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新工科范式下的机械制造基础课程和工程训练研讨会 

暨第二期机械制造基础/工程训练教学研究项目征集及论证会 

 

会议通知（第一轮） 

 

教育部机械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教育部工程训练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全国各大区金工、工程训练研究会理事长： 

 

   2014 工程材料与机械制造基础/工程训练教学研究项目（第一期）已按计划完成预

期研究工作，在课程体系、工程实践、理论与实践教学协同创新、师资队伍建设、中心

建设、教材建设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于 2016 年 8 月在江汉大学通过验收，并得到各

方面充分肯定。为此，经教育部机械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与教育部工程训练教学指

导委员会协商（以下简称两教指委），根据教育部高教司要求各教指委开展新工科研究

与实践的工作安排，拟在 2017 年组织开展第二期金工课程和工程训练教学研究项目立

项工作，项目征集指南见附件 1（系列课程部分）、附件 2（工程训练部分）和附件 3

（项目申请书）。 

为保证课题研究质量，便于项目管理，鼓励更多高水平专家参与，本次项目征集原

则上限于两教指委委员（每个委员最多限报 1 项）和各省市自治区金工/工训教学研究

会（每省级最多限报 1 项）。请各位委员和大区理事长协助做好申报组织工作，并请于

2017 年 11 月 25 日前将申报书提交给所在教指委会议联系人。 

两教指委将根据项目征集情况组织专家评选出参加会议论证答辩的项目，计划于

2017 年 12 月 8-11 日在广西钦州市钦州学院开展召开立项答辩评选会议。项目答辩时

间暂定 10 分钟（自述 6 分钟、问辩 4 分钟） 

两教指委商定于 2018 年举办第二届全国金工和工程训练青年教师微课比赛。请各

省、市、自治区组织开展比赛报名遴选工作，每省限报 2 人，年龄不超过 45 岁。由各

大区金工/工程训练教学研究会理事长汇总遴选名单并在广西会议期间报至两教指委。

遴选选手汇总表见附件 4.  

本次广西会议期间还将举办广西壮族自治区高校工程训练和金工研究会成立大会。 

 

一、主要参会人员： 

机械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部分领导及金工课指组委员，工程训练教学指导委员

会部分领导及委员，各大区金工/工训研究会理事长，特邀专家，入选答辩项目的申请

人、部分出版社代表和企业代表等。会议控制规模为 60 人。 



 

二、会议主要议题： 

     1.特邀报告。重点介绍新工科、系列课程及工程训练有关的新思想、新观点、新

方法。 

2.通报项目征集情况，交流工程材料与机械制造基础（金工）课程、工程训练有

关的国内外情况。 

3.项目申请人答辩。 

4.专家组对答辩项目进行评审，初步确定立项项目。 

5.确定第二届金工/工训青年教师微课比赛事宜。 

6.参加广西金工/工训教学研究会成立系列活动。 

7.交流并研讨“一带一路”及开展国际化教育中的实践教学问题。 

 

三、会议时间安排： 

2017 年 12 月 8 日全天报到， 

12 月 9 日-10 日开会， 

12 月 11 日离会。 

 

四、会议报到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州学院（期间钦州学院负责与会代表南

宁到钦州学院的往返交通，全天接站） 

。  

五、会议联系人：  山东大学：孙康宁（sunkangning@sdu.edu.cn，13589035369） 

                 大连理工大学：梁延德（lydjx@dlut.edu.cn，13009468892） 

   会务联系人：  钦州学院：吴艳峰（449050978@qq.com，）18677775367 

          

 

会议主办单位：教育部机械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 

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单位代章） 

               

教育部工程训练教学指导委员会 

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单位代章） 

 

承办单位：    钦州学院（盖章）  

 

2017 年 10 月 26 日

mailto:sunkangning@sdu.edu.cn
mailto:lydjx@dlut.edu.cn


 

广 西 会 议 参 会 回 执 

参会单位  

通讯地址  邮编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电话 手  机 E-mail 

      

      

住宿要求 □包间  □合住 发票台头名称  

纳税人 

识别号  

来程航班/

车次 

详细信息 
 

回程航班/

车次 

详细信息 
 

备注  

注：请各位代表务必于 2017 年 11 月 31 日前将参会回执同时发邮件给以下三位会务联系人： 

会务联系人：钦州学院：吴艳峰（449050978@qq.com，18677775367，0777-2807612） 

会议联系人：山东大学：孙康宁（sunkangning@sdu.edu.cn，13589035369） 

大连理工大学：梁延德（lydjx@dlut.edu.cn，13009468892） 

mailto:449050978@qq.com,18677775367
mailto:sunkangning@sdu.edu.cn
mailto:lydjx@dlut.edu.cn


附件 1 

工程材料与机械制造基础系列课程教育教学研究专项指南 

 

1. 新工科背景下金工系列课程基本问题研究（3-5 项） 

责任委员： 

指南：为深化工程教育改革、推动新工科的建设与发展，教育部高教司[2017]6 号文

件要求开展新工科研究和实践，教育部教高厅函[2017]33 号通知要求对新工科基础课

程体系（或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开展研究。鉴于新工科基础课程体系与传统工

科的差异，以及多学科交叉复合的新兴工科专业建设与理科衍生的新兴工科专业建设

对系列课程的要求存在的不同，建议就系列课程和实践教学（工程训练）如何适应新

工科的建设与发展开展基础研究。重点研究本系列课程和工程训练在新工科建设与发

展中的课程体系、重要作用与基础地位，探索新工科体系下本课程的基本构成，以及

本课程在新工科人才培养模式中可能的创新形式，为本课程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建议。 

 

2. 创新思路、开展课程与企业协同育人的研究（2-3 项） 

责任委员： 

指南：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是教育部为了“促进产学合作育人，着力培养适应产

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通过协调相关企业，以企业立项、

企业资助的形式，支持高校开展教学改革和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的专项项目。鉴于

金工系列课程多年来与相关企业已建立的良好关系，建议与现有相关企业（多年来

支持金工教学的企业、出版社）联合研究产学合作协同育人的规律与办法，研究与

金工系列课程建设与发展相关的基本问题，探索产学合作双赢的办法与途径。 

 

3. 面向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和本科教学审核评估的金工系列课程基本问题研究（2-3 项） 

责任委员： 

指南：机械类、材料类、能动类等专业是金工系列课程的主要服务对象。目前国内

高校的工科专业普遍在开展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学校本科专业审核评估和卓越工程

师培养体系建设。为适应以学生为中心、目标导向、持续改进等先进教育理念，为

认证和卓越工程师培养提供切实有效地支撑。建议结合各类认证的共性问题，结合

不同认证要求，不同类型的高校、包括具有行业背景的高校相关专业，深入研究专

业认证体系与本系列课程体系的关系，构建能为认证提供核心支撑的知识点和能力

要求，为专业认证与卓越工程师培养提供金工系列课程及实践教学的相关解决方案。 

 



4. 关于复合型人才的通识教育与金工系列课程的教学基本要求研究（2-3 项） 

责任委员： 

指南：针对典型的或具有特色的非机械类工科、理科、管理、文科类专业，研究服

务于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制造技术基础系列课程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系列课程对通识

教育教学的适应性，特别是在非机械类工科专业普遍采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体系、

积极开展卓越工程师培养的背景下，研究面向各类高校和各类专业的金工系列课程

在教学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发展改革的基本问题，探究如何使金工系

列课程满足各类专业人才的培养需求。 

 

5. 金工系列课程现状、存在主要问题及发展史研究（1-2 项） 

责任委员： 

指南：研究本课程在我国的历史沿革，发展历史，重要时间节点，广泛调研课程现

状，同时指出本课程经过长期发展后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并形成解决这

些问题的基本思路和相应的措施。研究和梳理在几代金工人的共同努力下，金工系

列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取得的成果，研究如何更好地发挥教学改革成果在高校人才

培养中的引导示范作用，避免低水平的重复。评价教指委在研究、咨询、指导、评

估、服务中的作用。 

 

6. 系列课程和实践教学对提升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研究（1-2 项） 

指南：金工系列课程与工程实践教学结合，不仅可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为产品制

造提供必要的基础知识，而且可以显著提升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建议重点研究本课程在创新创业通识教育的重要作用，研究在此基础上开展创新创

业的方法和思路，以及开展创新创业的实验与实践。 

 

7. 强化金工系列课程与实践教学的协同发展，优化实践教学基本要求（2-3 项） 

责任委员： 

指南：建议结合课程知识体系与教学基本要求，以及不同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研究

如何构建合理的课程实践、实验环节，精炼教学内容，避免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内

容的重复，在确保课程必备的实践教学条件下，为优化教学内容提供参考与建议。

鼓励通过校企合作、与工程训练的协同创新，构建适应新工科建设、工程教育认证

体系和卓越工程师培养的金工系列课程实践教学基本要求。 

 

8. 军队院校金工系列课程建设与发展的基本问题研究（1-2 项） 

责任委员： 



指南：军队院校经过新一轮的改革发展，对军事人才培养有了全新的要求，对金工

系列课程建设与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建议结合军队的发展和对军事人才的培养

要求，就军队院校金工系列课程的知识体系、教学基本要求等基本问题开展研究，

探索建设具有军队院校特色的在线教育教学课程平台，研究具有军队院校特色的信

息化教学模式在军队院校实施过程中的方法、步骤。 

 

9. 金工教师队伍建设与青年教师培养（1-2 项） 

责任委员： 

指南：调研金工师资队伍现状，了解教师发展存在的瓶颈和急需解决的问题，研究

金工教师从事科研的优势、不足、条件和困难，以及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研究金

工教师提高科研能力的思路与对策。对金工教师队伍的稳定与发展、青年教师的培

养与提高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与办法。研究科研工作对师资队伍成长的作用，明确

科研工作的重要性，并积极探讨参与科研工作的有效途径。 

 

10. 教材与课程协同创新（1-2 项）； 

责任委员： 

指南：研究目前教材与课程建设、新工科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教材与课程

协同创新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协同创新的可能模式、具体内容与办法。重点研

究、编写能满足新工科和在线课程（MOOC、视频公开课、资源共享课）要求的配套

教材。 

 

11. 课堂教学方法、考试方法与教育技术应用研究（1-2 项） 

责任委员： 

指南：基于本课程的特点，系统总结有关本课程的前期理论与实践教学方法，研究

现代教育技术在教学中的作用，研究新的课程考试方法，为提高课程教学质量提供

新的思路与建议。 

 

12. 课程教学质量保证体系的建立研究（1-2 项） 

责任委员： 

指南：建议围绕课程知识体系、课程标准、教材建设、课程特点以及课程存在的问

题等，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切实可行的课程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附件 2 

 

工程训练教育教学研究专项指南 

 

1. 新工科建设背景下工程训练中心建设及工程训练教学的基本问题研究（2-3 项） 

责任委员： 

指南：为深化工程教育改革，推动新工科的建设与发展，教育部高教司[2017]6 号文件

要求开展新工科研究和实践，教育部教高厅函[2017]33 号通知要求对新工科基础课程

体系（或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开展研究。鉴于新工科基础课程体系与传统工科

的差异，以及多学科交叉复合的新兴工科专业建设与理科衍生的新兴工科专业建设对

工程训练实践性课程提出的新的，建议就系列课程和实践教学（工程训练）如何适应

新工科的建设与发展开展基础研究。重点研究工程训练在新工科建设与发展中的相关

功能定位、机制体制和课程内容体系方面的基本问题，以及工程训练在新工科人才培

养模式中可能的创新形式，为工程训练中心的可持续发展提出建议。 

 

2. 面向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和本科教学审核评估的工程训练支撑问题研究（2-3 项） 

责任委员： 

指南：工程训练实践教学面向工科本科各专业开设，因而也成为高校工程教育专业认

证工作和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推进的重要支撑之一。为适应以学生为中心、目标导

向、持续改进等先进教育理念的贯彻实施，建议结合上述认证及评估所涉及的共性问

题，结合不同类型高校、不同专业特殊性，深入研究工程训练教学体系、内容设置及

体制机制与专业认证和评估指标体系之间的关系，合理构建能为认证和评估提供核心

支撑的知识点和能力要求，并提出相关的教学实施解决方案。 

 

3.分类指导下的高校工程训练中心建设规范（标准）和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以及不

同类别专业的工程训练课程模块组合与更新研究。（2-4 项） 

责任委员： 

指南：实施工程训练的学校包括综合性大学、应用型大学、重点大学和普通高校等多种

类型，依学校办学定位不同和培养目标的差异，对工程训练教学的要求也有所不同。为

此，建议针对不同的学校和专业类别需求，研制工程训练中心建设规范（标准）和教学

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在工程训练教学内容上进行选材、取舍研究和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达到既符合工程训练教学大纲要求，又适应快速变化的各专业科技发展现状的目的。 

 



4.基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以及准工业化教育新理念的工训平台建设和教学体系改

革的研究与实践（1-3 项） 

指南：工程训练车间不是工厂，会造成学生安全意识、质量意识不强，甚至养成不良行

为习惯。建议探索将现代化工业管理观念和方式方法有选择地引入到工程训练实践教学

中，严格规范操作行为规范让学生树立“大工程”意识，形成完整的工业化运作观念。

此外，为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综合实践素质，建议研究如何通过产学研合作、校企

结合来弥补校内软硬件条件的不足，把相关发展信息引入教学体系，让教师及时了解行

业发展动态，通过产学研互动，建立新型工程训练课程体系。 

 

5.工程训练教学环节的立德树人研究（1-3项） 

责任委员： 

指南：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

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如何

在工程训练教学环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建议从课堂教学设计、实践

育人方法、教材内容更新、正反对比案例内容选择等方面着手深入探究立德树人新思路、

新方法，推进正确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养成。 

 

6.基于分类指导下的高校工程训练中心师资队伍和人力资源建设对策研究（1-3 项） 

责任委员： 

指南：队伍建设在工程训练中心发展、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培养中处于关键因素。

目前工程训练队伍建设中，面临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如人员退休高峰问题、进人难问题、

高学历人员的动手能力提升问题，有些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如果不能及时妥善解决，将

会影响正常的教学进行。建议探讨新形势下的队伍建设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研究提出

可行的解题思路和办法。 

 

7.工程训练智能制造教学模块建设研究（1-3 项） 

责任委员： 

指南：互联网和智能制造时代的到来冲击着各行各业的发展，建议结合“中国制造 2025”

等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结合“互联网+”、云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的技术进步

和新的发展理念，研究关于智能制造的工程训练教学模块的建设问题，研究应包括模

块内容设计、资源配置、教学模式及方式方法等主要方面。 

 



8.虚实结合原则下的工程训练适用虚拟仿真教育教学资源建设，以及混合式教学模式

下的工程训练教学内容体系建设问题研究。（1-3 项） 

责任委员： 

 

9.基于工训中心的科创实践平台、创客空间与工程训练教学的互动性研究（2-3 项） 

责任委员： 

指南：新工科要求培养具有知识融合，具备创新创业能力的新型人才，建议探索工程训

练如何为创新、“创客”提供开放式教学服务平台；工程训练各环节如何引导创新思维，

开发创新主题，提供专业化条件与指导；研究如何提升综合性创客实践平台及其活动与

工程训练教学的互动程度问题，以进一步提高工程训练面上教学质量。 

 

10.基于工程训练的大学生竞赛模式及内容研究（2-3项） 

责任委员： 

指南：总结前期各级工程训练综合能力大赛经验，结合新工科要求，建议与课程教学基

本要求紧密结合，研究、实践新的竞赛模式和内容。 

 

11.高校工程训练中心的信息化平台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1-3项） 

责任委员： 

指南：结合高校自身工程训练特点，研究并实践能有效提升教学质量与运行效率的信息

化管理平台。 

 

 

 

 



附件 3 

 

教育部机械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 

教育部工程训练教学指导委员会 

 

教育科学研究项目申报书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工作单位：                                     

电子邮箱：                                     

联系电话：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机械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制 

工程训练教学指导委员会制 

二○一七年十一月 



项目名称  

所属学校  起止时间  

项

目

负

责

人

基

本

信

息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最终 

学历 
 职称  电话  

学   位  职务  传真  

研究 

方向 
 E-mail  

通信地址（邮编）  

项

目

负

责

人

教

学

及

学

术

研

究

情

况 

 

 

项   

目   

组   

主   

要   

成   

员 

姓名 年龄 专业技

术职务 
行政职务 工作单位 

主要教学

科研领域 
项目分工 

       

       

       

       

       



1、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2、思路与措施 

 

3、预期成果 

    

 



4、进度安排 

     

 

5、保障措施 

（含资金条件） 

  

所在学校主管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字： 

                                         主管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      章 

年     月    日 

注：页面不够可另加附页。 



附件 4 

2018 金工工训青年教师微课比赛报名汇总表 

所属大区：                        所属省/市/自治区： 

序号 学校名称 
选手

姓名 

年

龄 

性

别 
讲课内容 手  机 邮箱 

 

         

         

         

报名表请同时发给以下联系人： 

孙康宁（sunkangning@sdu.edu.cn） 

梁延德（lydjx@dlut.edu.cn） 

林建平（jplin58@tongji.edu.cn） 

朱华炳（hfuthbzhu@163.com） 

 

 

 

 

 

 

 

 

 

mailto:sunkangning@sdu.edu.cn
mailto:lydjx@dlut.edu.cn


2017 钦州会议日程（初步） 

日期 时间 内  容 参加人员 主持人 地 点 

12月 

8日 

全天 报到（全天接机、接站）    

20:30-22:00 预备会   待定 

12月 

9日 

上午 

07:00-8:00 早餐    

8:30-9:00 
钦州学院领导、市有关领导致辞 

合影 
   

9:10-11:50 大会发言    

11:50-12.50 午餐    

13:0-14:10 
校内参观、工训中心、海运学院、海

洋博物馆等 
   

14:30-18:00 

项目分组答辩    

项目答辩结果汇总    

12月 

9日 

下午 

18:30-19:30 晚餐    

20:00-21:00 专家组会    

12月 

10日 

 

07:00-8:00 早餐    

8:30-9:00 

广西壮族自治区金工、工训教学研究

会成立大会 

教指委及各大区致贺词 

   

9:10-11:25 

金工课指组组会 

工训组专题活动 
   

闭幕式    

11:25-11.50 午餐    

12:00-18:20 参观有关企业及单位    

18:30-20:00 晚餐 
 

 

 

 

 

 

12月 

11日 
散会 全天送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