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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包装工程本科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应通盘考虑培养目标、专业方向、课程设置、教材建设、师资队伍等

诸多问题,以建构科学培养模式, 培养合格的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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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工程专业是一个应用性很强的专业,如何构

建适应 21世纪新形势下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是

当前包装工程专业发展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所谓包装应用型人才培养是指以包装行业为依

托,围绕行业需求,针对行业特点,为包装行业培养高

素质专门人才,是与市场、产业、行业和岗位群密切联

系的,依据普通院校本科办学的基本规律, 针对包装

行业、岗位与技能需要,培养应用型的高级人才。基

本特征主要表现在其富有特色的学科专业方向设置、

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学生有明确的就业去

向、教师的知识结构与行业对应、有相对稳定的科研

领域等。包装工程本科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必

须突出行业性特点、培养高素质应用性人才、打造应

用性教材、开发应用型课程、建设应用型师资队伍、重

视应用性研究。具体而言,笔者认为应重点解决好如

下几个问题:

一 培养目标与定位问题

应用型人才培养, 首先要明确其目标与定位; 只

有明确了目标、找准了定位,才能确立发展方向。包

装工程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有适合包装行业实际和发

展需要的科学定位,要有科学的、先进的教育理念,要

建立有利于形成应用型人才的制度和机制。

笔者认为,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定位应该体现
在: ( 1)目标定位: 为包装行业培养全面发展的应用

性高级专门人才; ( 2)类型定位: 办成应用型专业;

( 3)学科专业定位: 始终坚持包装工程专业的行业特

色,围绕其主干学科设置相关课程; ( 4)服务面向定

位: 为包装行业的生产、建设、管理等提供直接和间

接的服务。

二 人才培养的特色问题

作为一个以本科教育为主的应用型专业,既不能

像综合性重点大学那样完全按照传统大学的模式培

养理论型人才,也不能像职业技术学校那样一味突出

职业技能训练,培养纯粹的实务型、操作型人才,而应

当结合精英教育和大众化教育两方面的特点,走应用

型发展的道路,使学生的基础知识宽于高职院校、实

践能力强于传统大学, 努力培养适应市场经济要求

的、具有较强竞争能力、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

型人才。要突出包装工程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的特色,

必须理清以下两种关系。

1、通才与专才之间的关系。应在重视搭建通识

课 (公共课、专业基础课 ) 教学平台的基础上,强调应

用性人才的培养。一方面, 按照  强调基础、注重融

合、拓展视野、开阔胸襟!的要求设置通识教育课程,
保证课程结构合理、层次规范, 使学生的知识转换与

迁移能力进一步得到加强,为学生的后续发展夯实基

础;另一方面,从应用性人才培养的实际要求出发,增

加复合类、应用类课程的比重,设计不同的课程模块,

通过分流不断增强学生的适应性, 逐步提高应用性人

才的培养质量。

按照培养目标多样化的要求,对学生进行分类指

导、分层培养,把有学术潜力的学生培养成为学科学

术型人才;把动手能力强的学生培养成技能型人才;

把其余学生培养成具有宽厚基础、良好素质和较强实

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2、学生的全面发展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关系。应

137

第 14卷 � 第 5期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Vo.l 14No. 5

� 2009年 10月 �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C IAL SC IENCE EDITION Oct. 2009

� 收稿日期: 2009- 08- 04

作者简介:高 � 德 ( 1963- ),男, 黑龙江哈尔滨人,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包装动力学、包装机械研究。



将人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优化与明确的就业导向

有机结合起来,把就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职业技能

教育等渗透到教育的全过程, 注重提高学生自主创

业、灵活就业的素质和能力, 不断增强应用型人才的

就业市场竞争力,使学生通过有效学习,主动适应市

场经济的发展需要。

三 专业方向设置的特色问题

目前,我国开设包装工程本科专业的高校有 76

所,其中 2000年以前只有十几所。在众多的院校中,

有 985、211等重点院校、部属、省属高校,依托学校的

类型也较多, 有理工类院校、农业类院校、商业类院

校、林业类院校、经管类院校、艺术类院校, 导致包装

工程专业方向特色很多,有以包装机械、包装材料为

特色的,也有以运输包装、包装技术包装装潢等为特

色的等,以上这些专业,应根据自己的独特优势加快

发展步伐, 并率先在优势方向上培养一批有特色、高

素质的复合型应用人才,产生一批国家和社会需要的

科技成果,从而进一步强化自己的特色。特色优势的

建设是应用性人才培养的基本点。

四 课程设置问题

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主要任务是,其课程建设应在

提高学生理论修养的同时,着重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

培养。课程设置要突出应用性,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教学内容要根据市场需要,反映本学科应用领域

的最新成果和前沿要求。高职院校的某些教学要求

如强化实训、培养  双师 !等,对应用型大学有借鉴意
义,但不是要求应用型大学都办成高职模式,其应以

提升学生的应用能力为基础进行课程设置。

与课程相应的教材问题,也是急需解决的,现有

教材极其混乱, 教材之间内容相互重叠量较大,很多

内容完全不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求,希望尽快出

版新的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教材。

五 师资队伍建设问题

应用型专业师资队伍的特色,需要一批熟悉技术

业务和专业知识的  双师型!教师,要求其不仅能够传

授本学科的基本知识, 还要熟悉岗位操作, 并通过恰

当的教学方法培养合格人才。特别是专业教师,既要

有较深厚的理论基础, 又要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特

长。其他类型大学的师资不能胜任特色型大学的教

学和科研工作,因此需要大力培养特色型大学的师资

队伍。

我国包装工程院校师资属于稀缺资源,原有一些

较早建立专业的学校,师资大都是机械专业、材料专

业、力学专业、设计专业转行的, 但转行较早, 加之原

包装工程专业涉及知识没有现在宽泛,还是可以应付

的。特别是一些新建包装工程专业的院校,师资力量

更是奇缺,师资大多来自一些新毕业的其他专业的博

士,这些层面的教师,大多是从学校到学校,没有实践

知识,对包装工程还需要深入了解,要想培养应用型

的学生,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打造这支队伍。另外一个

层面,目前对教师的业绩考核, 大都是依据是否有高

水平的科研项目 (省部级以上纵向项目 )和论文

( SC I、E I、ISTP等收录 )的数量和层次来考评,这对培

养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应用型教师,是有一定的冲

击。尽管有各种困难,一定要打造包装工程应用型师

资队伍,这样才能更好地培养应用型人才。

六 科学研究取向问题

应用型专业的科学研究注重应用研究,包括应用

理论研究和开发研究,要解决的是科技成果怎样转化

为现实生产力的问题。应用型专业要注意发挥科学

研究在学校发展中的推动作用,应在加强基础理论研

究的同时,努力形成应用研究的特色和优势, 并利用

科研成果和发明专利积极为经济建设服务,从而提升

办学层次、提高办学水平。

对于包装工程本科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

研究,任重而道远,既要体现本科的培养要求,又要考

虑应用型的问题,同时还要区别于高职高专, 所以要

从培养目标、专业特色、课程设置、教材建设、师资队

伍建设等方面通盘考虑,培养合格的包装工程本科专

业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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