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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教育改革与创新研究丛书：中国高等工程教育发展研究》采用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
，以丰富的历史文献研究为基础，将工程师的培养和高等工程教育的发展置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
和工业化发展的背景中，并以近代高等工程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作为逻辑起点，依照高等工程教育的自
然演变进程，分四个时期翔实考察了中国现代高等工程教育的发展历程，深入研究了相应时期高等工
程教育发展的基本状况。
同时，作者从纵向考察和横向比较的角度，针对影响高等工程教育发展及其人才培养的关键因素，如
工程教育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和实践性教学环节等，进行了重点探讨，并比较和分析了
不同时期工程师培养的特点。
最后，总结了每一时期工程师培养的利弊得失，并对其进行了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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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靳贵珍，1965年出生于山东省嘉祥县。
1999年获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2008年获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
现为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外高等教育史、比较教育和高等工程教育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公开发表论文十几篇；主要著作有《铁甲腾飞--坦克与发动机专业发展历程》《20世纪中国教育家画
传丛书·徐特立画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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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华中科技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除清华大学外，华中科技大学也积极尝试将课程与教学
内容的改革作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点，在同类院校中起到了较好的示范作用。
　　在课程建设方面，该校通过“评课”与“建设”的结合，促进了课程质量的提高。
学校将课程分为“优秀”“合格”与“不合格”三种类型，要求全校所开课程都必须符合“合格课程
”的标准；对新开课程一年内进行合格评估，以取得合格课程资格。
此外，还要求全校所开公共课、基础课、专业（技术）基础课以及专业主干课程，特别是校、系两级
重点课程都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建设成为优秀课程。
优秀课程的建设，有力地保证了课堂教学与人才培养的质量，促进了工科人才素质的提高。
　　3.西安交通大学的尝试　　除清华和华中科技大学外，西安交通大学也在课程与教学内容改革方
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在本科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该校通过设立课程建设基金，每年以30万元的力度支持学校的课程建设，因此，出现了一批改革成功
的课程。
　　以热工课程教学为例，该校的改革项目--《锐意改革，全面提高热工课程教学质量》荣获1989年
全国首次“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国家级特等奖”。
针对当时工科人才培养中出现的问题，承担热工教学的教师们从课程改革人手进行了改革。
其做法与经验主要为：　　第一，改革原来陈旧的教学内容，精选了20个左右的传热问题，并运用实
例组织教学，重视对学生进行工程师的基本训练；同时，加强实验环节的教学与训练。
　　第二，重视实验教学，新建并完善了6个教学实验，增加了应用计算机解题的训练。
此外，该课题组首次倡导实行热工电化教学，并发起成立了全国热工电化教学协作组，以加强本领域
的教学改革。
　　第三，改革教学方法与考试方式，组织第二课堂活动，对部分学生开放实验室。
除以上措施外，教师们在加强科研工作的同时，还将部分科研成果引入教学内容，以促进课堂教学内
容的更新，培养学生及时掌握本领域前沿知识的意识。
　　这些改革对于改革陈旧的课程内容、机械的教学方式、增加学生的实验机会，都发挥了较好的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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