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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 实证的角度，阐述了地方院校通过创新教育理念与德育模式，实施科技 实践活动，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培 

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做法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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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作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担负着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任。面 

对我国加入WTO后的教育国际化、高教竞 

争日趋激烈等新形势，高校必须勇于应对挑 

战，积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着力加强大学 

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1 不断创新教育理念与德育模式。培 

养学生创新意识与创新思维 

1．1 坚持科学发展观。不断创新教育理念 

(1)树立以生为本的理念，重视学生的 

个性自由和成才需求。高校要做好育人工 

作，就要落实以生为本，为学生的成才与发 

展服务。要以学生为出发点，充分尊重学生 

的人格 、个性、利益．需要、知识兴趣 、爱好， 

充分尊重学生的创新精神，确立学生在教育 

工作中的主体地位，力促学生全面发展，健 

康成才，并能可持续发展。 

(2)树立实践育人的理念，促使学生在 

实践锻炼中成才。创造性、创业型人才的培 

养，不能只在第一课堂中完成，第二课堂对 

于培养人的EQ、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有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要为学生成长创造实践环 

境，激励他们刻苦学习，在社会的伟大实践 

和自身的不断努力中实现个人成才目标。 

(3)树立依法治校的理念，促进高校管 

理法治化： 

(4)树立服务的理念，为学生的成才与 

发展服务。从学生的根本利益出发 ，以造就 

“四有”新人为 目标，关心学生的思想和学 

习 ，了解学生 的生活及困难 ，在学习 、生活 、 

择业就业 、人际交往、身心健康 、维护合法权 

益等方面提供指导和帮助： 

1．2 创建校园文化品牌，培养学生创新意识 

校园文化反映了一昕高校的整体学风 

和精神面貌。以广东工业大学轻丁化工学院 

为例，该校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创建了多项 

校园文化品牌：一是长期组织师生开展社会 

实践活动。通过社会实践教育，加强校园文 

化与社会的互动，鼓励师生深入实践，服务 

社会，增长才干，在发挥校园文化辐射作用 

的同时，促进校园文化品质的提高。自1990 

年以来，学院学生始终坚持开展“三下乡”暑 

期社会实践活动。自1998年至今，共组织了 

11支队、160名师生参加实践活动，获国家、 

省 、校“三下乡”优秀服 务队称号。二是大力 

组织青年志愿者进行社区援助活动，即通过 

德育实践活动，塑造学生优良的思想品德素 

质。实践形式包括助老 、助幼 、助困 ，义务劳 

动、义务献血、无偿捐助等等。自1994年以 

来，学院学生坚持开展青年志愿者服务活 

动 ，足迹遍及东山区福利院新旧两院 、建设 

街、天河南街，黄花岗街、白云山、荣军医院 

三是致力于塑造学生助人为乐 、自立 自强精 

神的活动 如坚持“三助”勤工俭学工作，出 

现了许多自强不息的学生，诸如《广州日报》 

以“扫厕所的大学生”为题报导的李锋等；又 

如《梅州El报》报导的勇救落水儿童的卢向 

云等。四是创办校、院两级的品牌活动，努力 

提高学生求真、向善、爱美的欲望和热情。例 

如，以“崇尚科学 、追求真知、立志成才、迎接 

挑战”为主题的校学术科技节，以“推动高雅 

艺术进校园”为宗 旨的校文化艺术节。 

1．3 广泛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拓宽学生创新 

思维空间 

围绕人才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积极营造利于学生成长成才的学术环境与 

氛围，让学生接触、了解本专业的学术前沿 

与发展趋势，拓宽专业学习的视野与创新思 

维的空间，使他们树立起端正的专业思想． 

真正热衷于本专业学习及今后的专业工作： 

一 是积极组织学院学生与国外 、境外大学生 

的学术交流。例如广东工业大学轻工化工学 

院就与泰国宋卡王子大学，香港的浸会大 

学、香港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举办多次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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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交流活动 二是邀请国内外专家来院开设 

学术讲座：仅2003午就台 l4名专家(其中 

院士4名)来校做 J 学术讲座。三是大力组 

织本院师生学术交流活动 

2 大力实施科技实践活动，着力锤炼 

学生实践能力与创新精神 

2．1 推进产学研联合，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产学研联合为培 养创新 型人才提供 了 

理论和实践的舞台 一方面，高校依托科技 

优势和人才优势 ，通过产学研联合获得了开 

展实践教学的环境、条件甚至实习经费的补 

充 ，为大学生成才提供了实践锻炼的机会与 

条件；另一方面，企业通过产学研联合 与高 

校开展多方面合作，如人才培训、技术咨询， 

甚至依托高校的智力优势进行技术改造、产 

品研发和共同攻关，进而提高企业的技术创 

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而大学生在参与产学 

研合作项目的部分研究工作中，磨炼了坚韧 

不拔的毅 力和团结协作的精神，培养了创新 

能力：多年来，广东工业大学轻工化工学院 

在加强与企业的产学研联合模式上主要有 

科技开 发、成果转化 ，共建J=程研究中心 ，共 

建重点实验室，共建产学研实习基地等等， 

目前 已建立 7个产学 研联 合研究中心和 4 

个校外实习基地；l—j 23家单位建立了产学 

研合作关系，开发科研成果 20多项，获省部 

级以上科技进步奖6项 

2．2 组织参加科技竞赛。锻炼学生创新能力 

一 是组织学生参加全国性的学术科技 

竞赛活动，如“挑战杯”全围大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 

划竞赛 、TCL全国大学生1二业设计竞赛 、全国 

大学生数模竞赛等等 二是区域性、行业性 

或企业设置的科技竞赛活动：三是校内的科 

技竞赛活动 如每年一届的校学术科技节 、 

经济管理学院院徽设计大赛等等。通过这些 

竞赛活动既激发了学生的专业兴趣，锻炼了 

他们的创新能力，也促进了学校互动学习氛 

围的形成。如在 2000年由英 国驻广州领事 

馆、广州市工业没汁协会组织举办的维珍杯 

中英华南地区大专院校学生工业设计大奖 

赛中，学院作品“乾坤轴”获得唯一金奖。 

2．3 广泛开展课外科技活动，努力塑造学生 

创新精神 

传统教育中“重理论，轻实践”，“重逻辑 

思维，轻非逻辑思维”的弊端极大地影响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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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学生素质的提高，_J￡其是在实践能力与 

创新精神方面 针对这种情况，， 东工业大学 

轻工化工学院在学生中广泛开展课外科技活 

动：一是开展群众性的创作、创造、创业、创新 

“四创”活动，全面开辟第二课堂；二是结合导 

师制，组织开展科研活动 三是组织科技下乡 

实践活动，让学生把学到的知识应用于社会， 

服务社会，锻炼 自我；四是建立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制度 ，如学校一年一度的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项目申报、立项制度，实验室开放制度： 

3 大力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努力培养 

学生创新能力与创业精神 

3．1 构建专业教研室(工作室)运行机制 

高校专业设置必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 

的需要，紧跟时代发展=根据轻工、化工类专 

业特点，广东工业大学轻工化工学院按专业 

设置了专业教研室、专、 实验室(工作室)等， 

重视学科、专业建设，构建了完善的校内实验 

教学体系，还积极地走进社会，联合校企建立 

校外产学研实习基地 ，以满足实践育人的需 

要。通过建立实践教学场所 ，完善 与理论教 

学相匹配并逐步形成自成体系的实验教学 

保障系统，以提高学生实践技能、拓宽知识结 

构。例如，广东工业大学轻工化工学院在设 

计类专业建设中实行教学实践工作室制 、工 

作室的建立其目的是通过一定的创造实践 

的锻炼，发展学生的审美想象力与形象表达 

力，并最终在设汁作品中得以体现：这既是 

教学自我体系完善的需要，又是提高艺术设 

计人才综合素质不可缺少的环节： 

3．2 适应学科建设与发展的需要，在高年级 

本科生中实行导师制 

借鉴研究生培养制度，广东工业大学轻 

工化工学院在三 、四年级本科生中实行导师 

制，由导师对所指导学生的德、智、体、美全面 

负责 ，全面关心学生的思想 、品德 、学习和生 

活，把教书与育人及思想政治工作、管理工作 

与教学、科研工作融为一体，引导学生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组织学生参与 

导师的科研项日工作，调动他们参加科技发 

明创造活动的积极性，形成了导师指导下，研 

究生、本科生互相学习、互相配合、互相促进， 

共同研究、共同进步的格局。例如，在第七届 

“挑战杯”广东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 

赛中获特等奖的“一氧化碳便携式检气管的 

研制”、获二等奖的“高效减水剂的研制”、“智 

能化自动升降卫生坐厕垫”，就是分别在学院 

导师余  

淠、周智鹏、许欣娜等研究小组完成的： 

3_3 改革毕业论文(设计)制度 ，强化学生创 

新能力的培养 

毕、l 论文(设汁)是对研究与实践的全 

部总结，实现本科培养目标的重要环节，也是 

衡量教育质量、评估办学水平的重要内容：广 

东工业大学轻工化工学院根据创新型人才培 

养的要求，积极创新毕业论文(设计)制度：一 

是开展产学研合作教育进行毕业论文设计= 

产学研合作教育，能为学生创造一个接受现 

代工业技术训练的良好工程环境，做到真题 

真做，即通过把企业的技术改造、设计创新等 

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作为毕业论文(设计)的 

课题，解决企业的一部分实际问题；同时可以 

弥补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教师在实践经验方 

面的不足，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校外科研单 

位、各种公司、工厂的研究题目和工程项 目种 

类繁多，这样可使学生有机会碰触到许多学 

校里未曾接触过的新知识，见到许多在学校 

里见不到的新设备、新技术，既开拓了视野， 

也拓宽 知识领域：通过产学研合作教育，学 

生还可以到有接收意向的企业中做毕业论文 

(设汁)，以增强企业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与了 

解 ，让学生亲身感受企业所面临的挑战与机 

遇，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意识=二是对 

毕业论文(设汁)教学制度进行改革，从三年 

级开始逐步进入毕业论文(设汁)阶段：由于 

该院在高年级学生中推行导师制，并实行开 

放实验室制度，学生完全可以从三年级开始， 

在导师指导下利用课余时间开展毕业论文 

(设计)的相关工作，如查找资料，设计方案， 

进入开放实验室做实验等等。这样，在本科生 

找工作单位的第八学期，可以做到毕业论文 

(设计)与找单位“两不误”。三是设立毕业论 

文创新奖，年度综合测评创新奖、实践奖等制 

度，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实践、创新活动，努力 

做出新的突破 

参考文献： 

[1]崔英德等．产学研联合的实践与探索[M]．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 

[2]蔡立彬，张妮．依托产学研联合，开创社会实践 

新路[J]．中国高教研究 2000，(12)：79． 

[3]杨风暴，刘兴来．毕业设计与创新能力培养fJ1． 

华北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0l，(1)：40—42． 

(责任编辑：胡俊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