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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分析了当前大学工科教育中实践性偏弱的问题，即工科教育理科化的倾向，分析了问题的成因，借鉴国际上大学

工科教育的先进经验，提出了若干解决问题的建议，为大学工科教育的正确发展提出有益的新方法和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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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roblem of weak practicality in current university engineering education, 

namely the tendency towards scientificization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It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 draws on advanced experience i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engineering education, and puts 

forward several suggestions to solve the problem, providing useful new methods and ideas for the 

correct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engineering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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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大学工科教育实践性弱化问题

大学工科教育蜕变的理科化甚至文科化的现象：工科教育是

面向工程领域，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重要科学，其基本特点是研

究工程技术，解决实际问题，满足实际需求的科技领域。但当前

一些高校在急功近利和偷工减料的心态促使下，表现出了把工科

教育变相为理科教育模式或者文科教育的现象，表现为脱离工程

实践，主要做一些书面的文字化工作，弱化了工科教育的面向实

际解决实际问题的特色，对学生的学习方向有误导，对社会的贡

献变弱化，长此以往，将导致工科教育与工程实践相脱节，社

会现状与国际发展相脱节，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隐

忧 [1]。

二、实践性在大学工科教育中的重要性

解决实际问题，是工科教育的使命，也是其鲜明特色。工科

教学的知识来自于实践，特别的工程技术领域的实践，是为解决

实践中的问题发展起来的。所谓“工科理科化”诱因，是工科的

评价体系及运行方式向理科靠拢，甚至完全向理科看齐，重视

论文发表，忽视实践，其典型特征，是用理论代替对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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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难题招标，难以找到对口的人才参与，表明教育的实践

性不足，与产业技术发展相脱节。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因为类似

趋势，比如文字狱导致的不研究实际问题，在故纸堆里研究文字

学术，重理论轻实践，导致鸦片战争时期的无以面对海外舶来品

和洋枪洋炮的竞争，人才队伍缺乏与社会需求相匹配的人才，民

族产业面临消亡，国家被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2]。

三、当前大学工科教育实践性弱化的表现与成因

当前的大学教育的产教脱节和条块分割，是一个长期存在且

影响深远的问题，也是“工科发展出现理科化”的一个促成因

素，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课程设置与实际需求脱节。理论偏重，而实践不足，

很多课程以理论教学为主，缺乏与实际工作场景的联系，学生学

习的知识难以直接应用于实际工作。课程内容陈旧，更新速度

慢。部分学科的课程内容滞后于产业发展，无法满足市场对新技

能、新知识的需求。专业设置与产业发展不匹配。一些大学的专

业设置与产业需求脱节，导致毕业生就业困难，或进入与专业不

对口的岗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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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教学方式与社会需求不匹配。教学模式单一，缺乏互

动和实践。传统的填鸭式课堂教学模式，缺乏与企业合作的项目

实践，难以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的

学习兴趣也受到较大影响。历史上，丹麦奥尔堡大学也是以课堂

教学为主，缺乏对实践性方面的重视，结果引起学生发起了罢课

学潮，随后大学里被迫进行了改革，强调实践性，课堂中也引入

了课堂动手的实践性部分，逐渐使奥尔堡大学在工程教育方面走

在了欧洲前列 [4]。

再次，师资队伍与企业需求脱节。教师队伍缺乏实践经验，

与企业缺乏联系：教师来自一直处于教育圈子内的高校毕业生，

一直处于象牙塔内的环境，缺乏企业实践经验，对企业需求缺乏

了解和认识，难以将实际社会需求与工作相结合，研究逐渐与社

会需求相脱节。师资队伍结构单一，缺乏跨学科人才。高校师资

队伍以本专业的研究生为主要补充渠道，知识结构单一，缺乏跨

学科人才，难以满足产业发展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师资队伍本

应有跨学科人才，如一棵树，也要有树根，树干，树叶等，树的

成长需要有树根，树干，树叶等相互协调配合，但师资队伍结构

的单一性，如同只有树干，没有树根和树叶等其他部分，难以协

调发展，这导致培养出的学生缺乏跨学科才能。另外，师资队伍

本应有社会精英人才的源源不断的补充，但当前师资队伍主要来

自刚刚毕业的研究生群体，社会经验缺乏，工作历练不足，偏重

于所学理论，难以承担扩大学生视野的效用，与社会的需求联系

逐渐出现脱节现象 [5]。

还有，资源配置与企业需求不协调。教学资源缺乏企业参

与，缺乏产业实践平台。高校教学资源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方

面，缺乏与企业合作的实践平台，学生缺乏真实工作场景的体

验。高校没有动力去投资企业发展所直接需要的实践平台，而企

业所具有的实践平台又不能为高校和大学生所使用，导致校企沟

通不畅，教学与产业相脱节。资金投入缺乏对实践教学的重视。

大部分资金投入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研究，对实践教学和校

企合作的资金投入不足。

另外，学校与企业之间条块分割，缺乏协同。学校与企业之

间缺乏有效沟通机制。高校与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缺乏有效的

沟通机制，导致企业需求难以传递到学校，学校的教学内容难以

满足企业需求。

最后，政府部门缺乏统筹协调机制。政府部门对产教融合的

政策支持力度不足，缺乏有效的统筹协调机制，导致产教融合发

展缺乏整体规划和协调推进。

四、加强大学工科教育实践性的途径建议

产教脱节和条块分割的危害明显。造成大学教育与社会需求

脱节，毕业生就业难，难以满足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阻碍了

产业发展，不利于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升级。影响了大学教育质

量，不利于大学教育的良性发展。为了解决产教脱节和条块分割

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首先，加强校企合作，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建教学实

践平台，共享教学资源。丹麦有的大企业将重要的科研平台建立

在大学里，实现科研平台的共享利用，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学

习，这是解决条块分割资源共享的有效途径。深化教学改革，将

实践教学融入课堂，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未来，高校在工科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验收时，可以增加

一个考核点——任务是否来自于企业，是由哪几个企业提出的。

学位论文优秀与否，应邀请企业科技人员来辅助评价其研究实用

性 [7]。

其次，建立健全产教融合的政策体系，加大对产教融合的资

金投入，提供政策支持，特别是大学科技园区与创新基础设施的

建设方面，是产教融合的最佳抓手。改变评价体系，改变对学生

以考试为主，忽视实践能力的评价体系。对教师的评价，弱化对

课堂教学的单一要求，加强对实践教学方面的要求。产教融合是

推动教育发展、服务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只有解决产教脱节和

条块分割问题，才能培养出适应社会需求、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

能力的优秀人才，为国家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8]。

再次，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鼓励教师参与企业实践，提升教

师的实践能力和教学水平。破解工科理科化，首先师资要来自一

线。要让工科教师大量深入企业，从实践一线中挖掘出专业发展

中的脉络。另外，教师经常需要接触实践一线。比如教师曾经到

企业推广自己研发的技术，但企业对实验室做出来的技术并不感

兴趣，而是更在意行业中最关注的某个难题。沿着行业中的难题

找答案，能促使教师研究成果与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研究成果能

更快落地转变为新的生产力。破除师资理科化是关键，因为师资

决定学生，很多高校明知路径正确，却难以推动实施。制约其改

革的症结在于，高校考核论文至上，唯论文的观念根深蒂固。一

些工科教师仍沉浸在写论文的自娱自乐中，让他们走出实验室、

走向企业困难重重。相较而言，高水平大学的工科教师人数多，

授课任务相对不重，创造条件让他们拓展，打破在实验室里写论

文的局面。此外，高水平大学培养的博士生也更有可能成为未来

高校的师资。因此，破除工科理科化，部分高水平大学有条件起

到带头表率作用。有条件的大学可以建立国外分支教育机构或海

外联合办学，在国际教育的语境下，教育的评价体系会发生积极

变化，更加贴近社会需求，重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选择权，更容

易主动引入实践性要求，大学工科教育的改革会甩掉不合理的外

部束缚，从而更容易获得积极成果。成功的经验可以随后引入国

内的教育体系 [9]。

最后，学习国际先进经验。丹麦的大学教育曾经也是以课堂

为主，重理论轻实践，学生的学习兴趣不足，以至于20世纪70年

代发生了罢课学潮；此后的高等教育改革，重视实践方面，逐渐

形成了 PBL教学法。丹麦的 PBL(Problem based learning)教学

模式，即“基于问题”的学习，是一种以问题为导向、以学生为

中心的教育方式。学生围绕问题独立收集资料、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PBL教学法强调学习要围

绕具体而复杂的任务和问题展开，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反思式学

习，培养高级思维能力。丹麦的工科教育已经在国际上获得广泛

赞誉，这些国际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可以逐步引入我们的大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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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育中 [10]。

另外，随着人工智能 AI和数字孪生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

可以引入工科教育领域，降低成本，提高教育的效果。

五、结束语

综上，大学工科教育的实践性对于培养高素质工程人才至关

重要，只有不断加强实践教学，才能使学生更好地将理论知识应

用到实际工程问题中，成为具有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社会合格人

才；大学工科教育才能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撑起中国制造和世

界工厂的重任，支持产业的持续发展，在国际上具有更好的竞争

力和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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