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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应用型人才为培养目标的高分子材料专业实践教学

体系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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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系，山东 烟台 264005)

摘要: 本文探究了在建设新工科和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简称专业认证) 的背景下，高分子材料专业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针对这些实际问题，我们采取了一系列实践教学改革措施，如调整实验课程中设计性实验的占比;以合作项目为媒介，校企共建

实习基地、实现校企协同育人;推进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引导学生积极参加学科竞赛等。深挖潜力、全方位提升本科生实践创新能力，

激发学生自身的能动性，培养高质量应用型高分子材料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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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Ｒeform of Polymer Materials and Engineer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pplication － oriented Talents Cultivation

Zheng Yaochen，Wang Huimin，Gao Zhengguo，Hou Lijie，Diao Shen

(College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Yantai University，Yantai 264005，China)

Abstract: In this work，the questions for application － oriented talents cultivation of polymer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are
propos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gineering and project education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For these questions，we
performed a series of teaching reform，such as，adjusting the ratio of self － designed experiment and traditional verification
experiment，coopera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in the stable practice base and project － driven graduate innovation． These
suggestions will help to arouse their initiative and improve education qual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pplication － oriented talents
cultivation．
Key words:application － oriented talents;polymer materials and engineering;cultivation; teaching reform

学生是学校教研活动的中心，培养有较强创造能力和实践

能力的毕业生是各应用型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新标准、新要

求。2017 年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践的通

知》以及《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指南》，旨在提高在校本科生

的培养质量，培养能够适应未来新兴产业需要的实践创新能力

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1 － 3］。当今社会自动

化、机器人、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快速发展催生出了众多新工科

专业，也推高了对毕业生基本素质、创新能力的综合要求。因

此，仅掌握了本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但缺乏实践创新能力的

本科毕业生，已经远不能满足现代企业对应用型高素质专业人

才的需求。
实践创新能力在应用型工科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地位

举足轻重。典型的如，业内广泛认可并采用的专业认证以文件

条文的 形 式 对 工 科 专 业 培 养 过 程 中 的 实 践 教 学 进 行 了 规

范
［4 － 5］。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从多个环节、多个方面制订了

详细的操作和评价标准。因此，设置高分子材料专业的学校也

纷纷借鉴和依据新工科和专业认证的要求和培养标准，逐步丰

富和完善实践教学的内容，规范实践教学流程，主动对实践教

学创体系进行系统改革，扭转目前普通本科毕业生实践创新能

力较差、不能满足企业对应用型创新人才需求的现状。本文根

据高分子材料等工科学科的专业特点，结合近年来的教学实

践，提出了以应用型人才为培养目标的高分子材料专业实践教

学体系改革的几点建议。

1 实践教学环节存在的实际问题

由于实践教学的特殊性，实践教学与课堂教学存在明显的

差异，如:投入大(实验室、实验设备、药品、测试表征)、收效慢

(学生能力提升慢、实践产出成果慢)、成果多样化( 论文、专利、
参赛获奖、软件、实物等)、对指导教师和实践环境的要求较高

等。所以，由于经费、场地、学时、师生比等多方面实际条件的

限制，导致设置的实验、实训、实习和毕设等实践教学环节的效

果不佳，学生的动手能力、独立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不

够，毕业生的专业素质和创新能力经不起社会、企业等雇方的

考验，用人单位对学生的培养质量、对学生创新能力的认可度

呈下降趋势。因此，校方应当主动面对对这些问题，构建有效

的高分子材料专业实践教学体系，为国家、为社会培养高质量

的创新型应用人才。

2 加大设计性实验的占比改革实验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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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课程是校内实践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培养学生

基本实验技能、专业兴趣和专业素养的关键环节，是培养学生

实践创新能力的基础。因此，在制订培养计划之初就尽可能地

加大实验课程的学时，例如，将实践类教学的学分由原教学计

划的 25%左右调至更高的比例 ( 如总学分的占比在 30% 以

上)。同时，适当加大设计性、综合性和创新性实验课程在整个

实验课程中的学时占比。根据高分子材料专业认证的要求，认

知性试验和验证性实验的占比应降低至总实验数量的 40% 以

下。因此，应根据知识点、专业特点和培养质量的需要，有目的

地设计一些专业实验题目(如，改性聚丙烯、聚氯乙烯板材或管

材、聚乙烯发泡材料的配方设计等)，在实验老师的指导下，让

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设计出切实可行的实验方案和测试方案，并

完成整个制备、成型、测试和表征过程。对于设计性实验、综合

性实验和创新性实验的结果，采用撰写专题小论文的形式替代

传统书写实验报告的形式。评定成绩时，重点考核学生的表达

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通过

一定数量的综合性、设计性和创新性实验，激发出学生的能动

性，逐步培养起探究新知识、发现新规律、创造新产品的能力。
3 校企共建实习基地为实践教学打造可靠平台

地方性高校的一个重要职能是为区域经济、地方经济的发

展服务。但是由于多方面原因( 典型的如企业的技术保密、安
全生产的压力等)，造成大多数企业不愿为学生提供实习、实践

机会。但是，学校为完成培养方案中既定的实习教学任务，带

领学生到企业生产线上走马观花地走一圈。虽然这种方式也

使学生了解了相关产品的生产工艺过程，但由于学生没有参与

到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去、没有动手操作，造成实习实践效果很

不理想。
由政府部门出面牵线搭桥，学校与企业签订长期的深度战

略合作协议，校企共建实习基地、共享研发平台，让部分专业师

生一起参与到企业新产品开发、老产品升级等技术活动中去，

打通学生实习的最后一公里，为师生提供机会，使其在生产实

践过程中共同成长。师生共同参与企业项目，学生在学校和企

业两方导师的指导下，增强专业知识与生产实际的交叉融合，

既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又锻炼了青年教师队伍的产品工业

化水平。弥补了青年教师企业生产管理经验不足、市场信息与

研发课题相脱节的短板，提升了整个教师队伍的科技成果向工

业产品的转化能力。同时，通过参与企业项目和在实习基地生

产线上的动手操作，学生能切身体会专业知识在企业中的应用

场景，并通过各种学习途径不断完善知识结构，促进知识与实

际生产的融合，短时间内完成学生到工人的角色转变，快速成

长为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
另外，聘请实践指导教师不定期为学生举办专题讲座，让

学生能直接接触本行业的实际问题、了解制约行业发展的技术

难题，激发学生们的学习、研究热情，提升学习效果，真正实现

校企协同育人目标。
4 项目驱动与学科竞赛相结合提升学生创新实践

能力

学生参加专业教师的科研项目或者通过大学生创新基金

立项完成自选题目，在此过程中，学生都能很好地锻炼实践动

手能力、思考解决问题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
［6］。学生( 可以来

自于不同年级、不同专业或不同学科) 自发组成团队，利用所学

知识或通过查找参考书、文献，共同设计、调整实验方案，完成

实验、总结实验结果。取得了正向结果的团队，还可以继续将

成果进行转化或参加“互联网 +”、省级设计创新大赛、全国高

分子材料创新创业大赛(例如，PMC 大赛)等大学生创新创业项

目，从初步了解到深层次认识一个高分子材料新产品从配方设

计、工业生产、市场运营、售后服务、成本控制、财务管理等全流

程、全产业链的相关知识。在参加学科竞赛的过程中，不仅有

效地巩固了专业知识、历遍了整个科研流程、锻炼了解决问题

的能力，关键是系统训练了工程思维、真正能帮助学生缩短从

校园到企业的适应期，提高了知识的应用能力和实践创新能

力。因此，将使用项目驱动和学科竞赛有机结合起来，能充分

调动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挖掘激发出学生个体潜力，发挥其

创新创造思维，同时提升学生的培养质量和教师的指导能力。
通过项目驱动和学科竞赛相融合的应用创新能力培养体系，采

取围绕既定主题进行自由选题的方法，将项目内容与专业内涵

高度统一，允许在具体实施形式上进行革新，真正达到以赛促

学的目的。
5 结束语

实践能力和知识的应用水平是新工科和专业工程认证要

求的重要内容，也是保证我国工程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条件。
通过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改革的探索，全方位

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和知识的应用水平，从根本上激发学

生的学习能动性、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通过

实践项目的实施，同时培养了师生的工程思维，为新工科建设

和“中国制造 2025”培养所需要的应用型合格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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