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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工科背景下中职机械专业跨学科教学创新的价

值意蕴

创新与创业结合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现代化技

新工科背景下中职机械专业跨学科教学创新路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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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赋能下，自动化技术深刻改变了我们当前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智能制造成为我国制造领域转型

升级的主攻方向。在此背景下，自动化技术与机械工程领域的深度融合对机械工程师提出了新的职业发展要求，这给

中职机械专业教学和人才培养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同时，自动化技术的融合和应用进一步突显了中职机械专业教学

的跨学科融合特点。基于此，本文以新工科建设为导向，结合中职机械专业跨学科教学创新的价值意蕴，围绕机械专

业在教学创新中面临的现实困境，着重探讨了如何促进中职机械专业的跨学科教学创新，以期培养出符合中国“智

造”战略的创新型、应用型机械专业人才，使其更好地适应自动化时代机械领域的智能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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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Empowered by the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utomation technology has profoundly 

changed our current production and lifestyle, making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main direction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n China's manufacturing field. In this context,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automation technology and mechanical engineering has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which brings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the teaching 

and talent training of vocational mechanical majors. Meanwhile, the integ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utomation technology furth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ross-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in the teaching of 

vocational mechanical majors.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engineering as 

the orientation, the value of cross-disciplinary teaching innovation in vocational mechanical majors, 

focuses on the realistic difficulties faced by mechanical majors in teaching innovation, and discusses 

how to promote cross-disciplinary teaching innovation in vocational mechanical majors, in order 

to cultivate innovative and applied mechanical professionals wh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China's 

"smart manufacturing" strategy, so that can better adapt to the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in the field of 

mechanics in the era of auto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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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助力制造企业向智能化、数字化转型，通过新旧动能转换实

现。创新涉及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或新事物设计；创业则关乎

资源优化与再创造。新工科建设响应科技革命需求，培养机械类

卓越工程技术人才，促进交叉学科新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引言

新工科建设以培养交叉融合、创新型卓越工程人才为核心，以此为导向推动中职机械专业跨学科教学的创新，对于增强专业人才的

适应性、支撑性、创造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学科交叉与协同融合成为当前中职机械专业深化改革的重要方向。同时，现代科技的

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当前社会结构的需求变化，传统机械学科难以满足现代产业智能转型升级对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因此，以新工

科建设为导向，以跨学科教学为抓手，促进中职机械专业教学的深化改革与创新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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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机械专业学生就业面广，涵盖制造业、新能源汽车等。

现代化数字技术如自动化与机械制造融合，打破传统人才界定，

提升综合实践能力与岗位适应力对机械专业学生至关重要。新工

科建设下，融入电子工程、自动化技术及创新创业教育，促进学

科交叉融合，满足智能制造时代人才培养需求，推动学生跨职

业、跨领域发展，为智能制造产业提供战略人才支持 [1]。

二、新工科背景下中职机械专业跨学科教学创新面临

的现实困境

（一）专业建设方向聚焦不足

专业建设是影响中职机械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要素。中

职学校机械专业资源相对有限，只能将资源聚焦于优势、有特

色、有潜力的发展方向上，才能在创新型人才培养中形成竞争优

势，进而为促进机械专业的内涵式建设吸引多元化的优秀师资和

生源。然而，受传统教育教学观念的长期影响，部分中职学校机

械专业在教育教学中过于重视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和知识技能，

而忽视了通过融入跨学科教学项目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

力，以至于机械专业在改革创新中难以形成竞争优势 [2]。这充分

反映出某些学校在建设机械专业时，未能跳出专业设置的传统定

位，也未能结合当前的社会发展寻求新的突破，进而严重制约了

学生个人潜能的发展。

（二）课程体系与产业需求脱节

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对于培养机械专业学生的科学思维、创

新能力、实践能力具有重要的影响。新工科背景下，中职机械专

业应以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综合实践能力为目标优

化课程体系，进而在突破传统知识框架的基础上，突显不同专

业、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性。然而，在现代化技术的赋能下，制

造企业纷纷进入了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中，以至于部分中职学校

未能结合产业发展与转型对机械专业的课程体系进行重构，进而

导致教学内容滞后于智能制造技术的发展创新，教学内容与产业

缺乏融合性。而且，部分机械专业教师的教学视野较为狭窄，其

在设置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时难以突破传统框架的束缚，过于强

调专业本身，难以利用新兴技术引入实用性的跨学科教学内容，

从而导致学生掌握的知识技能与市场需求存在较大差距。

（三）教师跨学科教学能力不足

师资力量是影响中职机械专业跨学科教学创新的直接因素。

新工科背景下机械专业跨学科教学创新的推进要求教师具备丰富

的经验和较强的综合能力，这样才能在教学创新中引领学生更好

地掌握新兴技术和知识。事实上，中职学校机械专业的大多数教

师的专业背景相对单一，他们较为缺乏跨学科教学的知识和经

验，进而难以在跨学科教育中为学生提供全面的指导和支持。同

时，中职学校机械专业跨学科教学内容的更新速度较为滞后，教

师难以结合行业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给予学生有效的教学引

导。最后，中职学校难以为机械专业教师提供科学全面的培训，

以至于他们难以获取行业内最新的发展动态，也无法更新自身的

教育教学方法 [3-4]。

三、新工科背景下中职机械专业跨学科教学创新的

路径

（一）依托产教融合优化课程体系

开发紧密贴合产业界的课程体系是中职学校机械专业引入跨

学科教学、深化教育改革的有效举措，也有助于从根本上提升机

械专业跨学科课程设置的前瞻性、时代性。为此，机械专业可以

借助校企合作平台、产教融合机制，利用项目导向教学法在跨学

科教学中引入真实的企业项目。开设项目导向课程为学生创设了

解决企业实际工程问题的真实环境。在这个具有挑战性的跨学科

项目实践环境中，学生不仅需要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去钻研企业

在机械制造过程中存在的技术问题，还需要学习如何与团队进行

高效配合，如何与客户进行有效交流，进而在此基础上提高项目

管理效率。例如，合作开发飞机燃油效率优化项目，增强实践能

力和团队精神。建立校企合作的工作坊和实验室，提供先进设备

使用、调试、维修的实战机会，让学生紧跟产业趋势和技术标

准。此外，定期邀请企业专家举办讲座，分享行业趋势和职业规

划建议，促进学生全面发展。[5-8]。

（二）基于学科交叉加强师资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是中职机械专业推进跨学科教学创新的重要保

障，也是促使其结合社会需求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对此，

中职学校可以结合机械专业的事例情况和科研团队的创新情况，

围绕工业互联网与智能制造技术、机器人与高端装备技术、精密

测量、激光加工等方向优化机械专业的师资布局，以及促进多学

科融合师资队伍建设，从而为机械专业的跨学科教学创新提供支

持保障。首先，中职学校应加大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引进力度，

以及加强对机械专业现有师资力量的培养力度。同时，在引入高

质量人才的过程中，中职学校应当秉持分层原则，例如，进入智

能制造类、控制类行业内的紧缺人才，并利用师带徒的方式对现

有的师资力量进行转化升级。其次，通过跨学科整合，引入具备

跨学科背景的教师和科研人员，组建跨学科教研组，定期研讨教

学策略，提升教学质量。最后，中职学校可以联合地方高端转呗

产业技术研究院等成立跨学科教学实践平台，借此依托产学研合

作机制在教学与研究的双向推进中促进跨学科交叉融合 [9-11]。加

强与企业、科研机构的产学研合作，对于提高中职机械专业教师

的创新思维、学术水平、跨学科教学能力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职学校还需进一步完善激励和晋升机制，对机械专业教师在智

能制造领域的跨学科教学创新，以及其所获得科研成果进行适当

的奖励。这有助于充分激发教师的内在驱动力，促使其在跨学科

教学实践中进行踊跃创新。

（三）实施精准教学提升教学质量

精准教学是在新工科背景下，提升中职机械专业跨学科教学

质量的关键策略。它强调以学生为中心，通过数据驱动和个性化

学习路径，确保每位学生都能获得最适合自己的教育资源和成长

机会。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学生的学习行为、能力水平及兴

趣偏好进行精准识别，为每位学生定制个性化的学习计划和教学

内容。例如，智能系统监测学习表现，自动调整教学难度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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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结合理论知识与实际情境，通过模拟真实工作场景、VR/AR

技术加深理解。实施翻转课堂模式，课前自主学习，课堂讨论、

解决问题和深度学习。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学习生态系统，线上

资源丰富、互动，线下侧重实验、交流和深度探讨。建立多元化

评价体系，引入项目报告、同伴评价等，全面评估学生能力。实

施即时反馈机制，调整学习策略，提升学习效果。[12-13]。

（四）利用双创教育深化教学改革

创新型人才是促进我国科技进步的重要资源。因此，在推进

机械专业跨学科教学的实践中，中职学校以双创教育为切入点深

化专业教学改革，不仅有助于提高交叉融合、创新型卓越工程人

才的培育质量，还能有效助力制造强国战略目标的全面落实，进

一步增强机械专业学生的创新思维、工程实践能力和职业竞争能

力。对此，中职学校可以循序渐进地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机械专

业教育中。跨学科交叉融合是新工科建设的特色内容。因此，促

进创新创业教育与机械专业教育的深度融合，能够让中职学校机

械专业在主动对接产业结构的基础上实现内涵式与高质量发展，

进而为满足智能制造产业的转型升级培养综合素质强的复合型、

创新型工程实践人才。宏观上，中职学校需将创新、创业能力纳

入专业标准与人才培养方案，打破传统教学局限，为创业与工程

实践提供支撑。微观层面，除开设双创课程外，还应指导学生结

合专业知识开展项目实践，锻炼创新思维与应用能力。同时，强

调教育精准、长效，结合机械专业特色，实施理实一体化课程。

通过定期举办科创竞赛等活动，提供实践机会，促进学生技能与

经验双提升，适应机械制造企业转型需求 [14-15]。

四、结语

总而言之，新工科背景下推动中职机械专业跨学科教学创新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一举措是深化中等职业教育改革的必然举

措。中职学校作为培养创新型卓越工程人才的重要阵地，以跨学科

教学创新为抓手，在机械专业制定和实施恰当的课程体系和人才培

养方案，可以为我国机械专业的智能发展提供战略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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