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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服务地方产业升级的 
新型陶瓷材料人才培养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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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材料科学与能源工程学院，佛山

摘  要｜本文立足于佛山优势陶瓷产业特点，针对当前陶瓷产业产业升级和对新型陶瓷材

料人才需求的现状，对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的教学改革与实践提出了

自己的思考，总结归纳了本校本专业以服务地方为导向的创新人才培养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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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是佛山市的传统优势产业，享有“南国陶都”之美誉。随着改革开放

后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佛山的陶瓷产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其以建筑陶瓷为

代表，其产业基础雄厚、体系完备、辐射面广，享誉国内外，已成为文化底蕴

深厚、极具地方特色的重要支柱产业。现在佛山是全国最大的建筑陶瓷材料生

产和研发基地，并拥有中国陶瓷第一镇—石湾镇。2014 年佛山市非金属矿物制

品（主要是指陶瓷）完成工业总产值 1317.28 亿元，同比增长 8.8 %。佛山有 62

家规模以上企业，以建筑和卫生陶瓷为主，兼有工艺美术陶瓷、日用陶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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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陶瓷、耐火材料等，拥有鹰牌、东鹏、蒙娜丽莎等一批品牌陶瓷企业；同时，

佛山也是全国最大的陶瓷工业装备制造业基地，拥有各类陶瓷装备制造企业 200

多家，产值占全国的 80 % 以上。佛山市政府高度重视陶瓷产业发展，推动陶瓷

行业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出台了《佛山市“3+9”特色产业基地实施方案》

《佛山市现代陶瓷产业规划》《佛 山市陶瓷行业“质量提升、效益提升”行动

计划（2012—2015）》，提出加快陶瓷产业转型升级：一是积极推动产业转移，

二是大力发展总部经济，三是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创新则需要人才支持，因此

作为立足地方、服务地方的高水平理工科大学，佛山科学技术学院针对地方需要，

新增设了材料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并以培养基础扎实、精于实践、勇于创新、

敢于创业的高素质高技能应用型人才的人才培养目标。作为一个新开设材料科

学与工程专业的学校，在国内众多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老牌院校都在积极推

进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的过程中，有许多研究成果和教改实践值得借鉴和推广。

1  建立以创新教育为中心的人才培养体系

人才培养体系主要包括人才培养目标、培养要求和课程设计三个方面。其

中，人才培养目标是一个专业办学的基本出发点和立足点。随着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社会对材料的需求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例如，在陶瓷材料方面，由以

传统生活陶瓷为主的建筑材料向先进陶瓷和陶瓷基复合材料转变。这就要求材

料科学与工程专业人才需要具备更宽广的知识面，能够进入和适应更宽范围的

工业领域。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作为广东省高水平理工科大学，需要以培养服务

地方产业的高级创新科技人才为己任，设定了“培养全面发展、适应性强、具

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专门人才”的人才培养目标。按照“基础适度、

口径宽广、应用为先”的教育理念，强调理论与实践结合，以创新教育为中心，

强调学生个性发展和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培养。

同时，优化课程内容，构建新的课程体系。按照公共基础课—学科基础必

修课—专业选修课为框架的三级课程平台，搭建既能使学生掌握材料科学与工

程方面专业基础知识，又能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课程体系。通过公共和学

科基础课，如政治思想教育系列课程、英语、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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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基础、机械设计基础等，为学生的创新发展打下坚实、宽厚的理论与

技能基础；通过学科专业课，如陶瓷工艺原理、无机材料、热工基础、复合材料、

新材料、生物医学材料、新能源材料、高分子化学、金属材料导论等，突出为

佛山地方陶瓷产业服务的特点，同时注意培养学生“大材料、大工程、大社会”

视野，多了解不同类型、不同功能的材料，培养具有广阔视野的复合型材料专

业人才；通过各类化学实验、无机材料加工实验、材料结构与性能测试实验、

高分子加工实验、工程制图等，培养学生的实验操作技能和初步的科研能力，

使学生初步了解工程化应用和创新意识，具有初步的工程实践经验；通过扩展

和特色课程，如大学生创业实践指导、经济管理类、创业创新素质拓展等，针

对佛山民营经济发达的特点，鼓励学生创新创业，兼具材料专业和经济管理两

方面的知识背景，以便未来可以更好地服务地方企业。 

2  营造围绕科研训练的创新人才培养氛围 

材料科学是一门实验为主的学科，因此在专业建设上需要将理论课程与实

验教学相结合，而将二者融为一体的就是进行科研训练。作为培养学生的创新

意识和能力的一大重要途径，国内各大高校都很重视实验室建设和开放，让学

生有更多的机会接受科研训练和创新实践。例如，四川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

院开展了“星火创新性教育计划”及“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制定了“初晖

计划”——全院的所有教学实验室和大部分科研实验室向本科生开放，接受高

年级本科生进行科研训练和创新性实践，要求各位承担了国家级、省部级科研

任务的教师积极吸收三、四年级的本科生进实验室，并在实验室经费上予以支持。

此类新型的教学训练计划为学生提供了更多动手动脑、实践创新的机会，在一

定程度打破了传统教学中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局面，为创新提供了源泉，营造

了科研创新的积极氛围。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在对本科生的培养上也非常注重学生的科研训练，创立

了针对大一至大三本科生的“大学生学术基金”，引导学生进行创新思维训练。

材料科学与能源工程学院推行“导师制”和“学长制”，建立“学生科技创新

基金”，积极推行科研训练计划，鼓励学生提前进入实验室，跟随导师或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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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科研思维及科研技能的训练。同时，鼓励学生踊跃报名参加“挑战杯”全

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和创业计划大赛等科研竞赛，从而充分调动起

学生参与科研项目的积极性，并在全院营造一种强烈的科研氛围。在这些竞赛中，

不乏是根据佛山陶瓷产业发展提出的课题。例如，在今年的“挑战杯”广东省

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中，学院的“陶瓷家·釉站公司项目”就荣获一等奖。 

3  开展以实践应用目标的产学研合作教育 

开展产学研合作教育是培养工程应用型人才的主要途径和特色，可以充分

利用学校与企业、研究所的不同的科研领域和科研资源，以及在人才教育培养

方面的各自特点，将从课堂接收理论知识为主的学校教育与直接获取实践能力

和实际经验为主的生产实践有机结合起来，贯穿于学生的培养过程中。工程应

用型人才培养的产学研合作教育模式，对于解决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脱节的问

题提供了重要的途径，进一步地，能够缩小学校和社会对人才培养与需求之间

的偏差，有力地增强学生进入社会的竞争力。 

通过产学研合作教育，合理安排理论课程与社会实践的学习，使课程设计

方案、教学内容和实践环节更加贴近社会发展的需求，促进学生创新实践能力

和整体素质的提高，进而达到培养工程应用型人才的目的。产学研合作教育模

式的重心在学校，学校要通过多种途径在校内推进开展产学研教育，在校外充

分利用企业、研究院所的科研教育资源进行补充，通过建立具有约束性的互利

互惠、互相监督的合作机制，调动企业、研究院所参与人才培养的积极性，这

样才能真正实现工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 

材料科学是一门工程应用性的学科，而佛山本地发达的陶瓷产业和众多的

陶瓷企业无疑是培养学生实践应用的一大片沃土。学校与企业进行合作，可以

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习实践机会，甚至是就业机会；老师与企业进行合作，可

以了解到企业的实际需求，为自己的科研提供新思路，并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应用；

学生到企业中去，可以零距离地接触第一线的工程实践，培养学生的工业工程

思维及技能。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历来注重产学研合作教育，材料科学与能源工

程学院也根据自身的特点，与众多材料相关企业开展了产学研合作。学院与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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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市三水金鹰无机材料有限公司合作建立了无机粉体材料实验室，开发的亚微

米陶瓷色粉的制备技术已实现量产，陶瓷喷墨墨水的开发即将投产；与佛山市

高明英皇卫浴有限公司组建产学研基地，开展了一系列陶瓷材料工艺与配方的

研究；与佛山市陶瓷学会签订协议，在技术创新、节能减排、学术研究、人才

培训等领域进行全方面合作。佛山发达的陶瓷产业带给了高校机遇，也对高校

对其相应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着“立足地方，服务地方”的理念，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在陶瓷产业创新人才培养上进行了一系

列有益的尝试，旨在推动佛山陶瓷产业创新升级，并迎来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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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Analysis on the Training and Teaching 
Research of New Ceramic Materials Talents for 

Local Industrial Upgrading

Hu Xin

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ergy Engineering, Fos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shan

Abstract: The article based on the advantage of foshan ceramics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in view of the current ceramic industry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demand for new ceramic materials talents, on the 

materi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eaching reform and practice of talent training 

proposed his own thinking, summarizing the school-based professional services 

to the place as the guidance of new measures for the innovative talent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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