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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工程专业本科教育中产学研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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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包装工程本科教育中产学研相结合的问题，存在不同的层次，侧重点也不相同。包装工程本科

教育与包装产业结合的主要方式有认识实习、生产实习、设计大赛、校企科研合作、课外导师制、开设与

生产实践相关的选修课、生产实践人员进课堂、设置专项奖助学金等；学校教育之间的合作也是产学研结

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的思想素养以及教师的职业道德，对产学研结合的实践效果和可持续发展具有直

接影响；包装工程本科教育还需与科学研究相结合，以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包装工程专业教师也应

不断提高科研水平，以满足持续发展的本科教育需求。

关键词：包装工程专业；本科教育；产学研结合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7100(2014)02-0080-04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operation in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of Packaging Engineering Specialty

Lin Qinbao，L  Guangqing
 （Packaging Engineering Institute, Jinan University, Zhuhai Guangdong 519070, China；

Key Laboratory of Product Packaging and Logistics, Jinan University, Zhuhai Guangdong 519070, China）

Abstract：The issues of cooperation of industry,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institute in packaging engineering under-
graduate education exist in different levels and areas and are with different emphases. Cooperation modes of packaging
engineering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nd industry include awareness training, production practice, design contest,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extracurricular mentoring, practices related electives, production practitioners into the classroom,
setting up special scholarships, etc. Cooperation among universities is very important as well; students ideology accom-
plishment and teachers，professional ethics have direct impacts on the effectiveness and sustainability of industry-univer-
sity-research cooperation. Packaging engineering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lso needs to cooperate with scientific research,
which can develop students，scientific thinking ability; in addition, packaging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 teachers should
constantly improve their level of scientific research to meet the demand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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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各类包装的生产、使用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包

装工程本科教育也越来越得到社会广泛的重视。作

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包装工程本科教育面临着

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和需要克服的困难，其中，包

装工程教育中产学研相结合的问题，成为业内教育

界和产业界关注的焦点。

1994年，日本学者Sasaki提出了基于服务社会及
包装工业的包装工程学科结构体系[ 1 ]。我国也有很

多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和探讨。王志伟[ 2 ]从产

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入手，研究了包装工程的学科内

涵，并探讨了包装工程教育实践。袁志庆等[3]基于工

程哲学的观点，将包装教育视为系统工程，提出了

大包装工程教育观，并进行了实践尝试，实践效果

较好；王彩印等[4]研究了包装学科体系的构成，在此

基础上，提出了包装工程专业“大工程观”及包装

工程专业工程化的实施策略。李大鹏等[ 5 ]结合包装

工程专业的发展历史和现状，提出包装工程专业教

育应该是科学和开放的观点。谷吉海等[ 6 ]提出构建

基于培养适应包装行业发展需求、具有工程设计实

践能力的包装专业人才的包装工程专业课程体系。

包装工程教育中产学研相结合的问题，存在不

同的层次，侧重点也不相同。本文结合近年来包装

工程本科教育的研究进展，以及对国内 10多家高校
包装工程本科专业学科建设的调研，探讨了包装工

程本科教育中学校教育与包装产业的结合、学校教

育之间的合作以及学校教育与包装科研机构的结合

等问题。

1 学校教育与包装产业的结合

作为工科类专业，包装工程本科教育与产业的

结合是必要的。其结合形式多种多样，在实践中应

用较多的有以下几种。

1）认识实习
认识实习主要通过参观相关企业的包装生产及

使用情况，使学生对所学专业拥有初步、概括的了

解，这对于学生初步认识、了解包装工程专业具有

重要的作用。各高校包装工程专业大多安排有 1周的
认识实习，但具体的排课时间各有不同。从实际效

果来看，认识实习课程安排在大学一年级，或不晚

于二年级的第一学期，取得的效果较好。

2）生产实习
生产实习是包装本科教育与产业结合非常重要

的一个环节。目前，各高校包装工程专业的生产实

习大多仅安排了 2~4周，有的甚至不足 2周。这么短
的时间内，学生对企业生产实践的了解一般较浅，这

对学科建设和产业发展都难以产生积极有效的影响，

也难以使学生建立良好的专业认同感和归属感，同

时，对企业而言，也难以产生积极的作用。因此，加

大生产实习的力度，是包装工程本科教育与产业相

结合的必要手段。可根据具体情况安排实习时间，但

总学时应当以不少于 8~12周为宜。
需要注意的是，包装工程本科教育中认识实习

和生产实习的实习单位，除了包装生产企业之外，还

应包括包装使用企业、包装研发及检测机构等。这

有助于学生全面了解包装产业链，也有利于扩大学

生毕业后的就业选择范围。

3）设计大赛
国际范围的“世界之星”包装设计大赛、中国包

装联合会包装教育委员会主办的全国性的包装结构

设计大赛等已在国内包装工程专业院校和学生中产

生了良好的影响，是专业教育与生产企业结合的有

效方式。此外，还有企业资助、策划的面向不同高

校学生的结构设计大赛、创意设计大赛等。这些设

计大赛既解决了企业的实际问题，也活跃了学生的

学习氛围，增强了其专业认同感，是企业和学校结

合、共利互赢的有效方式，受到企业、高校和学生

的共同欢迎。如湖南工业大学包装与材料工程学院

和东经控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东经杯”包装设

计大赛，提高了学生的研发设计实践技能及面向市

场的实践思维能力，取得了较好的实践效果。

4）校企科研合作
根据包装企业生产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比如技

术问题、管理方式、标准制订、参数测试等，组建

高校教师和企业技术管理人员共同指导的研究型兴

趣小组。这不但可以解决企业的实际生产问题，还

能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此基础

上，建立学校与企业联合实验室、产业创新联盟等

合作平台，形成长效合作机制，这对行业的发展具

有积极的作用。

5）课外导师制
学校可采取与企业合作的形式，实施课外导师

制，由企业技术或管理人员担任学生的课外导师，指

导学生的专业实践、毕业论文选题等。这样，学生

的专业实践能取得更好的效果，毕业论文选题也能

紧密结合生产实践，更具有应用性。

6）开设与生产实践相关的选修课
包装工程专业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交叉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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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企业需求的是创新型、实践型、综合型的人才，

因此，应根据企业和行业发展的需求，并结合学校

包装工程专业教育的实际情况，适当开设与生产实

践相关的选修课，如包装企业管理实战、包装心理

学、智能包装、包装与物流、包装科技与战略新兴

产业等课程。

7）生产实践人员进课堂
可邀请优秀的相关专业的校友、业内知名的企

业家、有实践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等进入课堂，让

学生深入了解行业发展的趋势以及自身未来的发展

方向，接触最新鲜的实战经验，这对学生的成长和

学科的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有条件的学校，可在

每个学期定期安排生产实践人员进课堂的活动，并

形成定例。在这方面，湖南工业大学、天津科技大

学、陕西科技大学等院校已经做了积极的探索，并

取得较好的成效[7]。

8）设置专项奖、助学金
一些高校与企业联合，设置了针对包装工程专

业的专项奖、助学金，这对于学生了解企业、校企

结合共同打造良好的专业氛围，具有积极的作用，值

得借鉴与推广。

2 学校合作及师生思想建设

在产学研结合的实践中，学校教育本身的定位

对产学研结合也具有相当大的影响。高校之间的合

作，即学校教育之间的合作，也是产学研结合的重

要组成部分，学生的思想素质以及教师的职业道德，

对产学研结合的实践效果和可持续发展同样具有直

接的影响。

1）不同高校的定位差异
对于不同的高校，由于其办学定位、学生来源等

不同，其专业教育所面临的问题也各不相同。我国

211及 985工程院校一般为重点高校，其学生进校录
取分数较高，对就业的期望也相对较高，而且由于

这些院校知名专业、强势专业相对较多，所以这类

院校的包装工程专业，宜依托其优势，发展包装工

程研究生教育，保持适度规模的本科生教育。而对

于我国二本类以及三本、大专类的院校，学生的就

业期望值相对较低，则宜大力加强与企业的合作，为

生产一线和基层管理、技术岗位培养人才，有条件

时发展和保持适度规模的研究生教育。

2）高校之间的合作
学校教育是包装工程专业本科教育的主体，在

产学研结合中，不仅要重视各高校与企业、科研院

所的结合，高校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合作也是其产学

研结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中国包装联合

会包装教育委员会已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各高

校之间的交流合作，包括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包

装类公开视频课的建设、科研的交流与合作以及打

造联合团队申报大型项目等方面，仍存在较大的合

作空间。

我国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张力认为：可制

定并试行普通高校、高职院校、成人高校之间的学分

转换制度，拓宽终身学习的通道[8]。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决议指出，建立本科高校学分互认联盟是教育

改革的重要方向。建立并发展包装工程专业的学分

互认联盟，加强国内外包装工程专业学生以及教师

的互相交流与学习，是包装工程专业持续发展的必

要举措。在这方面，天津科技大学、北京印刷学院、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包装专业，已做出了有益的尝

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 3所高校的包装工程专业
之间实行交换生的办法，学分互认，同时还开展了教

师的短期互访，这有助于教师教学水平的互相促进

与提高，也有利于开阔学生的视野。此外，天津科技

大学包装工程专业与美国 R u t g e r s 大学以及泰国
Kasetsart大学的本科生及研究生的交流学习也颇有成
效，其他院校的包装学科在国际交流方面也有不同

程度的探索。国内外高校深度交流与合作，以谋求互

助多赢、共同发展，这是高等教育未来的主要发展趋

势，应引起包装工程专业相关院校的高度重视。

3）学生的思想素质建设
目前，一些高校中存在着部分本科学生好高骛

远、不屑于从事基层工作的现象，包装工程专业也不

例外。这些学生毕业后只希望从事轻松、工资待遇好

的职业，而不愿从事基层工作或工作待遇不够好的

职业。受到现代社会拜金主义的影响，这些学生逐渐

形成享乐主义、自我中心的价值观，在学习、工作中

首先考虑的是利己，而很少考虑利他，对于社会责

任、国家兴亡等青年人本应担负的重任，更是早已置

之不理了。这样的学生，毕业后是不能胜任社会主义

建设者的重任的。作为高等学校，在传授知识和技术

的同时，价值观的引导更为重要。高等院校应该高度

重视学生的思想素质建设，为社会输送有知识、能实

践、更具有较高思想素质的优秀人才。

4）教师的职业道德建设
教师在学生的成长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

支缺乏热情和激情、没有高度敬业精神的教师队伍，

不可能培养出一流的优秀人才。教育思想、教育方

法、教育技术等都需要通过教师来实现，如不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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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队伍的建设和凝聚力的培养，即使投入再多的

资金、人力、物力等，也只能事倍功半。目前，许

多院校包装工程专业的本科生，其录取专业并非第

一志愿的填报专业，因此，这些学生的专业认同感

较差。包装工程专业在大部分高校的生存空间，比

传统专业更为受限。面对这种局面，教师的职业道

德建设显得尤为重要。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加

强教师的职业道德建设，是包装工程专业有效生存

和持续发展的根本之道。

3 学校教育与包装科研机构的结合

科学研究包括应用性研究与基础性研究，包装

工程研究大都属于应用性研究的范畴，涉及基础性

研究的问题较少。然而，对于包装工程的本科生来

说，不管是应用性研究，还是基础性研究，都需要

学习和训练。包装工程本科教育必须与科学研究相

结合，这是培养学生科学思维能力的重要途径。

包装工程本科教育与科学研究的结合有多种途

径，如与校外独立的科研检测机构的交流，与大中

型企业内部科研部门的合作，以及与校内相关科研

机构的结合等。可以通过建立本科生教学实践基地

等方式，以参观、实习、假期实践及讲座等形式，让

学生了解科研、参与科研，进而热爱科研。

包装工程本科教育与科学研究结合可从大学二

年级开始。依照学生的兴趣选择，组建不同的学习

小组，在指导教师的带领下，从事开放实验项目、大

学生创新项目及横向或纵向的科研项目等，也可从

事结构设计、创意设计等方面的尝试，并积极参加

各种大赛，以开阔视野，增长才干。学校除需指定

教师对学生进行跟踪指导外，还应为爱好科研的学

生提供考研、出国深造等方面的信息和便利条件。

同时，包装工程专业教师也应积极申报科研项

目，不断提高科研水平，及时了解学科发展的前沿

问题，不断补充新知识，更新、充实教学内容。教

师的科研和教学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二者并

行不悖，相得益彰。这是对包装工程专业教师的要

求，也是包装工程教育产学研结合的必要基础。

4 结语

包装工程专业本科教育中产学研的结合，是一

个涉及诸多方面的问题，需要企业、学校、科研机

构各自承担起在培养人才方面的社会责任，相关职

能管理部门也应予以政策倾斜和支持，逐步形成以

学生为主体、社会需求为主导、产学研政多方协作

的良性机制，共同探索方式多样的本科教育产学研

合作模式，为社会培养优质的包装工程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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