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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毕业环节选题看大学本科工科专业
教育理科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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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我国的大学本科工科专业教育发展很快,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工科专业教育

理科化,这导致毕业生的专业能力和动手实践能力较弱。文章以机械设计及其自动化专业为研究对象,

对国内6所大学开展调研,收集该专业近两年来的毕业设计(论文)选题,对这些选题的理科化现象进行

了比较,在此基础上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改进建议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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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ow,theeducationofengineeringdisciplineisdevelopingveryquickly.Butsomeproblems

haveemerged,oneofwhichisscienceinclinationofeducationforengineeringdisciplineinalmostevery

university.Suchscienceinclinationresultsinthegraduatedstudentshavenoenoughabilityofengineering

profession.Theauthorofthispapertakesthedisciplineofmechanicaldesignmanufactureandautomation

in6typicaluniversitiesastheresearchsubject,collectsallthethesistitlesofthedisciplineintheseu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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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softhescienceinclinationofeducationarealsodiscussedandanalyzed.Then,somesuggestionsare

proposedforsolvingsuch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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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大学工科教育发展很快,这与我国努

力实现世界制造工厂的发展目标有关。在我国高

等院校的本科生招生专业中,工科专业招生人数

一直名列前茅。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的大

学工科教育为国家工业现代化提供了重要保证。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工科人才培养质量令人

担忧,甚至出现了下滑。培养质量下滑的原因有

很多,其中之一是大学工科教育出现了理科化现

象,这直接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无法满足工业界

实际应用的需要,很多企业反映毕业生的动手能

力和实践能力差。

本文以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为研究

对象,选择6所具有代表性的大学进行调研,通过

比较这些学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毕

业设计选题,分析工科专业理科化的原因,并提出

解决方法和改进建议。

一、调研专业的选择及研究方法

工科专业类别众多,按照一级学科划分就有

31个,每个一级学科又包含若干个不同的本科专

业。在所有的工科专业中,机械类专业最具有代

表性,包括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材料成型及

控制工程、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车辆工程等专

业。这类专业的毕业生大多从事机械装备的研

究、设计、制造、维护、管理等工作,因此选取该类

专业作为调研对象很有代表性。

机械大类最具代表性的一级学科为机械工

程,机械工程下属第一个专业就是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该专业应用面广,招生人数最多。

全国工科大学一般都设有该专业,有些综合性大

学也设置了该专业。毕业生主要从事机械设备的

设计和制造及管理工作。

鉴于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是一个十

分典型的工科类本科专业,本文以该专业为对象

展开分析研究。

笔者选取了国内6所大学,涵盖国家“985工

程”大学、“211工程”大学和地方高校,具有广泛

性。本次调研以这6所大学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专业近两年的本科毕业设计选题及论文为

基础,分析目前工科教育理科化的程度及导致工

科教育理科化的原因,进而提出应对措施。

二、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论文

选题分析

对于本科生培养来说,最为重要的环节当数

毕业环节非常重要。教师通过指导学生完成一项

具体的研究、设计或工程项目,使其对大学四年学

习的专业知识进行综合运用,从而强化学生对专

业知识的掌握和应用能力,并使其具备初步从事

本专业实际工作的能力。

毕业环节的选题最能反映学生培养的方向。

合理的选题应该关注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通过

问题研究,使学生可以综合运用大学四年所学知

识,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工程能力。但目前很多教

师在毕业论文环节只能指导学生进行理论研究,

而未能指导学生开展工程问题研究,以致学生的

工程实践能力无法通过实践得到提升。

表1列出了2017年和2018年6所大学机械

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环节选题情况。从

表1可以看出,6所高校该专业的毕业设计选题

存在较为严重的理科化现象,有的学校理论研究

选题占比已经超过40%。理论研究选题侧重培

养学生对理论研究方法的掌握及研究能力,无法

培养学生的工程能力。由于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将来要从事机器和装备的

设计、制造、维修、管理工作,这样的毕业设计选题

显然不能培养学生的实际工程能力。

笔者在调研过程中也看到,6所大学机械设

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本科毕业论文题目大部

分来自指导教师的科研课题,很少有来自企业的

实际问题。以某大学 D为例(见表2),该专业

2017年和2018年连续两年的毕业选题中,80%
以上都是指导教师自己拟定的,不到20%的题目

来自企业。这个比例是十分惊人的,说明目前的

大学工科专业与生产实际已经出现严重脱节的现

象。自拟题目一般来自教师自己的科研项目,没

有经过细致思考,缺乏实际的应用背景和对象,这

对于学生实际工程能力的培养是十分不利的。

很多自拟题目与工程实际严重脱节,且过于

理论化,不适合作为毕业环节的题目。这些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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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毕业论文环节选题情况分析

学校
2017年选题 2018年选题

理论研究 占比 工程应用 占比 理论研究 占比 工程应用 占比

某大学A 56项 41% 79项 59% 46项 34% 88项 66%

某大学B 85项 41% 124项 59% 95项 42% 131项 58%

某大学C 25项 31% 55项 69% 45项 28% 116项 72%

某大学D 58项 45% 71项 55% 50项 39% 80项 61%

某大学E 77项 30% 175项 70% 68项 32% 147项 68%

某大学F 22项 19% 92项 81% 13项 12% 100项 88%

表2 毕业论文题目来源(以某大学D为例)

学校
2017年选题 2018年选题

自拟 占比 企业 占比 自拟 占比 企业 占比

某大学D 103项 80% 26项 20% 106项 82% 24项 18%

明显属于教师自己的研究方向,偏向于学术型的

研究题目。这类题目存在如下问题:一是不对题,

大多与学生所学专业相关性不大;二是题目很深

奥,本科生进行研究会很困难;三是研究过程中只

能用到一小部分所学知识,无法全面培养学生的

工程能力;四是学生没有机会对自己大学四年所

学的知识进行一次综合应用。这样的题目可以作

为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课题,但不适合作为本科生

的毕业学位论文题目。

此外,除了毕业环节的选题存在严重的理科化

现象,有的题目严重偏离专业性质,有的题目过于简

单,明显不符合专业要求(见表3)。这样的毕业选题

无法使学生对大学四年所学知识进行综合应用,更

无法培养和提升本专业本科生的工程应用能力。

表3 明显不符合专业要求的毕业论文题目

论文题目 论文题目

人工光合作用中的助催化剂效应

视频中的课堂行为姿态分析

应用于工程图学课程的构型设计案例分析

昆虫翅膀上血液对其力学性能的影响

交变磁场对生物组织功能的改善的研究

二维不规则排样算法研究

聚合物神经导管成型机理研究

O2O模式下的供应商选择方法研究

工程制图课程实践环节题目汇编

画法几何及工程制图习题集电子版制作

  大学工科本科生的毕业论文题目存在严重的

理科化、学术化、自拟化问题,与目前大学教师队

伍的现状有关。在高校教师队伍中,很多老师是

从校门到校门的,只有少部分老师曾经在企业工

作过。这就导致大多数教师只能做理论研究,无

法与企业进行有效的合作。

以某大学D为例,表4列出了该校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教师背景。从中可以看

出,目前大学工科教师队伍中有企业工作经历的

教师占比很低,而没有企业经历的教师往往很难

与企业进行合作,也难以解决企业的技术问题。

这也是导致毕业选题过于偏重理论研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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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表4 某大学D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专业教师企业经历情况

职称 人数
有企业

经历人数
占比 总比例

教授 12 4 33%
副教授 23 4 17%
讲师 10 2 20%

22%

  三、大学工科本科生毕业环节选题理科化现

象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毕业论文选题真实反映出了工科教育理科化

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大部分学生的论文选题属于理

论研究,与工程实际有差距。这样的课题研究虽然

可以培养学生的理论研究能力,但无法提升学生对

所学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也无法有效培养学生的

工程应用能力。另外,很多选题与学生的专业无关

或者关联度很低。这样的选题不仅不能培养学生

的专业技能,而且严重阻碍了工科专业教学质量的

提升。

造成工科专业本科生培养过程理科化倾向的

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是高校普遍存在重学术论文、重科研成果

而轻教学的现象。在职称晋升、考核等方面,学校

过分强调科研的重要性,导致广大教师普遍将精

力投入在科学研究与撰写论文上,而轻视了教学,

认为从事本科教学只是为了完成任务。

二是工科专业的教师队伍存在问题。大多数

青年教师从校门到校门,缺乏企业工作经历,无法

与企业有效合作,难以解决企业的工程实际问题,

在指导学生开展毕业设计时只能纸上谈兵,无法

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

大学工科专业毕业选题的理科化现象反映的

正是工科教育的理科化现象。对此,笔者提出以

下几方面的改进建议。

1.强化毕业环节的培养

指导教师一定要具备企业工作的经历或能

力,否则就很难指导学生进行毕业设计。因此,高

校应该倡导教师到企业参与实际技术工作,提升

他们的工程应用能力。另外,学生的毕业论文选

题应尽可能与企业实际问题相结合。即使是源自

科研项目的选题,也应有利于学生工程能力的培

养。在本科生毕业论文题目选择上,高校要严格

把关,剔除与专业完全不相关的题目。

2.强化实验、实践、实习教学环节

工科专业要依据企业对人才的实际需求,制

定实验、实践、实习教学方案,以确保教学效果。

对于校内实践环节,各专业一定要确保所有学生

参加,并强调实践内容与实际人才需求的相关性。

企业实习不应采用参观式的教学模式,而应采用

学生顶岗培训、顶岗操作的模式,通过实际动手提

升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

3.强化创新实践教学环节

现在的工科专业在创新实践教学方面尚未形

成常态化,而且多是象征性地开展创新教育,且不

是面向所有学生。然而,创新实践教学是目前新

工业革命对工科人才培养的要求。因此,所有大

学都要确定创新教学的课时,让所有学生都参加

创新实践活动,使创新实践教学成为工科专业的

必修课。同时,创新实践教学应该走出校门,与企

业和实际应用相结合,从而使学生在创新实践过

程中逐渐提升企业所需的工程应用能力。

4.改进教师评价模式

大学工科本科专业教育出现的理科化问题,

很大程度上又与近年来大学普遍推行的教师评价

方法相关。因此,重科研、轻教学的评价模式必须

改变。每所大学都要认识到本科教育的重要性,

在进行教师评价时要考虑教师教学工作的投入程

度、教学效果等。另外,工科专业教师评价体系中

应该引入工程实际应用能力的评价,评价内容应

从仅仅重视理论研究水平转变为理论研究水平和

解决企业实际问题、在工程领域的创新创造能力

并重,促进工科专业教师不断提升专业研究能力,

成为本专业实际应用的技术专家。

四、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国内6所大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专业本科毕业设计(论文)选题分析,指出

目前大学工科专业毕业环节存在理科化的现象,

需要引起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及广大教师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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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只局限于毕业环节的选题,其实目前工科

大学本科教育的其他方面也存在类似问题,如课

堂教学、实验教学、实习环节、创新教学环节等,需

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大学工科专业学生的培养应该不同于其他

基础学科专业的培养,培养过程中不仅需要强

化理论课程的教学,所有的教学环节都要紧贴

实际工业的应用需要,紧跟工业技术的实际发

展,以实际企业需求作为培养导向,不断更新教

学内容,不断调整教学方法,以实事求是的态度

培养学生。

除了认清目前工科专业教育理科化问题的实

质外,我们还要抓住问题的根源,有针对性地采取

措施,在不远的将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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