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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机械类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将有关的现代科学技术融于课程体系。从创新教育课程、创新

实践环节以及创新理论研究与人才培养等 3个方面阐述了建立机械类专业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一些观点，探讨
了适合创新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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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ultivating Innovation Talents for Mechanism Maj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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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practical situation of cultivating mechanism innovation talents, the modern technology is inte-
grated into curriculum system for being suited for the society and future. Some viewpoints of constructing creative talents
cultivation system for mechanism majors are presented according to three aspects as innovation of education course, practical
steps and innovation theory and talents cultivation. In addition, the curriculum system reforms for cultivating innovation
talents are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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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教育是与接受教育相对而言的，它是以继承

为基础、发展为目的，以培养创新性人才为价值取向

的新型教育模式。为适应 21世纪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
发展的需要，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成为摆在教育

工作者面前的一大课题，特别是对于机械类专业的学

生来说，更应把培养学生的创新设计、创新思维和动

手能力摆在重要位置上，因机械产品的功能、性能、质

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品的设计，机械产品要达到高

水平、占领国内外市场，创新设计是其关键之一[1 ]。

1 机械类专业创新人才培养的改革

对于机械类专业人才的培养而言，除要使学生掌

握本专业的基本理论、方法等知识外，还应使其具备

开拓、创新的意识、思维和能力。专业知识的传授是

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而创新意识、思维和能力的开

发、培养则是教育更本质、更核心的内容。创新意识、

思维与能力的培养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工作中不可回

避的问题，也是对教学改革的深层次研究与探索[1 ]。

依托教改环境 近年来，我校对机械类专业课

程体系、内容与教学方法不断地进行改革，初步形成

了面向机械大类的宽口径教学体系。多年的教学改革

对学校机械类专业的培养目标、培养模式以及课程体

系、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等产生了重大影响，为开展

创新人才培养的研究与探索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

财富。

注重创新教育 创新人才培养的研究，与过去

开展的教学改革相比，既有联系又有不同的侧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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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有利于人才、特别是具有创新

意识高素质人才的培养，过去所开展的教改项目，本

质上都是围绕这一目标开展工作的。强调创新人才培

养，解决其理论与实践中的问题，将创新教育放在改

革的首位，贯穿到教学体系与课程体系中，落实到教

学的每一环节中。

重视认知实践 认知实践是培养学生工程实践

观念、提高学生素质的根本，是启迪学生的创新思维、

引导学生的创新活动、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思维和

能力的需要。对于工科、尤其是对机械学科，实践的

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的。注重实践、强调动手能力、加

强实验和工程训练环节、认识创新设计的过程与规

律、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整合，有利于学生解

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对于实践

教学环节的改革而言，时间和空间是前提（课内学时

的削减，校内外工程实践基地建设），环境与条件是必

备（配套符合技术发展要求的实践条件），要求、内容

和方法是关键，评价与激励是指挥。

建设实践基地 我校机械基础课程教学基地的

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形成了理论课程体系、实践

教学体系及课外学分活动等一套较为科学的教学体

系，建设了一批先进的实验室或实践基地，进行了教

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机械基础课程教学基地给

学生的学习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环境，同时也是实施创

新人才培养的重要活动场所。从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目

标看，基地建设还要在营造适于创新环境上进一步努

力，以提供更好的支持创新教育的软、硬件条件。

2 机械类专业创新人才的培养体系

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包括创新教育课程、创新实践

环节以及创新理论研究与人才培养 3 部分。
创新教育课程 创新教育课程包括人文类基础

系列课程、科学类基础系列课程、机械类系列课程和

创新理论与方法系列课程。创新教育课程旨在给予学

生人文与科学的熏陶，给予学生基本的创新理论与方

法，启迪学生的创新意识与创新思维，发掘学生的创

新潜力。

创新实践环节 创新实践环节是创新教育中极

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由创新认识、创新实验与实训及

创新活动 3部分组成。创新认识侧重在认识机电系统
构成与原理的基础上，了解创新产品的设计思路与规

律。创新实验与实训提供一批创新的实验与工程训

练，培养学生动手创新的能力，开拓学生机械设计与

制造知识的视野。创新活动包括组织暑期夏令营、社

会实践及创新设计与制作和创新大赛等活动，是对学

生创新学习的全面整合与进一步深化，学生的创新成

果既是一种示范，也是学习的小结。

创新理论研究与人才培养 创新理论研究与

人才培养将从创新人才培养的观念与模式、教育教学

方法、评价体系等方面开展理论与实践的探讨，并积

极与国外有关高校交流与合作，不断改进创新教育。

3 构建适合培养创新人才的课程体系

多年来，我校经过实践、完善，建成了机械基础

系列课程体系，精选了传统的机械基础课程，充实了

反映现代科技成果的新内容；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

为机械类专业学生提供宽厚的理论基础。2005年在此
基础上又推出了新的人才培养计划，精心规划了由人

文素质教育、学科基础、工科机械基础及专业方向、实

验教学与工程实践等 5 个系列课程组成的课程体系，
为开展创新人才培养的研究与探索提供了理论基础和

实践经验。

3 .1 开展创新教育的理论研究

在构建培养机械类专业创新人才的课程体系的过

程中，我们不断进行创新教育的理论研究，形成了关

于培养创新人才的基本共识：第一，高素质的形成、创

新能力的造就，学习是基础、思考是关键、实践是根

本。第二，创新人才培养必须贯彻科学教育与人文教

育相结合的原则、因材施教的原则。第三，创新之根

在实践，实践是创新的根本。第四，在实践教学上，时

间和空间是前提(课内学时的削减，校内外实验基地建
设)，环境与条件是必备(配套的，符合技术发展要求
的实践条件)，要求、内容和方法是关键，评价与激励
是指挥。在共识的基础上将其贯穿于课程体系的建设

中，大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实施创新教育的良好环境。

3. 2 创新之根本在于实践

实践是创新之源，工程实践是创新的基础，没有

工程实践的能力就谈不上创新能力。在课程体系的改

革中，从工程实际应用出发，进一步注重了工程基础

知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并充分利用近年来实践性教

学环节硬件建设成果，改造、加强实验与实践环节，尽

可能利用现代技术改造课程实验、设计训练以及制造

技术训练，使学生通过实践培养，提高综合素质[2 ]。

进一步改革实验教学内容，减少验证性实验，增

设设计性、创新性和综合性实验。如开设的“基于机

构组成原理的拼接实验”，通过该实验，可以达到加深

学生对机构组成原理的认识，进一步了解机构组成及

其运动特性，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动手能力，培养学

生创新意识及综合设计能力的目的。

不仅安排有单独的机械设计基础实验课程，加大

课程实验份量，还安排大型实践、实训和创新设计环

节，如“基于机构创新原理的拼接设计”培养学生运

用创造性思维方法，遵循创造性的基本原理、法则，运

用机构构型的创新设计方法，设计、拼接满足预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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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要求的机构或机构系统；要求学生灵活应用机构构

型的创新设计方法，创造性地设计、拼接机构及机构

系统。加深对执行构件的基本运动和机构的基本功能

的了解与掌握，为营造创新人才培养的环境进一步打

下良好的基础。

3 . 3 拓宽基础，构造宽口径的教学体系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社会对人才的综合素质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课程体系中，注重文理渗透、拓

宽基础、淡化专业，力求打造更宽阔的机械类专业人

才培养平台。将课堂教学分为通识教育课程、学科基

础课程以及专业课程 3大类。增强通识教育，并在通
识教育中增加人文素质必选课程，以陶冶情操，活跃

思维，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在原有的力学基础、电

工电子基础、计算机基础、机械设计基础、机械制造

基础、测控基础等学科基础课程系列中，增加了热学

基础课程，加强了计算机基础系列课程。

3. 4 构建创新系列课程模块

培养高素质的机械类专业创新人才，要着重于从

工程实际入手，注重学生创新设计能力的培养。在规

划课程体系时，结合创新设计理论与方法的学术研

究，结合学科发展的新方向、新内容，从整个机械系

统着眼，构建创新系列课程模块：开设机械原理、机

械设计、机械系统创新设计、机械电子系统创新设计、

设计方法学、CAD技术、智能设计概论、优化设计与
有限元分析、数字化产品信息建模等课程，给学生传

授创造学、创新设计的基本理论与方法[3 ]。不仅向学

生提供足够的理论知识，还通过大量实际工程设计问

题，为使学生具备掌握现代机械设计理论与技术去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奠定扎实的基础。

3 . 5 用现代技术改造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基于微电子、数字

化技术的发展，使机械学科以及制造业产生了根本的

变化。现代机械或机械系统已由机械部件为主逐步转

化为机、电、计算机三位一体，许多产品或系统中的

纯机械部分从成本上看，其份额已越来越小。从市场

调查、产品预测到设计与加工、到产品生产管理、销

售、服务，数字化技术正在全面渗透[4]。

为使机械工程教育更充分、及时地反映科学技术

的发展，使毕业生有能力去推动新一轮的技术革命，

在规划课堂教学体系时，注重分析研究机械学科科学

技术的新发展，并以数字化技术为线索指导教学内

容、课程体系的改革。

在教学改革中，结合机械类专业人才培养的实

际，面向科学技术前沿、面向未来，将有关的现代科

学技术融于课程体系，更新陈旧的教学内容；以数字

化为龙头构建机械基础系列课程体系，有利于教学内

容的更新和拓展；突出信息化主线，则将机械基础系

列课程内容、体系的改革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它引

起设计观念、设计思维方式、设计理论、设计方法等

产生巨大的变化；密切跟踪科学技术的发展，加大专

业选修课范围，帮助学生拓宽视野，发展个性，了解

与掌握有关的现代设计与制造的理论方法[5]。

3 .6 创新教育中注重个性发展

创新人才的培养，学习是基础，思考是关键，实

践是根本，三者必须紧密结合。为了让受教育者习而

化之，形成一个既有正确导向、符合实际又无拘无束

的环境（个性才可以得到主动、和谐、健康和全面的

发展），并具有本身固有的特色。没有各式各样的个

性，就没有多姿多彩的世界；没有突出个性的发展，就

没有杰出人才的出现。要让学生有思考的空间与时

间，在规划课程体系时就必须压缩必修课时、降低学

分要求，同时提供更多选修课程，给学生以更宽松的

环境、更大的自由柔性空间。

4 改革效果与学生反映

除了让学生比较牢固而又全面地掌握基础理论和

专业知识外，更重要的是加强学生各种能力的培养，

特别是创新思维的训练、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

具体问题的能力、工程设计能力。结合学科发展，建

立以创新设计为核心，计算机应用为手段的教学模式

的改革，通过几届学生的应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学

生普遍反映提高了其计算机的应用能力、创新设计能

力、动手能力和综合素质。学习了先进的设计技术和

测试手段，增大了教学信息量，缩短了教学学时，拓

宽了学生视野，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学习

效率及教学质量。

机械工程学院的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在学校里一

直保持着较大优势，2006年参加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
设计大赛，荣获湖南省二等奖 2项，三等奖 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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