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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教学中基于学科竞赛的创新与实践能力

培养体系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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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学科竞赛作为机械工程领域创新型应用人才培养的重要路径，其效能实现离不开实践教学体系的支撑。本文首先分析

了机械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中存在的常规问题，提出了以学科竞赛为基础的机械类专业创新型应用培养思路，阐述了机

械类专业创新实践课程体系优化举措，以期为普通高校机械类专业人才培养提供一定的改革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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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s an important path for cultivating innovative application talents in the field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academic competitions cannot be achieved without the support of a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This article first analyzes the common problems in the training mode of mechanical 

professionals, proposes innovative application training ideas for mechanical majors based on 

academic competitions, and elaborates on measures to optimize the innovative practical course 

system for mechanical majors. It is hoped that this can provide certain reform idea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mechanical professionals in ordinary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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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机械行业是国家制造业的基础，其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安全。在新时代背景下，机械行业面临着智能化、自

动化、绿色化等新的发展趋势，对机械专业人才的需求也从传统的操作技能型向具备创新与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转变。学科竞赛作为

一种具有挑战性和创新性的教学活动，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潜能，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是提高机械

专业教学质量的有效手段之一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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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械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中的问题

（一）思政元素融入方面

工科类课程因工程伦理意识、生态文明理念、科学精神等诸

多要素与人文属性存在天然关联性较弱的特点，其思政元素的提

炼较之社会科学与哲学课程更具挑战性。部分理工科教师未能充

分结合学科特色和专业优势进行思政元素开发，存在简单移植课

程资源的现象。这种“表层嫁接”的融入方式导致课程思政建设

呈现浅表化特征，缺乏学理深度与实践转化的有机衔接，最终削

弱育人实效。尤其在机械类专业教学中，实践导向的课程特性使

得教学模式相对程式化，思政教育难以根据差异化教学情境与学

情特征进行动态调适，导致思政教学呈现同质化倾向 [6-8]。

（二）课程体系与实践教学方面

部分课程内容更新滞后，未能充分吸纳行业前沿技术成果与

发展趋势。课程架构存在理论课程占比偏高、实践课程比例失衡

的结构性矛盾，且跨学科整合不足，制约学生复合型知识体系构

建与复杂问题解决能力培养。实践教学环节支撑力度不足，实践

平台承载力与学生工程经验积累需求存在显著落差 [9,10]。校内外实

践资源协同供给机制不健全，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尚未健全，导致

学生前沿技术认知与产业实践体验存在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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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才培养与需求衔接方面

人才供给规格与产业需求维度存在结构性偏差，毕业生在知

识架构、技能谱系与职业素养层面的岗位适配度不足。机械类专

业育人体系与行业发展态势、企业技术迭代及社会服务需求耦合

度偏低，导致学生应对复杂工程情境的高阶创新能力待强化。

（四）培养模式个性化方面

采用统一的教学计划和培养方案，对学生进行标准化培养，

缺乏个性化发展，难以满足学生的不同兴趣和特长，不利于学生

的个性化成长和创新人才的培养。

（五）师资队伍方面

师资队伍结构不合理，缺乏高水平领军人才和优秀青年骨干

教师，教师教学和科研能力参差不齐 [11]。部分教师实践经验不

足，难以对学生的实践操作和创新实践进行有效指导。

（六）教育资源方面

教育资源分散，地域资源未开发教育资源的选择和利用反映

教育活动的目标和结构，决定人才培养的类型和层次。社会产业

转型发展对创新创业教育也提出新的要求，有必要对高校的院系划

分、专业设置、师资力量进行调整，但这些方面的调整具有较长的

周期性，这导致了一些院校的内部结构不够清晰，使得人才培养成

效不显著。部分院校开展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还停留在政策制定、

平台搭建的初步阶段，对于教育资源的发现挖掘、分类组合、搭配

使用还不成熟。创新创业教育与本土相关联的地域产业、资源的耦

合性不强，没有将区域经济特点、本土产业优势、地域文化资源、

高校办学目标、学校优势学科结合进行耦合发展 。

三、以学科竞赛为基础的育人思路

（一）明确学科竞赛的育人目标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根本性、战略性支撑体系。要始终坚持科技作为核心

生产力、人才作为核心要素、创新作为核心驱动力的三位一体发展

理念，系统部署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

力拓展新兴发展空间、打造战略增长极，持续塑造高质量发展的新

质动能与竞争优势。学院积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

会精神，聚焦学生实践创新能力提升，以学科竞赛与创新创业为抓

手，建强师资队伍，营造双创氛围，创新培养机制，把创新创业教

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渗透到教育教学各环节 [12,13]。

（二）学科竞赛与实践教学的融合

实现学科竞赛与实践教学的融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

手 [14,15]：

1.教学体系设计

将竞赛内容融入课程大纲：分析学科竞赛的关键知识点和技

能要求，把相关内容合理地纳入实践教学大纲，使教学更具针对

性。如在机械专业的机械制图 、AutoCAD、Solidworks课程中，

加入成图大赛的经典题型和案例，在 Solidworks课程设计中加入

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的赛题作品要求。

设置竞赛相关实践课程：根据学科竞赛的类型和需求，专门

开设竞赛实践课程或工作坊，让学生深入学习竞赛技能，如针对

成图大赛竞赛开设建模实践训练课。并且调整教学顺序与节奏：

依据竞赛时间安排，灵活调整实践教学进度。如在学科竞赛前，

提前安排与比赛内容相关的实践教学内容。

2.教学方法创新

以学科竞赛项目为蓝本，设计实践教学项目，让学生在完成

项目的过程中锻炼竞赛能力。如以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为背景，开展农业机械、仿生机械的设计项目教学。模拟学科竞

赛的团队模式，组织学生进行小组实践学习，培养学生的团队协

作能力和沟通能力。收集学科竞赛中的优秀案例，在实践教学中

进行分析讲解，让学生了解竞赛的思路和方法。

3.师资队伍建设

首先要进行教师培训与进修，鼓励教师参加学科竞赛培训、

研讨会和进修课程，了解竞赛动态和最新技术，提高指导竞赛的

能力。还要引进竞赛人才，邀请行业专家、竞赛获奖选手等担任

兼职教师或客座讲师，分享竞赛经验和实践技巧。

同时还要建立教师激励机制，对指导学生在学科竞赛中取得

优异成绩的教师，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提高教师参与竞赛指导

的积极性。

4.实践平台搭建

要着力构建学科竞赛实验室体系，对标竞赛标准配置智能化

实验平台与专业软件系统，打造专业化实践教学空间。同时深化

产教融合协同育人，联合行业龙头企业共建“双师型”教学团

队，将企业真实技术攻关项目转化为竞赛选题，实现产业前沿技

术难题与教学实践的深度嵌合。此外推动校际协同创新，建立区

域性高校竞赛联盟，通过联合命题、交叉评审、资源共享等机

制，构建“以赛促学、赛学互融”的创新生态圈。

5.评价与激励机制

将学生在学科竞赛中的表现纳入实践教学评价体系，如参与

竞赛的经历、竞赛成绩等作为实践课程成绩的重要组成部分。学

校设立专门的学科竞赛奖励基金，对在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学

生和指导教师给予奖励。对在学科竞赛中产生的优秀成果，如创

新作品、技术方案等，积极推动其转化和改进。

6.构建梯度化竞赛型学生社团培养体系

该组织以兴趣共同体为纽带，实施“三阶递进”培养策略：

针对一年级新生构建跨年级传帮带机制，由高年级优秀学员担任

学术导师，通过经验传承快速构建竞赛认知体系；二三年级成员

依托项目式学习开展进阶训练，将专业理论转化为工程实践能

力；四年级学生担任项目负责人，实施全流程管控，形成完整的

创新链闭环。学校应系统整合社团资源平台，通过课程化运作、

模块化实训、赛事化考评三维联动，打造具备持续创新能力的学

术型团队成长生态。

四、构建 "双赛驱动 "式机械创新实践教学新范式

该课程以工程伦理为价值引领、以工匠精神为能力建构双螺

旋育人机制，构建“项目链 -课程群 -能力树”三维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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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虚实结合的数字化实验平台与模块化项目库建设，实施“理

论浸润 -技能淬炼 -创新迭代”三阶培养路径。创新开发 SPOC

混合式教学架构，融合 BOPPPS教学模型与 CDIO工程教育理

念，形成“过程性诊断 +形成性评价 +发展性跟踪”的智慧评

估系统。着力打造具有高阶性、挑战度的项目集群，通过“做中

学、赛中学、创中学”的沉浸式学习体验，实现知识内化、能力

进阶、素养提升的三维育人目标。

（一）教学内容革新

融入前沿技术，如3D打印、工业互联网在机械制造中的应

用案例；结合行业需求，开发如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制造等实践项

目；引入企业实际项目，让学生在真实情境中锻炼。

（二）政策支持

学校出台相关政策，从教学管理、资源配置等方面保障培养

体系的实施，如为竞赛实践教学提供场地、设备和资金支持。

（三）构建泛在化学习场域

创建 "物理 -数字孪生 "实践教学体系，开发云端资源平台集

成慕课微课、虚拟仿真等数字化资源矩阵。运用5G+XR技术打

造“云端车间”，通过远程操控工业级设备实现异地协同实训，

确保特殊时期教学不断线。实施“案例解析 -虚拟拆装 -实境迁

移”三步教学法，借助国家级竞赛项目实况直播构建沉浸式学习

体验，保障线上线下教学实质等效。

（四）重构工程教育范式

构建“竞赛牵引 -产教共生 -虚实迭代”三位一体培养架

构。将世界技能大赛标准转化为教学模块，设计“基础层 -综合

层 -创新层”三级项目体系。联合龙头企业共建产业学院，引入

智能产线数字孪生系统，实现传统教学边界的消解与重构。通过

“真题真做 -实岗实练 -创品创效”的闭环培养，达成工程思维与

创新能力的螺旋式提升。

（五）构建课程思政矩阵

研制“专业 -思政”双维度教学价值图谱，将 ISO质量标

准、TQC管理方法等工程伦理要素有机融入项目设计。开发“大

国重器”案例库，通过盾构机液压系统等典型工程突破案例，阐

释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智能制造单元调试项目中植入工匠成长

叙事，运用 PDCA循环方法论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工程品格。针

对“工业母机”等关键领域技术壁垒，开展“问题链 -方法链 -

价值链”三位一体教学，激发科技报国使命担当。

（六）实施 OBE评价改革

构建“目标 -过程 -能力 -发展”四维评价模型，开发智能

评价系统实现数据全流程采集。设计包含工程文档、原型作品、

专利成果等多元考核载体，建立“构思 -设计 -实施 -运营”全

生命周期评价指标。运用区块链技术构建学分银行，实现学习成

果的可追溯、可认证。通过数字画像技术生成能力雷达图，为个

性化发展提供数据支撑。

（七）打造硬核实践平台

建设虚实融合的“未来工厂”实训中心，配置五轴加工单

元、工业机器人工作站等先进制造系统。构建“创意工坊 -创客

空间 -创业孵化器”三级双创实践体系，与行业领军企业共建联

合实验室。开发“校内基础实训 -企业顶岗实践 -国际工程认

证”三阶培养通道，形成“教学 -科研 -产业”协同创新生态。

五、结语

本文介绍了在机械教学中构建基于学科竞赛的创新与实践能

力培养体系，是培养高素质创新型机械专业人才的有效途径。参

与学科竞赛，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实践能力和团队

协作精神。该教学体系，不仅打破了传统机械教学的局限，还通

过学科竞赛与课程体系融合、实践教学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实

践平台搭建和激励机制完善等措施，有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创新热情，提升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还有解决问题的

能力。学科竞赛与教学改革通过机制耦合形成双向赋能关系，其

协同进化的内生动力源于对创新人才培养范式的共同追求，二者

在目标维度上统一指向创新人才的全生命周期培养。在未来的教

学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这一培养体系，使其更好地适应机械

行业的发展需求和社会的进步要求，为国家机械行业的发展输送

更多优秀的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1]崔璇 ,韩慧敏 .基于学科竞赛的机械学科创新创业实践课程设计 [J].造纸装备及材料 ,2025,54(03):230-232.

[2]林权 ,刘其南 ,潘应晖 ,等 .地方应用型高校机电学科学生创新应用能力培养与实践 [J].武夷学院学报 ,2024,43(12):76-82.

[3]宇晓明 ,杨兰玉 ,张斌 ,等 .智慧教育时代“课程—项目—竞赛”驱动的机械电子工程专业教学模式研究 [J].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践 ,2025,8(03):8-10.

[4]葛梦滢 ,张海光 ,郭帅 ,等 .学科竞赛驱动的机械创新实践教学模式探究——以上海大学为例 [J].机械设计 ,2024,41(07):168-174.

[4]王成涛 ,牛绿林 .基于学科竞赛的创新与实践能力培养体系探索 [J].大众文艺 ,2025,(01):185-187.

[5]雒晓兵 .新工科背景下应用型高校机械类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研究 [J].南方农机 ,2024,55(13):188-190+198.

[6]丁军政 ,赵宇静 .混合教学模式下“机械设计基础”课程思政探索与实践 [J].现代农机 ,2025,(02):113-115.

[7]赵兴川 ,曹浩峰 ,高晨露 .新工科专业课程思政教育创新模式探析—以开放教育“机械设计基础”为例 [J].宁波开放大学学报 ,2025,23(01):43-47.

[8]张治国 ,张丹丹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高校机械制造基础课程思政建设与实践研究 [J].甘肃高师学报 ,2025,30(01):32-37.

[9]郭晶 ,高明 ,宋月鹏 .农业院校机械电子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研究—以山东农业大学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为例 [J].智慧农业导刊 ,2025,5(06):152-155.

[10]吴智锋 .工程教育背景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实验教学课程思政实施对策 [J].模具制造 ,2025,25(02):139-141.

[11]韩兴国 ,陈进武 ,高小淋 .应用型本科院校机械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J].西部素质教育 ,2025,11(02):94-97.

[12]周龙 ,代军 ,焦锋 ,等 .“双一流”背景下地方高校学科竞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2024,25(06):71-79.

[13]李绍文 ,高昂 .基于学科竞赛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J].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践 ,2024,7(10):132-136.

[14]王子威 .工科学生科技创新能力培养体系实践与构建—以二级学院日常教育管理下的实践为例 [J].教育教学论坛 ,2025,(01):97-100.

[15]李彬 ,宋伟志 ,朱德荣 ,等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与学科竞赛双驱动下的实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J].大学教育 ,2023,(04):119-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