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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南昌工程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是工程教育认证专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须符合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要求，

人才培养须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和产业进步需要。论文介绍了南昌工程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的

总体要求和具体内容，阐述了课程教学设计整体架构和教学方式方法改革思路，研究了教学过程质量监控及毕业要求达成度

情况评价体系等，为新形势下应用型本科高校机械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供了有益参考。

Abstract: The mechanical design, manufacturing and automation in Nanch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s an engineering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major.	The	professional	talent	training	program	mus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And	

the talent training must meet the needs of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progres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general 

requirements	and	specific	contents	of	the	talent	training	program	revision	for	the	mechanical	design,	manufacturing	and	automation	

in Nanch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t expounds the overall structure of the curriculum teaching design and the reform ideas of 

teaching methods. And it studies the quality monitoring of teaching process and evaluation system of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reaching degree. It pro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training mode reform of mechanical talents in applied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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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是提高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

和工具，也是专业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有效方法 [1]。国际上

关于工程教育专业互认的组织有多个，如《华盛顿协议》《都

柏林协议》《悉尼协议》《国际职业工程师协定》等，其中

最具影响力、最有代表性的是《华盛顿协议》。2013 年 6 月，

中国成为《华盛顿协议》临时签约国，表明中国工程教育在

争取与国际工程教育接轨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之后，

国内大范围、全方面开展了向工程教育认证标准靠拢的工程

类专业的改革与建设 [2]。2016年6月，中国加入《华盛顿协议》

成为正式会员国，标志着中国高等工程教育得到国际认可。

中国纳入国际工程教育认证体系，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标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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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接轨，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工程教育的国际影响 [3-4]。如

何将《华盛顿协议》高等工程教育认证的标准及精神引入到

专业建设中，促进职业工程师的培养，是当前高等教育专业

建设的重要措施和形式，是教育部重点支持的专业建设工作

之一。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简称“机制”）专业是中国

工科类院校开设范围最广的专业之一，是直接面向生产制造

的专业。高校如何结合自身发展特点，培养出符合国际标准、

满足社会需求、具有人才市场竞争优势的创新型制造人才，

是当前“机制”专业建设肩负的重任。为适应工程教育专业

认证对应用型本科高校“机制”专业人才培养的新要求，论

文以南昌工程学院为例，结合学校人才培养定位和“机制”

专业人才需求情况，研究了工程教育认证背景下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问题，构建体现应用型本科高校特色的“机制”专业

人才培养模式，服务地方制造业经济发展。

2 培养方案修订与完善基本原则
人才培养方案是学校培养人才的纲领性文件，是实现人

才培养和毕业要求的总体计划和实施方案，是学校教育思想

和办学理念的集中体现。培养方案的修订和完善要以社会

需求为导向，深入分析其发展形势和趋势，结合国家标准、

专业认证和专业综合评价要求，凝练专业特色，明确专业定

位。一是需要优化课程体系，完善人才培养模式，以通识教

育为基础、能力培养为本位，以通识必修课程和专业核心课

程为主干，优化课程体系结构；二是需要强化实践教学，提

升创新创业能力，实践教学体系和理论教学体系设计应深度

融合，实现理论与实践、课内与课外实践、校内与校外实践

的一体化设置；三是完善核心课程，夯实专业基础，修订和

完善人才培养方案时，应注重拓宽专业基础，完善专业核心

课程，妥善处理主干学科与相关学科关系，通过整体设计、

模块实施，夯实基本知识和技能，实现知识、能力协调发展，

为增强学生社会适应、终身学习能力和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

基础；四是突出学生中心，实现个性化培养，坚持以学生为

本，按需设课，促进学生自主学习、个性发展和综合素质的

养成，以提升应用能力为主导，拓宽学生全球视野，促进学

生个性化成长。

3 培养方案具体内容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主要由培养目标、毕业要求、主要课

程、专业特色、课程学分学时构成等部分组成。

3.1 培养目标
应用型本科高校“机制”专业需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具备智能制造基

础知识及应用能力，能解决机械工程领域的一线工程技术问

题，有效地制定技术和管理方案，满足行业和企业发展需求

的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毕业生毕业 5年后预期达到的目标：

掌握分析和解决复杂机械工程问题的专业知识，并能在工程

中应用；具有较强的工程实践和技术创新能力，能成为所在

单位的技术骨干；拥有较为扎实的人文社科知识，具备良好

的职业道德素质、团队合作精神、终身学习的综合素养，增

强爱国情怀、民族精神、创新能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现代机械设计、智能制造等相关领域能够从事科学研究、

技术开发、工程应用、技术服务等工作；适应机械工程学科

发展和行业发展需求，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通过多种

终身学习途径拓展知识和能力。

3.2 毕业要求
笔者所在学校“机制”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机械设计、机

械制造及其自动化等方面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知识，具备

从事机械设计、制造、设备控制及生产组织管理等方面的

基本能力。针对现代机械设计、制造技术智能化发展方向，

具备更新和调整核心知识和能力的素质。毕业生应获得的知

识、能力和素质主要包括：掌握机械工程领域内的数学、自

然科学等的理论、工程基础及其相关专业知识、技能、工具，

以项目设计为载体，在构思—设计—实施—运行的过程中，

分析和解决与机械产品设计、制造工艺及控制等有关的复杂

工程问题；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机械工程科学的基本

原理，在零部件构思或设计阶段，通过文献调研、实验试验、

工程推理、数学建模、工程经验提炼等方法，识别、表达和

分析复杂机械工程问题及相应的解决方法，判断复杂机械工

程问题的关键环节和参数，以获得有效结论；能够针对与机

械产品设计、制造工艺及控制等有关的复杂工程问题，选择

与使用恰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

包括对复杂机械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

性；具有爱国情怀、民族精神、创新能力、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重视生命和健康，

能够在机械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

行责任；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针对复杂机械工程问题与业

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并具备一定的国际

视野；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

发展的能力。

3.3 主要课程
主要课程包括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主要设置了工程图

学、工程力学、机械设计、机械原理、电工与电子技术、工

程材料及热处理、热加工基础、互换性与技术测量、机械制

造技术、机械工程测控技术、液压与气压传动、智能设计方

法、机械创新设计、数控技术、智能制造装备设计、人工智

能技术及应用、物联网大数据处理技术及应用、虚拟制造技

术等理论课程，主要实践课程包括课程实习（工程图学测绘

实习、三维工程软件实习、数控加工实习）、课程实验（机

械原理实验、机械设计实验、液压与气压传动实验、电工与

电子技术实验、数值计算方法实验、机械制造技术实验、数

控技术实验、智能制造装备设计实验等）、专业实习（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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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认识实习、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机械设计基础课

程设计、液压与气压传动课程设计、机械制造技术课程设计）

和毕业设计，此外还包括军训、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等。

3.4 专业特色
笔者所在学校“机制”专业特色在于，在熟悉机械专业

技术知识的基础上，掌握现代设计理论方法和智能制造技

术，毕业生可在机械制造行业从事智能制造装备设计、制造

工艺设计、数控编程加工、机械制造部门运行管理、经营等

方面的工作，且具备机械工程领域知识和技能，掌握智能制

造技术，能够从事产品设计、制造、运用、经营等工作。

3.5 课程学分学时构成
我校“机制”专业教育总学分 186.5 分，其中专业教育

总学分 178.5 学分，占比 95.71%（通识必修课 47 学分，占

比 25.20%，通识选修课 20.5 学分，占比 10.99%，学科基

础课 49.5 学分，占比 26.54%，专业必修课 55.5 学分，占比

29.76%，专业选修课 6 学分，占比 3.22%），素质拓展 8 学

分，占比 4.29%。

4 教学设计整体架构及教学方式方法改革
基于成果导向的工程教育理念，以学生为中心设计课程

并展开教学，从而实现创新教学方式，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课程上什么教学内容及采用什么教学方法进行教学，一般以

该课程的教学大纲为依据，因此，需制定成果导向的课程教

学大纲，提出培养学生具体能力的目标，确保课程目标对应

毕业要求的指标点。同时在大纲教学过程的设计中，注重学

生应对复杂工程问题能力和非技术要素能力的培养，并要有

课程目标达成度的评价方法，对达成效果要进行分析，提出

相应改进措施和方法。

此外，传统的教学方式方法已不符合工程认证提倡的以

学生为中心、成果导向等核心理念，需开展专业主要课程的

教学方式方法改革研究，在课堂教学中有的放矢地选择案例

式、启发式、讨论式的面授，并采用尝试性教学、专题演讲

教学、师生互易教学、分组辩论教学、集体讨论教学等模式，

让全体学生在活动中学习，引导学生主动参与、主动探索、

主动思考、主动实践，而专业核心课程，则采用项目制教学，

选择部分考察点分散在大作业（项目设计）中，鼓励教师以

课堂讨论引导学生学习，协助课程目标的达成，通过考试的

方式进一步强化重点知识的理解，进一步促成课程目标的

达成。

5 教学过程质量监控和毕业要求达成度情况
评价体系

基于工程教育认证，笔者所在学校“机制”专业在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过程中建立了一套规范的教学过程质量监控机

制，制定了常态化的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机制。明确了各教

学管理机构的职责及各主要教学环节的质量要求，并围绕培

养目标及毕业要求建立了质量保障制度和质量保障体系，通

过定期进行学生评教、管理干部听课、同行互评、督导组听

课和毕业生调查等措施，及时了解课程体系、实践环节、教

学管理等存在的不足，定期开展课程体系设置和课程质量评

价，持续改进教学各个环节，以有效保证毕业要求的达成 [3]。

毕业要求达成度方面，采用的评价方法包括用人单位对

本专业毕业要求认可度评价、往届毕业生对毕业要求达成度

自我评价、应届毕业生对毕业要求达成度自我评价及课程成

绩分析评价等 4 种方法 [4]。具体为：①用人单位对本专业毕

业要求认可度评价，选取本专业毕业生目前工作在岗人数较

多的代表性企业，以问卷调查形式进行，其结果能反映企业

对本专业毕业要求设置合理性的评价；②往届毕业生对毕业

要求达成度自我评价，以问卷调查形式进行，他们的反馈意

见，是对本专业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的真实的反映；③应届

毕业生对毕业要求达成度自我评价，以问卷调查形式进行，

对他们在校期间所学知识、所掌握的能力，对照毕业要求及

其指标点的自我评估，是对其知识和能力的一种主观判断；

④本专业所有课程的教学活动能够支撑各项毕业要求，课程

考核总评成绩涵盖了学生的考试、课程设计、作业等成绩，

考核内容和评分要求也能反映对各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考

查，课程考核成绩分析评价法可客观地反映毕业要求的达成

度情况。

6 结语
应用型本科高校机械类人才培养主要解决的是工程素质

和创新能力培养问题。工程教育认证条件下，机械类人才培

养应遵循“学生中心、成果导向、持续改进”的理念，解决

工程素质、道德素质和终身学习能力，教学方式方法改革应

以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为目标。笔者所在学

校“机制”专业的教学改革是一项持续改进的工作，在教学

过程中根据工程教育认证及行业标准要求，有针对性地进行

改革，不断总结和完善，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创新型机械工

程人才以服务社会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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