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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中国制造2025”战略背景下，机械工程产业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发生深刻变化。本文基于产教融合视角，

分析当前机械工程专业课程教学的现状与困境，从课程体系重构、教学模式创新、实践平台搭建、评价机制改革四个

维度提出改革路径，并结合某地方高校实践案例，验证产教融合在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中的实效性。研究表明，通过校

企深度合作，构建“产业需求导向—课程内容对接—实践能力递进”的教学体系，能够有效增强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

与创新素养，为高校机械类专业产教融合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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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Made in China 2025" strategy, the demand for high-quality applied 

talents in the mechanical engineering industry has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llenges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course tea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 education integration. It proposes a reform path from four dimensions: curriculum system 

reconstruction, teaching mode innovation, practice platform construction,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 

reform. Combined with a practical case of a local university, it verifies the effectiveness of industry 

education integration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rough 

deep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building a teaching system of "industry demand 

orientation - course content integration - practical ability progression"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students' engineering practice ability and innovation literacy,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integration 

reform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n mechanical majors in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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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机械工程是支撑国家制造业发展的基础性专业，其人才培养质量直接影响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随着工业4.0、智能制造、绿色制造

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机械工程领域对人才的需求已从单一技能型转向“知识、能力、素养”三位一体的复合型，要求毕业生具备扎实的

工程基础、较强的实践能力和持续的创新能力 [1]。产教融合作为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的重要途径，为破解上

述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2]。本文围绕产教融合背景下机械工程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的关键环节展开研究，旨在构建适应产业发展需求的人才

培养体系。

一、产教融合视域下机械工程专业课程教学的现状与

困境

（一）课程体系与产业需求存在脱节

传统机械工程专业课程设置以学科知识体系为核心，遵循

“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的线性逻辑，侧重理论知

识传授，而对智能制造、增材制造、智能控制等产业前沿技术的

课程开发不足 [3]。例如，某高校机械工程专业2020版培养方案

中，实践类课程占比仅为28%，且多数集中在课程实验、课程设

计等校内环节，与企业实际生产中的工艺设计、设备运维、质量

控制等岗位需求对接不紧密。此外，跨学科融合课程（如机械与

电子信息、管理科学的交叉课程）设置较少，难以培养学生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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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工程问题的综合能力 [4]。

（二）校企合作深度不足，实践教学流于形式

尽管多数高校建立了校企合作基地，但合作层次较低，主要

集中在参观实习、短期讲座等浅层次互动，企业参与课程建设、

教材开发、实践教学的深度不足 [5]。例如，某企业反馈，其与高

校共建的“机械制造实习基地”近三年仅接收50名学生参观，未

开展过实际项目合作，学生难以在真实场景中提升动手能力。同

时，校内实践教学资源有限，实验室设备更新滞后于企业技术迭

代速度，导致学生对工业现场的认知停留在理论层面。

（三）教学模式单一，学生创新能力培养不足

传统课堂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缺乏对工程实

际问题的分析与解决训练。在课程考核中，理论考试占比过高（普

遍超过70%），对实践操作、项目设计、团队协作等能力的评价不

足。例如，机械设计类课程的考核仍以图纸绘制和理论计算为主，

忽视对设计方案可行性、经济性的综合评估，难以体现产业对工程

师的实际要求。此外，教师队伍中“双师型”教师比例偏低，部分

教师缺乏企业实践经验，导致教学内容脱离生产实际。

（四）评价机制与产业标准对接缺失

高校现行的教学评价体系以学校内部标准为主，缺乏行业企业

的参与，对学生职业素养、工程伦理、沟通能力等软技能的评价不

足。例如，在毕业设计环节，企业导师参与指导的比例不足20%，

论文选题多为虚拟课题，与企业实际需求脱节，成果转化率低。这

种“闭环式”评价机制难以培养符合产业标准的高素质人才。

二、产教融合导向的机械工程专业课程教学改革路径

（一）对接产业需求，重构课程体系

1.建立“产业需求—课程矩阵”动态调整机制

联合行业协会、龙头企业成立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定期开

展产业人才需求调研，参照《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

国家标准》和行业职业标准（如机械工程师资格认证），构建“基

础课程集群—专业核心课程集群—拓展课程集群”的模块化课程

体系 [6]。

基础课程集群：强化数学、力学、材料科学等工程基础，增

设“工业大数据基础”“智能制造概论”等通识课程，培养学生跨

学科思维。

专业核心课程集群：以“机械设计—制造—控制”为主线，

整合“机械原理”“机械设计”“数控技术”等课程，融入工业

4.0、绿色制造等理念，开发“智能装备设计”“数字化制造工艺”

等新课程。

拓展课程集群：开设“工业工程与管理”“机器人技术”“3D

打印技术”等方向选修课，允许学生根据职业规划自主选课，满

足个性化发展需求。

2.开发校企联合课程，融入真实工程案例

邀请企业工程师参与课程内容设计，将企业实际项目（如某

汽车厂变速箱优化设计、某装备公司智能生产线规划）转化为教

学案例，编写《机械工程前沿技术案例集》《工业工程实战教程》

等教材 [7]。例如，在“机械制造工艺学”课程中，引入某企业

“铝合金精密加工工艺改进”项目，要求学生分组完成工艺方案设

计、夹具设计和成本分析，使课堂教学与企业实践深度融合。

（二）创新教学模式，强化能力培养

1.推行“项目式 +案例式”混合教学

以真实工程问题为导向，采用“项目驱动—任务分解—分组

实施—成果答辩”的教学模式。例如，在“机械创新设计”课程

中，校企联合发布“老年人辅助行走装置设计”“智能仓储搬运机

器人开发”等项目，学生在教师和企业工程师的共同指导下，完

成方案设计、样机制作和功能测试，培养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

力。同时，利用虚拟仿真技术（如 UG、ANSYS软件）构建数字

化教学平台，模拟工业生产流程，弥补校内实践设备的不足 [8]。

2.构建“双师协同”教学团队

建立“校内教师 +企业导师”的双师队伍，要求专业核心课

程至少配备1名企业兼职教师。校内教师定期到企业实践（每五

年累计不少于6个月），企业导师参与课程讲授、实习指导和毕

业设计答辩。例如，某高校机械工程学院与本地装备制造企业合

作，聘请15名高级工程师作为兼职教师，承担“机械工程测试技

术”“液压与气压传动”等课程的实践环节教学，显著提升了教学

内容的实用性。

（三）深化校企合作，搭建实践教学平台

1.共建“产业学院”，打造全链条实践基地

与行业龙头企业共建产业学院，按照“课堂 — 实验室 — 生

产车间”一体化模式，建设“智能制造实训中心”“数控加工基

地”“工业机器人实验室”等校内实训平台，并在企业设立“现场

课堂”“工程师工作站”，实现实践教学与生产流程的无缝对接 [9]。

例如，某高校与某机械制造企业共建的产业学院，引入企业先进

的五轴加工中心、智能仓储系统，学生在大二至大四期间可参与

企业产品研发、工艺改进等真实项目，累计完成技术改进方案20

余项，申请专利5项。

2.推行“分段式”实践教学体系

将实践教学贯穿于大学四年，构建“认知实践—技能训练—

综合应用—创新实践”递进式体系：

大一认知实践：组织企业参观、行业专家讲座，建立对机械

工程产业的基本认知；

大二技能训练：开展金工实习、数控编程实训，考取机械工

程师职业资格证书；

大三综合应用：参与校企合作项目，完成课程设计、生产实

习，培养团队协作能力；

大四创新实践：以企业真实课题开展毕业设计，鼓励学生参

加“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

提升创新能力。

表1分段式实践教学体系设计

年级 实践环节 目标 校企合作形式

大一 企业认知实习
了解产业发展现状与

岗位需求

企业开放日、生产线

参观

大二 专业技能实训
掌握机械加工、软件

应用等技能

校内实训基地 +企业

技师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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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 实践环节 目标 校企合作形式

大三
生产实习 +课

程设计

熟悉生产流程，培养

工程设计能力

企业项目导入、双导

师指导

大四
毕业设计 +创

新实践

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提升创新能力

企业课题招标、创新

创业竞赛

（四）建立多元评价机制，对接职业标准

1.构建“三维度”考核体系

打破单一理论考核模式，建立“知识掌握—能力提升—素养

养成”三维评价体系：

知识维度：采用“过程性考核（课堂表现、作业、阶段性测

试）+终结性考核（期末考试）”，占比4:6；

能力维度：通过项目报告、方案设计、样机制作等成果，评

价学生的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占比30%；

素养维度：引入企业导师对团队协作、沟通表达、职业规范

的评价，占比20%。

2.引入行业认证与成果转化导向

将机械工程师资格认证（如中国机械工程学会认证）、1+X

证书（数控设备维护等）纳入毕业要求，推动课程内容与职业标

准对接。在毕业设计环节，要求选题来源于企业实际需求（占比

不低于60%），成果需通过企业技术部门评审，优秀设计可在企

业转化应用 [10]。例如，某高校2023届机械工程专业毕业设计中，

25%的课题来自企业技术攻关项目，3项成果被企业采纳，创造经

济效益超百万元。

三、实践案例：某地方高校机械工程专业改革成效

（一）案例背景

某地方高校机械工程专业立足区域装备制造产业需求，2020

年起与本地3家龙头企业开展深度产教融合改革，致力于培养“懂

设计、精工艺、会管理”的应用型人才。

（二）改革举措

课程体系重构：新增“智能装备设计”“工业互联网基础”等

6门课程，整合传统课程8门，实践类课程占比提升至40%；

校企协同教学：成立产业学院，共建实验室5个，企业导师参

与12门核心课程教学，指导学生项目30余项；

实践平台升级：投入800万元建设智能制造实训中心，与

企业共建校外实习基地15个，实现大二以上学生全员参与企业

实践；

评价机制改革：引入企业评价权重（占30%），将专利申请、

技能竞赛成绩纳入学生考核体系。

（三）实施成效

学生能力显著提升：近三年学生获国家级学科竞赛奖励45

项， 专利申请量年均增长20%， 毕业设计企业课题采纳率达

35%；

就业质量优化：毕业生就业率稳定在95%以上，专业对口率

从68%提升至82%，企业满意度达92%；

社会影响力扩大：相关成果获省级教学成果奖1项，成为区域

产教融合示范专业，辐射带动周边高校同类专业改革。

四、研究结论

产教融合是破解高校机械工程专业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脱节

的有效路径。通过对接产业需求重构课程体系、引入企业资源创

新教学模式、共建实践平台强化能力培养、建立多元评价机制保

障培养质量，能够显著提升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与创新素养，实

现“培养—就业—产业”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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