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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教育改革的必然性 

一、地方高校“新工科”建设的思考 

   

  中国特殊的发展历程 —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中国特殊的发展阶段 —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中国特殊的发展目标 —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特殊的发展环境 — 强力支撑产业发展 

  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 — 能力培养立德树人 

 

 

 

 

 

 

 

 

 

1 新工科是即将形成的（或改造）新兴工程学科专业（或方向）， 
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2 新工科代表新的科技发展，与快速发展的行业、工业和新经济联系紧密。 

3 动态的理解新工科的理念，以发展的思维，持续实施的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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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高校“新工科”建设的思考 

（二）“新工科”如何建设 

新工科必须“顶”到新技术革命、新工业革命、新经济 

的“天”；同时也必须要“落”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的“地”。 

新工科必须“破”传统工科的思维模式，同时也必须要 
“立”创新型、综合化、全周期工程教育的新理念。 

新工科必须“探索”工科发展的新范式、新结构、新体 

系，同时更要“实践”，以开放的、动态的、发展的思 
维去大胆行动。 

新 
工 
科 



一、地方高校“新工科”建设的思考 

 ABET工程学定义：通过研究与实践、应用数学、自然科学等基础学科

的知识，经济有效地利用自然规律和力量造福人类的一门学科。 

工科就不应该“旧” ---- 工艺非学不兴，学而非工艺不显 
                   学业为人才根本，工艺为民生之计，二者固宜并重 

工科确实有点“旧” ---- 师夷长技以制夷 
                                夷之长技之三：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 

工科如何才不“旧” ----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核心的能力—学习而且快速学习新事物的能力 

跨学科  —  学科或专业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工业分工的表现 

全球化  —  全球化的工业体系、全球市场，需要全球化的人才 

可持续  —  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嵌入到工程教育之中 



 
 
 
 

            地方高校面临的形势 
     
    地方高校承载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更需要强化学生为本区域服务的能力，增强学生的行业背

景和工程创新的主体作用，突出培养新兴工程科技人才。

深入推进产教融合，科教协同、国际合作、创业就业。 

    河北转型发展的刚性需求，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

新区建设、大气污染与防治、6643 等等。 

    河北科技大学在2013年提出了“四四制”工程人才

培养方案，在2014级开始探索地方高校“新工科”建设

模式，创新工程人才分类培养的结构体系，取得了初步成

效。 

一、地方高校“新工科”建设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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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树立创新型、综合化、全周期工程教育  “新理念” 

 构建新兴工科和传统工科相结合的学科专业“新结构” 

 探索实施工程教育人才培养的            “新模式”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程教育          “新质量” 

 建立完善中国特色工程教育              “新体系” 

  （一）什么是新工科 

二、“四四制”工程人才分类培养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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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四制”工程人才分类培养体系的构建 

        工程人才分类培养  ——  面对国内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解决高等工程教育面临着三个重大问题，也是高等工程教育的“瓶颈”
问题，就是如何在工程人才的培养中实现“新”、“快”、“特”。 

新 快 特 

就是要在教育
教学的全周期
中，不断适应
新经济发展和
社会需求的新
理念、新模式
和新标准。 

要在学生培养
的全过程中，
快速适应工业
革命、产业变
革的柔性体系，
动态结构和灵
活运行机制。 

是在以学生为
中心的理念下，
分类的、按需
的、个性化的
工程人才培养
教育模式。 



9 

       （二）“四四制”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第一个“四”） 

二、“四四制”工程人才分类培养体系的构建 

“四”个 
  培养阶段 

01 通      识 
教育阶段 

02 专业集群 
（区域产业链划分）

教育阶段 

03 专      业 
（行业需求导向） 

教育阶段 

04 分      类 
（学生个性需求） 

培养阶段 

      学生培养的全周期分为四个培养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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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四四制”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第二个“四” ） 

二、“四四制”工程人才分类培养体系的构建 

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校企合作培养 

应用研究型人才 

国际化应用型人才 

创新创业型人才 

中外联合培养 

科教协同培育 众创空间培植 

      学生从第四个阶段开始分为四类工程人才进行培养，四类人才培

养对接四类培养平台，四类型学生的比例预计为4:3:2:1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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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四制”工程人才培养体系结构 

二、“四四制”工程人才分类培养体系的构建 

通
识
教
育

阶  
  

段 

专
业
集
群

教
育
阶
段 

专
业
教
育

阶  
  

段 

个
性
化
分
类

培
养
阶
段 

着重培养学生全球视野、家国情怀、人文素养和创新意识、

法律意识、工程意识、生态意识等非技术能力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行业需求设置专业集群 

 

高层次应用类
突出模块化专
业选修课和实

践实训 

应用研究类
突出技术核
心课和科研

训练 

国际拓展类
突出综合性
多选课和外
语交流能力 

创新创业类
突出创新创
业指导以及

培训 

校企联合培养
实现工程教育
与新经济发展
需求相融通 

科教协同培育
实现本科教学
与研究生教学

相融通 

中外联合培养
实现国内学习
与拓展国际视
野相融通 

众创空间培植
实现学会学习
与学会就业创
业相融通 

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应用研究型人才 国际化应用型人才 创新创业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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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破传统学科专业及其局限性 

二、“四四制”工程人才分类培养体系的构建 

学科是一种范式，主要为方便教学/管理而不得已为之 

学科专
业及局
限性 

学科专业划分常常带有强烈的人为因素、局限性和社会因素 

知识快速增长迫使大学进行分类传授，探索新范式是一挑战 

 
发展交叉学科与通识教育的必要性 

单学科分割使得知识在某种程度上被割裂 

导致学者和学生的思维形成定式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基本上都是综合性多学科的 

教学和科研活动要在更大学科范围内进行，涉及学科和专业群 

学科专业集群发展靠“问题”引领、靠降低学科间“壁垒”保障 

从单纯的学科专业建设到学科专业集群建设 

扩大学科布局，按产业链划分学科集群 

弱化学科与行政院系之间的耦合关系 

学科专业应该是统计意义的概念，而不应该是管理上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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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四制”工程人才分类培养体系的构建 

                                    不同阶段的培养方案  

    着重培养学生的全
球视野、人文素养，以
及创新意识、法律意识、
工程意识、生态意识等
非技术能力。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构建既对接产业链又
体现学校学科特色的产业
集群课程，集中学校优势
资源实施专业集群教育。 
 

 

    在大类培养的基
础上，根据学生意愿
进行专业分流，按技
术和能力进行“分类
培养”。 

 以职业需求为导向、
以市场需求为引领，在
学生自主选择基础上进
行多样化、个性化的培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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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二、“四四制”工程人才分类培养体系的构建 

培养目标 主要特征 培养形式 培养期限 

 
符合大工程需求
的、服务产业集
群、高级工程技
术人才。 
 

 

 
校企合作培养， 
校企协同育人。 
 

 

 
在企业现场进行
的实践性教学活
动。 
 
 

 
 
 

 
一学年完成企
业实践和毕业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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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四制”工程人才分类培养体系的构建 

     （2）应用研究型人才培养模式 

培养具有良好的
科学精神、独立
自主学习能力，
基础扎实，能够
从事相关技术研
究的应用型人才。 
 

培养目标 主要特征 
科教协同培育。 
研究生专业学位
贯通培养，强化
硕士学位前基础
知识学习和专业
技能训练。 
 

 
 

培养形式 
与研究院所、设
计单位联合培养，
全部进入实验室
和进入导师课题
组。 

培养期限 
一学年完成科研
训练和毕业论文 
 

   （双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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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四制”工程人才分类培养体系的构建 

     （3）国际化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培养具有广阔国际视野、良好

竞争意识和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
国际化应用型人才。 

中外联合培养。 
与境外合作院校共同搭建
教育平台联合培养。 

4+0,2+2,3+1,3+2  校内或境外集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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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四制”工程人才分类培养体系的构建 

    （4）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 

培养目标 

培养学生的创新

意识和创业能力，
通过创新创业实

践，使学生掌握

创新创业知识和
能力。 

主要特征 

众创空间培植。

项目驱动，加
强管理、金融、

领导力、知识

产权、市场营
销教育。 

 

培养期限 

开展创新创业实
践。一学年完成
创业计划和毕业
论文 

培养形式 

进入创新创业中

心集中、孵化器
培养，学生可选

择创业实践和创

新研究两个方向。 



 一问产业需求建专业   

 二问技术发展改内容 

 三问学校主体推改革 

 四问学生志趣变方法 

 五问内外资源创条件   

 六问国际前沿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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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四制”工程人才分类培养的实践 

         张大良司长：坚持问题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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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四制”工程人才分类培养的实践 

（1）明确主体责任，推进分类培养体系改革 

 

2014 

在2014级本科生
中开 始 人才 分 类
培养 实 践 ， 参 与
学生（3561）人。 

 

 

召开100多场各类
会议研讨、推动。 

2013 

2013年，综合研
判新技术革命对
工程教育要求，
开始推进工程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 

2015 

2015级参与工程
人才分类培养实
践学生（3360）
人。 

2016 

2016级参与工程
人才分类培养实
践学生（3305）
人。 

2015年创新创业教育研讨会 

2014年“四四制”人才培养方案工作推进会 

2013年理工学院转型发展工作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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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四制”工程人才分类培养的实践 

（2）按照产业需求，构建专业集群教学平台 

序号 专业集群 专业编号及专业名称 产业集群 序号 专业集群 专业编号及专业名称 产业集群 

 
 
 
 
1 

 
 
 
 

机械材料类 

080405  金属材料工程  
 
 

先进装备 
制  造 

4 环境类 
082502  环境工程 

节能环保 
080407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082503  环境科学 

08020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5 电气信息类 

080301  测控技术与仪器 

新一代 
信息技术 

080203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08060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80206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080801  自动化 

080501  能源与动力工程 082601  生物医学工程 

 
 
 
 
 
2 

 
 
 
 
 

生化类 

071001  生物科学  
 
 
 
 

生物医药 

080701  电子信息工程 

071002  生物技术 080702  电子科学与技术 

081301  化学工程与工艺 080703  通信工程 

081302  制药工程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2701  食品科学与工程 080902  软件工程 

082702  食品质量与安全 080903  网络工程 

082901  安全工程 
6 土建类 

081001  土木工程 
节能建筑 083001  生物工程 081002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100701  药学 081003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100702  药物制剂 

7 管理类 

081801  交通运输 

物联网 

 
 
 
 
 
3 

 
 
 
 
 

人文类 

130502  视觉传达设计  
 
 
 
 

文化产业 

12010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30503  环境设计 120103  工程管理 

130504  产品设计 120201K 工商管理 

130310  动画 120202  市场营销 

050201  英语 120204  财务管理 

050261  翻译 120701  工业工程 

030101  法学 120801  电子商务 

050101  汉语言文学 0204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050301  新闻学 8 纺织类 081601  纺织工程 纺织服装 

    土木工程专业 和工程管理专业，2014、2015、2016年社会需求分别为2.5:1 、1.8:1 、1.1:1 
     2014级在专业分流中，根据社会需求和学生自愿停开了4个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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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四制”工程人才分类培养的实践 

（3）紧跟技术发展，优化人才培养方案 

各个专业主动
对接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需要
和企业技术创
新要求，合理
确定专业人才
培养目标与毕
业要求。 

对2014级本科
人才培养方案
进行了修订，
减少总学分，
实践学分的比
例提高到30%-
40%。 

各个专业按照
产出导向的理
念，合理设置
教学环节和教
学内容，将学
科前沿和最新
科技成果引入，
扩大知识面。 

      为了适应国内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进“四四制”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学校对2014级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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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四制”工程人才分类培养的实践 

（4）尊重学生志趣，提高学生的中心地位 

      学校着力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从2015年开始开展使用学堂在

线、智慧树、超星等慕课资源进行混合式教学，以MOOC/SPOC课程为载体，充分利

用网络信息技术优势，探索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翻转课堂”新模式，近两年已有

70多门课程采用混合式教学，改变了教师传统的灌输式授课模式。 

       在2014级学生第四个培养阶段分流中，学生普

遍认同学校推行的“四四制”工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调查结果显示，

98%的学生对前三个阶段的培养和第四阶段的分流做

出积极评价，认为改革考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切身

利益，满足了学生个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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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四制”工程人才分类培养的实践 

（5）配置内外资源，激发办学活力 

       学校出台了专门文件，聘请行业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全程参与

培养目标、教学方案等制定，并到校讲授专业课程。 

    学校与华药、石药等全国知名企业建立学生校外实习基地170余家。每个专业

至少一门课由国外著名大学教授讲授、至少一门课由行业专家讲授及一门慕课 



24 

三、“四四制”工程人才分类培养的实践 

（6）加强国际合作，推进工程教育的国际化 

       学校通过开展工程教育专业

认证推动本科教育与国际工程教

育接轨，促进工程教育规范化，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要求工科专

业必须按照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

通用标准及相关专业补充标准修

订专业培养方案培养国际认可的

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 

    积极开展中外合与交

流，中外合作办学项目4

个，正在申报成立“中澳

国际学院”，与80多所国

外大学在教师联合授课、

学生跨校学习开展合作，

实现了人才培养模式的国

际化改革与创新。 



        2014级学生总数  3561  人 

 按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1942  人 

 按应用研究型人才培养：1490  人 

 按国际化应用型人才培养：21 +（300）人 

 按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108  人 

    98%的学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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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四制”工程人才分类培养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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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四四制”培养体系的评价 

学生4 

“四四制”培
养计划让我们
更加明确自己
的方向，少走
一些弯路，坚
持自己想法一
直努力下去。 

学生5 

采用这种分流
体系可以使我
们有更充足的
发展空间，挺
好的! 

学生6 

“四四制”分
流 进一步提高
了 自己的专业
知识，给自己
一个更好的选
择机会! 

学生1 

“四四制”分
流具有较好的
针对性，有利
于大四或者毕
业生对前途的
发展！！！ 

学生2 

“四四制”分
流使学生有一
个明确的发展
定位，避免到
了大四或毕业
后迷茫！！！ 

学生3 

“四四制”开
创了新的教育
理念，我有走
向技术研究类
道路的意愿。 

学生7 

应用技术类可以更好的锻
炼适应社会的能力，更好
的融入社会，实现自己的
价值；技术研究类可以更
快提高专业技能，扎实基
础；创新创业类可以开拓
我的思维，创造自己的事
业。 

学生8 

 
 

学生9 

三、“四四制”工程人才分类培养的实践 

对此新的措施，极大的
发挥了学生的学习潜力
，使学生们各为所长的
去发展自己，并对自己
的专业更加清楚的了解
和认识，并为以后的工
作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一直以来都致力于实践
和理论相结合的我，这
一次要带着理工学院的
光彩，步入社会，为理
工学院为家乡争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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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四制”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 

四、结束语 

工程教育与新经济发展需求 
相融通 

本科教学与研究生教学
相融通 

通识教育与个性化教育 
相融通 

学会学习与学会择业 
相融通 

四个 
融通 



  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 

 为学习者构建“自主选择、多次选择、多样性选择、开放性选择” 

      的工程教育新体系。 

 在一个学生培养周期中： 

          实现对传统工科的改革更新、 

            强化与行业产业的加速融合、 

            满足了工程人才的个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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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束语 

  “四四制”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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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重点建设的骨干大学，河北省人民政府与国家国防工业局共建院校 

   2016年被评为“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50强 

 “飞翔创客空间”被评为国家级众创空间 

《地方院校个性化教育模式的构建及实践》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2017年广州日报应用大学排行榜”居全国第三位 

《2016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科研经费过亿排名139位 

  2015年中国大学评价专利技术转让100强，排名58位 

  区域性、应用型、国际化为办学特色 

 

 

学校取得的初步成效 



谢    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