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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香港理工大学工业中心创建于1976年，如今已逾三十而立之年。
三十多年来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现时代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社会知识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
的时代。
科学技术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越来越快，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的
调整越来越频繁。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教育是兴国之本，已成为许多国家的共识。
　　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在继续保持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地位的同时
，在政治、经济、贸易、教育等诸多方面与中国内地的联系更为密切。
香港理工大学工业中心与时俱进，不断调整自己的功能、结构，现在已发展成为现代工业训练的基地
、科技开发的平台、业界的技术后盾，集多功能于一身，以启迪创意、激励创新、推动发明为主旋律
的多功能“研习工厂”。
正如我国著名学者、同济大学现代制造技术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常务理事张曙教授所
言：“香港理工大学工业中心不断进步，经历了由‘工业训练楷模’到‘工程教育的创新先锋’的光
辉历程，对中国工程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举世瞩目，得到海内外教育界和工业界的认同和
高度赞赏。
”　　由于工作关系，笔者与香港理工大学工业中心有二十多年的联系和交往。
1988年1月我随原航空工业部教育考察组访问了工业中心。
那时香港理工大学还处在香港理工学院年代，工业中心还在原来的老建筑内。
也正是那次访问，使我有幸结识了现在的工业中心总监黄河清博士和工业中心的许多朋友。
后来黄河清先生于1988年离开工业中心，投身企业界。
1991年他受聘重返香港理工学院出任工业中心主任（1994年香港理工学院升格为大学后，工业中心主
任一职改称为总监）。
1992年工业中心宏伟的新建筑落成。
1993年9月我应黄河清总监的邀请对工业中心进行了一次短期访问。
1995年至1996年我又应聘在工业中心连续工作了近两年。
之后，我也曾多次应邀访问过工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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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程教育的创新奇葩：香港理工大学工业中心》在论述大学十分需要一个产学研三结合平台的
基础上，系统而全面地介绍了香港理工大学工业中心从基本技术训练工场转变为“学习工厂”，继而
发展成为“研习工厂”的背景、创新理念和成功的运作模式与经验；通过实例对香港理工大学工业中
心创新性的创值培训和科技开发作了详细介绍；还介绍了集中西方文化之精髓、以创新和创造为主旋
律、催人奋进、成就事业的工业中心文化。
　　《工程教育的创新奇葩：香港理工大学工业中心》还论述了科学技术与技术科学、工程科学与工
程技术的异同，以及现代工业训练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工程教育的培养目标和工科大学毕业
生应具备的知识与能力结构。
　　《工程教育的创新奇葩：香港理工大学工业中心》从理论上论述了创新型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需
要创新型的工程教育，而创新型的工程教育需要创新型的工业训练。
　　《工程教育的创新奇葩：香港理工大学工业中心》适合于工科院校及教育部门的各级领导、在大
学工业训练机构工作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及工业训练指导教师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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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2.4 现代工业训练的学科交叉特征　　在现代工业训练的过程中，学生会遇到一些涉及学科边缘
和交叉学科的技术问题，在专业教学中这些知识常常被忽略。
大量的实践证明，这些知识对技术、产品开发和解决实际工程技术问题非常重要。
“快速成型和模具制造”就是学科交叉的典型例子，这项新技术涉及计算机信息学科和材料学科以及
模具制造学科，是典型多学科交叉的例证。
再如，金属和非金属的表面处理也需要化学、材料学和电化学、电学等多个学科知识的交叉和融合。
　　无数的事例都可以说明工业训练具有学科交叉特征。
　　2.3 现代工业训练的功能　　无疑，面对大学生的现代工业训练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环境
等都是根据高等工程教育的总体培养目标规划设计的，因而现代工业训练应该是形成现代工程师的一
个要素，这也就是现代工业训练应有的功能。
　　2.3.1 促进知识向能力的转化　　能力对一个走进社会的大学毕业生的重要性人所共知。
能力是大学生立业生息的基础，也是大学生贡献社会，报效国家的凭借。
　　能力是一个人所能处理，并能完成的实务范围和复杂程度，以及完成的质量和工作效率，是一个
人的知识和其他要素综合起来对客体所能达到的作用程度。
　　能力和知识密切相关，知识是能力的基础，无知就无能力可言。
但知识并不等于能力，一个人知识渊博，但并不一定就能力超群。
能力的形成还需要一个主观驱动的转化过程，客观因素可以影响这个转化过程。
而促进学生知识向能力的转化恰恰是教育的一个重要功能。
　　学生在工业训练中经常要经历由“知”到会动手去做的过程。
这种过程的大量积累，或由简单过程到复杂过程的过渡，就逐渐完成了知识向能力的转化，形成了学
生某一方面的能力。
这里还需指出的是，能力的形成过程也是知识的深化，即知识由“知道”变为可以运用自如的“真知
”的过程。
中国南宋时代的大诗人陆游有这样的佳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这也是说仅仅从书本上学，对事物很难有深入的了解，唯有通过实践才可能把事物了解透彻，抓住实
质。
　　2.3.2 形象思维能力的培养　　众所周知，学习工程科学的大学生要有较强的形象思维能力。
如何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是工程教育的一个重要课题。
工科大学生在许多课程的学习过程中需要有一定的形象思维能力才能充分理解和吸收课程的内容。
工程图学就是一个有普遍意义的典型例子。
一个立体的东西，可以在一张平面图纸上规范化地表达得清清楚楚，图纸成为在生产过程中传递信息
的“工程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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