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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简介及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一、成果简介 

治国安邦，人才为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要

培养大批卓越工程师,努力建设一支爱党报国、敬业奉献、具有突出技术创

新能力、善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师队伍。在“为谁培养人”等时代

命题背景下，水利、土木、制造等领域的卓越工程人才不仅需要具有解决

大型、系统、复杂“大工程”问题等“智”方面的知识和实践创新能力，

更强调具有家国情怀等“德”方面的素质。“产学研”（企业、高校、科

研机构）是卓越工程人才培养的重要力量，如何充分发挥“产学研”在人

才培养中的作用，培养“富家国情怀、覆盖范围广、专业口径宽、多学科

交叉、富创新实践”德才兼备型卓越工程人才，是当前亟需回答的问题。 

项目组依托 20 多项省/国家教改项目和质量工程，结合水利、制造、

能源等工程专业综合改革，在水利类专业开展全方位探索与实践，并推广

运用到机械、电气等专业，取得以下主要成果：①确立了“育人为本、基

础为根、能力为要、创新为魂”的人才培养理念，构建并实施了“产学研”

协同驱动、“通识-学科-专业-交叉-拓展”五大课程群、“学术研究-实践

应用-创新创业”三大平台、“通识-学科-专业-个性”四阶段德智融合的

宽口径卓越工程人才培养体系，以及“全过程、全环节、四结合”德智融

合评价体系。②实行“专业系+研究所”科教一体组织架构和名师团队, 建

成科教协同育人大平台，创建“平台开放-名师引领-项目驱动-科研哺学”

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科研助教哺学，提升研究创新能力。③建成产教协

同育人大基地，构建“队伍联建、人才联培、科产联合”和“方案共定、

质量共管、学生共培、产研共推、成果共享”的校企合作新模式，提升实

践创新能力。 

项目成果特色鲜明，辐射广泛，效果显著：涌现出“中国大学生自强

之星”“四川省优秀第一书记”等一批德才兼备学生楷模，逾 45%学生获国

家、部省等各级奖励和荣誉；获批省及国家双创项目 136 项，省及国家竞

赛奖 303项；获批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 6个，卓越工程师专业 2个；省及国



2 

家级课程 13门，省课程思政示范课 2门，出版教材 17部；建成科教协同育

人平台 13 个和国家工程实践教育中心等创新实践基地 28个。 

二、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1）“大工程”人才培养学科共性基础薄弱，学科交叉渗透不足，德

育要素与专业教育融合不够。 

（2）优势科研资源助教哺学薄弱，学生研究创新能力不足。 

（3）校企协同育人深度不够，学生实践创新能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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