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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科毕业生是中国新增人力资源的最重要发动机，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了持续的智力支持和人力资源保障。

因此，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对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论文以

中国计量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为研究范围进行问卷调查，为后续制定出一套科学合理且具有发展战略的可实施计划提供

依据，对提高教学质量有着重要的意义。

Abstract: Undergraduate graduate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engine of China’s new human resources, providing continuous 
intellectual support and human resources guarantee for the health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refore,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leve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ing talent training capabilitie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conduct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ith the materi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jor of China Jiliang University as the research scope, and provides 

a	basis	for	the	subsequent	formulation	of	a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and	implementable	plan	with	development	strategy,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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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普通高校已高达两千多所，普通本科高校达到一千

多所，本科院校成为高校增长最重要的主力军，为经济社会

健康发展提供了持续的智力支持和人力资源保障，是中国新

增人力资源的最重要发动机。因此，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对推进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有效提高本科教育水平，需全面分析现行本科教育的优

势和不足，加强优势和特色建设，针对问题和矛盾，寻找解

决对策，制定整改计划和措施 [2]。合理制定整改措施前，需

对教学过程及结果进行测量，并给予价值判断。通过对数据

统计对材料类专业本科生人才质量整体情况的准确调查，根

据社会需求和发展要求，依据反馈信息，加强师资队伍和支

持条件的建设，并对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体系做到持

续改进。

论文以中国计量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为研究范围，

选取在校生、毕业生和用人单位为调查对象进行调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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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分析为后续制定出一套科学合理且具有发展战略的

可实施计划提供依据，对提高教学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3-4]。

2 研究方法

调查的对象：

①在校材料类专业学生：自我认知和评价。

②材料类毕业生：对课程体系的认可度、能够达到的职

业能力和专业成就的总体评价。

③用人单位：对人才发展潜力、专业技能、综合素质的

需求情况。

面向材料类专业，根据评价的目的和意义，制定出具有

涵盖面广、指向性强、简单明确、统计方便等特点的调查问

卷，该系列问卷有三套，分别面向不同研究对象，以无记名

的方式，采取集中发放，限时收回。

3 问卷结果与分析

3.1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评价

探究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生培养目标达成情况，以

达到深化人才培养改革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目的，通过向

用人单位发放调查问卷的途径，根据其评价反馈了解学生培

养目标达成情况。结果如图 1 所示，图 1 中 1~5（代表完全

不符合 ~ 完全符合，符合程度逐步递增）对应不同颜色便于

比较。绿色和橙色代表用人单位对于某项的满意程度较高，

这里将绿色 + 橙色大于 50% 且蓝色、浅蓝色不超过 10%，

认为基本满足用人单位要求。观察可知，第 7 项（横坐标：

毕业生具有国家情怀、国际视野、创新精神。）满意度仅

40%；第 1 项（横坐标：毕业生具备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

力。）和第 9 项（横坐标：毕业生能够在团体中发挥作用，

具有团队精神。）的不满意度分别是 16.67% 和 20%。

由上述数据可知，毕业生虽然在基础知识的掌握及道德水

平上均能满足用人单位的要求，但在更高层次的综合能力素质

和团队协作及整合能力上仍存在一定的发展空间。通过用人单

位的评价反馈，可以了解到一定的不足，具体是哪些环节需要

重点改进，在具体的培养环节中，学生对自己的认知和教育中

的引导和指向如何，在以下两个部分将进行展开讨论。

3.2 毕业生

由用人单位的反馈可知，毕业生目前存在以下问题：解

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团队精神与作用、视野与创新精神

等。本研究从课程设置与教学水平、环节帮助性与实用性、

毕业生的自我评价三方面进行讨论。

3.2.1 课程设置与教学水平的评价

通过调查毕业生对母校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水平的评价可

得结果如图 2 所示。人文社会科学类和校外实验（实践环节）

的评价最低，约有 14% 的比例给出较低的评价，物理化学

知识、校内实验（实践环节）和创新实践（社会实践）次之，

较低评价约 7%。

3.2.2 环节帮助性与实用性

毕业生根据工作需要对集中实践环节的实用性情况给出

评价如图 3 所示。反观集中实践环节中对工作帮助最大的部

分的占比，金工实习、材料科学基础实验、毕业设计和材料

图 1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各项能力的评价（1~5，完全不符合 ~ 完全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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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实验的占比超过 30%，而材高行远论坛和材料结构分

析实验普遍被认为帮助性较低。

图 4 展示了毕业生认为专业课程在工作岗位上实用性的

强弱，普遍认为材料科学基础、材料分析测试方法、普通化

学、科技论文写作与文献检索、材料力学性能在工作岗位上

的实用性较强，化学计量学、先进电池材料、金属材料学在

岗位上的作用微小，机械设计基础、先进陶瓷与工艺、磁性

材料三门课程被未被重视。

基于上述结果，可知学生对于必修课的认可度相对较高，

部分选修课因其知识面的局限性，重要性程度具有较大波

动。因此课程设置在加强必修课教学的同学，选修课的设置

可以进行适当的调整与合并。

3.2.3 毕业生的自我评价

毕业生参加工作后经过历练，对自我的认知与评价如图

5 所示。10 项能力选项中，其中认为最不能胜任的是销售部

门主管岗位，其次是新兴产业的关键工作岗位、材料行业工

作经验、研发部门的主管，这些与上述讨论部分（3.1、3.2.1

和 3.2.2）具有关联性，与用人单位给出结论：解决复杂工

程问题的能力、团队精神与作用、视野与创新精神等方面仍

存在提升空间相对应。毕业生对自己的评价与用人单位的评

价是一致的。

图 2 毕业生对母校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水平的评价

图 3 毕业生反馈集中实践环节中对工作帮助最大的部分（限选 4 项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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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在校生认知和评价

为了解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在校期间的学习情况以及学校

教育教学、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评价，为澄清上述讨论问题中的

困惑，针对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学生的自我认知进行调查，

结果如图 6 所示。在校生普遍认为实践经验、科研能力和创新

能力严重欠缺，这与毕业生、用人单位最终评价结果一致。

如图 7 所示，在校生普遍认为基础知识扎实、实践能力

和科研能力对未来职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组织

管理能力、创新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占比较低，尚未引起学

生们的重点关注。

图 4 毕业生认为专业课程在工作岗位上实用性更强的科目（限选 10 项以内）

图 5 测评点（1~5，完全不符合 ~ 完全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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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①由用人单位的反馈意见可知，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

学生在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团队精神与作用、视野与

创新精神等方面仍存在提升空间。

②毕业生参与工作后普遍认为，实验实践类课程以加强

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需要加强，在理论课程中渗透思政

教育等以拓展国际视野并激发创新精神，在集体活动中有意

识地培养团队精神。

③在校生普遍认为实践经验、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严重

欠缺，这与毕业生、用人单位最终评价结果一致。

依据“优势做加法，劣势做减法”的原则，建议继续保

持现有专业基础的教育，根据社会发展和需求，针对实践经

验、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等方面改进，加强师资队伍和支持

条件的建设，并对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体系做到持续

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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