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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1. 国际
发达国家后工业化
金融危机
制造业回归
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追赶

2. 国内
产能过剩与高端缺失
增速下降
服务业比重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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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续）

3. 发展战略
实体经济为基础
服务业为主体

4. 制造业重要性
物质基础
创新主体
国际贸易

5. 时代特征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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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教育

回归工程——历史过程
1. 工程与科学、技术的关系和区别

科学—探索的过程和结果
技术—造物的方法和手段
工程—造物的过程和结果

2. 实践与理论的关系
认识过程 实践—理论—实践
造物过程 需求—策划—制造（建造）
教育过程 理论—实践—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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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教育（续1）

3. 思维方式转变
还原与构建
求同与求异
绝对与相对
对立统一

4. 观念形成—系统论
系统与局部
架构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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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教育（续2）

5. 学科融合
自然与人文
专业与综合
科学与技艺
信息技术

6. 评价
标准
体系
利益

7. 供给与需求
规模与结构
数量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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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广义教育

1、做人与做事—OBE
2、个性化和针对性
3、公平与卓越的平衡：资源分配
4、投入与产出—宏观与微观
5、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

——不同目标和衔接
阶段与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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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议

1、人才结构及其成长规律研究
2、人力资本及其效率研究
3、全面校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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