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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意识培养从课堂开始 
— — 航天通讯与测控研究型教 学 

黄奕勇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航天科学与工程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 创新是民族崛起的灵魂。在研究型教学中着重探讨了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 

提出了以 “培养野孩子、做自信老师”为核心的八条教学方法。实践表明，新一代学生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 

正确的创新激励措施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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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ng the Ability Of Innovation in Classroom 

HUANG Yi—yong 

(College ofAerospace Science and Engineenng，National c ofDefense Technology，Changsha 410073，China) 

Abstract：The ability of innovation is the soul of a nation in rising．Th is article describes how to cultivate the 

students’ability of innovation in research—oriented teaching．Eight teaching methods are proposed in this paper，whose 

keys are cultivating mild students and being serf —confident teachers． Th e new generation has shown their powerful 

innovation ability，and the correct inspiriting from teachers is very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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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由中国制造到中国仓0造的变革中，对 国民素质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当今的学生就是未来中国创造的主体，大学 

不但要教会他们科学技术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的创 

新能力和创新意识。少年强则国强。大学是青年成长的一 

个重要阶段，大学教学是培养创新精神的重要途径之一。 

《航天通信与测控》是国防科技大学大四秋季学期的专 

业选修课。在这门课程的研究型教学实践中，重点探讨了 

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激发创新意识的方式方法。提出了一 

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教学思想，即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 

识为中心，以学好知识和用好知识为基本点；采用 “培育 

科学精神、关注前沿、鼓励质疑／鼓励超越、预留课堂时 

间、精心设计实践环节 、走人工程／走入试验、学生 自治、 

灵活考核”的教学手段。这些教学手段从学生和老师两个 

方面人手。对于学生，强调培养野孩子，要求他们充分拓 

展自己的思维，不受权威的约束。对于老师，不但要精心 

设计教学内容、实践内容，掌握科学的教学方法；更强调 

做自信老师，与学生做朋友，鼓励他们质疑，鼓励他们超 

越。 

教学实践表明，新一代的 “90后”有很强的创新能 

力，他们针对一个问题可以提出十多种解决方法。教育方 

式不当是学生创新能力偏弱的原因之一。如果老师改变填 

鸭式教育，真真切切地与学生做朋友，对他们各种可能幼 

稚的思想加以培育，那么创新求变的种子将在他们心里生 

根发芽。 

二、核心教学思路 

一 个中心：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为中心 

研究型教学方法的定义不尽相同，所采用的手段也有 

所差异，但是激发学生的主动性是一个共同点。于歆杰 J 

强调学生的主动参与并积极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与兴趣。 

汪劲松 认为研究型教学强调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学生不 

仅是文化知识的被动接受者 ，而且与教师一样，是知识的 

积极探索者，师生共同参与知识的研究与传播，科学的发 

现与发展，共享探索的成果与经验。 

教学组认为，如果能够在研究型教学 “以学生为主体 

开展学习”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学生的主动性引导到对新 

方法的探索上，就能够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 

而培养创新意识的具体操作方法就是落实两个基本点：引 

导学生主动学习、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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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动学习——放开思维、摆脱填鸭式教学 

课堂上老师满堂灌，容易使学生满足于被动接受，抑 

制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抑制了他们的思辨能力。因此培 

养学生创新能力的第一步就要从摆脱填鸭式教学开始。 

对于老师如何教的问题，主席有 自己的方法。他提倡 

老师少讲 ，学生多想，让学生自主分析、主动探讨：“我过 

去在抗大讲课时就是把讲稿发给学员，我只讲了30分钟， 

让学生自己去研究 ，然后提出问题，教员再答疑。” 

为了达到 “夯实基础”和 “调动学生积极性”的双重 

目的，课堂上讲解课程的重点内容和基本内容；其他内容 

则采用课上 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或者课下 自学的方式。 

利用这种方法 “逼迫”学生开动脑筋主动学习，并在讨论 

中产生火花。 

(二)学以致用——避免 “为学而学” 

大部分学生了解所学课程的重要性，也大体知道知识 

的应用方向，但是缺少具体的信息。“学、用”脱节使得学 

习陷入盲目，重点、要点难以深入理解，学科间的交叉运 

用更是没有得到充分的锻炼 ，陷入为学而学的境地。这也 

正是 “书到用时方知少”的原因。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学 以致用。老师必 

须进行充分的知识储备，将个人的研究工作与课程相结合， 

将生活中的事例与课程相结合。对于 “航天通信与测控” 

这门课程来说，将我校第一颗卫星天拓一号测控系统的参 

数设计工作交给学生，将遥控玩具车的通信系统设计交给 

学生。这些工作可以使学生在 “学一用” 的反复交替中深 

刻领会课程的本质，同时也能提高学生兴趣、轻松学习。 

三 、教学方法 

对于学生，强调培养野孩子，要他们有个性、有想法、 

不盲从；对于老师，强调做自信老师，与学生做朋友，与 

学生共同进步。 

(一)“野孩子”系列教学法 

“野孩子”系列教学方法有三条：(1)培育科学精神 ； 

(2)学生自治；(3)主动关注最新进展。 

1．培育科学精神 

老师鼓励学生大胆质疑，培养他们的科学精神，只有 

怀疑才有新突破。学生对某一教学内容产生质疑时，不管 

正确与否首先进行鼓励，强调 “敢想比想对更重要”，培养 

他们的勇气和创新意识。 

面对学生的问题，老师与学生一同展开分析，鼓励严 

谨的证实或者证伪 ，培养学生严谨的治学态度。质疑一求 

证一证实，这实际就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研究过程。学生在 

这一过程中同时培养了科学精神，学习了科学方法。 

2．学生自治 

将修课的54个学生分为9个学习小组，每组 6人。上 

课时的讨论、课下自学、实验开展、大作业实施都是以此 

为基础。上课时学生按小组集中就坐，方便课题讨论。 

小组的组织形式充分借鉴了国外大学的成熟经验 J， 

每组设立一个组长、一个督查、一个文档管理员。组长负 

责组织全组完成讨论 、试验、项 目分析、文档撰写等工作； 

督查负责督促全组同学积极完成各自的任务；文档管理负 

责文件的组织和管理。整个小组的平时成绩统一评定，一 

个学生的落后会影响整个小组，以此增加小组的凝聚力。 

这种方式可有效促进 自主学习和研究，同时学生 自治锻炼 

了学生的组织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3．关注前沿 

引导学生主动关注本学科的最新发展、最新应用 ，例 

如 iphone5所用的最新技术。这样做首先可以激发学生的兴 

趣，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其次，面对新技术，学生会发 

现很多知识空白点，这将促使得他们在后续课程学习中对 

相关内容有更深的理解。另外，“关注前沿”也使得学生练 

习了科研工作的第一步：资料收集、归纳和整理 ，培养了 

资料检索能力。 

(二)“自信、有心老师”系列教学法 

“自信、有心老师”系列教学方法有四条：1．鼓励质 

疑、善用质疑；2．预发课件、预 留课堂时间；3．精心设 

计实践环节；4．走入工程 、走入试验。 

1．鼓励质疑、善用质疑 

“被学生超越，是成绩”，“被学生超越 ，是鞭策”，老 

师就是要有这样的胸怀。鼓励学生大胆发问，提出疑问， 

建立课堂良好 的互动。这样不但可以调动课堂气氛，而且 

老师可以从学生的疑问中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可 

谓一举两得。 

2．预发课件、预留课堂时间 

预先发放课件给学生，鼓励学生携带电脑，鼓励学生 

在课件上进行重点标注，简化笔记，将学生的思维从笔记 

中释放出来。授课时注意概要性和引导性，课堂讲解不一 

讲到底，中间留有空余间隙。 

这两条措施的综合效果是在课堂上给学生留出了时间， 

让他们有时间、有精力去思考，而不是忙于笔记。 

3．精心设计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是沟通知识与应用的重要渠道。实践环节的 

设计必须十分谨慎 ，要调动学生的兴趣 ，要尽可能覆盖大 

部分知识点，还要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 

在教学过程中，实践环节包括了一个调查 (调查最新 

进展)、三个大作业 (声音鉴定、定位笔方案设计、遥控玩 

具车通信方案设计)以及四个实验 (测向、天线制作等)。 

学生在实践中学会了灵活运用知识和思考问题，例如 “声 

音鉴定”中要分析乐器的声音，结果学生应用了频谱分析 

方法和相关分析方法，学会了设计滤波器，亲眼看到了谐 

波成分，充分理解了信号的本质和处理方法。在其中，学 

生们也发现了问题，例如发现在乐音的低频段存在大量不 

明成分，发现音调识别并不是想象中那样简单。这些疑问 

都是未来创新的种子。 

4．走入工程、走入试验 

将卫星地面测控站向学生开放。学生在地面站开展卫 

星实际测控，对真实的卫星信号进行观察和分析。课程还 

安排了测距、测速、测角实验。这些实验将学生投入到一 

个实际的系统中，使他们不但要学会应用书本上的原理， 

还要学会处理诸如信号干扰等实际工程问题。 

这些措施有效提升了学生的 “沉浸”感，使其了解工 

程实际，提高知识的应用能力和动手能力。 

(三)灵活考核方法 

改革学生成绩评定方法，实施灵活考核、全程考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