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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湖南省普通本科高校教育教学改革

典型分享项目成果简介

项目名称：“新工科”建设下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以

南华大学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为例

单位名称：南华大学

项目主持人：罗勇

团队成员：贺桂成、蒲成志、李春光、杨雨山

一、项目研究背景

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推进，国家“一带一路”“中国

制造 2025”“十四五”规划等战略对创新型工程科技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新

工科”建设成为了高等工程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城市地下空间作为缓解城市资

源匮乏、提升综合承载能力的重要领域，其开发利用规模和技术要求持续扩大，

亟需兼具规划、设计、施工、管理及跨界融合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然而，近年来

各高校加强了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新工科”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较好

的成效，但当前仍然面临下列问题：

（1）传统教学模式与创新能力培养脱节。当前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仍普

遍沿用以理论灌输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课堂教学手段单一，缺乏对工程实践与

创新能力的系统性引导，师生互动不足，学生被动接受知识，难以激发主动思考

能力。

（2）产教融合深度不足，实践资源匮乏。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尚未形成常态

化运作体系，多数高校实习基地建设流于形式，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积极性不足，



“双导师制”落实不到位，学生实践多停留在参观层面，缺乏真实工程环境中的

技术攻关经验。

（3）科教协同机制缺失，科研反哺教学不足。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人才联合

培养尚未形成有效通道，科研优势未能转化为育人优势，如科研前沿成果未及时

融入课程体系，学生参与国家级课题比例低，缺乏贯穿全周期的科研能力培养。

（4）质量评价体系单一，动态反馈机制缺位。现有评价体系过度依赖课程

考试成绩，缺乏对工程实践、创新能力、跨界团队协作能力等核心素质的量化评

估。

二、研究目标、任务和主要思路

2.1 研究目标

项目围绕“新工科”建设需求，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导向，构建适应城市地下

空间工程领域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具体目标包括：

（1）建立“教学-实践-科研”三位一体的培养机制，提升学生工程创新、

跨界融合及全球竞争力；

（2）优化课程体系与实践平台，强化信息化、智能化技术与专业课程的深

度融合；

（3）形成校企协同育人长效机制，完善质量保障与动态评价体系，为高校

提供可推广的范式。

2.2 研究任务

（1）调研分析国内外高校及企业需求，明确人才培养的差距与优化方向；

（2）设计多元化教学模式、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及质量保障制度；

（3）建立校企、校所协同育人机制，完善质量保障与评价体系；

（4）在南华大学试点应用和优化方案，形成可推广的人才培养方案及质量

评价机制。

2.3 研究主要思路

以“新工科”内涵为指引，以“需求导向、跨界融合、动态评价”为核心理

念，通过文献研究、问卷调查、案例分析与校企合作，整合“教学-实践-科研”

资源，形成闭环式培养体系，具体如下：

（1）通过企业调研与毕业生追踪，精准定位行业对知识、能力、素质的新

要求；



（2）整合教学资源，形成“理论+实践+科研”的课程体系，强化工程案例教

学与科研项目驱动；

（3）联合企业、科研院所搭建实践基地，实行“双导师制”，推动产教深度

融合；

（4）基于多维度评价数据（课堂教学、实践反馈、用人单位评价），构建动

态管理平台，持续改进培养模式。

三、主要工作举措

（1）课程体系改革：引入人工智能、BIM 等新兴技术课程，增设跨学科选

修模块（如地下空间与智慧城市、地下工程智能建造）与创新实践课程。实施“理

论+工程案例+科创项目”的课程考核模式，强化创新能力培养。

（2）实践平台建设：与中铁、中建等企业共建 1-2个校企协同育人平台，

打造“校内模拟实训+校外实战”的立体化实践体系。联合科研院所开展“科学

问题导向”的课题研究，提升学生科研素养。

（3）质量保障机制：成立由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组成的人才培养指导委

员会，制定《协同育人质量保障制度》。实施“双导师制”，企业导师参与课程设

计、实习指导与毕业答辩。

（4）动态评价体系：构建毕业生质量追踪数据库，整合教学、实践、科研

及用人单位评价数据，形成人才培养闭环反馈机制。

四、取得的工作成效

（1）与各个企业推行不同的定制班，2020级、2021级受益学生约 220人，

学生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显著增强，跨界融合能力获企业认可；毕业生就业率提

高，用人单位满意度提升。

（2）优化 2020、2021级教学培养方案，建成校企协同育人平台 2个，新增

实习基地 4家，支撑学生长期参加顶岗实习。

（3）发表教研教改论文 4篇，完成研究报告 1份；

（4）产生了一定示范效应，培养方案被 2所开设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高

校借鉴。



五、特色和创新点

本项目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引领，以“新工科”建设为导向，通过系统性改革

破解了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人才培养中的痛点，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

地下空间工程专业“新工科”人才培养模式，主要有以下创新：

（1）理论创新：以“新工科”内涵为指导，创新性的与各个企业推行不同

的定制班，如与中铁十一局的“杨连弟登高班”、中铁广州局的“新芽班”等；

（2）实践创新：在本科生全面推行顶岗实习制度，创新了“工地即课堂”

的实践教学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