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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工程哲学的包装工程专业人才培养

袁志庆，吴若梅

（湖南工业大学 包装与材料工程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工程哲学作为一种实践哲学, 对加强工科大学生创新素质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基
于工程哲学的包装人才培养理念要求高等教育适应国际包装业对包装人才培养需求的改变，体现“大包装工程

观”， 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与创新素质。湖南工业大学顺应这一潮流，提出了大包装工程教育观，经过 10 a
教学实践，为包装工程专业人才的培养探索出了一条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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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ent Cultivation of Packaging Engineering Speciality Based
 on Engineering Philosophy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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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 practical philosophy, engineering philosophy has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the strengthening of
innovation quality and practical ability of engineering students. The talent cultivation theory of packaging based on the
engineering philosophy requires that the higher education comply with the change of talent cultivation demand for interna-
tional packaging industry, embodying“big packaging engineering concept” and cultivating innovation quality and engineer-
ing practical ability of students. Accoring to the trend, big packa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idea is put forward in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an efficient way for cultivating the talent of packaging engineering with good innovation quality
and practical ability has been obtained by a series of teaching practices in the past ten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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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科技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只有拥

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

握先机、赢得主动。因而就包装工程专业教育的角度

而言，尽快培养与造就一批高素质的包装工程技术人

才便成为提高我国包装工业竞争力，实现包装强国之

梦的关键，因此开办包装工程高等教育的学校在培养

包装创新人才方面担负着极为重大的责任，具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

工程哲学是研究和分析在工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

问题的哲学。工程哲学作为近十几年来发展起来的一

门新兴学科，对工程实践和工程教育改革具有极其重

要的指导意义。如何用工程哲学思想来改革现有包装

工程教育理念、模式、内容和方法，探讨包装工程专

业教育改革的新途径，加强工科大学生创新素质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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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能力的培养，已成为现代包装领域教育者责无旁贷

的使命。

1 工程哲学与创新实践

工程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完整的、全部的实践活

动和过程的总称。它是整个科学技术工程这个大系统

中的一个综合性工作，综合运用了自然科学、社会科

学和技术手段[1 ]。工程哲学作为一种实践哲学，是对

工程实践活动及其成果进行的抽象性的反思、总结和

概括，对于提高工程人员的工程认识水平，促使其从

现实工程案例分析入手，进行哲学反思与理论总结并

指导工程建设具有重要作用[2]。

随着世界科技的快速发展与更新，工程技术对经

济和社会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大，而工程技术人才的培

养直接决定了工程技术的水平和发展速度，决定了国

家的工业竞争力。我国包装工程技术人员普遍存在的

问题是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知识比较扎实，但在

创新精神和综合素质方面与时代要求有较大差距。由

此造成了工程技术上的模仿较多而创新较少，工程科

学原创性成果少，拥有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产品数量

较少。因此，我国企业普遍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

竞争力，从而导致其经济效益不高[3]。

工程哲学的核心是深刻理解科学、技术、工程和

创新的相互联系和特征。工程哲学的灵魂是理论联系

实际，集成优化和研、学、产结合。创新是在继承

基础上的突破和超越，而实践有助于学生理解现实世

界，进而有效地运用知识和发展知识并有所创新，实

现知识从有限向无限的转化[4]。

就高等工科院校教育来说，工程精神和创新精神

的培育是密切关联的，根据“大工程”教育理念来培

育大学生的工程精神，主要是通过大学生系统性、整

体性、实践性、创造性的大工程观的形成，使他们成为

有复合型知识和能力的人，成为具有社会责任感、伦

理精神和创新精神的大学生。

2 基于工程哲学的大包装工程观

以培养工程人才特别是未来工程师为目标的高等

工程教育应当在工程哲学的指导下建立适合于工程教

育发展的现代工程教育观[5 ]。包装工程作为一个典型

的应用技术型专业，要把培养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和

创新能力”作为重要目标，并贯穿培养方案的始终。国

际包装业提出了包装供应（制造）商向“完整包装解

决方案”供应商转化的新理念。要实现这个理念，必

须站在工程哲学的高度来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大包

装工程观”就是这样一种基于工程哲学的包装人才培

养理念。

“完整包装解决方案”就是包装供应（制造）商向

用户提供从包装设计、包装制造、产品包装、运输、仓

储、发运直到产品安全到达目的地的“一体化”系统

服务[6]，显然这是符合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规律的。

为顺应国际包装业对包装人才培养需求的改变，世界

各国，特别是以美国、德国、日本等包装强国为代表

的高等工程教育发达国家加紧了对包装工程教育的改

革，更重视包装工程的系统性、创新性和实践特征，确

立了“大包装工程观”。如美国密执根州立大学就将其

培养目标着重定位于创新素质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上，

在培养计划的最后一年，根据包装人才市场需求细分

不同方向，开展研究性学习和研究性实践，充分提高

学生的创新素质和实践能力。德国高校要求学生参加

工业见习和实践，在相关包装企业顶岗工作 1 a后，做
联系工业实际的毕业设计论文。加拿大高校则要求学

生多方位选修管理、商务和物流类课程，以提高综合

能力和素质。

国内许多高等院校也积极推行教学改革，着重培

养学生的创新素质和实践能力。例如，浙江大学首创

了“创新与创业管理强化班”，以强化理工科学生的卓

越管理才能、培养具有较强创新意识与创新技能的高

科技产业经营管理人才为目标，以产学研结合、注重

实践为特色，实施教学方式和内容的改革和创新[ 7 ]，

同时也率先在国内举办了包装工程硕士班，将包装工

程学历教育提上层次。

我国包装工业起步较晚，包装教育与之相适应的

发展时间并不长，包装工程专业开办时间也只有 20多
年，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一直在不断地探索与改进

中。因此，包装工程专业从课程体系到教学内容都不

太完善，离应用型科学研究和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和

包装经济全球化的社会需求还有一定的差距。由于大

学毕业生在知识能力的培养上受到教育资源、手段与

年限的限制，难以达到包装工业界提出的具有工程能

力和工程意识的合格毕业生要求。这种缺陷是与教育

体制本身及我国包装历史发展的局限性分不开的。

据2008年统计，在中国320万包装从业人员中，科
技人员不到 2%，远低于其它行业 7.4%的平均水平，成
为制约包装产业发展和进步的最大瓶颈。中国包装联

合会会长石万鹏指出：中国包装工业要上档次、上水

平，必须依靠人的创造才能和创新精神来实现。培养

和造就一大批知识面广、科学技术精、勤奋努力的人

才是包装工业发展的基础。如何顺应国际包装业提出

的“完整包装解决方案”的发展变化，在有限的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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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开设包装工程专业人才知识结构所需的课程，使学

生的创新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得到培养，并最终得到

包装人才市场的认可，是摆在包装教育工作者面前的

首要任务。

3 基于工程哲学的包装大工程教育

包装工程具备了大工程的系统性与复杂性、科学

性与经验性、创新性与实践性、效益性与生态性的统

一。2001年株洲工学院（现为湖南工业大学，以下简
称“我校”）提出了包装大工程教育观。该观点将包装

教育视为一个系统工程，用系统工程方法去实现整体

包装方案的设计，并围绕这一要求去组织和构建人才

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建设。基本做法是：以培养学生

应用能力和多方位适应人才市场需求为主要目的，优

化整合专业课程，密切联系企业、加强工程实践能力

和创新能力培养。通过 10 a的实践，探索出了一条有
效的途径，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依据社会、包装行业需要以及包装工程的学科
特点，制定了包装工程专业分模块分方向培养方案，

提出了包装设计与制造专业方向“4+DC”(D: diversifica-
tion 多样化；C: characteristic 特色)人才培养模式，使人
才培养根据包装学科多学科交叉的特点而逐步实现科

学化、多样化、特色化，为全国包装工程专业培养模

式积累经验。

我校提出“4+DC”人才培养模式，是根据包装学
科和包装设计方向的特点，通过多年摸索而制定的。

“4+DC”人才培养模式中，“4”是指本科生在 4 a的学
制内，接受四年制培养方案所规定的内容，而其中的

“DC制”培养是基于英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对设
计类人才培养的启发，针对学生个人的潜质、兴趣、特

长等对部分学生进行个性化培养，使学生能够学有所

长、学有所精，促进就业率的提高。如将基础好、有

考研愿望的同学组成考研小组，派专业教师兼班主任

进行指导；将具有较好绘画基础的学生组成设计小

组，指派老师作为学生的社团指导教师，对学生进行

包装装潢设计以及平面设计的强化练习； 让基础好、
对科研感兴趣的同学直接参加教师的科研项目，并在

老师指导下，撰写并发表科研论文；将对企业工程设

计课题感兴趣的同学组成工程设计小组，直接参加老

师承接的企业项目，所取得的成果直接被企业采用，

其本人能被企业聘用，增加学生就业机会。

“4+DC”人才培养模式有以下特点：一是个性培养
与培养方案不发生冲突，或者说统一培养与个性培养

相结合；二是按照学生的潜能、兴趣进行分层次的因

材施教培养，符合教育基本规律；三是学生和老师自

愿组合，便于推广实施。

2） 突出时代性、应用性，建设适应应用型、创新
型人才培养需要的教材和多媒体课件，优化专业方向

课程体系，突出工程素质教育的主线。

10 a来，我校以培养学生工程设计能力为主线，以
培养学生现代工程师基本素质为核心，实现课程的跨

学科综合与整合，建立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技术与

艺术相结合、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优化课程体系，并

在此基础上，积极参与国家十五规划、十一五规划教

材的编写工作。通过对包装工程核心专业课教材的建

设，促进了特色专业办学，优化了课程体系。同时，学

校鼓励教师在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方法、考

核方式等方面，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改革，将所取

得成果融入教材建设中。

3）多渠道、多方式建设一个适应应用型、创新型
人才培养需要的专业教学团队。

我校通过联合培养、出国访学、提升学历、传帮

带和“产学研”结合等方式，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形

成了一支能较好适应学科发展和专业方向建设需要的

教学团队。如学校鼓励包装工程教学团队教师提高自

身学历水平，攻读博士学位，做博士后研究，为青年

教师的培养提供支持；建立青年教师导师制，以课程

方向和研究方向，确定传帮带关系；与深圳美盈森等

7家包装企业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将青年教师
派驻企业参与课题研究，实地解决问题，提升教师队

伍的整体水平。

4） 以应用型、创新型人才培养为目标，以核心课
程建设为引导，将精品课程建设与特色课程建设、特

色专业建设相结合，拓展优化教学内容，全面提升课

程建设水平。

我校在包装工程专业加强精品课程建设，改革专

业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以实用技术为重点，以

教师科研成果为补充，使课程建设特色化、多样化。鼓

励教师将自己的科研成果融入包装专业课程的教学过

程中，使学生较好的掌握优化设计技术，使学生具有

明显的就业竞争力。

5）依托产学研基地建设，强化青年教师和学生的
工程能力培养，实现师生专业能力的有效提高。

我校依托学院建立的株洲众乐特种包装有限公

司、鹤山雅图仕印刷有限公司等 7家实习基地和产学
研合作单位，通过产学研合作项目促进青年教师工程

素质、科研能力和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使毕

业生就业率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学校依托“产学

观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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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基地，加强工程化教学，不但提高了本科教学质

量，特别是实践教学的质量，而且还提高了教师的业

务水平。学校定期组织教师到学校东莞实习基地驻扎

2个月，或带学生生产实习，或参加企业工程项目的
开发和科研课题，通过这些措施，教师的教学水平和

科研水平得到了同步提高。

6）以工程素质培养为基础，以创新能力培养为核
心，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改革。包装工程专业包装设

计与制造方向是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专业方向，要达

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实践环节非常重要。设计技能的

训练可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

第一，以激励学生的创新思维为目标，构建符合

行业需求的创新型包装设计实验教学体系。通过调研

和分析，我校结合本专业多年来的教学实践，除优化

理论教学内容外，还强化了实践性教学，重点利用以

下 3个环节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创新精神：一是通
过实验环节使学生了解和掌握一般包装容器和包装材

料性能的测试方法，培养学生的基本测试技能；二是

通过课程设计环节使学生结合实际产品进行内、外包

装容器的设计，培养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与创

新能力；三是通过现场实践教学环节，使学生直观形

象地了解包装容器的加工制造过程，培养学生形成科

学的设计观。

第二，加强学生创新设计训练，多环节培养学生

创新能力。我校结合 2007年学校实施的质量工程项目
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基金资助，结合本科生

导师制活动，在 2004级学生中开设了“包装产品综合
设计与实践”教学环节。它是包装工程专业一次综合

性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环节，是学习和学完专业课

以后进行的实训演练，通过该环节使学生掌握包装产

品创新设计的步骤和方法以及简单包装产品的制作方

法。在毕业实习实验教学环节中，根据本专业特点和

企业特点，安排学生到学校设在东莞的实习基地进行

实习，除了对企业的生产过程进行考察外，还邀请企

业技术负责人为学生进行行业概况、技术要点、企业

需求等方面的专题报告，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学

校对本科生参与课外科技活动十分重视，从活动形

式、机制保证、激励措施等方面给予支持，例如实施

本科师徒制，组织学生科研兴趣小组，制定学生申请

专利和发表科技论文的鼓励措施等。

4 结语

基于工程哲学的包装工程专业人才培养就是要体

现大包装工程观和大包装工程教育观。对于教育者来

说，归根结底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

能力。只有这样，建设包装强国的目标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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