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四、项目相关研究报告 

4.3 全国高校机械类课程教学会议报告 

2015年11月全国高校机械类课程教学系列报告会，课题负责人韩

建海以“校企协同育人 培养机械行业卓越人才”，做了大会主题报告。

介绍了该课题的研究成果，受到了与会者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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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电工程学院简介

 洛阳的牡丹与轴承

 校企协同育人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人才培养效果

 结束语

汇报内容

河南科技大学（原洛阳工学院）1952年始建于北京，60多

年的办学历史。2002年，由洛阳工学院、医专和农专三所高校

合并组建了河南科技大学。学校是河南省重点支持建设的第三

所综合性大学。现设31个学院 ，涵盖理、工、农、医、经、

管、文、法、史、艺术和教育学11大学科门类。现有专任教师

2235人，其中，具有教授、副教授等高级职称的教师944人，

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780人。

一、机电工程学院概况

机电工程学院(原洛阳工学院机械系)创建于1958年，57

年来，为机械行业和地方经济建设输送了1万多名高级工程技

术人才，这些学生多数成为机械行业的技术骨干，许多人担

任了企业的重要领导职务，为我国机械行业的发展做出了重

要贡献。

一、机电工程学院概况



学院设有6系和 1室：先进制造系、现代设计系、机电

控制系、轴承设计与制造系、测控技术系、工业工程系和工

程图学教研室，每个系均设有相应的实验中心。

现有教职工总数132人，其中教师118人。现有教授31

人，博士生导师15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65人。

一、机电工程学院概况 本科生教育

四个
本科
专业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

机械电子工程

测控技术及仪器

工业工程

1. 机设

2. 机制

3. 轴承

专
业
方
向

1. 机电

2. 液压

均为“一本投档线”招生，每年约招收630名新生

机械类

机自专业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

机自、机电2个专业教育部“卓越计划”试点专业

机自专业教育部“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数控技术》国家级精品课程

《数控技术》双语教学示范课程

《数控技术》资源共享精品课程

一批省级的质量工程项目

取得的质量工程项目

具有机械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下含：

 机械设计及理论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电子工程

 车辆工程

四
个
二
级
学
科

每年约招收约180名硕士、博士研究生

研究生教育



科研平台

矿山重型装备国家重点实验室（共建）

河南省先进制造装备协同创新中心

河南省机械设计及传动系统重点实验室

河南省高校先进制造技术重点学科开放实验室

齿轮制造及装备河南省实验中心

河南省高校轴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洛阳两大特色----牡丹与轴承洛阳两大特色----牡丹与轴承

二、洛阳的牡丹与轴承

“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 洛阳牡丹以花大色

艳、富丽端庄名扬天下。

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前身为洛阳牡丹花会，始于1983年，
2010年11月，正式批准升格为国家级节会，更名为“中国洛
阳牡丹文化节”。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中国

洛阳牡丹文化节是一个融赏花观灯，旅游观光，经贸合作与
交流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经济文化活动。它已经成为洛阳发
展经济的平台和展示城市形象的窗口，洛阳走向世界的桥梁
和世界了解洛阳的名片。

31届牡丹节：游客达1869.95万人次，旅游收入112.2亿元

1、洛阳牡丹 洛阳牡丹节---4月5日至5月5日

2015年33届牡丹花会开幕式



全国唯一国家级轴承研究所——洛阳轴承研究所

全国唯一轴承工厂设计院——第十设计研究院

全国唯一培养轴承专业人才的摇篮——河南科技大学

全国三大轴承生产企业之一———洛阳轴承集团公司

2、洛阳轴承

洛阳规模以上轴承企业有300多家，特色是大型与精密。是集

轴承科研、设计、教学、生产基地于一体，是国内轴承行业

高精尖技术和新产品的主要发源地。

轴承专业（方向）的建立，是以1974 年开始为轴承行

业举办轴承技术理论培训班为标志的。1978年，经当时的

机械工业部批准，开始招4年制本科生，每年招收2～3个

班，每班约35人，1985年轴承专业方向所在的学科——机

械设计及理论学科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

40年来，培养了5000多名各类高级技术人才，这些学

生多数成为轴承行业的技术骨干，许多担任了企业的重要

领导职务。

轴承人才培养

“宽口径、厚基础、重实践、精专业”的办学思路。

低年级统一开设基础教育课程模块，打好有利于学生长远发

展的基础知识。高年级设置专业方向，实现精专业培养，使

学生就业后能迅速胜任企业的管理和生产技术工作。

每年学生按机械类招进来，大二时，根据当年的就业情

况和市场对人才的需求状况，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自

由选报专业方向。

目前，轴承设计与制造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下的一个专业方向。

办学思路

 唯一性。在全国本科教育中是独一无二的，“人无我有”，具

有明显的专业特色。

 历史积累与沉淀。培养和造就了一支多年来一直从事轴承技

术教学和科研的师资队伍。

 地域优势。独一无二的产学研紧密合作的区域优势。

 行业优势。校友遍布整个轴承行业，为河科大在轴承行业赢

得了很好的声誉，形成了一种行业优势。

轴承专业方向的特色表现



面对：1.大学生就业困难与企业招聘不到合格人才的矛盾

2.全球经济一体化、制造业转型升级、经济发展新常态、

创新驱动发展、中国制造2025、中国智造等等

企业对工程技术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

面临的问题

思考：

如何提高大学生就业竞争力 ？

如何与企业的新要求相适应？

具有行业背景的地方院校如何办出特色？

同类型高校之间竞争如何形成优势？

因此，全方位推进校企深度合作，探索与实践校企协同育人

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是非常必要的。

答案：

在人才培养的整个环节，校企互动，相互渗透，提高学生

的综合素质和工程实践能力，从而提高大学生就业竞争力

三、校企协同育人模式探索

与实践

校企协同育人：让企业参与培养方案、理论实践教学、

基地队伍建设、课程教材建设、科学研究和就业创业等人

才培养全过程，充分发挥企业的重要主体作用。企业不再

是育人的旁观者，而是参与者，更是受益者。

校企双方按照“资源整合、文化融合、产学结合、互

惠互利”的协同育人模式，推动人才培养质量的稳步提高

和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

“轴承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2005年获河南省教学成果特等奖

“地方院校机械类专业产学研合作教育的创新与实践”
2009年获河南省教改成果特等奖

持续不断地进行教学改革

地方院校机械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与实践
2012年获省教改成果二等奖

地方综合性大学产学研结合教育模式改革的实践与创新

2014年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基于卓越计划的地方院校机械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2013年获省教改成果二等奖



日本NSK
新昌PEER

浙江人本

企业调研---“走近客户，了解产品，了解企业的需求”
一些具体做法

瑞典SKF

日本NTN

浙江慈溪

广州数控

无锡·JTEKT

德国FAG

五模块人才培养新方案

通识
课程

学科基础
课程

专业
课程

校内外工
程实践

课外素质
能力拓展

外语、数学、力
学得到加强

校企共同
开课

由原来的37学分
提高到了47学分

新增6学分

改革的核心

构建了五模块人才培养新方案



舍弗勒投资（中国）有限公司每年秋季在我校开设《轴承应用技术课程》（全英文
授课）

校企共同开课

恩梯恩LYC精密軸承有限公司董事长加藤修教授（兼职教授）

企业工程师来校做讲座或
讲授部分课程内容

校企联合编写教材 构建了企业工程实践培养方案并开始实施

多层次、多模块、柔性化的“分段渐进式”企业工程实践培养方案（34周）

校企81616毕业设计

校企
722轴承装备课程设计

校企711轴承设计课程设计

校企733轴承工艺课程设计
企业
项目
设计

企业655现场操作与管理

企业633企业职业素养实训企业
岗位
实践

企业633企业生产实践

企业511企业认知实习

开课单
位

建议学
期

周
数

学分工程实践环节名称

分
段
渐
进
式

企
业
深
度
参
与

改
革
的
关
键



企业工程实践开班仪式---浙江新昌，2015年5月5日 聘任蒋明夫，李强等8位企业高级
技术人才受聘为我校校外任课教师

轴承失效分析 材料性能分析

在企业做实验---国家中
小型轴承质量监督检测中心

岗位实践



参加企业的大学生科技日活动
校企共建校内实践教学基地

中国轴承陈列馆
 NTN轴承材料实验室
临西县轴承技术研发实验室
固高科技运动控制实验室
ENERPAC动力工具实验室
广数工业机器人实验室

美国铁姆肯公司每年6万元

多家著名企业设立专项奖学金 课外培养体系的构建

以激发学习动力、培养创新素质、提高实践能力为主要目

标，构建了以“学业生涯教育、科研训练、社会实践”三
平台为核心的课外培养体系，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提高

就业竞争力。



“第七届中国轴承论坛暨河南科技大学轴承专业（方向）40年校企

协同育人论坛” ，2014年10月。

内容：技术论坛、企业奖学金、企业专场招聘、校企交流座谈

媒体
报道

四、人才培养效果

我校以校企协同育人模式为办学指导思想，不断进行

教育教学改革，在多个方面对校企合作育人的具体做法进

行了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一些经验，但做的还远远不够，

还需不断地努力，进一步用高质量的毕业生和高水平的技

术服务，提高企业参与育人的积极性。让我们机械专业的

老师同仁们一起努力，为实现“中国制造强国”之梦培养出

更多的优秀卓越人才。

五、结束语



谢谢！

请老师们多提宝贵意见请老师们多提宝贵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