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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先进制造需求

重振工程教育辉煌重振工程教育辉煌

(浙大16.10.28)
马陆亭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引言

• 质量是永恒的话题：难道我们不知道怎样培养
人了吗?人了吗?

• 重振，就是辉煌过：院系调整后，十几年前在
英国。

• 教育主题词:质量公平、内涵发展、治理能力、
综合改革、转型发展、创新创业、更高更加综合改革 转 发展 创新创 更高更加

• 深水区和攻坚期：成就很大，但钱问、就业

• 中国制造2025人才规划：高等教育支撑国家
技术创新需有整体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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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纲

•一、困惑与问题、困惑与问题

•二、概念与实践

•三、制造与先进制造三、制造与先进制造

•四、人才培养变与不变

一、困惑与问题
• 1.质量的困惑
• ----企业需求

• 高管调查:60多分;   大学虚\软件公司

• 表面还行,再往深就不行了;  合作\抗压

• ----质量的困惑其实是知识传授的困惑

教育的问题是过于重视知识而忽略了其他• 教育的问题是过于重视知识而忽略了其他。
考试知识，知识点学习。

• 结果：高分低能? 如:英语。分也不高了（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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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曾经辉煌的工程教育

曾经的本科教育优势

一、困惑与问题

• ——曾经的本科教育优势

• 班级教学;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理论教学
与实践实习交替进行;把毕业设计、论文当作重要
的教学环节等。重视产学研结合和教学法研究，
形成的老教师授课、新教师助教制度。

专业设置过窄 教学内容偏旧 教学方法偏死• 专业设置过窄、教学内容偏旧、教学方法偏死、
学习安排过于刚性、学科特别是文理间割裂严重

• —— 工程教育受人尊敬

• 数理化，工程师（清华），进工厂（职业理想）

• 专业教育、工程教育，一整套培养方案。教研室

• 3.挑战与新形势
理科化 知识经济 工程教育找谁？

一、困惑与问题

• ——理科化、知识经济:工程教育找谁？

• ——技术的重要性

• 科学无边界,技术有壁垒.日本从”技术立国”到”
科学技术立国”。技术对大国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 技术/应用教育的薄弱.瑞士:技术是安全的保障
(Skills are the best security) 英国: 中小企业(Skills are the best security) 。英国: 中小企业

• 金融危机.实体经济(大国一定要这样).
• ——再工业化社会、智能制造、2025中国制造、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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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问题原由

社会 美国校长（市场） 英国

一、困惑与问题

• ——社会:美国校长（市场）、英国

• ——多样:大学\专门学院\终身学习

• ——转型:教育\社会\国外

• ——发展太快了，发展中的问题：
• 精英、大众化、普及化精英、大众化、普及化

• 概念交织、理解不同：精英教育\大众化教育\通识教育\专
业教育\素质教育\创新创业教育。知识\能力\素质；科学\
技术\技能；学科\专业；创新\创业

• 什么是人才？做事做人，工匠精神（是培养的吗？）

二、概念与实践
• 1.理论概念的混乱

• (1)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 (1)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

• 争议:复旦\兰大,    国外,    美国

• (以专业教育为基础的通识教育)三个层次

• 博雅教育(涉及到人)，全人教育；通识教育:知识?
• (2)职业教育、专业教育与工程教育

• 变动性\复杂性

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 校企合作育人• 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校企合作育人

• (3)科学教育和技术教育

• 创新；科学注重求真,技术注重求用；科学是唯一的而技
术是多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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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概念与实践
• 2.教育实践中的错位——以学科专业为例

• (1)学科与专业• (1)学科与专业

• 定义：知识分类；制度安排。

• 大小：大学由学科组成，学科发展是大学发展的核心。学
科的细化就进一步形成了专业，因此我们有时也笼统地统
称为学科专业而不加区分。

• 领域：另外，学科的概念还体现着一个研究领域，而专业
则明显是一个育人的概念范畴。

• 组合：学科\知识分类;专业\人才结构(可一致或不)

• 范围：前苏联的做法，刚性较强。欧美体系的划分，强调
的是大学科下的课程组合或计划，或称主修，柔性较大。

二、概念与实践
• （2）影响学科发展的因素：科学技术与社会需求
• 大学最初是围绕哲学、医学、法律和神学四种学大学最初是围绕哲学、医学、法律和神学四种学
科建立起来的。之后，派生出若干专业性学科。

• 在学科体系的形成中，由同一学科发展衍生的是
线性学科群，由彼此支持的相邻学科组成的是相
关学科群，在不同学科交叉地带产生的是交叉学
科群，与产业相关联的是应用学科群。

• 专业还要加上教育理念专业还要加上教育理念

• 如早期我们提倡“螺丝钉”精神，细；强调人才
培养的基础性和适应性，宽。即体现着教育理念
的变化——由专业教育思想向通识教育思想的转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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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概念与实践
• （3）专业与课程
• 专业一组课程计划。专业所需要知识是有序的，专业 组课程计划。专业所需要知识是有序的，
结构化课程是专业形成的唯一方式。

• 国内外已有出多种课程结构化设计的方式。
• 科研………….讲座………….课程

• 当前课程数量太少，说明研究深度、组合不够.
• MOOCs
• （4）专业与行业企业。
• 光明日报

• 3.概念对了，坚守概念标准就不会出现千校
一面

三、制造与先进制造
• 1.首先是制造

• 精益求精 实用 精度• 精益求精：实用、精度

• 要素组合：学科结构、人才结构不同；人才培养
方式不同

• 产品而非论文：各自逻辑不同

• 产品质量：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都有问题，
怎么保证装备制造业？怎么保证装备制造业？

• 2.其次是先进

• 高精尖新

• 创新性与广泛性

• 美国、德国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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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造与先进制造
• 3.要求不同教育的匹配

• 技能 技术 应用 学科（理论 原理） 工程• 技能、技术、应用、学科（理论、原理） 、工程

• 产学研，教学、研究、服务、文化

• 加强对高等学校体系的整体设计。以现行体系为基
础，进一步优化高教教育结构和明确不同院校分工使命；

以学校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应对新兴产业人才
需求；以政府支持产教融合有效满足工业行业技需求；以政府支持产教融合有效满足工业行业技
术技能人才供给；发挥行业特色大学对所在行业
发展的创新驱动作用。

• 抓改革、强基础、补短板、优环境（四个重点）

四、人才培养变与不变
• 1.能力是基础
高等教育 的 会化 自我完善• 高等教育：人的社会化和自我完善手段。

• 高等学校：从家庭人到社会人的中间转换器

家庭----大学(专业\职业)----社会

----知识（传授、记忆）

技能（训练 练习） 规律不同技能（训练、练习） 规律不同

思维（训练、练习）（区别很大）

----知识\能力\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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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才培养变与不变
• ——将成才目标转化为能力结构

通过结构化课程建设提升学生的专业能力• 通过结构化课程建设提升学生的专业能力

• 理论教学、实践训练

• 刻苦学习:高等教育从事的是高级专门人才
培养的活动，学生成为专门人才的过程必
须是一个严谨的过程。只有认真、勤奋地
通过了这一过程，学生的专业能力、基本
技能、职业意识才能获得并保证。

四、人才培养变与不变

• 2.素质是方向
• 知识是载体\能力是表现\素质?

• 以作文为例

• 词句\语法(知识)
• 作文(能力 语感\华丽)• 作文(能力.语感\华丽)
• 好作文(素质.生活)

• 素质要求又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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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才培养变与不变

• 3.培养模式思考

• ——回顾过去，总结我国本科教育模式的
得与失

• ——办学模式是教学模式的上位问题

• ——放眼世界，借鉴国外大学的有效教育
模式模式

• 多样性；重视能力培养；学分制（模块）
；个性化；重视自主学习。

四、人才培养变与不变

• ——重视规律，提取一流本科教育模式基
本元素本元素

• 教学形式上，实施小班化教学。

• 教学方法上，倡导探究式学习。

• 教学内容上，搭建合理知识结构和实践训练。

• 教学制度上，增加学生选择性 科研进展形成讲• 教学制度上，增加学生选择性。科研进展形成讲
座，多个讲座生成课程；学科建设提供课程，专
业建设选择课程。

• 教学安排上，努力实现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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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才培养变与不变
• 4.模式构建

• 专业学习+实践活动+环境熏陶
• （知识\技能\思维） （真正的能力） （素质养成）

• 在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取向上需有
所不同。

在科学教育和技术教育的取向上需有• 在科学教育和技术教育的取向上需有
所不同。 光谱地带

谢谢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