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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包装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以江南大学为例

王 军，卢立新，陈安军，陆佳平，蔡和平，钱 静

（江南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摘 要：现代包装工业发展迅速，亟需一大批高素质包装专业人才，但包装专业人才，特别是创新型人

才，十分缺乏。江南大学包装工程专业在现代包装工程创新型人才培养方面进行了研究与实践，具体采取

了以下措施：明确培养目标，拓展学科内涵；面向行业，调整培养方案及专业方向设置；理顺关系，打造

良好学科生态；构筑平台，优化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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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ucation Reform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Cultivating Innovative Talents of
Packaging Engineering：Taking Jiangnan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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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packaging industry, there is a sharp increase in the need of packag-
ing professionals. Packaging engineering specialty of Jiangnan university has conducted some researches and practices in
the innovation of modern packaging engineering talent training by making clear training objectives, expanding the disci-
pline connotations, adjusting training programs to meet industry need and professional direction, straightening the rela-
tionship to create a good discipline ecology and building a platform to optimize the train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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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包装作为现代规模化大生产的终端和现代快速

物流的始端，担负着将产品变成商品，实现价值高

效转化的重要角色[1-2]。近 30年来，中国包装工业快
速发展，不仅包装材料发展极其迅速，而且拥有了

先进的包装技术和装备，已形成了具有较大规模的、

完备的现代化工业体系。2012年我国包装工业总产
值已达到1.3万亿元人民币，占全国GDP的2.67%，居
全球第二位。包装工业的快速发展亟需一大批高素

质创新型专业人才，然而目前我国包装行业从业人

员整体水平仍然不高，创新型人才十分缺乏[3-6]。如

何科学培养适应现代包装工业发展需求的创新型包

装人才，成为现代包装高等教育首先需要解决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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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问题[7-14]。

江南大学在国内最早设立包装机械方向培养本

科生和研究生，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学士、硕

士、博士完整的培养体系，在国内外高层次包装人

才培养及科学研究领域享有盛誉。本文将就江南大

学包装工程专业在包装工程创新型人才培养方面所

做的研究与实践进行分析，围绕“125”培养改革计
划（即“1个目标——以包装工程创新型人才培养为
目标”，“2个方向——包装工艺与机械、物流包装两
大专业方向培养”，“5项举措——培养体系、培养机
制、师资建设、学科平台建设、实践训练”），阐述

近年来江南大学在现代包装工程创新型人才培养方

面所做的探索。

1 明确培养目标，拓展学科内涵

20世纪末，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2006年，时任总书记的
胡锦涛同志在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大

会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要根据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要求，继续深化教

育改革，加强素质教育，努力建设有利于创新型科

技人才生成的教育培养体系”。2014年，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

十二次院士大会开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定

不移创新创新再创新，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这

些对现代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提高学生

的创新能力，是当前深化教育改革的关键。

在市场经济的带动和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下，

我国包装工业的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变化很大，包

装工业技术创新体系正在初步建立，包装工业新产

品层出不穷，包装新技术开发能力不断提高，行业

科技水平日新月异。我国要实现包装大国向包装强

国的转变，亟需一大批具有明显创新意识并能适应

包装产业结构调整和包装科技发展需要的现代包装

专业人才，这成为了高等院校努力培养创新型人才

的强烈内在驱动力。因此，有关包装工程教育的高

等学校必须明确培养目标，努力培养国家需要的包

装专业人才。

为实现培养目标，高等院校应当拓展包装学科

内涵。目前，现代包装学科已发展成一门高度综合、

交叉的技术科学。它一方面集成其他学科的新近发

展成果，同时也形成了诸如产品脆值、破损边界理

论、生命周期评价理论、货架寿命理论等学科标志

性成果，主要研究产品包装材料、技术、工艺、设

备及过程，以及包装产品贮运销售、包装废弃物与环

境等环节中的相关科学技术问题。国际上，包装材料

与工艺不断更新，包装高端装备层出不穷，极大地丰

富了包装工程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内容。特别是现代

材料技术、计算技术、装备技术、信息技术等的快速

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包装工业的快速发展，同时也促

进了包装工程学科自身的快速更新与发展，如纳米

包装技术、新型防伪包装技术、智能包装技术、包装

机器人、可食性包装技术、环境友好包装技术、冷链

物流包装技术、集装化包装防护技术等。

总的来说，不管是包装工业的快速发展，还是包

装学科自身内涵的拓展，都要求包装高等教育担负起

培养一大批高素质专业人才和创新人才的重要使命。

2 面向行业，调整培养方案及专业

围绕我国包装工业和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培养

的需求，江南大学包装工程专业培养方案与专业方

向设置调整经历了 3 个阶段：

1）20世纪 70年代，开办专业初期，恰逢我国包
装工业发展起步阶段，包装工业百废待兴，包装装

备技术落后的问题尤为突出。江南大学设置了“包

装机械”专业方向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以满足我

国包装工业发展对包装装备技术的基本需求。

2）20世纪末与 21世纪初，我国包装工业经过多
年的发展和积累，包装工业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包

装工程技术的交叉性、系统性、集成性要求不断提

高，产品包装的多样化与功能性需求成为江南大学

包装工程专业培养方向调整的依据。包装工程专业

结合教育部 21世纪初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现代
包装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研究，设置了“包装

工艺与机械”与“包装设计”两个培养方向，并制

订了相应的培养方案与课程体系。2003年，江南大
学在国内包装工程专业中首次开设了“包装系统设

计”课程，传授包装系统设计的综合知识，培养学

生开展包装系统设计的能力。

3）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包装工业发展迅速
（2008年我国包装工业总产值位居世界第二），商品
在国内外的流通不断扩大，包装在保障产品流通质

量与安全、提高经济效益方面的作用日益增强，成

为生产企业、包装行业甚至国家层面所关注的重要

问题。我国正在从包装大国向包装强国迈进，但我

国在该领域的技术人才严重匮乏。在这样的背景下，

2008年，江南大学及时调整了原来的培养方案，注

方向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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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培养方案与教学计划的系统性，优化了课程体系，

整合了课程教学内容，保留原“包装工艺与机械”专

业方向，新设“物流包装”培养方向，在各专业方

向课程建设与实践环节的设计与实施方面做了大量

的工作。

3 理顺关系，打造良好的学科生态

专业特色是一个学科的生存之本。国内已有 80
多所高校开设了包装工程本科专业[13 ]，要保持专业

的长久影响力，首先需要强化学科方向特色，理顺

学科方向之间的关系， 把握学科方向间的内在有机联
系，打造良好的学科生态。

“包装工艺与机械”方向是本学科的传统方向，

该学科领域汇聚了一批国际知名学者和专家教授，

承担了一大批国家级、省部级以及行业有重要影响

力的企业委托重大科研项目，形成了一批有重要彰

显力的知识成果，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江南大学

“物流包装”专业立足现代物流与集装运输的发展，

以产品物流防护中的共性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为主

要内容，通过自身培养和外校引进相结合，推动优势

师资建设，加强与国际名校的合作，与美国罗切斯特

理工学院、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等形成了良好的

合作关系。在农产品储运减损包装技术、产品关键部

件失效评定与防护、集装化包装运输系统动态特性

分析、动态逆向子结构分析理论、绿色复合包装材料

力学行为等领域获得了一批原创性成果，在国际包

装界形成了一定的影响。江南大学挖掘“包装工艺与

机械”和“物流包装”两大学科方向之间的内在联系，

使之相互支撑，并实现了协同发展。学科的发展反过

来大大提高了专业建设的进程，并进一步强化了专

业特色，形成了良好的学科循环发展生态，为培养

包装工程创新型人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4 构筑平台，优化培养体系

4 .1 立足培养方向的课程改革

江南大学广泛吸收国内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

学经验，积极开展教学研究活动，不断优化课程教

学内容，丰富课程内涵，取得了丰硕的教学成果。

面向行业发展需求，及时调整了专业培养方向，

目前包装工程专业设置了“包装工艺与机械”和“物

流包装”两大专业方向，以教育部卓越工程师培养

计划为依托，结合江苏省品牌特色专业及江苏省重

点专业建设，全面修订了包装工程专业培养方案，重

新梳理了专业平台课程、专业核心课程和专业选修

课程的教学内容，编制了新的课程教学大纲。

在新的教学计划中，将包装概论、包装机械概

论、包装测试和数学、物理、力学、材料、机械、控

制、信息等理工类基础课程作为学科平台课程。将

包装造型与装潢设计、包装印刷、包装材料学、包

装工艺学、包装应用力学、运输包装、包装结构设

计、包装系统设计、包装工程学科前沿等作为专业

核心课程。在专业选修课方面，按照两大培养方向

设置了两个课程群，分别是包装工艺与机械课程群

（包括食品包装学、产品包装工艺设计与分析、包装

机械设计、包装机械自动控制）和物流包装课程群

（包括物流工程与包装、运输包装测试技术与性能分

析、产品运输包装设计与评价、机电产品包装防护

技术）。课程群建设体现了专业方向的内容，按照对

应行业分类对包装专业创新型人才的知识构成的要

求编制教学内容，既要和专业核心课程相互衔接，又

要体现专业方向特色。如在产品运输包装设计与评

价课程中，主要讲授易损品、易碎品、易耗品三大

类物流包装主要防护对象的物理属性及其防护要求，

以及包装防护的基本理论在设计中的应用。在运输

包装测试技术与性能分析课程中，重点讲授运输包

装测试主要项目的测试原理和测试方法，如振动路

谱如何采集和分析，加速振动实验的原理和方法等。

食品包装安全课程建成了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以

食品包装安全问题的产生、危害、检测评估、防控

管理为主线，通过包装与食品关系、食品包装安全

危害源、包装材料及制品中有害物迁移与控制、食

品包装相容性与货架期、食品包装生产流通使用中

的安全保障、食品包装安全与社会管理等 6个专题展
开系统论述，深受学生喜爱。

4.2 创新能力和科学素养协同提升的实践教育体系

江南大学立足培养学生专业必备技能、包装系

统设计与评价、特色专业方向知识与能力等要求，按

照“基础—专业—综合—创新”的培养过程重构了实

践教学体系；建立具有鲜明特色的包装工程专业大

学生研究计划并实施“学生、项目、导师”三位一

体的培养模式。该培养模式以项目为主线，以学生

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即“学生、项目（课题）、

导师”三位一体模式，突出知识、素质与能力并重

的教学理念， 加强“实践、应用、创新”的个性化培
养，对提升学生的实践与创新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江南大学还实施了融工程能力培养于教学的全

过程、开放式的 4 年贯通的实践教学。
第一年：目标—认识专业—基础实验—工程认识

实习；第二年：目标—基础学习—基础实验—认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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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开放实验室与创新实践基地；第三年：目标—专

业训练—专业实习—产品包装创新实践训练—大学

生研究计划与竞赛；第四年：目标—职业技能和包

装系统综合训练—毕业实习—大学生研究计划与竞

赛—毕业设计（论文）。

与此同时，按照“综合性”“系统性”“创新性”

三大原则，对课程实验、课程设计、产品包装设计

与实践、大学生研究计划、毕业设计等实践性教学

环节和内容进行重组与优化。依托本科生导师制，结

合大学生研究计划，构建“学生、项目、导师”三

位一体的新型培养模式，加强本科生毕业设计（论

文）课题的选题审查、过程管理及答辩考核评价，突

出对学生工程设计及实践能力的培养。

近年来，江南大学学生参加各类创新实践活动

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学生（参与）申请专利 10多项；
发表论文和参编教材论著 20多人次；参加国家、省
级等各类竞赛，50多人获得包括“挑战杯”“全国周
培源力学竞赛”“中国包装艺术大赛”“包装结构设计

大赛”等各类省部级奖。毕业生就业率、就业质量高。

4 . 3 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师资队伍建设

江南大学包装工程专业现有教授 3人，副教授 12
人，讲师 1人，专职实验员 1人。通过引进、出国研
修与攻读学位、在职培养等方式，建设了一支结构

优化、梯队合理、素质优良的专业师资队伍。自2010
年以来，该专业引进博士学位教师 4人（其中获国外
博士学位 1人），3人出国研修，1人成功获得美国博
士学位；教师队伍中，博士比例达到 47%，老、中、
青教师结构比例比较合理；聘请了 3名国内外专家担
任兼职教授。

最近，该专业新引进教师依托研究中心和研究

团队双重管理，加快青年教师团队的融合，实施青

年教师导师制，由教授亲自指导青年教师，使之尽

快投入专业教学与科研工作中。为青年教师提供宽

松的工作氛围，对入职 2年以内的青年教师减免教学
工作任务，使其安心科研。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培养，

要求其制定个人发展规划，并在学术成果、教学、纵

向课题申报、学术交流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同时

就个人规划的时间结点、进度提供监督管理措施。

4 . 4 依托平台，打通科研反哺教学的闭环网络

江南大学包装工程专业于 2003年获得了“包装
工程专业教学设备购置”建设项目基金资助，总经

费达 376万元人民币；近年来学校又投入 1 000多万
元人民币改善教学和实验条件，整合原有包装工程

专业教学实验室和依托本专业建设和管理的“国家

轻工业包装制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中国包装总公

司食品包装技术与安全重点实验室”，以及正在建设

的江苏省食品先进制造装备技术重点实验室，建成

了我国高校中较为先进的包装工程专业实验室，实

验对象覆盖包装材料、食品包装、包装工艺、运输

包装等，拥有多种包装机械单元与整机；建有江苏

省机械工程基础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此外，江南大

学包装工程专业还积极与行业有重要影响力的企业，

如江苏申达、耐帆、卡夫等合作建立校企联合培养

及实践基地。由于专业平台结构合理、层次清楚、功

能齐全、设备先进、起点较高，为包装工程专业学

生的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实践条件。

在科研方面，江南大学包装工程专业承担了国

家科技支撑计划、“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
一大批省部级科技计划项目，多项研究成果通过了

省部级鉴定验收，其中部分成果已达到国内领先或

国际先进水平，获得了多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发

表学术论文近 400篇，其中SCI、EI检索论文近百篇，
多篇论文发表在 Packaging Technology and Science，

Journal of Sound and Vibration等有学科影响力的期
刊；申请 /授权国家专利 20余项。目前已在包装机
械、食品包装技术与安全、包装动力学与运输包装、

包装材料与结构等方面形成了特色，在国内外具有

较高的学术地位和较为广泛的影响，为我国包装工

业的技术进步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江南大学包装工

程专业还依托学科平台建设和科研成果，及时总结

归纳，并结合本科生导师制、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

计划、学科竞赛等，有效地打通了科研反哺教学的

闭环网络，极大地提高了学生创新能力和学科视野。

5 结语

 江南大学包装工程专业按照创新型包装工程专
业人才培养的要求，面向行业，根据行业发展需要

设置专业方向，从培养体系、培养机制、师资建设、

学科平台建设、实践训练等角度探索现代包装工程

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此

与包装工程专业教育同行分享，以期能共同为实现

包装强国的目标贡献微薄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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