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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根据石油工程专业的特点 ,训练和培养石油工程专业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是非

常重要的。石油工程专业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 ,使其在四个层次得

到提高 : (1)认识专业 ,有工程意识 ; (2)有运用所学知识从事生产的能力 ; (3) 有规划生产和进行

工程设计的能力 ; (4)有进行科研攻关、解决工程或生产中存在的实际问题的能力。学生工程实

践能力培养的具体思路是 :通过一年级的认识实习、三年级的生产实习、毕业设计 ( I) ( II)和优异

生培养基地、厂校合作实践教学基地 ,使学生在以上四个层次上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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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工程专业是石油行业类主干专业中进行教

学改革较早的专业之一。经过近几年的教学改革和

教学研究 ,逐渐确立了以加强基础、拓宽专业、培养

能力、提高素质、形成特色为内容的人才培养指导思

想和以培养获得工程师基本训练的高级工程技术人

才为方向的人才培养目标。在这一指导思想和培养

目标下 ,要求 21 世纪的石油工程专业毕业生必须基

础扎实、知识面宽、素质高、能力强、后劲大 ,具有工

程师所应具备的基本技能。反映在具体能力上应具

有工程实践能力、自学能力 (自我更新能力) 、计算机

和外语能力以及创新精神和科学研究能力。在总的

人才培养目标和模式确定以后 ,通过怎样的教学内

容、培养方式、训练手段以及每一种方式或手段采用

什么样的可操作配套措施 ,使学生真正达到各项能

力的要求 ,这一内容已成为石油工程专业教学进一

步深化改革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课题的研究就是针对如何有效地训练和培养

石油工程专业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而开展的。通过

结合石油工程专业特点 ,从理论上研究大学生的能

力结构体系、学生在校期间工程实践能力培养应遵

循的渐进发展目标 ,形成了石油工程专业学生工程

实践能力培养的整体思路。建立了一套培养石油工

程专业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的软硬件系统。形成了一

整套包括教学内容、师资配备、组织方式、指导方法、

训练基地、配套教材、效果评价方法等内容的训练石

油工程专业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的配套措施及教学体

系。本研究成果在石油工程专业 94 级、95 级和 96

级三届学生的教学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一、面向 21 世纪石油工程专业本科生
工程实践能力训练的基本思路

11 大学生能力培养的三个结构层次

石油工程涉及到石油行业中的钻井工程、采油

工程、油藏工程三个主要领域 ,它服务的时限从油田

的勘探阶段一直到油田的枯竭。包括对油藏的描

述、油田开发方案的制定、油井设计与施工、采油方

案制定、油层改造、油藏管理、经济评价等。石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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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专业培养的学生毕业后要从事石油工程设计、生

产施工、技术管理和科学研究等 ,从而决定了石油工

程专业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专业 ,要求学生具有较

强的工程实践能力。同时石油工程问题又具有综合

性、隐蔽性等特点 ,要求有较宽的知识面 ,有一定的

逻辑推理、判断和决策能力。总括起来 ,石油工程专

业除了其特有的行业特点以外 ,在人才培养方面 ,还

具有高等工程教育的两个显著特点。即 :一是以技

术科学为主要学科基础 ,二是以培养能将科学技术

转化为生产力的工程师为目标。它要求把科学技术

教育与工程训练结合起来 ,培养善于利用工业企业

的条件 ,把工程科学技术转化为工业生产力的工程

科技人才。这就要求学校使学生在校期间能得到这

种素质的培养。而学生所具有的各种能力和技能 ,

就是这种素质的载体。

对大学生能力的培养 ,既要考虑到社会、经济和

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 ,又要考虑到高等学校人才培

养过程的特点。应根据学生在不同学习阶段所掌握

的知识情况分层次实施。把能力培养与学生在不同

年级的学习有机地结合起来。根据以上分析 ,我们

将大学生在校期间的能力培养划分为以下三个结构

层次 :

能力结构的第一层次是大学生应具有的基本能

力。即 :具有完成学习和其他任务的个性心理特征 ,

主要包括注意力、观察力、思维能力、想象力等心理

品质。能力结构的第二层次是专业或学科所特有的

能力和技能 ,包括计算机和外语使用能力、实验能

力、工程实践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能力结构的第三

层次是适应毕业后工作和未来发展所需要的综合能

力 ,包括自学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科

研能力、创新能力和管理能力等。

21 石油工程专业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培养的渐

进发展目标

石油工程专业的整体培养目标是培养适应我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系

统工程思想、获得石油工程师基本训练的高等工程

技术人才。工程教育的一个特点和基本原则是理论

联系实际 ,应将培养工程实践能力、强化其工程意识

提高到人才培养的战略地位来对待。要达到获得工

程师基本训练的目标 ,我们认为 :石油工程专业的学

生除在以上所述三个能力结构层次都得到训练以

外 ,其工程实践能力应重点得到加强。通过在校期

间的培养 ,石油工程专业的学生在工程实践能力方

面应循序渐进地达到四个层次的提高。第一层次 :

认识专业 ,有工程意识 ;第二层次 :有运用所学知识

从事生产的能力 ;第三层次 :有规划生产和进行工程

设计的能力 ;第四层次 :有进行科研攻关、解决工程

或生产中存在的问题的能力。

31 工程实践能力培养的整体思路

根据石油工程专业学生在校期间工程实践能力

培养的渐进发展目标 ,对石油工程专业学生工程实

践能力培养的措施和过程进行了规划 ,形成了以下

整体思路。即 :通过一年级的认识实习 ,使学生认

识、了解所学专业 ,使之在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学习中

能够有目标、有参照物 ,培养其工程意识 ;通过三年

级进入现场和校内实习基地进行生产实习 ,训练学

生运用所学知识从事生产的能力 ,同时体会理论与

实践之间的联系 ;通过毕业设计 ( Ⅰ) (石油工程综合

设计) ,训练学生从事工程设计和工程规划的能力 ;

通过优异生培养基地、厂校合作实践教学基地以及

毕业设计 ( Ⅱ) ,训练学生解决实际工程技术问题的

能力和科研及创新能力。

二、工程实践能力培养的配套措施

为了沿着培养思路达到所规划的工程实践能力

培养目标 ,建立了相应的配套系统。

1. 确定石油工程专业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培养

的基本训练内容。包括认识实习、生产实习、石油工

程综合设计教学大纲、各学科优异生培养办法及培

养方案、各专业方向综合设计任务书等。

2. 组织编写相应配套教材及指导书。

3. 与胜利油田合作建立厂校合作校外实践教

学基地。采取双方互利的办法 ,学生进入实践教学

基地参观实习、结合生产实际问题进行科研实践 ,在

教师指导下帮助解决现场技术问题。

4. 建立石油工程专业校内实习基地。发挥学

校地处胜利油田的优势 ,利用油田设在校园内的油

井设施 ,进行改造后建成校内实习基地。

5. 建立校内优异生培养机制。包括优异生选

拔办法、培养办法、优异生及指导教师考核办法等。

6. 改革毕业设计内容 ,增设毕业设计 ( Ⅰ) (石

油工程综合设计) 。将原来的毕业设计划分为毕业

设计 ( Ⅰ) (石油工程综合设计)和毕业设计 ( Ⅱ)两部

分。在毕业设计 ( Ⅰ) 中 ,学生统一进行从油藏地质

认识、油田开发方案设计、一口井的设计、完井方案

设计、采油工程方案设计到油气田开发效果的预测

及评价的石油工程整体设计训练 ,培养其工程设计

能力和生产规划能力。在毕业设计 ( Ⅱ) 中 ,学生进

入课题组或厂校合作实践教学基地 ,在教师指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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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解决实际工程技术问题的能力和科研及创新能

力。

7. 研究总结出一套对学生工程实践能力训练

的组织方式及指导方法。包括各实践能力培养环节

的最佳实施时间及周期、师资配备人数、指导方式和

成绩考核方法等。

最终 ,形成了一整套包括教学内容、师资配备、

组织方式、指导方法、训练基地、配套教材、效果评价

方法等内容的训练石油工程专业学生工程实践能力

的配套措施及教学体系。

三、教师队伍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

在大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培养和训练的过程中 ,

除了必备的软硬件条件以外 ,指导教师是实施培养

计划的主体。指导教师工程实践经验的多少以及能

力的大小 ,直接关系到大学生工程实践能力训练的

效果。由于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教师几乎已全部

退休 ,承担实践教学任务的指导教师大部分是近几

年刚毕业的博士或硕士。他们尽管具有比较扎实的

理论基础、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某个研究方向的

专业特长 ,但从其成长道路上来看 ,大部分是从大学

生到硕士生再到博士生。真正在生产现场工作或锻

炼的时间很少 ,缺乏工程实践经验。这一问题在指

导学生工程实践训练以及专业课的课堂教学中已经

暴露出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除了在工程实

践教学中聘请校外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程技术人

员担任指导教师 ,以及在厂校合作基地建立起一支

较稳定的校外指导教师队伍外 ,还要立足于校内青

年教师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我们已经建立了青年

教师实践锻炼制度。规定 :凡从事专业课教学且已

经获得硕士以上学位的青年教师 ,在三年内必须经

过至少三个月的现场工程实践锻炼。锻炼期间 ,教

师必须以见习技术员或见习工程师的身份与现场工

程技术人员同吃、同住、同工作 ,参加锻炼单位的生

产考勤。锻炼期满回校报到时 ,进行实践能力的总

体考核。

四、工程实践能力培养效果及分析

通过在石油大学 (华东)石油工程专业 94 级、95

级和 96 级三届学生中的教学实践表明 :经过整个工

程实践能力培养教学过程的训练 ,学生的工程意识

和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意识普遍增强 ,对专业知识的

系统掌握得到了加强 ,并在下列素质上得到了不同

程度的提高。

(1) 查阅文献、分析文献和综合归纳的能力 ,对

研究成果的表达能力。

(2) 在实验室的动手能力、组织实验能力 ,观察

能力、联想能力和创新意识。

(3) 从事生产的能力和技能。

(4) 规划生产和进行工程设计的能力。

(5) 应用理论知识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能力和

科研攻关能力。

(6) 团队意识和合作能力 ,勇于进取和不甘失

败的顽强奋斗精神。

另外 ,毕业设计 ( Ⅰ) (石油工程综合设计) 的设

立 ,结束了以往学生毕业设计论文属于科研型的偏

多、工程设计型偏少的现象 ,真正使毕业设计期间的

工程设计型论文达到了 100 %。三届毕业生的就业

率均达到 100 %。

结合石油工程专业的特点 ,建立完整的工程实践

能力的培养配套措施和教学体系 ,使学生在工程实践

能力方面得到加强的同时带动整体素质的提高 ,证实

了因材施教原则在提高学生素质上的重要性。在实

施培养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的教学过程中 ,不仅使学生

的能力和素质得到了提高 ,还可使指导教师全面培养

学生的能力也得到加强 ,达到了教学相长的目的。在

工程实践能力培养过程中 ,遵循循序渐进的训练思

路 ,使学生在工程实践能力方面逐步达到“认识专业 ,

有工程意识 有从事生产的能力 有规划生产

和进行工程设计的能力 有进行科研攻关、解决工

程或生产中存在的问题的能力”四个层次的提高 ,符

合按认识论规律培养学生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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