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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校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创新教育的思考 

洪华杰，柯冠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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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创新教育是我国科教兴国战略实施的一个重要支撑。论文结合笔者从事机械电子工程教 

育的实际经历，通过国内外对比，总结了高校机电专业创新教育的现状与不足，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几项探讨 

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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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ndering over the Innovation in the Education of Mechatronics Specialty 

H0NG Hua—jie，KE Guan—yah 

(College ofMechatronic Engineering andAutomag~n ofNational University ofDefense Technology，Changsha 41(X)73，Ch／na) 

Ab醴喇 ：The innovation in the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making O111"country strong 

through selenee and education．Based on the author’s experience of teaching mechatmnics，and by contrast between the oYe~e,as 

and domestic education，the present status and inadequacy in the innovation in mechatmnics teaching are summarized and 5Olrle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for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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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作者所从事的机械电子工程是一个边缘学科专业 ，被 

列为我国 “九五”科技发展重点内容之一 ，是 国家发展高 

新技术产业的火炬计划近期重点支持的五大领域之一_1]。 

对于国家工业发展而言，机械电子工程技术发展水平具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点，已成为各国工业企业 的共识。 

在新加坡，甚至被政府视为保持工业持续竞争力的最密切 

的相关学科 J。就我国而言，如何摆脱工业生产劳动力密 

集型的较低定位 ，实现工业科学技术水平的上档升级，使 

我国走入世界工业制造先进技术国家的行列，必须依靠该 

学科的迅速发展和不断创新；在企业和市场方面，机械电 

子工程方面的人才一直走俏 ，据江苏省人事厅统计以及市 

场调查报告 _4J，机械电子类人才连续两年位居该省人才需 

求前十名。正基于此 ，本专业的创新性人才培养已经引起 

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对当前机械电子工程专业方面的 

创新教育进行了调研，指出了目前创新教育存在的几个不 

足之处，并提出了几点探讨性意见。 

二、国内机电专业创新教育现状与不足 

随着挑战杯、机器人大赛等全国性大学生竞赛的普及， 

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已经成为高等院校教育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机电方面的创新活动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学校从 

兴趣小组起步培养，逐步重点指导和培养，分别参加学院、 

学校、省级直至国家级的竞赛。红红火火的大学生科技创 

新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技创新的发展，但是热闹 

的景象并不能掩盖其 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机械电子工程 

专业创新活动现状的总结，以及与国外进行的对比，我国 

机电专业科技创新存在一定的不足。 

(一)创新创造理念未能得到深入贯彻 

从学生的角度看 ，参加创新活动常常出现这样的现象， 

刚开始参与时一哄而上，人数众多，且热情高涨，但往往 

“善始者繁，克终者寡”，“五分钟热血”的情况屡见不鲜。 
一 份资料表明，国内某一学院1996年数学建模竞赛报名 

300多人，而经过 一个假期培训，坚持下来的仅仅 3o来 

名 J。还有，很多机电类学生从事课外科技活动粗枝大叶 

的多，小打小闹的多，起点较低。大多数学生参加课外科 

技活动仅是靠短时间的突击来完成，追求 “短、平、快”， 

缺少明确的学习目的和端正态度，达不到知识的积累和实 

践经验总结的目的。 

位于洛桑的瑞士联邦研究所对由54名学生组成 l4个队 

伍的科技创新团队做了一个凋查，结果显示 75％的学生参 

与动机是来自于对技术的渴求 J。这也显示了我国创新教 

育的差距。创新理念远未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学生缺乏学 

习的目标和动力，说明我们的高校在创新理念的贯彻与培 

养上还是欠缺力度，做的还是不够的。 

(二)创新人员水平参差不齐 

从参与创新活动的学生所具备的基础知识与实践能力 

上看，当前机械电子工程专业的学生，专业素养也有下降 

的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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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与绘图能力不足。学生基础理论学习盲 目，导 

致基本功底不扎实，同时对传统机械方面的知识有排斥心 

理，一味的崇尚电子、控制、软件等所谓的流行专业； 

*新技术 、新手段、新方法应用不够。学生往往只知 

道那些教科书或老师讲授过经典的设计方法与案例，对相 

关领域新的思想与理念很淡薄； 

*学生动手能力较弱，实验能力较差； 

*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强。 

另外，从研究生专业结构来看，机械电子工程是包括 

机械、电子、电气和计算机等的综合性学科，目前 国内高 

校该专业的研究生一般是机械专业出身，学生结构单一。 

德国在机电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对象除机械专业本身，更 

希望控制专业、计算机等专业人员充实进来 J。 

(三)创新教育基础设施有待加强 

国内综合性大学大都设立了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加上 
一 些专科院校，机电教育面已经很广阔。有经济基础的学 

校也建立了相应的学生创新试验室，或者机械加工实验厂 

等，但是为学生提供锻炼的机会一般就是在现有平台上的 

电机运动控制、以及工厂短期实习与参观。为了加强机电 

专业人员理论和实践的联系，欧洲的一个 “利用简单接 口 

的现实与虚拟桥接”(BREVIE)项 目，使得学生能够在现实 

中搭建 自动气动系统，同时通过视频三维重构 ，在虚拟世 

界中复现这一过程，包括虚拟测试等，学生能够方便的在 

现实与虚拟环境之间切换|8 ；新加坡 的机电课程教学 中， 

直接把工厂作为教学试验场地 ，要求学生在工厂实习时间 

为八个周，而且要求学生要利用所学知识完成一个设计 J。 

我们在这方面的配置与国外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四)创新体制不完善 

教师和学生是高校创新教育的两个主体，而教育体制 

是创新教育的基础。近些年高校老师压力陡增，大都面临 

着科研、教学双重任务 ，面对教学评估、项 目经费任务等 

已经焦头烂额，而指导学生的工作量评价较低 ，这导致指 

导学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老师的负担；对学生而言，旧 

有的教学模式 ，重书本重理论 ，轻实践轻动手，导致学生 

在专业学习上浮躁，基本功和实践能力差 ；同时面临越来 

越大的竞争和就业的压力 ，也显得无所适从。一个 良好的 

体制环境是创新教育朝着健康方向发展的土壤。 

三、高校机电专业创新教育的思考 

1、利用创新课程加强理论引导，利用前沿讲座激发创 

新兴趣 

发明创新是一门理论 ，而理论是指导实践的基础。人 

们普遍认为创新思维来源于突然的思想火花 ，是由偶然顿 

悟产生的。这是人们的直观想法。前苏联人创造了 “发明 

问题解决理论”，经过几十年的进化修订，已经成为欧美以 

及韩日等国创新的最佳工具，甚至被称为人类进化三大理 

论之一。创造学专家、清华大学兼职教授张武城先生指出， 

创新理论教育不可缺少。美国哈佛大学早在 20世纪50年代 

就把创造学列为学生的基础教学课程，如今美国各类大学 

不但普遍开设了 “创造学”和 “创造力开发”等课程，还 

应用创造思维 的系统理论 ，对各类学科的 200多门专业课 

程内容进行了修改。而新华社记者对国内高校做了一个简 

单调查，发现只有及其个别的学校设置了 “创新原理”、 

“创新设计”或类似课程。我国创造学的理论基础薄弱，学 

校尚未形成 以创新为主导的价值体系，长期重知识灌输 ， 

轻方法 (能力)培养；重趋 同性，轻标新立异 ，这些对开 

展创新教育是不利的，学生亟待相关理论的引导。_9 

同时在实施 以创新为核 tL,的素质教育中，除了改革课 

程结构外，教学方法和手段的创新也是很重要的。面对学 

生对解决问题的思路受 限于教科书的现状，我们应当创新 

教学内容体系。创新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超前性和新颖性。 

这就要求我们要把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和科学概念及时映 

射到教学内容中，体现出时代性、开放性、多元性与全面 

性的特点。帮助学生建立一个发展的而不是孤立静止的客 

观物质世界的概念 ，引导他们去探索新的知识，培养他们 

的创新精神。但对于课程设置来说 ，教学内容已经非常饱 

满，不可能将各种前沿信息、学术成果都移到教学内容中。 

开设前沿讲座无疑是一种有效途径。作为教学补充的一部 

分，讲座将能够弥补学生这方面知识的匮乏。讲座一方面 

能够拓展学生思维的空间，使其不受限于枯燥的书本；同 

时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够激发学生在创新方面的积极性，认 

识到学习的乐趣。 

2、加强基础课程教学 

数学思维是人们科学创新的思维方法。在数学学习中， 

学生得到的不仅有作为科学创新基础的数学原理，还有数 

学思维方法，如归纳法、几何直观、对称思维、联想与类 

比、猜想与证明、观察与实验等等。数学方法是学生创造 

性思维的基础之一。 

专业课是大学生所必须学好的基本技能课，是创新思 

维的直接源泉。面对创新学生专业基本功不扎实的现状， 

专业课程的教育需要进一步加强引导，而教师首先要具有 

创新素质，要保持思想观念上的超前性。不断提高实施创 

新教育的自觉性，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加强学生创新精 

神与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实践能力、创新人格的培 

养；要根据创新人才培养的需要，加强创新教育的研究和 

实践，真正把专业课作为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一环，既要 

抓牢基础，更要创新发展，使学生在熟练掌握专业知识的 

基础上，具备创新开拓素质。 

3、完善创新基础条件建设 

创新性教育首先需要为学生创造一个能够开展创新性 

实践的实验环境，包括相应 的硬件环境和软件环境。国内 

大多数高等院校大都建立了相关的实验室，配备了计算机、 

传感器、适配器等必要 的硬件资源，也配备了相关的指导 

老师。但是据笔者了解 ，目前学生的实践活动大都是遵循 

老师指定的内容 ，限制了学生 自主创造性思维的发挥。如 

何让学生能够随时有践行 自己 “想法”的机会，这是在拥 

有了相应硬件基础上的管理问题。中山大学推出学生 自主 

管理创新实验室的做法，值得学习。 

同时德国学者指出 j，非课堂教育应该成为机电专业 

课堂教育的一个必要的补充形式 ，从而推出了网络教学计 

划。在这个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是实际解决 问题的案 

例库建设，这是提升学生认知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一个 

非常有效的方法。国内机电专业教育，特别是本科生，对 

于所学的知识能够做什么事情是很茫然的，案例库能够以 

实际应用为引导，是理论联系实际最为直接有效的方法。 

4、建立相应制度，完善创新教育“ “ 

体制改革需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整个教育体 

制，需要摆脱原有的书本教学理念，加强实践能力培养， 

近些年来，各高校已经研究并出台了很多政策 ，如增加课 

程实践环节、减少课堂授课 比例等，已经初见效果，但还 

不成体系；二是教师指导制度 ，需要制定具有开拓型思维 

的教师进行指导，并要在教学评价中提高指导学生的工作 

量估算，加大奖励机制等等，激发教师培养学生、特别是 

培养高素质创新性人才的积极性；三是通过一定的制度， 

缓解学生情绪和压力，使之在轻松愉快 的心态上发挥其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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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力，如产学研联合实习基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学 

生的就业等问题。体制改革正在进行中，需要改进和完善 

地方很多，这也是创新教育所面临的一个较大问题。 

四、结束语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培养广大青年学生的创新、创业意 

识，造就一代符合未来挑战要求的高素质人才，已经成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作为学生创新教育的基地， 

高校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机电专业创新教育现状还不容 

乐观，有待于教育指导部门和我们教师共同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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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63页)论文实验内容与教师科研与开发课题相联 

系，保证实验目的的明确性、实验手段的先进性以及实验 

内容的综合性和创新性。通过这些措施 ，极大地提高了学 

生自觉争取科研和／或实践机会的积极性，形成了理论学习 

与实践锻炼相得益彰的良性互动。接受试验和训练的学生 

在本科毕业论文过程中以及 以后的研究生学习过程中均显 

示了较强的创新意识和科学研究能力。此外，我们还积极 

探索了校企合作培养人才的方式和实践，增强校企在人才 

培养方面的互动性，加强学生与企业的直接联系，推动了 

学生的就业。 

通过以上三方面的改革与探索，我们的专业办学特色 

不断突出，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毕业生的综合竞争力 

显著提高。除个别准备出国和继续考研外，其余学生均就 

业或进入研究生学习，毕业去向结构不断优化。以 2008届 

毕业生为例，48％进入了各类生物技术相关的企事业单位， 

45％保送或考入国内一流和高水平科研院所和高校攻读研 

究生，其中向校外限额保送的五名学生分别进入了中国科 

学院(2名)、北京大学(2名)、清华大学(1名 )。据学生和用 

人单位反馈回来的信息看，我们培养的学生适应性好、知识 

面宽、专业外语水平高、动手和创新能力强，深受欢迎。 

三、结束语 

总结这些年来特色专业人才培养中所取得的成绩，得 

出如下三点结论：(1)求异，人才培养质量的优劣，竞争 

力的高低，不仅体现在系统知识的传授、基本技能的训练， 

更体现在人才培养的特色上，坚持中国特色+行业特色+ 

国际化交流是其重要特点； (2)求变，在特色基础上，要 

考虑科技的发展、社会发展和需求的变化 ，不断调节课程 

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方式以及实践的环节和层面； (3) 

求新 ，在保持特色和应对环境变化的同时，不断创新教育 

(责任编辑：胡志刚) 

理念、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不断更新课程体系和教学内 

容，实现发展式教学模式。只有坚持 “人无我有，人有我 

优”的这些求异、求变、求新三原则，便能在竞争中保持 

人才培养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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