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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海南背景下开展创客教育培养高职学生 
的创新思维

曾祥燕 张 博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 海南海口 571600）

【摘 要】 创新型人才是建设智慧海南的主力军。作为一种新理念、新思维、新形态的教学模式，创客教育将创客
精神和教育有机结合。在信息技术支持的基础上，在高职院校开设创客课程，整合优化创客师资队伍，
运用先进的理念，建设开放共享的校园创客空间，对培养创新型人才、推动科技创新、构建创新教育体
系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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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会以分小组、分小班的方式来组织教学活动。这些

方式对创客教师的数量要求较高。现实情况是，在高职

院校中，能够参与创客教育的教师不多，即使有参与的

教师，他们对创客教育也缺乏全面的、专业的知识［5］。

2.2 创客课程体系不完善
创客课程与传统的课程相比，跨越了多个学科，涉

及较为前沿的信息技术。目前，海南高职院校中并无开

设专门的创客课程，创客项目的研究主要依托一些工科

类的课程，例如，3D打印技术、Arduino开源软硬件课
程、编程类、设计类的课程等。现有的课程设置主要是

技术的叠加，课程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并没有凸显出来。

虽说技术是创客课程的载体，但如果只是纯粹传授技术

理论知识，而不能将技术和相关资源作为手段去激发创

意和开拓思维，那可能就违背了创客教育的初衷。

2.3 校内创客空间数量有限
创客空间是开展创客项目研究的主要场所，可以实

现技术创新和技术积累。因此，创客空间为创客教育提

供了实践场所，是创客教育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 [6]。目

前，由海南高校创办的创客空间可谓凤毛麟角，本科院

校可能会配备创客空间，例如，海南师范大学国家大学

科技园创梦空间、海南大学“阳光岛”创客空间，但在

高职院校，多为“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此类基地主要

是提供一个可以进行讨论创意的场所，却没有配套的软

硬件设施可供创客项目研究和实现。

3  开展创客教育，培养学生创新思维

3.1 更新观念，依托创客促进创新
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是技能型人才，培养学生

具有工匠精神的同时，也是在加强学生们的动手实践能

力。在高职院校开展创客教育的初衷就是为了培养学生

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思维，可以提供大量的创新型人才储

备。因此，学校要大力宣传创客教育、创客精神、创新

思维，通过参观智慧社区，了解智慧安防，智慧交通等，

帮助学生理解“创新改变生活，智慧城市是提升人民幸

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的重要途径”，培养学生不怕挫

折，勇于挑战的创客精神。借助“职业周”“科技文化节”

等活动将学生的专业知识和创新实践活动结合起来。依

智慧海南建设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撑，

需要在云计算、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等方面强化创新

驱动与智慧赋能。在此背景下，作为主要培养技能型人

才的高职院校如何把握新一轮信息技术变革和数字化发

展趋势，开展创客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进一步

推动智慧海南建设培养创新型人才，都是值得我们思考

的问题。

1  关于创客教育与创新思维

关于创客教育，不同的专家学者也有不同的解读。

祝智庭认为，体验教育（Experiential Education）、项目化
教学法（Project-Based Learning）、DIY（Do It Yourself）
等成熟的教育理念是创客教育的理论基础，它们共同的

特征是基于团队协作和学生深度参与的自主学习模式 [1]。

郑燕林的观点是，创客教育是一种以“创造”为基本目

的的学习，这种教育模式的特征是整合、开放并具有

专业性 [2]。杨现民对于创客教育的第一个层面的理解是

解决如何培养创客人才的问题；第二个层面的理解是

“创客式”的教育，通过运用创客的思维与方式去影响 
教育 [3]。

创客教育的目的是激发人的创新意识、发展人的创

新思维和锻炼人的创新能力。董黎明认为，创新意识是

产生创新思维的动力；创新思维则是产生创新想法的心

理过程；创新能力是将想法变成现实的动手实践能力，

它以创新思维为基础，是创新思维的结果体现 [4]。

2  创客教育在高职院校的实施现状

2.1 创客教育师资力量薄弱
随着《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中国教育现代

化 2035》等文件的颁布，尽管学校层面已开始关注创客
教育，但实施起来并不容易，首先，缺乏专业的创客教

师。创客课程大多数作为创新创业类课程，相关的老师通

常为辅导员或行政人员。这类人员不具备专业知识及企业

实践经验，技术方面的实践能力较为薄弱，因此，无法

胜任相关的专业技术指导，主要还是起到组织学生活动

的作用。项目化教学是创客教育过程中主要的教学方法，

教师作为项目的设计者，要引导学生对项目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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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中国创客大赛、挑战杯、电子设计大赛、中美创客大

赛等大型赛事，鼓励师生参加各种创客大赛，以赛促教。

实践是创客教育的精髓。一方面，大赛可以作为培养学

生成长成才的主要载体；另一方面，大赛也是锤炼青年

教师业务能力的主要舞台。

3.2 大力推动创客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由于创客项目涉及的学科知识较多，这对教师队伍

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创客教师不仅要有创新意识，还

要具备跨学科的综合素质，才能顺利地开展教育教学工

作。创客教育师资的能力特点 [7]如图 1所示。

图 1 创客教育师资的能力特点

加快创客师资队伍建设，一是对现有的教师进行专

业培训，需要学校构建完善创客师资培训体系。培训的

内容及方式要有所改变，除了技术的培训，还包括创客

空间建设、创意内容、创客项目、STEAM教育等，需
要加强教师的创新理念培训，以及加强将科研成果进行

转换的能力等。培训的方式除了会议、培训班、线上直

播等方式外，还可以结合人工智能、VR等信息技术手
段，在模拟情境中进行项目实战演示，既推广了信息技

术，又培养了教师教学能力。二是组建企业创客导师

团，聘任成功的企业家、技术专家、管理咨询专家等，

通过传、帮、带的形式，提升创客师资队伍的指导水平。

鼓励教师到企业一线挂职，同时培养实践能力与教学 
能力。

3.3 构建完善的创客课程体系
创客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

将创客课程项目化，根据项目从创意到现实的过程，设

置课程链，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如表 1所示。

表 1 项目从创意到现实的三个阶段

阶段 开设课程 目的

第一阶段 创客文化 了解创客精神

第二阶段
创新思维训练
课程

掌握创新思维的训练方
法、创新计划的撰写方法

第三阶段

专业知识
数字制造技术
机器人技术
设计专业技术

完成作品设计、制作，将
创意通过技术手段变成 
现实

3.4 打造线上、线下创客空间及共享平台
高职院校可以依托校内实训室，与校外创客空间合

作，拉入企业赞助，投入专项资金，配备创客项目所需

的软硬件设施，建立开放共享的创客空间实体，保障创

客项目的实施场所，充分发挥校企合作优势，推动创客

空间的建设及后续产品的孵化。建立线上创客空间平台，

交流、分享创意及作品，迸发出更多创新思维的火花。

4  结语

当前海南正加快利用各种机制体制优势，在新一轮

的信息技术变革和数字化发展趋势下，推动互联网、物

联网、人工智能等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初具雏形

的信息智慧海岛正逐渐成为创客们实现创意理想的沃土。

在此背景下，在高职院校开展创客教育，将创客精神和

高职教育有机结合，通过树立新形势下的教育理念、设

置合理的创客课程、配备专业的师资队伍、建设开放的

创客空间等方面促进高职学生的创新思维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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