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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科院院长路甬祥认为: � 21世纪将是人类依

靠知识创新和高技术创新持续发展的时代 , 不少国
家对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研究也表明, 在人才培养

上要更加注重能力、素质的培养,特别是创新能力的

培养。现在提倡的素质教育, 其核心内容就是创新

人才的培养。要求创新人才要有创新的意识、创新

性的思维和创新的能力。

要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 作为老师, 教学思

想、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也要创新。近年来, 我们结

合物理学和电子学专业的特点,通过教学实践,围绕

创新教育作了一些探索。

一、激发兴趣,培养学生创新自信心

教学的对象是学生, 通过创新教育要培养的是

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所以首先要激发兴趣,

培养学生创新自信心。在这方面, 我们主要是从 3

个方面考虑的:

1. 尽早着手。新生一入学就鼓励学生建立创

新意识,每年新生入学教育的专业介绍时,我们不仅

介绍本专业的基本情况和知识结构,而且特别强调

要树立创新意识。告诉学生创新的形成和发展有赖

于深厚的知识基础, 只有在掌握丰富知识的基础上,

才能有联想,创新思维才有依托。要求学生打好基

础,在学习过程中发现问题,把学习变成研究性的学

习,学作课题,学写论文。

2. 事例鼓励。用我校和其他学校学生在校期

间就能发表科技论文的事例鼓励学生, 并通过事例

说明创新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事, 创新就是有科学依

据的�与他人不一样 ,告诉学生这就是创新, 创新离

我们并不遥远。

3. 实践锻炼。根据专业特点,鼓励学生多参与

实践或协助些老师作一些工作, 我系就有不少老师

的工作有学生的参与(做电路、进行试验、编程序、搜

集资料、画图等) ,在这些实践中学生会提出问题、方

案或建议, 这实际上就是学生的思维在教学和实践

中得到了启发,诱发了学生的创新兴趣,学生体会到

他能够创新,培养了创新的自信心。

二、在教学内容设置上搭桥铺路

学生有了创新的思想萌芽,还需要培养。我们

在教学内容的设置上, 注意为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和创新能力搭桥铺路, 主要做法是:

1. 开设一些创新因素强的课程。为了使学生

从学习理论到实践应用上建立一个过渡的桥梁, 我

们在教学内容上作了适当调整, 在加强了基础课的

同时,开设了有创新性质的�电子设计制作 课程,先

后由 3位副教授担任该门课程的主讲任务,内容从

设计的基本思路、成品小电器电路的剖析到按要求

搞一些设计。例如调光台灯的设计和人体感应电风

扇控制设计等。目前还准备给物理和电子专业都开

设 CAI课件设计制作课, 给物理专业开设实验设计

课,已列入了教学计划。这种引导学生搞设计和小

发明的做法突破了各门课程知识相对独立的界限,

有利于学生综合知识能力的培养和创造性思维的形

成。

2. 开展科技写作训练。近年来,我们在教学过

程中还结合各门课程开展了理科生科技写作训练。

我们认为,在全体学生中开展科技写作训练,是训练

学生创新思维的一种有效途径。我们把训练分为 3

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低年级,学生刚由高中生变为大

学生,认识水平还相对较低,该阶段主要是把一些习

题用小论文的形式来完成。第二个阶段是二年级以

上,学生已经有了一些大学物理的基础,该阶段主要

是训练学生把一些实验报告用小论文的形式来完

成,主要训练理论与实践的联系能力。第三阶段是

高年级阶段, 学生已基本具备培养目标所要求的综

合能力,这一阶段主要训练学生结合实践、实习或感

兴趣的问题写文章, 创造条件编辑学生科技写作论

文集,并鼓励学生向外投稿,争取公开发表。使每个

学生都有能体验参与之趣, 发现之乐,从而增强了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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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信心。

三、用创新的教学方法实施创新教育

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老师的教

学方法就不能多年一成不变, 否则很难对学生起到

引导和潜移默化的作用。也就是老师首先要创新,

改革创新教学手段与方法尤为重要。我们做的工作

主要有:

1. 实施了实验引导式教学。针对理科课程教

学的特点,遵循知行统一的认识规律,改变先理论后

实验以及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教学模式,实施了�实

验引导式教学 。
实验引导式教学的创新点在于: 改变先理论后

实验的旧教学模式, 在有关章节讲授之前,穿插一些

引导性分组实验或演示实验的内容。实验的目的不

是验证理论,而是造成学生好奇、敏感的心态和提出

种种理论问题, 努力在理论课教学中形成师生之间

的无声对话和交流。这是因为创造性思维往往是由

于对问题的好奇和对解答的渴望而引发的。同时还

在引导性实验的内容和方法上有所开拓, 如开发出

了一组用电视机演示的物理实验,这样在基础课中

也同时为后续课程储备问题。这种教学方式易使学

生形成在创新方面的潜意识。

2. 在普通物理学实验教学中试行了层次实验

教学模式。这种实验模式把实验内容分成 3 个层

次:基础性实验、提高性实验和设计性实验。层次实

验模式符合实验能力发展的循序渐进的规律, 通过

层次实验教学模式的训练, 提高了学生研究和设计

实验的能力。

3. 跟随现代科技的发展步调,不断更新完善教

学手段。过去, 物理学和电子学类的上课,一些内容

是借助演示实验,一些内容是用幻灯片进行辅助教

学的。而现在, 通过演示实验和现代教育技术,可以

为学生创造一个与教学内容有关的随时激发创造性

的学习环境。利用多媒体课件的编导与制作, 可使

教学内容更丰富, 信息量更大,趣味性也更强, 更能

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 新的教学手段也有利

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意识。在学校的几个多媒体

教室建成之前, 我们就用多媒体微机和两台大屏幕

彩电,向实施这种教学靠拢,目前正在进一步地作这

一方面的工作, 主要是用 powerpoint、蒙泰瑶光和方

正Author 等软件设计制作课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引起了学生的极大兴趣。

通过这几年的探索与实践,我们在创新教育方

面迈开了第一步, 也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

1. 通过科技写作训练, 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锻炼了写作能力, 强化了创新意识。

编辑了 4集学生∀理科生科技写作论文选#,其中一

些学生论文经修改后被∀大学物理#、∀电子报#、∀家
电维修#等杂志发表。课题�理科生科技写作训练 

于 1998年获第二届全国师落专科教育研究成果二

等奖。

2. 由物理学和电子学两个专业联合组队,代表

学校参加第三届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制作竞赛, 顺

利通过赛区专家组的复试,获陕西赛区(陕西、河南

两省)三等奖,是陕西赛区获奖队中惟一的师范院校

代表队。

3. 对学生就业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对学生适应

工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对于非名牌院校的学生或

专科学生, 创新型的学生仍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

在�专科生免谈 的人才市场上, 我们一些学生以跟

老师作过一些课题,有一定成果为突破口,现场考察

合格,被用人单位破格录用, 2000届一些毕业生就

是这样被西安庆安集团录用的。98 届的一名毕业

生也因为有创新而在北京扎住了根。从一些毕业生

反馈的信息看,有创新能力的学生毕业后也有开拓

能力。例如在教育实习基地,看到有些前几年毕业

的学生由于有创新性而被评为市级教学能手,有些

现在也在试用 powerpoint进行辅助教学, 已取得一定

成果,还有些毕业生综合能力强,受到用人单位的信

赖。

对于创新教育,我们只是迈开了第一步,还需要

不断探索,继续提高,才能得到创新教育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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