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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下，人工智能深刻重塑工程教育，民办高校在服务地方经济与产业升级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将

民办高校机械类专业当作研究对象，重点关注“人工智能 +”视角下新工科背景里的人才培养体系构建，全面系统地

梳理当前民办高校在课程体系优化、教学模式改革、实践平台建设等探索情况，深入透彻地剖析理念更新滞后、学生

跨学科能力薄弱、师资力量与资源保障不足等较大问题。基于此，给出了强化顶层设计、完善课程体系、多元培育学

生综合能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以及优化资源平台支撑的针对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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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Driven by the new wave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profoundly reshap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with private universities playing a crucial role in supporting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mechanical engineering programs of 

private universities, exami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alent cultivation systems under the "AI+" perspective 

within the context of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It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current efforts in 

curriculum optimization, teaching model reform, and practice platform development, while thoroughly 

analyzing major challenges such as delayed conceptual updates, weak interdisciplinary capabilities 

among students, and insufficient faculty and resource support.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study 

proposes targeted strategies,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top-level design, improving curriculum systems, 

foster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bilities, enhancing faculty development, and optimizing resource 

platform support.

Keywords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ew  engineering;  private  universities; mechanical  engineering 

programs; talent cultivation system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不断向前推进的时代大背景之下，工程教育体系正经历着深度重塑，“新工科”建设是我国高等

教育领域应对技术迭代以及产业升级挑战的一项关键战略，它正加快引领各类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与创新 [1]。民办高校作为我国高

等教育体系的关键构成部分，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帮助产业结构优化方面发挥着日益较大的作用。对于机械类专业领域而言，传统以

专业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为主的人才培养方式，已无法适应新工科对交叉融合、智能创新型工程技术人才的迫切需求。随着人工智能技

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广泛应用，怎样有效融入“人工智能 +”理念，推动机械类专业教育模式与产业需求紧密对接，成为民办高校实现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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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办高校机械类专业“新工科”人才培养现状

在新工科建设全方位推进以及人工智能技术为产业变革带来

深度影响的大背景下，民办高校身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里的关键

构成部分，正踊跃探寻机械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转变，顺

应服务地方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以及产业迈向智能升级的时代要

求，越来越多的民办高校回应国家新工科教育改革安排，试着把

“人工智能 +”理念融入到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体系当中。和以前

那种以知识传授与技能训练作为主导的传统模式相比较，当下的

改革探索更看重跨学科融合、工程实践能力提高以及创新精神塑

造，整体呈现出初步较为活跃的发展态势。

从实践角度而言，民办高校在机械类专业“新工科”人才培

养方面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其一，课程体系不断优化升

级，部分院校在原有的机械基础课程体系之上，渐渐引入人工智

能导论、智能制造技术、数据分析与建模等新兴模块，借助专业

知识与智能技术的融合，拓宽学生的知识边界以及技术视野。其二

教学模式逐步转变，从传统的课堂讲授转变为项目式学习、任务驱

动式学习以及实践导向型教学，依靠校企合作、创新创业项目等载

体，让学生在真实或者仿真场景中综合运用所学知识，提升系统思

维以及工程创新能力 [4]。其三实践平台建设持续加强，一些高校凭

借与地方智能制造基地对接，建设校内智能制造实验中心、虚拟仿

真实训平台等，积极营造开放性、综合性的实践育人环境。其四教

师队伍结构逐渐优化，引进行业背景深厚且有人工智能实践经验

的“双师型”教师，同时推动现有师资借助培训提升智能化教学能

力，这些变化说明，民办高校机械类专业“人工智能 + 新工科”人

才培养已从理念倡导阶段，渐渐步入实践深化阶段。

依据近年来各地教育主管部门以及行业研究机构所发布的相

关调研数据，再结合对部分民办高校实地访谈反馈的情况，可看

出当下大约有65% 的民办高校在机械类专业人才培养时引入了人

工智能相关内容，其覆盖范围以及渗透程度相较于以往有了一定

程度的提升 [5]。然而从整体情况来讲，该领域的发展仍旧处于起

步以及探索的阶段，体系化、系统化建设水平以及待提升。一方

面，不同高校在资源投入、课程体系完善以及师资队伍建设等方

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优质教育资源相对比较集中，使得整体培

养质量参差不齐，另一方面，部分院校在将人工智能内容融入的

涵式发展的关键问题。

人工智能身为有颠覆性的技术力量，正深度重塑着工程实践的范式以及产业应用的逻辑，像智能制造、智慧机器人、大数据驱动优

化决策等新兴领域，对机械工程类人才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要求这类人才要有扎实的专业基础，而且还要拥有跨学科综合应用能力、智

能化思维方式以及创新创业素养 [2]。于机械类专业教育里引入“人工智能 +”理念，可有效打破传统学科的壁垒，推动知识体系的重新

构建以及能力体系的重塑，促使学生从“技术执行者”转变为“智能引领者”，强化专业培养的前沿性、综合性与实践性，符合新时代

高等教育重视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发展要求。然而，民办高校在理念更新、课程优化、师资建设与平台搭建等方面仍存短板，受制于

资金、资源与治理机制，机械类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在新工科背景下缺乏有力支撑 [3]。

鉴于上述背景情况，本文将民办高校机械类专业作为研究对象，重点关注“人工智能 +”背景下“新工科”人才培养体系构建方面

的问题，全面梳理当下的发展状况，深入分析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探讨有可行性且有针对性的培养途径与改革策略。本研究可为民办高

校加快“新工科”建设进程，优化机械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工程教育质量，提供理论方面的参考以及实践中的借鉴，推动我国高

等教育在智能时代达成高质量发展。

过程中，依然存在碎片化、表层化的问题，缺少系统连贯的能力

培养路径，而且学生在跨学科知识整合、工程实践创新以及智能

工具应用能力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这对培养目标的全面达成产

生了影响。整体来看，当前民办高校机械类专业新工科人才培养

呈现出“理念激活、局部突破、体系待建”的基本态势，急需依

靠科学的顶层设计以及持续的实践深化，提高内涵建设水平以及

人才培养质量。

二、“人工智能 +”背景下民办高校机械类专业“新
工科”人才培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理念更新滞后，人工智能融入形式化倾向明显

在民办高校机械类专业开展教育改革工作时，虽然“人工智

能 +”的理念在政策文件以及高校宣传里经常出现，部分院校在人

才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方面也有相应举措。然而从实际推进情形来

讲，理念更新的整体进度较为滞后，人工智能元素融入呈现出十分

突出的形式化特点。许多学校增设了人工智能导论 、智能制造基础

等相关课程，却没有达成与机械专业核心课程的深度融合，使得人

工智能知识孤立地附加在课程体系之外，缺少系统性和整体性，教

师队伍整体人工智能素养欠缺，在教学内容以及方法设计上大多采

用零散讲授或者简单项目嵌入的方式，没能有效突破传统以加工制

造 、工艺训练为主的专业壁垒。考核评价体系还是以技能达标作为

主要标准，忽略了智能分析 、系统思维以及跨界创新能力的培养，

致使“重形式 、轻实质”的倾向广泛存在，削弱了教育改革的内在

成效，限制了机械类专业内涵式发展水平的提高 [6]。

（二）学生跨学科能力薄弱，创新素养培养受限

“人工智能 +”给机械类专业教育给予了新要求，需打破学

科界限并强化跨领域能力。然而在民办高校的实际教学里，机械

类专业学生的跨学科基础普遍较弱，这成了影响教育效果的关键

因素，多数学生在数理基础、编程技能以及数据处理能力方面都

有明显不足，对人工智能相关理论和应用掌握得不够扎实，在项

目实践或创新设计中很难将机械技术与智能技术有效融合。学生

的学习动机主要是就业，对前沿技术缺乏内在兴趣，自主学习和

探索意识比较淡薄，创新思维不够活跃 [7]。在项目式学习和团队合

作时，大多时候是“少数学生主导、多数学生跟随”，缺乏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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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深入的自主参与，高校在跨学科课程体系设计、学习支持资源

配置以及创新能力培养机制建设等方面支持力度不够，学生整合

知识、提升复合能力的机会不多，使得整体创新素养提升缓慢，

影响了人才培养质量和目标的实现。

（三）师资短板与资源匮乏，阻碍模式创新深入发展

教师身为推动“人工智能 + 机械类专业”教育改革的关键力

量，其专业背景、教育理念以及教学能力，直接决定了改革探索

可达到的程度和范围，然而当下民办高校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存

在明显问题。例如：拥有人工智能与机械工程双重专业背景的复

合型教师数量极为短缺，不少教师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理解仅停留

在表面，无法很好地承担跨学科教学以及项目指导任务。此外，

校内外培训以及继续教育的机会不多，教师专业成长缺少系统的

支持，使得教学理念更新迟缓，智能化教学与创新教育改革缺乏

动力，资源保障水平总体偏低同样是限制因素，部分高校在智能

制造实验室、AI 应用平台等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不足，产学研协

作资源引入力度不大，学生实践与创新平台比较匮乏，造成教学

内容与行业应用相脱节，影响了培养成效向现实的转化 [8]。师资力

量与资源保障这两方面的不足，严重妨碍了民办高校机械类专业

“人工智能 + 新工科”人才培养模式的深入创新，对提升整体办学

竞争力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形成了严峻挑战。

三、人工智能 + 视域下民办高校机械类专业人才创新
培养策略

（一）强化顶层设计，推进“人工智能 +”系统融入

要从顶层设计方面着手，系统推进“人工智能 + 机械类专

业”的融合。在专业建设方案里，要明确人工智能技术与机械工

程知识体系的交叉之处和融合要点，科学设定分阶段且呈递进态

势的人才培养目标以及课程体系，防止人工智能课程出现碎片

化、边缘化情况 [9]。依据机械工程核心能力培养需求，把机器学

习、智能控制、数据分析等内容细化后融入基础课程以及实践项

目中，推动知识体系进行一体化重构，另外要制定完善的课程标

准和教学指南，明确教学内容、能力指标以及教学方法，保证人

工智能素养贯穿理论教学与实践训练的整个过程，促使学生智能

应用能力与工程问题解决能力同步提高。高校管理层需要借助设

立专项经费来支持智能化课程建设以及教学改革试点，完善保障

制度体系，促使“人工智能 +”理念在机械类专业教育中真正得

以融入，避免只是走个过场。

（二）多元化培育学生能力体系，提升创新素质水平

民办高校学生存在跨学科能力薄弱以及创新素养不足的状

况，需在人才培养的整个过程里融入跨领域综合能力与创新素养

的系统培育 [10]。首先要构建跨学科课程模块，像“智能制造项目

实践”“机械与人工智能融合创新训练”这类，借助跨专业课程设

置来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培养学生知识整合以及系统思考的能

力。运用引导式学习、挑战式任务、项目制学习等方法，推动学

生在真实情境中主动运用多学科知识去解决复杂工程问题，提升

创新意识与问题导向思维。教师在课堂内外都应当积极引导学生

展开自主探索以及批判性思考，支持学生设计符合自身特点的个

性化学习路径，培养学生自我驱动以及持续提升的能力，借助系

统且多元的综合能力培养方式，为学生在智能时代背景下的创新

应用奠定坚实基础。高校可借助建设创新实验室、智能制造创客

空间等各类平台，鼓励学生组建跨越不同专业的团队，积极投身

于智能制造竞赛、创新创业训练项目以及科研课题实践当中，以

此提升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以及工程创新能力。

（三）推进师资提质增效，夯实资源平台基础

首先，需要推进教师队伍建设以及资源平台搭建工作，加大

“双师型”教师引进力度，优先吸收有人工智能应用背景或者行业

实践经验的专业人才，凭借校内培训、校外访学、企业挂职锻炼

等多种途径，提升现有机械专业教师的智能化教学以及跨学科指

导能力。鼓励教师围绕“人工智能 + 机械工程”主题申报教改项

目和科研课题，促进教学与科研融合，提升教师团队整体专业水

平与教育创新能力。其次，要加速多元化资源平台的建设进程，

创建智能制造虚拟仿真实验中心以及人工智能机械应用实训基地

等，以此完善教学支撑体系 [11]。加强与行业龙头企业、科研机构

之间的产学研合作，引入真实项目和应用场景，提高学生工程实

践以及创新训练的真实感与针对性，另外借助构建人工智能开放

平台、在线资源库等方式，为师生给予丰富且便捷的学习与实践

资源，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拓展教学与学习的边界。

四、结语

高等教育的关键要点在于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只有把“人

工智能 +”理念切实融入日常教学以及专业实践里，使其转变

为具体可操作、可以实践、可评估的育人机制，才可以构建出

面向未来、 支撑创新型人才成长的教育体系， 面向未来， 机

械类专业教育应该达成技术与人文的深度融合以及智能与创

新的协同发展， 打造出开放共享、 跨界融合的学习共同体。

在不断探索和实践过程中， 人工智能赋能的人才培养模式必

定会为民办高校注入新的发展活力和核心竞争力， 帮助学生

在智能时代成长为有综合素养与创新能力的卓越工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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