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野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冶
的重要组成部分袁野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冶于
2007年 4月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启动遥 野国家大学生
创新性实验计划冶的实施袁旨在探索并建立以问题和
课题为核心的教学模式袁倡导以本科学生为主体的
创新性实验改革袁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尧积极性和创
造性袁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意识袁逐渐掌握
思考问题尧解决问题的方法尧提高学生创新实践的
能力遥 我校于 2007年 8月成为全国首批获准实施
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的 60 所高校之一袁获
准立项 50项遥全校共有 200余名学生尧40余名指导
教师积极参加了第一批创新项目遥 现项目实施已近
一年袁本文旨在讨论对创新项目实践的几点体会与
思考遥
一尧培养创新性人才袁建立实践教学新模式

野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冶的实施袁主要是
从目前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过程中实践教学环节薄
弱袁学生实践动手能力不强的现状出发袁加强学生
在本科阶段科学研究与发明创造方面的训练袁同时
从人才培养方式的角度出发袁改变传统的灌输式的
教学方法袁推广研究性学习和个性化培养的教学方
式袁形成创新教育的氛围袁建设创新文化袁从而进一
步推动高等教育教学改革袁提高教学质量遥

1援培养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创新性人才
江泽民同志曾指出院野科学技术的发展袁社会各

项事业的进步袁都要靠不断创新袁而创新就要靠人
才袁特别要靠年轻的英才不断涌现出来冶袁高等学校
是国家创新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袁是培养具有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的摇篮遥

要培养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创新性人才袁首先
要更新观念袁解决创新意识的问题遥 创新项目的实
施袁其宗旨就是要以学生为主体袁改变学生以往被
动式的学习方式袁在学生兴趣的带动下袁调动学生
的主动性尧积极性和创造性袁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和创新意识遥 其次要营造氛围袁解决创新环境的问
题遥 创新环境袁一方面是指校园创新文化的建设袁要
在学生和教师中营造积极的创新氛围曰 另一方面袁
是指学校在硬件条件和体系制度方面的建设袁能够
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实践平台袁同时在机制上为
学生和教师提供充分的动力和保障遥 观念和意识是
创新活动的基础和前提袁所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是
核心袁而只有将之付诸于实践袁才能将它们转化为
学生自身的能力与素质袁才能使学生真正成为实践
创新型人才遥

2援探索以学生为中心的实践教学新模式
斯坦福大学前校长卡斯帕尔教授认为袁宽松自

由的学习环境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因
素遥 为此教学活动应建立在学生自主活动尧自主探
索的基础上袁改变一言堂尧满堂灌和要求学生循规
蹈矩的做法袁允许学生野异想天开冶袁同时注重平等
氛围的营造袁教师应尊重学生的思想尧情感和行为
方式袁为学生提供生动活泼尧利于创新的环境遥

传统的灌输式的教学模式下培养出的学生袁往
往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尧实践动手的能力袁缺乏自
主性和创新性遥 要改变这一状况袁就要从模式上入
手袁改变旧有模式袁建立起一套以学生为中心的袁启
发式的教学新模式袁同时更要注重实践动手能力的
培养遥 野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冶对于实现实践
教学模式的转变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袁虽然现在还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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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少数学生和教师能够有机会尧有能力参与到创新
项目中袁但围绕创新项目的实施袁教师尧学生以及教
学管理人员可以有更好地机会来探索与思考教师
的教与学生的学尧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尧科研与教
学等教育教学过程中的诸多问题袁进而从根本上转
变思路袁建立起新的实践教学模式袁从而使更多的
学生从中受益遥

二尧野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冶
实施过程中的几点体会

野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冶的实施袁是由本
科生个人或多人提出选题袁申请项目袁组成创新团
队袁在导师的指导下袁自主进行研究性学习袁自主进
行实验方法的设计尧组织设备和材料尧实施实验尧分
析处理数据尧撰写总结报告等工作遥 现我校第一批
创新项目实施已近一年袁 从项目管理角度来说袁有
如下几点体会院

1援创新项目的选题是项目成败的关键
按照野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冶的实施要

求袁创新项目的选题大部分来源于学生袁应当说袁相
当部分的学生还是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的袁但由于
其自身知识积累以及认识能力等方面的局限袁本科
学生往往很难把握本学科最新发展的前沿动态和
相关学科知识的横向关系袁 由此使选题的创新性尧
方案设计的合理性都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袁若盲目确
定选题和方案袁则很难在项目研究过程中使学生的
知识水平和创新能力真正得到提高遥

另一个方面袁一个创新项目的真正成功袁除了
对项目选题本身的要求外袁还应当体现于学生创新
团队在项目整个实施过程中的自主性方面袁 换言
之袁如果项目的选题过难过新袁超出了本科学生实
际的知识水平和实践能力袁学生完全在导师的指导
下进行研究和实验袁即便最终完成项目袁这也很难
说是真正的野成功冶遥

为此袁我校鼓励各专业导师在选题阶段就适度
参与到创新团队中袁对于学生提出的初步想法在选
题方向尧方案原理设计等方面给予必要的尧适度的
指导袁然后再由学校组织相关学科专家对项目选题
的创新性尧合理性尧可行性进行评审袁并对不够完善
的项目选题提出修改意见袁使创新项目从选题开始
就趋于最优袁从而为创新项目的顺利开展袁实现创
新计划的最终目的奠定基础遥

2援重在过程袁掌握科学方法袁养成良好习惯
野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冶的开展袁应注重

创新性实验项目的实施过程袁强调项目实施过程中
学生在创新思维和创新实践方面的收获袁以及提高

学生实际动手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遥 对于大多数本
科学生而言袁参与创新项目的主要成果还不是通过
实验形成野创新性冶的成果袁而是体验科学研究的过
程袁训练科学研究的方法袁同时养成良好的学习习
惯袁形成严谨的科学研究作风遥

我校在野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冶的实施
过程中袁建立了野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
组博客系统冶尧野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
经费管理系统冶袁以实现创新项目的研究过程与经
费使用管理与监控遥 野项目组博客系统冶为每个项
目组提供了一个网络空间袁 供项目组定期发布项
目进展报告尧消息公告及经验心得等袁可以实现开
放的尧实时的项目展示尧交流与管理袁每个项目组
所建的博客袁 既是项目组展示研究项目与创新团
队的窗口袁又是项目组与导师尧项目组与项目组之
间尧项目组与其他同学老师沟通交流的重要途径袁
还是导师和学校管理部门对项目组进行监管的主
要手段袁 同时对于整个创新计划来说更是各学科
领域科学研究和学生科研项目过程管理宝贵的经
验积累遥 野项目经费管理系统冶能够详细记录每个
项目组每一笔经费的支出袁各项目组成员尧导师可
以实时掌握本组经费使用情况袁 学校管理部门也
能够统观全局袁 全面掌握整个创新计划的经费执
行情况遥

3援营造良好氛围袁建立有效机制
野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冶对于那些勤于

思考尧 勇于创新的学生和老师来说是一个难得的
机遇袁 但对于在传统教育方式下成长起来的大部
分学生来说袁 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勇于创新的精神
还有所欠缺袁 要更好地调动起更多学生和老师参
与的积极性袁 促使创新计划能够长期稳定的运行
下去袁就必须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袁构建创新校园
文化袁形成创新教育氛围袁同时建立起一套长效的
运行机制遥

良好氛围的营造需要长期的过程与多样的手
段遥 当代社会是信息化的社会袁对于身处其中的当
代大学生袁网络氛围的营造必不可少袁博客系统与
交流论坛的建设就是重要的途径和手段袁 也是最
有效和快捷的方式曰另外袁定期组织项目学生开展
学术交流袁参加学术团体组织的学术会议袁为学生
创新研究提供交流经验尧展示成果尧共享资源的机
会袁同时定期组织项目指导教师之间的交流袁都有
助于培养学生和教师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遥

科学研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袁其中必然充满了
挑战与困难袁参与其中的学生和老师要投入相当的
时间和精力袁同时还会面临一定的风险袁因此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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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计划能够健康良好的发展下去袁建立起一套长
效的运行机制是十分必要的遥 一方面袁对于学生和
老师的投入袁不应只注重结果袁更重要的是应当对
他们在创新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认
定袁如对学生可以体现为认定学分尧评定奖学金等袁
对教师可以体现为计算工作量袁 纳入教师评价尧晋
升体系等曰另一方面袁毕竟能够参与创新计划的学
生和教师还只是少数袁对于高校教育资源有限的现
状袁创新项目可以实行动态管理袁对于研究实力强袁
发展前景好袁对学生创新能力提高帮助大的项目可
以加大投入袁相反袁对于项目组织混乱尧实施情况不
理想的项目应及时采取暂停项目更换组员袁或直接
终止项目袁将其原有经费及实验场地转给其他项目
组使用等措施袁让有限的教育资源能够使更多的学
生受益遥
三尧对于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的思考

1援重视学生的知识积累袁提高综合素质
我们通常所说的创新主要包括院 意识创新尧思

维创新尧知识创新尧能力创新和人格创新遥 要求学生
具有较强的获取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尧信息加工
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以及动手操作能力及良好的
创新心理素质袁具有敢于怀疑尧批判尧冒险的科学精
神袁挫折面前不气馁尧不动摇袁勇于突破思维定势的
束缚袁有相对较强独立性的品格遥 对于学生的创新
活动袁我们允许野异想天开冶袁这里的野异想天开冶绝
不是不切实际的胡思乱想袁而是建立在自身开阔的
视野和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上的曰同时袁要组织好
一个创新团队袁 除了要具备相当的专业知识和能
力袁还需要具有良好的团队精神尧组织协调能力和
过硬的心理素质遥 因此袁只有从知识积累出发袁全面
发展综合素质袁才能使学生的创新能力得到真正的
提高遥

2援引导学生处理好创新团队成员之间的关系袁培
养学生的团队精神

一个创新项目的实施袁 其研究内容和实验过程
固然是项目最为核心的部分袁然而袁对于我们的学生
来说袁如何能够维持一个稳定高效的团队袁使团队能
够形成最大的合力袁更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遥现代
人才的竞争是全方位的袁评价一个人的能力和素质袁
不仅包括其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袁 还应包括其与

人沟通交流的能力尧在团队中团结协作的意识遥高等
学校对学生的培养袁在重视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同时袁
更应注重其个人修养与人文素质的提高袁 这也是时
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遥 创新项目的整个实施过程给
我们的学生提供了一个绝好的社会实践机会袁 如何
更好地与团队成员相互沟通袁 如何处理好团队成员
之间的各种关系要要要导师与学生的关系尧 学生与学
生的关系袁 如何解决团队中产生的一系列矛盾和冲
突袁这都是需要不断地摸索和实践的遥能够使学生具
备良好的团队意识与合作精神袁对其个人发展来说袁
也许更具长远意义遥

3援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袁提高学生的自
我管理能力

在创新计划的执行过程中袁不仅参与项目的学
生和老师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袁学校的教学管
理尧学生管理尧实验室管理等职能部门也同时要进
行大量的组织管理工作袁 从创新项目的立项评审尧
过程监控尧 结题验收到创新计划整体的宣传交流尧
学生活动等袁 都需要投入相当大的人力和物力袁仅
凭学校有限的管理人员袁是很难完成全部的组织管
理工作遥 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多元化的袁我们对人
才的培养也应当是多种多样的袁在培养高素质专业
人才的同时袁 使一些学生得到组织管理方面的训
练袁也是十分有益的遥 可以发动一些组织协调能力
较强的学生成立专门的学生社团组织袁让他们参与
到创新计划有关的组织管理工作当中来袁同时也可
以充分发挥学生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袁让他们从自身
的兴趣和需求出发袁 组织一些相关的宣传交流活
动袁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袁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学
生的组织能力和服务意识袁使学生得到更全面的培
养袁 另一方面也可以大大提高学校的整体运行效
率袁同时使管理部门能够更直接地了解学生的实际
需求袁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遥

野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冶的整体实施袁对
于学校尧教师和学生都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袁不仅会使
传统的教育思想产生有益的转变袁 同时也会使学校
的教学管理更加高效合理遥 野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
计划冶的不断探索与实践袁定会使我们形成更为成熟
和完善的教学体系和管理模式袁 从而培养出创新能
力更强尧更全面尧更具竞争力的优秀拔尖人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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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and Thought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Experiment Program

CHEN Yang袁 Y AN Da-yuan袁 MING Dao-fu
渊Office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袁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袁 Beijing 100081冤

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野the n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experiment program冶 makes colleges think more about
their talent training goal and method袁 and accumulates a lot of practical experiences of how to organize and guide the students to
carry out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novative activities correctl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gram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improving
college education thought袁 teaching mode and education management system. It also opens a new path for the better training of
college students爷 innovate ability袁 and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爷 comprehensive quality.
Key words: quality project; innovative education; practic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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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pplied ethics teach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graduate students爷 education. The teaching staff should clarify the
course target袁 update the teaching concept袁innovate teaching material袁 method and tools袁 so as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result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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