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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实践教学，逐步推进创新能力培养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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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践课程对于培养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针对目前实践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提出实践课程采取分层次教学，不同层次实践课程采取不同教学手段，不同层次实践课程完成不同的教学目标，使实践、

创新能力培养贯穿人才培养的整个过程，逐步达到人才创新能力培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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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实践课程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实践课程是培养学生动手、动脑的过程，通过实践教学，能培养学生的好奇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使学生对学习产生兴趣，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充分发掘学生潜

能，从而全面提升学生创新能力。

现有实践教学改革方法如增加实践课程在人才培养方案中所占学时，改验证性实验为设计性实验

等等，均未将实践教学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始终贯穿整个创新人才培养的各个阶段，使各个阶段实践教

学相互游离，未能达到全面培养实践、创新能力的目的。

鉴于实践课程对实践和创新人才能力培养的重要性以及现有实践教学改革方法的不足之处，为更

好地推动实践课程教学改革，本文以实践性、应用性和综合性较强的自动化专业为例，提出将人才培养

各个教学阶段的实践课程进行分层次教学，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实践教学环节采取不同的教学手段，逐

步达到创新人才培养目标要求，使实践、创新能力培养贯穿整个人才培养进程。通过几年的分层次实践

教学法，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有显著的提高［１］。

２　实践课程教学改革方法
纵观整个自动化专业教学培养方案，可以把实践课程分成三个层次：１）基础实践课程，包括专业认

知实习、电工电子线路实训；２）专业实践课程，包括专业实验课、课程设计；３）综合实践，包括电子设计
大赛、毕业设计。实践课程是由浅入深、由基础到综合的教学过程，须区别对待不同层次的实践课程，采

取不同的教学手段，通过逐层递进、逐步加强达到推进创新能力培养的目标［２］，具体分析如下。

２．１　分阶段引入基础实践课程，循序渐进培养学生实践兴趣
在自动化专业三个实践课程教学层次中，基础实践课程在整个创新人才培养中所处的位置为最底

层，属基础性教学过程［３］。基础实践课程就好比高楼大厦的地基，地基建设得是否牢固决定上层建筑

是否稳固。因此在基础实践课程教学中［４］，主要教学任务是使学生对所学专业有所了解，对整个大学

阶段要学习的专业课程及专业课程之间的关系有一定认知，通过专业认知实习和电工电子线路实训培

养学生对所学专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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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新生入学时聘请有经验的教师以讲授、例举的方法进行专业知识讲座。通过专业知识讲座使

学生对专业所学课程以及课程之间的连带关系有初步的了解和认知，为后续相关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

在专业知识讲座中，通过例举生活中常见、简单易懂的例子来说明什么是自动化，自动化专业需要学习

哪些课程等等，如电饭煲、空调在工作过程中涉及到单片机原理、传感检测技术、自动控制等等专业知识

和专业课程，通过浅显易懂的实例引起学生对专业及专业课程的好奇心。

其次，第三学期进行电工电子线路实训实践课程。在前两个学期电路理论、模拟电子技术等相关知

识的学习中，学生基本掌握一定的电路常识，通过电工电子线路实训课程主要训练学生常用元器件选

取、电路连接、焊接以及电路调试的能力。在电工电子线路实训课程中采取教师引导学生探究的方法来

完成，教师结合前期所学课程选取难易适中的实训电路来引导学生逐步完成电路中元件的选择、电路焊

接及调试等等。经过简单电路的连接、调试成功，学生获得足够的满足感，树立一定的自信心，以此激发

学生学习兴趣，为后续的实践课程开展奠定基础。

最后，第四学期让学生参加本专业毕业学生毕业答辩。通过毕业生陈述毕业设计思路、设计要求、

设计功能，教师对设计提出问题以及学生解决问题的方法等等答辩环节，学生会亲身感受什么是设计，

怎样设计，理论知识是如何转化为实际应用等等，在此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好奇心。

通过在三个学期分阶段引入基础实践课程，逐渐培养学生实践兴趣，建立以兴趣为基础的实践、创

新能力培养模式［５］。

２．２　紧抓专业实践课程，奠定实践、创新能力基础
专业实践课程包括实验课和课程设计，在整个人才培养中处于中间位置，是连接基础实践和综合实

践的纽带。这个阶段所学专业课程相对抽象，而且知识点较多，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理解程度差异较大，

因此在专业实践课程中采取如下教学方法。

１）将计算机仿真软件引入教学过程，夯实理论知识，奠定实验基础。专业实践课程教学中引入仿
真软件，如Ｍａｔｌａｂ［６］，Ｋｅｉｌ［７］，Ｐｒｏｔｅｕｓ，ＥＷＢ和Ｍｕｌｔｉｓｉｍ等等，在讲解相应的理论知识或进行实验时，通过
仿真软件演示，学生可以动态地理解知识点，很容易掌握抽象的理论基础知识。通过仿真软件仿真时，

如果实验结果和预期结果有差别，学生可以根据仿真中出现的现象进行分析，查找相应的理论知识，反

复修改，直至问题解决。在整个仿真过程中，学生可以充分理解、掌握理论知识，把理论基础知识和实验

紧密联系，奠定实验基础［８］。

２）实验内容因人而异，因题而异。在实验教学中，常规实验题目基本是来自实验指导书，这样势必
导致实验题目不合学生的“胃口”，不能发挥学生能动性以及实践积极性。应通过了解、分析学生实际

对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打破常规实验题目选择模式，在实验中给出难度不等、要求不同的实验题目供

学生自由选择，充分挖掘学生潜能，做到真正培养创新能力。另外，对于同一实验题目给出不同的要求，

最大程度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新思维。

３）课程设计分组合作，自由发挥创新能力。第一，课程设计中将不同特长的学生分配到一组进行
合作，如有的学生编写程序较好但动手能力较差，有的学生爱动手但不善于动脑，通过合作使学生自由

发挥自身长处，同时汲取其他成员的长处，在共同完成设计任务的过程中提高团队协作能力。第二，课

程设计内容和要求要贴近学生生活实际，这样更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也更容易激发学生创新意识。

４）成立兴趣小组，开放专业实验室，鼓励学生课下实践活动。通过成立兴趣小组将学生集中，遇到
问题大家共同讨论、解决，开拓设计思维，使学生得到更多的锻炼机会。专业实验室不局限于课内实验

或实训，应与课下实践活动相结合，为学生创新实践活动提供必要的场所。

通过专业实践课程的教学，学生综合利用所学专业知识，经过查资料、选方案、设计电路、撰写设计

报告，得到一次较全面的工程实践训练，具有一定综合知识运用、理论与实际联系的能力，为后续毕业设

计或电子设计大赛打下基础。

２．３　全面推进综合实践，架起理论与实践的桥梁
１）以电子设计大赛为契机，全面提高学生综合实践、创新能力。电子设计大赛与专业实践课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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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同，专业实践课程教师给出的设计题目和任务是围绕一门专业课程教学内容，而电子设计大赛中学

生要始终围绕比赛题目要求将整体所学的理论知识全面、综合运用到实践当中［９］。采取参加电子设计

大赛冲抵学分的鼓励政策来鼓励学生参与电子设计大赛，通过参加电子设计大赛，使学生深入体会解决

实际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成就感，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能

力，全面提高学生综合实践、创新能力。

２）以毕业设计为桥梁，连接起理论与实践。毕业设计是整个大学学业最后一个重要的实践教学环
节，是理论和实践综合运用的教学过程。目前毕业设计实践教学存在毕业设计题目陈旧、学生不够充分

重视、时间紧迫应付了事等等问题。为解决以上问题，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将毕业设计任务提前到第

六学期末下达给学生，给学生足够时间查找资料、方案论证，解决时间紧迫、学生应付了事的问题；二是

教师将自身科研项目分块让学生来完成，学生所参与的科研项目来自于生产、生活实际，有效地解决了

毕业设计题目陈旧、学生不重视等问题；三是教师对毕业设计足够重视，对毕业设计进度全程跟踪、参

与，及时解决学生毕业设计中遇到的问题。

通过电子设计大赛和毕业设计实践教学环节，学生真正做到将理论知识全面、系统地运用到实践

中，在实践中获得创新能力的提升。

３　结语
自动化专业实践教学采用分层次教学方式，不同层次采取不同教学手段，不同层次的实践课程完成

不同的教学目标，对人才创新能力培养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１）层次分明，目标明确，创新能力培养有的放矢。将实践教学分为基础实践、专业实践和综合实践
课程，在基础实践课程中培养学生实践兴趣，专业实践课程中奠定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理论基础，综合实

践课程中在兴趣和理论基础的前提下做到全面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整体实践教学层次分明，创新能

力培养目标明确、有章可循。

２）理论、实践教学相辅相成，奠定创新能力培养基础。理论教学中引入仿真软件，学生更好地掌握
理论知识，为实验奠定基础；实验教学中运用仿真软件对实验过程进行分析、改进，进一步理解理论知

识，为后续实践课程开展奠定基石。学生在自己的电脑上利用课余时间使用软件进行仿真调试、分析

等，逐渐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３）以赛带练，以毕业设计为桥梁，全面推进创新能力培养。通过参与电子设计大赛，锻炼学生独立
开发、实践的能力，在２０１５年校级电子设计大赛中，自动化专业参赛学生取得一等奖１名、二等奖３名
的好成绩。有效利用毕业设计教学实践全面提升创新能力，２０１１级至今共有７名自动化专业毕业生获
得湖北省优秀学士学位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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