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7： 

2021-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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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