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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rofessional accreditation in engineering education, the Materials Forming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major 
is confronted with problems such as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the curriculum system and industry demands, and weak practical 
teaching. It is urgen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through reform. Based on the core concepts of student-centered, 
outcome-oriented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in engineering accreditation, this thesis deep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system, proposes a reverse design idea based on outcome-oriented approaches, and combines the 
school’s positioning and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to carry out the reform practice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from aspects such as 
optimizing the curriculum structure, updating the curriculum content, strengthening the practical teaching links, and improving the 
teaching	methods	and	assessment	methods.	The	reform	practice	shows	that	students	hav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ability. The quality of professional talent cultivation is more in line with the 
engineering accreditation standards and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industry, providing referential experience and practical 
paradigms for the reform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similar maj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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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时代背景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面临着课程体系与行业需求脱节、实践教学薄弱等问题，亟需
通过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本论文基于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工程认证核心理念，深入剖析专业课程体系现
状，提出基于成果导向的反向设计思路，结合学校定位与专业特色，从优化课程结构、更新课程内容、强化实践教学环
节、改进教学方法与考核方式等方面开展课程体系改革实践。改革实践表明，学生在理论知识应用、实践创新能力等方面
得到显著提升，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更契合工程认证标准与行业发展需求，为同类专业课程体系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与
实践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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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以及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

工程领域的竞争愈发激烈，对工程技术人才的质量提出了更

为严苛的要求。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作为保障工程教育质量、

促进工程教育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手段，在世界各国广泛推

行。我国自加入《华盛顿协议》以来，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

作稳步推进，其 “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 的核

心理念，为高校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材料成型及

控制工程专业作为工程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为材

料成型加工、模具设计制造等行业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的重

任。然而，当前该专业的课程体系在实际运行中暴露出诸多

问题，与工程认证标准存在一定差距，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使得培养出

的学生难以满足行业快速发展的需求。

因此，深入开展工程认证背景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专业课程体系的改革与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不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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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专业教育质量、培养适应行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工程技

术人才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专业与国际接轨、增强专业竞

争力的关键举措。通过对课程体系进行优化和完善，使专业

课程更好地支撑毕业要求的达成，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和实践创新能力，为我国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领域的发展输

送更多优秀的专业人才。同时，相关的改革实践经验也将为

其他同类专业的课程体系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共同

推动我国工程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2 传统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课程体系存在
的问题

2.1 课程结构与内容体系的失衡
传统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课程体系在结构设计上

存在明显缺陷，课程间缺乏有机衔接与层次递进，部分专业

基础课与专业课内容交叉重复，如材料力学与成型设备中的

力学原理部分，造成教学资源浪费与学生学习负担加重。同

时，课程体系更新迭代缓慢，对增材制造、智能制造、绿色

成型技术等新兴领域知识的引入不足，导致学生知识结构固

化，难以适应材料成型行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需求，其知

识体系既无法形成系统闭环，也难以匹配行业技术发展的前

瞻性要求。 

2.2 实践教学与行业需求的脱节
实践教学环节在传统课程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教学

方法仍以演示性、验证性实验为主，缺乏综合性、创新性实

践项目。例如，模具设计课程的实践多局限于虚拟建模，而

模具制造工艺的实际操作训练严重不足，学生难以接触到企

业真实生产中的模具装配、调试与优化流程。此外，校企合

作深度不足，实践教学基地功能单一，实习内容往往停留在

观摩层面，未能将企业生产中的新工艺、新设备、新流程融

入教学，导致学生实践能力与企业岗位需求存在较大差距，

创新能力培养更是无从谈起。

2.3 课程思政融入的缺失与不足
传统课程体系过度聚焦专业知识传授，忽视了价值引

领与思政育人功能。在材料成型工艺课程中，仅强调技术参

数与操作规范，未能结合我国材料成型领域的重大工程成就

（如高铁关键部件成型技术突破），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与家国情怀；在模具设计教学中，缺乏对工匠精神、职业伦

理与安全生产责任的渗透，学生难以树立正确的工程价值

观。课程思政元素的缺失，使得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出现 “两

张皮” 现象，无法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塑造的协同育人目标。

2.4 考核评价方式单一
在传统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课程体系中，考核评

价方式呈现出显著的单一化特征。当前的考核大多以理论考

试成绩为主导，侧重于对学生记忆性知识的考查，如材料成

型原理的概念背诵、模具设计公式的套用等，而对学生解决

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实践操作技能以及创新思维等关键素

养缺乏有效评估。课程设计、实习实训等实践环节的考核也

多流于形式，以实验报告、实习日志等书面材料作为主要评

分依据，难以真实反映学生的实践过程与实际能力。这种单

一的考核评价方式，不仅无法全面、客观地衡量学生的学习

成果，还会误导学生形成“重理论、轻实践”“重结果、轻

过程”的学习倾向，严重制约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和专业

能力的提升，也难以契合工程认证对人才培养质量多元化评

价的要求。

3 课程体系改革实施方案

3.1 优化课程结构、更新课程内容
在优化课程结构方面，首先要开展课程体系的全面诊

断与整合。通过邀请行业专家、毕业生及在校师生参与研讨，

梳理现有课程间的逻辑关系，识别重复讲授的内容。例如，

将《材料力学》与《成型设备设计》中关于力学原理与结构

分析的重复部分进行整合，重构为《工程力学与成型装备力

学基础》课程，在避免知识冗余的同时，强化力学知识在成

型装备设计中的应用导向，使学生形成连贯的知识体系。其

次，依据工程认证标准对毕业要求的支撑逻辑，构建模块化

课程体系。在专业基础模块中，将机械原理、机械设计等课

程进行有机整合，融入计算机辅助设计（CAD）与有限元

分析（FEA）等工具应用内容，为学生后续学习专业核心课

程筑牢基础；在专业核心模块，围绕材料成型主流工艺，设

置塑性成型、铸造技术、焊接工程等子模块，每个子模块包

含理论课程、实验课程与课程设计，形成 “理论—实践—

应用”的一体化教学单元，确保课程体系对毕业要求指标点

的精准支撑，提升课程结构的系统性与合理性。

3.2 强化实践教学环节
构建层次分明、目标清晰的实践教学体系是强化实践

教学的核心。打造 “基础实验 - 专业实验 - 综合实践 - 创新

实践” 四级架构，基础实验聚焦材料性能测试、设备基础

操作等基础技能训练，如金属材料拉伸实验、铸造设备基础

调试，帮助学生掌握基础实践规范；专业实验围绕塑性成型、

焊接工艺等专业核心技术，设置冲压模具拆装调试、焊接接

头性能分析等项目，深化专业知识应用；综合实践环节以企

业真实项目为载体，开展汽车覆盖件模具设计制造、大型铸

件生产工艺规划等综合性实践，培养学生跨学科知识整合与

协同解决问题能力；创新实践鼓励学生参与大学生创新创业

项目、“互联网 +” 大赛等，探索新材料成型工艺、开发

新型模具结构，激发创新思维。充分利用学校仿真实验中心，

引入虚拟仿真教学，利用数字孪生技术构建材料成型虚拟场

景，如模拟高温合金复杂铸件的充型凝固过程、注塑模具的

开合模及制品成型过程，让学生在虚拟环境中反复实践，突

破传统实践教学在时间、空间与成本上的限制。此外，搭建

实践教学在线平台，整合教学视频、虚拟仿真资源、企业项

目案例库，支持学生课前预习、课后复习与自主实践，实现

线上线下实践教学的深度融合。



58

现代教育进展·第 03卷·第 09 期·2025 年 05 月

3.3 改进教学方法与考核方式
采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下，利用超星学习通、中

国大学 MOOC 等平台，发布教学视频、课件、拓展资料等

学习资源，学生可在课前自主预习基础理论知识，完成线上

测试检验学习效果；课堂上，教师通过雨课堂、学习通的互

动功能，以提问、小组抢答等方式开展知识巩固与深度探讨。

同时将启发式教学与讨论式教学深度融合，在《液态成型原

理》课程中，以 “如何解决大型铸件缩孔、缩松缺陷” 为

问题导向，引导学生回顾凝固理论、分析缺陷产生原因，鼓

励学生提出如设置冒口、冷铁，调整浇注工艺等解决方案，

通过小组讨论、师生互动，逐步完善方案，培养学生独立思

考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4 改进考核方式
在实践教学环节加强对学生实践过程的考核。教师应

持续关注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的表现，全面了解学生的实践能

力和学习态度，而不仅仅关注最终的实践成果。对于一些

大型的实践项目，如毕业设计、创新实践项目等，组织学生

进行成果展示和答辩。学生需要将自己的实践成果以报告、

演示文稿、实物模型等形式进行展示，并向评委和其他学生

介绍自己的项目背景、目的、方法、成果以及心得体会等。

在答辩环节，评委可以针对学生的项目提出问题，考查学生

对项目的理解程度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加强与企业的合

作，邀请企业参与学生实践能力的考核。在学生实习期间，

企业可以根据学生的工作表现、职业素养、团队协作能力等

方面进行评价，并反馈给学校。学校可以将企业评价纳入学

生的实践能力考核体系中，使考核结果更加客观、真实地反

映学生的实际能力。

3.5 强化课程思政
在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课程中，深入挖掘思政元

素并融入教学内容。在《材料成型原理》课程中，讲解金属

凝固理论时，引入我国科学家在凝固技术领域的突破性研

究，如我国自主研发的定向凝固技术助力航空发动机叶片制

造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展现我国科研工作者攻坚克难的奋斗

精神，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与科研探索热情；在《模具设

计》课程中，结合模具精度对产品质量的关键影响，强调工

匠精神，通过讲述大国工匠在模具制造中精益求精、追求极

致的案例，引导学生树立严谨的工作态度与职业责任感；在

材料成型工艺课程中，介绍绿色成型技术时，融入环保理念

与可持续发展思想，让学生认识到材料成型行业对环境的责

任，培养学生的社会担当意识。

4 结语

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驱动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专业课程体系改革围绕优化结构、更新内容、强化实践、改

进评价与深化课程思政等多维度展开，已取得显著成效。学

生在知识体系构建、实践创新能力及价值塑造方面实现全面

提升，专业人才培养与行业需求、认证标准的契合度大幅增

强。未来，需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紧跟智能制造、绿色制

造等前沿趋势，完善持续改进机制，推动课程体系改革向更

高质量发展，为培养兼具专业素养与家国情怀的卓越工程人

才筑牢根基，助力我国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领域在国际竞争

中持续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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