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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新工科的教师专业素质结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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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工科建设是深化工程教育改革的重大行动计划，以提高工程科技人才培养质量作为落脚点。教师专业
素质是决定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要素，新工科背景下，教师不仅要具备工程学科专业知识、高等工程教育知识、产
业生产实践知识和跨学科知识等专业知识结构体系，还要具备高等工程教育教学能力、工程实践能力和跨学科整
合能力等专业能力结构体系，同时还需具备工程教育理念、责任与担当意识和改革与创新精神等职业道德素养结
构体系，以更好地在新工科建设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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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等工程教育迎来了新的变革时期，以新

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为特征的新经济发

展，国家系列重大战略深入实施，产业转型升级和新

旧动能转换，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国家硬实力都在呼

唤新工科建设。对于新工科的理解，不能仅仅狭义

地将其看作是新的工程学科，或者是与新产业对应

的新兴工科，而是要从工程教育的整体来理解新工

科，即新工科建设本质上是高等工程教育的改革计

划，以提高工程科技人才培养质量作为落脚点。它

的“新”体现在工程教育新理念、学科专业新结构、
人才培养新模式、工程教育新质量以及分类发展新

体系五个方面。教师作为教育教学的主体，其专业

发展水平直接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质量，进而影响新

工科建设的成效。教师专业素质是衡量教师专业发

展水平的重要尺度，决定着其专业发展的目标和内

容，对教师专业发展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因此，厘

清教师在新工科建设中所要承担的新任务，探析新

工科建设对教师专业素质所提出的新要求，是提高

面向新工科建设教师专业发展水平的关键所在。

一、新工科背景下教师面临的新任务

教师作为教育者，教书育人是其最基本的职能

之一。张大良［1］提出人才培养要把握好“一魂、三

规、三教、两学”，其中作为“三教”之一的“教师”是

办学的核心，而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重点在于“培

训教师强核心”。教师在新工科建设背景下面临着

新的任务，主要体现在保障工程教育新理念的落实、

促进工程学科专业新结构的建设、推动人才培养新

模式的执行、保证工程教育新质量的效果以及推进

分类发展新体系的形成五个方面。
1． 保障工程教育新理念的落实

理念 是 行 动 的 先 导，但 如 果 理 念 不 得 以“落

地”，那么再好的理念也都只是悬在空中的口号。
工程教育改革必须贯彻落实创新型、综合化、全周期

的工程教育理念以及“学生中心、成果导向、持续改

进”的工程教育认证理念［2］，这些理念主要是从思

想层面上为新工科建设提供向导。理念的落实一方

面体现在学校对于相关政策的制定上，另一个重要

的方面则是体现在教师的教学上。教师作为教学的

主体之一，其在课堂教学中的一言一行，都能对学生

产生直接的影响。教师通过设计并实施与工程教育

新理念相符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实践课程等，保

障工程教育新理念的贯彻与实现。
2． 促进工程学科专业新结构的建设

工程学科专业的建设与发展依赖于教师及其所

进行的学术研究。工程学科专业新结构建设包括增

量优化、存量调整和推动学科专业交叉融合三个方

面，即建设全新出现的新工程学科、经传统工科改造

升级后形成的新学科以及工程学科与其他学科交叉

融合而产生的新学科。学术研究是学科建设的基

础，涉及学科专业课程体系研究，学科前沿、当前和

未来相关问题的研究，以及学科基本理论、研究方法

与知识体系的构建等。而进行学术研究的主体，则

是教师。因此教师通过开展科学研究，能够站在本



专业领域的前沿，同时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处于本学

科的领先地位，从而促进学科发展与专业改造。
3． 推动人才培养新模式的执行

为满足新型工程人才培养的需求，需要实施新

的人才培养模式，其中多层次多阶段实践环节的育

人模式、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育人模式与融入创新创

业教育的育人模式主要通过建立模块化课程以及重

构课程体系来实现，多主体协同育人的育人模式则

是通过产学融合、校企合作来实现。不同类型的育

人模式有不同的侧重点，教师在各类育人模式当中

则起到了联系与维护的作用。教师一方面联系着课

程与学生，通过言传身教将相关的知识、能力、思想

通过课堂传授给学生; 另一方面教师也联系着企业

与学生，教师通过与企业的交涉为学生争取实践机

会，同时也在实践活动中给予学生指导与帮助。因

此，教师在新工科建设当中不断地推动着人才培养

新模式的执行。
4． 保证工程教育新质量的效果

工程教育新质量的保障包括加强工程人才培养

质量标准体系建设、制定发布理工科专业类人才培

养质量标准、研制新兴工科专业质量标准以及建立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制度等。可见各类质量标准的制

定是工程教育新质量的重要前提，有了标准，才能对

工程教育的质量进行评判。而教师在其中所起的作

用，是使得工程教育的质量往标准所规定的方向发

展，保障工程教育新质量的实施效果。教师通过明

确新型人才培养质量、新兴工科专业质量、工程认证

制度等相关规定，将质量价值观落实到教育教学各

环节，按照相关质量标准进行课程开发、教学内容设

计以及对学生进行严格的考核与评价等，来使工程

教育新质量的标准得以实施，进而保证工程教育新

质量的效果。
5． 推进分类发展新体系的形成

分类发展包括高校分类发展和人才分类培养两

个方面，具体而言，综合性高校要对催生新技术和孕

育新产业发挥引领作用，培养综合素质高的人才; 工

科优势高校要对工程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发挥主体

作用，培养工程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人才; 地方高校

要对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发挥支撑作用，

培养应用型和技术技能型人才［3］。教师通过明确

本校的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有针对性地进行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以及社会服务，促进高校在不同

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与水平以及重视各层次各类

型的工程科技人才培养，从而推进分类发展新体系

的形成。

二、面向新工科的教师专业知识结构体系

一般而言，教师所要具备的专业知识主要分为

本体性知识、条件性知识、实践性知识和文化知识四

类［4］。本体性知识是指教师所具有的特定学科专

业知识。条件性知识是指教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知

识。实践性知识是指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实际使用或

表现出来的知识。文化知识是指一般科学文化知

识。面向新工科建设的教师专业知识构成既要包含

教师专业知识的一般性，同时又要体现其学科与时

代特点。这要求教师更新原有的知识结构，笔者依

据林崇德等学者关于教师专业知识结构的研究成

果，将面向新工科建设的教师专业知识构成分为工

程学科专业知识、高等工程教育知识、产业生产实践

知识和跨学科知识。
1． 工程学科专业知识

工程学科专业知识是指工科教师在自身教学与

科学研究领域所拥有的特定专业知识，包括工程学

科基础理论、研究方法、学科前沿等。大学是传授和

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也是学

术研究者，所以教师对于学科专业知识的了解及掌

握程度直接决定了人才培养的效果，同时也通过影

响学术研究成果的质量进而影响学科建设的成效。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新工科建设的落脚点，工程学

科专业建设是新工科的重点建设内容之一，这就要

求教师要具备宽广厚实的工程学科专业知识，能够

熟练地掌握工程学科的相关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

并及时了解与本学科专业及其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

成果，并且把相关内容应用到教育教学及科学研究

中，以更好地服务于新工科建设背景下的新型工程

人才培养与工程学科建设的需要。
2． 高等工程教育知识

高等工程教育知识是指教师在工程教育中“如

何教”以及“为什么教”的相关教育学科知识，主要

包括教育心理学、高等工程教育学等方面的知识。
新工科提出“学生中心、成果导向、持续改进”的工

程教育新理念，这一理念要求教师不仅要有扎实的

工程学科专业知识，而且要具备有效把工程学科专

业知识传授给学生的能力，这一能力的获得，必须要

以高等工程教育知识作为前提与基础。首先，大学

生是高等工程教育的被教育者，高等教育阶段的学

生与基础教育阶段时相比在心理、思想、性格、行为

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因此教师必须通过了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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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个性特点、心理状态，才能有针对性地实施教

学活动。其次，高等工程教育的培养目标与一般高

校的培养目标有所不同，高等工程教育重点是要培

养既有理论素养又有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

才，因此教师必须通晓高等工程教育的办学定位及

新型工程型人才的培养规律，才能深刻地理解高等

工程教育的本质。最后，教师必须掌握科学的高等

工程教育方式方法，通过分析、比较和学习国内外同

类型高校在高等工程教育领域的先进教学理念、教
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才能不断完善自身高等工程教

育知识体系，提高教育教学能力。
3． 产业生产实践知识

实践性知识是教师长期在行业生产实践活动中

所形成并积累下来的知识。新工科建设提出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新模式，强调学科专业的产

业性，这要求教师必须要具备行业生产实践过程中

的相关知识。首先，教师要熟悉工程实施现场的管

理方式及运作模式。工程实施现场是由多个子系统

组成的整体，各个子系统的运行情况决定了整个工

程的质量。因此，教师只有熟悉工程的运行模式和

相应的管理方式，才能有效地组织与安排学生进行

工程实践活动。其次，教师要了解先进工程设备和

技术的使用。在新经济的背景下，新技术不断涌现，

但由于教育的滞后性，高校中工程技术与设备的更

新换代速度较慢。因此，教师通过了解最新工程设

备和技术的使用，将相关经验知识带到课堂中，让学

生接触到本专业的先进技术与设备，开阔学生的眼

界。最后，教师要掌握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有效方

法。在工程实践过程中，往往会遇到各类工程问题，

不同类型的问题有相应的解决办法，但这些办法是

要通过长时间的尝试总结出来的。因此教师只有积

累了足够应对工程问题的经验方法，才能在学生遇

到类似情况时，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解决问题。
4． 跨学科知识

缺乏跨学科交叉融合是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一

个突出问题，这限制了所培养的工程人才的创新思

维、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发展［5］。林国

栋［6］等也指出，目前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学科门类壁

垒森严成为了阻碍新工科建设的因素之一。因此，

新工科建设必须突破学科壁垒，注重学科交叉与融

合。这要求教师进行知识体系的拓展，在知识面上

不仅要掌握本工程学科专业领域的专业知识、国内

外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先进的教育教学知识，更要了

解其他与工程学科紧密相关的学科专业领域，学习

并借鉴包括经济管理、社会学科、人文学科等学科专

业在内的基本理论与知识。具备跨学科知识，了解

其他学科的知识结构、思维模式以及与本工程学科

之间的联系，一方面是教师进行跨学科整合与学科

专业建设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是教师丰富课程教学

内容、开拓学生知识面的重要前提条件。

三、面向新工科的教师专业能力结构体系

在心理学中，所谓能力指的是人类达成某一目

标需要拥有的内部心理特性。教师专业能力是教师

有效开展专业活动的重要保障，如果没有能力的保

证，专业知识无法对教育活动产生实际作用，教育道

德也无法得到体现。对于面向新工科建设的教师来

说，不仅要具备一般高等工程教育教学能力，还应具

备工程实践能力和跨学科整合能力。
1． 高等工程教育教学能力

教育教学能力是教师有效地开发学生智力、向
学生传授知识、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等的基础专业能

力，同时也是教师教育观念、知识水平和人格特征在

教育教学活动中的具体体现。新工科建设的人才培

养新模式强调理论课程体系与实践教学体系的紧密

结合，突出人才培养的“实践性”、“应用型”，这要求

教师具备工程理论教学能力、工程实践教学能力以

及教学组织和管理能力。首先教师要能将高深的、
复杂的工程科学理论、工程原理和工程技术等通过

教学内容的设计、教学手段的选择以及教学方法的

应用，以学生能够接受与理解的方式呈现，使学生切

实掌握并运用相关知识。其次教师要能够通过设计

各类验证性、探索性或综合性的实践教学，指导学生

分析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能

力和工程实践能力。最后，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时，

要能够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以及课程与教学内容的

安排，选择有效的管理方式和组织形式，调动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以使得学生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2． 工程实践能力

工程实践能力是指作为专业技术人员的教师从

事本专业领域内实践活动所需要的实际工作本领。
区别于传统的工程教育理念，“新工科”的工程教育

理念是“大工程观”，即改变以往传统工程教育缺乏

实践的缺陷，强调“回归工程设计”，注重工程教育

的应用实践性。叶民［7］等也曾指出: “新工科建设

应该把工程教育活动放在真实工程背景中，回归工

程本源和实践属性，而不是科学理论和技术方法的

附庸。”另一方面，现代工程教育所要培养的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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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而非工程科学家，其从事的主要是工程设计、工程

运行、工程管理等具有实践性的工作，这意味着工程

教育从重视学科知识到学科知识与工程实践能力并

重的转变。作为实践教学主体之一的教师，其工程

实践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了人才实践能力培养的质

量。同时，《北京指南》也提出要“培养一批工程实

践能力强的高水平专业教师”。
3． 跨学科整合能力

“引领未来发展”的理念是新工科建设的新起

点，主要通过多学科交叉融合、理科向工科延伸等形

式实现［8］。可见学科专业的重构具有跨学科整合

性，需要多学科知识的相互作用。另外，我们也必须

认识到科学技术所具有的跨界性特征，目前的科技

产品无不涉及材料、机械、电子、制造等多个领域，有

的甚至需要医学、管理、经济、艺术等多学科的知识

支持才能完成。因此，这要求教师具备跨学科的整

合能力。跨学科整合并不是指多门学科的简单加

总，而是以学科作为依托，对多门学科的基本理论与

基础知识进行有机结合，以形成新的知识体系和思

维方式。教师能够在日常教学、科学研究和工程实

践过程中把其他相关的学科理论应用于工程学科当

中，并且多角度、多层次地分析与解决工程问题，才

能真正实现多学科交叉融合。

四、面向新工科的教师职业道德素养结构体系

教师的专业道德是指教师作为专业人员应该具

备的独特道德品质，包括教师的专业理念、专业责任

及专业精神［9］。专业道德是教师进行新工科建设

的动力与导向，教师不仅要不断充实专业知识、提高

专业能力，还应逐步完善自身专业道德，为新工科建

设提供持久的动力。面向新工科建设的教师专业道

德主要包括工程教育理念、责任与担当意识和改革

与创新精神三个方面。
1． 工程教育理念

教师教育理念，是教师在长期教育实践活动中，

经过亲身经历和理性思考形成的关于教育本质、规
律及其价值的根本性判断和观点［10］。教师所从事

的是专业活动，其内在的专业理念从根本上支配和

控制着专业行为的发生。如果教师的专业理念是正

确先进的，则能保证专业行为的科学有效; 如果专业

理念产生偏差，则低效、无效甚至是负效的专业行为

就很可能会出现。因此，教师是否拥有科学的高等

工程教育观、学生观和工程实践观，直接影响着教师

的教育教学行为，进而影响人才培养的方向。新工

科建设要求教师具备先进的工程教育理念，树立以

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

学习与实践，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2． 责任与担当意识

教师责任与担当意识是指教师对于自身所承担

的教育教学工作责任及其要求的觉察与认识。教师

责任意识主要表现在对教育教学工作的积极投入以

及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遵守上。新工科建设背景

下的高校教师肩负着新型工程人才培养、工程学科

专业建设以及社会服务等职责，教师拥有相应的知

识和能力是完成这些任务的基本条件，但同时，责任

意识则是调控知识和能力是否被有效运用到具体工

作中的重要因素。只有当教师把人才培养、学科建

设和经济建设作为神圣使命，并且对相关工作责任

和义务有了清晰明确的理解时，才会积极主动地向

教育教学工作投入时间和精力。责任意识同时也促

使教师遵守相关职业道德与行为规范，教师在新工

科建设中担任着教育者、学者及工程师等角色，作为

教育者的教师需要关注与学生间的行为规范，作为

学者必须具备良好的学术道德素养，作为工程师的

教师则必须遵守行业准则。
3． 改革与创新精神

改革与创新精神是指能够突破思维定势、勇于

开拓的思维方式。首先创新型人才培养是新工科建

设的主要任务之一，而作为创新型人才培养主要承

担者的教师自身就必须具备开拓创新的精神，教师

要把培养和提升学生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作为教

学的重要目标，通过自己的创新精神来感染学生，引

领学生成为创新型工程人才。其次，教师不仅是知

识技术的传授者，而且还是知识技术的创造者。教

师所进行的学术研究与产品开发，是对新知识、新技

术的创造过程，这要求教师能够在科学研究中突破

传统、敢于质疑、勇于探索。最后，新工科对于人才

培养新模式的提出同样要求教师具备创新精神，教

师通过积极寻求教育教学方式和思想的调整、转变

与突破，以探索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创新，为新型

工程人才培养提供有力的支撑。
总之，立足于新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新工科建

设对教师的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和专业道德提出了

新的要求。教师应树立远大的理想，建立专业知识

新体系、提升专业能力新要求以及培养专业道德新

素养，不断完善专业素质结构，努力为培养高素质应

用型工程人才、为新工科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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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quality structure
in context of new engineering

HONG Enqiang1，GAO Yinyi2

( 1． Office of Human Ｒesources，Nanch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Nanchang 330099，China;

2．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Education Science，Nancha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31，China)

Abstract: Construction of new engineering is the important scheme of deepening the reform in engineering educa-
tion，which aims at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lents． The teacher’s professional quality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talent cultivation quality． In the context of new engineering，the teachers should grasp the
systematic knowledge such as the necessary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f engineering disciplines，the knowledge of
higher education，the knowledge of producing practice and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The teachers also needs to
have th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structure including teaching ability，practice ability of higher engineering educa-
tion and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bility． Meanwhile，it is necessary for the teachers to be equipped with the engi-
neering education philosophy，sense of duty，spirit of reform and innovation，and work ethics as well，so that they can
play a positive par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engineering．
Key words: construction of new engineering; teacher; professional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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