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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工程专业“三能一创”应用型人才

培养模式的研究

徐伟民， 毛中彦

（武汉工业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湖北 武汉 430023）

摘 要：讨论了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提出了培养知识迁移（应用）能力、工程实践能力、职业适

应（竞争）能力强，具有创新精神的包装工程人才的策略和方法，为包装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起到一定

的指导和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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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meaning of cultivation mode for practice-oriented talents is discussed and the tactics and methods are put
forward for cultivating package engineering talents with strong practical knowledge transfer ability, engineering practice
ability, profess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innovative spirit which may be of reference and guidance on the cultivation mode
reform of package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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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工程专业作为一门新兴的多学科交叉的综合

性专业，与其相关的课程都具有交叉性,它的学科跨度
大，涉及的知识面十分广泛[1 ]。高等学校的主要任务

是人才培养，而人才培养的质量一般以职业竞争优势

来衡量。由于职业竞争优势是由能力转化而来，而能

力又是由知识转化而来[2 ]，因此笔者根据包装工程专

业培养目标和要求，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提出了

包装工程专业“三能一创”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对

培养具有知识丰富、能力和素质高，竞争优势强的创

新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起到一定的指导和参考作用。

1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
1.1 人才分类

人类社会在迈向知识经济的进程中，人才观也经

历着深刻的变革，从生产或工作活动的过程和目的来

分析，人才总体上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发现和研究客

观规律的学术型人才；另一类是应用客观规律为社会

谋取直接利益的应用性人才。

1.2 应用型人才的层次

在科学原理（即客观规律）转化为社会直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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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依据转化阶段不同，应用型人才分为工程

应用型、技术应用型和技能应用型 3个层次。工程应
用型人才是指将科学原理第一个转化为工程（或产
品）设计、工作规划、运行决策的人员；技术应用型

人才是指将第一个转化的结果转化为生产经营活动的
工艺、程序、方法，进行现场管理、智力操作的人员；

技能应用型人才是指将第二个转化的结果进行技能操
作，形成产品和服务的人员。

高等教育大众化必然带来受教育对象的多样化和
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多样化，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
求最终将呈现出“橄榄型”趋势，即学术型的拔尖人

才和一般劳动者占少数，大量的是具有一定知识技术
能力的应用型人才。一般来说，培养学术型人才主要

是重点高等院校的任务，培养工程应用型人才和技术
应用型人才是一般高等院校的任务，培养技能应用型
人才是高职高专类学校的任务。本文所要讨论的应用

型人才专指工程应用型人才和技术应用型人才（合称
为工程技术应用型人才）[3]。

1 . 3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人才培养模式即通常所说的“培养什么样的人”

和“怎么培养”的问题，其要素有专业设置模式、课
程体系构造形态、培养途径及知识发展方式、教学运
行机制、教学组织形式与淘汰模式六种要素。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就是学校为实现应用型人
才培养目标并围绕应用型人才目标组织起来的比较稳

定的教育活动的结构样式和运行方式。在应用型人才
培养模式的构建中，高校必须适合社会对人才知识面

宽、能力强、素质高的要求，培养的人才既要具有共
性，又要具有个性，具有较强的知识基础、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因此，构建人才培养模式时应当以传授

知识为基础，以能力培养为中心，以提高素质为主线，

以培养工程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为目标[4 ]。

2 包装工程专业“三能一创”人才

“三能一创”人才指具有较高的知识迁移（应用）

能力、工程实践能力、职业适应（竞争）能力和较强

的创新精神的人才。

2. 1 知识迁移（应用）能力

教育心理学中“迁移”是指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

习的影响。知识迁移能力是将所学知识应用到新的情

境，解决新问题时所体现出的一种素质和能力，包含

对新情境的感知和处理能力、旧知识与新情境的链接

能力、对新问题的认知和解决能力等层次。而包装工

程学科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科学相互交融的

一门学科，包容了文、理、工、管众多学科的理论知

识，同时也包容了各学科的实用和前沿技术，它不断

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实用技术，并结合自身的

理论与实践而不断创新和超前发展的学科[5-6]。因此对

包装工程专业的学生知识迁移（应用）能力的培养就

显得尤为重要。

2.2 工程实践能力

工程实践能力指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来解

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培养工程实践能力的环节一

般指生产性实践环节，它包括生产实习和毕业设计(论
文)等。工科院校的毕业设计与毕业实习是课堂教学的
延伸，它有利于学生巩固所学的理论知识，发挥思考

力、想象力和创造力[7 ]。因此，包装工程专业学生的

工程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2. 3 职业适应（竞争）能力

大学生职业竞争能力是指大学生毕业后在一定时

间内能够获得一份满意的职业或在职业中能够很好发

展的能力。

影响大学生职业竞争能力的因素，首先是大学生

的专业能力——主要指适应岗位技术或管理要求所应

当具有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次之是社会对人力

资源的需求总量和供给总量。对大学生个人而言，其

专业能力影响着职业竞争力，即专业能力越是符合

岗位的要求则越是具有获得这个岗位的竞争能力。

包装工程专业培养具备包装系统设计与管理等方面

的能力，能在商品生产与流通部门、包装企业、科研

机构、外贸、商检等部门从事包装系统设计、质量检

测、技术管理和科学研究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包装

工程专业的学生其就业范围较宽或岗位群较大，因

此，对本专业学生的职业适应（竞争）能力的培养是

值得探讨的课题。

2.4 创新精神

创新是指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不断拓展对

客观世界及其自身的认识与行为的过程和结果的活

动。创新精神是指要具有能够综合运用已有的知识、

信息、技能和方法，提出新方法、新观点的思维能力

和进行发明创造、改革、革新的意志、信心、勇气和

智慧。创新精神是一种勇于抛弃旧思想旧事物、创立

新思想新事物的精神，提倡独立思考。

创新精神是任何一个大学生必须具备的，知识经

济是创新经济，创新是知识经济的灵魂，创新也是一

个企业的生命，企业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和

发展，就必须拥有和集聚一批具有创新精神、较强创

新能力的人才，高等学校培养的人才必须能够适应企

业发展的需要。

3   包装工程专业“三能一创”应用

包装工程专业“三能一创”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的内涵

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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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1 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提高学生职业适应（竞

争）能力

高等教育的质量可理解为大学毕业生的社会适应

性和达到规定的专业培养目标的程度。它包含两个方

面的内容：从学校外部看，质量表现为学生对社会的

适应性；从学校内部看，质量表现为学生达到学校规

定的培养目标的程度。外部质量与内部质量两个方面

是有机统一的，任何只注重一个方面的理解都是片面

的。学校的内部质量体现了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标准

由学校自己确定；学校的外部质量体现了学校的社会

责任，学校培养的毕业生必须是社会需要的，能够推

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这就要求毕业生一方面能

够找到服务社会的岗位，另一方面能够很快适应岗位

的要求并做出成绩[8]。

目前，由于就业竞争压力大，学校已越来越重视

高等教育的外部质量。包装工程专业有的设在机械学

院，有的设在材料学院，有的设在食品学院。我校的

包装工程专业设在机械学院，前两学年按机械专业大

类宽口径培养，后两学年根据学校的专业特色与优

势，灵活设置 2至 3个专业方向，供学生选择，扩大
了学生的专业方向选择权，极大地提高了学生学习积

极性，这种宽口径 +专业方向的培养模式对学生的职
业适应（竞争）能力提高必将起到良好作用。

3.2 改革课程体系，优化教学内容，提升学生知识

迁移（应用）能力

根据专业方向的不同，在课程群组建时，要结合

学校的学科背景，不同的高校有不同的组建原则和形

式。根据专业培养目标和要求，以我校包装机械设计

专业方向为例，将包装课程体系分为包装工艺与设备

课程群、运输包装课程群、素质与职业教育课程群，对

课程内容进行整合，注重学生的知识迁移（应用）能

力培养与训练。包装工程专业教师要真正理解学习迁

移原理和影响学习迁移的因素，积极进行教学改革。

根据知识正迁移的规律，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培养学

生的知识迁移能力，运用一定的教学策略，努力为学

生创设条件，实现为知识正迁移而教的目标。

3 . 3 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强化学生工程实践能力

充分利用现有的校内实验示范中心及实习（实训）

中心，紧密配合理论教学，提供多样化的实践教学条

件。人才培养方案中可以将包装专业某些同类实验合

并成一门单独设置的以综合性、设计性为主的实验课，

使学生通过一系列的实验强化实验内容，增强实验动

手能力[9-10]。如：包装机械与包装工艺中的包装机械工

作原理认知实验，既可以是包装机械设计课程中的实

验，又可以是包装工艺学课程中的实验，对于这类交

叉性实验可以安排在优先所学的课程中或单独开设。

依托学校的实验室和工程实训中心建设、校外实

习基地建设和大学生各类设计与创新活动，综合毕业

实习与毕业设计等专业综合性实验环节，通过学生科

技创新、开放性实验室、包装产品陈列室建设、加强

和包装相关企业的联系等方式，培养学生的能力与素

质，为学生继续深造和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3 . 4 发展学生个性，突出创新精神的培养

以创新教育为主旨，突出以创新实践为主，构建

大学生创新与实践能力培养的平台。在本科人才培养

方案中要求学生必须获得科技创新活动规定学分，通

过开办创新实践班、开放实验室、参与教师的教学科

研课题，参加各类科技竞赛等活动，发展学生的个性，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3 . 5 改革和完善管理制度，构建与应用型人才培

养模式相适应的保障机制

包装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一般由通识

课、学科基础课、专业方向课等三个模块组成，其中

专业方向和选修课程由学生自主选择，学校在专业方

向选择、课程选择、课程考核、课程设计、学生实习、

学科竞赛、创新学分等方面的管理及实施制度相应地

需要改革和完善，确保人才培养方案的顺利实施。

4 结语

对包装工程专业“三能一创”人才培养模式的研

究，旨在提高学生的知识迁移（应用）能力、工程实

践能力、职业适应（竞争）能力和创新精神，增强学

生的社会适应性，以培养符合要求的应用型高级专门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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