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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教育理论视域下五年制高职《嵌入式技术及应用》课程

教学改革研究

朱铮皓

江苏省惠山中等专业学校 电信工程系　江苏无锡　214122

摘　要：创造教育理论指出，实践是创造之路，“知行合一”“手脑并用”是创造的开始，是实现创造教育的手段。在五

年制高职《嵌入式技术及应用》课程教学中，践行陶行知创造教育理论，通过实践项目和案例教学设计，培养学生创新思

维；增加课程评价体系，促进学生多元化发展；建立“校企双导师”制，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和就业竞争力，进一步促进《嵌

入式技术及应用》课程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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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陶行知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思想家、乡村教

育和平民教育的倡导者。无论是他的“捧着一颗心来，不

带半根草去”的高尚人格，还是他主张的“生活即教育”、

“生活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理念 [1]，都对中国

现代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全面推进职业教育课程改革

的今天，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论、教育思想、教育方法仍

然是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必修课。特别是他提出的创造教育

思想，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陶行知认为，创造是一个民

族生生不息的活力，是一个民族文化中的精髓。教育的目

的在于开发蕴藏在学生身上的潜能，培养具有独特性、能

动性和创造性的个体，以及具有创新精神与能力的人。他

的教育思想强调“手脑双全”，即注重实践与思考的结合，

倡导教育应与生活紧密结合 [2]，以生活为内容，培养学生的

行动力、科学基础、思想、意志，并营造自由民主的氛围 [3]。

创造教育理论 [4] 对于《嵌入式技术及应用》课程的教

学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新工科”背景下，《嵌

入式技术及应用》作为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的核心课程，

其课程教学改革可以借鉴陶行知的创造教育理论思想。

本文在创造教育理论视域下，针对五年制高职物联网

应用技术专业核心课程《嵌入式技术及应用》，从陶行知

创造教育理论内容、《嵌入式技术及应用》课程教学改革

中践行创造教育理论的背景和意义、《嵌入式技术及应用》

课程教学改革中实践创造教育理论的有效途径三方面进行

研究，从而为《嵌入式技术及应用》课程教学改革提供理

论指导。

1 陶行知创造教育理论

陶行知创造教育理论以生活为教育，强调教学做合一
[5]，力图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同时采取启发、自动、手脑并

用等方法实施创造教育。

就目的来看，创造教育重在运用知识，传统教育重在

掌握知识；就教法来看，创造教育重在启发 [6]，传统教育重

在传授；就学法来看，创造教育重在发现，传统教育重在

接受。创造教育的前提条件是有一定的知识经验基础 [7]，在

该基础上，引导学生主动探索，注重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

其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创造意识、创造思维能力和创造可持

续能力等。在课程教材方面，编写者要使用领域前沿技术

知识，加强跨学科交流，发挥课程育人最大效益；课程内

容设置要适合学生自学，传授研究方法而不只是理论知识，

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创造力的培养 [8]；在教学方法上面，

除了使用讲授法、讨论法、直观演示法等传统教学方法外，

还设计了项目实践教学方法，以项目为主线，让学生在解

决真实、复杂问题的过程中学习和掌握知识与技能的教学

方法；在评价方式方面，建立多元化评价体系 [9]，更关注学

生的成长和进步；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建立“校企双导师”

制度，旨在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和就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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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嵌入式技术及应用》课程教学改革中践行创造教育

理论的背景和意义

2.1《嵌入式技术及应用》教学现状分析

《嵌入式技术及应用》是一门应用广泛的课程，[10] 是

我校五年制高职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专业核心课程，该课

程不仅具有理论性也具有较强的实用性，是综合应用型课

程的代表。目前《嵌入式技术及应用》课程在教学现状方

面存在几点问题。

第一，课程内容与实际应用脱节，传统的教学内容偏

重理论知识的传授，而缺乏与实际应用场景的结合，导致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以将所学知识与实际问题联系。

第二，实验教学不足，实验教学是嵌入式技术课程的

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课程内容设置上实验教学学时不足、

实验内容与实际应用相距甚远的问题，大大限制了学生动

手实践能力的提升。

第三，课程评价体系单一，现有的课程评价体系过于

依赖期末考试，缺乏对平时学习过程的考核和反馈，不利

于授课教师及时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并作出调整。

2.2 创造教育理论在《嵌入式技术及应用》教学中的实

践价值

陶行知先生提出创造力“六大解放”的主张，即解放

头脑，鼓励他们多角度思考，不拘泥于传统思维模式；解

放双手，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度；解放眼睛，看清事物本质；

解放空间，在课堂以外，为他们创造学习区域；解放时间，

给与学生更多的时间独立思考。

将陶行知先生“六大解放”主张运用于嵌入式技术教

学中，对课程教学改革具有深远意义。通过实践项目和案

例教学，培养学生创新思维，鼓励学生主动探索和实验，

增强其创新能力；结合嵌入式技术的实操环节，能够提升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养成终身学习习惯；创造教育理论支

持个性化教学方法，通过分层教学和个性化指导，满足不

同学生的需求，提高教学针对性和有效性；通过嵌入式技

术项目实践，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提高学生综合

素质，增强其毕业后的就业竞争力。

3《嵌入式技术及应用》课程教学改革中实践创造教育

理论的有效途径

3.1 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设计

在教学内容设计方面，通过分析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

学生学习需求，设计了无线温控风扇、智能家居防盗报警

系统两套嵌入式教学系统 [11]。在教学方法设计方面，除了

使用讲授法、讨论法、直观演示法等传统教学方法外，还

设计了项目实践教学方法，以项目为主线，让学生在解决

真实、复杂问题的过程中学习和掌握知识与技能，提高学

生创造力。

3.2 课程评价体系与教师队伍建设

《嵌入式技术及应用》课程评价体系的设计对于确保

教学质量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评价体系不

仅包括理论知识的考核，更强调实践技能的评估，如项目

实操、团队协作等；多元化评价方法，增加过程评价、结

果评价、自我评价等，从而全面考量学生的学习成效；强

调增值评价和综合评价 [12]，关注学生的成长和进步，对知

识的掌握、思维发展以及情感、态度、价值观等非智力因素。

强化教师队伍建设，教师团队应由学校专业教师和企

业资深工程师构成，这种“校企双导师”制度有助于提升

教学效果，明确分工，加强交流合作，建立课程资源库。

深化校企合作，通过学校教师和企业工程师共同指导学生，

旨在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就业竞争力。

4 总结

本文在创造教育理论视域下，深入分析《嵌入式技术

及应用》教学现状，针对目前教学过程中课程内容与实际

应用脱节、实验教学不足、课程评价体系单一等问题，提

出了课程教学改革一系列方法，设计了无线温控风扇、智

能家居防盗报警系统两套嵌入式教学系统，采用项目式教

学方法，提高学生动手实践能力与创造力，增加课程评价

体系，强调多元化评价方法，更专注学生的成长和进步，

强化教师队伍建设，建立“校企双导师”制，旨在提高学

生实践能力和就业竞争力，使学生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手脑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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