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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创新方法的高校贯通式创新人才

培养路径与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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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针对传统工程教育学科割裂、创新断层问题，本文构建了“理论 -工具 -实践”三维贯通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提出

“意识启发 -思维训练 -技能转化”三阶模型。通过 TRIZ理论破解复杂工程矛盾、跨学科项目制学习及“课赛研”深

度融合，实现学生创新思维提升、科研实战能力增强、创新实践参与率提升。研究揭示贯通培养需三大转向：从知识

灌输转向思维启迪，从学科分割转向跨界融合，从单向培养转向多元协同。建议高校构建“课程 -竞赛 -科研”贯通

机制与“本研贯通 -产教融合 -协同育人”生态系统，为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系统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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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o address the issues of disciplinary fragmentation and innovation gaps in traditional engineering 

educat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ree-dimensional integrated innovative talent cultivation system 

comprising "theory-tool-practice" and proposes a three-stage model of "consciousness inspiration-

thinking training-skill transformation". By leveraging TRIZ theory to resolve complex engineering 

contradict ions, implementing interdiscipl inary project-based learning, and deeply integrating 

coursework, competitions, and research activities, the study enhances students' innovative thinking, 

strengthens their scientific research capabilities, and increases participation in innovative practices. 

The research reveals three critical shifts required for integrated cultivation: a transition from passive 

knowledge transmission to thinking inspiration, from disciplinary segmentation to cross-boundary 

integration, and from unilateral training to multivariate collaboration. It is recommended that universities 

establish an integrated mechanism of "coursework-competition-research" and cultivate an ecosystem 

of "undergraduate-graduate integration-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collaborative education" to 

provide systematic solutions for building an innovation-oriented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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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新方法与贯通式创新人才培养理论

创新方法作为系统化推动创新实践的核心方法论，其理论框

架需构建“理论 -工具 -实践”三位一体的协同机制。以 TRIZ

理论为例，通过深化技术系统进化法则（如 S曲线技术成熟度预

测、动态性矛盾转化规律），结合智能决策支持系统升级矛盾矩

阵与物场分析工具，形成创新问题解决的闭环结构，进而为工程

技术问题提供结构化解决路径 [1-2]。从思维层面看，创新方法包括

发散思维与收敛思维，既能广泛探索可能性，又能聚焦于可行方

案。在实践过程中，创新方法还涉及实验设计、原型制作等具体

操作流程。有效的创新方法能提高创新效率，降低创新成本，帮

助创新者在复杂的问题中找到突破口。

贯通式创新人才培养理论旨在培养具有综合素养和创新能力

的复合型人才，强调打破学科壁垒，实现不同学科知识的融会贯

通，使学生具备跨学科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在贯通式教育

中，融合工程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培养学生在实

际工程中综合考虑技术、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能力 [3]。同

时，贯通式培养注重知识学习与实践应用的贯通，通过产学研合

作、实践项目等方式，帮助学生将创新方法的理论学习转化为科

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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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新人才的构成要素分析

（一）创新思维

创新思维促使人才主动跳出常规思维框架，捕捉隐藏于日常

现象中的机遇。他们定当不拘泥于既有模式，以全新视角审视问

题，在熟悉的领域发现未被挖掘的需求，做行业领域的先行者、

引领者。例如，《创新思维与创新实践》本科生课程构建了基础创

新理论模块，涵盖了创新的基本概念、方法和流程等内容，为学

生提供了创新思维的启蒙，让学生从联想性、求异性、发散性、

逆向性和综合性五个方面培养自己的创新思维 [4-5]。

（二）创新精神

创新之路布满荆棘，充满不确定性，具备创新精神的人才无惧

失败，敢于迈出尝试的步伐。他们怀揣坚定信念，在面对重重困难

时，不轻易言弃，而是把挫折当作成长的阶梯。以光机精神为例，

光电人为攻克难题，经历成百上千次实验失败仍砥砺前行，凭借创

新精神打破学术壁垒，短短建院46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七项 [6]。

创新精神的体现为如今的学生、学习者树立榜样，激励我们艰苦奋

斗、团结协作、努力拼搏、勇攀高峰，以追随者向创新者身份角色

的转变，共同为国家与社会发展贡献一份积极力量。

（三）创新技能

创新技能是创新人才将想法转化为实际成果的关键保障，具

体包含了扎实的专业知识、开阔的眼界与胸怀等。例如，在智能

仪器设计中，创新人才不仅要精通电子电路知识，还需融合光

学、机械结构、人机交互设计等多学科知识。凭借这些创新技

能 [7]，他们得以将脑海中的创意具象化，转化为具有实际价值的

产品或服务，也将理想转化为现实。

三、基于创新方法的高校贯通式人才培养路径

（一）创新教育观念

高校贯通式人才培养的革新，首要在于教育观念的转型。传

统教育模式偏重知识传递，强调学生对理论体系的复述，而创新

教育观念则主张通过方法论革新驱动能力提升。其核心在于三重

突破：教师角色从知识灌输者向思维引导者转变，采用问题导向

教学法激发批判性思维；构建跨学科教育范式，如重庆大学光电

工程学院“学生创新中心”打破学科壁垒，形成“传感材料 -传

感器件 -检测系统”交叉培养体系；植入终身学习理念，设立 "学

术前沿追踪 "系列讲座，培养学生持续更新知识的能力。

以测控技术与仪器人才培养为例，转变教育观念要从目标体

系重构切入，围绕智能感知、精密测量等核心领域设计阶梯式培

养方案 [8]。将产教融合理念深度融入教学全链条，构建“理论 -

实践 -创新”三维联动的测控课程体系，打造虚实结合的仪器

实验室与个性化学习平台。具体来说，推行弹性选课机制：基础

层设置传感器原理、误差理论等必修核心课；提高层开设智能仪

器设计、光电检测技术等限选方向课；创新层组建跨学科团队项

目，通过三级课程模块精准匹配学生发展诉求，破解传统仪器教

学同质化弊端。建立“企业导师 +学术导师”双轨指导模式，将

产业需求转化为毕业设计选题，在解决真实工程问题中锤炼测控

创新力，既夯实精密仪器研发的理论根基，又锻造智能检测系统

开发的实战技能，为高端装备制造业输送具备“测控 -信息 -智

能”交叉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二）创新教学过程

当前时代背景下，“人工智能 +教育”的深度耦合正在重构

贯通式人才培养的教学范式。以智能技术赋能教学全流程，构建

“数据采集 -精准画像 -策略生成 -动态优化”的闭环系统，成为

创新人才培养的关键突破口。

在课前预习环节，教师借助 DeepSeek平台构建班级数字画

像。以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为例，输入学生人数、知识背景、前

期课程成绩等参数后，系统自动生成包含“创新潜质评估”“实践

倾向分析”“跨学科思维水平”等维度的雷达图。针对“创意转化

能力薄弱”群体，平台推送 TRIZ理论经典案例库，包含技术矛盾

解决、功能裁剪等40+创新工具，学生可模拟演练创新方案设计

全流程 [9-11]。

课中教学呈现人机协同新形态。在“创新思维与创新实践”

课程中，教师输入创新课题后，AI引擎即时生成三种支持路径：

基础层获得 SCAMPER替代法引导，中层接收形态分析矩阵建

议，优异者直接获取专利检索与布局策略。

课后反馈形成智能进化机制。学生通过提交创新实践报告，

AI系统不仅评估方案新颖性，更深度分析思维轨迹。如发现某学

生在“智能仪器功能设计”中陷入惯性思维，系统自动推送功能

逆向思维训练模块，并关联同类成功案例分析。教师端则生成班

级创新能力发展曲线，清晰呈现“需求洞察”“方案迭代”“成果

优化”等阶段的演进特征，为教学改进提供精准导航。

（三）创新教育关系

创新教育关系的本质是构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协同成长生态

系统，使教师从知识传授者转型为创新引路人与生态设计师。这

要求教师团队具备四大核心特质：其一，成为终身学习者与跨界

连接者。在人工智能时代，教师应构建“T型人才”结构：纵向

深耕测控技术前沿，横向掌握教育神经科学、学习分析等交叉领

域；其二，掌握技术赋能的精准教学法。运用学习分析技术构

建“三维动态模型”：通过课前预习数据预判认知断点，利用课

堂互动热力图捕捉思维火花，结合课后实践报告分析能力跃迁轨

迹；其三，构建跨学科创新共同体。打破学科壁垒，组建“仪器

+AI”“仪器 +生物医学”等跨界教学团队；其四，培育教育同

理心与反馈进化力。建立“学习日志 -情感计算 -策略优化”的

闭环系统 [12-14]。教师通过分析学生学习日志中的情绪词汇，结合

AI情感计算模型，精准识别焦虑、挫败等心理状态，及时介入辅

导。这种教育关系重构，使教师从“独奏者”变为“交响乐团指

挥”，在测控创新人才培养中构建起“师生共创、跨界共生、技

术赋能”的新型教育生态，为培养智能时代仪器科学家与工程师

奠定坚实基础。

（四）创新实践活动

第一维度：课赛融合创新工坊

1.课程竞赛双螺旋：将《创新方法理论及实践》《创新思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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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实践》等创新方法课程与“中国 TRIZ杯大学生创新方法大

赛”深度融合。

2.阶梯式竞赛矩阵：构建“校赛 -省赛 -国赛”三级竞赛体

系，设置与《创新思维与创新实践》课程高度关联的竞赛题目。

将创新方法论直接应用于研究生阶段的科研攻关，形成“方法学

习 -竞赛验证 -科研应用”的完整闭环。

第二维度：本研贯通实践平台

1.纵向科研项目组：由导师领衔，本科生 -研究生组成混编

团队。光电“智能文物保护仪器创新设计”项目组，本科生运用

《创新思维与创新实践》课程中的功能裁剪法完成基础方案，研究

生基于创新思维模型进行系统迭代15]，共同参与国家重点研发项

目，形成“创新启蒙 -方法训练 -科研突破”的全链条培养。

2.学术传承计划：实施“本科进创新工坊 -研究生领衔项

目”制度。据统计显示，参与本研贯通培养的学生，平均创新方

案产出量较单独培养提升50%，且75%的本科生选择继续攻读学

术型硕士。

第三维度：生态化支持体系

1.双导师制2.0：学术导师 +企业导师 +竞赛教练协同指导。

2.创新学分银行：将竞赛获奖、创新方案等成果纳入学分认

定体系，与保研、直博资格挂钩。

这种“课赛研”贯通体系，使本科生在竞赛中检验创新方

法，在科研中深化创新思维；研究生通过指导本科生拓展学术视

野，形成“方法传承 -思维碰撞 -科研共进”的良性循环，真正

实现了从创新启蒙到科研实战的价值贯通。

四、结束语

面向新时代对创新型人才的战略需求，高等教育必须系统推

进教学改革，构建“理论 -实践 -创新”深度融合的育人体系。

本研究通过重构创新实践环节，构建“课赛研”三位一体育人模

式，有效贯通了知识学习、技能锤炼与创新实践的价值链条。未

来教育改革应持续深化三个转向：从知识灌输转向思维启迪，从

学科分割转向跨界融合，从单向培养转向多元协同。建议高校建

立“教育 -科技 -人才”创新联合体，完善“课程 -竞赛 -科

研”贯通机制，打造“本研贯通 -产教融合 -协同育人”的生态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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