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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颖的创新实践场所——“实学创新工坊”建设

陆顺寿， 曹其新
(上海交通大学工程训练中心，上海200240)

摘 要：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的培养是当前我国高等院校一项首要任务，如何为高校学生提供一个适合

他们开展科技创新的实践场所显得尤为重要。“实学创新工坊”以创新实践内容和改革实践方法为建

设理念，为在校大学生搭建一个较为理想的自主创新平台，通过创新设计与实践制作不断提高他们的科

技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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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an Innovation and Practice Site

——“P．ractical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Workshop’’

LU Shun—shou， CAO Qi-xin

(Engineering Training Center，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0，China)

Abstract：Hi—tech innovation capacity training is the primary duty of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The provision of a

suitable place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practi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Innovating

practice content and reforming practice method are the idea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Practical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Workshop”．It is to build a more ideal platform for independent innov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bility by innovative design and practical production．
’

Key words：innovative and practice site；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innovation workshop

0 引 言

实践教学是高等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当代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特别是对理工科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的培养，具有

其它课程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建设应该始终以创新人才培养为主要目标，着力打造

出适合学生自主创新的实践平台¨。1。工程训练中心

为了满足学生科技创新能力培养的需要，按照学校教

学改革的总体发展规划，将原来的工程训练中心逐步

向工程实践与创新中心转变，在转型过程中十分重视

大学生科技创新场所的建设，规划建设了一个适合大

学生使用的自主实践创新场所，为他们选用各种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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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而实用的仪器设备、机床及各类工具，能够让学生

自己动手将他们的创新思想和创造发明能够得以实

现，将设计图形变为实物，最后制作出的各种科技作品

能够在实际中得到应用，在国内、国际各类科技竞赛中

取得优异成绩。更为重要的是为学生将来走上社会从

事科学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1 建设理念

工程实践教学应该突破传统的工程实训范畴，要

求知识、素质、能力协调发展，突出工程实践创新教育。

“实学创新工坊”建设就是为了改革以往的实践教学

体系，探索新的培养目标和培养理念，对接国家卓越工

程师培养计划和学校国际化办学思路，以培养学生工

程设计能力、动手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为核心，建设多

层次、模块化、多学科综合的实践教学体系。营造“以

学生为主体”的开放式实践教学环境与运行机制，创

建新的工程科技实践教学环境，引进较为先进的适合

学生使用需要的仪器、装备。以“大工程为背景”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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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理念，培养新一代创新人才。

现代科学技术高速发展，要求工程科技人才必须

是多面手，现在培养的工科类学生应如何从工程师向

具有新知识、高素质和能力强的创造者和创新者转变，

实践教学应该紧跟时代需求，着力打造新颖开放式自

主实践创新平台。让学生有一个锻炼成长的地方。

“实学创新工坊”为他们搭建了一个展示创新才华的

“舞台”，学生自己可以自由“唱戏”，把想象变为实物。

深化工程实践教学改革，探索由工程训练发展为工程

创新的课程改革模式，按照“大工程为背景”的教育理

念，改革实践教学评价体系(包括老师对学生及学生

对老师的评价标准)，探索保障学生学习的自主权，发

扬他们创造性学习精神，不断提高我国高等学校培养

创新人才的世界竞争力。

1．1转变教学模式

传统的实践教学通常是让大学生接触工程中所用

到的一些最基本的常识．感受工程技术的具体应用，学

习简单操作各类仪器、设备和机床。实践教学场所的

建设也往往只考虑到满足一般学生的实习要求。仪

器、设备和机床的配置通常也以常规为主．有的仪器设

备甚至只能由老师对学生进行现场示范教学，不让学

生自己动手操作，影响了实践教学的效果，使学生失去

了宝贵的实践动手机会。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从2008

年起，在实践教育中转变教学方式，以机械与动力学

院、电子信息学院为改革的切人点，以学院的需求为主

要抓手，设置与课程实验形成互补的通识工程创新性

实验⋯1．大力推进以“实学创新工坊”为引导的工程

实践大平台建设，同时不断加强对外合作与交流，积极

探索国际化人，r联台培养模式．如与机械与动力学院

以及上海交通大学与美国密西根联合学院共同培养科

技创新人才。利用中心较为先进的硬件设施和场地，

组织一些技术经验丰富的老师参与指导学生参加国内

外各类科技竞赛活动的制作及参与学生毕业设计指

导。“实学创新l：坊”还提供课程实习，为研究生开展

科研1二作提供方便，协助他们按时顺利完成毕业论文。

1．2硬件配置

实现“大工程为背景”下的实践教学，培养在校大

学牛的科技创新精神，不断提高他们的工程意识和实

际动手能力，工程训练中心要适应形势发展需要，从功

能上逐步转变为工程实践与创新中心，因此急需搭建

一个适合大学生自主创新的实践平台“。“实学创新

工坊”的建设就是为了改变以往的不足，为学生创造

一个良好的工程科技实践环境，提供合适的实践场所

和设备．培养在校大学生的动手能力、沟通能力和团队

合作能力。营造的工程科技探索氛围。

有适宜的环境．较为先进的机床、设备和齐全的各

类器材，充足的备品备件，使得学生在该场所内方便地

开展各种科技活动。人性化的建设理念和周到的考

虑，使他们可以腾出更多时间，把精力集中在创新设计

与制作上。为了方便学生使用．按照功能定位同时规

划建设了“实学创新工坊1”和“实学创新工坊2”。

“实学创新工坊1”(见图1)的实践加工区内配置了一

些小型的加工机床，如车床、数控铣床、钻床等，主要提

供给学生自主进行一般机械零件的加工。钳工操作区

配备了一些常用的手动工具和切割金属用的电动工具

等。旁边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师生交流室”，配置了电

脑，网络设备和挂壁式液晶电视，便于教师与同学、同

学与同学之间进行技术交流。“实学创新工坊2”(见

图2)按照开放式实验室的形式进行规划建设，实践环

境的布局，既考虑到教师能够面对面与同学进行近距

离的教学和指导．学生又可自主在内进行科技作品的

装配和调试。工具摆放分门别类，标记一目了然，要求

学生用完后，物放原位，养成规范化工作的良好习惯。

为了真正做到向学生课外开放，采用电子门锁与门禁

卡系毕，方傅学十自ft!件一使用和k最管砰

产创新1．匀

幽2头罕刨耕上功2

2特色与效果

“实学创新工坊”是工程训练中心新建的一个具

有一定特色的开放性实验室，作为大学生工程技术实

践和参加课外科技创新实践活动的重要场所，它为学

生进行创新实践、竞赛活动、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科学

研究提供了优良的环境．是我校学生开展课外科技创

新活动的重要平台。“实学创新工坊”承担r全校学

生科技创新实践专门项日和教学培养计划中的教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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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任务，同时也是学生课外进行自主科技实践与制作

的地方。谢友柏院士每周利用“实学创新工坊”开设

“创新设计”课程，更是深受广大学生的欢迎。

2．1特色

“开放”、“安全”、“方便”是“实学创新工坊”建设

的目标和特色，面向全校本科生、研究生和教师开放使

用，同时提供环境安全的实践条件以及各类较为先进

齐全的软硬件。在创新实学工坊里，学生可以进行各

种工程实践活动，激发学生对科学研究的冲动和兴趣，

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提高学生创新意识、发现和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自我管理能力、自我表达能力及团队

合作精神“⋯⋯。
2．2效果

我们充分利用“实学创新工坊”中的场地和设备，

开设创意设计课程，组织和参加国内外高水平大学生

竞赛活动，如海峡两岸机器人大赛和IDC等。2010年

8月工程训练中心利用上海举办世界博览会的契机，

争取到IDC Robocon2010的举办权。1DC是英语

International Design Contest的缩写，国内称为大学生机

器人设计国际交流赛。来自美国MIT、日本东京工业

大学、英国剑桥大学、韩国首尔大学、法国和中国等8

个国家lO所著名大学的学生与上海交通大学和清华

大学的学生混合组队，这些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肤色和

不同文化的大学生所组成的设计制作小组，通过两周

时间针对同样命题共同讨论、设计与制作参赛机器人

(见图3)。

图3制作现场

最后完成的参赛机器人在世博会城市馆内进行比

赛表演(见图4)。与其他比赛不同，参赛队不分国籍

和学校，以不同颜色命名，抽签组成红、黄、绿和紫色等

13个队，每队5名学生，强调不同国家的文化交流、发

挥团队合作，充分展示大家想象力及共同设计和制作

能力。整个设计、制作及比赛过程全部对外开放，给大

学生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通过这次活动，国际

知名大学之间相互介绍了在培养创新精英人才综合素

质与实践能力方面的经验，加强了与国际名牌顶级大

学在大学生实践教学方面的经验交流。在提高我校工

程训练中心的国际知名度的同时，也加快了工程训练

中心向工程实践与创新中心角色转变的步伐。

图4比赛现场

3成果与展望

工程训练中心是学校本科教学的基础实践大平

台，在教育部世行贷款“高等教育发展”项目和学校

“21l工程”、“985工程”项目支持下，经过10年的建

设和发展，有了一定的规模和良好的基础。

3．1成果

现在工程训练中心实践教学分不同层次，有基础

实践课程、选修实践课程、工程探究课、学生课外科技

活动、科技竞赛及科学研究等。目前，实践教学课程覆

盖全校16个学院，43个系，除了传统工科院系外，并

扩展到生命、农学、药学、理学、媒体与设计等文、理、

医、农学科．每年有5000多名校内外学生在中心进行

各种工程实践训练，在学校创新人才培养中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一引。

近年来中心重视转变教学观念．紧紧围绕创新人

才培养，创建一流的工程实践训练基地的目标，在改革

实践教学课程体系、实践课程建设与更新、实践教学环

境改造、实践教学设备改善、管理体制改革和实践教学

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实学创

新工坊”的建设在学校创新人才培养中已经发挥了积

极作用，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好评。工程训练中心的

建设成果具有明显的特色和．在国内高校中有一定的

示范和辐射作用，几年来．有100多所高校和单位来中

心参观和学习。

3．2展望

扩大和深化“实学创新工坊”的建设，探索出一套

科学，合理的实验室开放运行机制和管理方法，使我校

在工程技术创新人才的培养理念、培养模式以及实践

教学内容等方面有质的飞跃和发展．通过层次递进，相

互交融，质量控制，重视个性化和特长培养来推进“实

学创新工坊”的建设和发展。以工程创新人才培养、

全面提升本科生优良工程综合素质为目标，发展“知

识探究”、“能力建设”和“素质养成”三位一体的创新

人才培养理念，精心设计和构建以大工程为背景，以学

生为主体的多学科综合性工程实践创新教学平分”1。
(下转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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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基础上，锻炼学生进行创新性思

维的能力，经过学生们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本次试验也

获得了预期的效果。

4结 语

图2设计性实验方案

利用城市轨道交通行车组织实验，使学生熟悉行

车岗位工作以及与其它相关人员的配合，从全局的观

念出发去掌握轨道交通运行组织的理念与方法。通过

创新实验的锻炼学生掌握一定的城市轨道交通行车组

织能力，达到此次创新实验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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