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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念引领，形成校企教育实践共同体 

1988年，为探索国家高层次工程应用人才培养的途径，我校参加

了原国家教委下达的由“五校一厂”（清华大学、华中理工大学、吉

林工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和东风汽车公司）承

担的“应用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途径多样化”研究课题，开始工程硕

士培养的探索与实践，为国家全面开展工程硕士教育提供了实践经验。

“工程教育回归工程”教育理念历经“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三十余载的探索实践，根植汽车产业，践行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

以校企共建学科为支撑，推进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创新性提出了工程

类硕士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创业素质、创造精神”的卓越汽车工程

师目标，形成了教育实践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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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与工程类硕士培养国家重点课题，提出教育理念  

1.1.1 参与国家“七五”教育重点科研项目“应用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途

径多样化” 

 

图为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吉林工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湖北汽车工业

学院和东风汽车公司（简称“五校一厂”）承担的“应用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

途径多样化”研究课题，开创了大企业与高校联合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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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参与全国教育科学“八五”重点研究课题“校企联合培养应用型高

层次专门人才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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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关于启动《校企联合培养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实验研究》课题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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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探索实践模式，联合培养工程类研究生 

1.2.1 原国家教委“应用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首届试点班（26 人） 

学校先后参与了国家“七五”“八五”教育重点研究课题，

开展工程硕士教育试点。1988 年 6 月，在东风汽车公司招收了

26 名在职人员进入高层次人才试点班学习。试点班教学办公室

设在学校，现场的教学管理和服务工作全部由学校承担。学校教

师承担了 5 门主干课中的 3 门，23位厂方导师中学校有 14 位教

师受聘。这批研究生，坚持在职学习，研究的课题均为东风汽车

公司急需解决的工程技术及管理难题，收到良好的效果。23 项课

题中有 6 项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 

表 1-1 试点班主要课题统计表 

专业厂 姓名 职称 课题名称 经济效益 

技术中心 凌智民 工程师 汽车销售业务处理计算机网络 直接经济效益 299万元 

装备部 郭艳霞 助工 液压油污染控制与研究 

①节油 80T/年、币 40万元/年 

②48厂“KI”第一线节资币 2.16

万元获二汽重大科技成果奖 

铸造一厂 高秀年 高工 
设计并组织流态床沸腾烘干、

冷却机制造调试 

交付生产，是国内外首创的干燥 

新技术、新设备 

刃盘具厂 肖述治 助工 对单板机应用于机床控 获二汽攻关革新奖 

设备制造厂 虞庭放 工程师 
用试验设计方法完成 EQ0286A

的轴瓦机床的攻关调试 
完成任务，提高工作效率 

铸造一厂 王启恒 工程师 
球墨铸铁活塞环双片铸造工艺

试验 

使铸造工艺国有化适应EQ153 

柴油车按时投产。取代EQ140车目

前上压缩环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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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参与“多种途径培养应用型高层次人才实验”，为国家开展工程硕士教育积累经

验。 

图为 1987年汽车内燃机专业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现场。 

 

1988年 6月，华中理工大学在东风汽车公司招收 26 名在职人员进入高层次试点班学

习。 

图为 1992年底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学位授予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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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校企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 

◆ 1992-1995 年与浙江大学联合培养工程硕士研究生 51 人； 

◆ 1994 年与华中理工大学联合培养在职硕士研究生 84 人； 

◆ 1994 年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 33 人； 

◆ 1995—1998年学校经批准自筹经费独立招收和培养研究生 28

名； 

◆ 1999—2014 年与武汉科技大学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 154 人。 

联合培养的研究生在完成生产、管理工作的同时，修满学分，

进入课题阶段。课题全部来源于东风汽车公司科技开发、技术进

步、技术改造、产品设计、设备攻关调试、技术经济分析等工程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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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 1992 年 5月，与浙江大学联合培养工程硕士开学典礼 

 

 

 
图为 1998年联合培养研究生硕士学位授予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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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浙江大学联合培养工程硕士协议（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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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华中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合作培养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研究生协议

（1993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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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协议（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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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工程教育理论研究，发表一批优秀论文 

积极探索研究“工程教育回归工程”教育理念，历经“实践

→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根植汽车产业，践行教育与工程实

践相结合，探索实践工程类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推进产教融合

协同育人，发表一批工程教育类教研论文。 

表 1-2 近年来公开发表工程教育类期刊论文（部分文章） 

序号 论文名称 

1 大力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强化工程教育服务社会的职能 

2 地方院校校企产学研合作教育的探索与研究 

3 面向湖北汽车产业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思路与对策 

4 面向汽车产业的材料成型专业卓越工程师企业培养体系的构建 

5 探索校企合作资源共享 培养创新型应用型人才 

6 面向汽车产业的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7 电子信息类信号与通信课程群建设探讨 

8 基于产教融合的汽车专业工程素质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9 基于“产业计划”人才培养实践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反思 

10 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核心的汽车测试技术教学改革初探 

11 基于 FSAE大赛的汽车类专业人才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研究 

12 基于“互联网+汽车”战略的汽车产业发展政策思考 

13 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核心的汽车测试类课程群建设与探讨 

14 基于襄阳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校企合作实证研究 

15 委培式联合培养模式下《机械振动》教学方法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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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FPGA课程群实践教学体系建设研究 

17 基于赛车产品开发过程的汽车类创新人才培养生态系统构建 

18 基于 OBE的《车辆工程认识实习》课程改革与实践 

19 
基于卓越汽车工程师培养目标的车辆工程核心专业课程“课程思政”教学设

计 

21 基于产学研合作的材料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 

22 学科交叉机电结合的工程实践教学研究 

23 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研究 

24 以车类学科竞赛为载体的应用型车辆工程专业实践创新教学探讨 

26 依托地方产业集群的车辆工程专业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27 基于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材料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改革 

28 学科竞赛对大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的提升研究——以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为例 

29 车辆工程专业力学课程群体系下学生力学工程能力培养研究 

30 以实践能力培养为导向的计算机基础教学改革探索 

31 基于工程实践能力培养的单片机综合系统综合训练课程研究与实践 

32 MATLAB在智能控制技术项目驱动式案例教学中的应用 

33 
OBE模式下 BOPPS 模组在工程类课程教学中的应用-以汽车电子与控制教学实

践为例 

34 基于企业研发模式的汽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探究 

35 “数字信号处理”课程实践性教学环节改革 

36 基于 OBE改革的材料力学压杆稳定课堂竞赛实践 

37 
基于卓越汽车工程师培养目标的车辆工程核心专业课程“课程思政”教学设

计 

38 基于企业研发模式的汽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探究 

39 基于 OBE的《车辆工程认识实习》课程改革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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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面向车辆工程专业认证的电工电子技术教学改革与探讨 

41 基于企业研发模式的汽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探究 

42 面向专业认证的车辆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讨 

43 面向汽车产业需求的电子信息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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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力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强化工程教育服务社会的职能，王超

等，第一届国际机械工程高等教育学术会议，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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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方院校校企产学研合作教育的探索与研究，邹玉，理工高教研究，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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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面向汽车产业的材料成型专业卓越工程师企业培养体系的构建，刘

峰等，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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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探索校企合作资源共享 培养创新型应用型人才，肖玲莉等，教育

与教学研究，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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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面向汽车产业的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王天国等，时代教育，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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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基于产教融合的汽车专业工程素质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王

保华等，中国高等工程教育峰会论文，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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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基于“产业计划”人才培养实践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反思，肖海

峰，教育教学论坛，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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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基于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材料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改革，王天

国等，课程教育研究，2020 年 

 

 

 



- 28 - 
 

9.基于产学研合作的材料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王天国等，产业

科技创新，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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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工程教育实践探索，获得一批优秀成果 

1.4.1“七五”期间课题成果获全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1988 年） 

1988 年学校作为成员之一承担了国家教育发展中心“七

五”期间的重大课题“应用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途径探索多样

化的研究”，子课题“机电类高级工程师培养途径多样化的研

究”项目，获得全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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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八五”期间课题成果获湖北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993 年） 

在“七五”重大课题“应用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途径探索多

样化的研究”的基础上，学校参与了全国教育科学“八五”重点

研究课题“校企联合培养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实验研究”，其

中“厂校合作，产学结合，培养应用型人才”项目获湖北省优秀

教学成果二等奖。 

 

图为“厂校合作，产学结合，培养应用型人才”获省优秀教育成果二等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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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工程教育新途径探索获汽车工业科技进步二等奖（1992 年） 

 

 

1.4.4 工程师质量管理获省质协优秀论文一等奖（1992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