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简介



• 中国工科学生占全球38%
• 国内工科学生占在校生32%

• 2016年10月份，高等工程教育峰会，成都

• 发布高等教育学会“工程教育” 专项

• 评审已经结束，一般项目指标没有用足

• 推进高教工程教育教改项目

• 参与中国工程院—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指南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 关注实证研究，强调问题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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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



提纲

一、建设与发展“新工科”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

二、建设和发展“新工科”的五大现实瓶颈

三、建设和发展“新工科”的基本路径

四、“新工科”建设和发展的思考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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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和发展“新工科”的五大现实瓶颈

Company Logo

学科壁垒，窄化了工程人才的知识体系

专业藩篱，限制了工程人才的大工程观

本研隔断，降低了工程人才的培养效率

校企隔阂，阻碍了工程人才的市场匹配

师生淡漠，压抑了工程人才的培养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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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和发展“新工科”的五大现实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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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和发展“新工科”的五大现实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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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和发展“新工科”的五大现实瓶颈



三、建设和发展“新工科”的五条基本路径

Company Logo

不仅仅是

构建一批新专
业

不仅仅是

撰写一批研究
论文

新工科建设不是“牌子”，也不是“帽子”，更不会直接带来

什么资源，而应该是沉甸甸的责任，必须从技术范式、科学范

式、工程范式走向新工科范式，打破范式需要付出巨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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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工科”建设和发展的思考与探索

ü 传统工科升级改造—新型工科

ü 现有理科生长工科—新生工科

ü 从专业设置与人才培养的关系分析

ü 从招生架构与人才培养的关系分析

ü 从专业依托与人才培养的关系分析

ü 设立交叉复合专业应对当前挑战

ü 设立新兴特色专业应对未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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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工科”建设和发展的思考与探索

Ø 专业设置与人才培养的关系分析

依托专业，
单一培养，
单修

拓展专业，
复合培养，
辅修

跨出专业，
整合培养，
双修或本研



• 专业招生，专业培养

• 专业招生，大类培养

• 学院招生，大类培养

• 大类招生，大类培养

• 2017年浙江、上海落地的高考改革是大背景

从招生架构与人才培养的关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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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专业依托与人才培养的关系分析

依托专业，
散在培养，
自由

依托企业，
定向培养，
刚性

依托行业，
链式培养，
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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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工科”建设和发展的思考与探索

Ø 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千生计划——“工程教育共同体”

依托专业，
散在培养，
自由

依托企业，
定向培养，
刚性

依托行业，
链式培养，
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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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工科”建设和发展的思考与探索

Ø 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千生计划——“工程教育共同体”

ü“126” 模式  ----1个月左右，2个月左右，6个月左右

                                      ----1个主角：学生

                                      ----2个主体：学校，企业

                                      ----6个角色：教务、学院、带队教师，

                                                              企业，车间，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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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工科”建设和发展的思考与探索

Ø 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千生计划——“工程教育共同体”

ü 以每位学生四周实习时间计算，每人每天100元左右开支，

每人约3000元，以每个企业接受20人计算，需开支6万元；

ü 高教司同意参与企业项目可以列入“有关企业支持的产学

合作协同育人项目”，以表示对企业的认可，经费不需另

行支付；

ü “新工科”建设行动路线（“天大行动”）第6条：到2020
年，争取每年由企业资助的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达到3万
项，参与师生超过10万人。



• 现有课程组合----融合产生新课程？

• 现有模式延续----改革产生新模式？

• 新理念、新结构、新模式、新质量、

• 新体系/新机制

• 教育部支持：“卓工计划”专业点

• 20条：对接产业行业需求，设置新专业

四、“新工科”建设和发展的思考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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