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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的定位及其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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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实践能力差已是不争的事实。对实践教学定位或对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

关系理解的偏差，严重制约着实践教学质量的提高。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的关系应该是“共同目标，共同平台，

相互支撑，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关系。基于此认识，提出了构建实践教学体系的原则。以工科为例构建的

实践教学内容体系，充分体现了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的正确关系，遵循实践认知规律，明确了以专业现代技术

应用与开发为主线贯穿实践教学体系的始终，采取了分阶段、分层次逐步深化的体系结构。提出的实践教学大

纲制定原则体现了对实践教学定位的认识和体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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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entation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of Prac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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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fact of poor practical ability of graduates educated by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is almost inarguable. The
deviated comprehension about the practical education orientation 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actical teaching and theory
teaching seriously restricted the improvement of practical teaching quality. The relationship is supposed to be “common aim,
common platform, mutual support, mutual penetration and mutual inversion.” In view of this understanding, the principle of
constructing the practical education system was put forward. To take engineering faculty as example, the practical teaching
content system was constructed, which fully materialized the cor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practical teaching and theory
teaching. To adhere to the rule of practical cognition, the system has definitely a principal line with applying and developing
modern profession technology through all processes of practical education system, and has a framework of multiple stages and
gradations. The standard drafting principles for practical syllabus incarnated the knowledge of practical education orientation
and the system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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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国高等教育为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

人力资源的强力支撑，但是我国高校培养的人才的知

识、能力、素质远不能满足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其中大学生实践能力不强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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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教学作为大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主要途径显然未能

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培养功能。寻根溯源，造成目前这

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高等教育界对实践教

学定位的认识，即对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关系的认识

产生了偏差，处理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的关系进入了

误区；其二是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未能主动遵循培养

能力的内在规律，体系中各教学环节内容缺乏内在的

联系，同时缺乏明晰的主线、明确的对象作为培养能

力的有效载体。

1 实践教学的定位

“实践”是一个哲学术语，其基本意义为“行动”、

“行为”及其结果，是一个同“识见”相对立的概念。

在我国，“实践”的基本涵义在先秦时期就已包含在

“行”这个词中被广泛使用，主要与“知”相对应。

中国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军

事家王守仁的“知行合一”“知行并进”说，讲的就是

“知”与“行”的关系。我们现在讲的“实践”一般与

“理论”对应使用。因而，从字面上理解，实践教学应

是一个与理论教学相对应的教育术语。

实践教学在《教育大辞典》中定义为“相对于理

论教学的各种教学活动的总称”。[1]20世纪 90年代末，
有学者指出：“实践性教学环节是一类教学环节的统

称，这些环节具有实践性强的特点。实践教学是实践

性教学环节的升华，它具有概念的特征。”[2]2008年徐
静蛛、张剑秋界定实践教学为“与理论教学紧密联系、

并相对于理论教学独立存在的一系列教学活动的总

称”[3]。

因受我国传统高等教育教学模式的影响，长期以

来都把实践教学作为理论教学的辅助手段，最多是作

为不可或缺的辅助教学环节来对待。因此，我国高等

教育界出现了“相对独立的实践教学体系”的提法，非

常强调“相对独立”，如文献[3]的提法就具有代表性。
这种观点对于冲破实践教学的从属地位无疑是有益

的，但是却在实践层面导致了实践教学的误区。一方

面是实践教学无法实现真正的独立（因为实践教学和

理论教学本是相伴而生的一体两面，两者都无法相对

独立存在），因而也就无法真正摆脱实践教学的从属

地位；另一方面，一旦实践教学真正独立了，却又发

现失去了“自我”，表现为实践教学的目标和体系都无

从着落。我国高等教育工作者经过 20多年实践教学改
革的不断努力，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至今也未能

冲破高校培养的大学生实践能力差、创新精神不强这

一制约我国高校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瓶颈，这同长期

以来未能正确理解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的关系，或者

说与未能给予实践教学以正确定位密切相关。

对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关系的理解，或者说对实

践教学定位的理解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本是同根生”
实践教学是相对理论教学而存在的，它们都是教

学活动的一部分。离开理论教学谈实践教学，或离开

实践教学谈理论教学都是没有意义的。理论教学和实

践教学本是在培养人才的教学活动中相伴而生的教学

活动的两个方面，它们如同手心手背或硬币的正反两

面，不能分离，都是以对方作为自己存在的先决条件

的。它们的根在培养人才上，都是为培养人才服务的，

它们如同同根生长的两枝相互缠绕、相互渗透、欲合

又分、欲分又合的树干。若借用曹植的七步诗对理论

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关系做一描述的话，应该是“煮豆

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至死不分离”。

2）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具有共同的目标
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都是培养人才过程中教学活

动的一部分，它们都是为培养人才服务的，它们的教

学目标就是各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不存在独立的理

论教学目标和实践教学目标。高校培养的人才需具备

的知识、能力、素质的结构和水平，三者也是密不可

分的。离开知识的积累，能力的提高、素质的提升无

从谈起，能力、素质的提升包含人才获取知识、创新

知识能力的提升。不能说实践教学的目标就是培养学

生的能力与素质，它对学生知识结构的构建作用就

小；相反实践教学对学生知识的内化、对体会理论知

识与生产、社会实际的联系与差距具有不可替代的地

位。不能说理论教学的目标就是构建学生的知识结

构，对能力与素质的提升作用就小，相反理论教学在

提升学生的自主获取知识能力，掌握学科、专业处理

实际问题的思维方法，培养追求真理、追求真善美的

价值观等方面，都表现为教学环节的主渠道。因此，从

教学目标的角度看，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目标是相

同的，也是无法分离的。

3）实践教学和理论教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从内容上看，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是无法分离的。如对某些知识点的教学，既

需要理论教学的系统传授，又需要实践教学的亲身体

验；实践教学所涉及的主要知识点也一定是理论教学

的重点内容之一。对学生知识创新能力、技术（或方

法）创新能力的培养，通常是由理论教学建立对创新

思路初步的感性认识，在实践教学中再去切实体会和

锻炼创新能力。在实践教学中，应摒弃与之无关的理

论教学内容，因为它们或许是陈旧的理论，或许是与

该专业关系不大的理论；同样，与理论教学无关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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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教学内容也应该摒弃，在实践层面看，这样的实践

教学内容实际上是无法进行的。前者在我国高校现在

的具体操作中往往被忽视了。在制订教学内容和教学

体系时，要充分考虑对方的要求，对于内容重叠的部

分，做好教学重点的分工与协调。

4）实践教学和理论教学在教学活动中是互为主
从、相互转化的

从教学活动实施层面看，实践教学和理论教学是

互为主从的关系，且在教学活动中相互转化的，而不

是相互分离的。在构建实践教学体系和实施实践教学

活动时，应对理论教学提出配合性的教学要求，同时

充分考虑其为理论教学服务，这样实践教学就既是主

又是从。反之亦然。由于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内容的

相关性，所以根本不存在纯粹的理论教学或实践教

学。在教学活动中，理论教学会（也应该）涉及相关

的实践教学的内容，同样实践教学也会（也应该）涉

及相关的理论教学的内容。它们是处在相互转化的动

态中。理论教学中安排适当的现场教学（特别是有些

专业课），实践教学中安排适当的课堂教学（如实验课

程、实习、实训等），在教学实践中已取得了良好的教

学效果。因此，应该把对对方进行教学配合的要求和

为对方服务的内容作为制定教学大纲的要求。

5）实践教学和理论教学有不同的规律和方法
实践教学旨在使学生获得对事物的感性认识，掌

握专业所需的技能、技巧，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

培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和较

强的创新意识。学生对实践能力和对理论知识的认知

规律不同，长期以来，实践教学环节的划分和推进未

能主动遵循学生对能力的认知规律是另一个制约学生

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关键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

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和实施应该主动遵循学生对能力

的认知规律，即认知——基本技能——基本能力——

创新实践——再认知的规律。认知即是对本专业的感

性认识和直观体验；基本技能即掌握本专业所需的基

本操作技能；基本能力即掌握综合应用专业基础知识

解决生产和社会经济实际问题的基本能力；创新实践

即培养以创新思维方法为基础的创造性应用本专业知

识、技能和方法的基本能力；再认知即回头再认识本

专业的基本技能、基本方法、基础知识及综合运用“三

基”的能力和对专业素质的要求，加深对专业的理解，

在更高层面上开始新的认知循环。

6）实践教学和理论教学的关系——“共同目标，
共同平台，相互支撑，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人”

字结构

实践教学体系和理论教学体系共同支撑人才培养

模式，保证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因此，两大体系具

有共同的教学目标和共同的培养平台，它们是相互支

撑、相互渗透的。可以形象地将它们之间的关系表述

为：理论教学体系和实践教学体系构成保障人才培养

目标实现的“人”字结构，它们相互渗透、相互支撑

的共同目标是人才培养目标，共同的基础是学生创新

素质的培养平台，两大体系的构建应是以培养学生创

新素质为核心来展开。

基于对创新获得成功机理的认识，创新素质是指

以创造性心理素质为核心，以具有显著的创造性思维

能力为特征，同时具备创造所需的基础知识、基本技

能和初步创造实践经验的一种高层次的人才的综合素

质[4-6]。

7）体现实践教学和理论教学的关系，必须建立有
效的载体

学生对实践能力的认知有其自己固有的规律，对

实践教学内容体系中各教学环节及内容的安排存在内

在的联系，因此需要有一条明晰的主线作为载体贯穿

实践教学内容体系的始终。并且要充分体现“共同目

标，共同平台，相互支撑，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

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关系，要寻找一个具体的教学

对象为有效的载体。此教学对象要能很好地体现主线

的要求。为把实践教学作为大学生实践能力与创新精

神培养的主要途径，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培养功能，各

个学科专业根据自己的学科专业特点，总结、提炼充

分反映我们对实践教学定位的认识的有效载体（主线

和教学对象），在操作层面是关键的一步。对工科专业

而言，可以选择专业现代主流技术的应用与开发为主

线，以某种具体的对象，如产品、工程项目、软件系

统等为具体的教学对象（如机械类可选机械人、数控

机床等），来设置实践教学内容体系的环节和内容。

2 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

2.1 体系的内涵

按词典的解释，体系是由若干互相关联的事物构

成的整体。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组成体系的若干事物

在本质上具有内在联系，不是把事物生拼硬凑在一起

就能成为体系的；二是要有“构”的过程，即通过人

为的努力，认识和建立事物之间的联系，使体系向着

预期的方向发展，也就是体系建设的过程。所谓实践

教学体系，就是由实践教学活动各个相关要素构成的

有机联系整体。具体来讲，实践教学体系是指围绕人

才培养目标，运用科学的理论和系统的方法，对组成

实践教学的各个要素进行整体设计和优化，通过合理

的设置实践课程和环节，建立起来的与理论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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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辅相成的教学体系。实践教学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整

体，在运行中各组成要素既要发挥各自的作用，又要

协调配合，构成实践教学体系的总体功能。

2 .2 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原则

1）目标正确。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必须紧紧围绕
高校的办学定位和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进行，要从专业

对知识、能力、素质的具体规格要求出发，构建能正

确体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关系的各专业的实践教学

体系。

2）方法科学。从人的知识、能力和素质全面发展
的要求出发，根据各专业人才培养的特点，按照各实

践教学环节的地位、作用及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运

用科学的方法构建实践教学体系，注重实践教学与理

论教学的相互支撑、相互渗透，选择一条清晰的主线，

一个明确的载体，使体系内各个环节相互衔接和协调

统一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3）层次分明。实践能力的培养是一个渐进的过
程，有其内在的规律，实践教学体系应该分阶段、分

层次地逐步深化。

4）管理规范。实践教学体系与理论教学体系的构
建必须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同步进行，并纳入完善

的人才培养方案运行机制。规范各个实践教学环节的

教学内容与形式的要求和相应的考核标准。

实践教学体系包括实践教学的目标体系、内容体

系、管理体系、条件体系和评价体系。5 个体系要素
构成实践教学体系的基本框架。目标是先导，内容是

核心，管理是调控，条件是前提，评价是反馈。实践

教学体系的构建，重点是内容体系的构建。本文只讨

论实践教学内容体系的构建。

2 .3 实践教学内容体系的构建

实践教学内容体系是构建实践教学体系的核心，

内容体系的构建是否科学、有效，直接决定了实践教

学的成败。我们构建的实践教学内容体系（以工科为

例），详见图 1。内容体系的构建以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为体系目标。

内容体系的构建以专业现代主流技术的应用与开

发为贯穿整个实践教学过程的主线，人才知识结构的

搭建，各种基本能力与素质的培养都寻着这条主线展

开，在这条主线上来充分协调和展示理论教学与实践

教学“共同目标，共同平台，相互支撑，相互渗透，相

互转化”的“人”字结构关系。

内容体系的构建共分为 4 个层次：认知实践、基
础实践、综合实践和创新实践。认知实践的作用是建

立一种初步的感性认识，即是对本专业所需人才素

质、常用仪器、仪表和工具的感性认识，对本专业解

决生产实际问题的方法的直观体验。基础实践的作用

是掌握本专业常用仪器、仪表和工具的操作技能。综

合实践的作用是培养综合应用专业基础知识（以专业

现代主流技术为主线设计的知识结构）去解决工程技

术问题的基本能力，特别强调设置工程实际问题或具

有工程背景的实验和实训项目。创新实践的作用是培

养以创新思维方法为基础的创造性，应用本专业知

识、技能和方法的基本能力。在此基础上，加深对专

业所需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方法的理解，在更

高层面上加深对专业新的认知。体系 4个层次的逐渐
推进，体现了认知——基本技能——基本能力——创

新实践——再认知的实践教学的认知规律。各个阶段

所包含的实践教学环节见图 1。

2 .4 制定实践教学大纲的原则

教学大纲是指导教学活动的纲领性文件。办学理

念、人才培养目标、各种教改新思路等，要落实到具

体的师生教学活动中，就必须在教学大纲中体现出来。

对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关系的理解，构建的实践

教学体系的目标和构架要在各环节实践教学大纲中得

以体现，具体应遵循下列原则：

1）定位原则。明确该实践教学环节在专业主流技
术应用与开发中的作用和在实践能力培养规律中所处

的阶段。

2）知识原则。明确应用的知识点，若理论教学中没
有涉及或暂未涉及的知识点要求在指导书中适当介绍。

3）技能原则。明确要求掌握的技能，如使用工具、
仪器、仪表等的技能，实验技能，等等。

4）方法原则。明确要求掌握的方法，如实验方法、
数据获得的方法、数据处理的方法，从工程实际中简

化模型、提炼科学和技术问题的方法，等等。

5）能力原则。明确要求培养的能力，如方案设计

图 1 实践教学内容体系示意图

Fig. 1 diagram of practical teaching cont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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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仪器仪表组合能力，故障排除能力，观察实验

现象的能力，分析实验结果的能力，理论联系实际的

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等。

6）思考原则。明确需要思考的问题。思考的问题
应能引导学生探索新的实验现象、新的实验结果、新

的实验方法、新的实验方案，新的理论，理论与工程

实际的差异和一致性，等等。

 以上原则可根据各专业的特点和该实践教学环节
的定位和所处的阶段有所选择和侧重。

3 结语

关于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的关系，我们在否定理

论教学为主、实践教学为辅的主从关系的同时，应充

分理解两者的相互联系，这样才有利于发挥实践教学

在高校人才培养中应有的功能。虽然两者在培养人才

中有自己的固有规律和不同的教学重点，不能相互替

代，但过分强调其相对独立性，无益于提升学生的实

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知行合一”本是我国古人就推崇

的认识观。探索构建有效的实践教学体系，努力提升

我国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任重

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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