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教育专题”系列工作坊之一：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创新 

   2014 年 11月 3 日下午 2:00时，由教务处、教学促进与教师发展中心和教

育研究院联合主办的北理工教师发展第 109 期活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创新”

讲座在中心教学楼 407 举行。本次活动是本年度“工程教育专题”系列工作坊的

第一次活动，主讲人为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高等工程教育研究》期刊常

务副主编姜嘉乐教授。来自机械与车辆学院、机电学院、自动化学院、光电学院、

计算机学院、宇航学院、化工学院、信息学院、物理学院、材料学院、信息学院、

软件学院、外语学院、法学院、管理学院、生命学院等学院分管教学工作的副院

长和责任教授，以及学生工作处、光电创新基地、教育研究院、深空探测学报等

机构的 60余位相关人员参加了本次活动。教育研究院部分博士生和硕士生也参

加报告会。报告会前，教务处副处长林海教授布置近期教学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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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教授首先提出“以学生为中心的大学教学本质上是研究性的”的观点，指

出“研究性教学以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为其理论依据，遵循学习者认知心理的

内在逻辑”，从“面向全体学生的教学目标、面向自主学习的教学过程和面向学

习产出的教学评价”三个方面解释了研究性教学的关键环节。 

姜教授认为，确立教学目标必须处理好“试点与普及”和“目标与效果”的

两对关系，提倡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教学目标必须作为一个系统，按类分解、

逐层细化、落实到具体的教学环节中，最后与评价标准接轨；姜教授从教学内容、

教学组织、师资队伍三个方面阐述了“面向自主学习的教学过程”，强调了工程

教育专业认证对教师的要求；探讨了面向学习产出的教学评价的评价标准、方法

和制度保障的问题。 

此次活动由教育研究院院长何海燕教授主持。何院长表达了对姜教授精彩报

告的感谢，以及教育研究院、教学促进与教师发展中心将努力为全校教育研究、

教学及教师发展联络资源、搭建平台、提供服务的宗旨和愿望。 

讲座之后，姜教授回答了参与教师的提问，就“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进行

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最后姜主编就《高等工程教育研究》期刊用稿情况及如何提高教育研究论文

质量给出了建议。 

教学促进和教师发展中心近期还会有工程教育专题工作坊活动，欢迎老师们

关注参与。 



 

 
 

“工程教育专题”系列工作坊之二： 

如何培养与提升大学生的工程创新能力 

2014 年 11月 20 日下午，由教务处和教学促进与教师发展中心联合主办的北

理工教师发展第 110 期活动“如何培养与提升大学生的工程创新能力”讲座在中

心教学楼 407举行。本次活动是本年度“工程教育专题系列工作坊”的第二次活

动，主讲人为北京理工大学机电学院博士生导师罗庆生教授，教育研究院范春萍

教授主持了本次活动，来自机电学院、机车学院、艺术教育中心、研究生院、外

国语学院、信息学院、生命学院、管理与经济学院、自动化学院、教育研究院的

40余位师生参加了本次活动聆听了报告并展开了讨论。 

 

罗教授主要从“基本目标、实施方法、成果总结和推广、主要创新点”四个

方面，结合自己多年的教育实践，讲述了培养与提升大学生的工程创新能力的理

念和方法。罗教授首先强调了培养与提升大学生工程创新能力的重要性，展示了

他指导的学生作品“新型节肢机器人”的视频，引来阵阵喝彩。罗教授指出：我

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不断加快，社会发展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这些都对高等

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接着，罗教授从“知识结构”、“能力结

构”和“人格结构”三个方面讲述了创新人才应具备的条件，指出培养学生的创

新能力要“促进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综合提高和全面发展”；提出“大学生



 

 
 

创造学”的概念和“理论、实验、实践三环合一，动脑、动手、创新多项并举”

“多项并学”的培养方法；还特别强调了前苏联发明家阿奇舒勒的创造性问题解

决理论（TRIZ）在创新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 

  罗教授介绍了他的教学团队组成及基础实验条件，介绍了其精心设计组织的

各教学环节以及探索切实有效的时间能力训练的教学方法，并介绍了其通过“教

学科研相结合”、“实验报告讲评机制”和“撰写教学研究论文”等方式总结教

学实践，进行理论层面的提升。接着罗教授展示了学生实践创新成果，在罗教授

的指导下，学生多次获得全国和国际的奖项。 

  活动主持人范春萍教授、教育研究学院的陶红老师与罗教授深刻探讨了创新

人才培养规律及如何推广学生创新实践成果的问题。 

  在提问环节，有青年教师问到“如何平衡繁忙的工作与指导学生之间存在的

时间冲突”的问题，罗教授讲到自己因指导学生创新实践活动而多年来没时间吃

中午饭，教师是个良心活，鼓励青年教师要有奉献精神和吃苦的准备。罗教授说，

学生的创新能力是一块没有开发的宝地宝藏，如果培养得当，肯定能做出一些成

绩；如果学生不知道学习，教师也未适当地引领，那么大学时光就荒废过去了，

不但影响个人的发展，也影响国家发展和创新的步伐。罗教授的肺腑之言引来许

多教师的共鸣，他的教学实践和人才培养的理念为青年教师树立了学习榜样。 

 



 

 
 

“工程教育专题”系列工作坊之三： 

极限学习过程——数字时代创意资源的排列重组 

2014 年 11月 24 日下午，由教务处和教学促进与教师发展中心联合主办的北

理工教师发展第 111 期活动“极限学习过程：数字时代创意资源的排列重组”讲

座在中心教学楼 407 举行。本次活动是本年度“工程教育专题系列工作坊”的第

三次活动，主讲人为清华大学顾学雍副教授，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范春萍教

授主持了本次活动。来自北京理工大学光电学院、计算机学院、物理学院、机电

学院、宇航学院、自动化学院、材料学院、外国语学院、学生处、网络中心、校

工会、教育研究院的教职员工，以及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科技大学、清华大

学、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等高校的多名老师参加。 

 

顾老师设计和尝试极限学习法，旨在探索未来大学教育的存在形式。他首先

指出学习者的基本权力包括“科技与自然资源的使用权、冲突化解的诉讼权、财

务支配权、言论表达权”，并讲解了学生运用这四种权力的机制：科技支撑、诉

讼机制、交易机制、文化与传媒。在此基础之上，顾老师讲解了极限学习的过程

框架、商业竞标式的课程设计、80多个小时连轴转的极限要求，包括“挑战设

计方”和“任务执行方”的角色设计、“人力人才知识内容”的输入和“学习成

果课程资源的输出”，反映了高等教育理念的一种突破。极限学习过程学习成果

发布是数字化的发布，包括“探索需求、规划管理、内容分布、产品开发和数字

化发布”。顾老师强调，在当今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已经不适合单兵作战，而是需



 

 
 

要团队合作进行互联网资源的重组，极限学习过程就是探索团队合作的极限的一

种学习方式。 

  顾老师重点讲解极限学习过程课程两个案例：“开发无人岛”和“超低价原

子力显微镜”，还介绍了中美绿色电子创意线上大赛。在极限学习过程中，每位

参与人员的修正记录、市场交易记录、项目管理统计数据和诉讼记录都可以获知，

可达到群体贡献的可视化，并展示了教学成果和学员反馈。最后顾老师介绍了创

意重组项目的四个阶段：数字身份认证科技、创意社区的公约、个人参与协议、

数字发布平台和组织参与联盟；介绍了邀请全球创客参与的清华驻校创客项目。 

 

 讲座之后，参与师生与顾老师进行了深入的讨论，顾老师诚挚地邀请我校

师生参加清华的极限学习的课程。 

本次活动之后，北京理工大学教师发展中心“工程教育专题系列”工作坊圆

满结束，参与老师纷纷表示通过此工作坊系列开阔了眼界、了解了工程教育新的

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并对中心工作提出了一些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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