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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创新课程是以培养创新性人才为目的，通过多手段多途径培养和提高学生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综合性课程体系。通过
在《复合电介质的设计与储能应用》创新课程建设方面的实践探索，在教育理念、课程实施模式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为培养适
应时代需求的创新性人才提供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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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向社会输送创新性人才，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

的培养已引起了国内教育界的广泛关注，高校陆续开展了创新课程

的设置与探索。为此，2019 年申请并开设了《复合电介质的设计与

储能应用》创新课程，20 学时。该课程是基于电容器的应用已深入

到了电子系统的各个角落，同时电子产品的发展呈现出小型化和集

成化的趋势，电容器等无源器件也将从表面安装逐渐变为嵌入式封

装。课程背景具有前瞻性、综合化和跨学科的特点，内容涉及到高

分子材料、纳米粉体的表面修饰、导热材料、半导体材料、导电材

料等。选课学生中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占多数。考虑到电介质理

论抽象难懂，选课学生一般自主学习能力较强，该课程选择混合式

教学方式，即学校超星泛雅自主学习平台与线下课堂组合形式进行

教学。本文从课程形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等方面探

讨创新课程建设的思路和经验，可为国内相关专业的创新课程的建

设提供参考。 

一、课程形式 
创新课程是以培养创新性人才为目的，通过多手段多途径培养

和提高学生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综合性课程[1]。本课程形式采用

混合式教学方式，分为线下理论课程、线上学习课程、专题讨论课、

实验课堂四个环节，它们对应的课时分配分别为 6，4，4 和 6 学时。

理论课程主要采用线下理论课程与线上录播学习相结合，方便学生

反复研习。专题讨论课是以科研项目为依托，先期进行任务或问题

的布置，并以分组的形式分配和展开文献调研和可行性分析等工

作，最后在专题讨论会上进行师生讨论分享。师生的这种互动，可

以起到感知有效性的中介作用。以课题成果为案例开设实验教学课

堂，让学生直观的感受实验进程，提高学习效率和提升学习兴趣。

最后，结合项目任务，学生动手完成一组探索性实验，使学生能够

根据应用需求或科学问题，设计制备特定材料。 

二、课程内容 
课程内容以相关书籍、科研文献和项目为载体，着眼于前瞻性

问题，即未来嵌入式电容器发展需求，这要求电介质材料朝着高储

能、低损耗方向发展。为此，在课程内容上，首先以问题为导向，

引导学生主动地线上线下学习相关介电理论知识；其次以案例的形

式反映该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并且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充实更

新相应的教学内容，发掘值得研究与探讨的课题，保持问题的前瞻

性、多面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通过师生的互动，提升了学生分析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后，课程内容落实到实验实践环节，实现了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2]。总之，教学内容实现了由科学理论和实践检

验过程的循环学习模式，培养和增强了学生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 

三、教学方法 
本课程主要特点是引入了研究性教学手段开展教学。在具体教

学形式上，根据目前大学生群体的学习兴趣的变化，把课堂教学从

以教师讲授为主变为以师生互动为主。同时，引入体验性教学手段，

实施具有体验性的实践教学，促使大学生体会在创新研究道路上的

曲折与坚韧。具体教学方法如下： 

首先，注重师生互动，创新授课模式。在教学实施过程中，以

问题为导向，对电介质理论基础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充分

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此外，结合课题组科研成果，以专题研讨

会和虚拟创新课堂等形式进行创新案例的演练与解析，以巩固和深

化理论知识，培养学生创新思维。 

其次，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课结束之后，安排学生进

入实验课堂，通过典型成果案例的重复性实验验证，使学生了解实

验实施的过程中的具体细节，并感受实验成果带来成就感，提升学

生参与创新课程的积极性。然后，安排学生跟进相关项目的课题，

并适当参与实验方案设计。最后，依据项目教学中提出的实验方案

进行探索实验。通过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提升学生对理论知识之间

的内在联系的理解程度，以及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四、考核方式 
为了更好地实施创新课程建设，使其具备导向性与激励性，设

置定性考核和定量考评、全面考核和重点考核等相结合的方式，从

而科学评价教学成效。除了线上任务完成、课堂表现和实验实践成

绩（各占 20%）外，针对研究性教学内容，指导学生完成一份包括

文献调研综述、研究内容、实验方案等的可行性报告的结课作业（占

30%）并完成口头汇报（10%）。该考核方式重视强调自主学习和实

践环节，努力向“项目实战演练”模式转化。让学生在获得知识累

积同时，锻炼了学生分析总结能力和项目申请书撰写的能力，更重

要的是将理论联系实际，锻炼和提高了学生创新思维的能力。 

五、学生反馈与改进措施 
教学任务完成后向学生发放了调查问卷。结果显示，65%以上

的学生喜欢混合式教学模式，认为该教学模式能提高对基础知识的

理解与掌握。关于混合式学习过程中带给学生的收获调查，50%以

上学生认为首先提高了自主学习能力，32% 同学认为可以深入掌握

专业知识，18%同学认为提高了探究学习能力。此外，通过调查问

卷还获得了以下主要数据：（１）学生喜欢的学习活动排在前三位

的依次为：微课视频、创新案例的演练与解析、实验课堂；（２）

影响学生学习效果的因素排在前三位的有：在线学习后缺乏评价、

在线学习资源有限。 

为此，提出以下改进措施：(1) 提升微课视频的质量。梳理微

课内容，精讲知识点与案例，时间控制在 15 分钟左右； (2) 增设

平台章节检验环节，使学生能及时了解自己对专业知识掌握情况，

通过学习效果的评价，培养和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3) 在平台

上适度增加相关文献以及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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