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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依据工程类专业核心课程的教学特点，依托 HyperWorks 软件平台的虚拟仿真

与分析功能，以“纺纱工艺及设备”课程为例，对 HyperWorks 软件进行二次开发，虚实结

合、以虚辅实，完善课程内容体系，建立课程信息化教学平台，改革教学模式与考核评价方

式，有效促进了课程教学，提高了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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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引发

了课程建设与课堂教学的重大变革，打破了传

统的教学模式与学习方式。工程类学科的特点

是工程性、实践性、应用性强。纺织工程类专业

的核心课程同样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如“纺纱

工艺及设备”课程，学生首先要对纺纱工艺流

程和设备有清晰的认知，才能更好地理解工艺

理论知识，进而掌握纺纱工艺及设备机构的设

计要求，达到课程的教学目标和教学效果［1-3］。
然而，( 1) 由于纺织生产流程长，工序设备多，

某些设备占地面积大，实验室无法安装，普遍存

在实验室设备台套残缺不全的问题［4］; ( 2) 纺

纱设备内部结构复杂，生产中大多是封闭状态，

不易呈现，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很难使学生理

解并掌握; ( 3) 高校生源不断扩大，教学资源相

对不足; ( 4) 校外实习基地受人数、企业生产调

度、实际生产设备运转速度快、危险系数高、机
物料消耗大等实际情况制约，企业很难给学生

提供较大的自主设计机会，使学生难以得到全

流程设备机构与工艺设计的实践。
为此，课程教学团队本着产学研用的教学

理 念，通 过 与 企 业 合 作，引 进 HyperWorks、
Inspire 等虚拟仿真软件，并由任课教师与学生

一起组成团队，以“纺纱工艺及设备”课程为

例，对软件进行二次开发，弥补了实验室纺纱设

备台套不全、内部结构不易呈现、不可视等缺

陷，解决了教学资源不足的问题，完善了课程内

容体系，建成了虚实结合、以虚辅实的信息化教

学平台，同时改革课程教学模式和考核方式，实

现了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的深度融合，有效促

进了教学，提高了教与学的效率及效果。

一、基于仿真软件的纺织工程类课程虚拟

资源建设

1． 完善课程内容体系

依据纺织工程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纺

纱工艺及设备”课程教学目标，课程教学团队通

过认真研讨，梳理了传统理论教学存在的问题，

如课程信息化教学资源不足，现场教学开展困

难，教学效果不理想等，明确了以 HyperWorks 软

件二次开发为手段，将“纺纱工艺与设备”课程

内容模块化设计，采用虚拟仿真技术使学生产

生身临其境的感觉，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模

块的设计以纺纱各个工序为基本单元，结合纺织

类专业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对 HyperWorks 软

件中的每个操作单元进行二次开发，构建了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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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纺纱工序流程的教学模块。如开清棉作为纺

纱的第一道工序，流程长、设备多，且设备占地

面积大，实验室无法配套等，因此采用虚拟仿真

软件进行模拟，重点呈现设备的内部结构和虚拟

车间，使学生很好地理解抓棉机、混棉机、开棉机、
清棉机的内部结构和工序流程，达到身临其境的

效果; 再如精梳机作为高档纺织品的专用设备，内

部结构复杂，价格较贵，国内纺织院校的实验室大

多没有这种设备，因此采用虚拟仿真平台，进行局

部化仿真模拟，使学生搞清给棉罗拉、上下钳板、
锡林、分离罗拉、顶梳的运动配合情况，进一步理

解生产高质纱的原理; 此外，为了让学生掌握纺纱

工艺原理，采用虚拟仿真平台，分别对开松、梳理、
牵伸、加捻等纺纱的主要环节建立纤维动力学模

型。通过对软件的二次开发，完善了课程内容体

系，夯实了教学基础，促进了课程教学。
2． 构建课程教学平台

原有教学平台以小型设备为主，因其占地

少、调整灵活、机物料消耗少，在教学中起到了

重要作用。但受台套不齐全、更新速度慢等客

观条件的制约，这些设备的技术落后于企业生

产设备，导致学生接触不到最新的工艺技术，不

能满足学生的发展与社会需求，影响了培养效

果。随着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不断融合，虚

拟仿真技术的应用与课程平台的建设成为解决

上述问题的良方。为此，团队成员积极调研，与

Altair 公司合作，引进其强大的虚拟仿真软件

HyperWorks，并进行二次开发，完成了开清棉和

精梳虚拟车间以及纤维动力学模型等模块，每

个模块均参照实际生产中最先进的设备开发，

特别注重信息化与智能化技术的呈现，有些甚

至超前于实际设备; 同时在已有小型纺纱设备

的基础上，与国内知名纺织机械企业合作，适时

更新设备的部分结构、传动、显示等部件，如采

用变频调速、PLC 可编程控制等取代传统的减

速箱等，实现了电子牵伸、电子升降、触摸屏显

示等功能，使学生有机会接触先进的工艺设备

与技术。建成的虚实结合、以虚辅实课程教学

平台，可为学生清晰展现纺纱系统构成，各工序

设备及其内部结构、任务与原理等，使得教学内

容更加生动直观，教学手段更加灵活多样，弥补

了纺纱实验设备不能客观反映生产实际的不

足，为“纺纱工艺及设备”课程教学提供了强有

力的软硬件支撑。
3． 改革课程教学模式

通过完善课程教学内容，并运用虚实结合

课程教学平台，采用全新的“纺纱工艺与设备”
课程教学模式: 开发与应用相结合———干中学，

线上与线下相结合———重点学，课内与课外相

结合———灵活学。
软件的二次开发过程是: ( 1) 采取导师制，

由任课教师与学生组成开发团队，教师负责，学

生参与; ( 2) 项目驱动，针对具体开发内容，教

师下达任务，学生收集资料，并在教师的指导下

进行开发; ( 3) 汇报讨论，学生分组汇报讨论，

完善开发方案，改进开发技术，最终完成开发任

务。经过这一过程的训练，学生掌握了虚拟仿

真软件的应用技术，补充完善了部分课程教学

内容，实现了“干中学”，提高了学习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提升了学习效果。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采用线上与线下

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课前通过线上推送虚拟仿

真预习模块并布置学习任务。在线下课堂上，

教师除了讲解重点难点内容外，还针对学生预

习中遇到的问题进行重点说明，并组织学生开

展课堂讨论，加强互动，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与主动性，实现了线上线下结合———重点学。为

考察学生的学习效果，还可要求学生在课外分组

交流，学生根据教师布置的任务以及自己搜集的

资料在虚拟仿真平台模拟操作，分享虚拟平台纺

纱设备的操作经验和工艺原理。这种教学模式

改变了单一课堂教学的“满堂灌”，使教与学灵

活多样，实现了课内课外结合———灵活学。
通过参与虚拟仿真软件开发，课前预习虚拟

模块，课上听重点内容讲解，课外查找资料、虚拟

操作等环节的学习与训练，充分发挥了虚拟仿真

教学模式的作用，促进了学生利用平台资源更加

有效地掌握纺纱工艺原理和设备结构，了解典型

纺纱工序的特点，并能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

纺纱过程中的常见技术问题，为后续的生产实习

和工作打下良好的专业基础［5-7］。

二、基于仿真软件的纺织工程类课程教学

实践

1． 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是课程教学的基础。在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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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教师主要讲解纺纱工艺流程和设备的基本

结构、原理以及使用方法。针对“纺纱工艺与

设备”课程内容广、实践性强的特点，课堂教学

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和多媒体教学手段。教师

布置线上学习任务，学生自主学习并在虚拟仿

真平台上模拟操作。线下采用案例式、互动式

和讨论式教学。一方面通过纱线半成品生产实

例讲解纺纱工艺与设备的基本理论; 另一方面

实施互动式和讨论式教学，调动学生学习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根据纺纱工艺流程，教师按章

节讲解要点，对学生分组，要求学生在虚拟仿真

平台上模拟操作，并分享操作经验。通过课堂

讨论和布置课外作业形式，促使学生积极参与

和自我学习。
2． 实验教学

实验教学是课程教学的主要环节，也是学

生掌握纺纱工艺与设备的实践环节。在“纺纱

工艺与设备”课程实验教学中，以生产设备为

例，设置了工艺理论回顾、设备内部结构解析

和纱线半成品生产实验，使课程的理论学习

和具体实例分析相结合。在实验教学中，由

于有些 设 备，如 开 清 棉 工 序 的 抓 棉 机、混 棉

机、开棉机、清棉机等体积庞大，实验室无法

配套，采用虚拟仿真平台进行模拟，能够达到

身临其 境 的 效 果; 再 如，精 梳 机 内 部 结 构 复

杂，在生产过程中无法展现，采用虚拟仿真平

台，进行局部仿真模拟，可使学生清晰地理解

给棉罗拉、上下钳板、锡林、分离罗拉、顶梳几

个部分的运动配合情况。此外，学生可以采

用虚拟仿真平台，对开松、梳理、牵伸、加捻等

纺纱工艺原理建立比较直观的认识。
3． 考核评价

结合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将考核分为四

部分: ( 1) 软件开发，主要考察学生参与软件二

次开发和积极主动学习情况，该部分主要由指

导教师负责评定; ( 2) 课前预习，主要通过课堂

互动来考察学生完成课前预习的情况，由任课

教师评定; ( 3) 课下虚拟仿真平台操作，主要考

察学生对虚拟设备的掌握情况，进而了解学生

对工艺 理 论 的 掌 握，由 学 习 平 台 自 动 记 录;

( 4) 期末考试，主要考核学生掌握工艺理论与

设计要点等重要内容。这种多元化考核方式实

现了对学生学习全过程的考核，同时还根据不

同学年学生的具体情况适时调整各部分的占

比，以更真实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效果，使评价结

果更加科学合理［8-9］。

三、结语

以“纺纱工艺及设备”课程为例，基于虚拟

仿真软件及技术理顺了“纺纱工艺与设备”课

程各模块间的衔接与递进关系，通过教学资源

建设与教学实践，使学生学习工程实践类较强

的课程时如身临其境，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

增加了学习兴趣，提高了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使学生从“要我学”变为“我要学”，提升了

教学效果，达到了培养目的。采用项目驱动的

导师制教学模式，提高了对教师掌握现代教育

技术、应用虚拟仿真软件等教学能力的要求。
这种新型教学模式及全过程考核评价方式，在

增加学生学习挑战度的同时也给学生自主学习

留足了空间，摒弃了传统“一考定终身”的不合

理评价方式，能够真实检验培养效果。教学资

源整合与信息化教学平台构建，提高了教师的

项目开发能力，灵活多样的教学手段，提升了教

师的教学能力。实践表明: 基于仿真软件的纺

织工程类课程虚拟资源建设及教学实践为同类

课程的改革起到了示范与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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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工况相对应，培养学生的专业情结，训练学

生自主学习、系统规划、动手实施、团队协作、总
结提炼、服务社会的综合能力，凝练总结出学

校、企业、行业联动，质疑答疑促学，研究能力和

专业素养两手抓的社会实践教学特色。通过参

观社会实践基地生产过程，调研非织造材料应

用领域，针对实际生产问题完成管理方案制订、
产品性能测试、质量评价、影响因素分析及企业

运行工作，使学生自觉地将专业知识与实际生

产应用有机结合，直观认知设备运行及工艺控

制对产品性能的影响，培养质量管理意识和实

际动手能力; 自主总结出专业优势和发展空间，

增强专业兴趣和专业自信。从而提高应用型创

新人才培养质量。构建的小组间质疑答疑促学

模式，通过小组项目汇报，组间相互质疑、答疑竞

争机制，让学生忙起来; 调动学生积极性，在学生

中形成比、学、赶、帮、超的良好学习气氛，加快了

学生对课程内容理解的速度，拓展了深度和广

度，提升了观察、思辩、总结、协作能力; 学习过程

中有教师的全过程跟踪，更有学生间的相互促

进，管理严起来。通过组织学生参加行业活动、
各类创新创业竞赛，参与教师科研活动，拓宽学

生专业视野，使学生学会以国际及行业前沿视角

进行探究式与个性化学习，自觉整合知识形成体

系，并将专业知识与行业发展、民族富强联系起

来，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有效提升学

生的研究能力和专业素养，形成解决非织造产品

生产技术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使学生真

正成为道德人、社会人和职业人，效果实起来。
课程实践的严格管理与持续改进如图 2 所示。
“非织造布性能与测试”社会实践课程建

设在教学资源、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积累

了成功经验，但社会实践内容、形式要持续改

进。校外实践基地及实践内容要紧跟行业发展

前沿和社会热点，跨学校、跨专业教学合作形式

图 2 课程实践的严格管理与持续改进

有待探索; 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资源、教学

方法及考核评价机制要持续完善和优化; 要更

加广泛地应用线上、线下、微信、QQ 等现代教

学手段及行业科技前沿信息资源，开展多种

渠道、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提高学生获得知

识能力的效率; 将主题知识点设计开发成有

趣且可视的数字学习资源包，引入翻转学习、
混合学习、移动学习和零碎学习等多样化教

学模式，转变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引领专业课

社会实践教学向着积极、实用、时效的方向健

康发展; 建立多元评价机制，细化学生自评、
学生互评、教师评价及实践基地评价的内涵，

将学生主动交流和服务企业行业的意识及行

动纳入考核内容，使考核服务于行业企业急需

适用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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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管理与教师发展

教育教学质量是提高学生素质和能力的根本保
障。教育教学是高校的核心工作和任务，院级教学单位
不仅是高校人才培养的执行者，也是人才培养的管理
单位，是贯彻落实高校各项任务的桥头堡[1]。院级教学
单位本科教学工作评价与考核能够强化其主体意识和
责任意识以及本科教学的中心意识[2]，是本科教学工作
质量体系的重要环节，是提升高校教学质量的重要抓
手。然而，目前教学质量评价还面临着评价体系不够健
全、评价理念不清晰、评估的合理性与公正性不足、对
学生能力培养的侧重不够等问题和不足 [2-3]，与日益提
高的人才培养要求不相适应。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新
形势下，按照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的要求，应
充分结合新一轮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和工程教育专
业认证的要求，不断改进院级教学单位教学工作评价
体系，更新评价的方法手段，才能有效发挥评价和考核
的“指挥棒”作用，推动本科教学质量进一步提升。

本文以天津工业大学为例，践行持续改进理念，不
断完善院级教学单位本科教学工作评价体系，引入评
价管理信息系统，并充分对接、合理应用高等教育质量
监测国家数据平台的数据（即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
据），从评价指标体系的优化、评价周期的调整、数据来

源的多元化、评价方式的升级等方面，系统介绍了其进
行教学工作评价改进和提升的关键举措，以便为相关
高校开展教学工作评价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教学工作评价持续改进的着力点和思路
（一）持续改进理念
持续改进理念是成果导向教育（Outcome Based E-

ducation，简称 OBE）的核心理念之一，即基于评价结果
对教学过程和方案持续改进，进而提升教学质量 [4]，其
关键是要形成评价、反馈、改进的质量管理闭环。持续
改进机制是保障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基石[5]，教学
工作评价是教学质量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若不能与
时俱进，则会导致教学工作评价滞后，无法发挥其应有
作用。因而，应坚持持续改进理念，根据新时代教育教
学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特点，对教学单位教学工
作评价的体系和方式方法等进行分析、改进和完善，以
更好地发挥其导向作用，促进各教学单位不断更新教
学理念，更加重视本科教学创新，不断改进教学方式方
法，逐步提升教学水平，进而提升高校人才培养质量。

（二）教学工作评价持续改进的着力点
根据实践经验，教学单位教学工作评价持续改进

的着力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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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指标体系是开展评价工作的
基础，教学工作评价指标体系是否科学合理关系着此
项工作能否起到实质性作用。教学工作评价指标体系
应具有全面性、系统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指标设置
要符合高校教育教学的规律，并根据不同时期本科教
学的新趋势、新变化、新要求，充分结合学校的实际情
况以及院级教学单位的特点，及时更新和完善，以更好
地体现新时期高校教育教学新导向，适应学校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发展的需要。充分调动院级教学单位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激发一线教师投身教学工作的热情，确
保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贯彻落实到位，提升学生
的学习效果。

2.评价数据来源。数据质量是影响教学工作评价结
果是否有效，以及评价结果能否真正应用到教学工作
持续改进中的关键因素。一方面，评价数据可得及易得
是评价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基础，在不增加各教学单
位工作量的基础上，应根据数据情况由教学单位或相
关职能部门提供，以获取评价所需的数据。另一方
面，评价数据准确才能保证评价结果的客观公正，既要
敦促数据提供方提高标准和自我要求，提供评价周期
内客观真实的数据和支撑材料，又需要评价专家投入
一定的精力，对数据准确性进行核实，以有效避免数据
造假导致评价结果无效的问题。

3.评价开展方式。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线上教学
和线上评价等得到广泛普及。教学工作评价既可以通
过线下开展，又可以借助网络工具线上进行，或者以二
者相结合的方式。线下评价主要由专家查阅各教学单
位提供的数据及材料，对定性指标进行横向对比打分
或对定量指标计算得分，也可结合教学单位针对各项
评价内容的工作汇报情况综合打分。线上评价则通过
网络提交材料，定性指标部分由专家线上打分，定量指
标则通过公式嵌入直接计算得分，大大减少了专家的
工作量。相对而言，线上评价更加便捷、高效。在互联网
时代，要积极探索和推广线上评价方式，提高教学工作
评价效率。

（三）教学工作评价持续改进的过程
在持续改进理念下，教学工作评价的牵头单位要

定期组织开展教学工作评价的完善工作，主要过程和
内容如下。

1.改进方案提出。由院级教学单位教学工作评价部
门牵头，成立由校级教学督导、教务处、人事处等相关
职能部门人员组成的临时工作小组，并根据本科教育
教学的新要求，结合学校实际情况，从评价指标的体
系、数据来源和采集方式、评价开展方式等方面对教学
工作评价管理体系的适应性进行全面评价，提出初步
改进方案。

2.广泛征求意见。针对上述改进方案，向教学单位
主管教学领导、教学办主任和相关教师等征求意见，汇
总、分析其建议，进行各类意见的合理性评估，有选择
地采纳，进一步优化改进方案，形成新版教学工作评价

体系，并改进此项工作开展的方式方法。作为教学实施
主体和被评价对象，教学单位相关领导和一线教师关
于评价指标设置的合理性以及数据表格的设置等方面
的意见具有较大参考价值。

3.评价体系运行。在经修改完善的教学评价体系运
行过程中，要通过线上和线下等不同渠道，及时收集教
学单位的意见和建议，为后续持续改进提供依据。
二、院级教学单位本科教学工作评价的改进

策略
天津工业大学从 2004 年开始开展院级教学单位

本科教学工作评价工作以来，根据学校的总体目标任
务和教学工作重点及时修订，持续改进，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特别是，近年来对接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和工
程教育专业认证的要求，积极贯彻本科教育教学新理
念，不断完善评价指标体系，充分利用本科教学基本状
态数据，引入评价管理信息系统，改进评价工作方式方
法，较好地贯彻落实了教育部和天津市教委关于本科
教学工作的新要求，提升了工作效率，为学校人才培养
质量的提升提供了有效支撑。

（一）评价指标体系优化
一方面，根据教学工作重点的变化，删除、增加、合

并或独立设置部分指标。例如，增加课程思政建设、小
班授课比例、教学经费占比等新指标，将教授和副教授
为本科生独立授课的情况以及学生参与研究的情况等
在原指标体系中与其他相关内容一并考核的指标独立
出来，更加突出以学生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体现成果导
向，也更好地对接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和新一轮本科教
育教学审核评估的要求，促进了教学单位增加在教学
方面的投入，为专业建设和审核评估工作打好了基础。
另一方面，将原有指标中定性、定量相交叉的评价指标
加以区分和细化。例如，在实践教学考核方面，原版指
标体系实践教学的一些指标包含的内容多，既有定性
部分，也有定量部分，评价起来较为复杂，经修正，除实
践教学体系建设情况这一指标为定性指标外，实践教
学学分比例、课外实践活动学分获得的比例、实验开出
率等其他指标均为定量指标，使得评价指标的内涵更
加明确，评价开展更加便利。此外，还对一些评价指标
的内涵进行了调整。例如，专业建设特色方面强调一流
专业建设、专业认证工作情况，以适应当前专业建设新
要求；教材建设考核更加侧重教材编写和出版情况，以
更好地促进教师编写教材，提高教材质量。

经调整，最新版的评价指标体系共包括 5个一级
指标、16个二级指标、41个三级指标，比上一版减少了
1个一级指标、2个二级指标、4个三级指标，指标体系
相对精简，而且评价内容也更符合本科教育教学最新
要求。

（二）评价周期调整
以往天津工业大学对院级教学单位本科教学工作

评价是以自然年度为周期来开展的，这与教学工作的
学年制不完全适应。同时，教育部要求填报的本科教学

高校院级教学单位教学工作评价的改进策略———以天津工业大学的实践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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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状态数据关于教学工作的统计也是以学年为周
期，能够很好地反映教学工作实际情况。因此，将评价
周期由自然年改为学年，符合教学规律，也便于直接利
用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大幅减少数据的二次采集
和数据质量审核工作，提高考评工作效率。

（三）数据来源多元化
以往天津工业大学院级教学单位教学工作评价所

需的数据表格和支撑材料绝大多数由教学单位提供。
这对于教学单位而言是项复杂工程，既要填写相应表
格，又要提供支撑材料，而且一些评价指标的支撑材料
较多，需要提供证书原件或者复印件，收集和整理工作
耗时费力、效率不高。同时，评价专家也要对这些材料
进行审核，以提高数据的准确性，人工处理数据繁多，
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评价指标体系进一步
完善的基础上，学校将评价数据来源分为三大类，一是
由教学单位提供的数据，如教学单位的办学思路与特
色、规划与工作计划、院级教学单位督导工作情况等，
这类数据均由教学单位掌握；二是由本科教学基本状
态数据库导出的数据，如教授与副教授为本科生授课
情况、小班教学情况、实践学分比例以及教师出版教材
情况等，这类数据要分教学单位进行进一步处理；三是
由教务处等其他职能部门协助提供的数据，如教师讲
课大赛获奖情况、学生评教、专家评教与评学情况、应
届生一次学位授予率等，这类数据分布在相关职能部
门，由其提供更为方便、准确。

（四）评价开展方式升级
传统的线下评价方式需要集中准备、处理大量数

据和材料，无论对于院级教学单位还是评价专家而言，
都是一项繁杂而相对低效的工作。构建教学工作评价
管理信息系统大大提高了工作的效率。

在填报用户设置上，除管理员外，用户还包括评价
专家、数据填报人以及数据审核人等。根据数据源的不
同，数据填报人要区分院级教学单位的数据以及职能
部门的填报人两大类，数据审核人对应进行设置。其
中，天津工业大学所属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负责
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的管理、院级教学单位教学
工作的考评等工作，因而除了提供本部门掌握的学生
评价、专家评教与评学等数据外，也负责所需本科教学
基本状态数据的导出、整理和应用。教务处、人事处等
相关部门按照任务分解情况负责相应内容。本着“谁填
报，谁负责”的原则，数据填报人填报后，均须数据审核
人（一般为主管领导）审核确认后，才能提交到专家评
审界面。

在数据填报时间上，院级教学单位教学工作评价
的评价周期由自然年调整为学年后，数据填报不必集
中在每年年底进行，而是在九月底后就可以开放信息
系统，由数据填报人陆续填报，这样填报周期更长，也
更加灵活，能够有效缓解年底教学单位工作任务多、填
报时间紧张的问题。

在填报内容形式上，预先设置好三级指标评价对
应所需提供的数据表或文字描述内容。数据表既可以

逐条插入，也可以下载表格模板，填写后批量导入，而
文字描述部分则设置为与Word文档一样的界面，能够
直接填写文字性内容，且可以上传支撑材料附件。由职
能部门提供的数据和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导出的
这两类数据均以数据表的形式上传到对应位置，而教
学单位提供的数据包括数据表和文字描述（辅以支
撑材料）两种，也要分别上传或填写到对应三级评价指
标目录下，以便于专家直接查看其需要评价的部分。

在数据处理上，根据系统自动计算的深度，主要分
为三类。一是系统直接计算得分，即一些定量指标，如
学生评教、专家评教与评学情况、小班授课比例、应届
生一次学位授予率等，得分可以通过预先嵌入的公式
直接计算得出。二是对数据进行加工处理，再由人工计
算得分，如教师讲课大赛获奖或教学名师奖、学生各类
竞赛获奖等数据，系统将自动统计各教学单位获得的
不同级别奖项情况，形成列表后，由人工乘以相应的权
重并加和，得到相应的总值后，按照评价等级划分区间
计算得分。三是由专家打分，对于定性指标，如教学单
位的办学思路与特色、实践教学体系建设情况、管理文
件和教学档案管理情况等，需要专家组根据数据和材
料进行打分。通过内嵌的数据加工处理或直接计算的
方式，使评价专家更加聚焦于少数部分的评价，大大减
少其工作量，提高教学工作评价效率。
三、结语
不断完善院级教学单位本科教学工作评价体系，

有效发挥评价的导向作用，有助于推动教学单位按照
新时代教学工作新要求，及时调整教学工作方向和重
点，不断提升本科教学质量。同时，通过引入评价管理
信息系统，从多种途径采集评价数据，创新评价方式方
法，天津工业大学的院级教学工作评价工作效率得到
进一步提高。当然，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包
括：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应用的深度和广度仍不够，
对教学单位进行分类评价与考核需要加快推进，以及
评价管理信息系统中数据加工处理的功能仍需要强
化，智能化水平仍需提高等方面。持续改进永远在路
上，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学校将根据本科教育教学新要
求，并结合学校实际情况，不断完善质量保障体系，提
升院级教学单位本科教学工作评价水平，促进本科教
学质量稳步提升，为社会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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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ntrepreneurship talent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obot 
education（以机器人教育为特色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研究与实

践）



Research and Practice on the training system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alent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obot education

Du Yuhong，Zhao Di，
Tiangong University, Tianjin City,300387 ;

Abstract: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robots will enter the industrial
production. Our university is a first-class textile discipline University. Combined with the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of our college, with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consolidating the foundation, highligh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erving the industry", with robot educa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we have established the
integration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s the main line. We have
carried out the construction from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curriculum, platform, team, system and so on, and
carried out all-round three-dimensional teaching for students to form "body fabric weaving of point, line and
plane" innovative entrepreneurial talent cultivation system.

Keywords: Robot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extile industry; subject competition

Introduction
The textile machinery industry is complex and labor-intensive. During the 13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the

textile industry is expected to adjust the product structure for reform. It is necessary to vigorously develop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textile machinery industry. With the rapid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textile industry, more and more robots will enter the textile production. Our university is a
first-class textile discipline University, combining with the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of the college, and taking
robot related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s the platform, to create a first-clas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alents in textil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ith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consolidating the
foundation, highligh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erving the industry", starting from the robot education, we have
established the integration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s the main
line, carried out the construction from many aspects such as curriculum, platform, team, system and so on,
carried out teaching and learning for all students, formed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alent Training
System of "point, line, plane, cube longitude and latitude interweaving", and improved the quality of our college
students. The application and radiation scope of t-he teaching reform results not only benefit the students of
Tiangong University, but also play an exemplary role in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of other
universities. It has a very high practical value to provide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for textile and
related machinery industry.

Universities should put the training of students in the first place, firmly establish the concept of "teaching
quality is the lifeline", carry out the training concept of "life-oriented", highlight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eaching in talent training, deeply integrate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increase the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iculum,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education model of innovation, system improvement, content optimization,
quality improvement.

1. Curriculum for robotics and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Robot education is a professional feature of the College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of Tiangong University,

based on the needs of talents in the textile industry, guided by robotics. According to the students' cognitive rules,
four knowledge modules of robot structure-robot drive-robot detection-robot control were constructed, and the
innovative concept cultivation-innovation ability-entrepreneurial ability course module was constructed, and the
progressive and theoretical curriculum system was formed.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ourse
Requirements" and "Quality Engineering" project construction, the robot course includes professional theory
courses, such as industrial robot technology, robot structure design, and robot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urse provides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courses, innovative methods, and
Mechanical system innovation design, mechanical innovation design and practice, entrepreneurship and train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projects.

2. Virtual and real integration and university-enterprise joint platform construction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university practice base and the off-campus social practice base, pay

attention to virtual and real integration and university-enterprise joint platform construction, and build a “big
practice” platform that runs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talent cultivation, multi-party collaboration, resource
sharing, and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operation. On the basis of striving for university investment, we will
conduct an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perimental platform and build a school simulation practice
platform with high standards. With the modern educational methods and means as the mainstay, the practice
teaching process of the school's simulated internship and off-campus field internship is smoothly carried out, and
the weakening of the engineering ability in the talent training of the textile industry will be realized, and the
quality of personnel training will be improved.

3. Team building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innovate and start a business
The team of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education teachers is composed of in-campus and off-campus, and

is composed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It is a team of senior technical staff and management personnel with



backbone teachers and off-campus enterprises. School-enterprise co-construction of robots and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courses established by corporate double-teachers and teachers. They form a course group to
jointly determine the course syllabus,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aterials and undertake teaching tasks, so that the
professional theory courses are closely integrated with the actual needs of the industry. Engaged in corporate
supervision, combined professional practice with student graduation internships and essays, student employment,
and enterprises also participated in the discussion of professional talent training programs. Continue to strengthen
exchanges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enterprises, and cultivate talent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society and enterprises.
Establish a teamwork mechanism,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teachers i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robotics courses, promote the dissemination, help and combination of teaching work,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and fully realize the “double high”, that is, high teaching level and high talent quality.

4. Teaching methods of online and offlin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teraction and socialization".Flipped classroom and project-based teaching are used to achieve the rol

e exchange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innovative methods are opened.Moocs
such as undergraduate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and Internet cloud courses such as robot innovation and e
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navigation are used to realize fragmented, networked and modula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eaching.

5. Carry out a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ode of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and internal and external
linkage

Realize the combination of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intra-class and
extra-curricular linkage, and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to promote a three-dimensional intertwined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odel. The Mechanical college has a perfect undergraduate-master-doctor-doctoral
training system. The robots have strong scientific research strength, mainly including intelligent welding robot
technology, industrial serial-parallel robot automatic production line design and simulation, and intelligent service
robot navigation positioning research direction. Robot-related research and back-feeding teaching, and the
sublimation of theory in practice.

6.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social services have been realized, and the results have been improved
We will actively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training.

The first batch of all English teaching brand majors at school level have been established in our college. At present,
there are 17 undergraduate students studying all English in Sri Lanka, Bangladesh and other countries, accelerat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talent training.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overseas students, extra-curricular practice courses related to robotics have been set
up to encourage overseas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research projects related to robotics, and to support them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robotics competitions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students.

Conclusions and Prospect
Through curriculum and content reform, practice platform and teachers and students team construction,

teaching method and mode reform,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mutual aiding in
teaching and research,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class and extracurricular linkage, class and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mode of cultivation, we establish a robot related professional course-innovation-club activities-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etition-solid mixture of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system. We realize the robot direction course contests award rate and the ascent of
one's deceased father grind rate, depth of fusion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form. We effectively promot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system improvement, content optimization, quality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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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设计实物化，以实践深化理论教学; 设计制造企业一线实训，以实践验证理论教学的工程教学理念，阐述了 CDIO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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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高等教育法》中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所以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
培养应该成为高校培养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CDIO 工程教育
模式为现行的高等工科教育和创新型工程人才培养提供了的
有效途径。

CDIO 是以产品研发到运行的生命周期为载体，让学生以
主动的、实践的、课程间紧密联系的一种学习过程。高校大学
生的科技项目和科技竞赛均是按照 CDIO 工程教育模式进行
的。学生结合自己的兴趣与特长，参加大学生科技项目、实践
活动、科技竞赛等来确定自己的发展方向。高校通过完善大学
生科技创新活动管理，促进工程教育模式改革，培养学生实践
能力与创新能力。

二、基于 CDIO 工程教育构建的基础平台
( 一) 创新实践硬件平台

近年来，机械工程学院以 CDIO 工程教育理念打造大学生
科技创新孵化器，搭建创新实践平台，建立机器人创新实验室、
机械基础实验室。表 1 为近三年机器人创新实验室购置的主
要设备。

表 1: 机器人创新实验室主要设备

AS － UI 机器人 14 台 AS － MF 灭火机器人 6 台

AS － ＲO 示教机器人 8 台 AS － ＲO 足球机器人 8 台

GP 人形机器人 8 台 SHＲ 视觉机器人 10 台

AS － UI 机器人 14 台 AS － MF 灭火机器人 6 台

AS － ＲO 示教机器人 8 台 AS － ＲO 足球机器人 8 台

GP 人形机器人 8 台 SHＲ 视觉机器人 10 台

创新实践硬件平台以机电综合控制实验为主，发展以单片
机、微机、工控机、PLC 为代表的机电控制技术，以信息的采集、
处理、反馈以及接口技术为主线，在机、电、液、气等多种系统中
进行综合创新平台建设，取得长足、快速的发展，形成“设计、制
造、控制、检测”四位一体互相支持的一个完整实践教学体系，

完成实践教学、实践课程、理论课程的实验、课程设计和毕业设
计等教学任务。

( 二) 校企合作平台

密切联系行业和企业，建立了稳定的校外实训基地，加强

和推进了校外顶岗实习的力度。同时，建立健全了长效机制，

完善管理制度和考核办法，使企业、学校、学生三方受益，使校
企合作、工学结合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

为推进 CDIO 工程教育和“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
开展与实施，在多年的产学研合作的基础上，2010 年我校依托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建立了工程实践教育中心，2012 年
获批国家级建设单位。2013 年天津工业大学—经纬纺机股份
有限公司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正式挂牌，标志着我院在校
企合作方面迈出了更加坚实的一步。多年来企业为提升我校
我院学生的工程素养，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工程设计能
力和工程创新能力作出了卓越贡献。

( 三) 科技创新实际课题

机械工程学院基于 CDIO 工程教育吸引学生参与教师科
研、学科竞赛、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等科技活动，结合国家大
学生创新课题、学校创新课题、学院创新课题以及自拟( 教师给
定或自己选定) 实验项目，最后以实物或者论文形式提交实验
报告。以精心设计的课题、优质的管理、良好的仪器设备吸引
教师、研究人员和学生参与。配备有经验丰富的教师作指导将
专业理论知识以趣味性、科学性、实用性和挑战性形式传授给
学生，使得学生在此创新空间内充分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最
大限度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考核依据是学生是否获奖、发
表科技论文、申请专利、各类挑战杯获奖等。

开展的课程主要设计实验、课程设计、毕业设计，以及学校
的“启智夏令营项目”培训课程; 机械学院参加的大学生科技竞
赛项目主要有“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竞赛”、“中国机器人
大赛暨 ＲoboCup 公开赛”、“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
赛”、“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华北五省 ( 市、自治
区) 大学生机器人大赛”等国内高水平竞赛项目。每年参加全
国、天津市、学校的科技竞赛 200 余项，800 余人次。每年学生
参加的大学生竞赛，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竞赛奖项，获省部级以
上奖 500 人次。

三、基于 CDIO 模式实践教学的体会
( 一) 实践教学方法的建设

机械工程学院 CDIO 工程教育是将“培养和提高学生造型
能力和模型制作样机生产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确立为实践教
学培养目标。把建设“多层次、体系化、多样化”的实验教学体
系确立为实践教学发展目标。通过深化改革，全面开放实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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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完善资源共享机制，提高仪器设备的利用率和投资效益，将
实验中心建成贯穿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全过程，集设计、实验、制
作、制造、控制为一体的服务于多层次设计实践教学活动和科
技创新活动的实践教学基地。

建立以学生为中心，实现以学生自我训练为主的竞赛教学
模式。通过 CDIO 工程理念具体开展了围绕专业核心课程建设
多层次、系列化的学生竞赛项目，学生能够更多地进入实验室
进行科技创新活动。对本科生培养以创新性实践和实训为核
心，以基础理论教学、实践教学环节、学术讲座为支撑，构建创
新型人才能力训练体系。主要有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创新思
维和创新方法的训练、大学生创新实验计划和创业训练等三个
层次，以培养“高素质的工程技术人才”为根本目标，以“引导
和深化理论教学，培养学生工程意识、工程能力和创新精神”为
实践教学理念，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工程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工
程技术人才，将我院发展成为面向天津市机械制造类本科生实
施创新实践教学基地，成为为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
人才培养基地和研究成果孵化基地。

( 二) 以科学严格的管理机制和激励机制做保障

建立严格的管理与长期开放的机制，制定实践教学管理文
件。包括创新实践中心管理制度、教师职责、活动小组管理制
度、实验室安全条例、实验室开放管理制度、实验室仪器设备借
还登记管理制度。

以大三、大四高年级本科生为竞赛活动选拔对象，由平时
实践课堂选拔一批参加夏令营培训再择优选取一定人员进行
加强培训，准备赛事。由指导教师统一管理、指导竞赛，研究生
辅助指导、配合工作，低年级本科生观摩学习，以作为储备力量
培养，对参加竞赛的学生要求赛后经验总结，召开经验交流会
谈，由高年级搭配低年级本科生携手竞赛，保证赛事经验的传
承，对学生参加科技竞赛提供一定的经费支持，对教师指导学

生竞赛给予奖励等一系列在制度上给予保证。
( 三) CDIO 工程教育在机器人实践中心的具体应用

针对不同学习阶段和层次的学生特点及专业教学的需求，

以机器人对象为载体，提供创新工程训练的教学和实验平台。
学生通过对机械结构进行亲自组装、基本电子电路的搭

建，信号检测和分析调试，编写控制软件，控制机器人的各种行
为，完成对人形机器人系统的各种演示、验证和创新实验。通
过采购已有成型机器人产品，通过研究其设计方式、编程方法、
控制方法等逐步建立设计的整体思路。对已有进产品行改造
和挖掘包括二次编程设计实现更多功能，为进一步独立设计产
品打好基础。由学生和教师利用实验室资源或采买元器件独
立完成从方案设计、工程设计、工程安装、软件编程、运行调试
的全过程。如何连接至人形机器人主板上; 如何将编辑器、编
译器、调试器等硬件缩微集成。如何实现离线对人形机器人专
用主芯片进行编程、固化; 研究带有远程无线遥控功能和编辑
示教功能的电子装置，控制队表演。研究数码编程方法、语音
指示说明的实现方法。研究机器人影像识别和传输方法等等
内容，提高了各年级学生对机械结构、电子电路、信号分析、检
测技术与传感器、控制技术、软件硬件系统基础等基本工程概
念的理解和学习。

四、结论
以“引导和深化理论教学，培养学生工程意识、工程能力和

创新精神”为实践教学宗旨，突出 CDIO 工程教育的理念，强调
实践环节，使学生了解机械系统或机电产品的技术动态、技术
水平、工艺过程; 为学生提供机电系统设计、制作、调试、测试等
实践过程; 通过课程、技术讲座、大学生科技竞赛培训等活动，

将信息技术传授给学生，组织学生课外科学实践和课外创新活
动，激发了学生实践兴趣，提高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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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latform Construction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based on the CDIO Project

DU Yu － hong，LI Lan，SHI Hua，YUAN Ping，LI Yan － qi，ZHAO Di
( Mechan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Tianjin Industry University，Tianjin 300386，China)

Abstract: From the contents of CDIO project education，we can build up the innovation practice platform by the innovation
practical teaching with competitions; we can materialize the course design and deepen the theoretical teaching by practice; we
can design and manufacture the first － line practical training of enterprises and verify the project teaching concept of the theoret-
ical teaching by practice．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role of CDIO project education in the platform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on and
practice for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CDI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mpeti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 责任编辑: 桂杉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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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科技竞赛在促进学风建设中的作用
*

杜玉红，赵 地，李 兰

( 天津工业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天津 300387)

摘 要: 针对学风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学科竞赛和学风间的微观、宏观关系，完善

学科竞赛，发挥科技竞赛在学风和教风中的引领作用，促进其建设。本文主要以大学生机器人

竞赛为例，总结科技竞赛和促进学生学习兴趣，调动教师的责任心，增进学生就业，培养学生自

学、团队、协调等能力的相互关系。最后通过完善培养竞赛学生和指导教师队伍，完善梯队建

设，建立激励制度等一套学风建设的学科竞赛体系。
关键词: 学风建设; 科技竞赛; 指导教师; 机器人竞赛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高等教育法》中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

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高

校大学生可以通过参加科技项目、实践活动、科技

竞赛等来提高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而学风建设

是衡量高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志，学风建设作为

高校学生工作的基础，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起

到了总领的作用，学风建设直接关系到学校整体

氛围和人才培养的质量。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和

高校学风的建设之间相辅相成，互相影响。
一、学风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调查研究发现，目前学风建设中主要问

题是学习没有兴趣，缺乏积极向上的学习状态，把

很多时间浪费在网络游戏中;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

快，经济的重要性，学生都期望即出即报，而学习

是一个长久的过程; 在大一时理工科学生，不理解

基础知识对专业的影响，基础知识掌握不牢; 缺乏

讨论的氛围，因为电脑在学生宿舍的普及，同学之

间的交流淡化了，而创新灵感的火花恰恰是在交

流中碰撞产生的; 缺乏集体合作精神，独生孩子的

生活状态造成自我意识较强，体现到学习上，同学

只懂得独自埋头于纸堆中，缺乏合作式的学习氛

围。
促进学风建设有很多措施，通过召开学生动

员大会、主题班会等形式对全体学生进行发动，组

织引导全体学生积极投入到“学风建设大讨论”活

动中来。各年级、班级、宿舍开展全员、全方位讨

论，学风建设入头脑，见行动。通过各种方法使学

生进一步明确学习目的，明确应该坚持的优良学

风、摒弃学风乱象，端正学习态度，克制不良习惯，

最终实现由“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
二、学风建设和学科竞赛联系

( 一) 学风建设和学科竞赛间的关联度

从宏观方面分析学风建设和学科竞赛间的关

联度可知，做好学科竞赛对于学风建设、专业建设

和课程改革都具有深远影响; 从微观方面可知，参

加学科竞赛提高了学生的实践、创新、合作、沟通

和动手能力，从而带动了学风和教风的提高。
( 二) 主要承办和参与的竞赛

以机器人竞赛为例，近 5 年来通过承办了市级

“2013 年、2014 年华北五省( 市、自治区) 大学生机

器人大赛天津赛区竞赛”、“2014 年全国大学生机

械创新设计竞赛天津赛区竞赛”，组织学生参加了

“2009 年 － 2014 年中国机器人大赛暨 ＲoboCup 公

开赛”、“2013 年 － 2014 年华北五省( 市、自治区)

大学生机器人大赛”、“2009 年 － 2014 年中国教育

机器人大赛”、“机器人 DOTA 对抗赛”等一些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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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竞赛。学院每年参加全国、省部级、学校的科技

竞赛 200 余项，800 余人次。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竞

赛奖项 500 余人次。
三、开展科技竞赛的软硬件建设

目前各高校大力开展学生科技竞赛，推广创

新型实践活动。创新型实践可以是教师科研教学

项目的一部分，也可以是学生自拟内容。为了提

升学习运用实际知识能力，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积极引导学生参加竞赛，目前在学生竞赛方面取

得了显著的效果。并且在原有竞赛内容的基础上

开设了机电系统创新课程、夏令营课程，课程与专

业知识和竞赛内容紧密结合，充分调动了学生自

主学习的积极性。
学院以 CDIO 工程教育理念打造大学生科技

创新孵化器，在教务处、实训中心、机械学院支持

搭建创新实践平台，建立机器人创新、机械设计等

创新实验室，成为学生科技创新的孵化器。并支

持设立了创新实验室项目，学生通过参加创新实

验室项目，转化为大创项目，并将进一步转化为创

业项目，通过软件和硬件的支持，递进式的培养计

划，学生的综合能力得到了质的飞跃，学风得到了

提高。
四、科技竞赛在促进学风建设中的作用

教务处、学生处、学院通过统筹配合、探索和

实践，逐渐探索抓学科竞赛，促学风建设的管理之

路。
( 一) 以兴趣为动力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大学生已经掌握一定的知识，但实践动手和

创新能力相对较差，主要是参与实践少，发挥创造

力和想象力的机会少，抑制了创新竞赛方面的培

养。学科竞赛对于学生来说，就是最好的培养创

新精神和学习兴趣的有效途径。科技竞赛是一种

项目式的教学过程，是一个完整的项目体系，学生

从设计方案、规划合理、采购价格与预算、加工工

艺改进等一系列过程进行中，得到了理论知识和

实践能力之间的转换，学生个人的创造性、逻辑性

得到了发挥，学生学习热情得到了提高，调动了学

生的积极性。
以机器人竞赛为例，有舞蹈、竞速、擂台等等

比赛，通过暑期“启智”夏令营培训、初赛选拔、集

中调试、进行决赛，时间持续半年，学生面对自己

调试出来的机器，昼夜不休，学生翻阅资料、上网

查阅相关知识，自主学习，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由被动变成了主动，带动了学风的建设。

( 二) 科技竞赛提高了学生就业水平，促进了

学风的建设

就业率是高校水平检验的标准，学科竞赛大

大提高了学生的就业率，就业质量。学科竞赛使

学生学到了书本里没有的，提高了学生个人素质

的提升，这些能力都是企业所需求的，对将来的就

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很多学生参加竞赛主要是

为了在就业过程中占有优势，所以竞赛促进了优

良学风的建设，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参与学生

竞赛的学生就业整体水平远远高于没有参加竞赛

的学生，面试成功几率高、薪水高，研究生复试时

成绩也远远高于未参加学生竞赛的成绩。
2014 年通过承办机器人竞赛，我校机械学院、

电气学院、电信学院、计算机学院参加机器人竞赛

人数达到 884 人次，全校共获得一等奖 20 余项、二
等奖 30 余项、三等奖 40 余项。同时，保研学生中

基本都参加过各类竞赛，获得了加分，取得了保研

资格，被保送到 985、211 等院校继续深造; 有的学

生在竞赛过程中，设计作品被企业认可，直接与企

业签约，走向实习工作岗位。
( 三) 培养了一批负责的指导教师队伍，教风

和学风得到了提高

以学科竞赛为平台，促进指导教师队伍的建

设，提高指导教师的责任心，是提高学风建设的整

体水平的坚实基础。
学科竞赛指导教师，要求不但要具有强烈的

事业心和责任感，也需要有较深的专业技能，机器

人竞赛主要是综合知识的应用，在比赛过程中老

师的知识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参加比赛的

学生积极性主动性高一些，整体素质高，对指导教

师要求较高，促进了教师队伍素质的提升; 其次，

学科竞赛有“赛”，有竞争意识，参与比赛的学生和

老师，都希望获奖，调动了老师的积极性，因此，鼓

励教师参与指导学生科技竞赛，指导教师在评奖

评优、职称评定、绩效等方面都给予一定的激励制

度。
( 四) 科技竞赛增进了师生的交流，促进教风

学风有机统一

大学生知识获取、技能培养、学习氛围都离不

开高校教师的管理。指导教师在指导过程中传授

着“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拉近师生之

间的距离，具有一定亲和力。充分调动教师和学

生参与科技创新活动的积极性，将课堂上专业基

础知识与创新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建立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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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结合，内外互动，促进教风与学风的统一协调

发展。
参加科技竞赛的学生，得到指导教师的培养，

能力会快速提升，因而更尊敬和信任老师。比赛

过程是学生和教师之间互相沟通互相信任的过

程，师生关系和谐融洽，学生学习热情提高，促进

教风学风的有机统一。
( 五) 科技竞赛提升了团队建设、学生责任心

和协作能力

通过优秀指导教师的分工配合以及学生社团

创建机器人科技创新协会，很多学生的责任感凝

聚起来。很多学生既参加学科竞赛，又参与承办

比赛的各项事宜，不仅提高了对学生的创新意识、
协作精神和动手能力，同时对学生管理能力、责任

意识与集体意识都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科技竞赛提升了团队建设，机器人竞赛队伍

以大三、大四高年级本科生为竞赛活动选拔对象，

由平时实践课堂选拔一批参加夏令营培训再择优

选取一定人员进行加强培训，准备赛事。由指导

教师统一管理、指导竞赛，研究生辅助指导、配合

工作，大一、大二本科生观摩学习，以作为储备力

量培养，对参加竞赛的学生要求赛后经验总结，召

开经验交流会谈，由高年级搭配低年级本科生携

手竞赛，保证赛事经验的传承。
( 六) 完善竞赛体系，完善学风建设

在科技竞赛进行过程中主要涉及到教师和学

生，所以应注重教学部门和学生部门之间的工作

任务、工作责任，特别是教务处和学生处多个部门

的工作协调、使竞赛能够可持续进行。学校应该

建立校级层面上的学校学科竞赛管理平台，平台

梯队主要为“学校教务处( 学生处) —学院教学办(

学生办) —教研室( 学生社团) ”，梯队上下指导与

反馈，部门内部交流与合作的关系清晰完善，对整

个学校竞赛工作的形成有效科学的管理。建立完

善健全的竞赛体系，有利于竞赛的发展，促进学风

的建设。
五、结论

大学生科技竞赛对于学风建设、专业建设和

课程改革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并且学科竞赛可以

提高学习积极性、责任心和协作能力，以及学生的

考研深造、就业水平、教师的素质，师生之间的关

系，促进了学风建设。良好的学风在学生学习中

具有重要的作用，特别在工科学科竞赛过程中，保

证了发挥公平竞争、发展素质的竞赛宗旨。
建立良好的学科竞赛管理平台，形成有效科

学的管理，协调好各部门之间的工作使竞赛能够

可持续进行，促进了竞赛、教风、学风的有机结合

和良好发展。

参考文献:

［1］丁伟，陈凡峰． 完善学科竞赛体系促进高校学

风建设［J］． 高等建筑教育，2012，8: 23 ～ 24．
［2］杨叔子，彭文生，吴昌林． 再论机械创新设计大

赛很重要［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9 ( 5) : 5
～ 11．

［3］张文锦． 课内外一体化，构建创新教育新平台

［J］． 实验技术与管理，2008，25( 10) : 9 ～ 12．
［4］杨颖． 立足实验教学培养创新能力的实践与思

考［J］．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08，27 ( 10 ) : 125
～ 127．

［5］鲁保富． 构建系统、高效的学科竞赛管理机制

促进高校学风建设［J］． 中国大学教学，2005，

8: 37 ～ 38．
［6］丁伟，陈凡峰． 完善学科竞赛体制促进高校学

风建设［J］． 高等建筑教育，2012，12( 4) : 144 ～
146．

［7］蒋西明，邓明，徐云． 构建学科竞赛体系，提高

学生综合素质［J］． 实验室技术与管理，2008
( 2) : 130 ～ 132．

［8］隋修武，杜玉红． 提高高等院校实验教学效果

的新探索［J］． 中国校外教育( 理论版) ，2009，

1: 59 ～ 60．
［9］何永玲，樊东红． 基于学科竞赛的大学生工程

能力培 养 研 究［J］． 钦 州 学 院 学 报，2010，25
( 3) : 63 ～ 66．

09 湖北科技学院学报 第 35 卷


































































	英文教改论文
	1.项目研究报告
	1.1大学生科技创新调研报告

	2.项目相关编著教材
	2.1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案例集

	3.项目相关教改论文
	3.1Research and Practice on the training system of
	3.2京津冀高校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探索
	3.3 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策略的研究
	3.4面向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的《机械设计基础》教学新模式研究
	3.5Thoughts on the Training of College Student Bac

	4.项目相关教学成果
	4.1中国纺织工业联合纺织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机器人教育在纺织机械行业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中的研
	4.2 液压与气压传动控制获得天津市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建设课程（已经申报国家级线上线下混合式建设课程

	5.项目相关的教改项目
	5.1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基于机器人实践平台的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
	5.2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机器人技术创新实践建设
	5.3 教改项目---基于机器人竞赛平台的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
	5.4教改项目---天津市大学生价值观现状及特点研究

	6.创新创业项目和竞赛立项项目
	6.1 2018、2019年天津工业大学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4项
	6.2 2019年天津工业大学学科竞赛立项项目4项

	7.学生获得省部级以上学科竞赛
	8.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8.1 江苏金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校外实践基地
	8.2 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