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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特色专业建设点的建设是教育部、财政部实施

“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简称质量工

程）的重要内容。2007 年 12 月，我校“材料科学与工程”
专业入选了国家级“第二类特色专业建设点”。近几年，

我们坚持“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高素质”的建设理

念，推行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特色建设，在人才培养、
课程体系、实践教学以及师资队伍等方面有独特的经

验，充分体现了专业特色，有力地提高了办学水平和人

才培养质量。
一、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形成特色培养方案

新材料是 21 世纪几大支柱产业之一，材料学科在

不断发展与演化，新知识、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技术层出

不穷，同时材料涉及的领域很广泛，多学科交叉是其重

要特征。为了适应这种特点及其变化，我们以“宽口径、
厚基础、多样化和高质量”为指导思想，明确材料科学与

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掌握坚实的自然科学和

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理论、计算机基础和熟练掌握外语，

受到较强工程技术和研究技能的训练，并掌握较宽厚

的、系统的材料科学基础知识，具有较高综合素质和创

新能力的高层次材料科学与工程技术人才，学生毕业后

能够从事材料科学与工程领域中材料的性能改进、质量

控制、开发新材料、新工艺和新技术等工程科技工作和

技术经济管理工作。
为此，立足于厦门大学在理科领域的传统和优势，

我们探索人才培养的新模式，并形成了以下三个特色的

人才培养方案：（1）突出行业特色，对接国家和地方经济

需求。对接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发展需求，特别是“海峡

西岸经济区”建设的急切需求，重点培养航空航天材料、
先进金属材料、能源材料、光电信息材料、绿色和环保材

料等领域的创新型和复合型人才。（2）强化实践创新能

力培养：进一步深化实践教学改革，增加实践教学环节，

支持学生科研创新活动。（3）突出学生个性化培养：引导

和鼓励学生根据自身特长和社会需求选择课程、选择科

研课题，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个性化的专业培养模式。实

施国际化人才培养推动计划，开辟拔尖优秀人才培养的

新渠道。
二、优化课程体系，推进课程改革与建设

（一）优化课程设置，完善课程体系

人才培养的质量关键在于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我

们在深入研究和比较德、日、美等若干材料强国研究型

大学材料类专业本科教育的教学体系以及结合我校材

料专业特点的基础上，多次修订了教学体系，对本专业

课程设置进行优化，由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通修课、方
向性必修课和方向性选修课等组成模块式的课程设置，

形成科学的、特色的课程体系。学科通修课程是由最为

重要、最为基础、最为核心的 20 门课程组成，新生入学

后将不分方向，先修学科通修课程。从大二开始，根据个

人的兴趣和爱好，结合本科生导师的建议，选择专业方

向，系统学习材料二级学科的基础知识，三学年将开设

若干门选修课，鼓励学生选修主修课程外的跨二级学科

课程、个性课程和服务地方经济的相关课程，到了大四

最后一学年将进行生产实习、综合实验和毕业设计等实

践环节，全面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为学生走上工作岗

位或升学深造打下基础。
（二）重视课程建设，倾力打造材料特色的精品课程

学科通修课程纳入学校平台课程建设，要求由本专

业最优秀的教师上课，并有计划、分批次地进行规划并

建设成校级以上精品课程，同时建设精品视频公开课，

材料科学与工程特色专业的建设与思考

沈晓红 肖祖法 任 磊 刘兴军 彭栋梁

（厦门大学 材料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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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精品课程的开发与共享。目前本专业有国家精品课

程材料化学导论、福建省精品课程材料科学基础以及两

门校级精品课程无机材料物理性能和材料力学，同时还

有 5 门校级平台课程建设计划，两门超星学术视频公开

课。这些精品课程的课件、习题等学习资料将进一步开

发出网络学习资源，实现课程开放与共享。
（三）加强教材建设，推进教学改革研究

教材是知识的载体，通过精品教材建设，体现教学

内容改革和教学研究成果，提高教学质量。现已拥有 8
部自主编写的教材，其中《高分子科学简明教程》、《无机

材料化学》、《材料物理导论（第二版）》等 3 部被列为国

家“十一五”规划重点教材，受到广大师生的好评，并成

为国内多所高校的专业基础教材。鼓励教师进行课程建

设和教学方法的改革与研究，教师已承担多项教改项

目，并发表教学论文 20 多篇，涵盖课程教学、实验教学、
教学体系等内容。

三、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学生实践创新能力

（一）构建“全程化、多元化、多层次”的实践教学体系

我们秉承“以学生为本，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实践

教学理念，，对本专业的实验教学进行改革，将实验课与

理论课分离，独立开设实验课程，增设设计性、综合性实

验、科研创新性实验，实验实践实训课程比例达到 28%，

构建了“全程化、多元化、多层次”的实践教学体系。“全

程化”是指从大一开始，实践教学贯穿始终，四个学年不

间断；“多元化”是指实践教学内容以材料学科为主，且

涵盖化学、物理、机械、电子等多学科，形式为课堂实验、
实训训练、科研创新活动和校外实习实践相结合；“多层

次”即为基本型、专业型、综合型、创新型和应用型五个

技能层次的培养。
（二）完善实验教学平台，建设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

我们重视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的建设，近两年先后投入五百多万，极大地改善了中心

的实验环境和仪器设备条件，使中心成为培养材料科学

与工程专业创新型和复合型人才的重要平台，目前该中

心已经拥有包括材料合成、加工、热处理、形貌观察、性
能测试等 14 个实验室，实验室使用面积 1200 多平方

米，仪器设备总值达到一千多万元，24 小时 365 天全面

开放，与此同时，还将网络技术和现代材料实验教学结

合起来，实现了实验数据的网络化管理和智能化实验室

管理。
（三）以“天生我材创新基金”为抓手，强化学生创新

能力培养

为配合特色专业的实践教学和创新人才的培养，学

院拨出专用经费，启动了“天生我材创新基金”，结合“厦

门大学基础创新科研基金”、“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

划”和“挑战杯”竞赛等，促进学生自主创新兴趣和能力

的培养，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四）加强校企合作，在骨干企业建设一批稳定的教

学实习基地

校企合作是拓展实践教学空间、提高学生应用能力

的有效途径。通过校企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有效地解

决了高校工科教育中理论与实践脱节、实验设备水平滞

后于产业技术发展、封闭培养环境与人才成长过程不适

应等问题。目前与中航工业集团、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

司、厦门虹鹭钨钼工业有限公司、南平铝业、厦门翔鹭化

工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建立了教学实习基地。同时，合

作的企业在学院设立了专门奖学金，主要有：“鑫展旺奖

学金”、“大平—容华乃梅奖学金”、“海堡奖学金”、
“OTI—利明奖学金”、“KPP 鞋底科技奖学金”、“大洋气

雾剂奖学金”、“三达奖学金”等，促进创新型、应用型人

才的培养。
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建立优秀教学团队

（一）“点面结合”，建设一支年富力强的师资队伍

“点”上抓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队伍建设：利用国

家“千人计划”、“闽江学者奖励计划”和学校高层次人才

工程的有利条件，引进教学和科研等方面都很突出的高

层次学科带头人；在此基础上，通过加强团队建设，造就

一批高水平的教学科研骨干，并力争进入国家高层次人

才培养计划。“面”上抓各类人员素质的普遍提高，尤其

是青年教师的培养。建立和健全青年教师的培训机制和

激励机制，鼓励、支持青年教师出国研修提升学历水平

和国际视野；开展青年教师教学技能比赛，并实施青年

教师导师制，通过传、帮、带，全面提升青年教师的教学

科研水平。
（二）建立稳定的、年龄、结构合理、具有先进教育理

念和献身教育事业精神的教学团队

采用课程组形式建制，由学科负责人担任基础课程

组组长，精选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教师组成教学团队，

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吸引年轻博士和博士后充实到教学

团队，实现了师资队伍的年轻化、高学位化。其中材料科

学基础系列课程教学团队获得福建省教学团队荣誉称号。
（三）通过“校企合作”，吸引一批骨干企业的技术高

管作为兼职教师

利用与企业合作的良好关系，已聘请中航工业集

团、厦门钨业、南平铝业、三钢集团、福耀集团、新加坡三

达集团、烟台德邦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及其他骨干企业的

9 位技术高管作为兼职教授，并为本科生开设短课程或

系列技术前沿讲座。
五、积极开辟“第二校园”，推动国际化人才培养

（一）加强国际间人才培养的合作与交流

推进与境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学生的互派、交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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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矿床在地壳中的形成条件、成因和时空分布规律的科

学。矿床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对我国高素质地质人才的

培养和国家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比

较法教学是最常用的教学方法之一，也是最有效的教学

方法之一。矿床学课程教学中利用比较法教学的因素和

内容非常广泛和丰富，包括有空间、时间、地质体、矿床

类型、相同与不同矿种等。实践证明，在矿床学实际教学

中，通过比较教学法的应用，使不容易理解的问题变得

容易理解，把学生容易混淆的知识点变得清晰，把学生

难于记忆的知识变得容易记忆。此外，通过类比教学法

的应用，使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提高了发现问题、处
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了学生思维的发展，增

强了学习兴趣。虽然比较教学法在矿床学教学过程中可

以取得良好的效果，但在使用时还应注意：不要全包全

揽，要启发学生，让学生去思考，去分析，去辨别比较对

象的属性同异，并从中归纳出规律性的认识。无论如何，

笔者认为在矿床学的教学过程中可以适当运用比较教

学法，并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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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支持本科生参加国际间的学术活动，提高学生的国际

交流水平和国际视野。目前与美国匹茨堡大学、英国伦

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日本东北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

等境外知名高校建立了联合培养学生和学生互派的协

议。每年通过国际（地区）项目合作、联合培养、短期交流

等境外学习项目，选拔 10~20 个拔尖学生到境外一流大

学进行短期学习交流，以此提高学生跨文化学术交流能

力。
（二）建立海峡两岸高校材料学科合作机制

利用与台湾地区高校的地缘关系，积极推进与台湾

高校的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并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

机制。与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台湾元智大学、台湾

中兴大学等多所高校签署合作协议，开展互派交流生，

实行学分互认，课程互选，进行联合培养；与台湾地区高

校合办新材料周，双方教师互相到对方开展材料类系列

讲学、开设材料前沿的短课程及高层次的学术研讨。
结束语

经过多年的改革与建设，厦门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专业形成了鲜明的专业特色，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

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成就。“材料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

被列福建省高等教育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材料科学

与工程专业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2012 年获批“十二五”国
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显

著提高，有 4 个本科生项目获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计划”立项，在历届国家和省级“挑战杯”大学生创

业计划竞赛中多次获得金、银、铜奖，在台湾东元科技创

意竞赛（国际性竞赛）中连续两次获得最高奖项———杰

出奖。在厦门大学“景润杯”数学竞赛、物理知识竞赛、机
械创新设计大赛等学业竞赛中屡创佳绩。人才培养效果

好,毕业生认可度高。毕业生的一次性就业率达 95%以

上，位居学校各学院前列。
专业特色的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工程。在今后的专业

建设中，我们将积极以产业需求指导教学，以学科发展

带动教学，以行业实践促进教学，同时进一步依托国家

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搭建创新人才培养的平台，培养

具有优势竞争力的应用型、复合型和创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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