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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对目前机械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存在的问题和现状进行剖析，提出了基于创新教育视

角下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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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机械人才培养目标之一就是使学生具有较

强的创新能力，而创新教育无疑在提升学生创新能

力方面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如何将创新教育与教

育教学环节、实践教学、人才培养、专业相融合以

发挥更大的效能，是目前学者、学术关注度较高的几

个方面。其中实践教学在高校教学体系中具有重要的

地位，因为创新的根源在于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而形成的，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创新来源于实践。 

一、目前地方高校实践教学现状 

（一）在课程设置中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 

虽然在课程设置中实践环节所占比例有所增

加，但整体看实践所占比例还是偏小。以某高校机

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为例，公共基础课组教学

计划进程表、学科基础课组教学计划进程表、专业方

向课组教学计划进程表中理论、实验所占学时见表 1。 

表 1 某某高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教学计划理论、实验所占学时 

教学进程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实验学时所占比例（%） 

公共基础课组教学计划进程表 766 614 152 19.84 

学科基础课组教学计划进程表 1355 1196 159 11.73 

专业方向课组教学计划进程表 240 192 48 20 

     

由表 1 可以看出，在目前地方普通理工类高校

课程设置中，理论仍然占绝对，实践环节所占比例

偏小。这其中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经费不足、具有

工程背景教师不足等原因。 

（二）高校研究对实践教学体系研究热度相对较低

导致实际中对实践教学重视不足 

以“实践教学体系”为篇名在中国知网进行搜

索，共得到 11780篇相关文献（截止至 2016年 8月

28 日）。从近十年发表相关文章数、学术关注度与用

户关注度反馈来看，在 2013年以前在对于实践教学

体系的研究较少，关注度较低。在 2013年之后关注

度、热度有所上升，但相对教学改革的关注度仍然

是偏低，研究者较少。 

实践教学体系是高校教师、教育工作者值得研

究的内容，是构建教育教学多维度创新体系重要一

环。虽然目前研究热度低、关注度低，但是广大教

育工作者进行挖掘的一座“富矿”，这座“富矿”开

发的怎样，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关系到大学生的创新

能力、动手能力、独立工作能力、协作能力、团队

意识和竞争力的高低。 

（三）专业教师缺乏工程背景 

很多教师硕士、博士毕业后就进入高校，是从

一个校门出进入另外一个校门，没有在企业实践的

机会，导致缺乏实践经历。在高校工作日常是上课、

写论文、申报项目，工作圈子较小。加上年轻教师

自身工作、家庭压力较大，很少能够主动去企业进

行实践，如果所在单位不能进行工程能力培训计划，

实践始终是这些教师的一块短板。 

二、从创新视角对实践教学体系进行重构 

（一）实践教学体系构建 

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需要进行渐进式培养，夯

实基础，需要进行体系基础建设、能力培养、大赛

平台检验等多个环节。 

首先要进行体系基础建设，理论知识是学生进

行实践的支撑，所以学生要汲取丰富的理论知识充

实自己；师资队伍应培训为一支具备工程背景的高

素质教育队伍，才能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工程训



 

第 4 期                       刘素明等：创新教育视角下机械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                           105 

 

练；实践平台建设涉及开放实验室、CDIO 室、创新

平台建设；再者评价机制应该根据新形势下高等教

育的要求，根据创新创业教育要求，制定评价体系

对教师和学生进行考核。 

其次，对学生能力培养主要在创新能力、独立

工作能力、独立学习能力、工程理念、协作能力、

团队意识，尽可能地贴近工程实际，缩短学生毕业

后的培训期，尽快地走上工作岗位，顺利成长，同

时也能降低企业的人力成本。 

最后，能力需要检验才能显现效果，在校期间

可以组织学生参加亚太机器人大赛、金相大赛、大

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训练计划、创青春、红点等专业

特色明显的竞赛类大赛。参加大赛一方面可以增加

学生的实践经历，认清差距，创新的方向更加明确；

另外通过各个大赛带动一批学生，形成“以点带面”

的效应，在专业内、学院内、校内形成创新的风气，

提高学风。 

（二）将信息技术作为实践教学的辅助手段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已经在各行各业

发挥重要作用，智能制造已成为未来制造业的发展

趋势。高校专业课程要主动对接信息技术，加速与

信息技术的融合。将信息技术作为教学的辅助手段，

积极探索在专业教学中如何能够利用信息技术将课

程内容更好地展现给学生，让学生能够更容易理解。 

在课程中对于一些无法开出的实验，可以借助

信息技术在课堂给予学生进行展示，作为实践教学

的辅助措施。像车辆专业的驾驶实习，可以借助模

拟驾驶器使学生对车辆基本操作进行掌握，然后再

上车，做到事半倍的效果，同时也能够节约实习经

费，一举两得。 

（三）在理论课程讲授中要引入适合工程实践的授

课模式 

在理论讲授环节，在大纲中要引入案例教学、

TRIZ 理论、翻转课堂、研究性教学等理论与方法，

鼓励学生分组讨论，拿出自己的设计方案或者结果。

鼓励学生自主完成学习或者教师进行有限度的引

导，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在“做中学”。 

在理论知识授课环节中，要结合学生专业特点，

进行有针对性的选择案例进行教学，做到学以致用，

同时也能激发学生的主动学习积极性。 

（四）结合 CDIO，借助赛事平台锻炼学生实践能力，

增强学生创新素质 

河北工程大学是全国第一批 CDIO 试点院校，机

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则是河北工程大学第一

批 CDIO 试点专业。从 2008 年以来，结合 CDIO“做

中学”的理念，设置了机电系统设计与制造（一级

项目）模块，每年在二年级学生中招收 60人作为 CDIO

小组成员（约占专业总人数 20%左右）。机电系统设

计与制造（一级项目）模块中，教师注重对学生实

践能力培养，着眼于学生未来工作对学生进行绘图、

拆装、综合设计等方面的训练。近几年，参加 CDIO

的学生积极参加各种大学生竞赛，如河北省机械设

计创新大赛、全国三维数字化大赛、河北省大学生

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等取得了不错成绩。 

三、总结 

创新是时代的主旋律，创新不足将导致竞争力

不强。对国家而言创新不足会在国际竞争中落后；

对普通高等院校而言，创新不足将导致学生在就业

中处于不利地位。只有通过实践使学生学以致用，

使学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进行创新。

青年大学生要勇于担当，在实践中进行锻炼，在创

新中自我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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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in mechanical specialty based on 

innovatio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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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is phenomenon,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in mechanical specialty are analyzed, and the ways of constructing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based on innovation 

education are put forward in this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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