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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本科高校创新方法教育的困境以及解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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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探讨了应用型本科高校在创新方法教育方面所面临的困境，包括教育理念与目标定位不合理、课程体系不完善、

教学方法单一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文章提出了构建方法论 +场景化的课程体系、搭建实验室 +产业端的实践平

台、实施双师型 +行业化师资建设以及创新成果导向 +过程性评价体系等策略。这些策略旨在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和

实践能力，培养符合行业需求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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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applied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in innovative method 

education, including unreasonable educational concept and goal orientation, imperfect curriculum 

system, single teaching method and so on.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trategies, such as constructing a methodology + scenario-based curriculum system, building a 

laboratory + an industry-end practice platform, implementing a dual-professional + industry-oriented 

teacher construction, and an innovative results-oriented + process-based evaluation system. These 

strategies aim to enhance students' innovative ability and practical ability, and cultivate high-quality 

applied talent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th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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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创新已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应用型本科高校作为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

才的重要基地，其创新方法教育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未来职业发展。然而，当前应用型本科高校在创新方法教育方面存在

诸多问题，亟待改革和创新。因此，本文旨在探讨应用型本科高校创新方法教育的困境及解决策略，以期为相关教育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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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用型本科高校创新方法教育的困境

现阶段，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创新教育存在诸多方面的问题。

其一，教育理念与目标定位不合理，致使教学活动难以有效

开展。部分应用型本科高校在教育理念上依旧受传统应试教育影

响，过于侧重知识的传授，却忽视了对学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

的培养。部分课程教学仍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知

识的状态，缺乏思考和探索的机会。这种教育理念使得创新方法

教育难以融入整体教学体系，无法充分发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

作用 [1]。

其二，应用型本科高校对创新方法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清

晰。部分高校将创新方法教育简单等同于开设几门相关课程，缺

乏对创新方法教育在人才培养全过程的系统规划，且目标定位与

行业需求的贴合度不够紧密，未充分考虑企业对创新人才的新特

点，导致培养出的学生在创新能力与实践联系方面，和企业实际

需求存在较大差距 [2]。

其三，在课程体系方面，现有的创新教育课程体系不够完

善，往往分散于不同专业学科中，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创新课

程缺乏专题教学，专项课程开发严重不足，致使学生无法形成对

创新教育更为系统的认知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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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教师在创新教育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过于单一，未引

入数字化、信息化工具来强化教学支持与帮助，从而无法提升学

生的整体学习品质。总体而言，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创新方法教育

面临着多方面的问题，学校理应革新教学方法和模式，提高教学

水平 [3]。

二、应用型本科高校创新方法教育的策略

（一）构建方法论 +场景化的课程体系

现阶段，应用型本科高校在创新方法教育过程中，应当引入

方法论 +场景化的课程体系。这作为教育过程中极为关键的一部

分，主要是将创新方法论与实际应用场景紧密相连，促使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达成知信行合一的学习目标。

首先，要明确课程目标与定位，确定课程旨在培养学生掌握

创新方法论的基本原理，且能够将其应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中，

强调课程的应用性和实践性，注重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在此过程中，需明确课程在应用型本科高校教育体系

中的位置，作为连接理论与实践的桥梁，针对不同专业背景的学

生设计具有针对性的课程内容，以确保课程的普适性和专业性相

结合。其次，需筛选具有代表性和实用性的创新方法，如设计思

维、六西格玛、TRIZ理论等，确保这些方法能够覆盖创新过程的

主要阶段，从问题识别到方案实施等整个生命周期，带动学生选

取合适的工具参与创新性探索。之后，教师可将方法论分解为若

干板块，每个板块对应创新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再通过理论

授课、案例分析、小组探讨等方式，系统性地传授方法论的基本

原理和应用技巧 [4]。

在完成方法论的教学之后，教师需融入场景化的授课内容，

要基于不同专业领域的实际需求，设计具有代表性的应用场景，

涵盖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综合等多个层次，以满足不同学习

阶段的需求。并且引入实际案例，展示方法论在特定场景下的应

用过程和效果，通过案例分析引导学生理解方法论的实际操作，

培养其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后期还可以设计模拟项目或实

验，让学生在接近真实的环境中应用方法论，通过模拟实践检验

学生对方法论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并及时给予反馈和指导。

例如，在某应用型本科高校智能制造专业的《创新工程实

践》课程改革中，教师团队以“方法论 +场景化”为核心框架重

构教学体系。课程组首先通过企业调研明确培养目标，将课程定

位为衔接机械设计理论与工业4.0实践的枢纽课程，针对智能制造

领域典型问题设计模块化教学方案。例如在“产品创新设计”模

块，教师系统讲解 TRIZ理论的40个发明原理，结合汽车变速箱

壳体轻量化设计案例，通过参数矛盾分析引导学生掌握物 -场模

型构建方法。

课程组特别注重方法论与场景的深度融合。在机械工程领

域，教师引入“智能仓储物流系统优化”场景，要求学生运用六

西格玛 DMAIC模型进行流程分析。某小组通过定义阶段识别出分

拣效率低下问题，测量阶段收集200小时作业数据，分析阶段运

用鱼骨图定位出设备布局与操作流程双重因素，改进阶段设计出

AGV路径动态优化方案，控制阶段建立实时监控机制，最终使分

拣效率提升23%。这种“理论讲解 -案例剖析 -场景实践”的三

段式教学，让学生在真实工程场景中掌握方法论应用技巧。

（二）搭建实验室 +产业端的实践平台

现阶段，应用型本科高校在创新方法教育过程中需搭建实验

室 +产业端的实践平台，以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

质应用型人才。在此过程中，要以提高学生实践项目参与度、增

强产业端技术难题解决能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教学目标。基

于此，构建实验室技术体系，需依据学科专业特点，建设具有先

进设备和技术的实验室，如智能制造实验室、大数据分析实验室

等，务必确保实验室中所融入的设备与技术符合整个行业发展需

求，满足实践教学需要。之后，将创新方法教育融入到实验室课

程体系中，设计具有针对性的实践课程和项目，且要紧密贴合当

前实验室的资源禀赋，对课程资源进行合理利用，保证学生能够

在“做中学”，掌握创新方法的基本原理和应用技巧 [5]。

在完成实验室的学习之后，学校需与产业端合作，主要是引

入校企合作模式，通过了解企业技术需求和人才培养需求，调整

实验室研究方向和课程设置，以确保与产业需求紧密对接。若有

条件，还可与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共同开展实践教

学、科研合作和技术创新等一系列活动。最后，学校需搭建实践

平台框架，包括教学实践模块、科研合作模块、技术创新模块，

务必保证各个模块之间相互衔接、协同工作，形成有机整体，推

动产学研一体化发展，从而更高效地引领学生掌握创新工具、技

巧和方法的应用 [6]。

例如，某应用型本科高校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通过“实验室

+产业端”双轨模式构建创新实践平台。学院首先投入2000万元

建设智能材料实验室，配备先进的纳米材料制备系统与 AI辅助

设计平台，设备选型严格参照《“十四五”能源领域科技创新规

划》材料领域技术路线图。在“新能源材料开发”课程中，学生

使用实验室的激光共聚焦显微镜分析石墨烯复合电极微观结构，

结合电化学工作站测试数据，优化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配方，该

项目组开发的高镍三元材料使电池能量密度提升18%。

在校企合作方面，学院与某新能源汽车制造商共建“动力电

池联合实验室”。企业工程师定期驻校指导，将生产线遇到的电

池热失控问题转化为教学案例。学生团队运用实验室的差示扫描

量热仪分析电解液分解过程，结合分子动力学模拟软件优化隔膜

材料参数，最终提出的陶瓷涂层隔膜方案使电池热稳定性提高

35%。这种“企业出题 -实验室解题 -工程验证”的闭环模式，

让学生在真实技术攻关中掌握材料研发创新方法。

（三）实施双师型 +行业化师资建设

实施双师型 +行业化的师资建设是应用型本科高校创新方法

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通过构建一支既具备扎实理论功底，又

拥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师资队伍，来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

力。双师型教师是指既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又具备相关专业

技术职务或职业资格证书的人才，他们与特定行业的背景和实践

经验紧密结合，能将行业发展趋势中的最新技术与实践融入到教

学中。在创新方法教育过程中，高校可开展内部培训课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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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理论水平和知识能力。通过设立校外实践基地，鼓励教师

参与实践项目，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安排教师到企业内挂职锻

炼，深入了解行业实际运作和最新技术，通过企业实践提升教师

的行业认知和实践能力，并为教学提供丰富案例。若有机会，还

可带领教师参与产业园合作项目，与企业共同开展技术研发和人

才培养，通过项目合作，增强教师的科研能力和行业影响力，最

终提升创新教育能力 [7]。

例如，上述学院以“双师型 +行业化”为导向推进师资队伍

建设。学院制定《教师能力提升三年行动计划》，要求所有专任

教师每学期完成40学时行业实践，建立“理论教学 -工程实践 -

技术研发”三维考核体系。例如在智能制造教学团队中，教师通

过企业挂职掌握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技术，将 ABB机器人系统集

成案例融入《先进制造技术》课程，指导学生完成汽车焊装线自

动化改造项目，使生产节拍缩短15%。

校企共建“双师型教师培养基地”，与某智能装备制造企

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企业技术总监担任兼职教授，每学期承

担20%专业课程教学任务，将智能仓储系统设计标准转化为教学

标准。学院教师参与企业“高精度齿轮加工设备研发”项目，运

用有限元分析软件优化机床结构，该成果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相关技术参数被写入行业标准。这种“双向挂职 +项目共研”模

式，使教师年均获得专利授权3项以上。

师资建设实施“青蓝工程”与“产业导师制”双轨并行。青

年教师需在企业完成半年跟岗实践，参与生产线故障诊断与工艺

优化，如某青年教师在轴承制造企业发现热处理变形问题，运用

六西格玛方法改进淬火工艺，使产品合格率提升8%。同时邀请行

业专家组建“产业教授工作室”，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开发“动力

总成 NVH控制”特色课程，采用虚拟仿真与实车测试相结合的教

学手段，培养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

（四）创新成果导向 +过程性评价体系

创新方法教育涉及诸多内容，学校也应当革新教育考核模

式。传统的考核方式仅仅对学生最终取得的成果进行点评，却忽

略了对学生的过程性评价，未对学生在学习期间所采用的创新方

法、策略和模式进行评估分析，无法全面、客观地反映学生的实

际学习状况。为此，高校应当革新创新方法教育评价体系，基于

成果导向 +过程性评价，全面反映学生的实际状态 [8]。其中，成

果导向以学生学习成果为核心，关注学生在知识、技能、态度等

方面的综合提升状况，成果应当具体、可衡量，并且与行业需求

和职业标准紧密衔接。而过程性评价则主要对学生在学习期间的

态度、参与度、合作能力、创新思维进行点评，基于过程性评

价，发现学生的学习问题和不足之处，并提供有针对性的反馈和

指导 [9]。之后，再引进多元化的评测方式，如考试与测验、项目

作业、学习报告与展示、自我评价与同伴评价等，结合学习日

志、在线学习平台等多种媒介工具，全面分析学生学习信息，评

估创新方法教育的实际效果，以便做好教育调整和改进 [10]。

例如，某应用型本科高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在《软件创

新设计》课程中构建“成果导向 +过程性”双维评价体系。课程

组将 OBE理念融入教学大纲，制定“软件产品开发能力”“技术

创新思维”“团队协作素养”三大核心指标，每个指标对应具体可

量化的成果形式，如软件著作权、专利申请、创新创业竞赛奖项

等。例如在“智能物流调度系统开发”项目中，学生需提交可运

行的原型系统、技术文档和用户测试报告，成果通过企业专家评

审团进行商业价值评估。

过程性评价采用“三维动态跟踪”机制。首先通过学习日志

记录创新方法应用轨迹，要求学生每周上传思维导图展示 TRIZ理

论矛盾分析过程；其次运用在线协作平台监控项目进度，系统自

动生成甘特图显示各阶段任务完成率；最后通过小组互评和教师

观察记录创新思维表现，如某团队在需求分析阶段提出的“多目

标蚁群算法优化路径”方案，其创新性和可行性被赋予较高过程

性评分。

评价体系引入“校企双轨认证”模式。企业导师参与中期答

辩，从技术可行性、市场需求匹配度等维度进行成果导向评价，

如某电商企业专家对“智能仓储管理系统”的货架布局优化算法

提出改进建议，该项目最终获得行业认证证书。过程性评价则采

用“创新思维雷达图”工具，从问题定义、方案构思、原型制作

等六个维度进行可视化分析，帮助学生识别思维短板，例如某小

组在方案验证阶段的迭代次数不足问题被及时预警。

三、结束语

总体来说，经过对应用型本科高校创新方法教育的深入分析

和探讨，本文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解决策略。这些策略不

仅有助于解决当前创新方法教育面临的问题，更能提升学生的创

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培养符合行业需求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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