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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成果产生的背景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催生了高层次应用

型人才需求增加，为应对这一变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启动了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近年来，“中国制造 2025”“工业 4.0”和智能制造等又

使得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进入了飞速发展时期，目前硕士专业学位有

39种，授权点 3619个，报考人数和占比逐年创新高，2017年考研人

数突破 200万，而报考专业学位研究生达到 52.2%，估计未来几年其

占比将达到 70%左右，将主导整个研究生教育。但是在专业学位研究

生数量占比齐增的同时，其职业性、实践性和创新性却饱受行业企业

诟病，有调查显示 71%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得不到企业认同，不具有比

较优势，因此，面对有限的教学和实践资源、参差不齐的生源质量等

问题，当务之急是对接企业和社会发展需求、明确培养目标和定位、

重构培养模式，从根本上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多年来，依托“工业工程类专业课程案例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面向机械类应用型人才培养先进制造技术综合实验教学平台建设

与实践”等课题，项目组持续开展探索和实践，逐步形成了专业学位

研究生“一三四五”培养体系，具体来说就是以“工程应用和实践创

新能力培养为导向”的理念（一理念）为引领，构建了强化基本技能、

强化应用能力、强化创新能力（三强化）的工程实践感知期、学习期、

强化期、创新期（四阶段）实践能力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

依托课程平台、师资平台、实训平台、竞赛平台、企业平台（五平台）

建设来实现提升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目的。通过工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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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实践表明，该体系明显提升了该专业领域

研究生培养质量，并对其它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起到了示范引领

作用。 

二、 主要解决的研究生教育实践问题 

成果主要解决了如下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问题： 

（1）缺乏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定位相适应的理念指导 

培养定位和目标在整个培养过程中起“导航”作用。任何一种培

养模式都是基于一定的理念而构建，虽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已历经

二十多年，但对很多专业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定位至今仍不是

很准确清晰，工业工程亦是如此，工业工程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到底

应该为行业和社会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其与本科职业教育、学术型研

究生的培养区别何在,很多学校仍沿用传统的学术型培养模式，导致

培养的学生职业性和实践创新性特征不明显，没有专业学位研究生应

有的从业比较优势，难以满足行业和社会的需求，归根结底是由于定

位不准确、培养目标不明确，理念与培养模式构建脱离，缺乏相应的

核心理念来指导整个研究生的培养过程。 

（2）专业学位研究生能力培养与行业企业需求不匹配 

高校面对经济社会和行业转型对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提出的新

要求，没有及时梳理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具备哪些能力，也没有针对目

前专业学位研究生生源大多为应届毕业生，不具备企业实践能力等特

点，及时调整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授课方式、实践环节、学位论文

等，有针对性地强化相应能力的培养，使毕业生走上社会在工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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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确实具备一定的比较优势，实际情况是毕业生就业后，企业往往

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进行再培养，造成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 

专业学位研究生与学术型研究生有很大差异，对其进行比较如表

1，可以看出专业学位研究生无论从培养目标、培养特点、教学方式、

课程设置、导师选配和论文选题等方面都与学术型研究生存在很大差

异，仍沿用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将不能适应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人

才需求，培养的人才职业性和实践性均不强，难以满足社会行业的需

求，因此，需要根据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特点构建新的培养模式。 

表 1 学术型学位研究生与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比较 

比较项目 学术型研究生 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目标 
培养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的

人才 

培养某个领域的高层次应用型

人才 

培养特点 研究性、学术性 专业/职业性、实践性 

生源要求 强调报考者的学术研究能力 
强调报考者的工作经验和实践

能力 

教学方式 
以课程讲授和学生自主研究

为主 

以专业知识的应用实践教学为

主 

课程设置 强调系统性和理论性 强调职业性和实践性 

导师配置 
本专业理论基础深厚的校内

导师 
校内外双导师制 

论文选题 强调理论创新 强调实践探索 

（3）专业学位研究生能力培养缺乏平台支撑 

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制定切实可行

的方案加以实施，同时专业学位研究生所有职业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

养都需要平台来依托，搭建校内外平台有限，不能很好地满足专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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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研究生培养对职业能力和实践能力培养的要求。如课程内容未能自

成体系，没有凸显全日制工程硕士培养的“实践性”和“职业性”特

征。调查统计显示 64.7%的学生认为专业学位与学术型研究生课程内

容雷同；64%的学生和 55.6%的导师认为当前实践教学模式目标与专

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目标不相符；“双导师”制落实程度低，挂牌导师

较多，导师责任和分类不明确。 

三、 解决实践问题的方法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目标为牵引，成果主要采取“凝练理念→

构建模式→搭建平台”的思路开展探索和实践，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

面： 

（1）“以工程应用和实践创新能力培养为导向”的理念贯穿于人

才培养的全过程 

从分析社会发展和行业企业对专业学位研究生需求、招生特点，

从业比较优势，明确将专业学位研究生定位为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和

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其比较优势在于其职业性和实践

性，从而确立了以“工程应用和实践创新能力培养为导向”的专业学

位研究生培养理念，以该理念为牵引指导整个研究生的培养全过程和

关键环节，树立“大工程观”意识，明确工程应用和实践创新能力在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中的重要地位，实施工程实践能力培养为核心的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真正体现“面向工程”的培养目标，实现三个

转变，即“学术为导向”向“以工程为导向”的转变；“学校独立培

养人才”向“校企协同培养人才”的转变；“论文学术性”向“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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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性”的转变。 

（2）构建了三强化四阶段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 

梳理工业工程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具备的 15 种能力，根据能

力要求和生源特点，由“工程应用和实践创新能力培养为导向”的理

念牵引整个人才培养全过程，构建了强化基本技能、强化应用能力和

强化创新能力四阶段人才培养模式，如图 2。 

通过课程实验、实践课程、企业实训等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具备

工业工程专业领域从业的基本技能和素养；通过将案例教学和科研项

目嵌入实践教学等强化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能力；通过学位论文

选题企业实际课题，进行真刀真枪的企业生产实践，最终将学位论文

图 1 三强化四阶段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 

工程实践创新期 工程实践强化期 工程实践学习期 工程实践感知期 

强化基本技能 

基本工程技能 

基本动手技能 

文字表达能力 

抽象思维能力 

基本推理能力 

 

强化应用能力 

综合应用能力 

项目实施能力 

持续改进能力 

环境保护能力 

可持续发展能力 

强化创新能力 

系统优化能力 

工艺改善能力 

流程优化能力 

产品创新设计 

行业创业能力 

 

以工程应用和实践创新能力培养为导向 

培养方案 培养理念 教学方法 

持续改进 

持续改进 

学位论文 实践环节 

贯 穿 

三强化 

四阶段 

一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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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为解决实际问题、应用于企业生产奠定良好的基础，使学生在

实践中自身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得以提升。 

将工业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划

分为四个阶段，即工程实践感知期、工程实践学习期、工程实践强化

期和工程实践创新期，每个阶段设置目标、制定措施，工程实践感知

期的目标是掌握专业基础知识和理论，对工程实践有初步的感知和了

解，以校内导师课堂教学和课程实验引导为主；工程实践学习期的目

标是熟练掌握工程基础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以校内实践课程和课题

的初步介入为主；工程实践强化期的目标是加强学生将理论知识综合

应用于解决工程技术问题能力的训练，以企业导师引导下的工程项目

实践为主体；工程实践创新期的目的是培养研究生的创新实践能力，

以校内外导师共同指导下的创新实践活动为主体开展。通过这四个阶

段，循序渐进地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工程实践能力。 

（3）搭建五平台实现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升 

这四个阶段递进式工程应用和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需要依托平

台来实现，为此我们搭建了课程、师资、实训、竞赛、企业五个平台。 

课程平台：坚持学术性与实践性的统一；坚持课堂讲授与网络课

程相结合的原则。一是搭建核心课程体系，核心课程包括《物流与供

应链管理》《博弈论与经济模型》《物流系统建模与仿真》等课程，设

置《废旧纺织品逆向物流及应用》《制造业信息化及应用》等实践性

强的课程，增加学生校内教学的工程实践感知和学习。二是充分利用

网络课程如中国大学慕课、学堂在线、网易云课堂等筛选部分课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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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课下自学，扩大学生的专业知识面。 

师资平台：选聘企业技术骨干为校外导师，切实落实校内外双导

师制，优势互补，不断提升导师指导水平，一方面要求青年教师必须

到企业锻炼，提高企业实践能力；另一方面对企业导师进行培训，增

加其学术水平。负责对学生的指导工作，应该有一定的指导能为，主

要负责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工程技术实践能力。制定工程实践能力

提升的四个阶段双导师职责和作用，如表 2。 

表 2 四阶段工程实践能力提升导师职责 

    双导师 

四阶段 
校内导师 企业导师 

工程实践感知期 课程实验，工程基本素养 企业参观，感知工程实景 

工程实践学习期 校内平台，基本工程技能 企业参观，参与生产实践 

工程实践强化期 研究思路，工程项目素养 实践能力，企业项目依托 

工程实践创新期 规范研究、学位论文撰写 能力提升，项目结题 

实训平台：依托校内工程训练中心、协同创新中心、实验示范中

心、专业实验室等进行课程和课外工程实践能力训练，实现工程实践

感知期和学习期的目的。 

竞赛平台：搭建各级各类学科竞赛平台，如清华 IE 亮剑、陕西

省工业工程改善创意竞赛、“互联网+”、挑战杯等竞赛，以竞赛驱动

创新能力的培养，达到“以赛促教、以赛促学”的目的，激发学生创

新意识，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 

企业平台：依托校企协同研究院、企业平台，申报企业科研项目

（如江阴市好运来针织有限公司等），或参与导师横向课题，使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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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研究在企业生产真实环境中完成，增长学生实际工作经验，缩短

就业适应期限，提升解决企业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 

四、 创新点 

（1）凝练了“工程应用和实践创新能力培养为导向”的专业学

位研究生培养理念 

确定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定位为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

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明确其特点和比较优势在于职业素养和

工程实践能力，凝练了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应以“工程应用和实践创

新能力培养为导向”的理念，并将这个理念贯穿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

养的全过程和各个关键环节，实现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三个转变。 

（2）构建了三强化四阶段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新模式 

梳理工业工程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具备的能力要求，构建了强

化基本技能、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循序渐进的四阶段人才培养模式，

将该理念贯穿于修订培养方案、改进教学方法、加强实践环节、提高

学位论文质量等，通过强化基本技能，使学生具备工业工程专业领域

从业的基本技能和素养；通过强化应用能力提升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

能力；通过学位论文的真实选题强化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将

专业学位研究生工程实践能力的提升划分为感知期、学习期、强化期

和成熟期四个阶段，细化阶段目标和措施逐步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的

工程实践和创新能力。 

（3）搭建了五个平台实现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的提升 

依托课程平台、师资平台、实训平台、竞赛平台和企业平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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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搭建核心课程平台，积极改革教学模式，使课程内容和授课方式更

适合于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通过校内实训平台达到强化基本技能

和应用能力的目的；通过参与各种类型学科竞赛，以竞赛驱动创新能

力的培养，达到“以赛促教、以赛促学”的目的，提高学生的创新能

力和创新意识；通过企业平台，使学生得到实战项目的训练，缩短企

业的适应期。 

五、 推广应用成果及贡献 

项目实施以来，取得了丰硕成果，受益学生百余人。 

（1） 学生的职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得以全面提升 

一是学科竞赛和科研能力得到提升。近五年来，2012-2016级工

业工程共有专业学位研究生 42 人，获陕西省“挑战杯”大赛、陕西

省工业工程改善创意竞赛、“互联网+”大赛等省级奖项 32 人次。发

表核心期刊论文 22篇，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2项；获国家级奖学金 8

人次，其中有两人连续获得 2次；获校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1人；有

2人考上了 985院校的博士，继续进行专业方面的深造。依托学校的

纺织服装行业特色有三名学生申请到纺织企业横向课题 3项，作为主

持人顺利完成了相关研究内容，部分研究成果已被企业采纳，产生了

一定的经济效益。二是学生就业情况较好。学生的职业能力和综合能

力得到提升，就业形势较好，大多选择了国有大型企业和外资企业，

目前有 2人就职于外资企业，其中 1人已经成为企业中层。 

（2） 平台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是修订了工业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二是聘请了企业兼职导

师 13名；三是校内实训平台除工训中心外，建成了 3个专业实验室、

http://www.baidu.com/link?url=bpbi_KF1ToS2H9G0DakQvTwa4b-zLhaWKctBGkMMT7uS8cyNtE4m8QpL7u80jYZd
http://www.baidu.com/link?url=bpbi_KF1ToS2H9G0DakQvTwa4b-zLhaWKctBGkMMT7uS8cyNtE4m8QpL7u80jYZd
http://www.baidu.com/link?url=bpbi_KF1ToS2H9G0DakQvTwa4b-zLhaWKctBGkMMT7uS8cyNtE4m8QpL7u80jYZ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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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研究所；四是打造了如 “陕西省工业工程改善创意竞赛”等品

牌学科竞赛，每年积极筹划参加；五是学校已建成 17 个产学研协同

研究院，专业建成了 3个校外稳定的实习基地。 

（3） 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反响和示范效应 

项目负责人受邀在 2015 年 3 月陕西省工业工程与管理学会学术

报告会上交流了经验，引起了与会同行专家的关注。同时也与西北工

业大学、西安理工大学、西安科技大学、西安工业大学的进行了交流，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该成果目前已在我校机电工程学院机械工程和工

业设计工程等专业学位推广，同时也在兄弟院校西安理工大学、西安

科技大学等高校工业工程专业进行了推广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