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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创新创业背景下智能汽车人才培养实践教学体系探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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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智能汽车是当今汽车工业的发展趋势，也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智能汽车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的

重要任务，也是推动智能汽车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本文以创新创业教育为背景，探究了智能汽车人才培养的目标、模式、

内容和方法，构建了一个基于项目导向、问题导向和团队协作的实践教学体系，旨在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业精神、专业

技能和综合素质，为智能汽车产业的发展提供高素质的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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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lligent vehicle i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oday's automobile industry, but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 The cultivation of intelligent automobile talents is an important task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a key facto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automobile industry. With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s the background,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objectives, modes, contents and methods of intelligent automobile talent training, and constructs a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based on project orientation, problem orientation and team cooperation, aiming at cultivating students' innovation

awareness, entrepreneurship,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comprehensive quality, so as to provide high-quality talent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automobil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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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智能汽车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撑。智能汽车涉及

多个学科领域，如机械工程、电子工程、计算机科学、信息

技术等，需要具备跨学科知识和综合能力的人才。智能汽车

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也是推动智能汽车产业发

展的关键因素。如何培养适应智能汽车产业需求的高素质人

才，是高等教育面临的新课题，也是本文关注的焦点。

一、基于创新创业背景下智能汽车人才培养实践

教学的必要性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汽车工业正经历着从传

统汽车向智能汽车的转型升级。智能汽车是指利用先进的传

感器、控制器、通信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对汽车的自

动驾驶、自动泊车、自动避障等功能的汽车。智能汽车具有

安全、高效、节能、环保等优点，是未来交通出行的理想选

择。智能汽车不仅是一种新型的交通工具，也是一种新型的

信息平台，可以与其他智能设备和服务相互连接，形成一个

智能交通系统，为人们提供更加便捷、舒适和个性化的出行

体验[1]。智能汽车人才培养的目标是培养具有创新意识、

创业精神、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的复合型人才，能够在智能

汽车产业中从事研发、设计、制造、测试、运营等工作。

基于创新创业背景下的智能汽车人才培养实践教学，是

一种符合时代需求和产业发展的先进教育模式，具有以下必

要性：

适应智能汽车产业的发展需求。智能汽车产业是一个高

度创新和竞争的产业，需要有创新意识、创业精神、专业技

能和综合素质的复合型人才来推动其发展。基于创新创业背

景下的智能汽车人才培养实践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

力和创业能力，使学生能够在智能汽车产业中从事研发、设

计、制造、测试、运营等工作，为智能汽车产业的发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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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素质的人才支撑。

促进学生的个人发展和成长。学生是智能汽车人才培养

的主体，也是智能汽车产业的未来。基于创新创业背景下的

智能汽车人才培养实践教学，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

机，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为学生的未来发展提

供更多的可能性和选择。通过项目导向、问题导向和团队协

作的实践教学方法，可以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和成长，增强

学生的自信心和自主性，培养学生的工程思维和团队精神。

提升智能汽车相关专业的教育质量和水平。智能汽车相

关专业是智能汽车人才培养的载体，也是智能汽车产业的基

础。基于创新创业背景下的智能汽车人才培养实践教学，可

以提升智能汽车相关专业的教育质量和水平，使之更加符合

智能汽车产业的发展需求和前沿动态[2]。通过构建系统性

和前瞻性的课程体系，可以使学生掌握智能汽车相关的基础

知识、专业知识和实践知识，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通

过建立科学和公正的评价机制，可以使学生在项目实践、问

题解决、团队协作、创新创业等方面得到有效的反馈和激励，

形成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

二、智能汽车人才培养的内容和方法

智能汽车人才培养的内容包括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和实

践知识三个层次。基础知识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科

学知识，以及机械原理、电路原理、信号处理等基础工程知

识；专业知识包括传感器技术、控制技术、通信技术和人工

智能技术等与智能汽车相关的核心技术知识；实践知识包括

智能汽车系统设计与开发、智能汽车测试与评估、智能汽车

运营与管理等与智能汽车应用相关的实际操作知识。

智能汽车人才培养的方法是采用项目导向、问题导向和

团队协作的实践教学方法，以项目为载体，以问题为驱动，

以团队为单元，组织学生进行智能汽车相关的实践活动。具

体方法如下：

1.项目导向

项目导向是指以具有实际意义和挑战性的项目为主线，

引导学生从需求分析、方案设计、系统实现、结果评估等各

个环节，进行全过程的工程实践。项目导向可以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和动机，培养学生的工程思维和创新能力，提高学

生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项目导向的实施方式有两种：一

是教师指定项目，二是学生自主选题。教师指定项目可以保

证项目的质量和难度，也可以与企业合作，提供真实的工程

问题和数据；学生自主选题可以增加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也可以与创新创业活动结合，培养学生的创业精神和能力。

2.问题导向

问题导向是指以具有开放性和探索性的问题为引导，促

进学生对知识的探究和应用。问题导向可以帮助学生建立知

识之间的联系，拓展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培养学生的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问题导向的实施方式有两种：一是教

师提出问题，二是学生提出问题[3]。教师提出问题可以引

导学生关注重要的概念和原理，也可以与课程教学相结合，

增强课程的实践性和针对性；学生提出问题可以反映学生的

思考和疑惑，也可以与项目实践相结合，增加项目的复杂性

和多样性。

3.团队协作

团队协作是指以小组为单位，鼓励学生之间进行交流、

讨论、协商、合作、分享等活动。团队协作可以促进学生之

间的互相学习和互相帮助，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和协作能力，

提高学生的团队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团队协作的实施方式有

两种：一是教师分配团队，二是学生自由组队。教师分配团

队可以保证团队的平衡和多样性，也可以根据项目或问题的

特点进行合理的分工；学生自由组队可以增加团队的稳定性

和凝聚力，也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或特长进行自主选择。

三、基于创新创业背景下智能汽车人才培养实践

教学体系面临的挑战

基于创新创业背景下的智能汽车人才培养实践教学体

系，是一种符合时代需求和产业发展的先进教育模式，但在

实施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需要高校和社会共

同努力，不断改进和完善。主要问题和挑战有：

1.教师队伍的建设

智能汽车人才培养需要具备跨学科知识和综合能力的

教师队伍，但目前高校教师队伍的结构和水平还不够优化，

具有智能汽车相关新工科专业背景和实践经验的教师数量

太少，具有创新创业理念和方法的教师队伍也急需扩充人才

储备。因此，学校需要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通过引进、培

训、交流等方式，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和创新创业能力，为

智能汽车人才培养提供高质量的教学服务。

2.课程体系的构建

智能汽车人才培养需要具备系统性和前瞻性的课程体

系，但目前高校课程体系的设置和内容还不够科学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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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与智能汽车相关的专业课程和实践课程，也缺乏与创新

创业相关的通识课程和选修课程[4]。因此，需要加强课程

体系的构建，通过调整、更新、开发等方式，形成一个涵盖

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和实践知识三个层次，与智能汽车产业

需求和创新创业趋势相适应的课程体系。

3.资源平台的搭建

智能汽车人才培养需要具备丰富和先进的资源平台，但

目前高校资源平台的配备和利用还不够充分和有效，缺乏与

智能汽车相关的设备、数据、平台等硬件资源，也缺乏与企

业、社会、国际等合作伙伴的软件资源。因此，需要加强资

源平台的搭建，通过投入、共享、整合等方式，打造一个支

持智能汽车人才培养各个环节和层次的资源平台。

4.评价机制的建立

智能汽车人才培养需要具备科学和公正的评价机制，但

目前高校评价机制的设计和实施还不够合理和规范，过于依

赖于传统的考试成绩和学历证书等单一指标，忽视了学生在

项目实践、问题解决、团队协作、创新创业等方面的表现和

成果。因此，需要加强评价机制的建立，通过制定、完善、

执行等方式，建立一个符合智能汽车人才培养目标和特点的

多元化、综合化、动态化的评价机制。

四、基于创新创业背景下智能汽车人才培养实践

教学对策

创新创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智能汽车人

才培养的重要背景。创新创业教育旨在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创业精神、创新能力和创业能力，为学生的未来发展提供更

多的可能性和选择。智能汽车产业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

产业，需要有创新创业精神和能力的人才来推动其发展。因

此，基于创新创业背景下的智能汽车人才培养，应该注重实

践教学的改革和创新，采取以下对策：

1.加强与企业的合作

企业是智能汽车产业的主体，也是智能汽车人才的直接

需求方。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可以使高校了解企业的需求和

动态，为智能汽车人才培养提供更加贴近市场和实际的指导

和参考。具体措施有：一是邀请企业参与智能汽车人才培养

方案的制定和评估，保证培养目标和内容与企业需求相一致；

二是邀请企业提供智能汽车相关的项目和问题，为学生提供

更多的实践机会和挑战；三是邀请企业提供智能汽车相关的

设备、数据、平台等资源，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实践条件和支

持；四是邀请企业提供智能汽车相关的实习、就业、创业等

机会，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发展路径和选择。

2.加强与社会的联系

社会是智能汽车产业的环境，也是智能汽车人才的最终

服务对象。加强与社会的联系，可以使高校了解社会的需求

和变化，为智能汽车人才培养提供更加开放和多元的视野和

思路[5]。具体措施有：一是开展智能汽车相关的社会调查

和服务活动，让学生了解社会对智能汽车的期待和担忧，增

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服务意识；二是开展智能汽车相关的

科普宣传和展示活动，让学生向社会展示智能汽车的技术特

点和应用价值，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表达能力；三是开展智

能汽车相关的竞赛和评奖活动，让学生与社会各界人士进行

交流和比拼，增强学生的竞争意识和合作精神；四是开展智

能汽车相关的国际交流和合作活动，如国际智能汽车展览，

让学生了解国际上智能汽车的发展状况和前沿动态，增强学

生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能力。

3.加强与创新创业的结合

创新创业是智能汽车产业的动力，也是智能汽车人才的

目标和方向。加强与创新创业的结合，可以使高校培养出更

多具有创新创业精神和能力的智能汽车人才，为智能汽车产

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动力和支持。具体措施有：一是建立智

能汽车相关的创新创业课程和平台，为学生提供创新创业的

理论指导和实践支持；二是建立相关的创新创业团队和社团，

为学生提供创新创业的团队氛围和组织形式；三是建立智能

汽车相关的创新创业基地和孵化器，为学生提供创新创业的

场地设施和专业服务；四是建立创新创业导师和导师团，为

学生提供创新创业的经验分享和指导建议。

五、结束语

智能汽车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面临的新课题，也是智能

汽车产业发展的新需求。本文基于创新创业教育的背景，探

究了智能汽车人才培养的目标、模式、内容和方法，并构建

了一个基于项目导向、问题导向和团队协作的实践教学体系。

本文旨在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业意识，培养一批具有理

论基础和实践技能的智能汽车人才。本文的研究对于智能汽

车专业的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

意义，也为其他相关专业提供了一种可行的实践教学体系模

式。最后，本文对未来的研究方向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展望，

希望能够为智能汽车人才培养的持续发展和创新贡献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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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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