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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工程理念的高等工程教育思维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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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为适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使命，对我国工程技术

人才提出了新的命题与期许。在分析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应

以大工程理念为指导，大力倡导高等工程教育思维中的科学性、道德性和全面性，突出人才培养

中实践型、复合型和价值型的时代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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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是一项庞大而精细的系统活动，是对相关

科学知识和技术的综合开发与应用，是在物质、经

济、人力、政治、法律和文化限域内满足社会需要

的一种创造性活动。这一特征在全球化持续深入的

21 世纪更为显著和深刻，21 世纪的人类工程活动无

论是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对世界乃至人类的影响更

深远更宽广。而高等工程教育的目标是造就适应社

会发展需要和业界需求的具有时代性、前瞻性的工

程人才。随着时代的发展，高等院校承担着越来越

重大的社会责任和时代使命，我国大学在服从和服

务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大局的同时，也在不断发

展和创建自己。在客观、科学评价工程教育现状的

基础上，在当前“质量工程”建设的历史背景下，

以工程的求实精神、科学精神、责任意识，切实推

进我国高等工程教育思维路径的创新性与工程活动

的科学性，以适应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大战

略布局。 

一、时代发展对大工程理念践行的呼吁 

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高等工程教育

面对当时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和工程教育自身存在

的不足，发出了“回归工程”的强烈呼声，同时麻

省理工学院提出了“大工程观”教育。大工程理念

将科学、技术、非技术要素融为一体，形成完整的

工程活动系统，注重工程技术本身的同时，把非技

术因素作为内生因素加以整合，引入工程活动。从

工程活动对生态环境结构与功能的重塑，与社会相

互协调发展，既改造环境又保护环境，促进环境的

可持续发展。既重视工程对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的

影响，又关注社会对工程的促进、约束和限制，从

而全面把握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由此成为新时期

高等工程教育改革的新动向和新趋势。伴随着我国

四个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深入与发展，工程人才的地

位日益凸显，工程人才的培养直接决定着工程技术

的水平和发展速度，决定着国家的工业竞争力，也

因此深刻影响着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因

此践行大工程的教育理念必然成为我国高等工程院

校的时代命题。 

（一）我国现代化进程对大工程人才的期望 

进人新世纪后，我国确立了“以工业化带动现

代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新型工业化发展战

略，迫切需要高等工程教育培养一大批具有现代科

学技术、开拓创新能力和经营管理知识的“大工程”

人才与之相适应。同时，随着现代工程日益综合化、

高技术化和群体化的走向，工程正在经历着向“大

工程”转变，使工程教育的价值性、全面性和社会

性更加突出和显著。这就要求现代工程人才既要有

精湛的技术潜能，深厚的科学素养，还要有高度的

责任心，丰富的人文素养和孜孜不倦的进取精神，

有把工程问题纳入整个社会系统进行考量的胆识与

气魄。实现对科学理性、技术理性与人文理性的求

真、求善、求美的风骨与精神的深刻体认，有全面、

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整体思维，能体现对人类自身

及其子孙后代终极关怀的脉脉温情。 

（二）我国高等工程教育自身存在的不足 

我国现有的高等工程教育在很大范围和程度上

仍在沿用过去工程教育的既有经验和成功模式，当

然我们并不否认这些教育思维、模式的历史价值，

但这些成功经验和创造更多的是适应我国工业化发

展的初期的需要而产生的，更加注重人才的实用性、

专业性，是一种在技术理性的主导下，高扬人类中

心主义的产物。在工程活动中对资源、能源、环境、

生态的考量是极其有限的，致使在我国高等工程教

育的教育教学和实践活动更多的讲求科学主义和技

术理性的优势。这样的思想主导下的高等工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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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今天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

求。特别是我国高举“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

社会发展旗帜，使科学主义的主导地位全面介入整

个社会生产，表现在高等工程教育中，就体现在无

论是办学理念、办学模式、课程体系、教学思维都

必然注重知识的传播、技能的培养、实践的操作倾

向，在无形中弱化了对工程人才教育中思想的思维

的开发、信仰的养成。这些倾向体现为在课程体系

的设置中缺乏全面性和整体性；课程设置更多倾向

于理工课，无形中挤压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应有地位；

工程训练中更注重效率、生产性和财富的创造。而

现代工程所要求的科学性、社会性、实践性、创新

性、全面性等特征无从体现。而“大工程观”是对

为现代工程实际服务的工程教育的一种回归和在认

识，是现代工程技术与人类智慧全方位结合的教育

创新思维，也是工程教育发展的必然途径与方向。 

（三）技术理性主导下工程人才综合素养的缺失 

最近几十年来，我国虽然在工程人才培养上进

行了积极的尝试，但是由于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

平的客观现状，我国仍处于工业化的初期，也必然

就具有工业化初期所呈现的诸多不足和弊端，这些

因素在客观上无可回避的对我国高等工程教育人才

培养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后果也就致使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注重工程人才的专业性，而忽略

了对以人为本的综合素养的培育。而从社会发展的

角度来看，我国虽然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但

已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的财富和价值

在整个世界经济活动中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

以我国的经济活动对整个社会、个人、人类来说已

经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这一点与工业化初期相比已

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也要求当今的工程

人才培养不仅考虑到人才的实用性、专业性，更多

的要考虑到人才的综合性、全面性的能力，以及把

工程活动纳入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和审美的多

维视角下综合思维的能力与水平。从工程人才的培

养大局出发，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创新意识、人

文意识等综合素质。这也需要高等工程类院校进行

适应时代和自身特色的改革与创新。 

二、高等工程教育教学的综合化思维 

我国高等工程教育教学改革，既要顺应国际工

程教育发展潮流，又要适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工

程人才的迫切需求，从根本原则和指导思想的“科

学范式”上进行彻底的调整与转向。以大工程观为

指导，注重实践教学中解决问题的能力，体现教学

活动的综合化思维，培育工程人才的责任意识和精

神诉求。 

（一）以创新为起点，注重实践教学以及在实践中

协调的能力的养成 

创造和创新是工程技术的不懈追求与核心内

容，也是工程人才首要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必

然也会成为工程的生命力之所在，因此，设计创造

能力和工程创新能力是当今时代工程人才必须具备

的基本素养。所以，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工程创造

教育已成为当今国内外工程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

环节与中心议题。 

相对于创造创新的基本素质，实践则毫无疑问

的充当了工程灵魂的角色。因为工程总是实实在在

的具体活动，所以，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是工

程人才所应具备的核心能力之一，尤其在“回归工

程”思想的主导下。纵观世界大学特别是工程院校

的教学活动，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在其教学活

动的设计和开展中，涵盖工程教育的课堂教学、教

学实习、教学实践等环节，都会强调实践第一的思

维原则，因为教学活动的实践思维和实践第一的理

念以及设计对未来工程师成长具有重要意义，使其

可以更充分的去体验和感知，从而增强学生的工程

实践能力和在实践中解决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

将设计、实践教育贯穿于工程教学活动始终，有利

于科学与技术、技术与非技术实现有机的统一，有

利于学生有效地养成工程师的认知方式和行为方

式，体认工程师的为人处世准则，发展工程师的创

造与创新能力，这也是大工程观的内在要求。这一

点对未来工程人才的培养和塑造更为迫切，需要高

等工程教育实践主导教学思维的不断创新运用。 

（二）强化教育教学活动的综合化走向 

全球化时代，工程人才面对的世界日益复杂，

工程活动中既要思考技术内容，还必须考虑到经济、

政治、文化、环保、伦理等非技术因素。工程的实

际进行越来越依赖这些综合化的知识背景的合理运

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工程人才承担的是构建整

体的工作，应该具有大局观念和全局意识。高等工

程教育的综合化就是试图将以往被学科严重割裂的

知识按工程的内在要求进行重新组合，摈弃那种单

纯文理工的分类模式，从人才培养的角度合理规划

其课程设置和教学活动进程。作为未来工程人才的

大学生必须掌握与人交往和合作的意识与能力，分

析社会现象的能力，而这一切必须在高等工程教育

的教学设计与教学活动中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合理的

学科安排。 

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发展的轨迹，就会发现在一

些发达国家大学的工程教育中有良好的传统，如英

国的工程教育十分重视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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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即使是一些基础性的课程，如数学，也是十

分注意教学内容的更新与凝练，以合理规划教学课

时，为学生提供更广泛的其他教学课程内容。同样

在一些工程院校中也存在学科群制度，这种学科的

集合综合了人文、社会、自然三个领域，以便使学

生接受更全面、综合的教育。学生在这种新的教学

组织中可以广泛地接触不同专业，并了解各专业之

间的相互联系，当然在一些学校里也开设了类似性

质的跨学科的专题讲座来为学生提供综合的知识基

础。这种专题讲座分别由不同专业的教师开出，构

成一个内容包罗万象的跨学科课程体系，通过这样

的教学活模式使大学工程类教育的培养模式逐渐适

应大工程理念的主旨要求。 

（三）培育教育教学活动的道德诉求 

高等工程教育在奠定其物质储备的同时，也必

须注重对未来工程人才的精神培育，这种精神其实

就是一种学习、开拓、创新和信仰的精神，归根结

底就是对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辩证统一的体认和探

究。在高等工程教育教学活动中仅仅实现对知识的

传播和解读是远远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传递给学

生一种思维、理念和责任。这种思想和理念确切地

说就是一种对资源、能源、环境、伦理的综合考量

和谨慎对待之道。而这种精神集中体现于教育教学

过程中教师对所讲授科学内容的那种执与追问中，

体现为进行工程探索活动中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对

工程活动结果对自然与人类的深远影响的审慎之

态。而这样的教育教学思维模式会深刻地影响到今

后这些潜在的工程师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使他们

在以后的工程活动中有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更为人性

的价值判断，成为一个有技术、有胆识、有担当、

有风骨的工程人才。 

当然，在教学活动中教师所具有的广博的知识

背景和灵活的教学艺术是必不可少的，但在前者的

基础上教师必须具有融理想、信念、情操和教养于

一身的强烈的精神追求。而这种对教学内在精神的

领会与践行会深深地影响一位工程师未来的行为与

选择，影响一个人对待生活的态度和对人生意义的

参悟。我们从“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转化

体认中感受到一份不同寻常的人生态度的感知与体

认，这种精神在我国当前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宏大战略布局中显得尤为可贵和清醒，是每一位

即将走向社会的工程人才必备的道德信念和人生准

则，苏霍姆林斯基说：“学生来到学校里，不仅是

为了取得一份知识的行囊，更主要的是为了变得更

聪明。”所以，造就新时代的文明现代人是高等工

程教学活动的理想目标和价值取向，是“大工程观”

对现代工程人才的渴求与期望。 

现代我国高等工程教育要在“招回大学精神，

重塑大学精神”的同时培育“大工程”精神，工程

教育重在将科学、技术、非技术、工程实践融为一

体的，具有实践性、整合性、创新性的工程模式，

力图实现多元价值观的整合。培养“全面的、和谐

的、文明的现代人”而非仅仅的“有用工具”成为

我们高等工程大学教学活动时刻谨记的理念与准

则，成为我国工程教育等教学活动开展和推进的道

德准绳与时代操守，应铭刻于高等工程教育教学活

动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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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hinking path of higher Engineering education based on the 
idea of large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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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to adapt to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new proposition and expectation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training were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of 
engineering in China, the paper presents the higher education of engineering in China should be guided by the 
concepts of large engineering, advocating scientific thinking, morality and comprehensiveness and highlighting 
practical, compound and value demands in talent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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