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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升本学科提升工程教学项目研究*

——以河北农业大学汽车运用技术专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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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专科院校的重点专业近些年逐渐进入到“本科”学历的教育，其师资力量、学生素质、实验设备、实训

条件等关键因素应得到相应的提升。以河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汽车运用技术专业为例，从专业定位、办学模式、人才

培养、教学管理等教学“软件”的优化和师资力量、实验设备、实训条件等教学“硬件”方面的发展出发，探索“一

个学校、两个相近专业”在差异发展、区域错位、竞争共赢的教学改革思路和科研实践路径的“专升本”提升工程项

目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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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level of running schools, especially in the promotion of the key factors of

teachers, students' quality, experimental equipment, training conditions and so on, key professional in early college has been developed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key professional in early college grows gradually into the education scale and teaching level of the "undergrad-

uate" education. This paper takes automotive application technology major in Marine College of Hebe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hardware aspect and teaching software aspect. It explores the teaching reform idea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practice path of difference development, regional dislocation, competition and win-win in the promotion of engi-

neering teaching project between vehicle engineering major and automotive application technology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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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汽车市场的蓬勃发展，汽车类人才需求旺

盛，河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机电工程系现有汽车运

用技术专业（专科），是由直隶水专学校的四大根基

专业之一的轮机专业发展而来，根据社会和经济发

展的需要，学科先后经过轮机专业、渔机专业以及

目前汽车运用技术专业的调整转变。汽车运用技术

专业于 1995 年设立，办学近 20 年。目前已形成

“招生—教学—就业—用人单位反馈信息—改善教学

—促进招生”的良性循环机制。[1]

一、研究主旨

本研究旨在探讨专升本学科提升工程过程中，

如何使海洋学院“响当当”的专科专业既传承其专

科层次优秀的教学资源和办学思想，又完美蜕变优

化到符合本科专业的教学与培养目标，并与机电工

程学院现存的车辆工程本科专业如何差异发展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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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实际问题，去探索“一个学校、两个相近专

业”在区域错位、竞争共赢的教学改革思路和科研

实践路径。主要包括：

其一，明确和优化专业培养目标，在继承发扬

专科特色教学实践体系的基础上，优化汽车专业前

市场教学模式。其二，构建和突出“课程环”体

系，培育层次鲜明和与机电学院车辆工程专业差异

化的课程模块，突出汽车后市场在销售、服务、零

部件等实践能力素质培养的要求，提升专业理论思

维。其三，试行按课程内容特点灵活选择授课地

点、讲授方式、考核机制等教学手段。如汽车营

销、汽车修理、汽车驾驶等实践性很强的课程，由

教师带领学生走出课堂，充分利用实验室，重点加

强到一线市场进行教学与实践的学习与训练，获得

第一手资料。其四，深化产学研结合，建立教师实

践服务工作室和企业“副导师”（企业人员为第二

导师）机制，并由其引入企业实际项目和设置针对

性强的虚拟工程计划项目，以强化学生的专业能力

和提高学生对未来职业规划的思维意识。

二、学科硬件的现况及改进措施

在继承专科办学层次的优势资源和办学特色经

验同时，研究专业“专升本”的途径，提前科学地

梳理专业发展思路，准确地定位专业发展目标，及

时地调整专业办学方向。系统地研究海洋学院机电

工程系车辆工程专业，充分地发挥汽车专业教师专

长，广泛地利用现有实验设施，以汽车技术（汽车

后市场—汽车销售、技术、服务等）作为专业方

向，与机电学院车辆工程专业（汽车前市场—汽车

设计、制造等）错位发展，形成以汽车后市场为中

心的专业特色，满足汽车市场人才需求，尤其是冀

东（有重要基础和影响区域）汽车专业和社会需求

人才的教学与实践培养体系。

海洋学院汽车运用技术专业（专科）虽为海洋

学院的传统特色专业之一，但与想达到的本科优势

专业相比，在师资力量、实践条件、学术水平等

软、硬件指标方面尚有差距，需在“专升本”的过

程注意一下几方面的“升级”和“强化”。

（一）师资力量与学术研究

1.汽车（专科）专业现有专业教师10人，其中

教授 1 人，副教授 2 人，高级讲师 5 人，助教 2
人。教师团队实际动手操作能力强，也曾承担省、

部级科研项目5 项，市级科研项目20 多项。先后在

国内外期刊发表科技论文20 余篇，其中SCI、EI期
刊检索 15 余篇，出版教材和科技著作 20 余部。但

受专科学院的历史沿袭制约，尚存在教师学历层次

不高，学术研究氛围不浓，教学重实践轻理论等系

列现实问题，制约了专业向更高层次的发展。

2.汽车（本科）优势专业近两年在师资力量、

学术研究方面的举措。2015 年初，学校实行了“百

名优秀留学博士引进计划”，即在未来3～5 年内引

进与学校现设专业学科相关的海外优秀留学博士

（后）人员 100 名。这对“专升本”专业在师资力

量方面的提升开启了强有力的契机，实现专业教师

学历水平从学士、硕士到博士层次的发展。在学术

方面力图实现成功申报国家自然基金研究课题一

项，国家级精品课程一门，主编国家“十三五”应

用型本科教材一部，发表 SCI“二区”论文 3 篇，

实现省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突破。

（二）实践教学环境与条件

1.汽车（专科）专业现有汽车实验室面积1 900m2，

具有整车、汽车总成件、汽车实验设备和检测设备

及教学软件。现有专业教学仪器设备总值300 余万

元，实验室可进行金工实习、电工电子实验、汽车

构造拆装实习、汽车综合实习等实践教学。

2.汽车（本科）优势专业实验室方面的举措。

在上述基础上投入200 余万元用于实验室的扩建工

程，完成了模拟4S 店项目实验室400 m2，又购置了

电工电子试验台、汽车发动机性能试验台、汽油直

喷发动机试验台、柴油机燃油共轨试验台和驾驶实

习用车。这从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专业“专升本”硬

件指标的要求，为专科“特色”转变成本科“优

势”奠定了基础。

三、学科教学模式培养的改进措施

（一）明确和优化本科专业培养目标

专业负责人和专业辅导员通过每年寒暑假走访

北京理工大学、大连交通大学、燕山大学车辆学

院、河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等单位的汽车运用技术

专业毕业生及用人单位，收集547 份反馈意见，统

计显示见图1（复选）：用人单位最为看重的是实践

能力和专业思维。因此精细研究与河北农业大学机

电学院车辆工程专业之间的共性和差异性，充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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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海洋学院汽车运用技术（专科）专业的特色和优

势培养模式，探索现有的能源与动力工程本科专业

与之互相支撑，加强其在实验设施、师资力量上可

以共享节省教学资源，使汽车专业更加突出实践特

色，强化理论基础，促进市场与人才的无缝结合。

图1 毕业生反馈意见结果

（二）构建和突出“课程环”体系

培育层次鲜明和与机电学院车辆工程专业差异

化的课程模块，突出汽车后市场在销售、服务、零

部件等实践能力素质培养的要求，提升专业理论思

维。按照以工作方向为导向、以实践任务为驱动、

将专业岗位能力要求与核心课程内容的有机融合来

进行区别和构建。优化传统汽车类课程设置，构建

专业“课程环”实践体系，把实践思维的培养逐步

渗透到具体的课程模块中。具体培育和加强建设专

业基础课程学习模块，专业能力素质提高模块，突

出专业工作方向适应模块课题，使学生的理论和实

践能力从低级向高级呈螺旋式上升循环，形成强化

基础技能，拓宽专业技能，提高实践应用技能能力

的“三级”实践教学体系和差异化课程模块，实现

理论知识支持实践能力的培养、实践能力强化理论

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三）按课程内容特点灵活选择授课地点、讲

授方式

将“填鸭式”授课方式变成学生与老师“共

学”、“共练”、“共探讨”、“共进步”的教学方式。

采用“头脑风暴法”式的案例分析、小组探讨、设

计表现、实践训练、反馈考核等教学方法，将实践

性规范教育和创新培养同步进行，充分使得学生能

够进行创造性的思维拓展和表现，提高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和合作能力。这些思维方式是学生将来解决

实际问题、从事创新性工作最需要的素质和能力，

也是通过毕业生数据回访得到企业最为看重的技能

需求[2]。教师根据教务部门审定的课程性质和要求

可以适当调整，包括授课地点。如，可采取去市内

实习基地、实训工厂进行授课，便于学生通过“视

觉观察”—“听觉理解”到知识获取、掌握和运用

所学知识的全过程。

（四）建立教师实践服务工作室和企业“副导

师”机制

建立创新设计服务工作室和引入企业实训强化

学生的职业规划。根据具体的课程实践技能培养任

务，在课程中引入合适的企业项目或者实训竞赛题

目，并适当结合其他专业的优势，促进学生工程技

术与实践技能的结合能力，高质量完成教学任务。

建立workshop 工作室对于学生实践技能的掌握具有

重要的意义。以workshop工作室、设计竞赛和企业

实际项目来考查学生知识掌握程度能够使学生脱离

虚拟环境，提前进入真实的生产流程中，把原有的

脱离市场需求的单一知识的单功能、封闭型的静态

教学模式，变为围绕培养目标，同社会、同生产实

践紧密结合的多功能、开放型的动态模拟体系[3]。

四、结语

根据人才市场和就业岗位的实际要求，及时调

整专业领域方向，在确定市场需求的人才规格、知

识技能结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实训实习和学

习成果评估等各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以突出汽车

后市场能力培养为特色，把提高学生的设计实践能

力放在突出的位置，强化实践性教学环节，以能力

为核心构建实践技能培养方案和实施路径。通过

“以专业快速发展为契机，差异需求为导向、实践

能力为核心、学生培养为主体”的汽车类人才培养

模式的探索，探索出与企业生产实施零距离对接的

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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