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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

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的

正式公布，意味着我国高等学校将由学术

型为主的发展模式向研究型和应用技术型

两大类型并行发展模式转型。与此同时，着

眼于国家“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的新工科

建设也明确要求高校“强化教学实验，改变

工程实践模式”，培养一大批技术精湛、综

合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工程技术人

才。新工科背景下，地方工科高校如何在转

型发展的过程中，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发

展和社会需求的工程实践人才培养模式成

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近年来，太原科技

大学系统开展了地方工科院校实践教学体

系综合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坚守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针对实践教学改革面临的系

统性和复杂性问题，以培养扎根和引领产

业发展、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实践能力强、

可持续发展素质高的卓越工程技术人才为

目标，确立了“高阶性、系统性、精准化”的

实践教学理念，从课程构建、实践资源、过

程管理机制三方面逐步构建了“分阶递进、

多元协同、数智赋能”的实践教学体系，有

力解决了地方工科院校实践教学目标定位

与社会需求脱节、实践环节设置与学生素

质提升需求不匹配、实践教学资源育人合

力发挥不充分问题、实践教学过程的精细

化与规范化管理等问题。

设计理念：立足培养卓越工程技术人才

学校通过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深入

分析新工科背景下地方工科院校转型发展

所面临的新要求和新挑战，更新观念，统一

思想和认识，创新性地提出了高阶性、系统

性、精准化的“两性一化”实践育人理念，统

一指导实践育人工作，统领规划人才培养

顶层设计，整合集约教学资源，构建起与人

才培养目标相适应的理论与实践、课内与

课外、校内与校外相结合的多层次、全方

位、一体化的实践育人框架。

高阶性。作为高水平研究应用型大学，

着力培养能适应和引领社会发展的应用

型、创新型、复合型人才，高阶性制定实

践教育理念和目标、高站位重构实践教

育体系和内容、高质量强化实践过程管理

和评价。

系统性。实践教学作为一个系统工程，

不只是某些具体环节的实施，而是贯穿在

整个培养过程中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教

学活动。同一实践育人理念下，从培养什么

人、什么能力，实践什么内容，怎么实践、管

理、保障、评价方面全面展开。

精准化。精准对接产业需求、精准把握

学校定位、精准分析实践教学问题、精准构

建实践教学体系，利用信息化平台提升实

践教学的精细化过程管理，利用大数据反

馈，精准评估效果，提升实践教学质量。

实施路径：分阶递进、多元协同、数智赋能

分阶递进：统筹校内外实践教学资源，

抓住课内、课外两条线，按照“基础实践能

力———创新实践能力———综合实践能力”

三阶式分级递升，课内设置实验训练课程

群、实习实训课程群、设计训练课程群三大

实践课程群，课外辅线环节打造科研训练

项目群、竞赛训练项目群、综合训练项目群

等三大“高半阶”实践项目群。

多元协同：整合五大实践训练平台“学

科基础实验平台、专业实习实践平台、科研

训练实践平台、学科竞赛活动平台、综合创

新创业平台”，分阶段协同培养学生不同层

次的实践能力；强化实践教学的组织形式，

提出“五协同”教学组织模式“课堂内外协

同开展基于案例的讨论式实践、课程内外

协同开展基于问题的研究式实践、院内院

外协同开展基于竞赛的创新式实践、校内

校外协同开展基于项目的参与式实践、线

上线下协同开展基于信息技术的虚实融合

实践”，“五协同”教学组织模式与“五平台”

教学资源，构成“软硬件”融合交叉模式，协

同发力，全方位推动实践教学整合改革。

数智赋能：在学生实践实习等环节，引

入实验综合管理系统、校友邦实习管理系

统、维普毕业论文（设计）管理系统、创新创

业管理系统等平台，实行“互联网 +实习

（实训）”的“数智赋能”管理模式，对实验、

实习、竞赛、论文等进行精准化过程管理，

通过标准化流程实时掌握实践环节动态，

实现了“实时指导高效明确、师生沟通效率

加倍、安全管理措施到位、实践成果一键收

集、成绩管理有章可循、实践反馈有据可

依”。

创新：引领示范地方工科院校
实践教学改革

（一）理念创新

学校通过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深入

分析新工科背景下地方工科院校转型发展

所面临的新要求和新挑战，更新观念，统一

思想和认识，创新性地提出了高阶性、系统

性、精准化的“两性一化”实践育人理念，统

一指导实践育人工作，统领规划人才培养

顶层设计，整合集约教学资源，构建起与人

才培养目标相适应的理论与实践、课内与

课外、校内与校外相结合的多层次、全方

位、一体化的实践育人框架。

（二）路径创新

与传统工科产业不同，当前和未来地

方行业和产业所需要的人才，应具备良好

工程背景和跨界能力，而传统课程导向下

的实践教学体系 不能适应新工科背景下人

才发展需要，应用型本科实践教学急需进

行转型、改造、升级。基于“两性一化”实践

育人理念，学校科学、精准分析当前实践教

学存在的问题，构建了“两线三阶式分级递

升、五大平台五教学组织模式协同推进”的

全新实践教学人才培养路径。该路径高阶

定位实践教学培养目标，突出了卓越工程

技术人才培养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知识

体系与学术能力兼顾、工匠精神培育与服

务能力提升的统一，为学生搭建了“兴趣培

养 -灵感激发 -能力提升 -创意实现”的实

践能力培养载体，确保了应用型、创新型、

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立体教育”和“多维训

练”，创新了现代工程技术卓越复合型人才

的教育内容和训练方法，实现了学生大学

期间课内外实践创新能力培养“全链条”不

断线。

（三）过程管理机制创新

建立了保障实践教学质量的基于“数

智赋能”的全过程管控长效机制。依托校友

邦、维普、实验综合管理系统等信息化平

台，对实习、毕业论文 /设计、实验等实践环

节，全方位实行精准化过程管理，实现了实

践教学工作的做实、做精与做细，并根据大

数据反馈，及时改进各实践环节的实施；此

外，基于“数智赋能”信息化技术，学校不断

强化质量保障措施、组织机构和制度建设，

相继出台《太原科技大学本科教育质量提

升行动计划》《太原科技大学创新创业训练

计划项目管理办法》等管理、激励、保障等

制度文件，并将实践基地、平台建设、指导

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学科竞赛等指标纳入

各学院年度目标责任书中，并与学院目标

任务考核和教师年终绩效考核等挂钩，与

学生评优评奖、研究生推免、转专业等挂

钩。该机制力图实现社会、学校、教师、学生

的多方对话，有力确保了实践教学质量的

稳步提升。

应用：人才培养质量获得广泛认可

（一）人才培养质量全面提升，效果

显著

学生在各类竞赛中成绩显著。年均

60%的在校生参加各类学科竞赛并屡创佳

绩。据不完全统计，近五年，本科生在全国

学科竞赛中获奖 456项，在省级学科竞赛

中获奖 1227项。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校

竞赛评估与管理体系研究专家工作组发布

的《2022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分析报

告》，太原科技大学在《2022年全国普通高

校大学生竞赛榜单（本科）》中位列全国第

120 位，较上一年度排名提升 86 位，在

《2018—2022年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

榜单（本科，TOP300）》中位列第 129 位，较

上一年度提升 45位，在《全国普通高校大

学生竞赛七轮总榜单（本科，TOP300）》中，

我校位列第 183位，比六轮总榜中排名提升

2位。近三年，本科生发表学术论文 236篇，

其中被 SCI/EI收录 31篇，申请并获专利授

权 83项，70余项创新创业训练项目代表学

校参加“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交流和

展示。“重大装备设计关键技术应用研究团

队”荣获“小平科技创新团队”称号。

社会及毕业生给予高度评价。学生综

合素质不断提升，社会满意度高，据《麦可

思 2021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报告》，用人

单位满意度达 86%。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

创新创业能力得到用人单位的广泛认可，

本科生就业率在 83.35%左右，连年位居全

省高校前列，研究生考取率连年提升。在对

5届毕业生实践培养满意度调查中，就业专

业对口率 67.25%，毕业生满意度超过 76%。

学校被评为教育部深化创新创业改革示范

高校、全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单位。

学生工程素养获国际及行业认可。工

程学、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 3个学科位列

ESI全球前 1%；7个专业通过中国工程教育

专业认证，7个专业入选国家一流本科专业

建设点，25专业入选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

设点，改造升级传统 27 工科专业，新增新

工科专业 8个。

（二）实践教学资源大幅拓展

学校 2022年成立了产教融合中心、创

新创业学院。2022年获批山西省高端装备

智能制造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校先后建

成 1 个国家级、9 个省级实验教学中心与

333个校级专业基础实验室和创新创业实

验室，200多家校外实践教育基地，3 个校

级学科竞赛基地、3个创新创业创造实践基

地；1个国家级、1个省部级科技创新平台；

现有大学生创新中心 14 个、创新团队 26

个，聘任校内外双创导师 160 多名，山西省

优秀大创导师 88 名，7 人入选国家首批万

名优秀创新创业导师库；省级及以上一流

课程 58门，出版《材料性能学基础实验教

程》《工业机器人课程设计教程》等面向行

业企业实际、产业发展需要的实践课程教

材 9部；建设虚拟仿真实验项目 16项。

（三）学校引起高度关注，辐射面广

基于“两性一化”理念的实践教学体系

的实践，助推学校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2022年，太原科技大学在校友会中国大学

分类排名中，位居中国应用型大学第 2 名。

2020年至今，接待了近百批 /次省领导、高

校、企业来校考察学习。2019 年，省委书记

骆惠宁来我校调研时，观看激战类机器人、

巴哈赛车等成果后连声称赞；2019 年全国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山西分会场活动

中 NewMaker智能实训基地研发的“鹰眼

机器人”在新产业板块展出并鼓励学生发

挥创新创业主力军作用，潜心钻研，以更多

的创新成果展现青春价值。江苏省启东市、

湖南科技大学、大同大学、华北科技学院、

太原学院等政府部门和学校到校调研学习

实践育人模式。山西日报、山西青年报、山

西交通广播等各类媒体对创新创业团队和

教育实践进行多次报道。这为山西高校实

践教育教学的深入开展和广泛辐射发挥了

显著的示范推动作用。

砥砺奋进 倾力推动实践教学改革
———太原科技大学“分阶递进、多元协同、数智赋能”实践教学体系

太原科技大学教务部 刘志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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