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纺织工程专业工程教育认证和新工科协同建设的思考

刘呈坤,孙润军,谢光银,支 超,罗 璐
(西安工程大学 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陕西 西安710048)

摘 要:本校纺织工程专业作为传统的老牌特色专业,如何在纺织新经济大背景下实现工程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并

使之能在纺织领域的各类新产业中具有用武之地值得深思。论述了纺织工程专业工程教育认证和新工科建设之间的关

系,阐释了两者在新型工程人才培养方面的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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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是工程类专业实现国际互认的

重要基础。我国于2005年开始进行工程教育专业认

证试点,经过10年的发展于2016年6月2日正式成

为国际本科工程学位互认协议《华盛顿协议》的第18
个正式会员;2016年1月我国开始成立纺织类工程教

育专业认证委员会,挂靠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2016
年9月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正式将纺织工程专

业列入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目录,并于同年12月完成试

点专业即东华大学纺织工程专业的专家进校考查工

作,2017年又陆续完成了武汉纺织大学、天津工业大

学和江南大学的纺织工程专业工程教育认证的现场考

查。2017年12月青岛大学、西安工程大学和浙江理工

大学的纺织工程专业获2018年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

证申请受理。
为推动工程教育改革创新,教育部积极推进新工

科建设,分别在2017年2月、4月和6月形成了“复旦

共识”、“天大行动”和“北京指南”。新工科建设是主动

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战略行动,是以新

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为特征的新经济要求,
国家一系列重大战略实施的要求,产业转型升级和新

旧动能转换的要求,以及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国家硬实

力的要求。新工科建设呈现“五新”特征即新结构、新
质量、新理念、新体系和新模式,其内涵建设既包括传

统工科的升级改造和学科交叉,又包括新兴工科的主

动布局和创新发展。而纺织工业作为我国传统支柱产

业和重要的民生产业,新时代又被赋予了“创造国际化

新优势、科技和时尚融合、衣着消费与产业用并举”的
新特征,是中国纺织工业转型升级走向高端的必然要

求和必经过程。纺织工程专业作为传统的工科专业必

须创新教育组织形式,有效植入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理

念,才可培养出具有创新创业意识、数字化思维和跨界

整合能力,符合未来纺织工业战略领域所必须的工程

科技人才[1-2]。

1 纺织工程专业工程教育认证是实施新工科

建设的基础保障

  学科专业内涵和人才培养质量是工程教育改革的

核心问题。纺织工程专业作为传统的工科专业必须做

好存量调整,实现升级改造;结合纺织行业发展的新需

求、纺织学科交叉的新趋势和纺织科学研究的新成果,
加强专业内涵和凝练建设重点,设置新的学科交叉专

业方向,构建符合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理念的课程体系,
才能培养出引领未来技术和产业发展的新工科人才。

纺织类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委员会密切关注纺织工

程教育与纺织工业界的联系,以提高工程教育人才培

养的适应性。当前纺织工业的发展前沿领域包括高性

能化纤新材料和产业用纺织品、纺织装备和纺织产品

的智能化,以及纺织行业环保与可持续发展等。这就

要求纺织工程专业必须调整或增设相应的专业方向,
并寻求在整个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体系中,加入有针

对性的方向课程和综合性实验实践环节,从而在教学

过程中培养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对该能力

在工程教育认证通用标准中对学生毕业要求的12条

的第1-7和10条中均有阐述,应该说是毕业要求中

最核心的要求;且强调学生要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复

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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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模式下的纺织工程专业课程

设置,主要是由人文通识课、数学与自然科学类课、工
程基础类课、专业课及工程实验实践类课等组成,同时

再辅以第二课堂涉及的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创新创

业类学科竞赛和毕业设计等环节,利用综合性课题形

式,全方位检验学生应用知识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

力。但是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培养并不仅仅限于

这些工程实践课题环节,而应该贯穿于整个大学本科

四年,循序渐进,动态形成。教师要在所有课程教学、
课程设计、综合实验、生产实习、工程和科技训练及毕

业设计等教学环节中,强化“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教

学理念,主动将复杂性工程问题融入到教学内容中,加
强教学设计、组织实施和最终的达成评价。同时要结

合最新的纺织学科前沿和纺织产业技术的最新发展动

态,积极探索各类综合性课程、多视角解决问题课程和

学科交叉研讨类课程,把内容陈旧、轻松易过的传统课

程升级成有深度、有难度、有挑战性的新兴课程,从而

为新工科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2 纺织工程新工科建设是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基础上的延伸和提升

  新工科建设是基于国家战略发展新需求、国际竞争

新形势和立德树人新要求,以及我国工程教育与新产业

和新经济发展严重脱节背景下提出的国内工程教育改

革新方向。其内涵是以立德树人为引领,以应对变化、
塑造未来为建设理念,以继承创新、交叉融合、协调共享

为主要途径,培养未来多元化和创新型卓越工程人才。
新工科作为一种新型工程教育模式,育人的本质没有

变,只是在满足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模式要求的基础上,
实现新工科建设更“新”和更“高”的培养要求。

新工科建设对纺织工程这个传统专业来说,强调

更多的应是结合国家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和中国

纺织工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等重大战略,以及互联网

+、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业

态,打造纺织工程专业的升级版,改革现有培养方案,
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和体制机制;在坚持并全面落

实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强调的“以学生为中心”理念的基

础上,根据学生志趣调整教育教学的方式方法,着力加

强网络信息技术与教学方法深度融合,建设一批纺织

相关课程应用与网络教学服务相融通的优质在线开放

课程,线上和线下同步推进“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

式方法变革。

2017年6月教育部下发《关于推荐新工科研究与

实践项目的通知》,并于2018年3月正式公布首批新

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其中和纺织直接相关的项目包

括智能制造类项目1项,即面向纺织产业“新三板”架
构需求,纺织智能制造和时尚创新设计工程的高层次

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环境、纺织、轻
工类项目6项,即主动适应新经济发展要求的纺织类

专业的升级改造与实践、面向新经济的纺织工程专业

改造升级路径探索与实践、面向新经济“现代纺织工程

+”领军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面向纺织新经济的地

方高校纺织类专业改造升级路径探索与实践、面向新

经济的纺织类工科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纺织工程专业“新工科”人才培养质量标准研制。从中

不难看出,纺织新产业和新经济是所有这些项目的关

键之一,这也正是新工科建设提上议程的重要原因所

在。纺织类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的立项,既是教学

改革研究课题,要搞清楚纺织工程新工科的外延与内

涵,也是教学研究实践项目,要将改革方案付诸纺织类

人才培养的实践行动。纺织工程专业要发挥基层首创

精神,充分利用新工科这块教学改革试验田,探索纺织

工程专业教师与纺织行业专家双向交流机制,紧跟纺

织产业变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强化“以学生为中心、
创新成果为导向、培养质量持续改进”的工程教育专业

认证理念;站在国际高等教育前沿考量我们的人才培

养质量,建立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并与国际实质等效

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体系,从根本上实现我国纺织类

工程教育由大到强转变,并最终实现纺织工程新工科

的建设目标。

3 纺织工程专业工程教育认证和新工科建设

的协同作用

  纺织工程专业开展工程教育认证和新工科建设工

作,并没有孰先孰后之分,而是要深刻领会两者的核心

理念,协同联动,同步进行,这样才能相得益彰,相互促

进。如图1所示,如果将纺织工程专业主体比喻成一

棵树,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就如同这课树的根基,一旦缺

了根基或根基不稳,树必会枯萎而丧失生命力;相反,
根基深固,树必将枝繁叶茂,不可动摇(强调全体学生

的成果产出)。新工科就如同嫁接到这棵树上的一棵

新枝,通过技术培育,结出的果实必有质变且硕果累累

(强调量变到质变的新工科人才)。纺织工程专业主体

上分出的枝杈就如同在传统纺织基础上延伸出来的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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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新技术和教育新趋势,如纺织数字化、纺织智能化、
纺织功能化、纺织清洁化和纺织国际化等。只有在纺

织工程专业工程教育认证基础上推动实施新工科建

设,才能将以学生为中心的本位教育和适应纺织新发

展的升华教育有机结合,使其发生“1+1>2”的化学反

应,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实现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模式

下的创新复合型新工科人才培养目标。
培养满足工程教育认证毕业
要求的“新工科”人才（果实）

“新工科”建设
（嫁接）

纺
织
工
程（
主
体
）

纺织功能化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根基）

纺
织
清
洁
化 纺

织
国
际
化

纺织智能化

纺织数字化

图1 纺织工程专业“工程教育树”

4 结语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理念已在全世界高等教育领

域达成共识,这是新时代工程教育的必然趋势。纺织

新经济已呈现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
特征,这就使得纺织工程专业开展新工科建设势在必

行。我们只有将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核心理念融入到

纺织工程新工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过程中,构建起学科

交叉和产教融合的教育教学体系,从而进一步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和专业建设水平,才能最终将我国传统纺

织工程专业建成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新工科专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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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extileengineeringasatraditionalcharacteristicspecialty,itwasworthconsideringtheissuethathowtoimprovethe
qualityofengineeringtalentsinthecontextofnewtextileeconomyandmakethemdowellinallkindsofnewindustriesinthetextile
field.Therelationshipbetweenengineeringeducationcertificationandnewengineeringdisciplinesconstructionfortextileengineering
specialtywasdiscussed.Thesynergisticeffectofengineeringeducationcertificationandnewengineeringdisciplinesconstructioninthe
trainingofnewengineeringtalentswasalsoexpl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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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JiangsuCollegeofEngineeringandTechnologyasanExample
LU Wei-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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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Inordertocompletetheenrollmenttaskandimprovethequalityofstudents,aquestionnairesurveywasconductedon
thefreshmanofgrade2017ofJiangsuCollegeofEngineeringandTechnology.Themainfactorsforcandidatestofillinourschool,

thefirstchannelsforcandidatestoobtainenrollmentinformation,candidates'choiceandunderstandingdegreeformajors,andthe
waystocommunicatewiththeschoolswereunderstood.Themaininfluencefactorthatinfluencingvolunteerfillingcouldbeconclu-
ded.Thefollowingimprovementmeasureswereputforward:strengtheningtheconnotationconstructionofschoolsandenhancingthe
strengthofrunningschools,optimizingprofessionalsettingsandstrengtheningtheconstructionofbrandandbackbonesprofessions,
optimizingtheenrollmentchannelsandenrichingtheenrollmentpropagandacar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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