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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马知恩教授来校作报告 

 

9月 17日下午，在雁塔校区主楼报

告厅，国家级教学名师、西安交通大学

博士生导师马知恩教授应邀来校作报

告。副校长王贵荣，各学院（部）主管

教学工作的院长（主任）、近三年新进

专任教师、骨干教师代表，教师教学发

展中心、教务处负责人，共计 330余人

参加了报告会。报告会由副校长王贵荣主持。  

马知恩教授以《弘扬西迁精神、做一个好老师》为题，从爱国奉献，奋斗创

业，弘扬传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四个方面阐述了西迁精神，结合自己从教

60余年经验心得，讲述了怎样做一个好老师。他以唐照千、胡全贵、张鸿、周

惠久等老一辈交大人的西迁故事为例，号召与会教师学习老教授们默默奉献、艰

苦创业、扎实朴素、潜心科研的西迁精神，迅速成长为党和人民满意、广受学生

欢迎和爱戴的优秀教师，在教学改革中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勇于创新，为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早日实现建功立业。  

副校长王贵荣在主持报告会时

说，马知恩教授在教育领域辛勤耕耘

六十余载，撒播教育理念、畅言人间

正道、弘扬西迁精神。1958年，我校

以交通大学（西安）采矿系、地质系

及基础课部部分师资为基础成立，建

校 60年来，传承了以“胸怀大局、

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为核心内涵的 “西迁精神”，并进一步形成

了“励志图存，自强不息”的学校精神。他希望与会教师仔细感悟、深刻理解马

教授报告的深刻内涵，自觉践行“西迁精神”，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坚持教书育

人，不断提升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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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新入职教师教学专项培训工作启动 

 

9月 25日，2018 年新入职教师

教学专项培训在临潼校区骊山校园

行政楼第二会议室启动。副校长王贵

荣，学工部、教务处、人事处、教师

工作部、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负责人，

2018年新入职教师、辅导员参加了启

动仪式。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负责人就

2018年新入职专任教师教学专项培训工作进了安排和部署。2017 年入职教师张

云翌带领全体新教师宣读了人民教师誓词。 

副校长王贵荣作了总结讲话，并就 2018年新入职教师教学专项培训工作提

出具体要求：一是要求全体参训教师要高度重视教师培训工作，严格按照培训计

划完成培训学习任务，通过教学基本技能专项培训，树立正确的教育教学观念，

尽快进入教师角色，满足教学岗位需求；二是要求相关部门严格培训管理，保证

培训质量；三是要学思结合、提高效果，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的同时，

注重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实践相结合，积极探索寻求解决教学工作的实际问题的

有效途径。 

 

“塑高尚师德，育优良师风”专题报告会举行 

 

9月 25日，应教师教学发展中心邀请，校党委副书记樊建武在临潼校区骊

山校园行政楼第二会议室为全体 2018年新入职教师、辅导员作了题为《塑高尚

师德，育优良师风》的专题报告会。  

报告会上，樊建武教授从师德师风建设是高校道德建设的核心、重视师德是

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师德师风建设、当前我国师德师风建设

的现状分析、当前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基本要求、做新时代的四有好教师六个方

面阐述了师德师风的内涵以及在新时代怎样做一位好老师。他说，师德是教师的

职业道德品质与规范；师风是教师职业形象是否良好的晴雨表，是教师在完成教

书育人使命和任务过程中体现出的风尚风气，希望全体新教师不断提升理论修

养，加强业务学习，做党和人民满意的“ 四有”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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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举行 

“新时代高校教师的使命与担当”报告会 

 

9月 28日下午，教师教学发展中

心邀请省级教学名师、人外学院院长

师新民教授在雁塔校区主讲教师教

学发展专题报告会。来自全校各学院

（部）的 50余名教师参加了报告会。 

师新民教授以“新时代高校教师

的使命与担当”为题，讲述了中国高

等教育发展历程、改革成就、面临的问题以及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思考与路径，

从高校教师的社会角色入手，阐述了新时代高校教师的使命与担当，提出新时代

高校教师应当勇敢地担当岗位所赋予的责任、做履职尽责的楷模以及自我完善、

实现超越。师教授还从课前、课中、课后等角度就如何提升教学能力谈了自己的

理解和认识。最后，师教授希望与会教师为人师表、立德树人，做“有理想信念、

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工作人员参加 

中国 MOOC 大会杭州峰会 

 

9月 19-20日，在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全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协作组、

全国高等学校教育技术协作委员会指导下，由中教全媒体主办的“中国 MOOC大

会杭州峰会”在杭州召开。本次峰会以“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与应用、教师发展与

教学改革”为主题。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任丁正生一行三人参加了峰会。 

会上，2017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专家组组长、哈尔滨工业大学副

校长徐晓飞、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清华大学在线教育办公室主任于

世洁、复旦大学教师发展中心副主任蒋玉龙、爱课程中心主任、中国高教学会教

学分会秘书长吴博、浙江大学永平杰出教学贡献奖得主翁恺、中国高校计算机教

育 MOOC联盟上海培训中心主任苏永康等专家学者分别作了主题报告。 

http://www.gx211.com/collegemanage/college.aspx?id=119&content=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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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2018 年 10 月份活动安排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2018年 10月举办教师教学发展活动 8场，其中专题讲座

2场、专家交流咨询接待日活动 3场，海外大学交流活动 1场，教学工作坊 1场，

团队协作训练活动 1场，详见附件。 

 

联系人：张萌、翟承旭 

联系电话：029-83856391 

 

附件：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2018年 10月份活动安排 

 
 
 

 

《教师教学参考》征稿启事 
 

《教师教学参考》杂志是由西安科技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办的内部刊

物。杂志以“更新教学理念、交流教学经验”为宗旨，旨在通过传播先进的教学

理念和教学方法，帮助广大教师提升教学能力，提高学校整体教学质量。目前杂

志设有工作动态、通知公告、讲座精选、教学研究、教学经验等栏目。 

为进一步丰富杂志相关内容，更好的服务广大教师的教学工作，教师教学发

展中心特面向全校教师征集优秀稿件，内容涵盖教学心得、教学经验、教学方法、

教学研究、教学改革和教学成果等，字数不限。 

欢迎大家积极投稿！对于经专家审核后刊登的优秀稿件，我中心将根据相关

标准给予一定稿酬。请有兴趣的老师将稿件电子版发送到教师教学发展中心邮

箱，请在邮件中注明学院（部）和联系方式。联系人：朱瑾钰，电话：029-83856391，

邮箱：cfd@xus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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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2018 年 10 月份活动安排 

序号 时间 地点 主讲人 活动主题 活动形式 预约方式 

1 
10月 11日 

（周四）14:00 

临潼校区行政楼

225室 

材料学院 

杜慧玲  教授 
\ 专家交流咨询 

发送“1011”至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微信公众账号 

2 
10月 15日 

（周一）14:30 

雁塔校区图书馆

报告厅 

提问力学院创始人 

李朵 
参与式教学设计 教学工作坊 

发送“1015”至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微信公众账号 

3 

10月 16日 

（周二 

14:00 

临潼校区体育馆 
体育部 

辛阳  老师 
新入校专任教师专项培训 团体协作训练 \ 

4 
10月 18日 

（周四）14:00 

临潼校区行政楼

225室 

安全学院 

田水承  教授 
\ 专家交流咨询 

发送“1018”至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微信公众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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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地点 主讲人 活动主题 活动形式 预约方式 

5 
10月 23日 

（周二）14:00 

临潼校区行政楼

225室 

理学院 

鱼海涛  副教授 
丹麦奥尔堡大学访学交流 海外大学交流 

发送“1023”至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微信公众账号 

6 
10月 25日 

（周四）14:00 

临潼校区行政楼

225室 

电控学院 

付周兴  教授 
\ 专家交流咨询 

发送“1025”至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微信公众账号 

7 
10月 26日 

（周五）14:30 

雁塔校区图书馆

报告厅 

长安大学 

席岳婷  教授 
教师礼仪 专题讲座 

发送“1026”至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微信公众账号 

8 
10月 29日 

（周一）14:30 

雁塔校区图书馆

报告厅 

陕西师范大学 

张立昌  教授 
教学板书与教学艺术 专题讲座 

发送“1029”至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微信公众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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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独具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新模式 

北京理工大学  崔建霞 

 

根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

简称思政课）教学与科研的需要，我

们积极围绕教学基本内容进行案例建

设并进一步与案例教学相结合，将案

例转化为案例教学成果。那么，案例

如何选取，案例教学又应如何实施？

现谈一点体会。 

一、当前思政课案例教学存在的

问题 

目前高校思政课案例教学有三种

问题亟待解决：一是教材、案例、原

著之间存在“两个分离”。其一，教师

与原著分离。教师固守教材，就教材

教教材，由于原著维度缺失使教学底

气不足，导致讲授缺少理论穿透力。

其二，案例与教材分离。案例选取和

解读与教材理论点偏离，课堂看似很

生动，但理论落点不清晰，甚至离开

“马克思”制造课堂的“精彩”。二是

把案例混同于举例，以举例教学等同

案例教学，将二者混淆使用。三是把

案例教学等同于案例展示，导致案例

教学散乱无序。针对上述问题，我们

从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是提出“教材

—案例—原著”三位一体案例建设理

念和案例教学理论构架，通过打通案

例教学中教材、案例、原著三个核心

要素，实现三者之间的无缝对接，从

根本上改变“两个分离”状态。二是

设计操作性很强的案例教学程序或规

范性路径，即课前三设置、课堂三呈

现、课后二反思的“332 模式”，从实

质上解决思政课案例教学中无遵循的

问题。通过上述努力，力求形成独具

特色的思政课案例教学新模式。 

二、“教材—案例—原著”三位一

体的案例建设理念 

案例建设“教材—案例—原著”

三位一体的根本理念，在于打通案例

教学中“教材”“案例”“原著”三个

核心要素，实现三者之间的无缝对接。

在做法上，以教材理论视域为出发点，

选出优秀案例，然后依据经典著作进

行深度理论解读，力求体现马克思分

析某个问题的整个思维历程，而不是

断章取义。准确地说，就是坚持两个

尺度，一是案例怎么选——发现优秀

案例，二是选取之后怎么解读。具体

而言，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针对

“两个分离”实现“两个结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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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课案例选取类型与基本原则、辨

析案例与举例的差异解决案例编选的

科学性问题、针对案例解读的断章取

义倾向建立深度解读的改革原则。 

第一，扭转“两个分离”实现“两

个结合”。首先，教师与原著结合。向

经典著作要力量，提升案例教学理论

内涵，避免就教材讲教材的局限。以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为例，

教材的观点虽然来源于经典原著，然

而，我们用的教材是一块高度压缩的

饼干，虽富有营养但马克思思想的鲜

活，语言的犀利，论证的整体逻辑与

背景都难以在一本教材中完整呈现出

来。所以，必须回到经典著作中，探

寻马克思到底是怎么说的，是怎么系

统分析特定问题的，这样才能给学生

一个全面的系统的看问题的角度和视

野。另外，身处教学一线，我们深深

感到学生强烈的理论饥渴。 

网络信息的多样和丰富并没有自

然而然使学生的思维变得清晰明朗而

又有方向，他们在各种言论思潮的海

洋中，特别想知道哪里才是岸。因此，

沉下来，向经典著作要力量，依靠理

论辨析各种现象，是满足学生获得感

的必由之路。多年教学实践证明了这

种思路与方法的合理性。其次，案例

与教材结合，使案例选取依托教材理

论点，避免教学偏离航线。案例是服

务于教学的手段和媒介，教材的理论

视域决定案例选取方向。 

第二，确定思政课案例选取类型

与基本原则。基于思政课世界观、人

生观与价值观培养的政治特性，思政

课案例注重的应是事件背后的理念、

价值和为什么，它要求立足于事件但

又不能停留于事件，必须超越其上，

探究其背后蕴藏的意义。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把案例选取

确定为前沿性案例、经典性案例与思

想实验性案例三大类型。前沿性案例

即当今重大现实问题类，实现对重大

现实问题的真切关怀；经典性案例是

指穿越漫长的历史时空仍给人情感冲

击和思考的发生在过去的真实事件；

思想实验性案例指思想史上的思想实

验以及寓言神话等。这三种类型的案

例既具有世界范围的共时性，也具有

历史维度的历时性。 

与此相关，围绕思政课特性这个

核心，在案例选取的基本原则上确定

了真实基础上的典型性、目的性基础

上的问题性、价值观正确性三大原则。

真实基础上的典型性，强调选取那些

能给人以强烈震撼和深深启发的具有

典型代表性的人物或事件，通过个别

典型揭示一类事物的共同本质；目的

性基础上的问题性，注重案例运用的

真正意义是从具体事例中诱导出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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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的理论问题，感受案例中蕴藏的理

论意义，这是问题的关键。因此，案

例选取并非主观任意，而要服务于思

政课教学这一目的性，应建立案例选

取与教材理论点相对应的问题意识。

尤为重要的是，作为价值观正确性，

表现为坚持真理尺度与价值尺度的合

二为一，政治理念与科学观念的融合，

它是思政课案例建设的必备属性。 

第三，辨析案例与举例的差异解

决案例编选的科学性问题。必须指出

的是，案例不等于举例，二者在概念

内涵、思维路径、学生参与上有严格

的区别。 

首先，案例与举例是两个不同的

范畴。案例是对典型事件的客观陈述，

因而反映的是事件的全部信息，从这

个角度而言，案例等同于事实，它是

人们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围绕某个

问题对某一真实情景所做的客观描

述；而举例是提出例子，用来帮助说

明或证明某种情况或说法，如常说的

“举例说明”，它并不要求掌握事实的

全部信息，采用的信息可多可少。以

“小悦悦事件”为例，作为案例，我

们要给出事件的整体过程，展示其真

实情境，包括时间、地点、发生了什

么、后续的反映以及最终的处理结果，

等等。而作为举例，则可以截取部分

信息，服务于我们要说明或证明的理

论或情况。其次，二者所遵循的思维

方式和操作路径不同。在教学过程中，

举例往往是为了形象地说明理论，使

较难理解的理论通俗易懂，遵循由抽

象到具体的操作路径，体现了演绎法

的思维方式；而案例的运用则是从案

例中引出要讲的理论，遵循由具体到

抽象的操作路径，体现了归纳法的思

维方式。案例作为教学目标的载体，

实现诱导与揭示理论的最终目的。最

后，案例教学一定要有学生广泛的富

有意义的参与，表现为讨论、辩论或

争论等形式，而不是走过场的形式主

义。学生参与既属于案例教学中的程

序性权利范畴，也是案例教学的实质

性要求所在，它意味着所有学生都拥

有在案例教学中参与对话、讨论以及

表达自己意见的平等权利，而且这种

权利都应被平等和无歧视地对待。而

举例教学则不一定要有学生参与环

节，老师居于主导地位的单向讲授是

常态。 

第四，针对案例解读的断章取义

倾向建立深度解读的改革原则。如果

说发现优秀案例重要，那么，怎么解

读更重要。解读，意指阅读解释、分

析、研究、理解、体会多重含义。如

果说解释更注重阐述事物本身，那么，

解读则更强调对事物进一步的深层次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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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案例解读，其目的主要在于

对所选案例进行深层次的理论分析，

但现实中案例解读不同程度存在着断

章取义的解读倾向，表现为孤立地择

取其中某一句话进行简单化与机械化

解读。针对此，我们提出解读是依托

经典原著对案例进行深度理论解读，

力求展现马克思分析某个具体问题的

整个思维历程。以“价值评价”部分

的“公正”为例，马克思在《哥达纲

领批判》《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

稿）》《工资、价格和利润》以及《资

本论》第 3卷中的相关思想，恩格斯

在《反杜林论》《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

中的有关论述，以及马克思、恩格斯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深刻剖析，

都需要按照其思想逻辑全面展现在案

例解读中。通过几年的建设，我们深

深感到在这方面还面临着严峻的挑

战，因为要想达到理论解读的深度，

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全面的

了解和整体的把握，需要下大功夫。 

三、案例教学实施步骤与过程的

“332 模式” 

案例不等于案例教学。如何把案

例应用于教学，这又是另一道功夫。 

思政课的案例教学法是指以案例

为教学平台，通过组织学生对案例展

开讨论，来探寻解决问题的方法，由

此使学生掌握相关的思想理论和知

识，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确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

目的的一种教学方法。由此，基于“教

材—案例—原著”三位一体改革理念，

我们确立了既符合思政课的思想政治

性又极具操作性的案例教学模式，特

别注重把前沿性、经典性、思想实验

性三类案例，遵循价值观正确性等基

本原则，精心地通过课前、课堂和课

后三个步骤应用于教学全程。 

第一，课前三设置（理论点—案

例—问题）。课前三设置包括确定理论

点、制定案例、设置问题。 

首先，确定理论点。也就是在这

门课中什么地方应该运用案例教学。

理论点的选取我们一般倾向于以下两

个原则。（1）认识上存在分歧，包括

涉及根本性的价值评价和判断的重大

理论问题。因为认识上存在分歧的问

题，也与学生头脑中的存疑相一致，

引入案例分析会成为学生解惑的有效

方式。实际上，案例教学的亮点就体

现于对具有争议性、冲突性的问题展

开讨论，进而明思辨理。以“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为例，如第二

章的重要概念“价值”，到底是客体对

于主体需要的意义，还是除此之外，

事物具有不以人的尺度为尺度的自身

的内在价值？又比如，在第一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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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质性及发展规律中的实践部分，

马克思认为应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

间物质变换的思想，其实现途径是仅

仅限于“人类同自然的和解”，还是除

此之外包括“人类同自身的和解”，直

面人与自然关系背后环境权利与环境

义务分配上人与人之间的正义关系？

等等。对这类问题，只要我们得出的

结论符合课程的性质就可以大胆展开

讨论。（2）教学内容中的重点难点问

题，或在整个理论中起着贯穿作用的

内容，需要借助案例教学深化理解。

如普遍联系、矛盾分析法等。做法有

二，一是针对一个理论点用一个案例。

二是一个案例统帅辐射多个理论点。

具体做法是，打通各章的限制，将具

有同等内涵的多个理论点分堆，合并

同类项，用一个相对应的案例进行统

帅，目的是体现教材中马克思主义思

考问题的整体过程与方法论。比如，

哲学的思维方式、哲学的基本问题、

联系、质变量变、事物的本质，等等，

我们用一个案例“忒休斯号”思想实

验进行贯穿，使相对独立的教学目标

成为一个具有逻辑关系的有机整体。

这种做法更有利于帮助学生扩展看问

题的视角，建立马克思主义整体理论

视野和宏观的分析问题的能力。 

其次，制订案例。采取教师准备

和学生准备两种方式。一是教师将准

备的案例在课堂上即时展示，但对于

一些耗时较长的案例则倾向于让学生

课前提前熟悉。二是学生准备案例。

学生根据教师限定的题目在课前寻找

案例并进行解读。要求自由分组，分

工合作，做出 PPT 和文本，但展示形

式不限。如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规定的主题是“我的公正观”，各小组

结为一个高度自治的学习共同体，从

深入街头采访各阶层了解他们眼中的

公正，到以话剧形式编演法官判案的

公正与偏私。成员之间各抒己见，集

思广益，相互启发，加深了对案例的

体会和理论的理解。 

最后，设置问题。通过预设问题，

教师预演提问等情景引导整个案例教

学流程。实践证明，设置问题是案例

教学中非常重要的环节，也是最有效

的方式。问题设置的原则是如何围绕

教材理论点进行教学引领。 

例如，针对案例“忒休斯号”思

想实验，我们提前设置了如下问题： 

“将头发一根一根地拔下去，拔

到哪一根时变成了秃头？质变是何时

发生的？” 

“一个人整容，把五官都变了，

他还是他吗？” 

“新陈代谢新的细胞替换了旧的

细胞，新的血液替换了旧的血液，那

这个人还是原来那个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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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

峪关，把长城的砖一块块换掉，这个

长城还是原来的那个长城吗？” 

在学生的思考和讨论接近成熟

时，抛出实质问题：一个物体是否仅

仅是其各组成部件的机械相加之和？

到底如何把握事物的本质？通过这个

案例，将本质、现象、质变、量变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经典概念等形

象地传授给了学生。 

第二，课堂三呈现（讨论—提问

—点评总结）。课堂三呈现是案例教学

第二个阶段，包括讨论—提问—点评

总结三要件。这一阶段是将课前准备

转化为课堂实战的案例教学现场呈

现。我们采取的方式是单刀直入展示

案例而不做多余铺垫。首先，讨论发

言。必须指出，讨论是案例教学实施

过程的核心环节，有没有讨论是衡量

是否是案例教学的关键，是区别于教

师单向讲授模式的风向标。因此，需

要给学生约定时间自由讨论。然后，

亮观点摆立场，进行辩论。总之，组

织高质量的讨论并激发讨论热情是案

例教学中教师的工作之重。其次，教

师提问。在恰当的时机提出恰当的问

题，在正确的时间节点引爆学生思维

的火花，是教师需要把握的提问艺术。

“恰当的时机”一般出现在学生经过

热烈争论产生思考之后，而思维仍处

于急需升华的原地踏步状态。无疑，

提问内含着启发和引导。 

比如，“成批的海豚被围捕猎杀，

一湾海水浸染鲜红”，这是奥斯卡最佳

纪录片《海豚湾》中最震撼人心的一

幕，也成为我们课堂上令学生屏息悲

伤的一刻，学生纷纷谴责杀害海豚的

生态暴行，此时，提出恰当问题的恰

当时机出现。 

“同学们，为什么不能杀海豚？

为什么可以每天杀牛猪羊，让他们成

为桌上的美味而偏偏不能杀海豚？”

出其不意的一问将集体悲伤带入集体

沉思。 

“不能杀海豚，是因为我们人类

的需要？因为海豚高智商、对人类无

害？可以帮助人、取悦我们？还是它

们具有内在的存在价值？那么，人是

不是万物存在的尺度？”思想的第二

击，让学生们思想沸腾，迷茫中渴求

真理。 

“对于中国的生态文明，人与自

然到底应该建立一种怎样的关系才叫

‘文明’？” 

通过层层递进的问题把学生的思

维牵引到马克思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

之间物质变换的思想理论本源。最后，

点评总结。案例教学是一个动态的过

程，学生的观点并不顺着一个轨道运

行，因此，教师要通过点评发挥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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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和推进的作用，针对学生提出的

问题进行超越性分析，而不是就事论

事。点评总结要见奇效，就要满足学

生所需，但又要超越学生所想，分析

总结出他们想不到的理论内涵，给予

他们意识不到的看问题的角度和高

度。 

第三，课后二反思（教师—学生

双双反思）。课后二反思指师生双方在

课后对案例教学进行反思。案例教学

虽然在形式上有始有终，但在思想上

有始无终。 

所以，课堂活动的结束，并不意

味着案例教学实施过程的完结。一个

完整的案例教学不仅需要课前精心准

备案例，课堂上完美呈现案例，更需

要课后细致的反思。首先，教师需要

反思。在课堂教学活动结束后，要盘

点整个教学过程的成败得失，根据课

堂效果重新考量案例的恰当性、问题

的深刻性、理论的匹配性以及学生的

反应性。总之，要重新审视、回味、

推敲案例教学全过程的得意之处与失

意之点，为下次教学积累经验。其次，

学生需要反思。我们要求学生的反思

着重于案例的引入触发了哪些思想认

知以及存在的困惑。然后，以作业的

形式计入平时成绩。另外，案例教学

的课后延续和课后学生反思还表现为

师生课后意未尽的交流，学生对案例

资料进行进一步的搜集与归纳整理的

延展性学习。 

总之，思政课案例教学模式作为

启发式、讨论式与互动式的教学形式

应当体现“两个开放”：首先，课堂组

织形式的开放。让学生真正成为教学

活动的主体，由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

其次，思维形式的开放。在案例教学

中，老师不提前预设标准答案，不先

入为主地抛出结论干扰学生思考，不

强行让人接受，而是通过激发多元的

思维路径，在思想共享的平台上展现

以什么立场、观点和方法得出结论的

思辨和推理过程。 

 

 

 

（来源：2018年第7期《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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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CDIO 的矿山机械课程教学实践 

安徽理工大学  胡坤 

 

1  CDIO 基本概念 

CDIO工程教育模式是近年来国际

工程教育改革的重要理论成果。CDIO 

的基本概念分别表示构思（Conceive，

C）、设计（Design，D）、实现

（Implement，I）和运作（Operate，

O）。它是一种将课程模拟为项目的研

发过程，以项目构思到项目运行的生

命周期为载体，让学生全程参与、主

动学习、注重实践的工程教育模式。

CDIO 的培养大纲将工程毕业生的能

力分为工程基础知识、个人能力、人

际团队能力和工程系统能力四个层

面，大纲要求以综合的培养方式使学

生在这四个层面达到预定目标。 

CDIO工程教育模式中特别强调项

目教学和实践活动，它将学习与具体

的项目挂钩，使学习者投入于项目实

施过程中；它设计真实性生产任务，

强调把学习设置到复杂的、有意义的

问题情境中，通过学习者的自主探究

和合作来解决问题，从而学习隐含在

问题背后的科学知识，形成解决问题

的技能和自主学习的能力。 

2  CDIO 在矿山机械课程教学中的

应用 

安徽理工大学原隶属于原国家煤

炭工业部，是一所以煤炭为传统特色

的中央与地方共建的高校。矿山机械

是学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和采

矿工程相关专业的必修课程，主要讲

授我国煤矿通用的采掘机械、提升运

输设备和流体机械等矿山机械的工作

原理、结构、性能、用途和选型方法

等。作为机械与采矿相关专业课程体

系的核心课程，矿山机械课程对煤炭

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有着重要意义，

它不仅是本科四年相关专业基础知识

的交叉、融合与应用，更是煤矿现场

机械设备的知识预备。矿山机械课程

的教学好坏直接影响到煤炭专业技术

人才的培养质量。 

矿山机械课程以煤矿现场专业设

备的工作原理及结构为主要内容，设

备种类繁多，原理抽象，内容复杂，

学科交叉，覆盖知识面广。而传统的

照本宣科式的课堂教学方式，无法发

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容易造成教学内

容与生产实际相脱节，已不能适应本

课程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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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教学法是CDIO工程教育模式

的先进教学理念的体现，它把课程内

容的教学任务转化为具体项目的构

思、设计、实施和运行过程，让学生

充分参与其中，在实施项目的过程中

学习、探索和应用知识，掌握实际项

目开发的工作流程、组织与管理，培

养CDIO能力；而教师教学也不再是“独

角戏”，他们负责安排教学计划，组

织、指导并参与学生活动，评价和反

馈学习效果。因此，教师的角色实际

上成为项目教学过程的组织者、指导

者、参与者和评价者。 

将CDIO应用于矿山机械课程的教

学过程，将原本枯燥无味的机械专业

知识转化成一个个生动有趣的工程实

例，有利于学生融入其中，发挥主观

能动性，自主地去学习知识、解决问

题、培养能力。既有效地提高了矿山

机械课程的教学质量，又培养了学生

的CDIO工程理念，为毕业后快速转换

角色、更好开展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3 教学案例 

下面以矿山机械课程中两部分经

典内容“液压支架的工作原理”和“带

式输送机选型设计”为例，具体介绍

CDIO在矿山机械课程中的教学实践。 

教学案例一：液压支架的工作原

理  液压支架能够可靠而有效地支撑

和控制工作面顶板，隔离采空区，防

止矸石窜入工作面，保证作业空间人

员和设备的安全；并能随着工作面的

推进，推动刮板输送机、采煤机以及

完成自移，是当今最重要的煤炭综采

支护设备。液压支架的工作原理则是

矿山机械专业方向的本科生必须重点

掌握的基础知识之一。 

在CDIO工程教育理念下，将液压

支架工作原理的内容转化为一个工程

设计实例来开展教学，以设计开发人

员的角度去进行思考学习，其具体教

学过程可以概括如下： 

1）构思（C），首先应当让学生

明确液压支架在井下综采工作面的支

护作用，了解其支护和推移功能，进

而构建其整个动作过程； 

2）设计（D），将液压支架的工

作过程进一步分解设计，可分为升架、

降架、推移输送机和移架等四个主要

动作； 

3）实现（I），液压支架的动作

主要依靠液压控制系统控制不同的液

压缸来实现，重点掌握液压支架的关

键液压元件和基本功能回路，能够画

出液压支架基本架型的液压系统原理

图，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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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顶梁；2—立柱；3—输送机；4—底座；5—推移液压缸；6—安全阀； 

7—液控单向阀；8，9—操纵阀；10—乳化液泵站 

图 1 液压支架液压系统原理图 

 

4）运作（O），让学生扩展性地

学习液压支架的控制方式、操作规程

等相关运行维护知识，并对学习过程

进行总结，分析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教学案例二：带式输送机选型设

计  带式输送机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

的散状物料运输设备，具有运量大、

运距长，可连续输送，易于集中控制

等优点，主要应用于煤炭、冶金、建

材、港口、化工及物流等行业。尤其

是在煤炭工业中，带式输送机使用最

为广泛，可用于采区顺槽、采区上下

山、主要运输平巷、主斜井以及地面

选煤厂等原煤运输环节，是煤炭生产

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带式输送机

的选型设计也是矿山机械课程中需要

学生重点学习的教学内容之一，其从

根本上决定了在运行过程中带式输送

机是否能够高效、经济、安全、可靠

地完成运输任务，具有举足轻重的作

用。 

通过对带式输送机的设计计算，

还能进一步加深学生对带式输送机结

构、原理、性能及运行维护等知识的

认识与理解；并且它还是矿山机械专

业学生本科阶段不可多得的工程设计

实训环节。 

教材设计实例如下： 

某矿用井下下运带式输送机，其铺

设倾角β=-9°，运输距离L=400 m，

运输生产率A=500 t/h，煤的最大块度

αmax=300 m。试对该带式输送机进行

选型设计。 

考虑到带式输送机选型设计本身

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工程设计问题，

其设计流程和项目教学过程是完全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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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因而可以很好地体现CDIO工程

教育理念，其具体教学过程如下。 

1）构思（C）：利用所给定的设计

参数和基本运输条件，构思带式输送

机设计草案，注意煤矿井下的设备安

装环境，对井下空间狭小、空气潮湿、

煤尘瓦斯、防爆安全等隐含条件都应

予以充分考虑，并从经济性、安全性

和技术性等多方面去评估、确定方案。 

2）设计（D）：根据设计草案，进

一步具体规划带式输送机的运行路

线，驱动装置位置、数量和布置形式，

拉紧装置的位置及拉紧方式等。经过

综合考虑，该带式输送机采用了适用

井下下运环境的S形缠绕、双滚筒头部

驱动和机尾部拉紧的布置方式，带式

输送机系统布置简图如图2所示。 

 

图 2 带式输送机系统布置图 

 

3）实现（I）：根据摩擦传动条

件，按照逐点张力法计算张力，并利

用输送带垂度条件进行校核，进而获

得相关设计参数并进行设备选型。 

4）运作（O）：根据选型计算结

果，绘制零部件图及系统总图，并编

制相关技术文件。此外，还需撰写总

结报告，向教师及其他学生展示设计

图纸，说明设计流程与步骤，并讨论

设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不足。 

经过带式输送机选型设计的项目

教学，完成井下下运带式输送机的选

型设计，部分设计参数如表1所示。 

4 结语 

矿山机械课程中引入CDIO项目教

学理念，将专业知识的传授过程项目

化，教师、学生的教学活动角色化，

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

模拟项目执行的过程中高效地完成知

识的学习与能力的培养。笔者经过近

几年的课堂教学实践，获得良好的教

学效果。但矿山机械CDIO教学改革是

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取得初步

成效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

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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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选型设计部分参数 

 

1）作为一门专业课，矿山机械一

般开设在本科四年级上学期，学生考

研与就业问题突出，相关活动容易干

扰正常的教学活动，影响课程知识的

系统性与完整性； 

2）学生缺乏项目或产品的开发经

验，项目教学流程较为陌生，需要一

段时间去熟悉与适应； 

3）传统的课程考试或考查手段已

不能适应CDIO工程教学模式，课程相

关的考核与评价体系亟待建立。 

对于以上不足之处，将认真思考，

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为

高质量的矿山机械工程技术人才的培

养打下坚实的基础。 

 

 

（来源：2017年第14期《中国教育技术装备》）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承载着传播知识、传播思

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 

人民教师无上光荣，每个教师都要珍惜这份光荣，爱惜这份职业，严格要求

自己，不断完善自己。 

做老师就要执着于教书育人，有热爱教育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坚守。 

教育投入要更多向教师倾斜，不断提高教师待遇。 

提高教师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让广大教师享有应有的社会声望。 

对教师队伍中存在的问题，要坚决依法依纪予以严惩。 

 

——摘自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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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科技竞赛的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机制 

通信学院  张小红 

 

摘要：为了改进电子信息类培养方案，根据实践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要求，提出了电子

信息类阶梯型多维度的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机制，围绕一系列科技竞赛创新实践活动，建立以

科技创新实践活动为主体的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体系，构建了“以赛促学，以学促教，教学

相长 ”的思想理念，结合本科导师制，建立多梯度多维度的大学科技竞赛不断线的创新实

践能力培养模式。通过与以往培养效果相比较，学生在基础分析、综合应用、工程设计和技

术创新等能力方面都有所提高。 

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理念陈旧，课程设置不科学,缺乏创新能力培养要

求，导致学生创新实践能力不够，缺乏就业竞争力，不能满足社会对创新人才的

需求。因此，需要建立大学生创新培养机制，激发学生创新精神、开拓学生综合

素质，提高学生基础分析、综合应用、工程设计和技术创新等能力。  

近年来，在高等教育中许多学者开始对高等教育中的创新能力培养进行研

究。哈佛大学教学以学生为中心，采取案例式和启发式教学多种教学方法,注重

学生的思考过程，通过分组讨论和争辩，探寻更好的答案,而不是只注重结论；

武汉理工大学物流工程学院依托课外科技创新平台开展科研实践活动，通过培养

和专业指导，指导本科生基础科研素质，大学生综合创新能力。但是，从课程体

系层面展开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和研究，给出一个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的解决方

案，而在实践体系上没有深入分析，与实际的应用需求之间还有一定差距。 

本文将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需求出发，设计大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体系，

构建基于本科导师制的大学生创新实践培养机制，通过专业科技竞赛帮助、引导

大学生树立创新观念、培养实践能力，提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为有效培养创新能力打下了夯实的基础。 

1.大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体系 

本文以物联网工程专业的本科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为例，设计了大学生实践

能力培养体系。该体系包括三部分：实验与课程设计，实习以及创新与创业竞赛

实践，具体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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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验与课程设计 

实验与课程设计包括课程实验、课程设计、课程群设计、电子制作、综合实

验、开放性实验。具体包括 C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嵌入式数据库设计、Java

程序设计、Web程序设计等课程的实验和课程设计，以及模拟电子电路、数字电

子电路、单片机原理、嵌入式系统、计算机网络、WSN、RFID系统等偏硬件课程

的实验和课程设计。其时间顺序如图 2所示。 

所有实验的开设是以理论课程为基础的，每个试验的开设也为科技竞赛提供

一定的技术基础。如：C语言实验课程与课程设计主要用来讲解如何写程序，对

应的，在科技竞赛中，程序设计大赛用来检验写程序的水平，从而培养自己的自

信心。 

此外，物联网工程是软件和硬件并重的学习结构。因此，在大一阶段，开放

实验室开设 Ardunio、大二阶段开设树莓派等等实践环节，通过多动手、多接触

来初步了解物联网的概念和物联网技术，树立正确的技术路线和学习思维。 

物联网工程实践创新培养体系

综
合
实

验

课
程
实

验

课
程
设

计

电
子
制

作

实验与课程设计

课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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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计

开
放
性
试

验

实习

认
识
实

习

生
产
实

习

毕
业
实

习

物联网专业开放实验室

创新团队实验室

创新与创业竞赛实践

三
创
大

赛

电
子
设
计
竞

赛

全国
物联
网设
计竞

赛

微
软
创
新

杯

挑
战

杯

互
联
网
+

竞

赛

大学
生创
新创
业项

目

校外实习基地

校内实习基地

物联网专业实验室

电子电路实验室

嵌入式系统实验室

通信专业实验室  

图 1  物联网工程专业实践创新培养体系 

（2）实习 

实习包括金工实习、认识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金工实习在校内实习

工厂完成，认识实习、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分别在华清远见实习基地、易培德实

习基地、行知汇元实习基地、博纳通信实习基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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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过程中，将实际项目进行分解，让学生分组完成其中的每个模块，消除

实际应用需求和书本知识之间的衔接鸿沟。 

（3）创新与创业竞赛实践 

在创新创业竞赛实践中，主要包括国家、省、校级科技竞赛和项目。具体包

括：一、二年级的数学建模竞赛、电子商务“创新 、创意及创业大赛”，二年

级的程序设计大赛、微软创新杯、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申请等；三年级的物联网

设计创新大赛、互联网+大赛、挑战杯等比赛，四年级的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结

题。其时间分布如图 2所示。 

图 2  大学生实践环节时间分布图 

2.阶梯式多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机制 

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能力培养机制的建立十分有必要，在物联网工程等多专

业范围内逐步建立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机制，为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培养提供资

金、场地、教师和专业技术支持。主要是在大学四年学习中，分阶段，找方法，

将总体目标进行阶段性分解，在低年级以知识学习为主，高年级形成科技竞赛和

科技研究课题为主，通过大学生专业技能大赛、创意创业大赛、国家大学生创新

计划等一系列创新科技活动，以赛促学，以赛促教，并逐渐形成“高年级带低年

级，技术强帮弱”的良好的稳定梯队，同时有助于加强教师教学、科研与本科生

教育的工作黏度，从而建立教师的教育服务理念，构建学生与教师共同进步的学

习平台。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1          2           3           4           5        6          7       8

C语言实验 数据结构实验 数据库设计实验

Java程序设计实

验

互联网+大赛

毕业实习生产实习

模拟电子电路

实验

Web程序设计实

验

认识实习

毕
业
设

计

单片机原理实验

综
合
实

训

实
验
与
课
程
设

计

硬件综合设计

软件综合设计

RFID系统实验WSN实验

嵌入式系统实验
数字电子电路

实验

数据挖掘与数据

仓库实验

实

习

学
科
竞

赛

程序设计大赛

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与

创业”大赛 

微软创新杯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申请

物联网设计创新大赛

数学建模训练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结题

Ardunio开放实验室实践
树梅派开放实验室实践

云计算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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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四年科技实践能力培养机制将大学生创新培养分为四个阶段：准备认识

阶段、了解参与阶段、组队参赛阶段和经验总结阶段。具体见表 5，包括：准备

认识阶段主要在一年级，采用本科导师为主的向导式培养模式，学生通过论坛、

报告会等多种途径获取高年级同学的经验，通过与导师进行沟通，逐步对科技活

动加以认识，建立以本科导师制为基础的教师对学生项目培养机制。总之，在大

学四年中，建立阶梯式创新能力培养机制，可以有效调动每个同学的积极性，防

止部分同学课程与科技活动相冲突，又可以利用导师制增强本科生科学研究的持

续性。 

表 1 大学生创新培养不同阶段主要工作 

阶段名称 主要适用对象 主要参与工作 

准备认识阶段 一年级同学 
参加学校举办的数学建模比赛、英语竞赛，

听取专业大赛介绍会 

了解参与阶段 二年级同学 

参加学校的网页设计大赛等基础专业大赛，

参与高年级同学组队参加国家级别的专业

大赛 

科技竞赛和科研参与

阶段 
三年级同学 

承担国家级专业大赛的主力，在教师指导

下，较自主地完成参赛项目 

课题研究阶段 四年级同学 申请学院、学校、国家的大学生科技项目。 

近三年来，通信工程、电信工程物联网工程、电子商务等专业学生参加各种

竞赛项目，主要具体如表 6所示。通过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学生的科学研究态

度和能力有了很大幅度提升，学生可以较全面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在学习能力方面有了大幅度提升，很多同学主动自己开始学习 C 语言、Java 语

言，并开发实际的项目，真正做到了理论指导实际的作用。 

表 2  2012-2018年物联网工程专业学生参加创新竞赛项目成果 

序号 竞赛名称 
参赛学

生人数 
最高等级 

1 数学建模竞赛 30 国际三等奖 

2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18 国家一等奖 

3 大学生“创新，创意及创业”电子商务大赛 30 省一等奖 

4 微软创新杯大赛 20 国家参与奖 

5 大学生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25 国家三等奖 

6 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 35 省级项目 

7 蓝桥杯程序设计大赛 50 国家一等奖 

8 互联网+大赛 10 学校一等奖 

9 “皮赛杯”信息技术创新大赛 10 国家一等奖 



《教师教学参考》                             2018 年第 7 期  总第 54 期 

 23 

      

图 3 西安科技大学 2017年毕业生月工资水平 

 

通过图 3可以看出，2017届西安科技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月工资为 4856元，

IT 类的学生普遍高于学校平均水平，由于物联网工程专业采用多阶梯多维度的

实践创新能力培养模式，其就业平均月为 6867元，高出全校平均水平 2000多元，

多名同学年薪能在 20万元左右。 

 

图 4  2018年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各专业考研上线率 

在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8 年考研初试成绩公布后，物联网工程专业毕业

生 59人，17人高于复试分数线，上线率达到 28%，远高于学院其他专业。 

总之，基于科技竞赛的多梯度多维度的创新能力培养机制改变了学生高分低

能的大学生尴尬的状态，运用该机制后，通过组队参加竞赛，不仅提高了学生研

究能力和水平，而且增强了获取信息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为学生综合素质的得

到了大幅度提高，能够很好地满足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要求。同时，该方法对其

他专业的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可以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和借鉴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