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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教育部发布《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

若干意见》，针对我国新时期高等学校已进入内涵式

发展的新形势，提出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培养创新

人才。高校的专业课程是传授专业知识、培养学生

专业技能的重要手段，具有“理论性强、实践性强、综

合性强”的特点，对培养应用型、技能型和创新型人

才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的专业课程并没

有发挥好应有的作用，社会对毕业人才专业技能的

需求和高校专业课程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如课

程内容繁多，重点不突出，与工程实践严重脱节，学

生学习积极性差，教学评价单一等。因此，各高校迫

切需要对工科专业课程进行深入改革，以促进专业

课程在创新人才培养中的作用，真正提高高等教育

质量。

一、工科专业课程的定位

专业课程的学习是学生在掌握了一定的基础理

论，学习了专业基础课程，初步接触了工程现场之后

的重要学习阶段。工科专业课程教学绝对不允许

“纸上谈兵”，应充分结合当前实际的工程变动，实时

更新原有知识体系，注重专业知识的实用性和实践

性。认知心理学家安德森将知识分为陈述性知识和

程序性知识。对于陈述性知识，在授课的过程中要

注意学生对知识的习得、保持和有效提取；对于程序

性知识，要注意帮助学生对知识进行应用和转化。

授课教师有必要对这两种不同的知识进行准确定

位，明确课程内容和授课策略的区分，以最大限度地

发挥专业课程的作用。

二、专业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技术发展快速，专业课程内容更新慢。随着

工程技术手段不断更新，社会要求不断提高，工科专

业人才的培养和工程现场对实用型人才的需求之间

存在很大的差距。原因在于，课程内容不能及时更

新；专业课教师深入现场的机会有限，不能随时了解

工程现场的变化和需求，学生接收的信息总是远离，

甚至是偏离工程实际。学生在学校学到的专业知识

在工程现场没有任何用武之地，用人单位对学校教

授的专业知识的认可度低。

2.学生动手操作能力受实验条件的限制。学生

熟练掌握专业技能是典型的程序性知识的学习过

程，必须通过大量的实验训练才能习得。教师抱怨

学生主动学习的意识不强、动手能力差、工程意识单

薄等，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学生动手能力得不到培

养和强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专业课程的实验项目陈

旧、实验装置匮乏，学校应当重视实验教学。

3.教学形式单一，教学评价效度低。工科专业

课程与生俱来的枯燥特点，给教学工作带来了很大

的困难，教师在讲授的过程中，一般只通过播放一些

视频和图片来展示课程内容。教师不能很好地调动

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单调的教学形式使得学生

在接受陈述性知识的过程中，总是感觉脱离现实，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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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着头绪，学习效果很不理想。另外，在对学习效果

的评价中，传统的卷面考试方式很难准确评估学生

对于知识的掌握程度，教师也不容易发现自身教学

中存在的问题。

三、专业课教学优化方案及具体实施途径

要对专业课程教学进行有效改革，需结合教育

学和教育心理学的理论知识，进行长期的教学实践

探索。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和科学理论分析，我们

形成了师生“二维”协同与“三维”实施的专业课程教

学优化方案，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具体如下图所示。

教师和学生是对等的两个实体，分别是教学的

实施者和接受者，两大主体的高度协同是专业课程

顺利进行的起点和基本保障，所以，优化的策略是从

这两个主体切入。基于上图的优化方案，我们提出

如下具体的实施途径：

1.基于教师的优化方案。第一，教师掌握着课

程教学的主动权。教师通过培训、自习的方式不断

更新自己的理论知识，随时深入工程现场，积累工程

实践经验，了解工程需求，及时更新课堂内容，为学

生选择最新、最前沿的教学资料。第二，教师要从根

本上革新传统的教学手段，用丰富多彩和具有创新

性的教学理念，重新审视专业课程的教学模式。例

如，采用虚拟样机仿真技术（FVP）建立虚拟现实模

型，一方面可以动态地为学生演示课程中的原理性

知识；另一方面，学生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重演，巩固

知识点，以夯实专业课基础。第三，教师需要在“自

身素养、课程内容和教学手段”三个维度上进行提升

和更新，以创新的思维方式调整教学方向，为课程改

革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2.基于学生的优化方案。针对陈述性和程序性

知识的不同特点，我们提出基于学生的“自主学习、

互助PK、效果评价”的三维式教学优化策略。第一，

强制要求学生在课外自学专业知识所取得的效果不

太好，所以我们通过邀请国内外权威专家讲述工程

前沿，加强实践教学（工程现场实习和室内实验），组

织形式多样的科技竞赛等方式，启发学生自主探索

专业发展动态，自主夯实专业理论知识。

第二，我们还发现学生之间的对比 PK学习效

果非常不错。我们先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让各组

学生在课后探索学习重难点知识，并准备讲稿，下节

课汇报；在下一堂课上，让各个小组以“对垒”的形式

进行讲解、讨论，并发起延伸学习。学生的学习潜能

在争论中一点点被激发出来，枯燥的专业知识也潜

移默化地深入学生脑中。

第三，检验学习效果是最重要的环节，但是以往

用一张试卷做定论的方法存在明显的弊端。因此，

我们突破传统的考试模式，将考核内容和形成做了

一些调整。如通过逐一“面试”交流、自我评价等方

式，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及时全面地掌握学生的学

习状态，也便于教师改进教学方法。

教师和学生是顺利完成教学任务的重要角色，

如果单纯地将学生看作被动的受教育者，而不是参

与者，就很难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尤其是程序性

专业知识的教学中，学生必须主动参与，才能习得知

识。学生与教师协同学习和教授的模式，能引导学

生深入专业课程，师生“二维”协同与“三维”实施同

步进行，实现了专业课程教学的有效开展，有利于培

养创新型人才。

［参考文献］

［1］雷智仕，杨丽，李丰，等 .提升工科高校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策

略研究——基于“卓越计划”背景下工学类专业人才培养的分析［J］.

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14（2）.

［2］江惠云，付鹏，陈文娟 .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高校综合性专

业课程体系建设［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4（8）.

［3］王永利，龚方红 .工科高校教师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研究［J］.

教育与职业，2011（12）.

［4］刘小强，王彩霞 .教师的课程观念与高校教学质量建设［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1（7）.

［5］王岩，蒋炳炎 .高校工科专业课程体系构建的探索与实践

［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6］张飞燕，韩颖 .工科院校专业课程教学方法研究与实践［J］.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3（6）.

［7］王冬梅，周俐军，张士强 .工科高校培养实用创新型人才的

探索［J］.中国校外教育，2009（S1）.

［8］刘辉，沈玉志 .工科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构建［J］.辽宁工

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

学生

自主
学习

互助
PK

效果
评价

教学
手段

课程
内容

自身
素养

“三维”实施

“二维”协同

优化策略前提保障

专业课程改革

教师

� �

��

师生“二维”协同与“三维”实施优化方案

学科教育学科教育

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