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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背景下普通高校激光实训课改研究
陈延威　唐万和　梁尤宇　陆凤清 

（广东海洋大学现代工程训练中心，广东 阳江 529500）

摘要：激光加工作为一种先进制造技术，其实训课程在各高校内广泛开展，但存在教学方法单一、与学科结合不深、思政融合较少

等问题。本文以学生为中心，贯彻KAPIV教学理念，将知识、能力、实践、创新、立德树人要素有机结合，对激光实训课程进行探讨与改革，

在实践中完成新工科背景下具有工匠精神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任务。

关键词：KAPIV: 新工科；工程训练；激光加工；课程改革

卓越工程师的培养计划推动了工程教育理念的改革，《工程

实训》是一门专向培养学生工程思维，提升实践能力的综合性课程。

其中激光加工作为先进特种加工技术的典型代表，是培养创新型

科技人才的重要模块。

KAPIV 教学理念包括知识 (Knowledge)、能力 (Ability)、实践

(Practice)、创新 (Innovation)、品德 (Virtue) , 是将理论、实践、创新

课程和立德树人基本要素通过教学项目（或作品）有机串联，形

成以目标为导向，项目驱动式的微体系，加速实现知识向能力的

转化 [1-2]。坚持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并重，专业教育融入思政教育

内容。在项目中学习激光理论知识，提高动手实操作能力，实际

加工中的问题解决以及立德树人的基本要素，使课程切合学生发

展需求。 

1 激光加工实训现状                         

当前，各大工科院校均开设激光加工课程，其主要的课程实

施思路是指定特定任务，学生根据工艺要求、设置合理的工艺参

数，按照规范的操作流程，在保证质量与精度要求的基础上完成

激光作品，并在其中贯彻“6s”要求，培养工匠精神。在课程中能

有效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融合，提高动手能力，培养创新意识，

虽历经多次改革取得了不错成效，但仍存在许多不足。一是课程

模式单一，以“教师演示 - 学生跟进”为主，缺少互动及团队合作；

二是创新性发挥受限，因设备台套数与课时不足等，作品较为简单，

难以实现团队作业及分工配合；三是思政元素融入较少，在思政

融入要素单一，未能有效集合特色文化进行教学与评价。

2 激光加工实训课程改革措施

以 KAPIV 教学理念为背景，通过项目驱动完成激光实训课程，

并将思政教育融于全过程，以培养学生综合工程能力为本，兼顾

个性化发展，同时注重思政培养 [3-4]，工程实训激光加工课程改革

思路如下图 1 所示。

2.1 课程内容改革

2.1.1 项目制任务开展

根据新工科及卓越工程师人才培养要求，基于 KAPIV 教学理

念，通过团队协作的项目制实施激光加工实践教学，推动学生自

主学习与创新创意实现。

图 1 课程指导图

以激光雕刻创意盒子为例子（如图 2），通过简单理论教学与

设备实操讲解，以 3-5 人为一组，布置设计及加工任务，设计具

有校园风光、地方风景等特色主题的木盒图纸，通过团队合作加工、

装配调试等完成作品，并在执行过程中贯彻思政元素、“6S”理念，

成本与环保意识等，在项目中实现知识、能力、实践、创新以及

思政五维教育。

图 2 激光雕刻创意木盒项目流程图

2.1.2 特色化实训内容

课程针对不同专业能力要求方面，突出行业特色。如机械专

业以机械结构设计与产品装配为重点，设计的产品中包含齿轮盒

子、连杆机构等典型结构，及复杂的装配过程；材料专业学生则

注重多种不同材料的搭配，包括木质材料、黄铜印章、水晶加工等，

让学生深入了解不同材质加工方法的区别。电气专业学生在完成

模型加工后，可与后续展开的电气实训所展开联动，完成载体的

电控部分设计与制作。 

2.2 线上线下融合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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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传统工训教学理论讲解实践过程，实践时长少的矛盾 [5]。

本课程体系在项目驱动下，以目标为导向，结合 Mooc/Spoc 等平台

建设激光加工课程知识体系如图 3 所示；通过微课视频、实操演示、

理论测验等线上课程资源支持，解决学生课前复习、课中解惑以

及课后巩固等问题。教师通过平台信息反馈，及时调整指导重点

与要点，提高授课效果。

2.3 思政创新融合

针对当前工训课程思政要素融入不够具象化等问题，本文根

据不同专业特色构建思政元素案例库，包括特色案例库（长城、

故宫、宫灯、漆器、剪纸等）、工业特色案例库（战斗机、潜艇、

风机、高铁等）、学校元素库（校徽、校训、标志性建筑、知名

学者头像等）；通过基础案例库其他，要求学生在设计作品时是

根据主题融入不同思政元素，在产品研制当中领略民族自豪感、

培育工匠精神与创新精神，动手将思政融入课堂，并具象化表达。

2.4 创新型多元化评价体系

在“大思政”视域下，以结果为导向的评价考核转变为过程

性考核。制定实训过程考核表，引入图纸创意，安全操作、遵纪

守时、课程思政等作为评价标准，扩大评级范围，加深评价层次，

让教学评价更能全方位反映学生的综合工程素养。

以激光雕刻为例，学生以 3-5 人为小组，自主设计激光雕刻

工件图纸，小组内部成员协调负责内容，完成分工合作。根据产

品的设计、工艺参数选择，材料利用率、团队协作、思政融合、

创意发挥、理论报告等指标进行综合评价。与此前单一的以实训

作品和报告为结果评分的班级对比，参与多元考核机制的班级学

生对比工件结果导向考核的学生平均成绩和课程满意度较高，且

学生在课程中的积极性有所提升，满意度，实操能力以及，合作

意识都有显著的增强。

表 1 考核评分表

考核项目 总分 细则
产品设计 15 实物达到质量要求，实现预期功能

工艺参数选择 15 选用适合不同材料及设备的对应参数
材料利用率 10 充分利用材料，没有过多浪费
团队协作 10 小组成员分工合作，有效沟通
思政融合 15 产品具备思政主题要素，成员在实操中领会

工匠精神
创意发挥 15 图纸设计合理，具有特色创新点
理论报告 20 过程记录完整，内容详细

图 3 结果导向考核与多元化考核成绩对比

图 4 学生课程满意度评价图

3 小结

本实训课程改革以 KAPIV 教学理念指导，积极探索激光加工

在对项目制特色化教学，新教学方式以及思政融入课堂等课程实

践教学改革，构建激光实训新模式。以理论知识为基础，培养动

手能力，积累实践经验，提高创新意识，并将思政元素融于课堂

之中，充分激发了学生们的学习热情和内化工匠精神，树立精益

求精、崇尚质量、追求卓越的工程观念。激光加工技术发展迅速，

应用广泛，后续还需要不断学习，与时俱进，依据实际情况进行

课程改革，同时对工程训练其他课程的后续改革也具有参考性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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