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理工实践教学课题研究式方法探讨

王建伟

(山东大学 工程训练中心 , 山东 济南　250061)

摘　要:从大学教育本身来看 , 课题研究式教学已成为研究生教育的主要形式。 在高校理工本科实践教学

中 ,尤其是对三 、四年级学生和愿意进行发明创新的学生来说 , 在经过一 、二年级课程化 、模块化基础技能和

专业技能实践训练以后 ,采用课题研究式实践教学方法 ,对启发学生的想象力 、激发创造力 、促进动手能力的

提高可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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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higher polytechnic-practice teaching methods of research topics

Wang Jianw ei

(Engineering T raining Center , Shandong U inve rsity , Jinan 250061 , China)

Abstract:F rom the university itself , subjec t resea rch- teaching has become the main fo rm in the g raduate edu-

cation.In highe r poly technic underg raduates' practice teaching , especially for the third and fourth g rade

students and the students who a re willing to engage in the invention and innovation , after a second-yea r cour-

ses , the modular basis practice skills and professional skills have been t rained , by using a practice teaching

me thod in the study subjects , the students' imagination and crea tivity can be inspired and their practical ability

can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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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研究式教学方法进入高校理工实践教学领

域 ,是一个已显端倪的发展趋势。这是因为 ,随着高校

理工实践教学设备的现代化 ,特别是高新技术程度的

不断提高 ,实践教学内容的多学科复合程度的不断提

高和教学指导教师学历层次的不断提高 ,以及大学生

多样化要求的不断提高 ,高校理工实践教学已经不仅

仅是简单的基础技能训练 ,在完成各种基础技能训练

的同时 ,还必须进行必要的高新技术训练和一定的大

工程知识的训练 。

现在看来 ,无论是在基础技能训练 ,还是在高新技

术训练 ,抑或是大工程训练中 ,进行学科研究和科技开

发方面研究的比重都会逐步增大 。对教师而言 ,如果

他在学科研究方面没有新的成果 ,它就会落伍;对实验

人员而言 ,如果他总是没有新的发现和发明 ,它也会被

淘汰;对大学生 ,尤其是对高校理工大学生而言 ,强调

提高动手和创新能力本身 ,就是在学的过程要有自己

的新发现 ,去做的过程中要有自己的新创造。因此 ,无

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 ,课题研究式教学方法 ,在高校理

工实践教学过程中 ,地位都会不断前移 。

1　以“三师”结合为中心

在新形势下 ,建设由理论课教师(最好是教授)、

实验师 、工程师结合的师资队伍 ,已成为提高高校理

工实践教学质量的重要举措。尤其是将资深教授引

进实践教学关键岗位 ,有 2 个方面优势:一是可以把

他们在课程教学 、科研 、学科建设的最新成果直接运

用到实践教学过程中 ,有力地带动了实验教学内容 、

手段 、设备 、方法建设 。二是通过他们把社会上需要

解决的工程技术问题和大学生在实践教学过程中要

解决的新问题 ,作为新的研究课题 ,不断在科研实践

和教学实践中加以解决 。这样 ,以理论课教师 、实验

师和工程师相互依托 ,彼此融合 。教授的作用主要

是把握实验教学发展方向 ,提出科研课题 ,建构系统

的知识体系;理论课教师依托实验教学使理论教学

更贴近实际;实验师和工程师 ,在完成科研实验和实

践教学的基础上 , 经常参加理论课 , 进行理论进修 ,

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其实 ,从广义上看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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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要解决的问题可以作为研究课题 ,技术上要解决

的问题也可以作为研究课题 ,教学中需要解决的问

还可以作为研究课题 。发现这些问题的过程是实践

深入的过程 , 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是认识深入的过

程。课题研究式的教学方法 ,有利于把各个相关的

方面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尽管这些做法还处于起步

阶段 ,但是它已经标识着高校理工实践教学进入一

个新的历史阶段 。实际上 ,这也是教育发展到今天 ,

互动式教学地位不断提高的具体体现 。因为研究式

是互动式的具体化 ,而课题化则是大学教育中互动

式教学特有的方式。研究式强调的是教与学互动 ,

而课题式注重的是所学内容的适用性和前瞻性 。两

者的结合是发挥教者和学者两个积极性 ,在高校理

工实践教学过程中 ,有所发现 、有所发明 、有所创造 。

2　以前沿比较为前提

这个提法是否准确 ,还有待于探讨。借助这个提

法是想说明这样一个情况 ,即从培养高级工程师的目

标出发 ,大学生在工程训练过程中 ,不仅要学习和掌握

车 、铣 、刨 、磨等基本技能 ,更为重要的是 ,他们还应该

了解(至少是这个要求)现代化大工业的生产流程 、管

理流程。这对开阔大学生的视野 ,拓宽思路 ,激活学生

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是极为重要的。香港理工大学在其

工业中心的整体设计中强调:“在高新技术的应用方

面 ,相对于香港工业界在总体上应该有一定的超前性。

这样才能使学生挤入工业界之后有推动企业技术进步

的欲望和能力 ,善于从现代科技的角度去思考 、处理和

决断问题” 。这一思想是很值得借鉴的 。

传统的实验和实践教学是根据国家发展现实对人

才知识结构的需求设置的 ,而当今的实验和实践教学

则更重视对国家未来发展需求的适应。我们所说的前

沿比较的含义 ,就是要把国内外最前沿的东西介绍给

学生 ,让他们去比较 ,了解现实 、发现问题 、感觉未来。

这方面目前可能是个空挡 ,各专业课只讲到与本专业

有关的程度 ,整个生产流程 、管理流程方面的东西很

少 、也很难涉及到。专业实验室无法提供这些东西 。

一般综合型大学的理工实践教学实验中心 ,不能

提供规模较大的反映现代生产流程和生产过程中管理

流程的模拟条件 。根据现实情况 ,考虑未来发展 ,我们

可以做这样的设想:一是增加现代工业前沿生产流程

和管理流程比较的理论课程 ,这个课程可以让工程训

练中心来担任;二是把这个课程放到大工厂去上 ,在校

内完成一定前沿比较理论课程之后 ,到先进的大工厂

去现场学习。以往 ,在各专业理论课基本完成后 ,都安

排一定的专业实习 ,目的或者说主要目的是进一步消

化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 。我们现在要进一步做好的

是 ,在这个基础上 ,扩大学生对现代生产和现代管理的

接触面 ,创造条件让学生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前

沿比较。在比较的基础上 ,对科技前沿 、学科前沿和工

程前沿的广泛了解 ,有助于学生重新选择自己的学习

内容和较早地确立自己研究方向 ,其意义不可低估 。

3　以课题立项为纽带

课题研究可以把各方面连接起来 。一般说来 ,这

种形式可能更适合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教学实

践。从现在高等工程本科实践教学的实际情况来看 ,

它主要的还是针对本科生专业认知训练和初步的工程

训练的。本科生的理工实践教学是面向全体学生的 ,

其依据是教学大纲 ,是必须完成的 ,在此基础上 ,现在

更提倡同个性化选修实验实践课相结合 。而个性化选

修实验实践课则更具有研究型 、设计型和综合性的特

点。因此 ,其教学方法更具有课题研究的性质或接近

课题研究式。是否可以这样设想 ,以选修课为载体 ,以

学生的发明创造思维为延伸 ,分类组成若干课题研究

小组 ,并配备相应的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 ,边学习 、边

实践 、边研究 、边创造。从发展来看 ,硕士和博士研究

生的许多课题研究是可以放到实验室或实践教学单位

来做的。如果可能的话 ,其中的部分内容可以叫本科

生参加 ,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这对本科生来说 ,是一

种高层次的参与 ,能开眼界 、换思路 ,实质上就是不小

的提高。同时 ,大量的高新技术方面的课题本身都是

复合型的 ,靠单一学科的理论往往是难以解决的。复

合型的课题还会促进了不同学科的融合和不同专业教

师以及不同专业实验室之间的合作 ,能够了解和参与

这种合作 ,本身也是不可缺少的实践教学训练 。

4　以多样性为保证

现代科学知识高度分化又高度融合的趋势 ,又使

无论理论学习还是实践训练 ,在很多方面都是跨学科

的。因此 ,无论对大学生学习而言 ,还是对大学生的实

践而言 ,他们的选择性大大增强。这种选择性增强给

高校理工实践教学所提出的现实要求 ,是训练内容 、训

练设施必须能相对满足广大学生选择的多样性。同样

在课题式研究的实践教学中 ,也必须体现这种多样性。

首先 ,大学生理工实践教学课题研究内容要有多

样性 。应在保证必修课的前提下 ,进一步加大选修课

的比例 ,给学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学习内容留出较大

的空间。同时 ,无论是必修课还是选修课 ,都可以设立

一些或者鼓励学生自己提出一些研究课题 ,以促进学

习和实践活动的深化 ,以及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提高。

其次 ,大学生理工实践教学课题研究方法要有多样性 ,

根据不同的课题研究内容 ,可以是导师指导式 、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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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跨学科组合式 ,也可以是自由联合式 ,还可以是产学

研合作式等等。再次 ,大学生理工实践教学课题式研

究时间安排要有多样性。应在保证必须完成的共同训

练内容的基础上 ,给学生动手实验或自己独立进行一

些发明创造的留出较多的自己可以掌握的时间。最

后 ,大学生理工实践教学课题式研究标准要有多样性 ,

可考虑采取“基本分+奖励分”的办法 ,即:规定的学习

和实践训练内容的成绩为基本分 ,既可实行百分或 5

分制 ,也可实行划分“优秀” 、“良好”的等级制 。大家学

习的内容一样 ,评分标准也一样。这样 ,谁学得好 ,谁

学的差 ,一目了然。在这个基本分之外 ,设立奖励分。

谁有新的发明创造就奖励谁 ,发明创造的程度越高 ,奖

励的力度也越大 。这样 , 谁有创造力 , 谁就会脱颖

而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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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递和交流 ,从而构建了一个信息集成 、数据安全 、

运行可靠的网络化工作环境。

3.2　数据管理

数据是跟踪管理系统的载体。作为动态跟踪管理

系统 ,相关统计结果需要大量输入 、输出工作 ,因此信

息的提取是动态跟踪系统的重要环节 。本系统采用

ASP和 SQ L 网络通信技术 ,将用户申报或评估的结

果以固定报表的形式显示 ,同时提供在线打印功能 ,从

而提高了申报 、评估和批复的效率 。

以项目申报表生成 Excel表格为例 ,本系统中利

用 ASP.NET 的 IN TERROP 程序集调用 Micro sof t.

Office.Core ,以实现 ASP.NET 与 Office 的集成。在

程序中引入命名空间:“M icro sof t.Co re”和 “Mi-

crosof t.Office.Interop.Excel” ,以分别定义 Excel、工

作薄 、工作表 3个对象 ,代码如下:

　　Excel=new ApplicationClass();//定义 Excel

xBk=excel.Workbooks.Add(true);//定义工作薄

xSt=(Micro so ft.Office.Interop.Exce l.Worksheet)xBk.

A-ctive.Sheet //定义工作表

excel.Cells[ RoeIndex , Co IIndex] =” ” +temp;//将数据

输入到单元格中。

基于此可实现多用户 、多进程 、同时批量处理大量

数据的设计要求 ,且无需专门人员进行汇总 、统计种类

繁多的数据。

4　结束语

项目的动态跟踪管理系统已投入试运行 ,使用效

果良好 ,实现了实验室人员在线了解自己的项目运行

的全过程 。该系统能够提供在线的管理 、申报 、评估 、

审批等功能。摆脱了繁重且重复性的录入工作 ,所有

用户均有清晰的工作表 ,大大提高了整个实验室建设

经费管理工作的效率;同时该系统与数字化校园网连

接 ,从而提高了整个学校实验室管理水平和质量 ,因此

本系统的开发与运行对整个学校来说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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