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 南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Vol.21 No.2

Mar. 2007

第 21卷 第 2期
2007年 3月

收稿日期：2007-05-24
基金项目：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基金资助项目（2005-280-91）
作者简介：向 红（1964-），男，湖南安化人，湖南工业大学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包装工程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包装工程专业人才知识结构与

创新能力培养研究与实践

向  红，吴若梅，刘跃军

 （湖南工业大学  包装与印刷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8）

摘 要：通过调研，分析了包装工程专业人才知识结构的特点、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了针对包装工程

专业课程体系与创新能力培养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总结了近年来的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经验，为包装工程专

业人才知识结构与能力培养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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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haracteristics of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reasons of packaging engineering
major are analyzed by investigating. It puts forward specific measures of teaching reform on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and
innovative ability cultivation of the students majored in packaging engineering and sums up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s of
teaching reform which can give some   reference to th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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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包装行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地位的提高，

对包装工程人才的需求逐年递增，对其知识结构和能

力的要求也有了新的标准。目前，全国有 40多所高校
开设了包装工程本科专业，还有不少学校正在筹建。

所以，如何根据当前的形势对包装工程专业人才的培

养方案进行改革，使之更加适应社会的要求，是十分

紧迫的任务。

由于包装工程专业开办时间只有 20多年，从课程
体系到教学内容都还不太完善，特别是专业涉及面

广、学时不够、专业主线不够明确、学生综合能力培

养力度不够等问题较为突出，培养的学生存在独立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强，自信心不足等问题[1，2]。针

对这些情况，我们在教学研究与改革方面做了大量的

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

1   包装工程专业人才知识结构与能

全国开办包装工程专业的高校在课程设置方面虽

然各有特色，但基本是偏重工程技术的，对管理、商

务方面的知识与能力培养很少。从包装工程专业的特

点来看，包装工程人才不但要具有机械学、材料学等

自然科学知识，还要有管理、物流、市场营销及广告

学等社会科学知识及艺术知识。但是，如何在有限的

学时内开设包装工程专业人才知识结构所需的课程，

使学生的能力得到培养，并最终得到包装人才市场的

力培养改革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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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是摆在包装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首要问题。

在近年的教学改革中，我们的基本思路是以提高

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为目标，将前沿学科、边

沿学科和工程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引入教学环节，整

合和优化课程结构，引进现代实验教学手段，建立创

新实验、实习基地；同时改革实验、实习的管理和考

核，全面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使学生能更好地适应

现代社会的需求。为此，我们认为现阶段包装工程人

才知识体系与能力培养的改革研究主要应从以下几个

方面着手。

1.1  加强学科建设，构建学科平台
专业改革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有一个高水平的学科

队伍和学科平台，没有高水平的师资和过硬的实践性

教学条件，包装工程专业教学改革是不可能取得高水

平的成果的。所以，包装工程专业人才知识体系与能

力培养的研究要与学院学科建设紧密联系，加大师资

队伍、实践基地的建设力度，加强对外联系，使学科

建设与人才培养有机结合，相得益彰。

1.2  明确培养目标、加强能力培养
由教育部轻工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与中国包装教

育委员会协作起草的包装工程专业培养目标为：本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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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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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培养目标为：主

要学习保护产品、方便流通、促进销售的包装基础理

论、包装设计原理和方法、包装材料、包装印刷、包装

测试、包装艺术设计、包装设备等基本知识。我们认为

这一培养目标充分展示了包装工程专业口径宽、综合

性和应用性强等特点。其中，也提到了对管理与商务

能力方面的要求，是基本符合当代教育改革的方向的。

然而，我国的包装工程专业课程设置中，管理与

商务方面的课程学时很少，即使开设了这些课程，在

教学过程中也不被重视；其它专业课程的教学中实验

与实习课时也偏少。从美国密执根州立大学包装学院

的课程设置来看，他们在管理与商务方面课程的学分

占到总学分的 20 %~30 %多[1] ；绝大多数专业课，均

有 20 %~30 %的实验或实习课时，其主要专业课的教
学模式基本采用“基本课程 + 特邀讲座 + 工厂参观 +
课程设计”的方式，所以，其毕业生工作后适应能力

较强。通过调研我们了解到，包装工程专业的学生对

专业认识和毕业后工作信心普遍不足，我们认为这些

问题的出现是由于我们对包装工程专业培养目标与包

装人才市场需求认识不足造成的。所以，只有深入了

解专业特点、明确培养目标、牢牢把握行业发展的脉

搏，拓宽专业内涵、结合学校自身优势，才能搞好教

改，推动我国包装工程专业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1.3  优化课程体系，拓宽专业内涵
为了充分体现包装的大工程体系特征，必须拓宽

专业内涵，特别是要加强管理、商务与外语能力的培

养。课程内容多而学时不够是宽口径专业课程体系中

存在的主要矛盾，包装工程专业也不例外[3]。所以，有

必要对这一问题加以研究与实践。要根据包装工程专

业内涵与包装企业的需求，通过调研与教学改革实

践，优化、整合专业课程，拓宽专业知识体系，以适

应市场的需求。

1.4  加强工程实践性教学环节与素质教育，实现知
识、能力与素质的协调发展

包装工程设计的复杂性在于它既依赖于多个学科的

综合技术，同时又表现为文化现象和商业现象。所以要

求学生具有全面的知识、较高的素质和创新能力，这就

要求课程体系必须从一个包装专业大学生所应具备的知

识结构和全面素质出发，加入人文、社科、美学及市场

经济与消费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并在课程体系中处理

好基本知识、技能和素质培养的关系。通过学生社团、

科技创新、开放性实验室、包装产品陈列室建设、加强

和包装印刷企业的联系等方式，培养学生的能力与素

质。为学生继续深造和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2   包装工程专业人才知识结构与能

根据前述改革的主要思路，我们在教改中主要采

取了以下措施。

2.1  学科建设方面
在经过大量调研的基础上，制订了一个适合我院

具体情况，切实可行的学科发展规划。在建设中注重

培养学术团队，以学科发展、硕士学位点建设和学科

基地平台建设为依据，组建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学

术团队，使每一名教师都有明确的学科归属和研究方

向，同时，将学科建设（包括重点学科和硕士点的建

设）与我院包装与印刷特色有机地结合，使两者相得

益彰。学院为每一个学术团队提供相应的办公条件和

配备一定的经费，进一步加大引进和培养优秀学科

（术）带头人的力度；鼓励优秀中青年学术骨干到国内

外著名高校和科研单位学习、进修；鼓励教师多看外

文资料，参加学术性强的会议；建立一整套中青年教

师激励、竞争机制，积极为拔尖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

件；每学期末开一次学术交流会，交流每组的研究成

果，并将这些成果作为奖励的主要依据。另外，在教

学管理中，按国家评估体系的要求完善教学档案工

作，使我院的教学工作逐步规范化、制度化。

2.2  在人才培养模式与知识体系结构方面
针对存在的问题，对部分毕业生和在校毕业班学

力培养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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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进行了问卷和面谈调研。调研问题主要以下几个方

面：1） 我院现阶段的培养计划、课程体系与教学方
法存在的问题；2） 包装行业（社会）对学生能力培
养、素质教育方面的要求；3） 我院毕业生的就业去
向及行业分布情况；4）如何提高我院的教学质量、教
学水平。

从收回的 400多份问卷结果来看，有 51 %的学
生认为专业课程安排太杂，科研与工作能力没有得

到有效地培养；学生对于专业基础课的设置基本认

可；在对今后发展方向上，有 45 %的学生认为要重
视包装系统设计方面能力的培养；对实践环节教学

方面，90 %的学生希望能有机会参加产品开发，参
与和市场联系紧密的项目设计，直接参与包装企业

的研究与设计工作；参加工作的同学认为管理、商

务方面的课时内容太少，学得不扎实，对英语能力

的培养不够等。从对企业和毕业生进行的调查中我

们得知，包装与印刷企业有很多外资与合资企业，而

且一般包装、印刷企业与外资、国外企业也有很多

业务往来；另一方面，包装与印刷是很难分开的，包

装工程毕业生有很多从事包装印刷方面的工作，印

刷工程专业毕业生也有从事包装方面的工作的情况，

所以企业特别需要既懂包装、印刷专业知识又懂商

务、管理、外语的复合型人才。从调研中我们还发

现，相当一部分同学毕业后从事的是生产管理、质

量检验以及材料采购、产品销售等工作，更有许多

同学在若干年后自己创业，开了公司。因此，在本科

阶段使学生了解一些经济、管理方面的知识，对今后

的工作是很有帮助的。

通过调研，我们对人才市场需求和本校毕业生就

业情况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对包装工程专业人才的知

识结构要求、人才的素质要求和培养计划改革的大方

向有了基本认识，即本科阶段应当以培养学生能力和

多方位适应人才需求市场为主要目的，在强化基础的

同时，要优化整合专业课程、密切联系企业、加强能

力培养。

2.3  课程体系改革的基本思路
对包装工程专业的专业课与专业基础课按包装工

程设计与商务管理 2条主线来组织课程体系，通过将
各模块课程进行纵向的优化整合，再结合实验、实习、

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实践性教学环节，确定模块与

模块之间、模块与主线之间的关系与网络结点，以达

到课程体系结构明确、培养学生能力，以及精简教学

内容与学时的目的[4]。

课程体系的设置是否合理，关键是看培养出来的

学生素质与能力的表现，是要通过实践检验才能得出

结论的。为此，在学校的支持下，2006年我们从包装
与印刷学院大二学生中选拔了 30名综合能力较强、外

语水平较高的学生，组成教改班，制定专门的教学与

实习计划（作为包装工程专业的一个方向），整合、优

化与压缩专业课程，加强外语、管理与商务方面的能

力培养，为企业培养高水平复合型人才。目前，这一

计划被批准为省级教改项目，已于 2006年下学期正式
启动，其研究成果将为我国包装工程专业人才知识结

构与能力培养的改革提供依据。

2.4  在实践性教学环节建设与素质教育方面
从 2005年开始，我院按学科建设规划对实践基地

加大了建设力度。我们抓住我校“以评促建、省部共

建”的契机，加大了对我院省级重点实验室、省部共

建基础实验室、包装与印刷产品与技术陈列室、省优

秀教学实习基地以及校外实践基地与产学研相结合的

建设。另外，引导学生开展社团、科技创新与社会实

践活动，进行职业生涯设计，为包装工程专业的教学

改革打下良好的实践平台。

3   改革初步成效与今后的工作
湖南工业大学作为湖南省与包装总公司共建的

一所大学，自成立以来，就一直以包装作为特色，在

资金投入、包装教学改革与研究方面不遗余力，取

得了一定的成绩。如，我校承担的“现代包装人才

培养的研究与实践”课题获 2005年教育部教学成果
二等奖；已立项并在研的省级包装工程专业有关的

教学研究课题 3 项，校级教改课题 4 项。教改研究
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如《包装容器结构设计与制造》

课程被确立为省级精品课程，《材料学》被批准为省

级十一五重点学科。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方面，在巩

固“中山包装学院”实践基地的基础上，学校投入

80多万元，建成了一个占地约 400 m2的“包装印刷

材料、结构与技术阵列室”实践教学基地；在湖南

株洲、广东、安徽黄山、四川、浙江温州等地建有

多个校外实践基地；“包装新材料与新技术”部级重

点实验室和“绿色包装与生物纳米技术”省级重点

实验室建设初具规模；拥有价值 3  000 多万元的包
装、印刷实验设备的湖南省高等学校优秀教学实习

基地——“包装与印刷实习基地”正在加紧建设。这

些条件为包装工程专业的教学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研

究基础。

为配合包装工程人才知识结构与能力培养研究，

2006年开始启动的教改班已有了1年多的实践经验，通
过制定专门的教学培养方案，将专业课按包装工程设

计与销售 2条主线进行整合，将相关的专业课配合大
的课程设计进行组合，为学生提供开放性实验室等措

施，培养学生自学与创新能力。外语与商务课程方面，

以学生通过剑桥商务英语中级为目标，开展模拟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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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外语教学活动，培养学生实际运用英语的能力。目

前，有“汕头精明包装设备公司”、“四川华侨凤凰集

团” 等 10多家产值过亿，并且有产品出口的企业表示
支持该改革课题，2007年 9月，教改班学生将赴这些
合作企业的对口部门实习。从目前的实践效果来看，

学生对包装工程专业知识掌握的程度并不比正常班

少，外语能力和综合素质有明显地提高。这些实践研

究成果将为我们制订新的包装工程专业培养计划提供

重要的参考依据。

在学生能力培养方面，通过灵活多样的课程实践

与课程设计活动、组织高年级的学生参加老师的科研

课题等方式培养学生的能力。另外，在我院学生中开

展了“大学生职业生涯设计”教育、组织成立了“蓝

苹果工作室”、“前进学通社”、“大学生科技发明协

会”、“棋牌俱乐部”、“潇湘文学社”、“媒体信息协会”

共 6个学生社团，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取
得了喜人的成绩，多次获得校、省级奖励[5]。通过这
些社团活动的开展，不仅锻炼了同学们的参与意识、

组织能力，更重要的是陶冶了同学们的情操，增强了

社会责任感。

4 结语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计划加强学科建设与教学

改革研究，跟踪教改班的实习与工作情况，在现有基

础上进一步完善包装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提高学

生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为我国包装教育事业做出新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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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高福、徐涛教授被聘为我校兼职教授
2007年 4月 30日，湖南工业大学在体育馆隆重举行聘任仪式，聘请中国科学院著名青年科学家高福、徐涛

为学校兼职教授。党委书记侯清麟主持聘任仪式，校长王汉青出席并讲话，株洲市委部分领导和校有关领导参

加了受聘仪式。

新到任的株洲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陈君文在为谭铁牛、高福、徐涛 3位教授颁发株洲市科技顾问聘任书后
表示，湖南工业大学是株洲市的品牌，市政府将依托湖南工业大学的科技创新平台，筑巢引凤，吸引更多的科

技精英来株洲施展才华。

受聘仪式结束后，高福、徐涛 2位教授为湖南工业大学的师生们做了精彩的学术报告。谭铁牛、高福、徐
涛都是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的入选者，我国“973”项目的首席科学家。科技精英们加盟湖南工业大学，为
我校未来建设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必将对我校的学科发展、队伍建设、教学科研和整体办学水平的

提升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