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 育
E D U C A T I O N

5

◎本报记者 张盖伦

教育传真教育传真

责任编辑 杨思晨 邮箱 yangsc@stdaily.com

2024 年 5 月 29 日 星期三

图说教育图说教育

◎本报记者 陈 曦

关注高教新专业③

◎本报记者 王延斌 通讯员 车慧卿

近日，教育部发布了 2024 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目录，24种新专业纳入目录。其中，工程软件专业为新增

审批本科专业，山东大学是全国首个设置工程软件专业

的高校。

工程软件专业缘何设立，将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带

着这些问题，记者来到山东大学进行采访。

涉及众多领域

“工程软件是服务于工程设计、分析、建造、管理、

运维等各个环节的软件，可应用于土木、交通、机械、材

料、能源、航空航天等领域。它是工程原理与软件技术

交叉融合形成的，是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 ，赋 能 传 统 产 业 数 字 化 智 能 化 转 型 升 级 的 核 心 动

力。”山东大学土建与水利学院院长张庆松向记者介

绍，工程软件专业既涉及工程基本原理、基础力学与数

学知识，又包含程序设计、数据库原理、软件技术、人工

智能等内容。

过去在土木、机械、航空航天、能源、材料等领域重

要 工 程 中 ，软 件 技 术 有 力 支 撑 了 设 计 、运 维 、建 造 过

程。当前，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这些领域深度融合，催生

新业态新模式，亟须进一步提升软件技术的创新和供

给能力。

很多人经常混淆工程软件专业与软件工程专业。张

庆松解释，软件工程的本质是软件，软件是其研究对象。

软件工程专业使学生具备计算机软件的基础理论、基本

知识和基本技能，以适应计算机应用学科的发展，特别是

软件产业的发展，并可以用软件工程的理论、方法和技术

来分析、设计和实现计算机软件系统。

而工程软件的本质是工程，它是工程原理的软件

化，是复杂工程问题和解决方案的代码化、模型化和智

能化表达，工程是其研究对象。工程软件专业以突破工

程软件领域“卡脖子”问题、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

导向，强调工程技术与软件技术交叉融合，专注于开发

和应用软件工具来解决工程问题。该专业旨在培养一

批支撑国家新时代高质量工程技术发展、满足国家经济

和社会发展急需的工程软件领域复合交叉型新工科人

才，全面提升工程建设领域关键软件的技术创新和供给

能力。

谈到工程软件应用场景，山东大学土建与水利学院

副院长王培军教授说，土木机械领域中工程制图的计算

机辅助设计，汽车、航空、材料、水电领域中工程分析的计

算机辅助设计，公路、桥梁、建筑等领域中工程信息模型

等，均是典型的工程软件应用场景。

培养基础雄厚

对山东大学来说，申报工程软件专业是长达 20 多年

布局和努力的结果。

“山东大学十分重视工程软件专业建设，在 20多年前

就开始在工程软件方面积极探索。学校希望突破传统土

木类专业瓶颈，结合计算机、软件等专业建设交叉融合学

科。”王培军表示，多年前获批的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

课程体系包含了很多工程软件相关内容。学校经过多年

的不懈努力和酝酿，于 2023 年向教育部正式提出申报工

程软件专业，并于今年成功获批。

记者注意到，工程软件专业是山东大学土建与水利

学院和齐鲁交通学院、软件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共建而成，具有明显“跨学科”特征。

工程软件专业申报成功后，山东大学将如何培养此

类人才？

王培军表示，学校依托现有土木、交通、软件工程、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等国家一流专业，在国家一流课程、规划

教材等优质教学资源的基础上，规划新专业相关课程。

在师资队伍方面，新专业教学工作由具有跨学科背景、教

学经验和成果丰富的教师担任。在实践教学方面，学校

依托现有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工程训练中

心、省部级重点实验室等教学科研平台，与国内多家知名

工程软件公司、工程技术公司、互联网企业共建校企合作

与学生实习实践基地，创造更好的条件培养学生。

王培军表示，学校坚持“宽口径、厚基础、强实践、重

创新”的人才培养理念，以前沿软件技术解决复杂工程问

题为导向，培养“工程+软件”复合型人才，使其能够适应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就业前景广阔

工程软件除了具有计算机软件性质之外，还涉及大

量工程技术与逻辑，科研人员需要具备数学、工程、计算

机、软件等多领域知识。然而，随着社会对工程软件跨学

科人才需求的增加，我国现有工程类专业和软件类专业

培养方案无法与之相匹配。

在设置工程软件专业之初，山东大学组织了一场由

多名院士、高校校长、软件公司总经理、全国工程勘探设

计大师等国内知名学术专家与行业专家参加的专业建设

论证会。

此次论证会就开设工程软件专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达成共识。“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目前行业内交叉人才十

分紧缺，各大企业对人才的要求更高。比如对要在工程

领域进行软件布局的公司来说，如果软件开发人员不具

备工程背景，就需要有具备专业知识的人才将工程问题

转化成软件问题。这容易造成信息丢失，影响产品开发

的效率和质量。而在工程设计行业，工程问题越来越复

杂，目前已有的很多工程设计软件解决的都是通用性、普

遍性问题，在解决个性化问题方面有较大难度。这就需

要同时掌握工程原理和软件技术的专业人才，对现有软

件进行二次开发，或者开发新软件，以提高工程设计的进

程和效率。”王培军说。

谈到学生未来的就业前景，王培军提到了两大领域，

一是学生加入工程建设、航空航天、海洋、机械、材料、能

源等领域的智能化数字部门，用软件解决工程领域具体

问题；二是学生进入软件行业，从事软件开发、软件算法

研究等，由于工程软件专业毕业生具有交叉学科背景，可

以担任产品经理，规划公司的研发方向。

山东大学：塑造工程软件复合型人才

“自 2018 年起，我们学校一直扎实推

进科技小院建设。截至目前，学校已建成

128 个科技小院，覆盖全省 16 个地级市 64

个县区，在江淮大地孕育出多个‘创新之

果’。”5 月 10 日，安徽农业大学（以下简称

安农大）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姜家生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

日前，安农大资源与环境学院副院

长、安徽庐江灵台水稻科技小院首席专家

叶新新，正带领研究生在科技小院开展夏

季水稻肥料和新品种秧苗的准备工作。

安徽巢湖污染的部分原因是施肥后

农田里的水流汇入巢湖。当地政府向安

农大求助，希望改善水质。如何在不影响

收成的前提下改善水质成为叶新新等人

的课题。

2023 年，叶新新带着 5 名教师和 6 位

研究生，来到合肥市庐江县同大镇灵台村

创建了水稻科技小院，开展有机肥、绿肥

还田等研究。依托科技小院，他们租赁了

22亩农田开展田间试验，并验证了在有机

替代条件下进行种植结构调整可以减少

农业污染和增加农作物产量的结论。

5 月 9 日，尽管春茶已经下市，但安徽

岳西茶叶科技小院里仍是一派繁忙的景

象。小院首席专家、安农大茶与食品科技

学院副教授陈琪，正在与学生一起制作新

创制的红茶——“头陀伽玛茶”。

岳西茶叶科技小院位于岳西县头陀

镇，主要为当地提供茶园科学管理、茶机

升级更新等服务。小院自 2022 年成立以

来，成功研发了一种制作红茶的新工艺。

这种工艺可以增加红茶中有利于调节情

绪和促进睡眠的伽玛氨基丁酸。目前该

工艺已申请专利。

在陈琪看来，科技小院还推动了安农

大研究生及当地农业人才培养。“2023 年，

我们通过线上线下开展多场培训，共计培

训农民 430 人次。”陈琪说，先后有来自安

农大 8 名研究生来到小院，根据各自的研

究方向为一线提供科技服务。

截至目前，安农大共有 286 位教师和

412 位研究生进驻科技小院，培训各类农

业人才 7000 余名，为乡村培养出了一支

“带不走”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此外，安农大建成了安徽乡村振兴

战略研究院、智慧农业研究院、绿色发展

研究院等 7 个“大院”，实现了小院与大院

联动。姜家生表示，学校坚持“一线建小

院，小院筑大院”的核心理念，秉承“哪里

有需求，就在哪里建”的原则，帮助解决

一线难题。

安农大党委常委、副校长操海群表

示：“学校将继续强化战略导向，集群布

局，服务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

化，努力把科技小院建设成为高质量发展

研究院和乡村振兴人才库。”

安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培育“带不走”的人才

“2020 年，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

统正式开通。如何将其应用在我国民航

领域，并探索制定一套与之匹配的定位追

踪和导航等标准，是我们重点攻关的课

题。”5 月 13 日，中国民航大学民航航空器

适航审定技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王鹏对

科技日报记者说。

面对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行业“卡脖

子 ”问 题 ，不 能 仅 靠 科 研 人 员“ 单 打 独

斗”。中国民航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按照

“需求导向、开放流动、深度融合、协同创

新”原则，创新有组织科研管理模式，最大

限度优化资源配置，有力推动了科研成果

产出。

创建科技创新研究院

“我们以芦竹为原料，在实验室制成

生物航油组分。通过优化调整组分，能够

得到芦竹基可持续航空燃料。这种燃料

可以做到负碳排放，是化石燃料的良好替

代品。”中国民航大学双碳和发动机安全

性研究型创新团队负责人杨晓军说。

科研成果的高效产出，得益于学校推

行的有组织科研创新模式。学校成立了

科技创新研究院（以下简称科创院），推进

重大工程问题攻关。以杨晓军及其团队

的“可持续航空燃料”项目为例，科创院帮

助他们集聚来自校内外航空安全和绿色

能源等领域的专家，打破原来“单兵作战”

局面，以多方力量推动项目实施。

在科创院副院长周晓猛看来，科创院

是学校打造的有组织科研高地和人才特

区。它打破学院与学科间的壁垒，按照

“资源围绕目标转、机制围绕目标转”的原

则，加强资源和要素一体化配置，探索建

立高效协同的运行机制。

以科创院为依托，王鹏带领航电系统

适航技术团队，很快吸引了 13名不同学科

的精兵强将，投入到对北斗适航审定技术

的研究中。

通过与行业多家研发单位联合攻关，

团队制定出了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

统的机载设备适航标准与符合性路径。

这为国产北斗机载设备的科学认证和装

机应用提供了有力支撑。

目前，科创院已经汇聚12支创新队伍，

在助推国产大飞机换装“中国心”、飞机液

压系统智能运维、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应用

于民航等重大项目中，取得了重要进展。

“世界已经进入大科学时代，科研问题

越来越复杂，科研任务越来越交叉，需要更

多跨学科人才集聚起来，开展科研攻关。”

周晓猛表示，科研范式的重大转变、高质量

发展的迫切需求和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

都需要高校深入推进有组织科研。

打造科研育人体系

作为一所行业院校，中国民航大学锚

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民航大学”战

略目标，构筑大平台、汇聚大团队、承担大

项目、产出大成果。同时，学校探索建立

“院—院”协同机制，在科技成果转化中推

进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融合

发展。

以中国民航大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研究院为例，院长刘洪丽介绍，研究院积

极探索与学院间科研平台的共享机制，把

研究院科研平台打造成培养本科生、研究

生实践能力的基地。同时，研究院通过实

验室开放、科普活动、本科生参与实验、研

究生参与科研项目等形式，发挥科研平台

的育人功能。

科研育人不仅体现在科研平台、科研

资源的共享中，更体现在科技成果转化的

扶植过程中。中国民航大学科技园获批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备案众创空

间，成为“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国

家级科技创业孵化链条示范单位。

为了打通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

公里”，科技园针对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

创业孵化项目，制定了“五航工程”双创培

育孵化服务管理办法，将本科生、研究生

培养和科技创业孵化工作有机结合。

近三年来，科技园孵化 68个本科生创

新创业项目。2023 年起，科技园与中国民

航大学研究生院联合开展产教融合研究

生创新项目孵化，首批 7个项目获得立项。

构筑大平台 汇聚大团队 承担大项目 产出大成果

中国民航大学创新“有组织科研”管理模式

◎本报记者 洪敬谱

5月 17日，正值第 31个“国际家庭日”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期间，

由北京师范大学等打造的国内首个家庭教育大模型正式发布，为家

长提供数字时代的家庭教育一站式解决方案。

“孩子放下书包就找手机”“一回家就关上房门、不愿与我沟

通”……如何以适宜的方式应对孩子成长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是家

长们关心的重点。面对成长在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原住民”，家庭教

育也在新环境中迎来挑战和变革。

有家长坦言，网络上井喷式、碎片化的亲子教育信息也为他们带

来一些困惑。“希望有人告诉我们，孩子的某些表现到底是不是问题，

如果是的话，应该怎么去解决。”家长高先生说。

2023 年，为回应这一普遍的社会需求，未成年人家长服务平

台——“家长服务园地”小程序上线。这一平台由北京师范大学新闻

传播学院与腾讯公司联合研发，不到一年时间，已为超过 280万位像

高先生一样的家长答疑解惑。

“我们在帮助家长的过程中发现，一些共性问题能够通过 AI 工

具进行系统性梳理。结合我们的辅导经验，以‘共情+动机分析+实

用方法+教育工具’的形式，大模型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智能教育解

决方案。”腾讯未成年人保护营地教育负责人马滢提出了 AI 时代下

的家庭教育新思考。

基于腾讯混元大模型的底层技术，结合10万多件真实案例中沉淀

的科学家庭教育理论，家庭教育大模型把零散知识和实践经验转化为

系统的数字知识库，结合文字、视频、数字工具等，针对不同需求、不同

场景、不同年龄段的家长提供智能化、高效化的教育辅导，成为家庭的

数字教育伙伴。而且，家庭教育大模型依赖的不仅是数据和算法，还连

接家长服务园地20万志愿者和专家，以“大模型+志愿者服务”创新模

式，为家长提供定制化的教育建议和解决方案。

马滢介绍，AI 能够更好做到“因材施教”。针对不同年龄、不同

家庭类型的问题，大模型能够基于用户的自由对话进行意图识别，结

合特色家庭教育知识库，作出家庭类型判断。而在内容生成方面则

遵循 4 个步骤：理解家长情绪、分析孩子行为动机、给出可操作的实

用方法，最后推荐适配的教育工具和真实案例。

国内首个家庭教育大模型

陪伴家长智慧育儿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李丽云 朱虹 通讯员孟姝轶）5 月中旬，东北

林业大学海南国际学院在海南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正式揭

牌成立。

东北林业大学地处我国最大国有林区的中心——哈尔滨市，是

一所以林科为优势、林业工程为特色、多学科协调发展的高等学校。

成立海南国际学院，是东北林业大学服务海南省“三区一中心”、锚定

“一本三基四梁八柱”战略框架的重要举措。

海南国际学院是东北林业大学二级学院，也是重要的国际交流

窗口与平台。学院依托海南省区位、资源、政策优势和东北林业大学

智慧林业、生态学、信息产业等领域专业优势，发挥战略支点作用，助

推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东北林业大学将通过成立海南国际学院，一体化建设中外合作

办学机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海外学习中心，加快国际化人才培养

步伐。海南国际学院将建设国际联合研究院，打造高水平科研平台，

汇聚国内外顶尖科研力量，建立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团队，开展前

沿科学研究。学院将以东北林业大学为依托，选派相关领域专家学

者组成“发展智库”，服务海南绿色发展，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贡献智慧、提供方案。

新西兰科学院院士、东北林业大学奥林联合研究院首席科学家

安德鲁·罗伯森在揭牌仪式致辞中表示，海南国际学院的成立标志着

东北林业大学在中外教育合作和国际交流合作方面迈出新步伐。海

南国际学院将为师生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助力国际科研合作取得丰

硕成果。

东北林业大学党委书记张志坤表示：“海南国际学院将成为海南

乃至全国教育界的一张崭新名片。东北林业大学将以建好建强海南

国际学院为目标，打造国际化、开放式教育平台，为培养国际化人才、

推进海南国际教育创新岛建设贡献力量，为海南建设国家生态文明

试验区提供有力支撑。”

东北林业大学

成立海南国际学院

山东大学工程软件专业负责人孙怀凤为学生讲解山东大学工程软件专业负责人孙怀凤为学生讲解
无人机航空电磁设备原理无人机航空电磁设备原理。。 山东大学供图山东大学供图

在全国科技活动周期间，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街道在日坛中学
实验学校举办以“对话人工智能，探索未来之门”为主题的社区科普
嘉年华活动，通过互动体验和科普讲座等多种形式，为社区居民和学
生们展示人工智能技术的魅力。图为5月 25日，孩子们在科普嘉年
华活动中与机器人互动。 新华社记者 李欣摄

对话人工智能 开启未来之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