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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人才培养
需求调研报告

一、调研概述

通过实地走访、电话咨询、朋友问询、网络调研查找等形式，针对材料成型及控

制工程专业人才培养行业、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人才需求状况，人才知识、能力、

素质要求，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专业人才培养建议，专业人才培养中的问题等方面，

广泛听取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相关的意见和建议，具体调研情况如下。

（一）专业背景调研

省内有 10所高校开设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具体信息如表 1所示。

表 1：山西省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开设情况汇总表

序号
专业名称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所在学科 备注
专业代码 080203

1 晋中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2 太原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3 中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4 太原科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5 太原工业学院 机械工程

6 山西科技学院 机械工程

7 山西晋中理工学院 机械工程

8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9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技术 材料工程

10 长春工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二）专业人才需求调研

共调研山西省内企事业单位 10家，具体信息如表 2所示。

表 2：材控类相关企事业单位调研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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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1 山西晋城钢铁控股集团

2 北方自动控制技术研究所

3 山西汾西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4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5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6 山西晋能集团有限公司

7 山西太钢集团先进材料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8 山西博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9 山西太工科创材料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10 山西华晟增材制造科技有限公司

（三）典型工作任务调研

共调研 10所高校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其中省外 1所，通过电话、邮件、

微信、网络等方式，获取相关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10份，具体信息如表 3所示。

表 3：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调研汇总表

序号

专业名称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所在学科 学分 学制 备注

专业代码 080203

1 晋中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168 四年

2 太原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169 四年

3 中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170 四年

4 太原科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169 四年

5 太原工业学院 机械工程 160 四年

6 山西科技学院 机械工程 165 四年

7 山西晋中理工学院 机械工程 168 四年

8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169 四年

9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技术 材料工程 140 三年

10 长春工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169 四年

http://www.baidu.com/link?url=ra1mIPf2lyF_ZsJ5ggdX8qNqUgjxPu5154gGkS3FYUvxUsNVHKYyPzG8erGvyAgdlZ_exkuV4RNUovXqS3WTcEa2114TLmLZTSZkfi-GRRafdkj8R_wrhZ1WSUpkqfkzhkbCuAFd1JymAec4SZhLJd_Gu-UbT2O0tLdbGCQOCD3atJ0ytdBK_u2OSDhM7PRxqcjI8ojsIgFDPRmyonNZheBRQfIdiZnzQF8AG1zLTWjA9LdTWIMLU6GZ_XPdQqjgJa2Jsux04yC3_UdHmJGHY4XETpCtG-5aiBCpXszcoWb7-XJYRbwqCh_Ux15Ll0dH
http://www.baidu.com/link?url=jCjCFcahuGA9c0ktg0DF4Pf6qAc4N1UTtAK_OMNB2LGigzYmxELHcbhu64-v48wCn1kR3pDNe7sDgQ5A6tLWpIaW7n9v2nW3ciVkO9DHysa
http://www.baidu.com/link?url=EGln4D69Wtfr2CFXwTs4yAgpE2EW6LzaQqmr7a9_nd7BbYJy2wN5rYX1UW01na49iTnb6WJMqfMRv7KOE7nAJhgHfJXlQTmdboUWSYqaddm
http://www.baidu.com/link?url=jCjCFcahuGA9c0ktg0DF4Pf6qAc4N1UTtAK_OMNB2LIkmb2m-dABDkmzAgOzD0pkipT_01p8ie41R-WCBHEo2Xl0HNm_nkxL0ayjZMF9Z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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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业相关职业能力调研

1. 毕业生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于 2019年 1月被评为山西省重点扶持学科，设有材料成型

及控制工程和复合材料与工程 2个专业。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于 2018年 3月经教育

部批准设立，2020年 9月开始招生，现有在校生 237人，还没有毕业生，但是也通过

微信、电话等对气体学校同专业同学进行了采访，他们就人才需求状况，专业人才培

养等方面提出了宝贵建议。

2. 专任教师

材控教研室的所有专任教师，通过教研活动的形式，针对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

业人才知识、能力、素质要求，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专业人才培养中的问题等方面广

泛交换了意见，对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3. 辅导员

材控各班级的所有班主任（如表 4所示），通过座谈会的形式，针对材料成型及

控制工程专业人才知识、能力、素质要求，专业人才培养中的问题等方面广泛交换了

意见，对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表 4：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各班主任情况汇总表

班级 人数 班主任 学位 专（兼）职

1 材控 2001 35 谢瑞珍 博士 兼职

2 材控 2002 33 郝建强 博士 兼职

3 材控 2101 37 唐鹏 硕士 专职

4 材控 2102 37 唐鹏 硕士 专职

5 材控 2201 45 杨柳青 博士 兼职

6 材控 2202 44 罗翠 硕士 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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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校大三、大四学生

材控教研室组织我系材控 20级、21级和 22级的同学，通过座谈会的形式，针对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执行，课程设置等方面畅所欲言，形成非常

好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

二、调研分析

基于调研结果，重新审视和分析专业定位。

（一）专业服务面向分析

在专业建设过程中，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为指导思想，坚持党

的全面领导和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教育部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

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教发〔2015〕7 号）”，按照“材料科学与工程类教学质量

国家标准”（2018 版）的要求，深入实施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 （教高〔2019〕6 号），以《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山西

教育现代化 2035》、《晋中学院“十四五”发展规划》为基本指导，紧紧围绕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坚持以本为本，持续推进“四个回归”，积极探索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努力形成具有特色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提升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坚持“立足晋中，服务地方，面向山西，辐射全国”的办学定位，主动适应山西

能源转型、环境污染防治的需求，以优化课程体系为重点，借我校学科专业集群建设、

发展和建设新工科专业为契机，培养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并藉此形成专业特色和优势。

围绕《晋中学院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和《晋中学院“十四

五”学科建设专项规划》框架，在学校“有特色、高水平、应用型”的发展定位和“以应

用型本科教育为主，积极开展研究生教育”的办学定位指导思想下，重视加强顶层设

计，科学规划专业建设的路径；完善优化专业结构，形成专业链对接产业链的发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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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丰富完善课程体系，校企共建优质课程资源；强化工程实践能力培养，贯彻工

程认证高标准；深化产学研合作融合，实现开放发展合作共赢；不断优化师资队伍，

提升“双师双能型”教师及硕导数量。

本专业培养适应二十一世纪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全面发

展，具备材料科学以及机械热加工基础知识和应用能力，能从事材料加工领域的设计

制造、试验研究、运行管理和经营销售等方面工作的应用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二）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分析

通过前述省内外 10所大学（表 3）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类专业培养方案的特点及

与我校的对比，发现我校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培养方案存在的差距如下：

（1）培养目标。一方面，我校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专业培养目标在知识、

能力、素质等目标上基本是按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介绍中的要求设定的，

较为笼统、概括，没有突出办学特色和优势。另一方面，服务面向领域较窄，对人才

的层次界定也不准确，这样会直接影响课程设置的宽度和对学生就业产生限制。可借

鉴省内外高校的培养目标修正。

（2）没有毕业要求的相关表述。

通过此次调研，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需要对照工程教育

认证标准来建设。因此，专业培养目标需要体现学生在毕业后 5年左右预期能够达到

的目标，毕业要求应以围绕工程教育认证的 11条标准来撰写。通过材控教研室各位

教师的一致努力，目前形成的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如下。

一、专业培养目标

学生在毕业后 5年左右预期能够在企事业单位胜任技术骨干、项目管理或团队负

责人的工作，实现以下目标：

目标 1：敬业诚信，爱国爱岗。具备良好的道德情操和科学文化素养，能够强有

力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紧跟环保事业发展的步伐，在环保领域具有良好的实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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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经验。

目标 2：专业过硬，服务社会。较系统地掌握本专业领域宽广的技术理论基础知

识，主要包括力学、机械学、电工与电子技术、材料科学、材料成型及控制等基础知

识；了解本专业学科前沿发展现状与趋势，包括新工艺、新方法、先进的成型设备和

控制方法以及新的成型理论知识。

目标 3：沟通管理，团队骨干。具有初步的组织管理能力，较强的交流沟通、环

境适应、团队合作能力以及终身学习的能力，具有一定的绿色制造意识和生产组织管

理能力。

目标 4：锐意进取，超越自我。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及不断学习和适

应发展的能力，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沟通与合作的能力；

二、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分解

1. 工程知识：较系统地掌握本专业领域宽广的技术理论基础知识，主要包括力学、机

械学、电工与电子技术、材料科学、材料成型及控制等基础知识；了解本专业学科前

沿发展现状与趋势，包括新工艺、新方法、先进的成型设备和控制方法以及新的成型

理论知识。【工程知识】

1.1能将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机械设计基础、电工电子学等的基础知识用于材料成

型及控制工程科学问题的评价和恰当的表述。

1.2能够将材控类基础知识、计算与数学模型方法用于推演、分析材控工程领域的复

杂工程问题。

1.3较好地掌握材料及控制工程领域的专业知识与实践技能，用于新工艺、新方法、

先进的成型设备和控制方法以及新的成型理论知识。

2. 问题分析：了解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领域的理论前沿及发展动态，利用数学、自然

科学和工程科学的第一原理，结合可持续发展的整体考虑，初步掌握现代实验与分析

技术，能够独立分析具备解决社会、产品如焊接工艺设计、模具设计、塑性成型工艺

设计、铸造工艺设计及热处理工艺设计等方面的工程实践问题的能力际问题，以获得

有效结论。【问题分析】

2.1能够运用数学、物理、化学、工程科学的第一原理，识别和判断复杂工程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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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环节。

2.2对材控工程问题能够提出多种解决方案，或可通过文献调研找到替代方案。

2.3能运用材料科学与工程基本原理，借助文献研究，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分析控制

过程的影响因素，获得有效结论。

3. 设计开发：

3.1掌握高新技术材料科学的基础理论和材料合成与制备、材料复合、材料设计等专

业基础知识；

3.2掌握材料性能检测和产品质量控制的基本知识，具有研究和开发新材料、新工艺

的初步能力；

3.3掌握材料加工的基本知识，具有正确选择设备进行材料研究、材料设计、材料研

制的初步能力；

3.4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初步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3.5熟练掌握材料测试的仪器使用。【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4. 反思研究：能够利用一定的实验条件开展材料工程方面的相关工作，具有一定的实

验设计能力，并能够归纳、整理、分析结果，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研究】

4.1结合材料工程原理和专业基础知识，通过文献研究，选择研究路线，设计分析解

决复杂材料工程问题的实验方案。

4.2根据实验方案构建实验系统，安全地开展实验，科学地采集实验数据，并能对实

验结果进行分析和解释，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5. 使用工具：能够针对材料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术、

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包括对复杂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

解其局限性。【使用工具】

5.1能够选择与使用恰当的现代仪器、信息技术工具、工程工具和专业模拟软件，对

复杂材料工程问题进行分析、计算与设计，并理解其局限性。

5.2 能够针对具体环境对象，开发和选用满足特定需求的现代工具，模拟和预测材料

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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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工程世界：了解国内外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理论前沿、工程技术和产业发展动态，

以及先进材料产业的发展状况，能够分析和评估先进材料方针、政策和方案的可持续

发展对社会、经济、可持续性、健康和安全、法律框架和环境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

的责任。【工程师与世界】

6.1了解材料科学与工程领域的技术标准体系、知识产权、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理

解不同社会文化对材料工程活动的影响。

6.2能够分析和评估先进材料发展方针、政策和方案的可持续发展对社会、经济、可

持续性、健康和安全、法律框架和环境的影响，以及这些制约因素对项目实施的影响，

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具有社会责任感。

7. 职业规范：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遵守职业道德和工程实践规范及相关国家和国际法，理

解多样性和包容性的必要性。【伦理】

7.1了解中国国情，具备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断提高自身的人文社会

科学素养。

7.2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理解诚实公正、诚信守则的工程职业道德

和规范，尊重相关国家和国际通行的法律法规，理解多样性和包容性的必要性，并能

在工程实践中自觉遵守。

7.3能够考虑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祉，以及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能够在工程实践

中自觉履行责任。

8. 团队合作：能主动适应社会，能够在多样化和包容性团队及多学科、面对面、远程

和分布式环境下，具有较强的协调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勇挑重担，能够与业界同行

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的合作。【个人与团队】

8.1能够在多样化和包容性团队及多学科、面对面、远程和分布式环境下的团队中有

效沟通，合作共事。

8.2能够在团队中根据角色要求发挥个人、成员或领导者的作用，工作能力得到充分

体现。

9. 交流沟通：掌握一门外语（英语），能够就环境问题与国内外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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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和包容性的沟通和交流，包括撰写有效报告和设计文档、进行有效的介绍，能

够理解和尊重文化、语言和知识的差异性。【沟通】

9.1能就材料专业问题，以口头、文稿、图表等方式，准确表达自己的观点，回应质

疑，理解并包容与业界同行和社会公众交流的差异性。

9.2了解材料科学与工程领域国际发展趋势、研究热点，具备跨文化交流的语言和书

面表达能力，能就专业问题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理解和尊重文化、语言

和知识的差异性。

10. 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材料科学与工程管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在专业实践过

程中，作为团队成员和领导者应用于管理项目和多学科环境。【项目管理与财务】

10.1掌握材料科学与工程项目中涉及的工程管理与经济决策方法。

10.2了解材料科学与工程产品全周期、全流程的成本构成，并能作为团队成员和领导

者应用于管理项目和多学科环境。

11. 终身学习：拥有健康的体魄、良好的心理素质、开阔的国际视野，能在技术变革

的背景下，有意愿和能力通过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能接受和应对新技术、新事物和

新问题带来的挑战。【终身学习】

11.1能在技术变革的背景下，认识到自主和终身学习的必要性，并且具有自主学习的

意识和能力。

11.2具有适应新技术和未来技术的能力，包括对技术理解力、归纳总结、提出问题、

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能力。

（三）典型工作任务分析

1. 材料类专业学科分类

（1）掌握高新技术材料科学的基础理论和材料合成与制备、材料复合、材料设

计等专业基础知识；

（2）掌握材料性能检测和产品质量控制的基本知识，具有研究和开发新材料、

新工艺的初步能力；



10

（3）掌握材料加工的基本知识，具有正确选择设备进行材料研究、材料设计、

材料研制的初步能力。

（4）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初步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

力

（5）熟练掌握材料测试的仪器使用。

2. 当前社会对本专业人才需求

为了使所培养的学生更好地满足社会需要，服务社会经济发展，企事业单位调研

结果表明用人单位对我校毕业生的评价较好，优点是踏实肯干，态度积极，沟通交流

能力较强。工作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态度非常好，谦虚谨慎，责任心强。不足

之处有工程技术基础知识及专业技能欠缺。

用人单位最关注的是实际操作能力，其次是职业素养，再次是专业知识，然后是

创新能力、学习能力、交流合作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实践能力、工程设计综合意识

和能力、职业动力、经营管理能力。

（四）专业相关职业能力分析

通过对毕业生、专任教师、辅导员、以及大三大四在校学生的调研，认真研读工

程教育认证通用标准解读及使用指南（2022版），认识到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学

生的相差职业能力，其核心是培养学生解决复杂材料科学与工程问题的能力，工程教

育认证通用标准提出的 11项毕业要求（见上述第（二）条的表述），体现了该能力的

核心要素，并且须具备以下特征：

（1）必须运用深入的材料及控制工程原理经过分析才能得到解决；

（2）涉及广泛的或有冲突的技术和非技术问题（如伦理、可持续性、法律、政

治、经济、社会）和对未来要求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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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法，需要通过抽象的、创造性和原创性的分析寻求解决

方案；

（4）涉及非常见的问题或新问题；

（5）问题中涉及的因素可能没有完全包含在专业标准和规范中；

（6）涉及跨工程学科、其他领域和/或具有广泛不同需求的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

的合作；

（7）具有较高的综合性，包含多个相互关联的子问题，需要系统的解决方案。

三、新版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思路

基于专业人才需求调研与分析，提出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以及课程体系与实践教学体系构建思路等。

以国家本科专业质量标准和工程专业认证标准为依据，大力推进“普通学历（学

位）+ 职业技能素质教育”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细化与深化，深入开展课堂教学改

革，构建能力导向的教学评价体系，促进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协调发展和综合提

高。依据培养目标，坚持“平台+模块”课程结构体系。体现如下特点：

1. 搭建通识教育课程平台、专业教育课程平台、职业能力教育平台、实践课程平

台，保证专业基本知识的传授和基本技能的培养，结合学校“地方性、应用型”人才

培养目标进行课程体系整合与教学内容改革，在职业能力教育平台设置职业模块课

程。

2. 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按照教育部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有课程

都要加强实践环节”的要求，加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课程的实践教学。

3. 为了拓展学生专业素养，满足学生的兴趣和特长，保证选修课程比例，增加了

一些应用型强、与专业前沿问题结合紧密的课程。如《增材制造技术》、《新能源材料》、

《材料科技与人类文明》等，比较全面地提升学生的职业能力素养。

4. 参照《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2018），明确专业核心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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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确保专业核心课程的开设质量。优化课程结构，整合教学内容，明确每门课程在

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中的作用，建立课程与毕业要求的关系矩阵。

5. 加强创新创业理论教育。在通识教育平台的必修课程内，增设创新创业理论课

程，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6. 持续推进第二课堂建设，按照《晋中学院关于加强第二课堂建设的实施意见》，

第二课堂包括思想政治与道德素养、科学研究与创新创业、社会实践与社会工作、文

化艺术活动、职业资格与技能认证 5个集中实践教学环节，总学分为 8学分。

7. 增加增多实验实践类课程和学时，培养学生动手操作能力和技能能力，以满足

目前社会技能型人才紧缺的需求。

8. 结合专业课程所用理论知识强弱和多少，进一步缩减无用或无直接作用理论课

程，增加实践性课程。

9. 增加和开展特色实践环节课程，如增材制造技术课程和特种玻璃技术课程。


	围绕《晋中学院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和《晋中学院“十四五”学科建设专项规划》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