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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企业的人才需求出发，是功能材料专业学生培养改革的重要基础。为了适应新的产业革命对工程人才培养的需求，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培养方式被各大高校所接受。论文从“需求牵引”的角度探索了功能材料专业学生培养的几点改革意见。

学生培养的重点在于使学生尽早接触企业，了解当前企业生产现状，在校期间在导师指导下能够针对企业的问题进行探索，

真正将知识运用于实践。

Abstract: It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reform of students’ training in functional materials specialty to start from the demand 
of enterprises.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for the training of engineering talents, the training mode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has been accepted by various universities. From the angle of “demand trac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some reform opinions o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majoring in functional materials. The focus of student training is to 

enable students to contact enterprises as soon as possible,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production status of enterprises, and to explore 

the problems of enterpris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tutor during school, and to really apply knowledge to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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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了应对高等工科人才培养所面临的挑战，教育部提出

了“新工科”建设的指导性意见，指明了新时期高等工程人

才培养的方向 [1,2]。

功能材料专业是一门涵盖材料、物理、化学、电子等诸

多研究领域的交叉学科，专业的设立是为了培养符合国民经

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需求，具备材料科学相关的基础知识、

实践能力，能够从事材料研发设计基础理论研究，新材料、

新工艺和新技术的开发，具有综合素质及创新能力的“知

识—能力结合型”人才。

为了适应新的产业革命对工程人才培养的需求，中国及

其他国家先进大学对工程人才培养过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中以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为代表的培养方式逐步被各个高

校所接受。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要求专业课程体系设置、师资

队伍配备、办学条件配置等都围绕学生毕业能力达成这一核

心任务展开，并强调建立专业持续改进机制和文化以保证专

业教育质量和专业教育活力。

“需求牵引、技术推动”是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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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代提出的，即作战需求是拉动武器装备发展的原始

动力，而科学技术则是武器装备物化的推动力。之后，“需

求牵引”泛指技术创新要有明确的工程化和产业化的需求目

标，如具体的产品创新、工艺与设备创新、材料创新或关键

技术创新。而学校的产品是学生，能否培养出适合社会需求

的合格毕业生是大学教育追求的终极目标。

2 培养方式创新

在功能材料专业学生的专业培养全过程引入“需求牵引”

理念，把适应未来社会需求为培养目的，创新学生的培养

模式。

根据未来学生的毕业去向、兴趣爱好等因素，在专业学

习过程中，为每个学生制订一个具体的功能材料研究课题或

方向。经过 2 年左右的时间，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通过查

阅与自身课题相关的国内外文献资料，进行实际动手的实验

及表征、分析总结科学规律，完成研究报告。指导教师对每

一阶段学生的研究及学习进展进行审查和指导，最终通过评

审。从而使学生达到工程领域日益提高的高标准要求。

3 改革目标

学生在本科学习过程中，经过“需求牵引”过程的学习

和实践，要达到以下的目标：

①获取解决新兴功能材料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专业基础

知识和工程实践能力，能够合理准确的使用现代工程工具、

信息工具，理解功能材料性能的本质。

②企业作为生产、经营和管理的综合体，在岗位分工上

日益体现出交叉融合的趋势。产品销售、客户服务等岗位除

需要本岗位相关专业人才外，对于有一定产品知识和理论基

础，对企业生产工艺和设备装备有一定掌握，并对行业中的

技术和产品发展趋势有相当敏感性的技术类人才更加看重

[3]。学生在工程师的基本专业素质方面得到充分训练，能够

进行功能材料及其相关领域的材料设计、工艺技术开发、生

产制造及产品性能研究、新材料产品开发、设备升级、营销

与管理活动的能力。

③培养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

德，主动承担社会服务的责任。

④获取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能够通过多种方式持续

提高专业素养和自身素质。

4 具体改革内容

需求牵引研究项目的原理要符合科学规律，创新性要在

理论上可行，在实际中具有实现的可能性。学生在项目执行

过程中能够在该研究领域获得系统而完整的训练。

①经过充分研讨，功能材料专业本科生大一主要以基础

课为主，大二开始陆续接触专业课及开展专业实验。从大二

开始，贯穿专业培养全过程的“需求牵引”式教学改革探索。

让学生在进入专业知识学习开始，为每一位学生设定一位专

业导师。由导师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设定一个功能材料方面

的科学题目。

研究题目既可以是指导教师按照自己的科研方向提出，

学生选择；也可以是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特点自行选择，导

师进行指导。例如，考研的学生按硕士学习期望的研究方向

设立；就业的学生针对潜在的就业去向设立，可以考虑地域

性等多种因素。比如，集成电路封装、电磁屏蔽、吸波隐身、

磁性材料、电性材料、光学（窗口）材料、生物医学材料、

新能源材料、传感器、纳米功能材料等等。通过该项目的设

立和执行使学生有获得感和成就感，提升学生对专业的兴趣

和热爱程度。需求牵引研究项目可以结合指导教师的科研方

向，也可以是在某一个具体功能材料研究领域的综述，也可

以是结合地方特色的行业发展报告。

每个专业教师负责 2~5 名学生的需求牵引研究项目。指

导教师指导的学生不易过多，否则影响指导的效果。指导教

师要在项目的各个阶段对学生进行充分的科学性及工程实

践指导，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从确

定题目起，直到毕业，始终关注自己的研究项目。在此过程

中充分利用所学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从立项、查阅国内

外相关文献资料调研行业发展动态，综合、分析，并在此基

础上进行创新。

实验型项目要进行实际设备的调试、组装、实验过程。

指导教师定期指导、检查学生的进展情况，分析出现的问题，

使学生能够顺利地完成项目。最后，在毕业前每位学生要整

理、写成综述性或实验性的研究报告。毕业学期，专业针对

学生提交的研究报告，组织专业教师进行评审。通过两年左

右的需求牵引研究项目训练，使每个学生初步成为该功能材

料研究方向的专家。

②邀请企业、事业单位、行业协会等专家或工作人员进

校园对学生进行行业现状、行业发展等方面的讲座，提升学

生的“行业观”。大二开始，定期安排学生赴相关行业调研

考察，扩展学生思维，了解行业面貌和行业发展前沿 [3]。以

往的企业实践时间短、并且学生走马观花参与性不高，很难

激发学生的研究兴趣。因此，实践环节的关键是增强学生的

参与感和亲身体验感。由学校和企业共同提供和研发的当前



123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企业应用的全流程智能工业应用系统的教学版系统。由教师

和企业工作人员共同指导学生操作，模拟生产管理和设备操

作。不仅满足了学生的实际参与感、强化了动手能力，并且

教学内容上与企业对接，让学生认识当前生产的现状和问

题，激发学生的创造欲和创新欲。未来就业能更好的融入企

业和改革企业目前的技术。

③选修课或者必修课中设置涵盖基础的法律、法规、财

务、营销以及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概论或者导论课程，培养学

生职业道德和未来适应职业成长的基础知识。

5 预期目标

功能材料专业学生在大二到毕业的整个专业培养过程

中，经过持续研究过程，需求牵引研究项目要使学生获取解

决新兴功能材料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工程

实践能力，能够合理准确的使用现代工程工具、信息工具。

熟悉某一功能材料领域的发展现状和动态。能够初步进行该

领域功能材料的设计、工艺技术开发、生产制造及产品性能

研究。培养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

德；在工作中能够综合考虑社会、法律、环境等多种因素的

影响。获取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提高专业素养和自身素

质。在工程师的基本专业素质方面得到充分训练。

通过该项目的设立和执行使学生有获得感和成就感，提

升学生对专业的兴趣和热爱程度。获取解决新兴功能材料领

域复杂工程问题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工程实践能力。使学生达

到工程领域日益提高的高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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