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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高等工程教育
新生态的构建

杨 庆 1， 孔纲强 2， 孔宪京 1， 刘志军 1， 于 龙 1， 王 胤 1， 王宝民 1

（1.大连理工大学 海岸和近海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辽宁 大连 116024；

2.河海大学 岩土力学与堤坝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江苏 南京 210024）

摘要：ChatGPT 作为人工智能的代表性产物已经在高等工程教育领域崭露头角，智能化的科技变革

颠覆了传统高等工程教育的功能，挑战了现有工程人才结构培养体系，加速了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打

破了“师-生”二元结构教/学形式。高等工程教育唯有“主动出击”才能承担起历史重任，以“四个面向”

为核心，以解决复杂工程问题为目标，借力人工智能技术构建高等工程教育新生态：突出层次化，优化人

才培养结构；以问题为导向，破茧学科壁垒；激发内驱力，唤醒主动与批判意识；文理兼修，培养核心价值

观，打造新时代德才兼备、能力出众、层面鲜明、社会认可的拔尖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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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以智能化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不期而遇，世界各国都在

积极部署：德国“工业 4.0”、美国“工业互联网”和“中国制造 2035”等。中国制造具体如何才能抓住

机遇，并在新一轮的工业革命中领跑世界主战场？2022年提出的ChatGPT是人工智能技术的代表

性成果，以其强大的理解能力开始向制造、服务、管理等领域渗透，高等工程教育也不例外［1］。2024
年 Sora横空出世，也必将进一步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对高等工程教育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

“四个面向”人才战略目标。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工作如何应对智能化对产业、科技、社会的变革，承

担起相应的历史使命，培养出一支爱党报国、敬业奉献、具有突出技术创新能力、善于解决复杂工程

问题的人才队伍？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培养一批可以攻克“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的拔尖创新人才，

服务“中国制造 2035”，是高等工程教育需要思考的问题。教育部积极推进“新工科”建设，先后形成

了“复旦共识”“天大行动”和“北京指南”［2］，积极探索工科教育新引擎，助力传统工科转型和再生长，

全力探索形成领跑全球工程教育的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助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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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工智能对高等工程教育的影响

（一） 颠覆传统高等工程教育功能

人类历史上历次的工业革命都冲击和影响着人类的知识体系，不断迭代人才的知识结构和能

力素质要求，以满足科学技术的爆发式进步。以人机交互为特点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更是颠覆了既

有的高等教育模式：大学的知识前瞻性、“师-生”二元结构［3］。大学一直被视为人类知识的“象牙

塔”，大学教师一度被认为是专业知识的权威，专业知识的传授一直被作为高校人才培养评价的主

要指标之一。然而，ChatGPT以其超强的知识储备和健全的知识体系，可以满足任意学科、任意阶段

的课程学习，甚至可以针对具体问题给出不同答案，如图 1所示。理论知识的传授将不再是高等工

程教育的重点，逐渐弱化了大学的知识传授功能。ChatGPT等人工智能的出现为工程教育提供了新

的参与者，减轻了二元教育结构中机械而繁琐的重复工作，丰富了教学的互动性和趣味性，极大地

提高了教学效率［4］。在新的工程教育中，传统知识传授与掌握的重要性将逐渐减弱。取而代之，师

生应更加重视知识的应用能力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

在解放传统工程教育之知识传授任务的同时，对传统工科教育提出了新要求。人工智能可以

针对具体问题按照自己的“思维”给出不同的答案，类似于自然社会中存在的虚假信息一样，现已发

现ChatGPT同样存在伪造数据、虚构信息的现象；因此，如何从人工智能每日生成的海量知识中，结

合工程需求，识别出有利于人才培养和社会发展的信息，成为高等工程教育的新任务。

（二） 挑战现有工程人才结构培养体系

高质量人才的培养是攻克“卡脖子”技术的核心和基石。我国高等工程教育人才在数量和质量

上仍存在结构性问题［5］。一方面，高校逐年扩招导致毕业生就业问题愈演愈烈；另一方面高质量人

才的短缺限制着企业转型和升级。人工智能的出现激化了二者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凸显无疑

是对我国高等工程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灵魂拷问”：高校如何才能培养出满足行业需求的高素质

图1　ChatGPT问答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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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传统的高等本科教育定位侧重于理论知识的培养，高等职业教育侧重于实践型技术人才的

培养。由于社会人才评价体系过于单一，小到个人，大到社会都认为本科教育优于职业教育，久而

久之造成人才培养模式的趋同化、人才素质过于单一，无法满足产业所需的层次化人才供给。一个

健全的高级工程人才培养体系应覆盖产业链全生命周期，包括研发、设计、生产、质检、维护和处置

等各个环节，并且在每个环节上都应形成由理论创新、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到产业化生产的合理人

才梯队。

近年来，为了解决人才培养的结构性矛盾，多个部门已采取多项举措，如招收工程硕士、专业博

士等。然而，目前工程硕士的培养模式主要基于传统的学术型人才培养模式，缺乏根本性改革。培

养出的工程硕士未能实现推动科研成果转化，落实科技服务产业升级的工程理念，也未能满足产业

界对高素质工程研发人员的需求。以ChatGPT、Sora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已经给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带

来了危机感，简单机械重复性工作不久将会被取代［6］。因此，整个社会需要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

即“职业无贵贱，只是分工有差异”，全方位提升职业人才的社会地位和职业成就感，改进和完善职

业教育体系。积极调整实践型人才的培养规划，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强化实践型人才的培养，提升

职业人才的核心竞争力，为产业培养德才兼备的大国工匠。

（三） 加速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

在中世纪，知识被视为贵族精神的产物，具有显著的知识垄断特征。以中世纪学院和中国古代

书院为代表的组织机构，培养牧师、律师、医师、石匠等职业人才，更多地被视为技术和技能的传授，

主要通过师徒传承的方式进行，这种模式被认为是一种‘垄断式’的知识生产方式。工业革命改变

了社会生产模式，打破了“象牙塔”对知识生产的垄断地位，催生了更为平民化、实用化的工程教育，

形成了由“大学-产业-政府”组成的“互动式”知识生产模式。这种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具有更强的外

部导向性，基本形似现代科学研究范式，大学教育表现出明显的服务社会意识。以ChatGPT为代表

的人工智能的兴起，验证了由“大学-产业-政府-社会”组成的“融合式”知识生产模式的有效性。

人工智能依托强大的算法和海量的信息数据，模拟人类的思维模式，参与新知识的生产与创

造。这一颠覆性技术的出现必将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知识革命，有望彻底打破人类对知识的垄断。

在知识生产主体方面，借助其完善的信息终端和信息技术，社会公众和人工智能成为又一重要的知

识生产主体［7］。在知识生产形式方面，传统的“垄断式”和“互动式”知识生产模式是建立在人类对

“经验”的总结基础之上；人工智能参与的“融合式”知识生产模式无需人为驱动，可以通过对海量信

息的深度分析和挖掘，自主地形成新知识。随着人工智能生态中终端、软件和算法的不断完善，知

识形态将表现出空前的虚拟化和数字化特征。

（四） 打破“师-生”二元结构教/学形式

人工智能在课程设计、教学方式、师生关系、考核评价，乃至办学理念方面都影响着高等工程教

育。在课程设计方面，传统的知识灌输已经无法适应当前的教学理念。现有教材的知识储备甚至

落后于技术水平，因此，有必要借助人工智能设备提升教学活动的趣味性，充分调动学生的自主性，

增强其在教学活动中的参与感，从而实现“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人工智能的应用使教学方

式更加便捷和高效，推动了教学模式的多样化，并加速了教学环境的革新。人工智能对虚拟环境的

充分开发有助于打破教学活动受限于传统校园、课堂的时空约束。结合大数据和数字孪生等技术，

构建1∶1还原实际工程的“远程仿真”平台，帮助学生跨越时空界限，融入实际工程，进行创新性学习

和研究。

受“教师-学生-人工智能”三元教学架构的影响，传统的师生关系也将随之发生显著变化。人

工智能产品在信息储备量、信息更新效率、便捷性和开放性方面都表现出课堂无法比拟的优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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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师生共同的学习资源。因此，必须对人工智能参与教育活动后产生的新现象进行恰当引导，以防

止类似ChatGPT和Sora的短暂流行现象，同时应鼓励并规范人工智能在教学活动中的应用。

二、对策：构建高等工程教育新生态

围绕“四个面向”，搭建出以系统化项目为载体，以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为目标的高等工

程教育新生态，如图 2所示。科学的本质是发现探索，工程的本质是发明创造，工程教育的本质是

“知识+应用+实践+创新+……”。在高等工程教育人才培养过程中，深度融合“产-学-研-教”，强化

企业在人才培养全过程中的角色，结合企业发展和行业需求设计课程体系，将实际的工程项目融入

教学过程。借助人工智能、数字孪生和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实现工程研究、工程科技、工程实践、工程

场景、现场运行等“远程仿真”实践研究，而不仅仅是“虚拟仿真”模拟实验，为学生融入实际工程、解

决实际问题搭建新平台。

首先，突出层次化，优化人才培养结构。载体项目设计中注重人才培养结构，结合产业结构和

产业链各环节设计特色鲜明的培养模式、培养目标和培养标准。结合产业需求，引入多方评价指

标，集结市场、企业、社会、学校等多方力量，建立多元化的人才评价体系。其次，问题导向，破茧学

科壁垒。融合现有各类学科资源和教学团队，打造跨学科平台，为学生提供自由开放的创新舞台和

研究空间，为学生的创造性学习保驾护航。再次，激发内驱力，唤醒主动与批判意识。兼顾学生的

批判思维和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唤醒学生的自我意识，培养有自主思维能力的创新拔尖人才。最

后，文理兼修，培养核心价值观。融入人文社会理念教育，培养有情怀、有温度、博爱、仁义的拔尖创

新人才；站在社会关系、意识形态、文化理念、法律道德等角度，思考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一） 突出层次化，优化人才培养结构

教育是发现“千里马”的过程，而不是批量生产的流水线，强调人才的个性化培养，实施因材施

教，以满足社会产业结构的多维度、结构化人才需求。然而，我国现阶段的人才培养模式相对单一，

受教育行政化管理制度改革的影响，高校办学理念趋同化［8］。一方面，办学层次较低的院校为了谋

求发展，企图“提档”，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倾斜；另一方面，现有的一流高校体系中，综合类院校居多，

缺乏具有显著办学特色的专业性院校。基于办学理念，应弱化办学层次和资源支持的直接挂钩，强

调不同层次院校的定位：研究型、研究教学型、教学研究型和教学型，对标产业链的环节和层次需

图2　高等工程教育新生态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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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突出不同层次院校的培养特色。鼓励院校的特色化发展，以满足不同产业的人才需求。

从社会价值导向出发，强化职业平等感，结合个体差异科学合理地进行人才分流。以培养学生

“素质-能力-知识-技能”高度融合的核心竞争力为主线，强化不同层次的人才培养特色。科学家瞄

准原始创新，实现从 0到 1的原理突破，探索科技攻关的突破口［5］；研发人员立足成果转化，实现从 1
到 10的技术、方法、材料的突破和研发［5］；技术人员负责技术平台的精细化操控和生产工艺的精度

控制，实现新技术、新材料、新方法的产业化应用和推广。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都应该具

备层次完整、梯队合理的人才队伍。推动产学研教相结合，加大企业在高质量人才培养中的参与感

和评价考核权重，严格落实服务工程导向的本科、工程硕士、专业博士的多层次高等工程教育体系。

（二） 问题导向，破茧学科壁垒

高等工程教育经历了经验传授、理论探索的历程，工程教育曾经一度出现了“理科化”的病态。

“回归工程”是新工科教育的诉求，以解决技术革新中涌现出的实际问题为目标，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和产业转型。智能时代的科技变革和产业变革都期待工程教育做出相应的变革，以引领我国在新

一轮科技革命的浪潮中掌握主动权。科技变革和产业变革孕育出智能建造、智慧水利、数据信息安

全、智能医药等大量的新兴行业和领域，同时也淘汰了一些亟须优化的传统行业。高等工程教育应

该是“主动引领”而不是“被动适应”技术发展，需积极寻求探索，着眼于未来，主动变革，打破既有的

学科导向理念。现如今，一系列“国产大飞机、国产航母、港珠澳大桥”等标志性大国重器，以及生物

技术、脑机接口、传感技术等“卡脖子”技术难题，都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复杂系统工程，涉及经济、

科技、政治、文化等领域。面对以融合为特色的产业新常态和技术新挑战，具备交叉融合和系统思

维的跨界能力是高等工程教育的人才培养新要求。从院系结构、学科门类、教师团队、考核体系、课

程设置等多个维度主动突破学科壁垒。面向行业发展和产业需求主动整合现有平台和资源，搭建

“理工结合、医工结合、文工结合、经工结合、农工结合”等大跨度开放式人才培养平台。

（三） 激发内驱力，唤醒主动与批判意识

人工智能的普及前所未有地威胁着人类的存在本质，颠覆了传统的师生关系、撼动了人类对知

识创造的垄断地位，在教育领域激起了不小的波澜。教育的本质是以知识和技能为载体的心灵培

育，始于知识止于心灵觉醒。这一点对于高等教育尤为重要，因其面对的是思维活跃的大学生，应

该超越知识载体，升华至唤醒学生心灵深处沉睡的自我意识［9］。人工智能不仅会取代简单重复性的

初级技能性工作，而且会对以知识储备为主的初级脑力劳动者构成威胁。因此，仅停留在知识传授

和技能训练的教育存在落伍甚至被淘汰的危险。高等工程教育应重视培养人的创造力、批判性思

维等人工智能所无法具备的能力，激发每个学生个体由内而外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认识社会的

自我完善意识［10］。

“主动”与“批判”构成了人类存在的两大显著特征。“主动”是个人成长的内驱力，培养学生主动

学习的习惯。任何技能都有“时过境迁”的时候，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任何教育都是具体且理

想的，但实际生活中的问题都是抽象且复杂的，没有标准答案。唯有通过主动学习，才能深入了解

未知领域并有效解决复杂的实际问题。知识是无穷无尽的，盲目地灌输知识只会事与愿违，将人引

入知识泛滥而智慧匮乏的“死胡同”。需要培养高效获取所需知识的能力，并构建知识之间的关联。

批判思维是基于一定角度的自我思考，不仅依赖于知识的积累，还需要自我意识和思维的培养。在

智能时代，信息量呈裂变式发展，同时人工智能也能够像人一样创造虚假信息。批判性思维有助于

人们正确判断信息的真伪，并进行理性的思考，避免被虚假信息误导。当然仅仅判断信息的真伪远

不能满足国家、社会、产业对高等工程教育人才的期望。高等工程教育人才需要运用自身的专业素

养，结合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和工程问题的解决作出全面、立体、动态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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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和把控。

（四） 文理兼修，培养核心价值观

算法本身不具备情感，任何人工智能产品的背后都是基于数据分析，尽管可以不断进行逻辑优

化，但无法逾越情感、道德的鸿沟。因此，应着重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价值判断、批判思维等高阶

思维能力，使其能够从人类情感和人性道德角度合理利用人工智能，创造出新的事物。同时，还需

要从学术道德、工程伦理、情感底线等方面控制人工智能的野蛮生长，降低人工智能产物存在的不

确定性和潜在风险。当前，工程领域广泛渗透着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多个领域的理念，通过融

入适当的人文社科理念教育，引导学生理解社会关系、意识形态、文化理念、法律道德等社会治理框

架，有助于他们从更全面的角度思考和解决工程问题，从而制定出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规划、决

策、设计和管理方案［11］。

融入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精髓，注重个体人文素养的培养。为了应对大国之间的博弈，承担起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高等工程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必须具备坚定的理想信念、正确的价值取

向、坚忍不拔的毅力，以及爱岗敬业的精神，以克服困难，迎接挑战。人才队伍承载着科技强国的重

要使命，是国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中的关键力量。为此，需要将个人命运与理想抱负融入国家

命运和民族利益，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需要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方案中，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中博爱、仁义的价值核心，传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

神，以及心系天下、精忠报国的情怀［12］，培养一大批具有正确道德观和价值观的拔尖创新人才。

三、结语

以智能化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已经来临，以ChatGPT、Sora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产物已

经渗入高等工程教育领域。传统的工程教育模式的功能与地位受到威胁；打破了传统的“师-生”二

元教育结构，颠覆了大学的知识生产垄断地位，重塑了高等工程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背景下，面对智能化引起的社会巨变，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唯有“主动出击”，搭乘人工智

能的“顺风车”进行教育改革，以期继续保持知识、科技的引领地位；以“四个面向”为核心，以解决复

杂工程问题为目标，适时调整人才结构，唤醒学生的自我意识，才能继续为产业转型、社会革新继续

源源不断地输送高质量的人才队伍，为新时代培养德才兼备、能力出众、特色鲜明、社会认可的多元

化拔尖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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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庆，等 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高等工程教育新生态的构建

New ecology construction for higher engineering education
 driven by Ge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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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atGPT, as a representative produ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emerged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ngineering education. The intelligent technological change has subverted the function of traditional higher 
engineering education, challenged the current training system of engineering talent structure, accelerated the 
reform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 broke the dual teaching/learning structure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Only by taking the initiative can higher engineering education assume the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With four aspects as the core and solving complex engineering problems as the go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can be used to reshape the new ecology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highlighting the hierarchy to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talent training, taking a problem-oriented approach to break the discipline barrier, 
stimulating internal drive to awaken initiative and critical consciousness, and studying both arts and science to 
cultivate core values, thus to cultivate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who have both virtue and talent, outstanding 
ability, distinct level and social recognition.

Key words: higher engineering educ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atGPT; S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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