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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 2008 年以来，虽然我国冶金行业有了长足进步，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这就对

冶金工程专业传统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新要求。针对我国代表性高校冶金工程专业的培养目标、

课程设置、毕业生就业等方面进行调查，旨在发现关键问题并提出相关改进措施，对冶金工程专

业更好地培养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具有积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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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发展建设离不开冶金工业的支撑。随着

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攻

坚期，如今冶金行业面临经济下行、产量过剩等生

死考验，亟需对原有生产工艺和装备配置进行优化，

这就必须加大对优秀专业人才的引进。然而长期以

来，冶金人才培养面临着知识面更新程度不够、教

学内容不能与时俱进、研发能力不强等问题，不足

以跟上我国冶金工业变革的步伐。“十三五”期间，

高等学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目的是培养一大批复

合型创新型人才，同时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储备人才，这也是全面素质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举

措[1,2]。因此，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当今冶金人才培养

的现状和特点，找出问题，对症下药，改革培养模

式和方法，提高复合型技术人才的培养质量和力度，

以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人才服务到基础行业。 

一、冶金人才培养方案调查 

笔者选取 6 所具有冶金工程专业学士学位授予

权的高等院校为研究对象，其中 3 所 211 重点院校、

3 所普通院校。经过相关调查发现，无论是重点院校

还是普通院校，均以培养工程技术型或科学技术型

“高级专门人才”为目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以

高级专门人才培养为主的模式，在上世纪 80、90 年

代是比较准确的，当时国家各行各业缺乏高级人才，

本科教育为了满足现实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

要，不得不承担本应由研究生教育层次人才培养目

标的重任。 
随着社会的发展，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由早期的

精英教育逐渐向大众教育发展，这种定位亟待改变。

目前工业领域正在形成一种对跨专业、跨领域“复

合型人才”的需要，而且本科生今后寻找的将是多

元化、开放性的工作。如果专业培养方案或体系不

能摆脱以前的老制度，那么必然造成课程设置上的

不合理，比如专业课与基础课的比例过高，过分强

调具体应用技能的掌握而忽视综合素质的提高。从

实质上来讲，本科生培养更倾向于要求具有过硬基

础知识和综合运用能力的工程科技人才。 

二、冶金专业课程设置研究 

经过对 6 所本科院校冶金工程专业的培养计划

进行调查，分别统计各学校培养计划中的理论总学

时、总学分和各类课程比例，具体如表 1 和表 2 所

示。另结合笔者与兄弟院校交流掌握的实际情况，

从课程开设总量、公共基础课、专业课设置以及实

践课程设置等方面进行全面剖析。 

表 1冶金专业理论课程学时比例统计结果 

大学
类型

总 
学 
时 

占理论课比例 
公共 
基础课

专业 
基础课 专业课 专业 

选修课

普通 A 2492 49% 29.5% 13.6% 7.8% 
普通 B 2938 60.2% 16.3% 7.9% 15.5% 
普通 C 2562 62.8% 8.4% 19.0% 9.7% 
211D 2944 64.4% 24.7% 7.6% 3.3% 
211E — — — — — 
211F 2464 65.1% 22.2% 8.5% 4.2% 

表 2冶金专业各类课程和实践环节学分比例统计结果 

大学
类型

总学分
占总学分比例 

公共
基础课

专业 
基础课 专业课 选修课

实践教
学环节

普通 A 196.5 38% 23% 11% 10% 18% 
普通 B 210 37.6% 14.8% 14.3% 14.3% 19% 
普通 C 239.5 44.7% 5.7% 28.3% 2.5% 18.8%
211D 206 56.5% 19.7% 6.8% 2.9% 14.1%
211E 272 39.7% 29% 11% 8.8% 11.4%
211F 225 54.7% 18.7% 7.1% 3.6% 16% 

首先，对不同高等院校课程设置进行横向比较，

发现学时和学分总量有不小的差别[3-6]。6 所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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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中，理论课总学时，平均为 2680 学时。总学分

为 196.5~272，平均 225 学分。其次，二本大学和 211
大学冶金专业课程设置又有其自身特点，具体表现

为：（1）211 大学的公共基础课的课程和学时均多于

二本高校，特别是大学英语、高等数学课程和课时

较多，这也说明国内重点院校开始探索“XX 专业+
英语”人才的培养模式[7]。（2）绝大部分高校专业课

时量比较大，而且二本大学专业基础课和拓展课的

课程和课时数多于 211 高校。（3）选修课开设内容基

本上以专业知识的素质拓展为主，在人文素质培养

方面尚欠火候。（4）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

策下，一些院校还开设了创新教育学分，非常具有

积极意义。（5）相比之下，重点院校过分注重理论

知识体系的完整性，普通院校更重视实践教学环节。 
其次，公共基础课设置方面具有以下特点：（1）

据统计，公共基础课的学时和学分分别占到 60%和 
45%以上，绝对量和比重都很大。（2）语言技能类课

程所占比重较大。（3）6 所学校的人文社科课程学分

占理论课学分的比例接近 30%，显示了高等教育对

人文知识的重视。所以，同人文实践密切相关的非

专业实践环节的学分应占适当比例。从部分学校的

培养计划可看出，虽然提高了人文素质、社会科学

课程学分，但没有同时提高非专业社会实践环节的

学分，甚至有少量院校设置了非专业社会实践环节

而不设学分，这说明学校没有从根本上给予重视，

只是形式主义。 
另外，专业基础课设置方面的特点如下：（1）

各高校之间专业基础课的差异较大，平均占到约

20%。基本上包含传输原理、冶金原理、金属学与热

处理等传统课程[8]。（2）面向 21 世纪大工程人才培

养的要求，部分重点高校课程设置中出现了资源综

合利用、自动化和仿真控制、软件工程等跨学科的

内容，说明我国冶金工程的人才培养开始由单一的

专门技术人才向跨学科复合型人才的转变迈出了重

要一步。 

三、冶金毕业生就业状况研究 

对于毕业生就业状况来说，笔者发现大多数高

校的专业就业去向统计口径是按单位性质划分的，

无法反映毕业生就业后的实际岗位属性，这就是学

校片面追求就业率的最直接结果。统计结果即反映

了学校在适应人才需求市场方面的盲目性，也将阻

碍学校根据市场需求正确开展教学实践改革。因此，

依据本研究分析，应该把毕业生去向分成 4 大类，

按就业岗位分别是考取研究生、行业内、行业外和

其他就业渠道。 
我们统计了 3 所 211 或 985 重点大学、2 所普通

二本大学的就业数据，5 所大学冶金工程专业本科毕

业就业去向基本构成：（1）直接考取研究生的占

29.1%；（2）行业内，企事业单位就业的比例最大，

占 55.3%；（3）行业外比例最少，即跨行业就业的占

6.2%；（4）出国、考公务员、二次考研等其他情况

占 9.4%。 
分析发现：在毕业生国内读研或出国深造方面，

211 重点大学的数据高于省属高等院校，行业内就业

比例方面，重点大学的均低于普通省属院校，以上

两点可以说明重点大学人才培养方式以研究型为

主，而普通大学更倾向于培养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

另外从侧面反映出冶金专业的就业面较窄，针对性

较强。因此，对传统冶金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改革迫

在眉睫。 
根据就业比例可以发现，E 大学和 F 大学在行业

外就业人数比较多，占到总毕业生人数的 1/10，A
大学的行业外就业人数最低，总而言之，脱离冶金

行业就业比例仍然相对较低，波动较大。这部分人

数比例较“十一五”期间不断增加，不少毕业生选

择了直接创业，而且这是国家和教育部提倡的创新

教育密不可分的。而在其他类型就业方面来看，D
和 E 的比例是最高的，A、B 和 F 的差别不大。数据

分析结果表征，重点大学的其他就业去向高于一般

大学。 
从 211 重点大学和省属院校的毕业生去向看，可

以得到三点结论：（1）重点大学和省属院校的毕业

生去向不尽相同。前者 31~41%的毕业生选择了继续

深造，后者大致为 16~27%。（2）重点大学的毕业生

行业内企业去向比例相对低于省属大学。（3）省属

大学毕业生在创业或者其他就业渠道方面要弱于重

点大学。 

四、传统冶金工程人才培养向复合型创新型模

式改革的建议 

（一）注重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 

建议对本科教育培养目标由“高级专门人才”

变更为“创新型复合型人才”。为了培养学生的创

新能力和学习能力，形成“集体构思—自主设计—

目标实现—实践运作”的 CDIO 工程教育模式，并鼓

励他们积极参加大学生科技大赛和全国 3D 大赛等

创新创业型比赛，不仅能够使学生得到锻炼，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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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高本专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二）引进校企联合培养模式，搭建产学研用平台 

让学生掌握自我学习的方法，提高学生的自学

能力和知识运用能力。一方面，根据市场需求及时

调整培养目标和教学大纲，有机协调精准招生、针

对性教学、毕业生对口分配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

强化实习基地建设，与各大冶金企业建立良好的教

学科研合作关系，及时了解市场对人才的真正需求

和不同历史条件下对知识结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

养的要求。 
在认真分析本专业发展趋势和人才服务区域定

位的基础上，及时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修订学校的

人才培养目标并拓宽就业渠道。 

（三）更新知识面，改革课程内容和夯实专业基础 

在制定复合型人才培养计划时，采取公共基础

课和专业基础课并重的教学模式，明确跨学科课程

之间的比例；既要增加基础课学时，又要增加自主

性实验、开放性课程设计等实践课的学时；要优先

使用具有前瞻性、趣味性、实用性的新教材，不仅

能提高学生学习兴趣，还能培养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四）实行梯度教育，建立不同层次学校的分工与

协调机制 

强化培养模式改革，普通高等院校以侧重培养

“应用+创新”的复合型人才为目的，培养方向应该

注重宽口径、普适性；211 重点院校以侧重培养“研

究+创新”复合型人才为目的，更接近于研究生培养

模式，应提高学位课学分，以及开设案例教学及开

放性互动性课程，创办有利于复合型人才培养的“五

位一体”教学评估和办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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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practice of traditional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nvestigation and 
consideration on the personnel training mode of compound talents of 

metallurgic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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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2008, although China's metallurgical industry has made considerable progress, but also faced an 
unprecedented crisis, this is a new requirement for the traditional personnel training mode of metallurgical 
engineering. In this paper, we investigate the training objectives, curriculum setting and undergraduates’ 
employment in representative universities of China. The aim is to find out the key problems and put forward 
relevant improving measures, which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and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s in the metallurgic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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