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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实践教学改革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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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围现行的教育体制长期受历史传统教育思维的影响，只重视理论能力的培

养，而技能性训练相对薄弱。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教育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差距

逐渐拉大。导致人才众多，但能为社会贡献的价值相对不高。因此，近年来国家大

力转变教育发展方式，变革教育发展指导思维。从过去的只注重理论培养到理论培

养以需求为风向标，训练实践技能为基础的总体变革。

具体到教育教学目标的制定中，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应运而生。作为

实践性教学以及实用技能培训的重要环节，对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和实践能力的提

升起着基础性作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启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

学生的实践能力，增强创新能力的发展意识。在教学活动中，以所教理论性的实用

为本，指导实践能力不断增强为目的，逐步摸索出在工程技术行业创新型人才的培

养模式。这需要将实践教学与技能训练紧密结合并始终贯穿于完整的教育培养计划

当中。以1：科类院校为主要培育场所，强调学生在基础操作能力上的常态化训练亦

成为打破传统教育模式的心出路。这‘总体思路，也是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

划”在指导教学实践中重要作用的根本体现。

长春工程学院副院长任玉珊与张鸣放就探索如何培养卓越工程师教育的计划方

案进行了深入研究。经过大料史料研究、前沿问题调研、亲身教学实践体验等多研

究渠道的开展，最终将多项研究成果汇编为本书。该书依托长春工程学院的实践教

育平台，充分挖掘校内一手材料，经过多次讨论修改，囊括了勘查类专业、水利类

专业以及土木类等专、lk多个相关专业领域，认真参考了其中三十多个实践教学过程

和教学指导方案实施，甚至对不同专业的考核纲要均有所涉及。其研究数据取样范

围涵盖以上多个专业领域内的所有实训科目、实验室实验、实习教学、产学研综合

教学、课程设计和专业毕业设计(论文)等教学环节，全方位多角度的诠释了卓越工

程师培养实践中，对于学生专业基础能力的训练、应用能力增强和培养目标的拟定

都给出了清晰界定。

本书充分阐述了院校在教育实践中长期坚持产学研紧密协同，协调发展的办学思路。坚持教学与实践并重的原则，并

将教育改革与社会需求相衔接，走出一条卓有成效的上程师培养之路。在响应了国家、行业企业对专业工程师的入职要求

的同时，也在不断推动者素质教育的践行。教学方案实践性的加强，对教学中的集中实践环节有着极强的针对性，表现为

对教学目标制定、培养要求标准、教学内容安排、实践成果评定、教学形式开展和教学条件审核等因素的统筹管理。也进

一步明确了专业技术规范对于教学质量的要求，可以说为创新教育的实现打造m监事的理论基础。书中分别对所研究专业

体系、课程设计提供了详细的教学计划和实践指南，根据所学内容制定出教学周期方案，并配以相应的教学方式、方法和

独立教学手段等建议。与之相对应的最终考核方案在原有考核纲的参照下，对学生的实践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改变以

往“只看成绩”的单一评价方式，新方案中更加重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考核体系，综合多个素质考核项目，例如：实践内

容的新颖性、实践方式的先进性、评分标准的合理性以及多项成绩的组成比例。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实践教学改革

探索》成系统的阐释了水利工程、勘察工程、土木工程等专业的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具有可操作性和前沿指导性。

可作为工科类院校的相关专业教师用书，或其他专业的实践指导类手册，以供交流学习之用。

与我国优良的基础教育相比，成人化高等教育偏重理论学习，请示技能训练。已经成为制约教育深化发展的桎梏。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高校课程教学中，理论课程的学习比例将近占七成，而其余三成左右的实践教学环节也多为演示性范

9㈣㈣必㈣㈩

例，实验性补充为主要于段。长此以往造成学生精于理论论述而缺乏上手操作能

力，动手实践能力降至低水平范围。由于缺乏对真实情况的体验，最终导致所学

与所用大相径庭，人才无用武之地。通过“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的出台， 《卓

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实践教学改革探索》一书作为其理论依据，正在未来实践

型人才的培养中发挥着重大作用。这不仅体现在教育本身对实践重视的回归，更

多的是体现了学以致用的根本意义。

另一方面，开放的教学环境有利于调动学生积极的参与到实践环节，这对于

完成从课堂到工厂的适应性转变也同样受益。当事件中遇到难题，学生则会主动

深化知识体系，形成自主学习动力。从而实现实践反哺理论教学的良性互动，不

论是作为源头设计，还是过程加工，工程师必须具有成熟的实践经验，才能对每

个生产环节的要素进行准确把控。古语有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作为当代

工程师亦不能缺少将理论磨练于实践的勇气和行动。

(姚望／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教务处高教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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