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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本科高校新办交叉学科专业建设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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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机械电子工程本科专业建设为研究对象，在总结专业建设经验上的基础上，分析应用型

本科高校新办交叉学科专业建设面临的问题，提出了在学科方向上的特色营造、学科基础条件

的强化、专业队伍建设的多元汇聚、办学理念与办学模式的创新、人才信息反馈网络的构建以及

如何引导科研开发等基本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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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型的学科专业是随着科学与技术的发

展、专业内容的交叉融合逐步深入而发展起来的

新型的专业⋯，比如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就是融

合了机械、电气、电子、计算机等技术的学科专业，

研究型大学由于有较深厚的学科研究基础，因而

新上交叉学科专业具有师资、设备、科研等方面的

优势，而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来说则会面临许多

困难心．3】。面对各种困难，如何发展交叉型的学

科专业是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我校在机械电子

工程专业建设过程中，根据专业建设的一般规律。

在分析专业面临的困难与机遇的基础上，结合学

科的办学定位与自身的条件，解决了在专业建设

中的诸多问题，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一、应用型本科高校新办交叉学科专

业的必要性

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发展与地方经济建设是密

切相关的。改革开放以来，地方经济建设取得了

重大成就。传统的产业技术不断革新，产品的技

术含量不断提高，新兴的产业不断涌现。许多产

品的技术需要多个学科的支撑，需要复合型的技

术人才应用多个学科的知识进行产品的技术开

发，即社会经济与技术的发展对人才产生了较大

需求。特别是地方经济发展中有些特殊行业更有

其特殊的人才需求。例如，盐城市的建材机械行

业、纺织机械行业，对复合型人才的知识结构就提

出了特殊的要求；同时，由于应用型本科院校所处

的地理位置通常是在一些中小型城市乃至经济欠

发达地区，人才的引进存在较大困难。因此，立足

为地方经济服务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培养满足社会

需要的交叉型学科专业人才显得尤为重要。

二、应用型本科高校新办交叉学科专

业面临的主要困难

由于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多由原来的专科甚至

中专校合并组建，很多方面先天不足，但却承担着

大众化高等教育主力军的重要使命。要扩大招生

规模，就必须有各类专业支撑【4 J，而对于新办交

叉学科专业则又面临更多的困难。

1．专业定位困难。专业定位一旦出现偏差，

将导致专业发展缓慢、绕弯路，缺乏专业特色和竞

争力。对于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其特色是机电结

合，但机类的知识与电类的知识要求掌握到什么

程度难以把握。把握不好容易与纯机类、电类的

专业培养目标雷同。

2．资源短缺、学科基础薄弱。新专业开办初

期，缺少各方面的经验。教学方面缺少该专业方

面的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实验室建设等方面的经

验；特别是应用型本科院校原有的学科基础就比

较簿弱，不像研究型大学可以在原有的较强学科

的基础上逐步衍生并发展壮大，在很大程度上是

白手起家。在科研方面也缺少与行业内企事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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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联系。这一切将使新办专业举步维艰，影响

其发展壮大。

3．毕业生在人才市场上的定位困难。虽然目

前不少企事业单位都强调需要机电结合的人才，

但由于机电领域广泛，毕业生将来从事什么样的

工作，必须具备哪些专业技能才能满足社会需要，

必须深入研究。只有对毕业生在人才市场上的定

位准确，才能制定出合理的培养计划，促进专业深

入发展。

4：人员、经费投入不足。新办交叉学科专业，

需要复合型的人才师资队伍，应用型本科院校原

本资源不足，亟待建设的专业较多，经费比较紧

张，这将导致优秀师资无法引进，试验设施投入不

足，科研启动经费匮乏。这都将严重制约着教学

水平和学术、科研水平的提高。

三、交叉学科专业面临的发展机遇

迅猛发展的中国经济对各种人才的强劲需

求，高等教育在中国的大众化的不断深入，都为新

办交叉学科专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1．科技、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对交叉学科的强

劲需求。由于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专业融合的

程度越来越深，使得交叉型学科专业技术人才和

管理人才的社会需要不断增加。由于交叉型学科

专业以前一般只有研究生，没有本科生，拥有交叉

型学科专业的本科院校相当少，现有人才培养数

量满足不了社会需求，这无疑为新办的交叉学科

专业发展提供了巨大发展空间。

2．新知识、新观念的引入，衍生了许多更新的

交叉学科分支。随着学科交叉的不断深入，专业

原有应用对象也越来越多，新的对象有新的特点，

这就带来了新的研究分支。如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原有的研究应用对象为各种传统的工作机械，但

随着研究的层次不断提高，出现了许多新的应用

对象，如机器人、数控设备、液压伺报控制等等。

专业应用对象的不断扩大，也为新办交叉专业发

展特色提供了更多机会。

3．高等教育的发展为新办交叉学科专业拓宽

了思路。随着对外交流的扩大与深入，随着高等

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引入新的办学理念、办

学模式，使得专业建设可以充分利用全球资源，跨

越早期开办该专业的院校多年走过的路，赶上甚

至超过他们。

四、应用型本科高校交叉学科专业的

发展策略

1．学科建设是专业建设的基础。要办好高水

平的专业，首先要有高水平的学科∞J，但应用型

本科高校学科基础薄弱，起步晚，积淀少。专业建

设在同类院校中要有竞争力，必须靠特色取胜，这

也是应用型本科高校专业建设的蹊径。要避免这

类院校早期专业建设时的盲目性，必须进行深入

的凋研，特别要紧扣应用型本科高校服务地方经

济的定位，瞄准确定学科研究的地方特色，做好长

远规划，加强专业建设前期的学科基础的积累，以

利于将来形成优势。

2．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是首要任务。学科建设

的关键是人才，专业建设最终也要靠教师去执行。

师资队伍的素质对专业建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学科带头人的作用更是不可或缺，很大程度

上影响专业建设的水平。因此专业带头人的培养

引进、学术梯队的建设是专业建设的重中之重。

要科学规划人才结构，创新人才引进和培养机制，

以利于引得进人才，用得好人才，留得住人才，为

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奠定人才基础。

3．加强信息交流，做好经常性的调研。要正

确把握专业发展方向，提高科研和学术水平，就要

及时掌握交叉学科专业的科研、教学发展动态，借

鉴国内外高校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使得教

学水平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要通

过交流、调研获取信息、经验，并籍此宣传新办专

业，扩大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解决好招生、就业

问题。

4．建设特色专业，形成核心竞争力。新办交

叉学科专业，一般都是依托于原有老专业，这些老

专业大多形成了较强的专业特色，特别是与地方

经济建设紧密结合，在某些行业、某些领域内形成

了较强的优势。因此，要利用这一优势，结合原有

专业特点，融人新观念、新知识，寻找与人才就业

市场、专业相关行业的切人点，办出特色，迅速形

成新专业的竞争力。

5．更新办学理念和创新办学模式。建立开放

式的办学理念以及与市场接轨的新型办学模式，

广泛调动社会各方面的资源优势，弥补师资薄弱、

经费不足等困扰学校发展的问题。如校企联合办

学，在企业建立实习基地进行实践性环节教学和

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使教师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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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教学水平和科研水平；开展校际联合，共享师

资、图书、实验室等教学资源，还可交流学生，最大

限度利用已有资源，提高办学效率，相互促进，共

同发展。

6．加强专业建设的研究。应用型本科高校交

叉学科专业的发展有其独特规律，由于该专业大

多为新建专业，经验缺乏，为此，更需要加强专业

建设的研究，及时解决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为专业

的发展指明正确方向。

我校在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建设过程中，根据

专业建设的一般规律，在分析我校地方经济特色

和我院的办学条件的基础上，以纺织机械机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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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ideration of New—born Cross Subj ect

Construction of Application Oriented Institutions

LI Xiao—hua，GE You-hua，WANG Fu-yuan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Jiangan Yancheng 224051，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specialty construction of Mechatronics。according tO the 8Ullllnsl{es of 8uc嘲8 experiences and the faults，

the problems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w—bom cross subject of application oriented institutions are analyzed，Some strategies

a他proposed such as selecting subject research directions，strengthening the faculty，strengthening the research of specialty con·

struction，innovating concepts and modes of running，and etc．

Keywords：application type；cr06s subject；specialty construction；problems and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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