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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IWE培训的焊接专业实践教学环节改革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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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Ȟ要：针对高校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教学需求，以焊接专业的实践教学和国际焊接工程师培训为研究与实践

对象，采取“三融一强”，即在实验、课程设计、实训三个实践教学环节中引入IWE培训模式和内容，与实践教学环
节进行融合贯通，以及加强教师队伍实践能力建设等教学改革措施，对加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焊接专业实践教学环节

进行了探索和阐述，对在工科高校实践教学环节中有效推行应用型本科教育的教学模式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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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等教育改革中，本科高校培养应用型人才是国

家人才培养战略调整的重要举措，是高等教育为适应经

济发展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选择 [1-2]。针对本科焊接

专业，为更好地保证本科焊接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质

量，必然要采取大学基础教育与就业前培训相结合的教

学模式和教学手段[3]。国际焊接工程师（IWE）培训认证
是国际焊接学会（IIW）针对焊接工程类人员进行的培训
与资格认证体系，它的培训方式分为全课时标准培训、

在校生标准培训、可选途径培训三种[4-5]。其中在校生标

准培训是针对正规工科院校焊接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本科

生，包括专业理论培训和焊接技能实训两部分内容。国

际焊接工程师资格认证培训能够在本科学习阶段提高学

生的工程技术能力，从而适应现代企业经济的发展，适

应企业对人才需求的要求，拓宽学生就业的渠道，增加

学生就业的竞争力。哈尔滨焊接技术培训中心是中国唯

一的IIW认证的培训机构[6]，2019年我校与哈尔滨焊接技
术培训中心合作，采用师资联合的方式进行培训工作。*
应用型本科教育中，专业实践环节是深化教学改

革，保证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和真正实现应用型人才培

养目标的的重要环节[7-8]。高等工科教育实践教学环节主

要包括实习、实验、实训、课程设计等，如何巧妙地将

国际焊接工程师培训内容融合到焊接专业的实践教学环

节中，使学生能够在实践教学环节潜移默化地接受并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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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国际焊接工程师培训的内容和知识，从而掌握国际焊

接工程师培训要求达到的合格标准、能力和素质要求，

是值得探讨和解决的重要课题。我们采取“三融一强”

的教学安排和措施来实施焊接专业的实践教学环节，“三

融”即在实验、课程设计、实训三个实践教学环节中大

力引入IWE培训模式和内容，与实践教学环节进行融合贯
通，“一强”即加强教师队伍实践能力建设，针对应用

型人才培养的焊接专业实践教学进行了研究和实践。

1��IWE 培训与专业实验融合

IWE培训中的理论培训主要讲授焊接工艺、焊接材
料、焊接结构和焊接生产等四方面的焊接专业知识和标

准应用。而焊接技能实训突出生产应用的特点，需要学

员熟练掌握各种焊接方法的焊接工艺和相关操作技能。

但是，IWE培训时间有限，例如焊条电弧焊技能实训8学
时，TIG焊技能实训8学时，MAG焊技能实训16学时[9]。

学生不可能在有限的学时内熟练掌握焊接工艺与焊接技

能。因此，为较好地达到IWE培训的培养目标，将IWE培
训与本科专业实验进行融合。

我校焊接专业实验按“先基础后提高”的递进模

式，不同学期安排相应的实验模块，如焊接应用基础模

块、焊接应用提升模块等[10]，因此，我们将IWE培训内容
相应地融合到各实验模块中，通过专业实验教学为IWE中
技能培训教学效果的达成奠定基础。例如，开设在大三

下半学期对应的实验模块是焊接应用基础模块，而IWE
培训中的技能实训要求学员熟练掌握生产中常用的焊条

电弧焊、TIG焊、MAG焊和气焊的焊接工艺和操作，并
根据所给试板进行相应焊接工艺制定并实施焊接，焊接

工艺文件和焊接试板作为技能培训合格的评定依据并存

档。因此，为与IWE培训内容融合，将焊条电弧焊、TIG
焊、MAG焊和气焊设置在焊接应用基础模块中，每一焊



现代教育探索·2025� 第6卷� 第3期

41

接方法开设一个实验项目，相应的实验项目要求学生能

够熟练掌握焊接工艺制定和焊接技能操作，为后期的IWE
技能集中培训夯实基础。而对于其它焊接方法和相关知

识（如焊接检验等），依次安排在焊接应用提升模块、

焊接检验与检测模块、研究探索性实验模块等进行教

学，按由浅入深的实践顺序将IWE培训内容与专业实验相
融合。

此外，IWE培训内容中涉及大量生产中应用的相关
标准，而这些标准的学习在目前本科教学中普遍教授不

足[11]，因此，在每个实验项目中涉及的相关国内外标准

均向学生介绍，拓宽学生知识面的同时，也为将来的IWE
培训中的标准学习奠定基础，例如，“碳钢焊条制作与检

验”实验项目中，我们向学生同时讲授国内焊条标准与国

际焊条标准（ISO2560），将二者进行对比教授，拓宽了
学生的知识面，进一步提高了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也在

一定程度上减轻了IWE培训集中学习的强度和难度。
2��IWE 培训与课程设计融合

课程设计是专业应用能力培养和巩固的重要实践环

节，在以往的课程设计中，只以压力容器为设计对象，

进行结构和焊接工艺设计，其标准基本采用国内的标

准，设计对象与标准单一，随着每届学生的互相交流，

课程设计逐渐演变为在已有模板的基础上修改数据，课

程设计成为形而上学、走形式的实践环节，但焊接相关

标准的应用却恰恰是焊接专业学生的重要职场技能。

IWE培训内容中的各种国内、国外焊接标准为改变这
种形势提供了良好的素材和基础。因此，我们在课程设

计中，大力引入IWE培训中涉及的相关焊接标准，要求学
生根据国际标准进行压力容器的结构设计和焊接工艺设

计。在压力容器设计的基础上，还增加了IWE培训中涉
及的桥梁、桁架、机车车体等焊接结构和焊接设计。此

举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同时，学生在

本科教学阶段提前接触了IWE培训内容，而且是在为完成
课程设计而“主动学习”的基础上，从而为后期的集中

培训学习夯实了相关基础，使后期的培训内容不至于陌

生，实现了本科教学和IWE培训两个环节的相辅相成、融
会贯通，大大提高了实践教学效果。

3��IWE 培训与生产实训融合

我校在确定为“应用型人才培养高校”的定位后，

为促进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针对焊接专业，在

第7学期增设了“生产实训”课程，为期2周，要求学生
根据要求，设计焊接构件并实施焊接生产。而恰恰该学

期处于IWE培训期间，IWE培训是在第7学期进行报名、
然后依次进行技能实训与考核、中期考试、理论培训授

课，然后在第8学期初进行部分理论授课和考试，而这
段时间又恰恰是学生考研、找工作的关键时期，时间冲

突，学生时间有限。为了更好地实现培训的目标，我们将

IWE技能实训环节与本科生产实训融合，即两周的本科生
产实训中，第一周进行IWE技能实训，第二周进行生产实
训，设计并焊接作品。第一周的技能实训能够使学生在前

期专业实验的基础上，进一步熟练掌握焊接工艺与焊接

技能，为第二周的生产实训提供良好的焊接技能保证。

这样安排时间紧凑、环环相扣。学生能够在较短的

时间内迅速掌握知识和技能。IWE技能实训与生产实训融
合，也改变了IWE技能实训的枯燥性，即学生在IWE技能
实训中更有目标性，不单单只是焊接试板，而是要为焊

接作品做准备，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创造热情。

此外，为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性，我们在生

产实训后举办“金属材料焊接创意竞赛”，对生产实训

的作品进行评比，进一步促进了IWE培训和生产实训的有
力融合，从而实现了IWE培训和生产实训的“双赢”教学
效果。

4��加强教师队伍实践能力建设

众所周知，对于本科实践教学环节来说，并不是让

学生动手做就能够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而是让学生通

过实践中能够对所学知识进行深刻反思、总结，从而达

到对专业知识的进一步掌握和运用，实现自身对所学专

业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与升华，只有这样才能培养真正的

“应用型本科人才”。但是，由于学生对专业知识掌握

的程度良莠不齐，同时接触实际生产又少，学生对实践

的总结和反思往往不能够提升一定高度。因此，要想学

生通过实践教学提高专业素养、专业素质和专业技能的

教学目标，教师在实践环节中的点拨、启发和总结是至

关重要和不可或缺的，而这就对教师的实践能力提出了

更高标准的要求。

目前，本科高校引进新教师几乎都是博士学历，但

其针对本科教学所需的专业实践能力普遍欠缺，特别是

焊接这种要求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如果教师的专业实践

能力不强，就不能在本科实践环节对学生进行专业性指

导，会使实践环节的教学效果大打折扣，从而导致本科

实践教学环节不能取得预期的教学效果。

为此我们从教师专业资质培训、举办教师技能竞赛

等方面促进教师专业实践能力的提高。焊接教研室共9
人，其中具有IWE资质的教师3人，占比33.3%，在学校
的大力支持下，其余6人先后取得IWE资质，并另有4人
取得“机器人焊接工艺师”资质，焊接教研室的“双师

型”教师比例达到了100%，大大提高了教师的专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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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此外，每学期均会利用假期时间举行教师技能大

赛，进一步促进教师的专业实践能力的提高，教师队伍

实践能力建设为本科实践教学环节的良好运行夯实了师

资基础。

5��结语

实践表明，通过在实验、课程设计、实训三个实践

教学环节中大力引入IWE培训模式和内容，与实践教学
环节进行融合贯通，以及加强教师队伍实践能力建设，

显著增强了焊接专业的实践教学效果，学生的专业素

质、专业技能和专业素养普遍提高，学生就业率达到了

100%，其中平均高质量就业率达到75%。在本科实践教
学中引入专业资质培训内容，不仅适用于焊接专业，对

其它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理工科类专业的实践教

学同样有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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