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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中国步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纪，在这一时期，我国应对新型工科技术教育观念进行改革，注重对高校毕业生

的实际创业能力的培养，以增强其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在众多高校中，新工科培养要求学生具有很高的动手能力，但现

行的教育方式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文章论述了在新工科的大环境中，如何提高高校学生的创造性的实践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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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 has entered a brand new century, in this period, China should reform the new technical education 
concepts,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graduates’ practical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in order to enhance their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the international. In man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cultivation of new engineering requires students to have high 
practical ability, but the current educational mode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improve the creative practical skill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environment of new engineering.
Keywords: New engineering;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Practical ability training
项目名称：2020年四川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号：S201911553008。

 前言：

新工科专业课程设置需要专业理论知识的基础知识和

创新能力，并能将专业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与工程实践

能力有机结合。大学是我国目前大学生的创新和创业的

主要基地，肩负着培育和培育高质量的创新型创新型人

才的任务。所以，要着重加强学生们对信息化技术的不

断学习和创新性思维的不断培养，增强大学生适应信息

时代的适应性。

一、大学生在创新实践能力培养中的现状

大学作为一个为民族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人才的重要基

地，在新时期，高级院校要转变传统的院校的培养方式，

注重新时期高职院校教育方式，着重提升学生们的实践动

手能力。目前，我国高校大学生的实践能力技能的培训中

还面临着一些问题，主要从以下几点得到体现。

（一）高校对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力度不够

目前，我国各大院校普遍缺乏对大学生进行创造性的

实践活动的培训，缺乏相应的培训制度和实施计划，导致

了我国大学生在实际工作中所起到的一定的制约。在大学

里，由于受到传统的教育方式的制约，把实践教学当作一

种辅助性的教学，而忽视了它的实际作用，实训课数量偏

低，理论知识掌握不到位，这就造成了学生缺乏对基础实

践的理解、缺乏对理论知识的认知，从而使他们对理论知

识缺乏热情，从而影响到他们的学习状态，大大降低了教

育过程中的效率。同时，由于实践教学系统的不健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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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积极性产生一定的不利作用，从而

导致了学生的技能水平的停滞[2]。

（二）实践教学内容缺乏

在目前我国大学的教育工作过程中，由于传统教育理

念的制约，对实践教学的关注不够，致使实训教学的内容

过时、课堂上的创新、与现实生活的要求相脱离，从而严

重地制约着大学生自我价值的提高。此外，由于缺少相关

的实践课程，学校缺少实践的相关场所和教学器材，因而

加深了学生们对“实践工作”的负担。大学生的创造性实

践教育的目的是使他们在大学毕业以后能够更好地融入社

会，增强他们的职业技能，进而增强他们在就业中的竞争

优势，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由于教师的教育方式

与学生的学习方式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导致了在课堂

中学习到的知识和技巧不能被很好地运用到工作中，从而

影响了实习课程的学习效果。

（三）过时的创新性实践能力培养模式

在教学过程中，由于高校为学生开设的创新实践课所

占用的时间和学分数较低，从而导致了对学生的实际操作

能力的培养。同时，这种课程的设置也不能很好地适应学

生对时间能力的培养。由于受传统的教育理念的制约，在

教学过程中忽视了以学生为主的作用，“灌输式”的教学

方法已不能满足现代化的要求。在课堂上，师生交互作用

不强，不能使学生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从而影响了课堂的

学习效果。而且，在以往的教学中，采用的是一种比较简

单的试卷形式，不可能对考生进行创造性的实际操作，因

为试题的考卷大多是从教科书、练习中获取的，因此很难

形成创造性的思考能力。在实习的工作过程中，大部分的

实习工作都是由技术人员进行讲解，而学生的参与程度不

高，不能适应实际工作的需要，而实习结果往往以实习报

告为依据，从而削弱了实习的效果[3]。

二、新工科背景下培养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优化   

策略

（一）优化课堂教学模式，提升实践教学的应用性与创

新性

在为学生们设计新的教学模式的同时，要注意着重分

析各学生的个性，要充分释放学生们的创造性，培养他们

的创造能力。培养大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必须从观念上进

行切入，在进行实际的课堂上，我们应当遵循传统的教育

理念，注重在课堂中发挥学生的主体性，通过与学生们的

积极交往，激发他们的思维和创新能力，运用自己的强大

的联想力，将知识与知识相融合，进行创造性的探索，充

分发挥学生的创造性和动手的技能，以增强学生的综合能

力。在课堂上，教师要转变教学方法，注重学生的参与，

少讲一些理论性的东西，使他们能够从实际出发去探索和

掌握[4]。

（二）完善创新型人才培养方案

必须要充分结合专业核心内容体系与创新性课程体

系，把创新型教学的基础知识纳入到人才的培养计划中，

同时，要着重提升学生的基础素质和技能的创新，要把创

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能力指标作为新工科人才培养

的一个重要标准。通过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提高他们

的创造力、树立起一种先进的创造性思维，把创造性教育

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使其由教室内到教室外、课堂内外

相结合，使其得到充分的发挥。建立分层层次的创新通识

教育课程体系，在本科教育计划中应适当压缩了理论课程

的教学内容，增强实践方面的课程内容，并且把课堂上的

一些理论知识融入到创新活动中，为创新课程的设立提供

充分的学习空间，使学生的创新能力与整体教学改革相结

合。创新课程是以专业知识和专业素质为基础的，高校可

以通过将创新的学分纳入到学分的管理中，构建起循序渐

进、有机衔接的创新能力培养课程体系，其中包括：1.创

新意识的培养。以创新思维训练为主，再加以延伸创新心

理学和创意激发等为目标，强调培养学生们的创新思维能

力。2.创新创业知识类的培养，其中所要着重输出的专业

教学内容有：创新能力基础，创新方法与应用，技术创新

管理，新企业创建，创业融资以及企业管理等，要不断引

入专业领域学科前沿导论、研究方法、专业市场调研、基

于专业创新创业能力训练、典型创新创业案例分析、专业

领域前沿问题的创新性研讨等,然后在教学中引入创造性的

创业因素，优化课程的结构与内容，以提高大学生的专业

素养为基础的创造性思维。

（三）提升师资力量，强化教学效果

加强高校教师的素质教育，为了增强大学生的创造性的

实践能力，各高校必须要在师资的方面下好功夫，必须要

不断的提升学校的师资力量，以此来不断强化教学效果。

近年来，我国大学连续几年的招生规模不断扩大，给学校

带来了更大的压力，而师资队伍却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在

工作压力大的情况下，教师们的工作水平和教学状态都会

受到很大的限制。要强化大学内部的师资力量，努力培育

一流的人才。一方面，通过不断增加高校的师资力量，可

以大大减少了当前个别教师工作压力，缓解教育工作带来

的高压，以此提升教师们的工作水准。另一方面，增加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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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好老师，使实习教学得到全方位的强化，对培养学生的

实际操作技能也是有益的。

（四）增强高校的创新氛围

为了增强高校的教学内容以及效果，要不断加强专业实

验室、虚拟模拟实验室、创新工作室和技术培训基地的建

设，指导学生走入实验室进行实习与操作，在科学研究与实

习的全过程中，不断提高学生的创造力与实践能力。大学生

创业项目是高校学生自主创业的一个主要载体，它是由学生

组队申报、答辩、立项、实施、展示等过程构成的。在项目

的执行期内，导师要不断的对学生们进行督导和引导，以此

达成学生小组自主完成项目功能、项目结题等创新性的教学

活动目的。通过实施创新计划，特别是不同年级、不同专业

学生进行协作，可以更好地突破专业和专业的隔阂，通过构

建跨学科专业协作的科研队伍，构建跨学科、跨专业交叉的

新型科研机构，推动学科专业单一学科向多元化学科的建设

与发展。

（五）着重增设学科竞赛激励学生创新主动性

高校应该加强主办或组织大学生参加各类校级、行业

级、省市级、地区级、全国级、国际级各类专业的比赛，并

举办各类学术研讨会，通过对各类学科竞赛、创新创业项目

的实施和管理，让学员能够按照自己的特长和创造性的实

际状况，有针对性地参加比赛，并进行项目申报。这一系

列的竞赛内容，包含了由教育部主办的四项主要科目的专业

竞赛，也可以是其他一些专业竞赛，如：国家大学生数学竞

赛、物理竞赛、英语竞赛等。在比赛中，学生们可以互相交

流自己的创意，并在类似的比赛中进行对比，找出差距，互

相学习，从而促进学生获得知识，培养能力，提高学生的创

造力和实践能力等。

三、结语

本篇文章以新工科为主要核心，结合专业认证理念作为

指导，将创新作为大学生人才的培养方向，探索提高大学生

的创造性的实践技能的知识系统和教学方式。传统的企业高

校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着观念上的滞后和对人才的培养不够

等问题。新工科对培养工科类技术人才素质提出了新需求，

高校创新创业基地要及时转变思想观念，加强思想政治建

设，紧跟产业发展，将新技术、新科技及时引入育人体系。

各大高校应该绝对注重课程的内容以及完善好教育的教学模

式，以此来提高教学效率。同时要不断探索创新创业基地的

建设和评估机制，改革创业教育的方式。本篇文章强调了企

业的作用，强调了新知识、新技术在行业中的作用，强调了

学科的交叉，解决了教育创新资源不足、教学系统不健全等

问题，增强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形成了一种新的学术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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