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机械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工程训练教学指导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征集推荐（2021-2023）教育教学研究项目指南的通知

教育部机械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工程材料与机械制造基础课指组各位委员

教育部工程训练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各位委员

各大区金工/工程训练教学研究会理事长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金工/工程训练教学研究会理事长

为进一步提高《工程材料与机械制造基础》及《工程训练》系列课程与实践教学水平，

支撑学科专业发展，适应新工科发展要求，促进工程教育改革创新，经教育部机械基础课

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金工组、教育部高等学校工程训练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研究，拟在已

顺利完成的两批教育教学研究项目基础上，开展第三批（2021-2023）教育教学研究项目立

项工作。这对更深入的了解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在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探索理论与实

践教学结合在人才培养中的规律，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推广理论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先

进教育教学成果与理念意义重大。

鉴于过去的两年中，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发展迅速，系列课程教学和实践教学面临一些

新的发展机遇和新的问题，课指组委托部分委员开展了先期调研，在调研的基础上，共提

出 13 个教学研究课题。金工组及工训组就所涉及研究内容给出建议或指南，力求解决金工

及工训系列课程相关的关键问题。为使这些专项指南和所涉及研究内容更有针对性和贴合

实际，请各位委员和理事长进一步对上述课题指南给出建议或修改意见。

项目指南确定后每个研究专项计划设课题 1-5 项，由获批立项单位组织开展项目研究

工作。项目研究时间 1-2 年。项目将由教指委组织专家开展中期检查和验收工作，并将对

优秀研究成果给与评优和表彰。

金工及工训系列课程教学研究课题依托各大区或省市金工/工训研究会面向全国征集

立项，欢迎全国金工及工程训练同行踊跃申请，参与本教学研究课题的研究。

项目经教指委组织专家评审立项，项目经费以自筹为主或通过赞助单位筹集，建议所

在学校给予资金匹配。

请各位委员和理事长 2021 年 月 日前，将修改意见发给联系人。

联系人：孙康宁，电话：13589035369，邮箱：sunkangning@sdu.edu.cn

朱华炳，电话：13955159225，邮箱：hfuthbzhu@163.com

刘会霞，电话：13815151371，邮箱：1184450165@qq.com

罗 阳，电话：13981865600，邮箱：drluoyang@163.com

教育部机械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2021 年 月 日

mailto:sunkangning@sdu.edu.cn，
mailto:drluoyang@163.com


2021-2022 机械基础教指委金工/工训教研课题指南及说明

（征求意见稿）

1． 普通高等学校新工科建设背景下金工系列课程的基本问题研究

指南： 建议结合不同类型高校，研究在新工科建设背景下，金工系列课程和实践教

学面临的新挑战及基本发展思路，研究本课程在新工科人才知识体系中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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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PIV（知识、能力、实践、创新、品行）一体化培养方法研究及案例征集

指南： 建议研究总结高校在实施 KAPIV 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中已取得的成果，进一

步凝练 KAPIV 教学思想，设计开发更具创意的 KAPIV 一体化培养项目。推动

KAPIV 教学模式和方法能全面跨出金工/工训系列课程，在与其他课程的交叉

融合中为探索新的一体化培养方法创新途径。

3． 金工系列课程立德树人资源库建设

指南： 研究发掘金工系列课程蕴含的立德树人和劳育等思政教育资源，设计教育引

导学生爱国、励志、求真、力行的教学案例。重点设计开发材料与制造技术

发展史；最具影响力的工程制造技术研究成果；最具影响力的材料与制造技

术领域专家和大国工匠；劳动育人和知行合一典型案例等四个案例库。

4． 金工系列课程“知识体系、能力体系、教学平台、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现代化研

究

指南： 建议围绕金工系列课程 “知识体系、能力体系、教学平台、教学模式和教学

方法”现代化问题，进一步研究完善课程知识体系和能力要求体系，基于新

工科的要求积极推进课程知识体系和能力要求体系的现代化，打造金工课程

现代化教学平台（虚拟仿真，实习实践，创新项目等），探索新的现代化教

学模式（虚实结合，教赛结合，校企结合等）和教学方法（翻转课堂，线上

线下有机结合，讲做结合等）。

5． 金工系列课程一流课程建设

指南： 建议研究金工系列课程在国家级、省级一流课程建设中存在的关键问题，总

结一流课程建设中的成功经验，结合所在学校实际情况，提出建设线上、线

下、线上线下混合一流金工系列课程的举措。



6． 金工教学团队建设与青年教师培养

指南： 建议研究金工系列课程教学团队建设中存在的普遍问题，总结各级教学团队

建设的成功经验。调研金工师资队伍特别是青年教师的现状，了解存在的急

需解决的问题及其产生问题的根源，研究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对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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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中德（或中欧）工程实践教育对比研究

指南： 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在工程实践教育方面极具特色。建议结合新工科建

设，深入调研德国或欧洲等相关国家精英理工大学、应用技术大学等不同层

次的高等院校在工程实践方面的教育理念、培养目标、教学方式等，研究社

会职业需求与教育理念、教学方式等之间的关系。调研中国当前工程实践教

育领域现状、优势和不足，借鉴德国以及欧洲国家的工程实践教学经验，探

索新工科背景下的不同层次高校的工程实践教学方式和国际人才培养模式

等。

8． 新经济、新业态下，金工系列课程在企业对人才的知识、能力要求中的作用研究

指南： 通过调研当前新经济、新业态下典型企业对人才的知识能力要求，分析金工

系列课程在人才的知识能力培养中的支撑作用，研究校企结合新模式，为修

订金工系列课程的知识体系和能力体系提供依据和建议。

9． 金工系列课程现状、历史沿革、存在主要问题，以及对教学改革成果的反思

指南： 研究本课程在我国的历史沿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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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梳理几代金工人的共同努力下，尤其是在新工科建设期

间，金工系列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取得的成果，反思经验教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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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低水平的重复研究，

同时更好地发挥教指委在研究、咨询、指导、评估、服务中的作用。

10． 金工系列课程知识体系与教学基本要求及课程标准制定依据研究

指南： 建议以新工科为背景、结合不同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以及后期专业课对本课

程的知识需求，研究构建课程的知识体系，制定教学基本要求，提出各类人

才培养需求，确定课程标准依据，明确课程必备的教学条件（师资、教学设

备、生均投入等），学习本课程必须具有的前期知识基础，学习本系列课程

后应达到的人才培养基本要求。制定课程评估考核条件，并构建持续改进体

系。



11． 金工系列课程实践环节建设基本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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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实践、实验环节的基本问题。分别确定课程必备的实践教学条件，以及

如何通过校内协同、校企协同、校校协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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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的金工实践教学环

节。

12． 军队院校金工系列课程建设与发展的基本问题研究

指南： 军队院校金工系列课程建设与发展具有自身鲜明的特色。建议结合装备案例

和军事化元素特色研究军队院校金工课程的知识体系、教学基本要求等基本

问题，探索建设具有军队院校特色的教学 MOOC 网络平台，探索具有军队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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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教材与课程协同创新

指南： 研究目前教材与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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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新形态课程，建设优秀教材，以及协同创新的可能模式、

具体内容与办法。

14． 与工程训练基地相结合的大学生劳动教育相关问题研究

指南： 研究如何在《工程训练》中融入劳动教育元素，如何开展劳动教育项目及劳

动教育评价体系，以及劳动教育与工程实训结合的可能模式、具体内容和方

法。

15． 新工科环境下工程训练课程发展问题

指南： 结合不同类型高校，研究在新工科背景下，工程训练课程面临的新挑战，研

究课程在新工科人才知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与基础地位，探索新工科环境下

工程训练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中可能的创新形式，为课程的可持续发展提供

建议。

16． 工程训练教学团队建设与青年教师培养

指南： 研究工程训练教学团队建设中存在的普遍问题，调研工程训练师资队伍特别

是青年教师的现状，了解存在的急需解决的问题及其产生问题的根源，研究

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对策。对工程训练教师队伍的稳定与发展、青年教师的能

力提升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与办法。



17． 工程训练虚拟仿真教学研究

指南： 调研工程训练中虚拟仿真教学的开设情况，建议结合课程知识体系和教学基

本要求，实训的难度、危险性及可操作性等基本问题，确定开设虚拟仿真教

学的可行性，研究虚拟仿真教学开设的方式、软件开发中的相关问题、教学

组织安排、教学效果及教学评价等。建议结合热加工教学特点及教学现状、

研究热加工教学改革创新中的相关问题，如何通过虚拟仿真教学丰富热加工

教学内容，通过虚实结合改变热加工实训逐渐萎缩的现状。

18． 创客空间运行模式研究

指南： 研究创客空间的运行模式，调研国内高校创客空间成功运行案例。研究创客

空间的安全管理措施、学生 24 小时开放与教师 8小时工作的解决方案、学生

创新团队管理、大创及竞赛管理、创新项目与工程训练教学融合、项目指导

教师管理及工作量认定等问题。

19． 新形势下工程训练课程教学模式创新及教学内容更新

指南： 广泛调研课程教学现状、教学中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及应对措施。研究如何利用信息化教学手段，改革工训课程教学模式，丰富

课程教学资源，有效提高教学效果。研究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开设个性化的

工程训练课程的教学模式及教学内容。

20． 项目式教学改革及实施管理

指南： 研究项目式教学改革及实施管理中的相关问题，如哪些项目适合在工程训练

中开展教学、项目式教学与传统工程教学内容如何融合、教学组织及教学管

理、指导教师培养、教学评价及教学工作量认定等问题。

21． 工程文化建设及工程素质培养方法探讨

指南： 研究工程训练中心的工程文化建设，通过工程与文化的结合，将工程知识融

入建筑与环境中，通过潜移默化的作用影响学生。建议研究工程文化建设内

容和建设方式，以及如何融入课程教学中，达到提高学生工程素养的目的。

22． 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发展及课赛结合相关研究

指南： 研究工训大赛对工程训练课程改革的影响，如何将工训大赛与课程结合，让

项目式教学及创新教学惠及更多学生；为更好开展工训大赛，同时征集工训

大赛命题思路及相关建议，让工训大赛常办常新。



23． 工程训练安全操作规范及安全教育问题

指南： 结合实验室安全管理，研究如何制定工训实验室安全操作规范具体执行条例，

如何对学生开展安全教育，安全教育的形式及内容；以及在严格的实验室安

全要求中，保质保量完成工程训练的教学。



附件 1

2021-2022 机械基础/工程训练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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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训练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制

二○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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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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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指导委员会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 章

年 月 日



附件 2

2021-2022 机械基础/工程训练教学指导委员会

教育科学研究项目计划任务书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工作单位：

电子邮箱：

联系电话：

项目经费：

立项日期： 年 月- 年 月

机械基础/工程训练教学指导委员会制

二○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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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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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内容及技术方案

3、预期成果形式与考核指标

4、进度安排

5、经费预算（含自筹配套经费）

（1）经费支出

（2）经费来源

所在学校主管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字：



主管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教学指导委员会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 章

年 月 日



附件 3

2021-2022 机械基础/工程训练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科学研究项目结题表

项目名称

所属学校 项目负责人

起止时间 年 月至 年 月 成果形式
A、论文 B、专著

C、教材 D、其他

项目申报书中约定的主要研究内容及预期成果：

项目完成情况（简要说明该项目完成的主要内容及所取得的成果，包括发表的论文、专

著、教材及成果所产生的影响等）：

1.项目完成的主要内容

2.项目取得的成果

专家组结题（验收）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学校主管部门结题（审核）意见：

负责人：

（所在单位主管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教学指导委员会结题（验收）意见：

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4

2021-2022 机械基础/工程训练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科学研究项目汇总表

填报时间：20 年 月 日

序号 所在学校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电话（手机） 电子邮箱 项目组成员
项目所属

指南编号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