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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课程创新教育现状

1. 双创教育理念认识偏差落后

我国关于创新创业方面的教育已成为高等教育发展

新态势，但是部分高校对于双创教育却依然视为正规教

育之外的“杂牌军”或是小众化的“精英教育”。尤其是

高校电器工程及自动化专业对于双创教育理念的认识存

在偏差，因此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并未与时俱进融入创新

创业教育理念。一方面是教师在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缺

乏双创教育能力或对双创教育重视程度不够难以对学生

双创能力培养有效指导；另一方面是学生认为双创与自

己所学专业关联性并不高或者认为自己未来更多会选择

稳定性高并且薪酬待遇优的企业就职，对于创业的兴趣

并不是很强。

2. 教学内容和方式针对性不强

目前，我国高校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课程主要

包括公共基础课、专业技术科和实践课程三个模块。但

是实践课程所占比例以及所受重视程度远不及其他课程。

而且，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实践教学的内容实际上

也依然都是以理论课为主，真正意义的实践操作课程相

对较少，因此实践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并不高。再加之教

师在教学时通常都是从整体角度进行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内容授课让学生对专业知识形成整体认知，因此教学

内容的各知识点的精准性缺乏，各课程知识点之间联系

不强的“孤岛式”教学方式又容易让学生思维要么容易

混乱要么单一化，不利于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在创新

创业教育方面，由于大多数高校都是采取讲座活动或者

是课外业余性质的教育活动为主，对于电气工程及其自

动化专业实践课程而言缺乏操作技能层面的创新创业教

育，因此双创教育与专业教育和实践技能教育的严重脱

节不利于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学生创新精神和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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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意识和技能的培养形成。

3. 学生实训的时间和空间有限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实践课程的设置一方面是

为了让学生通过实践教学夯实相应理论知识；另一方面

是为了通过实践教学探寻理论联系实际相应问题的解决，

并且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增强学生创新思维和能力。因此

教师应该在理论知识教学的同时重视开展实践教学，以

实践活动为教学重点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然而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化专业实践课程的实际教学却大部分依然采用

传统方式按部就班授课，为学生提供的实训空间和时间

都非常有限，导致学生实践操作能力缺乏足够的锻炼，

无法将所学知识和技能用于实践当中，对于学生的双创

能力和职业素养培养也就成为“纸上谈兵”。

4. 师资队伍双创教育能力不足

“中国制造 2025 战略”在我国深入推进，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化专业对教师的国际化要求日益增高，让该专

业教师面临严峻挑战。再加之随着双创教育理念对于电

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重要意义所受关注程度与日俱

增，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对于师资队伍的要求越来

越高 [1]。但是目前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实践课程的

师资队伍建设在双创教育能力方面却明显不足，很多教

师对于企业的实际运营缺乏实践经验，很难在实践技能

教学过程中充分融入创新创业教学内容，给予学生专业

有效指导。

二、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课程的智能创新教育

措施

1. 实施创新的课堂教学

（1）设计有利于培养创新意识的教学环节

第一，教师要精心寻找素材与案例，尤其是能激发

学生兴趣，学生会主动解决所面对的问题。例如，学生

通过分组讨论，完成 LED 台灯的创意设计头脑风暴，最

终形成了如下创意功能：能够检测环境光照，进而控制

台灯的亮度；能够检测是否有人使用检测台灯，进而实

现自动关灯；能够检测使用者是否离台灯过近，进而实

现声光提醒；能够记录并实时显示台灯使用的时间，进

而实现声光提醒休息 [2]。第二，在项目实践教学过程中，

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学情差异，做出要求调整，提出不同

的教学要求，针对教学对象的不同，分层实施教学。这

样既能够使学有余力的学生通过动手设计实验项目实现

发明创造，又可以照顾在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进一步

增强其实践能力。

（2）创业的推演设计教学环节

通过创业的推演设计教学环节，学生可以了解自身

的创业优势和劣势，锻炼自身逻辑和表达能力。大学生

创业要了解相关的创业知识和优惠政策，通过撰写创业

计划书更加全面地了解创业的相关流程和手续，落实自

身有关创业的思路和想法、安排和计划等，全面推演和

评估自身在创业过程中所需要面对的所有困难。

2. 作业模式的创新

（1）制订作业计划

教师在布置作业时要依据所授课程的教学大纲要求

做出详细的规划与安排。例如，在一个比较典型的教学

项目完成或比较难以理解的知识点的授课完成后，教师

可以安排一个贴合教学内容的实物制作作业环节。相较

于传统作业模式，这种实物作业模式的特点更加鲜明，

体现了“精、新、活”。“精”的作业减轻了学生的作业

负担，“新”的形式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活”的知

识应用提高了学生的应用能力，很好地弥补了传统作业

模式的不足。

（2）布置实物作业

在课堂理论知识讲解完成后，教师要根据授课内容

需要及时布置相应的实物制作作业。例如，在“单片机

控制的智能风扇”的创意项目中，该电路是直流电机调

速电路的拓展应用。教学大纲要求熟练掌握直流电机相

关的调速电路的组成及其工作流程和相关程序的编制。

在项目中，学生运用所学红外遥控原理解决电机无线遥

控问题，具有较强的可实践性 [3]。结合所学原理，根据

“单片机控制的智能台灯”相关创意设计技术，可以给

出如下作业题目：进行红外感知是否有人的实物制作。

学生要完成这项作业，需要经历四个重要环节，分别是

理论分析环节、测量运算环节、动手实践环节、结果测

试环节，通过这些过程可以提高综合素质，具备理论分

析和操作实践的创新能力。

3. 激发学生创新热情，改革教学的评价方式

教师应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进行探

究性的动手实践，特别是在学生参加项目实践过程中，

要及时对其表现给予鼓励性评价，使学生积极发挥主观

能动性 [4]。同时，教师也要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和原

理规则，对所做的实验电路提出存在的设计问题，并能

创造性地提出改进方案，激发学生的创新热情，促进其

创新品质的培养。

三、结束语

创新教育是通识教育的发展和延伸，必须坚持授课

内容的综合性和实践性。将智能创新教育与高校电气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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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及其自动化课程目标相统一，探索了创新教育与课程

教学目标相互融合、相互侧重、相互补充的综合对应关

系。经过实践并总结，在高校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技术

课程中构建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引导和鼓励大学生自主

创业，可以弘扬时代精神，增强其社会责任感、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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