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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信息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信息技术在各行各业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把信息化技术引入高

校的实验室安全管理中，不仅是一种新的发展趋势，更是检验大学科研和管理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论文通过对中国高校实

验室安全管理工作的调查，论述了信息技术在准入制度建设、校园安全文化建设、危险源管控、废弃物处理等高校实验室安

全管理方面应用的趋势及信息化建设所需的技术、法律及信息安全基础。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da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all wal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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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前中国大学教育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人才的培养

已成为高等学校发展的必然趋势。实验室是开展实验教学、

理论论证、科研探索的主要场所，同时也是培养学生创新能

力、实践能力和专业水平的重要平台 [1]。随着高校越来越重

视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实验室的使用越来越频繁，人员流

动越来越大，实验的类型越来越多，风险也越来越大。因此，

在大学里，实验室的安全管理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

此背景下，可运用信息化技术进行实验室的安全管理，以保

证实验教学的安全性 [2]。

2 当前高校实验管理形式
当前，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的基本形式包括：一是把师

生作为安全管理的重点，渗透着以人为本的思想，即所谓的

“微颗粒化”；二是要时刻注意实验室环境中的不安全因素，

尽量减少不安全事故的发生，即“时实化”；三是加强对实

验室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实现全方位的监控，把风险

从源头上消灭，实现“无死角化”；四是要改变学生的安全

观念，让学生从心底里对实验室的安全工作给予高度的重

视，并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规范，形成“易开展化”。新形势

下，各高校应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加强实验室安全保障，

保障科学研究的正常开展。

3 信息化背景下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的发展趋势

3.1 信息技术推动实验管理的发展与优化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大学实验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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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工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3]。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

发展，高科技已经在各个行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例如：无

线网、苹果手机、平板电脑的普及，让学生不再受时间、地域、

外界等因素的影响，而且，学生的学习方法也不再局限于教

室、书本上，影像教学资料、音频资料都能转化为学习资料，

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增加了他们的自学能力。在学生进

入学校后，按照他们所选的专业和特定学科，制定安全教育

的内容。

安全教育内容主要有基本的安全知识和特殊的试验 

需求 [4]。安全知识包括防火、交通安全、治安管理、电梯安全、

紧急情况应急处置等。特殊实验安全要求是根据学生的专业

特性，对特殊设施的使用、危险品的处理、化学药剂的安全

放置、特殊药物的使用、细菌培养的安全、实验过程的安全、

射线设施和放射性元素的防护、化学类废弃物安全处理等知

识进行详细的学习教育，使学生满足实验要求。

大学生通过实验安全教育和模拟考试，可以掌握实验规

范的要求，老师可以根据学生的成绩来判断学生的安全知

识，并将信息技术应用于各院系，让学校能够及时掌握学生

的安全意识。

3.2 信息化使实验室准入制度的建立变得方便
实验室进入系统是对学生进行安全训练和模拟测试的扩

展。学校通过收集学生的安全测试结果，建立了一个实验室

进入系统。高校学生必须取得实验室的许可，方可进入实验

室进行试验。通过对考试的审查，保证学生的安全教育。

3.3 信息化技术有利于加强实验室安全的根源监管
目前，中国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除了要建立安全教

育和培训系统，还要建设网上采购平台。目前，中国高等

学校实验室的质量管理不仅是建设化学安全教学与训练的

体系，还建立了在线购买网站 [5]。目前，南京大学、武汉大

学、清华大学等许多院校都已经建设起了自己的化学药品网

上购买平台，学校和学生可以经过对企业诚信的评估、对产

品质量的评估等，使企业加入学校的平台上。老师和学生在

化学材料的管理平台上，根据所要求的化学材料和产品的型

号，参考各个企业的价格，选定最适宜的化工产品；供应商

根据买家的订货，进行包装。因为购买的整个过程都是在网

络平台完成的，所以各高校可以在中介机构设置审核程序，

对其进行全程监督。为了简化过程，供应商可以采用定期的

定人和结算方式，使其更加便捷和有效。高校安全质量检验

单位，运用信息化手段，从源头上摸清各实验室化学产品采

购清单和化学药剂使用状况，从而控制实验室内所需化学产

品的安全来源。

过去，学校都是实行化工产品的统一采购，必须要有一

个仓库来储存。在信息化的影响下，学校以控制的身份进行

管理，从源头上对药品进行安全审核、确认，确保了化工产

品的品质。利用管理平台进行采购，达到了零库存，节省了

资金，有效避免了长期储存化学品的危险。

3.4 信息技术对实验室安全管理的意义
通过对学校的危险源、数量、责任人、存放地点、使用

情况、废弃物处置情况等进行信息收集和分析，准确掌握学

校的危险类物品的存放情况、使用状况和使用场所，对危险

系数进行安全评估与分析，从而确保校园安全。

举个例子，武汉大学成立了国家辐射防护系统，登记并

备案了校区内的放射性同位素与辐射装置。收录放射性同位

素与辐射设备的生产厂家、生产日期、半衰期、责任人、数量、

保存范围等资料，为放射安全管理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将射

线设备的电子芯片与信息资源库相连，学校使用该设备的，

须持学校资料卡进行实名制登记，该仪器将师生所在学科、

设备使用日期、使用场所等信息，以保证仪器能在安全范围

使用，从源头上对其进行监控。

3.5 信息技术在实时监管中作用
多米诺骨牌效应，事故的前因后果一目了然。人的不安

全因素，有其自身的经验、环境、仪器的故障、生理特性等。

要消除人的不安全行为，就需要对事物的不安全状况进行控

制，从而防止意外。

信息化技术的运用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监控设备、

报警设备与移动电话、电脑等终端之间的无线网络连接，可

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监控实验室的状况，并能及时发现和

阻止人为违规行为。所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可以提前察

觉到危险的苗头。资讯监控设备也能帮助稽查员追踪实验室

的危险事件。该设备能够精确地记录事故发生的时间和过

程，为后续的调查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3.6 信息化技术可协助处理实验废弃物
估算试验废弃物的种类和数量是信息技术安全功能的扩

展。因为高质量的化学物质是在网上买到的，所以可以精确

地了解到采购的时间和药物的类型。根据材料平衡定律，学

校校方可以估计出化学物质的种类和性质。比如，一个实验

室生产的废水，经常会采购大量的有机溶剂，但如果报告的

是少量的废水，那么这个实验室就会出现不准确的数据，或

者是非法的。材料平衡方法需要考虑到产物的化学特性，所

以只能作为一个辅助工具来使用。

4 实验室安全管理信息化建设基础
4.1 以“大数据”为基础的后台支持

对海量数据进行记录、收集、筛选、共享、分析、得出

结论，并实施信息化管理，必须有强有力的信息技术支撑。

以实验室安全检查系统为例：实验室关联创建该系统，之后

由管理员或者监督员发布安全检查任务，随后系统指派安全

专家检查，检查完之后督察员上传检查记录，管理员审核检

查内容。实验室负责人进行整改并上传整改记录，学院管理

员审阅整改记录，通过之后生成检查报告及整改报告，最后

存档及下发报告，该流程如图 1 及图 2 所示。移动终端配套

使用，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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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指派检查任务流程图

图 2 随机检查流程图

图 3 实验室安全检查系统移动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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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系统还在化工产品网上采购管理平台中扮演

着重要角色：搜索引擎可以方便地查找所需的化学品；可清

楚地显示当前化工产品的采购状况；供货商、师生可以方便

地进行统计和结算；学校的管理人员可以获取学校的化学品

使用量、使用地点等资料，并对其进行分析，得出哪些单位

使用的化学品多，哪些单位购买的次数多，这些信息对实验

室的安全管理和安全评价有很大的帮助。

4.2 以法律、法规为依据的制度支撑
在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中运用信息化技术，需要建立健

全的安全管理体系和运行机制。对于运用信息化技术进行实

验室安全管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为了保证数据的科学

性、准确性和可分析性以及有效地进行走势预测，必须在高

校的安全管理体系中建立一个信息系统，对所收集的信息进

行筛选，设定相应的参数，从而实现对高校实验室的安全

管理。

4.3 以保护隐私为目的的信息安全
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信息安全和隐私权的保护提出了新的

要求，信息外泄会造成学生的个人信息外泄、科研数据外泄，

甚至涉及机密信息被盗用等严重后果。因此，在实施信息化

技术之前，如何保障学生和学生的隐私。信息安全不仅仅是

技术层面的问题，它涉及政策、法规、管理、标准、技术等

多个层面，是一个系统工程。

5 结语
信息化给人类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在大学

实验室安全管理中运用信息化技术已成为大学发展的必然

趋势，也成为衡量大学教学科研水平和管理水准的重要标

志。利用高速计算对海量数据进行收集、筛选和分析，与单

纯依赖人力进行安全管理的传统安全管理方式相比，信息化

可以提供更全面、更直观的数据分析，使以前难以想象的可

能性成为可能。通过对高校实验室的信息化建设，可以有效

地提升实验室的安全管理和工作效率，从而实现对实验室的

全面、广泛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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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校园安全管理问题是现阶段备受关注和重视的一大重点问题，大多数学生因为缺乏社会阅历因此危险感知能力、风
险评估能力和预警能力都普遍相对较弱。在这样的背景下学生很容易会做出错误的判断，面临着较大的安全风险，而网络技术、

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飞速推广与普及为校园安全问题的解决提供的新的思路和方法，论文也将目光集中于此，讨论了如

何利用智能化技术构建智慧校园，提高校园安全管理能力，更好地保障校园安全。

Abstract: Campus safety management is a major issue that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at this stage, most students are lack of 
social experience, so their risk perception ability, risk assessment ability and early warning ability are generally relatively weak. 

In this context of students it is easy to make wrong judgment, facing greater security risks, and network technolog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omputer technology rapid promotion and popularization for campus security problems solution provides new ideas 

and method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is, discusses how to use intelligent technology to build intelligent campus, improve the campus 

security management ability, to ensure the security of campus.

关键词：校园安全；智慧校园；安全管理

Keywords: campus safety; smart campus; safety management

DOI: 10.12346/sde.v4i9.7130

1 引言
教育问题一直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对于社会发展

和学生发展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而校园安全管理工作则是

校园各项工作开展的重要基础，但是就现阶段来看，校园安

全管理工作在实践落实的过程当中仍旧存在着较多的欠缺

和不足，智慧化自动化水平相对偏低，还需要做出进一步的

优化和调整，而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网络技术的推广和普及

以及电子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完善无疑为校园安全管理优化

提供了更多的帮助和保障，相关院校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构

建智慧校园，提高校园安全管理能力，减少校园安全事故的

出现，保障校园安全。

2 人员安全管理
提及校园安全管理，监控系统优化是首要环节也是重点

环节，监控系统的建设可以实现动态实时监测，及时发现校

园当中的不安全因素，并加以解决，是强化校园安全管理的

重要措施。就现阶段来看，大多数院校都已经安装了电子监

控设备，但是监控的区域和监控的重点往往有所不同，电子

监控系统建设并不完善，还需要做出优化。一般情况下，结

合院校的各项工作需求，在校园监控系统建设和优化的过程

当中主要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问题如图 1 所示。

分层管理，明确主次矛盾和管理重点

定期综合评估做出相应调整

监控信息共享，提高时效性

图 1 校园管理中人员安全管理重点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中央监控室的纽带作用，辐射整个

校园，建立起完善的校园安全防范体系。在校园监控系统建

设和优化的过程当中应当坚持网线和专线相结合、主控和分

控相结合、可视和红外相结合、管理和监督相结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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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满足不同时间段不同情况下的监控需求，

实现分层管理分区域管理。一般情况下，在校园监控系统建

设和优化的过程当中，可以从一级防范和二级防范两个角度

来展开分析做出相应的技术防范，这为了更好地监控学生流

动量相对较大的区域，及时的预警问题 [1]。例如，在校园的

路面、交叉口、楼梯、电梯、出入口等这些区域人流量相对

较大，属于安全问题频出的重点区域，因此需要重点防范，

列为一级防控区域，加强监控。除此之外，在校园教学楼、

实验楼、财务室等相关部门应当列为二级防范，也需要重点

监控，尤其是实验室和财务室，实验室在化学实验开展的过

程当中很容易会因为各种因素影响危及学生人身安全，而

财务安全问题同样也是校园安全管理中十分重要的一项内

容。在此之后，相关院校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分析次级监控 

区域 [2]。通过分级设置分层管理的方式，落实监控，有主有

次，避免监控区域过多过杂，导致在监控过程当中没有重点，

欠缺科学性有效性和准确性的问题出现，落实侦测、排查以

及预警、反应等相应工作。

其次，在监控系统建设和完善的过程当中需要汇总各时

间段各区域的安全参数，定期进行综合评估。一方面调整监

控级别，明确监控重点，因为在不同时期监控的需求以及监

控的侧重点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因此需要紧跟实际需求做出

针对性调节。另外一方面通过对各个区域各个时间段治安信

息的动态观察以及相应数据的有效分析可以落实针对性的

防范工作。

最后，监控系统的建立应当与网络系统相连接，这样可

以为监控数据的快速传达提供更多的帮助和保障，提高安全

管理的时效性与科学性 [3]。

3 固定资产安全管理
校园安全管理工作在实践落实的过程当中除了需要考量

学生和教师的人身安全以外，固定资产的安全也是需要保障

的，作为教育工作实践落实的重要物质基础，固定资产的安

全管理对于各项教育活动的顺利开展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

响，针对固定资产的安全管理，如图 2 所示，相关院校可以

从以下几点着手落实。

首先，需要引入智能感知系统，通过 RFID、二维码、

无线传感、视频监控等技术的有效应用。实时地采集校园当

中各项固定资产的状态信息，尤其是正在运行设备的信息。

一方面，可以更好地保障固定资产的财产安全，避免固定资

产丢失等现有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监测相应机械设备的

状态信息可以及时地发现机械设备的故障问题，并及时地加

以处理，可以有效地避免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和物质损坏，也

可以较好地保障机械设备的使用安全 [4]。

其次，相关院校需要建立出相应的报警系统，设置限定

数值，根据不同设备的实际运行情况、运行需求确立预警数

值，一旦设备运行过程当中数值超过了预警数值则及时地发

动预警，进而让相关工作人员及时地做出反应，对问题进行

有效处理，保证设施设备使用的安全性。

最后，还需要建立出相应的网络资源系统，连接感知系

统和信息输入系统以及预警系统，让相关教师和学生更好地

了解校园内部资源都有哪些，明确哪些资源可以用于教学或

学习当中，将资源的效益最大化，为教育工作赋能，为后续

其他业务开展提供更多的助力和保障 [5]。

数据资源
库

报警
系统

智能感
知系统

图 2 固定资产安全智能管理重点

4 服务安全管理
在大型院校尤其是高校当中学生的生活学习都是在学校

中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基于学生的生活需求，校园需要开

放各种设施以及场所，为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提供更多的便

捷 [6]，如超市物品购买、食堂餐饮以及校车服务等，这也是

智慧校园构建的主攻方向，同样也是安全管理工作实践落实

过程当中需要考量的重点问题，针对服务安全管理，可以从

以下几点着手做出优化和调整，合理应用智能化技术做出

调整。

首先，相关院校可以引入人脸识别系统，通过人脸 3D

信息绑定银行卡的方式，为学生和教师提供更多的便捷。让

学生们在购买物品或是享受各种校园提供服务的过程当中

更加高效，人脸识别系统作为一种身份识别系统，可以通过

有效地优化和调整兼容支付系统。一方面，可以更好地保障

校园内部学生的人身安全，避免不法分子混入校园，做好人

员分流。另一方面，在为学生提供服务的过程当中，可以更

加便捷，减少不必要的时间浪费 [7]。

其次，人脸识别系统在院校大多数服务和管理中都可以

实现大范围应用，但是考量到技术发展以及学生的安全问

题，人脸识别系统不能作为校园安全管理的唯一身份识别手

段，在大型考试或大型活动当中，为了更好地保障学生的人

身安全以及学生的合法权益，还需要引入其他身份识别方

式，更好地识别身份信息，例如在学费支付以及专业测试等

环节都需要在人脸识别的基础上引入能够代表个人身份的

证件，落实管理工作。

最后，考量到院校到主要工作内容包含教学、教研和管

理服务，在智慧校园构建的过程当中也需要建立相应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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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共享平台、智慧教室录播课、在线教研、远程授课、校

园综合管理平台、智慧图书馆等相应的应用系统。这些应用

系统的建立，一方面是为各项业务的开展提供更多的便捷可

帮助 [8]。另外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对系统的数据监测和实时监

控及时发现安全问题和安全隐患加以处理。通过信息共享的

方式，提高校园安全管理的时效性与科学性。

5 信息安全管理
因为教育需求以及学生考试需求，校园需要掌握学生的

个人信息，而这些信息如果不加强管理造成信息泄露很容易

会危及学生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尤其是在以信息技术、

网络技术和电子技术构建智慧校园的过程中信息应用的频

率变得更高 [9]。这虽然从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校园安全管理的

能力，便捷了校园工作的开展，提高校园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但是也从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信息泄露的风险，因此建立相应

的安全系统是十分必要的，相关院校需要重视起校园安保系

统的建设，如图 3 所示相关院校具体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

展开。

责任机制
权设设定

图 3 信息安全管理要点

首先，校园需要确立出完善的责任机制，将责任落实到

人头，明确不同工作人员主要负责的工作内容、工作方向与

工作重点，让相关工作人员关注和重视学生个人信息以及校

园各项业务开展信息的保护，避免信息泄露或者是因为操作

不当导致的信息泄漏问题。

其次，相关院校在校园系统以及校园平台构建的过程当

中需要设置相应的信息库，并且明确不同工作人员的工作权

限，根据不同工作人员的工作内容、工作方向、工作重点以

及工作需求开放信息系统权限。例如，面向学生的信息查阅

权限则在应当是以园各项图书资源、实验器材资源信息为

主。而面向教师的则可以提供学生的学业信息以及学生的基

础信息，例如学生的年龄、学生在学习领域上获得的证书和

奖励等。通过这种方法一方面为相关工作人员提供更多的信

息参考与借鉴，也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让各项工作

顺利落实与实践当中，同时也避免了信息资源过多过杂，导

致工作人员在收集整合的过程当中较为烦琐，需要花费的时

间相对较长 [10]。智慧校园总体架构如图 4 所示。

最后，考量到人员流动问题，校园对于各部门工作人员

开放的信息权限也需要有一定的时间限制或地域限制，一旦

工作人员登录设备超出了某一个物理范围或者是超出了时

间范围，工作人员则无法登录到相应的信息系统查阅信息，

进而更好的保障信息安全。

图 4 智慧校园架构总体示意图

6 结语
校园安全管理工作的质量提升可以为校园教育质量的提

高奠定良好的基础和保障，而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智慧化技

术的融入可以通过构建智慧化校园的方式更好地提高安全管

理的时效性、科学性和针对性，需要引起关注和重视。从人

员安全、固定资产安全、服务安全以及信息安全等多个角度

共同着手，构建智慧校园，提高校园安全管理的能力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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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融入专业教学的班级建设方案设计与撰写

——以 2021 级演艺高级 1班为例

Design and Writing of Class Construction Scheme Based on Integration of Professional Teaching

—Taking Class 1, Senior Performing Arts Class 2021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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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班级建设方案对于班级的发展与管理至关重要，而技工院校的专业众多，专业特点也较为鲜明。如何将专业教学

与建班育人工作相互融通，达到相辅相成的目的，是充分发挥技工教育特色、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措施。笔者根

据中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思想社会主义为指导，对班级建设方案的内容进行了梳理，针对方

案的制定前提、制定基础、制定要素等方面进行了设计与撰写。同时，笔者结合所带的 2021 级演艺高级 1 班为样例，以演艺

设备安装与调试专业人才培养为导向，就演艺专业班级建设方案中的特色亮点与成果收获作了梳理与分析。

Abstract: The class construction scheme is crucial to th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the class, and there are many majors 

in techn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ith distinctive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How to integrate professional teaching and 

class building and education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complementing each other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chnical education and cultivate high-quality technical talents.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guided by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the author combed the contents of the class construction plan, designed and wrote the plan in terms of its formulation premise, 

formulation basis, formulation elements, etc. At the same time, the author combed and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 highlights and 

achievements in the class construction plan of the performing arts specialty, taking class 1, senior performing arts class 2021 as an 

example and taking the training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in the installation and commissioning of performing arts equipment as a guide.

关键词：班级建设；演艺专业；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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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

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第五条最新修订内容）。”作为一名技工院校的班主任，是

肩负和承载着这项光荣和使命的，怎样培养学生、为谁培养

学生、培养什么样的学生，是否培养出高素质技能人才尤为

重要。因此，一套完整且适合的班级建设方案能够为其指明

一定的方向。

班级建设方案是班主任依照立德树人要求，基于班级情

况，对班级建设目标、内容、方法、过程等内容做出的总体

部署与具体安排，是体现班主任教育管理、教书育人理念与

智慧的行动计划书，是班级建设活动的“时间表”“路线

图”“工作任务书”以及“蓝图”。论文解析如何完成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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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班级建设方案的设计与撰写，并以现行的演艺设备安装

与调试专业高级工班级建设方案为案例，对其中的特色亮点

部分进行成果分析。

2 制定前提
班级建设方案的设计与制定必须以建班育人政策精神、

法律法规为前提，深入掌握教育学等学科知识，使班级建

设方案的设计符合学生认知过程和身心健康发展规律，保

证方案的制定是合法、合理、合情的，且具有较强的实际 

操行性 [1]。

2.1 学习政策法规精神，把握实质要求
作为一名技工院校的班主任，需要深入学习相关政策及

法律法规，如《关于加强中等职业学校班主任工作的意见》

《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大纲》以及《习近平对职业教育工作作

出重要指示》等文件。把握国家对于人才培养的实质要求，

保证班级建设方案的合理性。

2.2 掌握教育理论，梳理教育理念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

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我们知道，任务事物都有其

客观规律，教育同样如此。因此，教育理论对班主任科学从

事教育实践方面起着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经过对教育理论

的不断学习及思考，化为自己建班育人的智慧，明确知道自

己要成为什么样的教师，培养什么样的人，自己的教育主张

是什么，梳理出自己的教育理念，这样才能设计出具有灵魂

的班级建设方案。

3 制定基础
3.1 学习人才培养方案，认清专业要求

相比于中小学而言，技工院校的专业众多，这便需要每

一类专业班级的班主任要深入思考，详细了解本专业所培养

的目标是什么，这类专业学生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素养、

具有什么样的技术技能水平，这样才能够使自己的班级建设

方案设计得更加聚焦、可操作性。

3.2 梳理专业培养目标，掌握清晰逻辑
在熟悉专业培养目标后，需要以培养目标为导向，认清

班级建设的思路，在对班级情况、学生特点、专业特点等内

容的充分了解基础上，以目标为核心，梳理班级建设内容、

措施、活动载体等，使班级建设内容和方法有效支撑班级建

设的目标。

4 制定要素
制定要素指班级建设方案在设计与制定中都需要哪些基

本要素。以演艺专业的班级建设方案为例，笔者认为在设计

和制定班级建设方案时，应包含有以下模块，即指导思想、

班级情况分析、班级建设目标、班级建设内容、建设特色与

亮点五大板块。

4.1 指导思想
指导思想是做班级建设方案的重要依据。一方面，应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围绕立

德树人要求，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另一方面，

参照国家政策文件、学校办学理念、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等

内容。

4.2 班级情况分析
需要了解每一名学生入学时的家庭背景、身心健康、个

性特征、学业基础等信息 [2]，掌握班级建设及育人过程中可

能遇到的困难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完成班级学生基本情况表，

并对表中的信息进行整理和分析。同时，在前期与学生沟通时，

也要有所发现，如发现其 QQ、微信的签名、抖音动态视频等，

将网络作为我们搜集学生重点信息的重要渠道。

4.3 班级建设目标
班级建设目标需要注意两个维度：一是班级建设目标需

要与学生培养目标相结合；二是长远目标要和阶段性目标相

结合。需要明确，班级建设目标是每名学生培养目标的综合

体现，最终是为学生培养目标服务的，而阶段性目标是为实

现长远目标而制定的。

4.4 班级建设内容与措施
班级建设内容主要包含理想信念教育、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校企共育等，结合学校专业

特色，应包含专业发展历史教育等内容。在明确建设内容后，

应有适合的教育手段和教育方法，符合教育客观以及学生身

心健康成长等规律，最后，以可操作性的实际活动为载体得

以完成建设内容和建设目标的达成 [3]。

4.5 建设特色与亮点
班级建设方案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应结合班主任的文化

素养、育人理念、专业特点等方面突出特色与亮点。具体主

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4.5.1 创新的育人模式及方法
创新的育人方式能够给学生留有深刻且美好的印象和体

验，能够让学生乐于参与其中，具有更强的获得感。

4.5.2 将专业特色融入建设方案
充分考虑专业的基本情况，深入挖掘专业特色，将专业

与班级建设相互融合，开发出具有专业特色的班级活动，提

升学生参与度，加强学生学习专业的兴趣。

4.5.3 提高建班育人模式的可借鉴性
一份设计合理，重点突出，规范完整，内容全面、详略

得当的班级建设方案，能够有效指导班级建设。同时，它也

是一个风向标，帮助我们了解班级、了解学生、清晰思路的

重要举措，是指引我们从初心出发，直至完成使命的蓝图。

5 演艺设备安装与调试专业高级工班级建设
方案案例分析

演艺专业班级建设方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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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以新形势下的各项

职业教育文件精神为指引 [2]。掌握演艺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内

容，分析笔者所教的 2021 级演艺高级 1 班 23 名学生的基本

情况，从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等四个

建设任务出发，以紧扣精神文化建设的主题进行教室环境布

置及班徽班旗等设计，在建立具有班级特色的班规和制度后

进行行为文化的建设，规定日常行为，由此进一步促进班级

精神文化的提炼与建设。另外，结合于专业特点，组织开展

具有本专业独特的班级日常活动，做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的使命。

本班级专业建设方案的特色与亮点主要表现在班级建设

内容和实施途径方面，主要包含有专业晨读、班级活动、校

企共育等三个部分。

5.1 开展专业晨读活动，提升班级学生专业学习兴

趣，营造专业学习氛围
仔细分析了学生入学前所填写的班级学生情况信息统计

表，发现班级大部分学生选择就读于本校的演艺设备安装与

调试专业主要是对演出活动有着很强的兴趣，也喜欢专业的

舞台演出设备，甚至还有些同学是音响的“发烧友”。得知

班级学生特点后，在本班班级建设方案设计时，便准备利用

并发挥好每天 20 分钟的晨读活动，将其与演艺专业特点进

行有效结合，听取演艺专业教师和企业专家意见后，开发出

了“专业晨读”活动。大家结合演艺专业课程学习及校外实

践内容进行主讲，主要以舞台灯光和音响设备应用、舞台剧

灯光设备分析、演唱会设备分类、国内外设备对比等内容为

主，并以 PPT 图文并茂的形式进行讲解，提升班级学生搜索、

过滤、总结专业知识及制作 PPT 的能力。通过专业晨读活动，

大家能够自觉地形成约束力和执行力，这正是职业院校学生

所缺少的。

5.2 开展班级特色活动，发挥专业技能优势，提升

专业实际应用水平
演艺专业是作为演出文化传播的实现载体，负责现场演

出的舞台灯光和音响设备控制。结合演艺专业高级工人才培

养方案中的重要内容，结合学校专业实际条件，负责学校演

艺大厅的日常维护及演出任务，并建立了工作小组，分别制

定了每周值班的同学及工作量，具体工作由各小组组长负

责。主要完成校园文化节、大型会议、话剧排练、合唱演出、

联欢会等活动的灯光、音响操作等工作。使同学们在一次次

的校园演出中丰富自己的专业技能，具备解决现场复杂情况

的专业能力及心理承受能力。

5.3 开展企业演出项目实践活动，落实演艺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提升学生爱党爱国、为国奉献的热情
根据《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等文件精神，深入

思考作为一名演艺专业班主任，应如何贯彻和落实要求。制

定班级建设方案时，将充分考虑学校专业平台和校企合作资

源，德技并修，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技能培养融合统一。

同时借助演艺专业特点，将与演艺专业校企合作单位共同

承担具有红色意义的大型活动作为载体，提升学生们爱党爱

国、为国奉献的热情。

2019 年 10 月 1 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庆典系列活动在北京天安门隆重举行。为了能够让班级学生

们切身感受现场氛围，发扬学生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

精神，以专业技能的形式为祖国的 70 岁生日献礼。演艺专

业校企合作单位承办了本次庆典活动的演出工作，经与校企

合作单位商议，决定选派演艺专业班级学生参与现场演出工

作。在 10 月 1 日当天，演艺专业班级学生以饱满的激情、

默契的配合，出色地完成了本次大型庆典活动的演出技术服

务保障工作，成了天安门广场上第一个完成工作任务的团

队，用自己的行动为祖国庆生，为国庆献礼。

2021 年 7 月 1 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

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过去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交

出了一份优异的试卷。演艺专业的校企合作单位承办了本次

活动的技术保障工作，为带领班级学生切身感受这一神圣而

又庄严的盛典，演艺专业再次与校企合作单位进行深入对

接，与企业一同参与到 7 万多观礼台的技术志愿服务工作当

中，学生们在现场听着习近平总书记对大家的谆谆嘱托和殷

切希望，使大家坚定不移地传承红色基因，继续推进革命前

辈们所开创的伟大事业，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而接续

奋斗。

6 结语
习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向我们提出了新时代的新要求，再

次提醒我们落脚“人”的发展，赋能学生发展价值的最大化，

这对我们班主任工作和自我实现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班

级管理工作是一门学问，更是一门艺术，面对于这项复杂、

有趣的工作，我们需要对其进行深入思考，理解教书育人的

意义和体验做教师工作的乐趣，设计和制定出合理、可行的

班级建设方案，并扎扎实实开展建班育人工作，不负于为党

育才为国育人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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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普通高中音乐课程具有鲜明素质教育鲜明的大众性和普及性的特点，是面向全体学生的一门必修课。正因为音乐

艺术的特殊性，我们在欣赏教学时就不能将其作为独立的文学文体去教，而应站在学科角度去探究欣赏教学，促进教学“对话”。

论文从目标、内容、程序以及策略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Abstract: The music course of ordinary high school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stinctive quality educ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which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all students. Because of the particularity of music art, we can not teach it as an independent literary 

style when appreciating the teaching, but should explore the appreciation of the tea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scipline, and 

promote the teaching “dialogue”.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aspects of objectives, content, procedures and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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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音乐是人类最具普遍性和感染力的艺术形式之一，是人

类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审美活动的一种，必然有

所条件，需要一个与现实中断的审美环境、蕴含审美信息的

客体以及具有审美能力的主体。音乐作品的欣赏接受过程，

亦为在审美环境中，客体作品之“音”与主体人之“心”的

相映共生的过程。

2 兴趣产生原因

2.1 因“学习”而“兴趣”

高中阶段的学生似乎是“兴趣饥渴症”和“兴趣寡淡症”

的结合，即他们对自己遇到的一切都有兴趣，但最初的激情

往往很快消失殆尽。具体而言，并不是音乐理解无趣，而是

许多教学没有让学生体验到音乐理解的乐趣，遁入“了解不

够导致兴趣不足——兴趣不足无法加深进一步的了解”的死

循环。首先让学生放弃对获得音乐欣赏“兴趣”的执念，单

纯地去做并不特别讨厌但看上去富有挑战的事，或者让学生

尝试少有人做但看上去有意义的事。这样调整顺序，不依赖

兴趣作为先决条件，试着从“有兴趣再开始努力做事”到“先

努力做事再在努力的过程中获得乐趣和热爱”。这一点与“音

乐课程标准”中“过程与方法”维度目标的追求不谋而合。

从教学的角度来说，只重视结果而轻视过程与方法的教学获

得的只是形而上的捷径。

2.2 因“浸润”而“兴趣”

以上不以兴趣为先决条件的叙述，并不否认兴趣在音乐

欣赏教学中的功能和重要意义。教学中尽量设计教学方法使

学生全身心地投入所做的事情里面，不借助枯燥、生涩的解

说，而用充沛的情感和良性的心理体验激发兴趣的方式对于

音乐欣赏教学具有更普遍的参考价值。“音乐课程标准”中

“过程与方法”维度目标细化的体验目标是很好的佐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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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是身体性活动与直接经验而产生的情感和意识。音乐艺

术“非语义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音乐欣赏教学的方式。

低龄学生的聆听往往是表面的、直感的，很难产生审美的“深

刻的感觉”。对于音乐课程来说，音乐教育多体现深入的隐

形效应，过程即目标的课堂更符合“新课改”的理念要求。

“会学音乐”好过“学会音乐”，并有利于学生的终身学习

和在音乐上的可持续发展。

2.3 因“互动”而“兴趣”

音乐欣赏教学中，教师单向教学的效率往往较低，教学

中尝试增加互动，变单向的信息流动为双向的信息演绎，或

者变纯粹的知识获取为技能上的操练的方式有助于教学的

展开。新旧课程观指导下，音乐教学中显露的“参与—接

受”“探索—传授”“个人—合作”三对矛盾，并非二元对立、

非此即彼的，彼此不可偏废。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学生的

感受、体验往往来自学生自身参与的具体动作。因此，在进

行赏析活动时，可以预先编排好与音乐素材有关的律动，然

后运用到课堂中，让每个人都能做出表达自己的动作设计，

以此来作为激发学生感性体验的有效手段。当老师让学生自

己参与到音乐活动中来时，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玩”，他

们的求生天赋、创造力，尤其是感知能力都会得到激发，兴

趣也因这种形式的“互动”在学生心中滋长。

3 培养策略

3.1 加强聆听体验，培养音乐感受

要加强聆听体验，应从培养“音乐之耳”、培养良好的

听觉习惯、积累听觉经验、培养音乐的感受力、想象力、理

解力和创作力，从而提高对音乐的分析描述、评价音乐及音

乐表演的鉴赏水平。欣赏音乐，必须具备感受音高、音强、

音值、音色四中音乐声音特性的能力以及感受节奏、旋律、

和声、速度、力度、调式、肢体等音乐要素变化的能力，具

备从整体上感受音乐理解音乐的能力。培养和发展音乐感知

能力的最根本的途径，是在音乐艺术领域不断实践和体验。

聆听，要深入音乐的意境中去理解和记忆，这种特征与心理

学上的识记原理是一致的。在心理学上，采用信息加工理论

说明识记的过程，认为识记的过程就是编码的过程，对同一

识记材料，用不同的方式来进行编码，可以得到不一样的识

记效果，也就是说，在识记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各种分析

器的作用，把看、读、写、听结合起来，才能达到更好的学

习效果，完成识记的任务。此外，心理学家还发现，听力的

瞬间记忆比视觉要长。

3.2 消除理解障碍，指导聆听方法

音乐欣赏的理解障碍主要有几个方面。首先，欣赏主体

片面追求以明确的概念性、视觉性内容理解音乐的误区，用

类似文学化、美术化的方式试图解说音乐，以乐曲解说为核

心的欣赏教学方式强化了上述误区。其次，不了解音乐表现

机制与理解音乐的基础，不能选取适当的方式进行音乐理

解。最后，不熟悉音乐理解活动的基本特征，音乐内容的理

解是主观、模糊、不确定和多解的，追求理解的标准化和具

象化是违反音乐本质规律的。

本课题主要选取“联觉对应”“经验对应”两种主要教

学策略对高中音乐欣赏“音心对映”教学进行适应性教学理

论的探讨。

“联觉对应”作为教学策略一种，首当其冲应了解何为

“联觉”，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卷》的有关条文，

联觉是“各种感觉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沟通”也有理解为“从

一中感觉引起另一种感觉的心理活动”[1]，或者说是以好几

种感觉去接受刺激物的能力。首先，之所以选择“联觉对应”，

联觉发生在感官层次上，且是在所有人身上表现出来的普遍

反映。比如因听觉声音的高低往往会产生视觉亮暗的感觉。

其次，联觉现象是广泛存在的，日常语言中存在着大量跨

感觉系统的描述词，即高低、强弱、亮暗、清浊、锐钝等，

这些词都有迁移到描述音乐的可能并且有的广泛实现了。最

后，联觉是音乐音响与其表现对象之间对应关系的关键。人

们希望以多种感觉去感受诉诸单一感觉艺术，联觉在审美上

起到了扩展心理空间、增强艺术感染力的重要作用。

“经验对应”包括学生在欣赏音乐从个体经验出发产生

的联想和想象，这两种方式在音乐欣赏审美体验阶段发挥重

要作用。音乐对客观世界的描绘，直接呈示出来的只是一种

声音形象，只有通过欣赏者借助联想和想象的经验对应，才

能在头脑中把声音转化为一种客观世界的形象和意境。教师

在欣赏教学时可以引导学生遵循欣赏内容想象内容尝试想

象作曲家的意图，也可以在以上的基础上增添感受，展开想

象主动参与到作品的内容中。或者随音乐进行，进入经验对

应，然后用语言、文字、色彩、图画等尝试脱离作品提供的

情境尝试富有创造性地进行欣赏。

“直接对应”是经验对应的特殊形式，指通过使用在经

验中与表现对象具有对应关系的音响来唤起听众对表现对

象的联想，本质是音乐音响与经验的相关性。尽管“直接对

应”囿于对现实事物有限的表现力和音乐艺术本身存在的传

达与价值的距离，“这种把客观世界中的音响不加取舍地故

意模仿的能力，在音画创作上是最缺乏价值的。”[2] 但是作

为一种教学辅助手段，还是值得了解和尝试的。一方面，音

乐欣赏教学中使用“直接对应”可以还原创作者的指向性目

的；另一方面，也使学生带有趣味性地深入欣赏作品。

3.3 注重情感体验，贯穿教学环节

第一，音乐欣赏学习是音乐创作与音乐表演的接受性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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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信息的接受具有主观色彩。音乐信息是模糊的，决定

了音乐欣赏感受的模糊性质。另外欣赏主体的自身的经验、

素养等因素的影响，或者身处不同时空时的欣赏心态也有变

化，必然导致音乐欣赏具有极强的主观色彩。

第二，音乐欣赏学习对欣赏者具有情感效应。音乐信息

从功能上具有“弥散性”[3]，会对欣赏者产生生理的心理的

效应，对音乐中情感信息的认同、个体情感经验的联想等都

会诱发情感效应。

第三，音乐欣赏学习过程是一个包括感知、想象、理解

等多种心理功能的综合动态过程。以学生主动参与直接体验

音乐活动为主要形式的“参与—体验”音乐教学模式便是这

一特点的直观体现。在这一教学模式中，学生由感知出发的

情感唤起到体验、理解主导的情感深入，最后进入想象、联

想为形式的情感外化的结构序列过程。

3.4 适应学生实际，立足学段实情

高中阶段学生听觉、智力、理解、表现等能力持续增强，

对音色、和声以及音乐外在形式的兴趣日益显露，对具有丰

富表现力的乐曲具有偏好。

首先，高中音乐欣赏教学应该配合教材内容，抓住对不

同阶段的学生心理发展特点，循序渐进。逐步学会以审美的

态度来对待艺术作品，对教材收录的欣赏内容逐渐表示出自

己的意见，如“有无意思”或者“是否愿意”，并形成对风格、

表现等审美特征的知觉敏感，教学中偏爱描写青少年自己的

歌曲作品来满足自身情感需要。

其次，教育是使人成为人的必要途径，学校教育是有计

划、有目的、有组织的教学活动，并不因为追求解放学生天

性而放任自流，这种流于形式的“自由教育”只会对学生的

发展不利。高中阶段的学生对欣赏的内容完全没有价值判断

的能力，需要教师选择形式、题材、风格兼顾的优质作品教

学，从开始便定下高质量的音乐作品欣赏规范，也有的学生

开始有选择地学习、理解作品，但其对作品的判断仍不够客

观，容易对艺术音乐抵触、排斥，便需要教师引导合适的审

美趣味，帮助他们提高鉴赏水平。

最后，音乐活动要求注意力。根据心理学家的测试，人

的“注意力稳定器”只有约 11 秒。当欣赏有标题，或有情

节的音乐时，尚有可能为某种悬念所吸引，而在倾听无标题

的音乐时，往往会不经意分散于其他事物。即使集中于一部

作品，注意力也经常转移。因此教师在进行欣赏教学时，需

要多次欣赏，并且在作品主题出现处提前给学生以提醒。

4 策略何固
就目的而言，音乐欣赏教学就是让学生欣赏各式各样的

音乐作品，整个教学过程就是对音乐感悟的过程。通过教师

引导来培养学生包括对音乐要素、音乐风格、音乐情境等在

内的音乐感受力，同时使学生人格得到陶冶。高中音乐欣赏

“音心对映”教学的规范性要求必须做到：

4.1 理解“音心对映”的实质

在阅读、分析前人研究基础之上，笔者认为音乐欣赏“音

心对映”就是“存在于音乐审美活动中，人对包含有情感体

验倾向的音乐作品进行的感性直觉。”因此，“音心对映”

既要达到通过把握音乐作品的表现意图强化人的审美体验

的目的，又要实现提升音乐审美素质增进音乐意义理解的双

向功能。实质所在，就是音乐欣赏中的感情绪问题。“音心

对映”的争论触及诸如音乐审美中的主客体关系、音乐形式

与内容、音乐的存在方式等音乐美学的重要内容，进一步思

考和讨论的潜在性尤为重要。相比论之，从“心”如何外化

为“音”是音乐音响符号与人的情态原型的抽象关系的问题，

“音”在欣赏过程中为何能激发人的内在情感及由“音”动

“心”是音乐音响符号与人情态原型的“异质同构”、共谐

共振的音乐审美主客关系等。论文旨在研究“音心对映”教

学应用研究，对另外涉及的深层辨析，将另做研究，再次不

做过多赘述。“音心对映”的效果即接受者对音乐内容的接

受程度需要加以讨论。也就是说，接受者究竟对音乐信息产

生授受关系取得良好的对映还是没有正确理解抑或根本曲

解作曲家的创作意图才是值得注意的。

4.2 了解音乐学习“半衰期”

“半衰期”原为物理学概念，指放射性元素中半数原子

核发生衰变所需时间。半衰期与衰变成反比。将学习中的事

情用收益和半衰期事物比率来看，学习音乐属于低收益高半

衰期的事情。它的效应可以累积叠加，成为未来完整人格的

基石。现在的音乐学习教学现状是，尽管频频有“综合素质

考核”“艺术进中考”等兼顾艺术素养发展的要求，考试成

绩仍然是教育行政部门检测有效教学的唯一客观标准。可音

乐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很多“效益”是无法用具体数据来测

评的。艺术特别是音乐素养的积累可谓是“慢功出细活”，

特别强调“日积月累”的，音乐艺术的特殊性，在急功近利

的心态下，最终导致偏废。因此，需要将“音心对映”应用

到教学中，选择合适策略，欣赏经典音乐作品。经典作品最

接近事物本质，所以会引起大多数人的共谐共振，并具有重

要意义。

4.3 走进“欣赏”的世界

在高中阶段进行“音心对映”教学，还必须情关注教学

过程的效率以及教学效果，并考察教学效果与学校音乐教育

目标的符合程度。笔者选题期间，就有导师对本课题研究的

论点与论域相关性作出质疑，认为“音心对映”本是形而上

意义的存在，就其合理性是否存在不说，单说其是否有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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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音乐教学可行性？学生是否能理解“音心对映”？如何

让高中阶段的学生做到“音心对映”？便是引起怀疑之处。

笔者私以为，音乐艺术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学生不必做到“音

心对映”。在音乐中追求明确的概念性、视觉性内容，用文

学化、美术化的方式欣赏音乐是一个误区，以解说为核心的

音乐普及方式强化了无趣的存在。音乐艺术基本特征决定普

通欣赏者没有完全的必要“懂”音乐，何况高中阶段的学生。

可难道所谓音乐美学的研究不就没有意义了？通过音乐表

现的机制与理解音乐的基础研究可知，作曲家、欣赏者分别

通过联觉、直接对应或者经验感受等形式组织、体验音乐作

品。那么教学中便可借由这些形式形成策略，帮助高中阶段

的学生逐步“懂”音乐。再者，音乐内容的理解是主观、模糊、

不确定和多解的，由此得知学生在音乐教学中的理解是无所

谓“对”的，在欣赏过程中的体验、个人感受重于理解作曲家、

教材编者抑或施教者的意图。

5 结语

从教学的层面分析以理解、运用、规范的方式来持续稳

固高中音乐欣赏教学实践中“音心对映”的诸多策略，才能

对策略的执行予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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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工科”是中国工程教育对国家重大战略的积极响应，

主要解决国家和产业的重大战略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需

求问题，需要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具有行业竞争力和领导力的

卓越工程人才 [1]。随着全球能源问题的进一步加剧，能源问

题将会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控制因素。与此同时，新能

源的不断发展开发，太阳能、风能、智能电网对应的发电、

电动汽车和移动式设备等产业也迅猛发展，能源技术和消费

革命不断升级，储能产业已经成为国家能源和社会发展的重

要需求，使得该领域的人才需求呈现井喷式增长。

随着大规模储能技术成为国家战略，备受国家各部委重

视，储能的战略地位提到了空前高度。2020 年，教育部、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提出拟增设储能技术本科专业、二

级学科和交叉学科以满足“碳中和、碳达峰”背景下的人才

缺口，建设一批储能技术产教融合的创新平台，推动储能技

术关键环节的研究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形成一批重点技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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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和标准，有效推动能源革命和能源互联网的发展 [2]。

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属综合型工科专业，由于专业属多

学科交叉，特色鲜明。为培养高端技术人才加强科学思维、

完善知识体系、应用能力的拓展，同时加强与行业企业对接，

实现学有所用，推行协同育人机制，使专业人才更好地适应

新技术、新产业发展需要 [3]。

2 课程建设探索——优化课程体系
沈阳工程学院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服务可再生能源发电、

电力系统及节能环保等行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

握储能装置开发、储能系统规划和运行管理等专业知识，具

备能源动力、自动化、电气电子等广泛专业背景的实践技能，

能够有效解决复杂工程问题，有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与创新

意识，毕业后在本行业从事储能材料、储能器件、储能系统

的设计、制造和运维等方面工作的高级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

因此，在人才培养方案设置、专业课程体系构建过程中，人

才培养应同产业发展相匹配，专业课程设置，尤其是核心课

程设置应注重新工科特色，突出“碳中和、碳达峰”的新能

源内涵，强化储能技术应用、发展的学科方向。如储能材料

基础与应用、储能系统设计、储能工程经济性评估、储能系

统安全管理、储能与综合能源系统、能源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氢能技术及应用、新能源汽车等课程的设置引导学生重点掌

握热 / 电 / 化学能 / 机械能 / 辐射能等常见能量形式的储存与

转化原理、能源材料、光电器件、储能技术等核心知识体系。

与此同时，本科教学团队各教师应结合核心课程设置，将国

际前沿的科技进展、教师自己的科研实况、团队科研成果融

入本科教学中，培养学生系统性思维方式和创新能力。

以“需求”为导向组建课程体系，强调课程内容的“意

义建构”，课程体系的“网状结构”。一方面，要强调理论

基础和个性差异，做好储能技术应用相关的知识储备，同时

结合课程思政，积淀人文素养；另一方面，面向“碳中和、

碳达峰”大背景，开展产学合作，培养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

“新工科”理念主要倡导重实践、跨学科，创新创业教

育需融入人才培养过程；加强与企业合作，通过产学合作，

将理论课程融入实践课堂中，培养适应新产业发展要求的应

用型人才。

2.1 专业—课程—平台建设理论框架构建

专业建设是高等学校最重要的教学建设之一。是高等学

校优化结构、体现特色、提高质量、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根本

性任务。人才培养平台、科技创新平台是学科专业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教学团队和科研团队建设是学科建设、专业建

设的关键，这四项建设的水平、质量和状态，不仅决定高校

的办学类型、层次和特色，而且对高校的发展具有基础性和

全局性的影响，已成为影响高校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

力的关键因素。

课程内容组织方式实行课程模块化。将模块化课程体系

分为三个层面，即宏观、中观、微观。宏观模块包括人文素

养模块、专业基础模块、专业应用模块。中观层面的课程模

块是专业课程模块，主要包括专业基础模块、储能装置开发

能力模块、储能系统设计能力模块、运维与管理能力模块、

专业综合能力模块、拓展能力模块。根据专业培养目标，确

定每一专业方向的教学重点，在不同的专业方向开发相对独

立的课程模块。微观层面的课程模块主要指课程教学目标中

的关键能力所需的知识进行模块化，使课程内容精简、结构

清晰，课程前后承接合理。

2.2 “专业—平台—团队”

一体化建设的内涵在于以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的成

果为目标，坚持把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平台建设、团队建

设统筹规划、系统推进、协同发展。

为了主动适应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全面进步对高技能人

才培养的新要求，“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依托“碳中和，

碳达峰”的大背景，结合自身的学科特色和发展基础，集中

力量根据学科布局谋划专业建设，以平台建设为依托，以团

队建设为核心，使教学平台、科研平台、教学团队、科研团

队优势互补、全力支撑专业的建设与发展。

3 以学生就业为导向
“就业导向型”是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以职

业定位为基础，培养具有综合职业素质专业人才的人才培养

模式。社会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判断依据来源于毕业生在就业

市场的竞争力以及未来职业发展的综合素养。对于应用型本

科院校来说，“就业导向型”人才培养模式对于学校的发

展举足轻重，也成为应用型本科院校本科评估的一个重要

指标。

以职业能力为导向主要是“就业导向型”的进一步细化，

而职业能力可以细化到具体某个岗位的具体需求，兼顾学生

未来发展需要。随着新产业的不断发展、人才市场需求也在

不断变化，从就业需求出发，对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承接、

教学内容、实践教学体系等根据企业需求随时进行相应的调

整和改革。

3.1 以职业能力为导向构建课程体系

有利于学生快速就业，实现职业发展首要目标。应用型

本科教育课程要有人文社会科学通识教育课程模块，再结合

专业课程、数学与自然科学类两个模块，组建理论教学课程

体系。而实践课程要融入以上四个课程模块，前后承接、并

贯穿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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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体系

先根据学生培养目标，通过行业和企业调研，分析典型

工作任务所需的理论知识和技能，将典型工作加以归纳，整

合形成行动领域。

3.3 基于行业需求的课程设计模式

基于行业需求这种课程设计的学习理念，目的是让学生

走出象牙塔，熟悉职业环境，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解决工作实

际问题，有利于学生个人的职业生涯设计和个人发展规划，

使学生在学校就能够对行业有一定的了解，能够对个人职业

加以规划。将企业实习纳入课程模块，实现了普通高等教育

和职业教育的融合，同时可以根据产业发展、市场需求、社

会发展的需求及时调整、完善课程改革。

3.4 专业建设与项目并重的课程组织模式

以任务为中心、以项目的实施工作过程为中心、以专业

知识为中心的课程内容组织，提出技术学科与项目并重的课

程内容组织理念。

3.5 模块化课程内容组织方式

将模块化课程体系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宏

观课程包括基本素质模块、专业基础模块、专业应用模块；

中观层面的课程模块是专业课程模块，根据专业培养目标，

确定每一专业方向的教学重点，在不同的专业方向开发相对

独立的课程模块；微观层面的课程模块是指一门课程的模

块，根据课程教学目标中的关键能力所需的知识进行模块

化，使整个课程内容精简，结构清晰。

3.6 以“需求”为导向来组建课程体系

强调课程内容的“意义建构”，课程体系的“网状结构”。

专业建设要从实践教学、职业资格认证、课外创新设计活动

中来构建，实践教学体系要从实践教学目标体系开始，构建

实践教学内容体系、教学管理体系、支撑保障体系，从而形

成实践教学的完整体系。实践教学的内容主体是实验、实训、

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也包括职业资格考试和课外创

新设计活动），实践体系构建要充分考虑校企合作，与企业

需求紧密结合，真正做到学为所用。

4 依托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开展课程体系构建
在校企合作大环境下，“就业导向型”人才培养的实践

教学体系，依托产教结合模式和工学结合模式，能够让学生

除了夯实理论基础之外，进一步强化实践技能，对于提升大

学生就业竞争力来讲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学校与校外企业

开展合作，最直接的目标是让学生毕业之际直接进入企业实

习发展，在此过程中，企业也可以吸纳和利用大批人才，缓

解用人危机。而高校依照既定的人才培养方案，通过与企业

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实现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在校学

生和毕业生能够获得更多元化且丰富的实习就业岗位和机

会。校企合作背景下，还能够为毕业生提供专业定向的就业

资源和就业信息，培养学生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和沟通能力，

在广泛接触社会和多行业人群之后，学生的职场经历也会日

益丰富，帮助他们强化自身的就业意识和协作意识，增强了

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校企合作模式的搭建带来的最大优势是具备了一个可以

进行共享的资源平台，对于企业来说，校企合作是潜在的人

才资源库，有利于企业进行宏观规划、实施人才战略。对于

高校来讲，通过产学合作协同育人建设高水平专业化产教融

合实训基地，校企合作可以依托产学合作协同育人平台进行

专项人才培养，培养支撑产业发展、改善民生、提升竞争力

所需要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应用型人才。这种类似“订

单式”培养模式不仅可以大大节省企业人才培养的成本，同

时其培养效果要远高于市场方式的人才培养机制；其次学校

高层次的科技人才，依托校企合作平台也可搭建企业与高校

教师的合作沟通渠道，加速高水平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同

时为企业发展提供了高水平科技“外脑”，一方面能够有效

弥补企业科技人才缺乏的短板、另一方面高校科研团队能够

更清楚了解行业需求，科研团队成果应用目标更明晰。

新工科背景下产学研“多元融合”育人模式以知识广、

能力强、素质高的复合型卓越工程人才培养为目标，产学研

遵循互惠互利、资源共享的基本原则，以合作主体深度协同

为切入点，坚持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严格按照客观规

律来育人，同时着力于人才培养的实践性、科学性、创新性、

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发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积极探索

新工科建设下高度开放、深度协同、多元融合的产学研协同

育人模式。

因此，课程体系构建要反映企业和行业的最新需求，课

程要突出工程特色和实践环节。在体系构建上要以企业需求

为出发点，明确在企业中相关职位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能

力，形成与企业同步的课程体系，毕业生能够有效地解决企

业中的实际工程问题。优化工科课程体系，实现教学与企业

需求的有效衔接。

开展产学合作协同育人模式，共建实验平台，进一步深

化产教融合，通过课程构建及教学改革研究，提升专业人才

培养质量为核心的“产学一体”任务化教学，将教、学、产、

创相结合相融通，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提升学生学习效果

与实际操作能力，如图 1 所示。对比传统教学，开展产学合

作协同育人将全力提高专业服务产业的能力，以校内实训室

作为技术服务平台，发挥专业设备、技术与人才优势，与校

外实训基地合作，实现专业建设、职业能力培养、合作企业

多方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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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以需求为导向构建课程体系，进行课程体系优化，革新

教学管理运行机制，推行先进的教育思想和理念。培养具有

良好的专业储备和人文素养，掌握本专业必备的专业知识与

技能，具有较强的工作能力，以适应未来储能产业领域的需

求。推行产学育人协同合作，结合专业相关科技成果产业化

路径，推动校企合作、协同育人、促进就业、合作发展，形

成可推广的课程建设教学改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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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产学合作协同育人模式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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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面对当前职业技术教育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笔者所

在学校的摄影摄像技术专业坚持正确的育人方向，以“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为宗旨，秉承立德树人的职业技术教育理念，结合本专业现

状、学生的特点及行业人才需求，根据“立足首都政治文化

中心，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创新文化建设要求，对接

首都文化创意产业，面向数字多媒体与广告、影视制作公司、

互联网站、影楼等行业企业，摄影师、修图师、摄像师、剪

辑师等岗位（群），从事摄影、图像处理、摄像、视频剪辑、

短视频拍摄与制作等工作，具有遵纪守法、敬业爱岗、诚实

守信，具备团队协作、自主学习、创新创业及服务意识、交

流沟通能力等职业素养的高素质劳动者和应用型中（高）级

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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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摄像技术专业依据专业特色，创新了本专业“校企

合作、项目带动”的人才培养模式，通过“项目化”课程体

系构建设立专业核心课程，依托校企合作单位，实现用企业

真实项目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的设计思路，带动项目化课程

改革，培养摄影专业人才。

2 摄影摄像技术专业强化项目化教学与创新
研究的原因

根据国家教育部职成司《中等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

有关要求，结合目前摄影行业、企业的发展需要，突出校企

合作职业教育特色，笔者所在学校的摄影摄像技术专业制定

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明确的培养目标定位使得本专业教学

要以项目化教学本质为导向，以企业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学

生职业能力培养为导向，以创新创业意识为导向的导向性教

学改革成为专业建设和学科建设的核心工作。

2.1 摄影摄像技术专业特质对项目化教学的要求
现阶段中等职业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正在由高技能型人才

向人文见长的复合型职业人转变。在此大背景下，笔者所在

学校不断促进专业结构优化和办学特色培育，提升专业人才

培养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度。按照首都“四个中心”

城市战略定位，坚持专业建设与产业需求对接，深化专业建

设内涵，增强专业核心竞争力，坚持产教融合办学 [1]。笔者

所在学校摄影摄像技术专业所属课程包括摄影、摄影布光、

短片创作、影视后期合成等。除基本的摄影器材、影像设

备的运用等专业基础知识学习和操作技能掌握之外，更重要

的是聚焦于摄影拍摄技能运用在商业活动范畴中以及岗位

知识、工作流程能力等实践能力的培养，因此将企业的真

实项目引入课堂，在真实的工作情境中提升摄影岗位综合

实操技能和职业素养，是该专业学生形成职业能力的必要 

支撑。

2.2 面临就业压力的学生对项目化教学新的诉求
在中国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专业课中，实训课程是面向

学生开设的核心教学单元，不仅是专业发展的关键所在，更

直接关乎学生今后离校择业能否顺利从业上岗。而每年的毕

业季，学校都面临着分配困难、学生从业单位难对口等难题。

目前，很多兄弟院校的摄影摄像技术专业或相关专业的课程

仍然采用传统的课程建设方式，致使课程过于偏离知识而且

脱离实践的问题凸显，导致学生对本专业的某些学科理论知

识掌握欠缺，实际操作技巧薄弱，摄影设备与器材操作技术

与商业活动拍摄需求融合不够，降低了学生对自己所学专业

的认同感与自信心。为此，必须根据摄影摄像技术专业的特

质，更新教学模式及理念，加强项目化课堂教学改革工作的

力度和教学研究，以充分满足广大学生追求专业技能的愿景

与渴望，巩固摄影摄像技术专业在中国的教育地位，这对于

本专业的长足和发展将会有所裨益 [2]。

2.3 摄影课程教学模式的现状分析
目前，中国影视相关专业的教学大多数是借鉴国外的办

学经验，并结合中国的国情，形成了由理论课教室、专业实

训室、理实一体化教室、企业实训基地等构成的专业教学体

系。但是，不少同类院校该专业的教学模式与方法单一，与

本专业的理论知识结合不够紧密。通过调研发现，目前已经

出现了许多企业非常需要聘用人才，却找不到恰当的人选，

而大部分学生在毕业后无法找到从事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

这些问题产生原因主要是由于学生在实训室所学习的基本

技能和专业岗位所需要的职业技能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为

此，要真正做到培养高技术素质、高水平技能的人才，就必

须结合企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等实际需要，依据职

业能力形成规律，构建项目课程为主体的项目化教学课程体

系。使学生将自己在校期间所学的知识与企业项目实际操作

更好地紧密结合，做到校企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有效地增

强育人的效果。这样我们才能够最终改善技能型人才的培养

质量。但目前，很多中等职业学校都很难做到这点。

3 摄影摄像技术专业实施项目化教学与创新
研究的原则

职业教育的项目化教学组织策略与文化课和理论知识课

截然不同，其核心目的在于促进学生独立思考，通过自己动

手操作，做好由菜鸟阶段逐步过渡到专业技术型人才的初期

准备。在摄影摄像技术专业中开展项目化教学研究，构建思

路是依据学生对该专业技术应用能力形成的规律，结合实际

岗位工作过程中对教学模式的要求，提出在“校企对接、项

目引领”的环境下，以“四个导向”为实践类教学的多元化

设计与大胆创新。

3.1 以企业真实项目为载体，使师生完全融入行业

情境
在笔者所在学校与校企合作单位共同进行人才培养过程

中，本专业与合作单位共同开发了短视频拍摄与制作、静物

摄影及图像处理、栏目拍摄与制作等 7 门一体化课程。并将

自然风光摄影、商业静物摄影、产品宣传片拍摄与制作等

21 个真实的代表性工作任务转化为项目化教学内容在本专

业进行教学 [3]。

例如，笔者所在学校在中级工层级开设了静物摄影及图

像处理课程，属专业核心课程。根据课程要求，结合工作实

践中的典型任务，笔者所在学校与校企合作单位共同设计每

个学习任务，实现理实一体化。在项目进程中，强化学生拍

摄技能、岗位操作标准，锻炼了学生合作与探究意识，有效

促进师生互动，突出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提升学生综合职

业能力。项目实施结束，还聘请企业人员对作品进行打分、

点评和专业分析，从而最终使学生们在实战中接近甚至达到

了企业用人基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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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辅，突出导向性、交互

式教学特质
在中国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偏重对专业学科知

识的系统灌输与知识传授，专业理论上的实践应用能力、创

新能力等培养都有所欠缺的严重问题。项目化教学模式采取

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做引导，凸显交互式教学特质的改革方

针。结合笔者所在学校摄影摄像技术专业的学生特点，在实

际教学过程中发现，执行项目化教学可以充分发挥中国中职

学生学习的主观和能动性，提高自主探究式学习的积极性和

学习动机，提高其学习的成效，促进课教结合。

以静物摄影及图像处理课程中一个项目为例，为校企合

作单位拍摄景泰蓝瓷器。课前，教师发布学习任务，完成静

物摄影的布光方法、拍摄技巧的自主学习，对本次的拍摄方

案进行构思。课中，各小组探讨出瓷器拍摄方案，由企业

人员对拍摄方案审核点评，合格的小组可以进行产品样片

拍摄，由教师进行技术指导，通过课堂共学进入实施环节。

最后，由企业代表对学生参与项目的全流程进行点评，并提

出改进意见，使学生们在全过程的参与中认识到了项目的全

貌，了解到自己所要面对的问题和岗位业务范畴，对今后此

类项目的拍摄流程有所了解和掌握 [4]。

4 摄影摄像技术专业项目化教学的课程实施
在进行项目化教学实施过程中，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实

时地根据课堂教学效果的反馈情况，及时调节和完善教学活

动的各个要素，确保课堂教学的预期效果。下面我以景泰蓝

瓷器拍摄的教学过程作为案例，从项目化教学过程中的五个

步骤入手来设计项目化教学环节，确保课程的有效执行，保

障达成学习目标的顺利实现。

4.1 任务阶段
教师在实训前一周将本次拍摄任务的微课资源上传至线

上教学平台——学习通，并布置课前学习任务和设置课前引

导问题。

课堂上，学生代表扮演摄影总监与企业人员相互交流任

务信息，随后总监发布任务。学生对照工作页中的岗位职责

进行分工，分配好布光组、拍摄组成员。

4.2 计划阶段
学生结合课前学习的静物摄影布光技巧和拍摄方法案

例，以小组讨论的形式探讨景泰蓝瓷器拍摄的布光方法，画

出布光方案图；明确构图方法，设定相机参数、完成场景布

置，制定布光及拍摄方案。小组代表汇报方案。教师点评方

案，引导学生明确项目的评价标准，做好拍摄准备。

4.3 实施阶段

4.3.1 拍摄现场试布光
教师组织学生进行角色分工。布光组成员现场布光，拍

摄组进行场景布置。各小组检查拍摄小样中瓷器颜色、形状

等局部细节正确及完整情况。教师巡视，检查学生的布景、

陈列是否恰当并对构图等问题进行指导。各小组摄影助理

在学习通中浏览并记录首轮拍摄中碰到的问题，完成线上

互动。

4.3.2 发现问题同探究 
教师将学习通中讨论专区的首次拍摄问题实时投屏，展

示问题图片，请学生思考问题原因。明确失败原因，即光比

过大导致暗部细节层次受损。引导学生思考光比与瓷器拍摄

立体感、层次及影调呈现的关系，进行提问，并请学生回答，

梳理并总结知识点。

4.3.3 理论指导解疑惑
教师针对本课难点进行现场技术演示，总结调整拍摄反

光物体光比的方法。归纳调整光比的顺口溜，有助同学记忆，

解决本课难点问题。摄影总监进行录像，将视频资料上传至

学习通的资料专区，方便同学复习、查看。

4.4 检查阶段
拍摄组和布光组的成员进行方案的调整，填写完成最终

的布光、拍摄方案表，上传至学习通。学生在完成第一轮的

拍摄后，进行小组角色互换，最终完成拍摄任务。线上提交

作品，票选出景泰蓝瓷器工艺细节表现完美、构图美观的作

品，小组代表上台进行作品展示。

4.5 评价总结阶段
教师评价，选出最优小组并对学生进行点评并适当鼓励。

学生与企业专家进行沟通，认真听取点评意见，对拍摄作品

进行反思与修改。企业针对拍摄作品进行打分。教师对于本

次课进行总结，对学生的表现进行表扬与指正，对课进行

收尾。

5 摄影摄像技术专业项目化教学的课程考核
与评价

课程考核在激励和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方面具

有积极的导向作用。在教学评价时，不仅对学习结果进行评

价，更注重对学生的过程性评价，给予学生肯定和鼓励。围

绕过程设计评价要点，主要检验实践知识点的完成情况，同

时对学生的课堂表现及工作规范程度进行评价。

6 摄影摄像技术专业项目化教学的效果
在摄影摄像技术专业实施真实的企业项目化实训教学过

程中，坚持以学生为中心，能力本位。在教师教学和指导的

方式基础上，模拟企业真实工作情景。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学

习参与性，学生由被动学习转化为主动学习。通过岗位职责

分工，进行职业体验，更加明确企业实际工作中的岗位职责，

不仅提前感受了不同工种的职业技能，学生的交流技巧、沟

通能力、合作能力都有所提升。

按照企业的项目执行标准制度加以规范学生的操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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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进一步强化学生安全操作的规范意识，同时培养学生树立

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保证拍摄细节

真实、完美呈现。

7 研究展望
随着校企合作办学模式的普及，笔者所在学校摄影摄像

技术专业进一步加大课程改革的力度和教育强度，持续地强

化了在项目式教学过程中创新性教学方法，切实地提高了学

生的专业理论和实际操作技能，但在实际开展导向性实践课

程探索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也成了我们下

一步深入实操课创新的工作内容。

第一，推进“大师工作室”和项目小组模式。根据摄影

摄像技术专业的要求，邀请企业人员、行业专家走进校园，

“双师”相互合作学习，共同参与教学环节，依据企业用人

要求及行业的技术标准，设立考核机制，以增强教师的行业

实践经验和创新能力，为摄影行业输送更多的技能型人才。

第二，在教学中课程思政。近两年，我们在课程改革的

过程中，一直在进行课程思政方面的教学反思。对于思政要

素怎样能更好地体现在摄影摄像技术专业的课程教学中还

在探索。我相信，只要秉承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在学习过

程中倡导学生“学艺，从做人开始”，一定能培育出符合企

业和行业标准的合格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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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地方高校推进行业学院建设的热情高涨。高校二级学院逐渐从之前的仅仅具备教学功能逐渐向集多重

功能为一体的方向发展，如今已经成为集教学、科研、服务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新型教学模式，如二级学院在治理过程中如

果再使用之前的治理模式必然会有所阻碍。论文在当下社会对大学生综合素养、专业要求逐渐升高的背景下，从实际出发提

出高校二级学院管理存在的不足，并结合不足提出相应的治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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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if the secondary colleges use the previous governance model in the governance process, it will inevitably be hind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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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如今，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新工科、新文科、交叉学科

等方兴未艾的社会背景下，对接受高等教育的毕业生而言，

其本身综合素质的提升也变动非常重要，高校为了精准实施

教育主要实施的二级学院的治理模式，二级学院的诞生于当

前行业需求要求逐渐提升有着较大的关联。为了适应当前形

势，很多新建本科高校、职业院校、独立学院纷纷加快与行

业的互动和交流，一大批行业学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目前，

地方本科高校是推进行业学院的主力军，也是基于应用型人

才培养的目标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职能的体现。这种情

况下原有二级学院的治理模式出现了较多不足的地方，行业

学院的出现在高校二级学院的治理过程中并没有表现出行

业的参与度或者即使参与，效率和结果也基本浮在表面，还

需要再不断地创新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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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业学院背景下高校二级学院治理的困境
2.1 治理理念相对滞后

众所周知，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后，中国高校二级学院

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高校二级学院的办学自主权不断增

强，高校治理重心开始从宏观向微观层面转变，对高校二级

学院治理结构的优化和创新则显得非常重要，由于高校的主

要职能作用为培养社会所需人才、开展科研活动与社会服

务、传承及创新文化、进行国际交流活动等，也因此提高了

高校治理体系的复杂性 [1]。不少高校二级学院规章制度建设

比较薄弱，导致其和政府机构的治理理念、顶层设计的外在

表现方式及内在的体系无法统一，更缺少了统一的范式，需

要根据其自身的特征，深入探索每个阶段的最佳管理及运行

机制，以此提高治理体系及能力。校—院—系三级管理体系

的类治理模式下校院只能够进行单向沟通，学院只听从学校

给出的指令运营，以指标进行机械性的考核，以此保障政令

能够同步。但也出现了一些弊端，使学院缺少了主动性及创

新能力，长期下来形成了依赖性思维方式，降低其自主治理

的积极性，未达到改革的期望，也与二级学院践行的“学术

权力”“教授治学”“学术自由”理念相悖。高校二级学院

治理理念相对滞后，降低了基层改革的积极性及办学的生命

力。行业学院是在国家产业转型升级、校企产教融合全面发

展的背景下产生的，主要是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作为主要参

与对象，与地方企业深化校企合作模式和人才培养体系等。

行业学院一般都是高校二级学院与行业协会或者龙头企业

共建的产物。其治理遵循行业学院章程、理事会章程等文件，

主要挂靠在高校二级学院，就给原来二级学院的治理带来了

新的课题，二级学院如果仍然按照原有的治理模式管理新兴

的行业学院，行业的参与不高的话，势必影响行业、企业的

参与的积极性，行业企业在行业学院的治理过程中到底起到

什么样的角色，是否会对二级学院本身治理体系构成变化，

虽然有不少专家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和提出相关治理理论，但

是在真正实践过程中由于缺失相应完善的制度文件等，使得

行业学院背景下二级学院治理理念创新度还够，二级学院治

理体系、治理理念面临着新的挑战 [2]。

2.2 领导决策体制缺乏高效
我们知道，二级学院的治理及运营方式并不是简单下沉

或者移植学校的治理体系，其需要根据自己的学院的情况进

行运营，所以要站在学校领导体制下考量将领导体制与决策

机构放在中心进行作业。中国高校在进入新时期后开始进行

实践探索以及改革创新，例如，高校中的二级学院将党政

联席会议决策机制取代院长负责制，从而强化了学院党的建

设。与此同时，高校的二级学院侧重学科发展，所以其所具

有的行政职能与权力更有权威，并且受到一段时间的“院长

负责制”所影响，从而出现通过行政来主导话语权的状况。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2004 年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强调了高校进行党建需要在

大学生发展党员。为了便于增加党员规模及组织发展程序所

需，将二级学院原本的总支整体上升为党委建制，使党委会

成为学院一级主要的组织机构，充分发挥出了政治核心及监

督保障作用，与此同时明确党政联席会议所具有的决策职

能，各自完善了议事规则。

2018 年教育部党组再一次丰富了规则，由党委会决定二

级学院机构负责人的选拔与任用，通过这种方式加强学院党

委职能，将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设置为学院最高的决策机构，

成为改革学院治理体制并保障权力正常及稳定运行的重点。

行业学院是地方高校探索发展活力和新形势的契机，能

够很好地突破人才培养高校主体制的限制，强化了社会面参

与高校人才培养的体系，能够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建设校

内外政、社、企及行业等多方参与新兴组织模式，如果高校

二级学院领导的决策体制不够高效，校外资源没有融入新的

组织模式，二级学院不愿意把相关权利充分分摊，基本上就

会形成二级学院本身治理模式不变、二级学院相关的行业学

院涉及的决策权限不够清晰，二级学院与行业学院同时存

在，治理与决策权限又相对独立的局面 [3]。

2.3 治理结构不全面、不科学
二级学院是高校治理体系中的基层组织与机构，也是利

益相关的组织，要从自身立场着手来处理学院、学校、学校

内部与其他利益相关体制之间的关系，所以必须科学合理地

分配好权力，创建与学术组织治理结构相符的架构。但是在

实际发展过程中二级学院的外部治理与学校、政府、社会都

呈现了集权化的现象，而内部又较为复杂，限制了学院自治

权力。通过对高校学院的发展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其发展一

直被国家政策所影响，但是学院的发展则受到社会、学校的

影响。二级学院属于基层办学实体，虽然革新校院两级管理

体制时增加了学院的人事及财务管理方面的自主权限，但校

院之间依然存在着权责模糊、责权结构不均衡、矛盾严重突

出，其资源配置非常有限等问题。内部治理方面因结构复杂

导致学院权利无法均衡，一直都存在政治、行政、学术三方

面的权力博弈。二级学院更加侧重的是党政权利，新形势下，

特别是地方本科院校二级学院行业学院的兴起更加放大了

二级学院治理的不科学性，二级学院作为行业学院治理的具

体实施者，在梳理好内部治理体系的同时，也要明确行业学

院相关的参与者的身份、职责、权利和利益的分配等，行业

学院的治理纳入二级学院内部治理范畴，党委做好涉及行业

学院运行过程中的学院治理规范和监督职责，充分利用党政

联席会做好三重一大的决策，注重二级学院治理的科学性和

公平公正公开 [4]。

3 行业学院背景下高校二级学院治理路径优化
3.1 构建共治文化体系治理模式

首先，创新理念构建治理学院的顶层结构。创新治理理

念与提高治理文化同宗同源，一方面要让学院治理理念作为

文化的构成部分，另一方面又要让学院中的文化渗透在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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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中，使理念出功能性能够引领共治文化体系。其次。建

设学院治理的共同体。严格遵循共建共治与共享的原则，开

始尝试通过党政学协同的多元化治理，并依托政府、社会、

校友、家长、合作机构、行业专家的社会资源共同作用下优

化学院治理体系，并开发出新的治理方式。例如，行业学院

理事会可以在二级学院治理中参与人才培养模式方面提供

建议和意见。最后，营造民主及开放的治理气氛。充分发挥

学院党政联席会、党委会、教学 / 学术委员会、学院教代会、

学代会等的议事规则。同时，为了提高各方参与学院治理的

积极性，可以使用媒介进行大力宣传或者让学院管理人员及

具有影响力的老师、学生，面向学院治理各方利益有关人员

宣传并且解释学院办学理念以及当前的治理模式，激发他们

投入到学院发展并共同治理，使治理更具有民主、开放及广

泛性，提升政府、社会、行业专家等参与二级学院治理的积

极性，特别是行业学院背景下二级学院关于人才培养模式、

行业企业导师交流、校内教师横向课题联动等，这些都要认

真听取社会、行业等意见，紧紧围绕办学定位，以服务地方

经济发展为中心，形成共治文化体系 [5]。

3.2 优化学院决策机制
权力、利益再分配及布局是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内容，

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重点强调只有坚持使用党的领导，把

握党对于高校工作方面的领导权，让高校成为坚守党的领导

阵地才能够办好高等教育。二级学院作为高校办学基石，更

是实施育人的主体，因此在领导体制及治理体系中更需要坚

持并且加强党的领导，支持行政的运行，以此保障办学的质

量以及效益。第一，在制度上就要确认好学院党政职能的分

工，并且加强目标的管理，使制度在框架内能够更好地完成

协同、分工，保障学院党政建设以及重要工作可以同时进行。

第二，关注学院党委班子建设情况，尤其是学院党委书记的

人选要以德才兼备、勇于担当的优秀干部作为标准，并提升

其履职能力，才能够保护好一方阵地，使办学实体能够实现

高质量的发展。此外，学院的重要岗位工作与实绩都可以作

为提拔干部任职的条件，以此激励干部能够在基层脚踏实地

历练及成长。同时，在行业学院实际运行中，少不了行业专

家的决策权力和话语权，学院党政要兼容并蓄，充分意识到

行业学院是学校与社会的纽带，是学生就业和社会需求的桥

梁，二级学院的治理少不了行业专家的建议和意见。

3.3 统筹治理路径设计
要有效改革高校二级学院的外部治理体系，需要把重点

放在理清校院两级管理责任权利之间的关系上进行发力。从

纵向看高校常用的管理体系为“校—院—系—个体”四级管

理体系，其中学院管理三级，更需要将三级的多元责任体系

进行理顺并且压实，有助于提升学院的治理能力，可以从以

下三个方面着手，统筹治理的整体设计。首先，将管理的重

心下移，依托“放管服”的搭建，将改革的二级学院作为试点，

并按照自己不同发展需求来探索不一样的发展路径，经过学

科学术、教学的监督、专业化设置、人事招聘等方面放出更

多的自主权，不断推进二级学院的去行政化，以此激发出办

学活力以及内生的动力，使二级学院能够获得高质量及特色

发展。其次，通过行业学院的建设加强二级学院与地方政府、

社会、行业企业的联系，让外界资源为二级学院治理提供理

论支撑，丰富二级学院治理体系，创新二级学院治理模式。

由于行业学院的产生，二级学院治理增加了复杂性，同时也

给二级学院的治理带来新的气象，二级学院在引入外部资源

参与治理学院过程中，首要问题是先抛弃官本位私下，不能

固步自封，不能瞻前顾后，要勇于接受新理念、新思路、新

方法，以人才培养作为主要动力，真正让外部资源作为二级

学院治理的主要参与者。最后，在二级学院治理中，学校可

以配置有能力的学院领导队伍和行业专家，能够敢于担当，

稳定承接责权，在二级学院治理过程中能够接得住并且管得

好，也能够全方位履行办学治院的主体责任。与此同时，还

要引导内设机构并从管理的方向转变为服务，以服务学院发

展及师生的需求作为工作的着手点，最重要的是要构建新的

行业学院治理的组织结构，包括学院党政班子成员、行业专

家、社会相关职能部门领导、龙头企业的主要领导等，这个

是后续二级学院治理中最为重要也是最能够激发社会行业

企业参与治理的兴趣所在 [6]。

4 结语
高等教育改革后开展二级管理并将二级学院作为教学科

研的实体，也是当前大学制度的基本特点，行业学院背景下

地方高校二级学院所具有的价值不仅仅能够将资源进行合

理的分配，还能够将学校原本的发展动力从一个驱动装置转

化为联动装置模式，将学院当成了一个动力源。行业学院给

二级学院治理提供了新的要求，也带来了新的契机，地方高

校开展行业学院建设，不同于综合性大学，也就是每个高校

的实际情况不同，所具有的基本条件以及面临的问题也各不

相同。只有根据不同高校二级学院服务地方发展的实际情

况，才能够制定出符合其运行的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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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职院校侧重点是培养学生的应用艺术和职业素养，倡

导知行合一，确保教学工作具有极强的针对性。体育课程作

为高职教学的重点部分，基于教学的特性，强调学生的主体

优势，如何认识教学和职业素养的潜在关系，促进学生个性

发展的时候，也要着重体现高职体育课程的职业特色。

2 高职体育教学体现职业特色的意义

2.1 符合教学职业化的发展需求
基于社会发展需求，企业对人才要求愈加严格，生产活

动和社会实践活动紧密联系，符合人才对社会发展需求，

树立健康第一的思想，为社会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体育人才。

整体而言，现阶段高职院校体育教学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而且随着社会现代化发展趋势的提升，为培养更多复合型人

才，应该从传统且单一的育人模式转变为如今高效的教学形

式，促进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发展。由此可见，突出职业特

色的体育教学改革，既要发展学生的身体素质，还要缓解学

生当下的心理压力，通过职业化教育解决问题。

2.2 推动高职院校体育教学改革
目前，社会对学生身体素质要求更为严格，为全面调整

体育教学实践的内容，适当削减题课时间，保证教学效果。

尤其是学生毕业后，对身体素质的要求更为严格，随着体育

课时不断缩短的情况下，必须保证体育课程的效率和质量，

将其职业化教学理念落实到实际中 [1]。

2.3 培养学生的终身体育意识
体育课程教学改革以职业化为重点，将提高学生的体育素

质作为重点，以实现人才高效发展为基准，打造高素质的人才

队伍。职业化教育模式下，为发展学生的终身体育意识，学校

组织一些体育赛事，做好体育活动的宣传工作，鼓励学生采取

健康的生活方式，并在全社会内形成一股良好的运动风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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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突出职业特色的高职体育教学改革策略
3.1 更新体育教学理念

高职体育课程作为学生的一门公共类学科，依托对体育

教学的内容及时对学生展开就业教育，增强学生的身体素

质，提高他们的职业综合能力，并让学生形成优秀品质，为

日后就业奠定坚实的基础。随着职业化课程改革工作的逐步

推进，如何实现对体育教学理念的优化，体现学生的主体优

势，是当下体育教师应该重点思考的问题 [3]。

创新体育教学理念应该避免走入技术类的陷阱，始终将

学生作为根本，用于满足学生专业发展方面的需求。尤其是

目前企业需要技术类的人才，但是在人才招聘方面存在许多

问题，加之，高职学生的就业情况极不稳定，二者的矛盾极

为频繁，表明高职院校学生的个人能力应该不断提升。如

何展现体育教学的职业化特点，以学生现有的健康问题为基

准，构建以生为本，以需为根的体育教学理念 [4]。按照“国

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学生忍耐力和柔韧性的素质不强，

基于身体方面的缺陷，影响学生日后就业。面对这一情况，

要求教师及时优化教学理念，将学生个性化发展和职业相关

的运动项目进行整合，为其日后就业奠定坚实的基础。对于

部分耐力比较差的学生，则是将耐力跑作为身体素质训练的

重点，每个学期末成为训练和测试的重点内容。以机电专业

的学生为例，日后工作的时候非常考验上肢历练，所以日常

的体育教学活动，组织双臂屈伸、引体向上等训练，并在课

余组织学生进行体育竞赛，如篮球、排球等项目。此外，教

师在体育教学中，通过各种有效手段，培养学生“终身体育”

意识，让学生掌握科学的训练方法，坚持长期训练，强化学

生思想方面的认知 [5]。只有坚持不懈，才能让学生主动适应

社会、生活等方面的需求，为学生营造出合适的工作环境，

感受真实的职业氛围。

3.2 创新体育教学方法
高职体育课程教学改革的优化和创新，应该重视发展的

巧用，强化对学生运动方式的指导，让其养成良好的运动能

力。遵循职业化的发展趋势，现代化教育追求民主、平等，

为展现学生的主体优势，激发学生运动积极，教师所选择的

体育教学方法具有个性化和多样化，重视师生之间的紧密联

系，实现多项互动，激发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树立

终身学习理念。高职体育教学活动，不仅要选择采用传统化

的教学模式，还要按照具体的教学内容，试着采用启发式的

教学流程，及时活跃课堂氛围，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最大

程度保证课堂教学质量 [6]。

其一，启发式教育。按照学生的运动情况，调动学生参

与积极性，引导学生主动参与体育活动，为其在日后思考和

实践中预留更多思考空间，彰显体育教学的综合性和多样

性。学生的快乐体育活动，为感受体育的独特乐趣，教师指

导学生掌握运动技能。例如在教学组织、材料的选择中，应

该体现趣味、生活性的特点，将严肃的课堂氛围和运动项目

进行结合，营造健康的教学气氛，强调师生的双向互动，让

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的良好习惯 [7]。

其二，探究式教学。探究式教学活动要求对学生进行合

理指导，营造合适的教学情境，鼓励学生自主获取关键知识，

了解具体的探究思路，认识各个运动项目的原理、结构和训

练方法。以学前教育专业为例，为突出职业特色，要求以提

高学生的育人能力，所以采用探究式的教学模式，按照学生

已有的认知经验，选择有趣的儿歌、儿童故事等设置合适的

探究情境，鼓励学生户外实践，打造“自主”“探究”“创新”

为一体的教学框架，为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3.3 优化体育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的创新以发展学生的综合意识为重点，认识体

育课程教学内容会直接影响学生体育知识、技能的应用，关

乎是否能满足学生的职业适应能力，进而提高学生参与体育

运动的积极性。高职体育教学内容的优化，联系学生所学的

专业知识，以职业岗位为需求，对工作技能、知识点等进行

细化，实现专业岗位健康和体育教学内容的紧密结合。

一方面，设置职业性的体育项目，包含了运动技能、认

识工作形式、条件和性质等要点。例如师范类的专业要点，

包含了对应的工作岗位。例如，体能训练，掌握一定的基本

功，要求体形合适，将侧重点放在腿部、肌肉中，体育课程

选择田径、健美操等项目。而财会专业的学生所对应的是软

件应用，财务管理等工作，要求集中注意力，长期坐立，所

以要锻炼其腰部力量和颈椎耐力。体育课程选择羽毛球、跳

绳等项目。

另一方面，专业技能性训练，则是联系学生所学的岗位

知识，针对职业岗位中的发展需求进行合理选择。体育教学

活动中增添一些和体育项目相关的活动，组织综合类的训练

工作，促进学生职业适应能力的发展。就以学前教育专业为

例，联系幼儿园的基本特点，将传统以竞技、游戏为主的活

动转变为走、跑、跳、平衡等专业性训练，实现体育教学内

容的趣味性、生活性发展。通过对高职体育课程教学内容的

优化和改编，让教学内容更为丰富、多彩，更容易满足学生

在精神层面的需求，体现教育的专业特色。例如教师组织的

体育游戏创编活动，按照小动物的生活特点，创编动物操，

由此提高学生知识整合和归纳能力。要求学生遵循体育课程

要点，联系自身的职业需求，以小组合作的形式完成体育任

务。由此可见，将传统的体育知识和专业活动进行紧密联系，

符合高职学生的发展需求

3.4 完善体育教学评价
教学评价则是对体育课程的教学内容、方式等进行合理

的价值判断，作为教学工作的重点部分，也是实现教、学紧

密结合的有效手段，最为根本的目的还是促进学生的个性化

发展。所以，合适的体育教学评价机制，能激发学生内在潜

能，教师则是在激励学生自主锻炼的基础上，全面完善体育

教学评价体系。按照职业教学的特点，着重对学生职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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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操作技能等进行点评，遵循公平、客观的原则，确保评

价更为科学化、合理化，调动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

教学评价体系往往包含了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重点还是在

于后者，将实践教学的目标进行高度重合，以实践教学的目

标为出发点，完善评价指标。从职业能力的培养角度分析，

分析学生对体育知识的掌握能力，考核学生基础能力在实践

的过程中是否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为突出职业特色，应该打造双向评价体系。学生积极意

识的发展作为评价的重要指标，无论是自身的身体素质和心

理需求都应该符合自身标准，提高学生实践能力才是重点。

因此，从按照以上要求，对学生的身体素质、学科的学习能

力和管理能力等方面展开合理评价，学习积极性则是日常的

出勤、活动参与的效果；实践能力则反映对体育技能的掌握

情况，技术是否规范、合理等。而且基于体育教师的视角，

应该构建有效的沟通机制，实现信息完整化、高效化，利用

网络作为信息的交流平台。例如，学生对体育教师的满意程

度，主要是学生对教师的喜好值，以及对教师个人问题情况

的关心，很难始终围绕着体育课程要求进行针对性评价。基

于上述两个方面，能顺利得出评价的依据，并按照依据总结

现阶段职业化体育教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3.5 打造高水平的体育教师队伍
体育教师队伍能力的提升对职业化教学改革工作具有促

进作用。所以按照高职教学改革的相关要求，制定完善的教

学方案，重视队伍建设工作。

首先，则是提高教师的职业素养。体育教师要树立为专

业服务的良好思想，专业特色作为高职体育教学改革和创新

的核心点，同时也是实行专业化教学的重要手段。这就要求

教师积极参与人才建设活动，从教学方式、理念和内容等多

方面展开积极交流，了解各个岗位所对应的工作岗位，以及

工作岗位上对个人能力的基本要求。接着联系学生当下的发

展情况，职业育人规律，始终以职业能力和职业特色为基准

调整教学内容。经过教师的专业交流，开始有计划地探索和

实践，为教师专业化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强化教师对职业

工作的认可程度，进而适应高职体育教学改革发展需求。

其次，强化对教师教学能力的培养。为提高体育教师的

核心能力，以优化学历结构为重点，打造高效的管理队伍，

为教师构建良好的职业培训环境，提供合适的培训场所，实

现职业育人和专业技能提升的紧密结合。

最后，提升体育教师的科研水平。部分体育教师的科研

意识不够强烈，所以通过课题研究的形式主动解决教学活动

中的相关问题，提高自身的教学能力。为提高教师自身素质，

坚持教学研究活动的开展，经常进行研究交流，推动以职业

特色为导向的高职体育教学改革工作。

3.6 完善体育场馆的基础设施
体育教学工作的组织离不开教学设备和器材的投入，为

培养出综合性的高素质人才，学校应该综合认识体育教学的

重要意义，从而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积极完善现有体育场馆

的建设工作，为学生提供良好的体育氛围，例如，从学校建

设和规划的角度分析，优化分析目前体育教学活动中最紧缺

的资源，按照实际情况，联系现有的在校人数和资源利用效

率进行巧妙搭配。再者，按照学校专业课程设置的要求，以

及各类专业对于职业体能训练要点，有计划购置合适的体育

器材，实现体育资源和人才培养的紧密结合。例如从信息化

和智能化的角度分析，体育馆不但能实现教学工作，还能将

其作为体育竞赛、各种会议和大型活动的组织场所，实现对

场馆设备的多元化管理。将普通的训练场所，转变为综合式

的活动场所，能最大程度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此外，基于校企合作发展视域下，产教融合也是职业化

教育的重要特点。高职院校积极和当代企业展开合作，本着

育人为本、合作办学的发展原则，除了对专业教学中的实

训场地进行建设和优化外，还要将和职业体能相关的设施、

设备巧妙纳入项目建设的计划中，为培养知识能力强、高技

能、身体健康的技术型人才奠定坚实的基础。高职院校体育

设施、设备的投入工作作为一项系统类的工程，学校积极和

企业合作，以超前姿态，创新高职体育教学新篇章。

4 结语
高职体育教学活动的实施，应该顺应时代发展需求，凸

显职业教育的特点，始终立足于教学重点，将其作为职业教

育的重点部分，并实现学生职业素养、身体素质和道德素质

的综合发展。因此，在指导教师的引导鼓励下，提升学生通

过体育锻炼提升身体素质的意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高

职院校学生通过体育运动释放压力，增强自信心和意志力，

从而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体育教师应该主动承担责

任，积极创新教学理念、方式和内容，确保高职体育课程教

学改革更加符合社会发展需求，争取为社会培养出更多优秀

的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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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论文收集了中国重庆市 1993—2021 年城镇居民和农村

居民消费水平情况，利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其进行预测。

首先，运用 EViews10 程序，对所采集的消费信息进行大数

据分析处理；其次，再利用指数函数、差分方法去除了一

些确定性趋势，从而构建起居民消费价格序列与时间 T 的

相互关联模型；再次，再通过最小二乘得到模型的各个系

数；最后，再分别构建了重庆城镇居民与农村共同消费的

ARIMA 模型，进而讨论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建立对五年后重

庆居民消费的影响。

2 ARIMA 模型的简要介绍
ARIMA 在 20 世纪 70 年代被提出，全称为自回归

移 动 平 均 模 型（Auto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 

Model，简记 ARIMA）。在 70 年代初期，博克思（Box）

和詹金斯（Jenkins）共同发明了 ARIMA 这一经典的时间序

列预测方式，所以此方法也叫做 Box-Jenkins 模型、博克思 -

詹金斯法。其中 ARIMA（p，d，q）称为差分自回归移动

平均模型，AR 是自回归，p 为自回归项；MA 为移动平均，

q 为移动平均项数，d 为时间序列成为平稳时所做的差分次

数 [1]。

ARIMA 模型的基本思想是将消费情况随时间序列而形

成的数据序列视为一个随机序列，用这个序列对过去消费水

平的变化和特性进行分析，并对未来的消费情况做出预测。

论文基于当前时事粗浅地使用 ARIMA 模型对近几年的

城镇、农村居民消费作简要的分析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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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建立对五年后重庆居民
消费的影响
3.1 数据收集

关于 1993 年至 2021 年重庆市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数据

收集见表 1。

3.2 研究思路

3.2.1 主要方法
论文主要使用应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 [2] 对中国重庆市

1993—2021 年居民消费水平进行分析，其方法基本思想是：

想要预测某一个现象的未来变化趋势时，会用过去现象的变

化规律来预测未来，即以时间序列为主线，分析历史数据的

变化规律，并将这种历史的变化规律沿着时间序列延伸到未

来，从而对未来的现象做出预测。但必须注意的是，在实际

中因为受许多因子的影响，时间序列通常是非平衡的，特别

是某些长远性、关键性的因子往往导致时间序列出现了特定

的规律性，甚至是往特定方向；还有部分因素则起着短期、

长期非关键性的影响，从而导致时间序列的整体规律以及长

期走势的局部规律出现了一定的无序化现象。为有效归纳出

长期变化规律和作出预报，论文拟除去不能预测、长期不稳

定的各种因素，以确定重庆市城乡居民生活状况随时间改变

而呈现的变化趋势。

3.2.2 基本模型
① ARMA（p，q）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

如果时间序列是它的现在和过去的随机误差项以及过去

值的线性函数 [3]，那么式子为：

则称该时间序列是自回归平均序列，上式为（p，q）

阶的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记为 ARMA（p，q）。其中，

为自回归系数， 为移动平

均系数，都是模型的待估系数。在此基础上，引入滞后算子

B，上述方程可简记为： 。ARMA（p，q）

过程的平稳条件是滞后多项式 的根均在单位圆外，可

逆条件是 的根都在单位圆外。

② ARIMA（p，d，q）求和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

ARIMA 模型的实质 [3] 就是差分运算与 ARMA 模型的

组合，其表达式为

     （1）

式中 为平稳可逆 ARMA（p，

q）模型的自回归系数多项式； 为

平稳可逆 ARMA（p，q）模型的移动平滑系数多项式 [4]。

3.3 建立模型及预测

3.3.1 模型识别
利用 EViews10 程序画出 1993 年至 2021 年重庆市城镇

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时序图，见图 1。

从图 1 重庆市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时序图看出序列呈现确

定性上升趋势（确定性趋势就是时间序列在一个比较长的时

期内，受某种或某几种确定性因素影响而表现出的某种持续

上升或持续下降的趋势，可以通过适当的数学模型很好地拟

合这种趋势）。

如果序列数据在经单位根检验后不拒绝原假设，就可以

充分说明原始序列不平稳，且伴有明显的上升趋势。于是论

文拟对该序列作对数变换的调整，并以此为依据画出对数变

化后时间序列图，如图 2 所示。

表 1 1993 年至 2021 年重庆市城乡居民消费水平

年份 2021 2020 2019 2018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重庆市城镇居民消

费水平（元 / 人）
29850 26464 25786 24154 30101 28209 25794.5 24000 21681 19873.3 17972.65

重庆市农村居民消

费水平（元 / 人）
16096 14140 13112 11977 10527 9433 8836.7 7577 6538 5740.5 4614.895

年份 2010 2009 2008 2007 2006 2005 2004 2003 2002 2001 2000

重庆市城镇居民消

费水平（元 / 人）
12818 11709 10781 9596 9032 7959 9033 8447 7274 6766 6544

重庆市农村居民消

费水平（元 / 人）
4359 3722 3369 2906 2341 2251 1827 1599 1532 1491 1380

年份 1999 1998 1997 1996 1995 1994 1993

重庆市城镇居民消

费水平（元 / 人）
6190 5711 5646 4366 3658 2925 2262

重庆市农村居民消

费水平（元 / 人）
1351 1363 1388 1268 993 830 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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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93 年至 2021 年重庆市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时序图

注：X1 为重庆市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元 / 人），X2 为重庆市农村

居民消费水平（元 / 人）

图 2 对数化后的时间序列图

注：LNX1 为重庆市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元 / 人）的对数，LNX2

为重庆市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元 / 人）的对数。

LNX1 的自相关图如图 3 所示。

图 3 LNX1 的自相关图

可以看到原序列是含有截距和时间趋势，根据 ADF 单

位根检验，可以得到原序列检验的 P 值均大于 0.05，因此

表明原序列是非平稳序列。

3.3.2 关于 ARIMA 模型的建模分析
可采用 ARIMA（p，d，q）的模式进行拟合，并通过对

数化、差分处理等使之更加稳定，通过观察自相关与偏自相

关图和单位根检验确定其均衡度。接着，对已经均匀化了的

数列使用 EViews10 软件进行其自相关曲线与偏自相关性图，

如若观测到负指数型的等差对比数列同时控制了自相关性

和偏自相关性函数并且二者均不是截尾，将迅速衰减。而对

ARMA（p，q）模型来说，论文由低到高对 p 和 q 的阶数进

行尝试，即设（p，q）为某个数值，然后进行参数估计并固

定模型，验证这个模型是否通过检验，如果没有就需要重新

调整（p，q）值，同理再次进行估计并进行检验，直到模型

被接受为止。

为了得到平稳可拟合模型的序列，消除原序列 GDP 的

趋势，论文对序列 GDP 进行一阶自然对数差分。生成新的

序列 R1、R2。然后绘制序列 R 的自相关图和 Q 统计量。

对 R1，进行 ADF 单位根检验，原序列的 ADF 检验的

P 值为 0.0016<0.05 通过检验，在 1% 水平下的 t 值的绝对值

大于 ADF 检验统计量。

对 R2，进行 ADF 单位根检验，原序列的 ADF 检验的

P 值为 0.0046<0.05 通过检验，在 1% 水平下的 t 值的绝对值

大于 ADF 检验统计量。

从检验结果来看，论文认为两序列是平稳的，因此可

以描绘出序列 R1、R2 的自相关图，最终得到序列 R1 的

q=7，p=7，序列 R2 的 q=6，p=12。

3.3.3 模型的检验

如果综合考虑 AIC 准则和 SC 准则，一般认为 AIC 准

则的值越小，模型越好。但如果样本容量趋于无穷大，就

说明利用 AIC 准则选择出的模型可能所含的未知参数的个

数需要比真实情况多。基于此，SC 准则为了弥补 AIC 准则

的不足而被提出，它对 AIC 的改进修正了其对未知参数个

数的惩罚权重。因此，将 AIC 或 SC 函数达到最小值的模型

作为考察范围内的最优模型。充分考虑以上情况，利用 AIC

准则与 SC 准则对拟合模型进行选择，最终决定建立对城镇

建立 ARIMA（7，1，7）模型，对农村建立 ARIMA（6，1，

12）模型。

函数模型表达式分别如下：

 （2）

 （3）

根据 R1、R2 方程估算结果，可以得到模型拟合较好，

预测数据比较准确。验证该模型即为求得的正确居民消费水

平模型。

3.4 AMIRA 模型预测结果
既然已知模型比较准确，可以用来预测位置数据。最后

进行序列拟合和预测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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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LNX1，LNN2 的预测数据

LNX1 LNX2

2022 10.18462 9.733269

2023 10.18802 9.784868

2024 10.2354 9.885048

2025 10.24911 9.936723

2026 10.26805 9.989995

由表 2 可得 X1、X2 的预测，见表 3。

表 3  X1、X2 的预测

X1 X2

2022 26492.58 16869.61

2023 26582.81 17762.91

2024 27872.62 19634.59

2025 28257.38 20675.88

2026 28797.68 21807.19

注：X1 为重庆市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元 / 人），X2 为重庆市农村

居民消费水平（元 / 人）

3.5 渝双城经济圈的建立对五年后重庆居民消费的

影响
从 ARIMA 模型的预测结果来看，在未来五年，城镇居

民消费水平逐步趋于平稳，农村居民消费水平逐步提升，所

以我们推测成渝双城经济圈会从多个方面刺激城镇和农村

居民消费。但由于政策实施会在提高乡村旅游业发展、促进

农业领域下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作用更大，从而对农村居

民消费影响较城镇居民影响更大。

4 结语
ARIMA 是 GDP 预测中的典型代表，是预测领域的研究

热点。论文收集了近年来重庆城乡居民的消费情况，利用

ARIMA 模型进行分析，进而预测渝双城经济圈的建立对五

年后重庆居民消费的影响，模型经验证，拟合较好，因此可

以推断此次预测较为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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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9 年 1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国家

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简称《方案》）的通知，该方案

第九条指出：“建设一大批校企‘双元’合作开发的国家规

划教材，倡导使用新型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并配套开发

信息化资源。”在新政策的引领下，新型活页式教材遍地生花。

笔者所在院校于 2020 年开启了新形态教材开发建设工作，在

开发建设过程中也总结出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之所以要进行

活页式教材的开发，是因为活页式教材开发具有其典型的意

义和价值。第一，活页式教材的编写是基于工作过程开发的，

它能够快速地帮助学生建立做一名从业者的认知活动，对高

职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具有指导意义。第二，新型活页

式教材的开发是适应“三教”改革的需要。新型活页式教材

是校企双元合作下共同开发的成果，教材内容会随着信息技

术和产业升级情况动态更新，这也符合《方案》中每 3 年修

订一次教材的要求。第三，活页式教材是传统纸质教材与现

代科学技术手段高度融合的产物，包含了大量立体化教学资

源，借助于学院网络教学平台，拓展了学生的学习空间，丰

富了学生的学习方式，也满足了《方案》中“及时将新技术、

新工艺、新规范纳入教学标准和教学内容新技术”的要求。

论文以高职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开设课程《Linux 操作

系统》为实践对象，在计算机类活页式教材开发实践方面进

行一些分析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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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计算机类活页式教材开发设计理念
在计算机类活页式教材开发过程中，以《Linux 操作系

统》课程活页式教材的研究与编写为主要任务，整个活页式

教材的开发过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即计算机类活页式教材

开发准备阶段、计算机类活页式教材开发实施阶段和计算机

类活页式教材开发反馈和优化阶段。这三个阶段在活页式教

材开发过程中，环环相扣，联系密切。活页式教材的内容需

要体现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相结合的特点，改变传统教材中

偏重理论知识、轻视实践操作、缺少专业技能的现状，因此

需要在课程中加入专业元素，弥补学生专业技能训练缺乏的

情况；同时，计算机类活页式教材内容的选取和编写要以学

生的长远发展为目标，融入未来职业岗位中的职业操守、工

匠精神等思想政治元素和学生在职业岗位中追求真理、勇于

探究的协同创新元素。图 1 是《Linux 操作系统》课程新型

活页式教材开发设计图示。

图 1 《Linux 操作系统》新型活页式教材设计图示

3 计算机类活页式教材开发流程
计算机类活页式教材的开发过程和其他学科活页式教材

开发过程大体是一致的，只是编排方式和实现手段略有不

同。对于计算机类的课程，理论知识固然重要，但活页式教

材内容的编排更应侧重于以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为目

标。职业能力的获得是建立在典型工作任务的基础上的，需

要以典型工作任务为载体来呈现教材内容。始终遵从“学生

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通过设计学习情境、开

发学习任务及学习任务活页等步骤，实现对活页式教材的开

发。图 2 为计算机类活页式教材的开发流程。

3.1 计算机类活页式教材开发准备阶段
开发计算机类活页式教材时，分析典型工作任务是第一

步。《Linux 操作系统》课程开发本着实践操作能力强的原

则，取材于山东利源方菱智能技术有限公司，通过资料收集

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等多种形式，开展对企业工作岗

位的职业能力分析 [1]。通过梳理实际工作岗位中的情境和任

务，对情境和任务涉及的显性技能和隐性知识进行拆解、处

理和加工，为编写活页式教材包含的学习情境及学习任务的

设计奠定知识和技能基础。拆解加工后，每个学习任务均能

包含特定的工作过程知识，从而构成相对独立的知识结构。

分析典型工作任务，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行业企业中涉

及 Linux 操作系统进行管理和维护的工作岗位及工作环境、

完整工作过程、工作对象、工作方法、使用工具及软件等。

分析完成典型工作任务的基础上，就要开始设计学习情

境了。在设计学习情境时，要充分考虑学生、教师等因素，

结合学院提供的各类优质教学资源，按照典型工作任务对应

的系统维护员、网络管理员等不同的岗位要求确定学习情

境。而设计《Linux 操作系统》课程学习情境主要是在明确

现有实训室教学条件和网络平台环境要求下设计工作项目，

明确具体的学习内容，这里共凝练出 2 个学习情境，5 个典

型的工作项目，如表 1 所示。

表 1 设计学习情境

学习情境 工作项目

系统维护

Ubuntu 系统安装

Ubuntu 系统管理

shell 脚本操作

网络管理
ubuntu 网络基本配置

ubuntu 下网络服务搭建

3.2 计算机类活页式教材开发实施阶段
计算机类活页式教材的开发实施阶段主要包含了学习任

务开发、学习任务活页开发以及数字化资源设计三部分 [2]。

学习任务开发是建立在前期工作项目的基础上的，每个工

作项目再细分为若干个工作任务。每个工作任务都是相对独立

的，根据需要再次分解为若干个能够进行实践操作的学习任务

（见表 2），这些学习任务串在一起就组成了本门课程的核心

要点。下一步就可以根据学习任务来进行学习任务活页的开发。

在学习任务开发结束后，就可以进行学习任务活页开发

工作了。学习任务活页是帮助学生实现有效学习的重要工

具，其核心任务是帮助学生学会如何工作；其具体表现形式

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自主完成综合性学习任务，是教师进

行教学设计和教学过程实施的指导性文件。学习任务活页设

计主要体现在内容设计上，包括了学习目标活页、知识要点

活页、工作过程活页、总结反思活页以及效果评价活页等。

图 2 计算机类活页式教材的开发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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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学习目标活页、工作过程活页、总结反思活页和任务

评价活页等属于引导性学习材料，学习者在阅读活页内容之

后就能快速获取学习任务中的关键知识要点活页属于知识

点学习材料，将工作过程中涉及的知识点进行罗列，学习

者通过学习这些知识点就掌握了工作中解决问题的钥匙。例

如：学习任务“使用 netplan 工具配置网络”的内容设计，

见表 3。所有 32 个学习任务活页开发完成后，本门课程的

核心内容全部开发完毕。

接下来，进行数字化资源设计。计算机类活页式教材的

编写离不开数字化资源的设计与开发，这里的数字化学习资

源主要包含了课程标准、教学课件、微视频、动画、教学案例、

实践操作视频、课前习题自测、在线题库等。在编写活页式

教材时，为了方便学习者学习知识点，可以在适当的位置插

入二维码和彩色图片，供学习者利用手机扫码观看。

3.3 计算机类活页式教材开发反馈和优化阶段
活页式教材开发完成后，就进入到了教材的反馈和优化

阶段。学习者在使用活页式教材的过程中，总会有对该教材

的使用体会和意见，可以是针对某一学习任务的，也可以是

针对整本书内容的，听取使用者的心声对活页式教材加以优

化和改进。这里的使用者可以是学生、学院教师或是企业人员。

学生是教材使用的最大群体，一本优秀的教材能够助力

学生很好地学习这门课。要特别关注和重视学生在使用教材

中的体验和反馈，广泛听取学生意见，通过各种形式收集学

生建议，从学生的兴趣、爱好和行为习惯出发，不断地优化

教材内容，以期学生能够参与到主动学习的队伍中来。学院

教师和企业人员优化教材内容的形式主要是通过校企双元

深度合作，让企业人员全程参与到教材建设中。企业人员在

一线工作，能够掌握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最新技术手段，企业

表 2 学习任务开发对应表

工作项目 工作任务 学习任务

Ubuntu 系统安装

安装 ubuntu 系统
U 盘极速安装 ubuntu 至硬盘

安装 ubuntu18.04 虚拟机

配置 ubuntu 系统
配置 ubuntu18.04 系统

设置 ubuntu18.04 桌面环境

ubuntu 系统管理

操作文件和目录

查看目录和文件内容

文件和目录基本操作

文件和目录高级操作

设置文件和目录权限

压缩及打包操作

使用重定向和管道 重定向和管道操作

软件包与存储管理
安装软件包操作

管理磁盘操作

用户和组的管理
管理用户账户

管理群组操作

进程管理 管理进程操作

shell 脚本操作

使用 vim 编辑器 vim 编辑操作

使用正则表达式 搜索文件内容操作

使用 shell 变量 判定 shell 变量的输出操作

使用 shell 选择语句 test 命令操作

使用 shell 循环语句 三种循环结构协同操作

使用 shell 函数 函数调用操作

ubuntu 网络基本配置

命令行下配置网络
使用 netplan 工具配置网络

使用命令配置和测试网络

图形界面下配置网络 图形界面下配置有线网络连接

安装 NFS 服务 使用 NFS 服务完成目录共享

应用 SSH 协议远程登录 SSH 远程登录服务器操作

ubuntu 下网络服务搭建

安装和配置 apache 服务
搭建 LAMP 集成环境

配置基于域名的虚拟主机

安装和配置 FTP 服务 使用 FTP 服务

安装 samba 服务 使用 shell 命令访问 samba 资源

安装和配置 Nginx 服务
使用 Nginx 配置基于端口号的虚拟主机

Nginx 下 LNMP 环境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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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向学院老师提供这些最新技术手段的相关信息，反馈工

作岗位中的实际需求，教师就能及时地掌握企业发展的最新

动向，灵活地调整教材内容，实现教材的改进和优化。

3.4 计算机类活页式教材开发的注意事项

3.4.1 教材定位要明确，与计算机专业能力培养深度融合
在编写 Linux 操作系统活页式教材时，要充分考虑活页

式教材的受益群体，即：教材定位必须明确，实现精准教学，

使 Linux 操作系统活页式教材服务于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学

生通过对活页式教材的学习，能够培养对工作岗位的认知和

职业能力素养的提升。这就要求教材内容要优选，充分体现

学生认知规律和职业发展规律。同时，教材内容还要与计算

机专业能力培养深度融合，使计算机类课程真正融入到该专

业高职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中，做到系统化、条理化。

3.4.2 结合学习任务设计专业思政元素，做到专业、

思政和创新三元素相融合
教材内容是供学生研读的，需要体现出对学生进行思想

政治教育的内涵，这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最直接最有效

的途径。具体实施时，就是要深度挖掘一系列与专业知识和

岗位技能相关的思政元素，并加以改造创新，使其与本专业

岗位能力培养有机融合。例如，使用 netplan 工具配置网络

的技能点包括使用静态 ip 编辑 .yaml 格式文件、使用 dhcp

方式编辑 .yaml 格式文件、测试配置文件、应用配置文件

等。掌握这些专业知识和岗位技能需要对学习任务反复操作

和训练，提炼出体现潜心专注、精益求精、持之以恒、守正

创新的工匠品质，准确找到教材建设中岗位技能点与思政元

素、创新元素的关联之处。涉及学习任务中关于专业、思政

和创新三元素的融合情况见表 4 所示。

3.4.3 引入富媒体形式伴随混合式教学始末
Linux 操作系统活页式教材离不开富媒体资源的支撑，

其中的全部资源可依托于学院易智教网络教学平台，采用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授课形式，学生通过登录自己的账号密码就

可以进入本门课程的学习。其中课前学习主要以微视频、课

件、自测题为主，为学生自主学习阶段；课中由教师指导，

学生分组合作完成模拟工作过程的具体学习任务，可采用抢

答、练习、讨论、头脑风暴法等形式，为学生技能实践阶段；

课后进行拓展任务练习，可观看操作视频、自我总结、评价，

这部分以作业的方式推送给学生，为学生拓展提升阶段。

表 4 专业、思政和创新三元素映射表（样例）

岗位技能点 思政（创新）元素

使用静态 ip 编辑 .yaml

格式文件

需要潜心专注、持之以恒的练习才能掌

握 .yaml 文件格式的设置方法

使用 dhcp 方式编

辑 .yaml 格式文件

要有精益求精的态度和追求卓越的精神，

领悟 .yaml 格式文件的修改要领

测试配置文件
测试容易，但需要养成严格按照规程办事

的严谨的工作作风

应用配置文件
应用时力求学以致用，追求完美与极致，

要精益求精

4 结语
活页式教材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职业教育类型教育特征相

融合背景下教材建设的新方向，也是“三教”改革不断深入实

践的必然趋势 [3]。以工作过程为导向开发计算机类活页式教材，

能够帮助学生培养网络管理员和系统维护员所必需的综合职业

能力。通过对《Linux 操作系统》课程配套的活页式教材的探

索与编写，为该课程进一步优化开发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也

为计算机类其他课程活页式教材的开发提供了范例，在此基础

上能够制作出更多基于工作过程的优秀活页式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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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学习任务活页设计表（样例）

学习任务：使用 netplan 工具配置网络

学习任务描述

小陶是山东利源方菱智能技术有限公司的一名技术人员，现客户服务部新进了一批机器，需要小陶在安装最小化 ubuntu

版本操作系统后为这些新机器配置固定的 ip 地址（ip 地址段为 192.168.200.*），为后期一个员工对应着一个固定的 ip

地址做准备

学习目标
1. 掌握使用静态 ip 编辑 .yaml 格式文件的方法；2. 掌握使用 dhcp 方式编辑 .yaml 格式文件的方法；3. 能够运行 sudo 

netplan try 命令测试配置文件；4. 学会应用配置文件查看网络信息

任务内容 在 ubuntu 终端使用 netplan 工具配置静态网络

工具、材料及

软件
ubuntu18.04 桌面版虚拟机、vim 编辑器、/etc/netplan/*.yaml 格式文件

任务指导 netplan 的工作流程；netplan 配置文件的网络配置方法；使用 ifupdown 配置网络

工作过程 （略）

任务反思 思政（创新）元素影射：潜心专注、持之以恒、精益求精、追求卓越，治学严谨、严格按照章程办事

任务评价 严格按照任务操作过程中的七步骤的完成情况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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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区域游戏活动是幼儿教育中十分常见的一种教育手段，对于促进幼儿的综合发展可以起到一定的帮助和影响，有

着较高的教育价值，因此如何有效优化区域游戏活动成了幼儿教师们十分关注的重点问题。论文也将目光集中于幼儿区域游

戏活动，主要讨论了区域游戏活动的价值，分析了幼儿区域活动的实施策略。希望通过论文的探讨和分析可以为幼儿园教师

提供更多的参考和借鉴，对幼儿区域游戏活动做出有效的优化和调整，让幼儿在区域游戏活动中得到充分的锻炼和成长。

Abstract: Regional game activities is a very common means of education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can play a certain help and influence, has a high educational value, so how to effectively 

optimize the regional game activities has become a key concern of preschool teachers. This paper also focuses on children’s regional 

games, which mainly discusses the value of regional games, and analyzes the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of children’s regional 

activities. It is hoped that through the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f this paper can provide more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for kindergarten 

teachers, and make effective optimization and adjustment of children’s regional game activities, so that children can fully exercise 

and grow up in the regional game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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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受认知规律、知识储备、学习能力、社会阅历等多重因

素的影响，在幼儿教育中区域游戏活动往往是较为常见的一

种教育手段 [1]，通过区域游戏活动可以以幼儿们喜闻乐见的

形式落实教育，促进幼儿的多维度成长与发展，教师需要明

确区域游戏活动的活动价值，在此基础上对于区域游戏活动

的方法、内容做出有效的优化和调整，通过区域游戏活动促

进幼儿的综合成长与发展。

2 区域游戏活动的价值
在幼儿教育中引入区域游戏活动是十分必要的，具有较

高的教育价值，如图 1 所示。

锻炼幼儿动手
动脑能力

促进幼儿
人格发展

调动幼儿
兴趣

图 1 区域游戏活动的教育价值

2.1 有利于调动幼儿兴趣
随着教育研究的不断深化和发展，现阶段人们逐渐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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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要想更好地提高教育的效率和质量，通过教学工作开展

更好地促进受教育主体的成长与发展，达到预期的教育目

标，首先就需要调动教育主体的学习兴趣，在幼儿区域游戏

活动中也同样如此。幼儿阶段受教育主体兴趣来得快去得也

快，注意力往往无法长时间集中，而且想要通过幼儿教育传

递一些基础的知识概念，促进幼儿能力、思维、素养的综合

提升，就需要引入区域游戏的教育模式，区域游戏活动较为

契合于幼儿教育阶段受教育主体的学龄兴趣，在教育中有效

引入可以更好地调动幼儿的主观能动性，让幼儿们更加积

极、主动地去思考、去探索、去分析、去合作，进而达到在

学中玩在玩中学的教育目标 [2]。

2.2 有利于增进幼儿之间的感情
在教育开展的过程中落实对于受教育主体的人格培育促

进受教育主体人格发展是现阶段教育研究的重点与核心，在

各个阶段的教育研究当中都备受关注和重视，在幼儿教育中

也同样如此 [3]。区域游戏活动的开展可以更好地培养幼儿的

集体意识和集体观念，拉近幼儿与幼儿之间的关系，这对于

幼儿的成长与发展可以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现阶段大多数

幼儿都属于家中的独生子女，在家中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因

此分享意识、集体意识、合作意识普遍是相对较弱的。而在

幼儿教育中引入区域游戏活动可以帮助幼儿们认识到个人

与集体之间的关系，明白团队协作的重要性，在拉近幼儿园

幼儿之间感情的同时促进幼儿的人格发展 [4]。

2.3 有利于培养幼儿动手动脑的能力
区域游戏是以游戏的形式展开教育的，而游戏的出现则

意味着在教育开展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主线任务，幼儿们需要

在特定的情境下完成主线任务，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涉及多种

游戏材料，幼儿们会接触到更多的新鲜事物，通过自己的努

力解决问题完成任务，这对于提高幼儿的动手能力可以起到

一定的帮助和影响。同时在任务完成的过程当中以幼儿的知

识储备、社会阅历和认知能力来看，幼儿不可避免地会遇到

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问题解决中幼儿们需要独立地去思

考、去分析、去解决，这可以更好地培养幼儿的问题解决能

力和问题发现能力，通过动手动脑促进幼儿的综合成长与发

展，进而更好地开发幼儿智力，促进幼儿健康成长。

3 幼儿园区域游戏活动的实施策略
3.1 投放适宜材料

游戏材料是区域游戏活动开展的重要基础，游戏材料放

得科学与否将会直接影响区域游戏活动开展的进度和最终

的教育价值，为了更好地达成教育目标，促进幼儿的多维度

成长与发展，提高幼儿的活动参与兴趣，教师就需要在材料

投放上做论文，科学选择投放材料，教师在材料选择的过程

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问题：

首先，教师在材料投放的过程中需要注意活动主题，根

据活动主题对投放材料做出有效筛选。例如游戏主题为我是

健康娃，教师在材料投放的过程中就可以引入模拟注射器、

模拟点滴器、白大褂等相应的材料，让幼儿们进行角色扮演。

材料投放的数量需要根据幼儿的人数做出适当的调节，避免

材料投放不足的情况。材料投放的类型需要根据主题做出适

当的优化，保障游戏的顺利开展 [5]。

其次，教师需要认识到不同幼儿因为所接受的家庭教育、

个人的成长经历甚至个人的思维方式存在着较大的区分，因此

个性差异特征是较为明显的，在游戏开展的过程当中幼儿们往

往会有更多的奇思妙想，为游戏活动增添更多的元素，为了更

好地培养幼儿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也为了提高幼儿的游戏参与

兴趣，教师还需要在与课程内容相契合的游戏材料基础上对材

料类型做出适当的丰富。教师可以在区域游戏活动开展之前做

好调查，了解不同幼儿对于我是健康娃这一角色扮演游戏的理

解，了解幼儿们的兴趣和想法，在此基础上对游戏材料类型做

出适当的丰富。需要引起关注和重视的是材料丰富虽然可以从

很大程度上调动幼儿游戏参与的兴趣，让幼儿的创造力、想象

力得到充分的开发，但是过多的材料也会导致幼儿选择困难，

甚至会影响游戏活动开展的进度导致在规定的周期内无法完成

游戏任务，为此游戏材料类型的丰富要秉承着适量原则，在满

足幼儿创造需求的同时做出适当控制 [6]。

最后，教师在游戏材料投放的过程中需要明确幼儿的最

近发展区。不同幼儿在游戏活动中所呈现出的能力特征是有

所区别的，为了保障游戏的顺利开展，也为了避免幼儿在区

域游戏活动中出现安全问题，教师就需要根据幼儿的最近发

展区对材料做出科学的筛选，提供适宜材料。例如在大班区

域游戏活动中引入器皿这一材料时，为了更好地锻炼大班幼

儿的动手能力，教师可以引入积木材料，让幼儿们用积木来

搭建一个器皿，进而让幼儿得到充分的锻炼、思考和培养。

3.2 因势利导
教师作为游戏活动的重要引导者和指路人，在区域游戏

活动中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如果缺乏教师

的必要引导，则会导致区域游戏活动的开展缺乏教育价值，

无法促进幼儿的成长与发展，游戏将会沦陷于取乐需求的满

足，这不符合于幼儿教育的教育标准和教育目标，因此在区

域游戏活动中合理的引导和教育幼儿是十分必要 [7]。就现阶

段来看，在幼儿区域游戏活动中教师的引导和教育往往呈现

出两极化特征。一方面，部分教师认为教师过度的引导会导

致幼儿对教师产生较强的依赖性，不利于幼儿能力和素养的

发展，因此大幅减少教师的引导和教育，导致幼儿在游戏活

动开展的过程当中面临着重重困境，打击了幼儿自信，让幼

儿产生抵触心理。另外一方面，部分教师认为因为幼儿缺乏

知识储备和社会阅历所以需要教师进行引导，因此在教育开

展的过程当中过多的限制，导致了区域游戏活动的开展过于

枯燥乏味。教师需要把握尺度，在教育活动开展的过程当中

既给予幼儿充分的锻炼平台和锻炼机会，同时也需要给予幼

儿一定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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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引导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旁敲侧击的方式让幼儿

通过自己的探索、思考和分析对问题进行有效的解决。例如

在积木搭建立交桥的过程当中，幼儿会发现自己搭建的立交

桥经常倒塌，这时教师则可以用多媒体投放一些立交桥的图

片和视频，让幼儿们分析自己搭建的立交桥和图片上的立交

桥有什么区别，幼儿们会发现图片中的立交桥是对称的，同

时在立交桥的中部会有很多柱子。在此基础上对自己的搭建

方法做出适当的调整，发现立交桥终于不倒塌了。让幼儿们

通过自己的观察对问题进行有效的解决，这也有助于帮助幼

儿们树立自信。

除此之外，在游戏开展的过程当中不难发现很多情况下

教师的教学目标往往与幼儿关注的点是不同的，这时教师就

需要因势利导，结合幼儿的实际情况及时地调整教育方向。

例如主题为我是小小理发师的区域游戏活动开展时，教师教

学的目的是让幼儿们更好地了解理发的流程为洗发、剪发、

吹发、烫发，但是在实践活动中可以发现幼儿们往往并不关

注剪发流程，反而对于摆弄发型的热情是相对较高的，这时

教师则可以通过调整教育方向，给予幼儿更多的鼓励，落实

对于幼儿的审美教育。从幼儿们的兴趣点出发对教学方向做

出适当的调整。这样可以让教育不再刻意，让幼儿们在潜移

默化中得到塑造培养，促进幼儿的成长 [8]。

3.3 创设情境
在区域游戏活动开展的过程当中营造活动情境是十分必

要的。一方面，情境的营造可以为幼儿们提供更多的指导，

让幼儿们更好地明确本次游戏的游戏任务和游戏规则 [9]。另

一方面，情境的营造可以更好地调动幼儿的参与兴趣，让幼

儿们对于游戏抱有更高的期待，进而让幼儿们积极主动地参

与到游戏活动当中。教师在情境创设时需要注意两个重点问

题。第一，教师在游戏情境创设过程当中应当以幼儿的生活

实际为出发点，这样幼儿们的感触更深，同时情境创设的效

果更好，可以为幼儿们提供更加明确的指导，让幼儿们在活

动中有更多的参考和借鉴。第二，教师在游戏情境创设的过

程当中需要注意信息技术的有效应用，通过视频资源、音频

资源、图片资源的有效引入，让课堂教学变得活色生香。

例如，在娃娃过生日这一主题活动中，教师需要带领幼

儿们一起搭建一个大大的生日蛋糕，而为了更好地提高幼儿

们积木搭建的兴趣，教师可以在区域游戏活动开展之前播放

一个动漫视频，在视频中主人公即将过生日，主人公的朋友

们为了让主人公过一个难忘的生日决定给主人公做一个生

日蛋糕，邀请小朋友们与他们一起合作。教师也可以在游戏

开展之前播放生日快乐歌，让幼儿们回忆一下自己过生日时

都会接触到哪些东西，自己喜不喜欢过生日，为什么喜欢过

生日。通过这种方式让幼儿们真正地融入生日情境中，主动

地去搭建积木，在积木搭建之后教师也可以引入角色扮演的

小游戏，让幼儿们互送祝福和礼物，在祝福声中结束游戏。

3.4 观察交流
区域游戏活动在幼儿教育中引入的频率是相对较高的，

而为了更好地优化区域游戏活动，教师就需要秉承着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对区域游戏活动做出不断地优化和调整，

这就需要教师在游戏活动开展的过程当中加强对于幼儿的

观察和了解 [10]。一方面，通过教师的观察和了解掌握幼儿

的思想动态，明确幼儿在知识储备、行为习惯、思想观念、

态度意识上存在的欠缺和不足，及时地加以引导和纠正。另

一方面，明确幼儿的喜好和幼儿的欠缺，对以后的区域游戏

活动内容、方向、重点和目标做出适当的调整，始终保障区

域游戏活动的针对性与有效性。除此之外，在观察中教师也

需要加强与幼儿的交流，通过交流一方面更好地了解幼儿的

实际情况。除此之外，通过交流给予幼儿适当的鼓励、认可

和赞扬，同时也通过交流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构建民主、

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 [11]。

4 结语
在幼儿教育中合理优化区域游戏活动是十分必要的，这

可以更好地强化幼儿的动手动脑能力，提高幼儿的活动参与

兴趣，拉近幼儿之间的情感。教师需要做好材料投放工作，

在游戏开展的过程中合理创设情境，加强对于幼儿的观察，

因势利导，调整教育方向。以此为中心对区域游戏活动开展

的形式、方法、内容和目标作出适当的调整与优化，让幼儿

们在区域游戏活动中收获更多成长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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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在此背景之下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痛点问题依然存在。论文阐述了智能化图书资源在农村教育发展中的现状及其作用，

深入分析了智能化图书资源在乡村教育发展中面临的困境并提供了相应的解决途径。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ducation has been given high priority.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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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教育是国家振兴的基石，是中国教育的未来。乡村

教育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基础性、先导性作用。以乡村教育

为乡村振兴赋能增效 [1]。乡村教育在此背景之下得到了很大

的改善，但痛点问题依然存在。乡村图书资源依然严重匮乏，

城乡教育资源差异之大，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乡村教育的进

一步发展。在信息时代，如何运用新科技更好解决这一难题

成了重中之重。我们应该利用新的技术手段像智能书柜及其

配套的应用软件更好缩小城乡资源差异，更好解决书籍闲置

与书籍匮乏之间的关系。

2 智能化图书资源在乡村发展中的现状
立足于乡村振兴的大背景，城乡发展差距已经有所缓和，

但尤其是在教育资源上仍有一定程度上的差距。特别是在一

些偏远地区，由于经济、交通、地理位置等客观条件的限制，

当地的教育文化资源十分稀缺，当地的孩子们没有能够触及

文化资源的渠道，缺少相关知识文化的熏陶，甚至没有上学

的机会。

相反，在经济、政治、文化发达，地理位置优越等地，

教育文化资源十分充足。当地的孩子不仅能够轻而易举地获

取自己所需的图书资源、教育资源、文化资源，还能在各种

文化氛围浓郁之地充分享受文化的魅力，感受到知识的熏陶。

甚至，在那些高度发达的地区还出现了文化资源过剩的情况，

造成了文化资源、教育资源的浪费。这种资源不平衡的现象

十分不利于乡村振兴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急需一个平台作

为文化交流的载体，成为沟通城市和乡村文化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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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孩子渴望获得书籍来满足自身的文化需求，而图

书资源丰裕的地区却不能合理利用闲置书籍，我们的这个项

目很好地将书籍进行了二次利用。在过去，只有少数爱心人

士或企业向农村或山区捐书，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人们缺

乏捐书的便捷途径，而智能化图书资源正好通过创建捐书

应用为捐书者提供便捷的途径，故本项目既能减少书籍的浪

费，也能帮助农村的孩子获得优渥的图书资源，“智”推乡

村发展。

以下是来自环球网调查的有关乡村小学阅读的相关

数据。

①您所在学校有图书馆或图书室吗？见图 1。

图 1（来源于环球网）

②您所在学校还有其他图书设备吗？见图 2。

图 2（来源于环球网）

③学校人均图书拥有量，见图 3。

图 3（来源于环球网）

④学校每年更新图书情况，见图 4。

图 4（来源于环球网）

⑤学生课外读书量是多少，见图 5。

图 5（来源于环球网）

⑥学生阅读积极性如何，见图 6。

图 6（来源于环球网）

综合以上数据，我们不难看出乡村小学中学生们的阅读

资源缺少，虽然小学图书馆的覆盖率高达 97%，但除了图

书馆之外的阅读设备却十分稀缺，在受调查的乡村小学中，

仅有 3% 的乡村小学中配有除了图书馆以外的其他图书设

备。此外，在受调查的乡村学生中，有 61% 的小学生的阅

读积极性一般，阅读积极性很低以及较低的学生占比竟仅有

7%。由此可见，加大力度培养乡村小学生的阅读积极性是

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

然而，根据 2018 年 5 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

发布的《乡村儿童阅读报告》显示，中国城市儿童一年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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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可达16本，由此可见，城乡在阅读资源上还有很大的差距。

缩小城乡资源差距，将发达地区的过剩图书资源引入农村是

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不仅如此，有相关数据显示，在农村

小学中，仅有十九所小学配备有相关的阅读手册，且 19 所

小学中，大部分阅读手册都是在校老师编写的，专业性有待

提高。由此可见，我们需要该项目缩小城乡阅读资源上的差

距，搭建起一座连接城乡的学习资源共享桥梁，平衡城乡之

间的教育资源，促进城乡共同发展。

由国家统计网相关数据显示（见图 7），居民一天活动

的时间构成中，仅有 1.9% 的时间是用于学习培训的。由此

可见，不仅是一些中小学生，学生家长的阅读意识和学习积

极性也有待提高。

图 7 居民一天活动的时间构成（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3 智能化图书资源在乡村教育发展中的作用
乡村教育是国家振兴的基石，是中国教育的未来。在乡

村振兴和科教兴国的大背景下，农村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是

我们需要攻克的两大难题。因此，乡村振兴和科教兴国相结

合显得尤为重要。而该项目则合理地顺应了乡村振兴和科教

兴国的大背景，积极响应了党和国家的号召，推动了乡村振

兴和农村教育的发展。该项目将发达地区过剩的图书资源引

入农村等欠发展地区，合理平衡了两大区域的资源，实现了

文化资源的合理平均分配，不仅满足了农村孩子的阅读需

求，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农村的经济发展，缩短城乡经济、

文化上的差距，“智”推农村发展。

3.1 营造学习氛围，激发农村中小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智能书柜的应用软件功能齐全，不仅是学生们的图书资

源库，还能够通过捐书人与被赠者互通书信的形式，营造一

个良好的学习氛围。在这个面向全社会的平台上，我们向外

召集社会图书资源，将发达地区过剩的图书资源流入相对缺

少图书资源的不发达地区，不仅将资源最大化利用，也平衡

了城镇资源，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镇的教育资源差距。此

外，智能书柜的应用软件的特色是收到捐赠书本的人将写信

给捐书人，同时，捐书人在捐赠到一定数目的书后收到来自

被捐赠者的回信，这样便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全民阅读，

全民学习。在全社会爱心人士的温暖帮助下构建起一座连接

乡村与城市的文化桥梁。

3.2 绿色环保，减少资源浪费
保护环境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十一五”期间，党中央

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

可见，保护环境是中国一直在重视和强调的重要问题。智

能书柜的应用软件不仅解决了贫困地区小朋友看书的问题，

也在一定程度上也契合了绿色环保这一理念，将某些地区过

剩的图书资源向图书资源稀缺地区流动，闲置书籍的能够

被最大程度地利用，有效地避免了一些浪费。保障了图书

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减少了资源的浪费，响应了党和国家的 

号召。

3.3 增强公民爱心意识，构建温暖社会
在快节奏的社会中，人们想要贡献自己的一份爱心然而

时间如金钱般宝贵，因为没有便捷的途径而停留在思想上，

而这个项目就为爱心人士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更多人可以通

过智能书柜的应用软件来做公益。给公民们提供了一个切实

可行的奉献爱心的平台。让温暖温情流入乡村，让乡村温情

回馈社会。图书成为社会爱心的载体，在全社会中流通。让

社会公民们充分感受到社会的温情与社会的温暖。此外，智

能书柜的应用软件将筛选一些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书本，这些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书籍将会在社会层面

流通，让社会公民们能够看到健康的、积极向上的、符合党

和国家要求的书籍。让公民们能够直接地感受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魅力，享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熏陶。

4 智能化图书资源在乡村教育发展中面临的
困境
4.1 缺乏雄厚的资金来源且盈利空间较小  

为了保证乡村智能化图书资源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离

不开信息化、数据化、智能化的技术支持，离不开充足的资

金和技术投入 [2]。目前，中央财政按照每个农家书屋 2 万元

的配套标准，分别给予中部地区 50%、西部地区 80% 的补

助资金，其余部分由地方财政部门统筹安排解决（参考农家

书屋财政分配）。由于缺乏相应的资金、技术和人员，从而

无法提供智能书柜等设备。除此之外，由于缺乏管理人员，

智能书柜的维护管理无法保证进而导致线上线下难以有效

衔接。智能书柜的“新颜变旧颜”的现象长期存在，设备更

新速度慢，这不利于智能书柜在乡村的可持续发展。目前，

智能书柜的运营多由公益组织经营且社会投资力度小，导致

运营模式缺乏主体且没有形成完整的运营体系，对投资商进

入该领域的吸引力小。

4.2 图书资源内容单一，缺乏特色，闲置现象普遍
目前，各地区智能书柜的图书资源或按照赠书者喜好，

或是闲置书籍，总的来说，图书资源良莠不齐，缺乏特色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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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因地制宜地调整图书结构和补漏空缺，不能有效满足

借书者日益变化的借书需求。此外，乡村中老年人和留守

儿童居多，他们的文化水平有限。他们对互联网的使用比

较陌生，因而乡村多以数字卫星为主要媒介获取信息资源。

然而，数字卫星的信号缺乏稳定性且受空间限制大。这进一

步影响了家长和孩子获取图书资源，最终导致图书闲置现

象普遍。乡村的互联网发展对网络设施和技术要求程度高且

需要众多的投资资金，这对智能书柜和相关应用的联系与开

发提出更高的技术要求。使用移动阅读要求村民不仅要有

一定的手机配置而且能灵活使用智能手机并且能下载安装

相关的应用。可是，在乡村很多村民还是以使用老年机为

主，就算有会使用智能手机的村民，他们的使用应用也仅限

于短视频类应用。这些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图书的充分 

利用。

4.3 缺乏专业人才指导，不利于可持续发展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城乡经济结构差异和生活水

平的差异导致乡村人才缺口大。大量的人才流向城市，青壮

年人口外出务工、上学。自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乡村教

育的发展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乡村教育痛点依然存在，

乡村音体美师资严重匮乏。乡村教育缺乏完整且高质量的

师资力量，那么对于教育信息化的专业人才更是少之又少

甚至为零。例如，对于智能书柜的管理多为退休的年长者，

或是兼职工作者，抑或是缺乏专业水平的打工仔。他们对于

智能书柜的管理缺乏专业认知且管理水平低，他们不能合理

安排各类读书活动以激发人们对于阅读的积极性。乡村还缺

乏技术人才，技术人才的缺失导致智能书柜的技术问题不能

及时解决，从而导致智能书柜和相关应用的数据及时更新，

让线上和线下不能有效衔接，这都不利于乡村教育的可持续

发展。

4.4 乡村文化发展氛围弱，村民的阅读积极性低
乡村文化的发展需要变农民阅读的被动性为主动性、自

觉性，在乡村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增强乡村文化对人才的

吸引力以更好建设乡村人才队伍 [3]。目前为止，中国大部分

农村地区仍以第一产业为主，第二、三产业所占比例较小。

正是由于此原因，大多数农民在干完农活之后，对于阅读的

积极性就更低了，他们会觉得在休息的时间就应该以打牌、

打麻将和看剧等方式娱乐自己，对他们中的大多人来说，阅

读也是一种“劳动”。然而，基层领导干部就没有采取相应

的激励机制以更好提高他们的阅读积极性，长此以往，无法

在乡村营造浓厚的阅读氛围。这不仅导致资源图书的浪费，

而且会影响孩子们的阅读广泛性，大多数孩子的阅读仅限于

教科书。以前是没有资源，可是现在有了较多的资源，没有

得到充分利用将不利于提高乡村孩子们的教育水平。从整体

上看，乡村教育的发展也受到了一定的阻碍，影响乡村文化

振兴的步伐。

5 智能化图书资源助力乡村教育发展的有效
途径
5.1 激发社会资本活力，完善运营机制

仅仅依靠政府的财政支出难以实现智能化图书资源在乡

村教育的长远发展，必须扩大资金来源，吸引更多的投资商

加入此项目的投资，确保智能书柜及其应用的正常运营。一

方面，要想吸引更多的投资，政府应该在政策、税收、资金、

技术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另一方面，基层领导要勇于走出

去，通过网络资源扩大本地特色的宣传，提高当地知名度和

社会影响力。那么，更多的企业将投资于本地市场。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为当地募捐更多的图书资源，还可以拥有充足

的资金进行当地的网络建设工作，可以引进专业的技术人才

对智能化图书资源进行维护、修缮和完善。从而，可以有效

地解决智能书柜“新颜变旧颜”的现象，促进智能书柜及其

应用更好实现线上线下的衔接。最终，可以更好地构建长期

稳定的运营机制。

5.2 对接村民文化需求，完善特色内容建设
要想有改变图书资源单一的局面，我们既要立足当地特

色又要促进图书资源的多元化。立足当地特色是指和当地农

民生活生产息息相关的特色内容。对农民来说，他们最重视

的便是生产量、生产效率、经济效益等与生产领域有关的一

切。所以，不妨给他们提供如何提高生产等方面的书籍，这

不仅能够提高他们的阅读积极性，也能很好地减少农业生产

过程中的决策失误进一步提高生产效能。除此之外，我们给

村民进行人员分层，将其分类为生产者、工作者和学习者等

类别，为了能够精准地提供相应书籍，更好地对接村民文化

需求，促进图书资源的多元化。

5.3 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建成高素质人才队伍
人才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内生动力，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智

力支持。乡村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乡村知识分子、文艺骨干、

文创青年、乡贤等人才的支持，需要创立一支实用型、专

业型的技术队伍，智能书柜及其应用则在其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 [4]。智能书柜及其应用的管理者应该定期举行丰富多彩

的文化活动并积极邀请村民参与其中，这一做法可以潜移默

化地提高村民的文化自觉性，同时可以发挥他们在乡村建设

中主体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培养村民的文化管理

意识和能力，从而为智能化图书资源管理提供潜在人才。

此外，基层管理人员可以和各大高校进行合作交流，在

各大高校举办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中引进志愿者，为

管理智能化图书资源提供高素质管理人才。从长远来看，各

地需加强政策协同、部门联动力度，在政策优惠、经费投入、

股权激励、成果转化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增强人才的吸引

力，最终，建成高素质人才队伍。

5.4 营造长期稳定的文化氛围，提高村民的文化自觉
稳定且浓厚的文化氛围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关键，那么让

村民阅读的被动性为主动性就显得格外重要。首先，基层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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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干部应该进行文化宣讲活动，提高村民基本的文化意识，

让他们明白阅读书籍并非一种“劳动”。其次，基层领导应

该主动为他们下载安装有关应用提供帮助并教他们如何操

作智能书柜及其应用，教会他们如何充分利用现有的智能化

图书资源。那么，村民们就会充分利用一切身边的读书资源，

他们会学会如何使用相关软件和智能书柜。不仅如此，他们

也知道如何为家中的孩子借阅特定的书籍，这在很大程度上

也能减少图书资源的浪费。同时，鼓励村民如何利用短视频、

网络直播、广播等方式发表自己的读后感，进一步提升他们

的阅读体验感。除了发表自己的读后感，也可以利用网络平

台宣传当地的文化特色，这不仅可以记录村民的生活而且可

以很好地提高他们的文化自觉性。最后，对村民的阅读数量

进行记录，当他们的阅读数量达到一定数量之时，为他们提

供相应的奖励。长此以往，村民的文化自觉性会大大提高，

文化氛围也会愈加浓厚。

6 结语
利用智能化图书资源联动城乡图书资源共享，减少图书

资源浪费和闲置书籍的现象。这不仅有利于丰富乡村图书资

源，缩小城乡图书资源的差异。还有利于提高村民的文化自

觉性，为乡村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从而进一步加快建成乡

村人才队伍建设，促进乡村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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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以中国广州花都区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查阅有关文献资

料，了解研究现状，确定选题，理顺研究思路，设计研究方案。

通过访谈、问卷调查，调查现状。用归纳，综合等逻辑方法，

针对得出的内容进行探讨和分析。

根据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的需要，结合专家访谈中提出

的问题，设计了一份《广州花都区大学生体质健康状况》问

卷，面向广州花都区高校 100 名同学发放，问卷调查情况如

表 1 所示。

表 1 广州花都区大学生体质健康调查问卷发放、回收情况

发放问卷 回收 有效问卷 回收率 有效率

大一 25 23 23 92% 92%

大二 25 24 23 96% 92%

大三 25 21 21 84% 84%

大四 25 25 25 100% 100%

2 研究广州花都区大学生体质现状分析的必要性

2.1 帮助大学生认识到体育锻炼的重要性

体质健康是一个人的根本，而大学生更是中国的未来、

中国的希望，从自身来说，它可以提高大学生的生活质量，

为大学生的学习提供良好的条件。健康的身体会让人们面对

困难和突发灾难时有很强的抗击打能力，一个民族如果是病

弱的，那么他便无法抵御风霜，强大更是奢望。大学生的身

体健康能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延续提供保障。“体育是载知

识之车，寓道德之舍，不仅可以强筋骨，还有增知识、调感情、

强意志之效”。作为中国的未来，没有好好地学习体育，锻

炼自己的身体，谈何成为中国的未来，中国也是一个体育大国，

如果从大学生这一代可是衰败了，未来体育强国中还会有咱

们国家的一席之地吗？处在提倡全民健身这样一个大环境背

景下，体育锻炼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放松自己锻炼身体的好机

会。所以体育锻炼对每一位大学生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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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促进大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
体育运动可以全面展现大学生们所具备的基本素质，在

高校的学科体系中占重要地位。但是目前，体育在我国教育

体系中仍处于从属地位，这与中国高校的决策管理层对体育

教育的认识偏差密切相关。他们没有意识到体育教育对培养

学生的全面发展以及在培训一所大学文化底蕴等方面所起

的重要作用。体育教育可以促进人的身体健康，而体质健

康可以培养人的自信心，从而促进大学生素质的发展。各

方面身体素质的提高，也会对我们的未来的生活更加舒适。

大学生作为中国的青年一代，既要在知识上武装自己，也要

在身体上强健自己，这样才能在不久的将来为社会作出一份

贡献，所以体质健康对大学生素质全面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 

意义 [2]。

3 广州花都区大学生体质现状的基本现状分析
身体结构、形态、机能和身体素质的好坏关系到一个人

身体的好坏，根据专家访谈获得的一手数据，运用 EXCEL

统计分析数据：

体重指数（BMI）＝实际体重（kg）/ 身高（m）2

人的标准体重 BMI ＝ 22

成年人体重指数标准如下：

① BMI ＜ 20 kg/m2 为偏瘦；

② 20~24.9 kg/m2 为正常体重；

③ 25~29.9 kg/m2 为一级偏胖；

④ 30~40 kg/m2 为二级肥胖。

联系花都区各高校获取数据，随机抽取 100 人，男女各

50 人，整理出数据，运用函数统计方法可得 BMI ＜ 20 kg/m2 

为 61 人，其中女生 35 人，男生 26 人，女生偏瘦的人占

70%，男生偏瘦之人占 52%，偏瘦之人占调查之人的 61%。

BMI 为正常之人为 36 人，占总人数的 36%，其中女生 14 人，

占 28%，男生 22 人，占总人数的 44%。BMI 指数为一级偏

胖之人为 2 人，男女各一人。二级肥胖之人 1 人。偏瘦的人

所占比例如此之大，反映出了社会的一种畸形状态，很多人

都认为瘦是一种美，其实这已经损害了自己的健康。

根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肺活量标准》，制定

出表 2、表 3。

表 2 大学生肺活量标准（男）

优秀 良好 及格 不及格

4800 以上 4300~4799 3100~4299 3099 以下

表 3 大学生肺活量标准（女）

优秀 良好 及格 不及格

3300 以上 3000~3299 2000~2999 2000 以下

根据数据，对广州花都区大学生肺活量的情况进行了解

制定出表 4。

表 4 广州花都区大学生肺活量情况（人）

优秀 良好 及格 不及格

男 8 9 16 17

女 24 6 19 1

肺活量是指在不限时间的情况下，一次最大吸气后再尽

最大能力所呼出的气体量，这代表肺一次最大的机能活动

量，是反映人体生长发育水平的重要机能指标之一。肺活量

能够显示一个人的心肺功能，肺活量大的人，身体供氧能力

更强。从表 4 可以看出男生的肺活量的情况非常不理想，优

秀的仅为 8 人只占到了 16% 的比例，而不及格的人数有 17

人占到了 34%。而女生肺活量的情况则要好太多，优秀人

数占到了 48%，不及格的人数仅为 1 人。这两组数据中反

映出男生的心肺功能比女生要差很多。

从《国家体质健康标准》男女生坐位体前屈评分表中制

定出大学生坐位体前屈标准表，如表 5 所示。

表 5 大学生坐位体前屈标准表（cm）

优秀 良好 及格 不及格

男 21.3 以上 17.7~21.2 3.7~17.6 3.7 以下

女 22.2 以上 19~22. 6~18.9 5.9 以下

根据大学生坐位体前屈标准表，结合广州花都区大学生

体质测试成绩，制定出广州花都区大学生坐位体前屈成绩

表，如表 6 所示。

表 6 广州花都区大学生坐位体前屈成绩表（人）

优秀 良好 及格 不及格

男 11 4 32 3

女 11 9 28 2

坐位体前屈是测量在静止状态下的躯干、腰、髋等关节

可能达到的活动幅度，主要反映这些部位的关节、韧带和肌

肉的伸展性和弹性及身体柔韧素质的发展水平。从表 6 来看

大部分人都处在一个及格的水平，这意味着平常这些部位活

动较少，肌肉的伸展性和弹性还有很大一部分的提升空间。

广州花都区体质测试，男生 1000 米，女生 800 米，从

网上获取 800 米和 1000 米的成绩标准，制定出大学生中长

跑标准表如表 7 所示。

表 7 大学生中长跑标准表（秒）

优秀 良好 及格 不及格

800（女） 218 以下 219~230 231~263 264 以上

1000（男） 219 以下 220~229 230~273 273 以上

由广州花都区体质测试成绩制定出广州花都区大学生中

长跑成绩表，如表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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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广州花都区大学生中长跑成绩表（人）

优秀 良好 及格 不及格

800（女） 1 3 38 8

1000（男） 3 3 40 2

表 8 数据可以看到女生中良好成绩以上的仅为 4 人，占

8%，所占比例极小，不及格的为 8 人，占到了 16%，另外有

76% 的人及格这个分段上，而男生中良好成绩以上的有 8 人，

占到了 16%，及格分数的占到了 80%，中长跑是一项耐力与

速度相结合的运动，它能够有效地反映出一个人的意志。

仰卧起坐和引体向上是一项力量性的耐力运动，能有效

地发展局部肌肉的力量和对这些肌肉的有效控制。从《国

家体质测试标准》中摘取这两项成绩的有关判定，制定出 

表 9。

表 9 大学生引体向上和仰卧起坐成绩标准表（个）

优秀 良好 及格 不及格

仰卧起坐（女） 52 以上 46~51 26~45 25 以下

引体向上（男） 17 以上 15~16 10~14 10 以下

根据数据建立出表 10，反映广州花都区大学生引体向

上和仰卧起坐成绩分布。

表 10 广州花都区大学生仰卧起坐和引体向上成绩表（人）

优秀 良好 及格 不及格

仰卧起坐（女） 0 0 42 8

引体向上（男） 0 9 9 39

表 10 中反映了男生和女生力量型运动的测试成绩，其中

女生仰卧起坐达到良好以上的为 0 人，不及格的有 8 人占到了

16%，而引体向上，男生中达到良好的为 2 人，不及格的达到

了 39 人，占到了 78%。反映出了男女生在这力量方面的训练

是比较少的，这项测试达到优秀的在这 100 人中没有一人。

4 对广州花都区大学生体质现状原因分析

4.1 从外部原因分析

不注意饮食规律。一方面是有些学生尤其是女生缺乏健

康知识及正确的审美观一味地追求苗条，盲目节食减肥，造

成营养不良者日益增多。还有一部分学生存在挑食、偏食、

厌食、吃零食等不良饮食习惯造成营养摄入不足。另一方面，

饮食无节制，谷类食物、粗纤维食物和青菜食用少，而脂肪、

糖类食物过多，热能过高造成营养过剩或营养失衡，加上

为数不少的学生不吃早餐，到了中午吃得更多，导致超重和

肥胖。

不良生活习惯。从表 11 可以看出抽烟是影响大学生体

质健康的一大因素，其次没有充足的睡眠、熬夜也会影响到

人的身体健康。另外长时间坐在电脑面前也会对人的身体造

成极大的伤害，造成肌肉的收缩与麻木，从坐位体前屈的测

试成绩来看，有相当一部分人平常不注意放松身体、久坐。

造成身体的伤害 [3]。

表 11 不良习惯调查表

优秀 良好 及格 不及格

人数 35 14 21 39

比例 35% 14% 21% 39%

4.2 从内部原因分析
意志品质薄弱。从表 12 可以看出当代大学生具有自信、

开放、敢于竞争等特点，但也因多是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

养、懒散、心理脆弱、缺乏自立能力和吃苦精神。缺乏主动

锻炼的意识。足够的运动时间和适当的运动方式是提高学生

体质健康的重要因素。高校现行体育课程计划只开设两年体

育课，到大三、四年级以后就主要依赖于学生的自觉锻炼。

另外高考的升学压力，让很多学生在高中时期缺少体育锻

炼，也没有主动去锻炼的意识。

表 12 缺乏体育锻炼原因调查表（%）

懒 没有乐趣 学业压力 学校不重视 场地器材

大一 48% 52% 32% 16% 36%

大二 48% 56% 28% 12% 32%

大三 52% 48% 20% 12% 32%

大四 56% 52% 16% 16% 24%

5 广州花都区大学生体质现状分析的对策与
思考

学校应重视体育。众所周知，大一大二的学生有体育课

程，然后这课程从大三开始就没有了，没有了体育课程仅仅

是学生自主的锻炼这是远远不够的，一方面很多学生没有这

个自觉性，另一方面，没有专业的指导老师，即使进行体育

锻炼，很多时候效果都不会很理想。而在体育课堂上，一群

人在一起肯定会比自己单独锻炼的效果要好，也更容易提高

个人兴趣。要保证学生有充足的锻炼时间，所以学校应该重

视体育课程的开展，而不是无所谓的态度。另外，学校也应

该在场地器材这一块上下点功夫，在外国有各式各样的体育

运动场所，而在我们中国基本上就是篮球，足球，排球等。

丰富多样的体育项目与场所会提高学生的兴趣，锻炼自己的

身体，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

树立正确的健康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部分同学

为了过分地追求自己体型的完美，从而使用一些错误的方

法，这样的方法对身体损伤极大，造成体质的下降，这种现

象在女学生中比较常见。健康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没有好

的身体，再好的体型又有什么用呢？所以使用合适的方法锻

炼自己的身体也是一种重要的手段。提高对体质健康的认

识，可以有效地避免一些错误方法，避免对身体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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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饮食规律。现在大部分的学生都是独生子女，平时

就处在娇生惯养之中，吃穿家里都是给最好的，而食物里面

的营养不可能是全面的，而且有些人只吃自己喜欢的，那些

不喜欢的食物碰都不碰一下，造成部分营养物质的缺乏，造

成偏瘦。或者通过暴饮暴食造成肥胖。所以要搭配合理的食

物才能包含所需要的营养物质，保证每天所需的营养素，切

忌暴饮暴食，节食绝食和挑食的习惯。

选择合适的健身方式。锻炼的目的是强身健体，为了现

在能好好学习，日后能好好工作，服务祖国，所以大学生要

选择与健身目的相符合的健身方式。在选择锻炼项目时，大

学生要以此为标准，根据自身的性格，年龄和环境决定锻炼

项目，适当锻炼。避免过犹不及，促进身体的正常发育和身

体的均衡发展 [4]。

6 结论
合理的生活习惯。抽烟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影响心肺

功能的发展，拒绝抽烟有利于自己的健康。另外，随着科技

的发展，网络的普及，电子游戏越来越受到青年人的喜欢。

不少同学沉迷于其中，造成熬夜现象的严重，而长时间坐在

电脑面前，不仅对自己的视力会造成很大的影响，而且还会

影响身心健康。造成体质的下降。既影响了自己的睡眠，又

不利于肌肉的放松。适当上网，不仅可以放松自己的身体，

还可以减轻自己的压力，有利于脑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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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等职业教育既要求学生具备一定够用的基本理论，又

要他们熟练掌握并运用所学知识开展多种形式的实践活动。

在传统的教学方式下，仅凭老师的解释和讲解，会使学生失

去学习的兴趣，从而降低课堂上学生的学习热情，进而降低

学生的学习效率，以至于阻碍其今后的发展。采用信息化的

方法，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提高教学效果。论文通过

对信息化教学方法的分析，阐述了如何运用信息技术进行教

学，为高职院校的教学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2 学前教育信息化在高等职业教育中应用的
意义
2.1 改变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

对于高职学前专业的学生来说，他们对于理论课的兴趣

一般较低，而用常规的授课方式很难激发他们的积极性。推

动信息化的教学，通过微型课、教学动画将抽象的词汇丰富

为声、像、文并茂，通过三维图形等多种虚拟模型为学生展

示全新的、形象生动的多媒体文本，课程教学平台为学生的

在线学习、自测、交流、共享、评价等学习活动搭建了平台，

国家精品课、学前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MOOC 等网络课

程资源拓宽了学生视野。利用信息化技术，可以很好地解决

以往的教育不足问题，让被动的学习者能够积极地获得新的

知识，“教、学、做”的教学模式，更符合职业教育的个性

化特征，让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加浓厚 [1]。

2.2 提高师资队伍素质，优化教学流程
信息化教育对师资队伍建设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要使信

息技术与课程的教学相结合，不仅要使教师具备相应的科技

知识，还要具备专业的课程设计技能。与常规的课堂相比，

信息技术的应用拓展了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和方法，减轻了

老师的负担，提高了课堂的组织与协作能力，使老师的课堂

教学不再仅仅是课堂授课，而是课堂内外的指导、计划、统

筹等。要推动教学工作的信息化，就必须掌握各类教学资源，

并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教学模式。在教学的全过程中，老师的

注意力从重视学习的内容转向重视能力的训练，在备课、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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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课程设置等方面实现了专业的发展。

2.3 提前适应岗位需要
高职院校注重培养高质量的技术人才，注重学科教学的

创新，注重知识的应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丰富的教学内

容和多样化的教学评估方法。信息技术使得新课改成为可

能：在基本理论的教学中，采用信息化的方法进行整体的调

节，缩短授课学时，增加模拟实验和实践学时，注重岗位技

能的训练。通过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教学进行综合，改进学

习方式和教学方法，通过信息技术手段，使考核能实时、全

面地构建出学生的评价体系，以达到对学生的全面评估。建

立了信息技术的教学平台，促进了教学内容的变革，拓展了

学生探究的领域，拓宽了探究方式，满足了学前园教师的工

作需要 [2]。

2.4 便利和丰富的教学资源，有助于学生的自学
由于采用了信息化教学工具，教学更加便捷。特别是在

当前的特殊形势下，在学生的“停课不停学”模式中，网上

教学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通过多媒体技术，可以整合资

源，集中展示，老师可以通过 PPT、视频等方式，将教学的

内容通过腾讯会议、钉钉会议等方式进行直播，让学生在任

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进行学习。同时，在网上建立一个

学习平台，老师们可以在课堂上布置自己的功课和家庭作

业，也可以在网上给学生们发短信，为他们解答各种问题。

利用信息化的教学方法，使学生的学习活动更加充实。利用

多媒体技术，结合网上的丰富的教育资源充实教材，为不同

水平的学习者准备各种学习资料，同时利用音频和图像等多

功能技术增强教学效果，使学生获得更多的学习经验。在教

学过程中，通过运用现代化科技的便利和丰富的教学内容，

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拓展他们的眼界、提升他们的学习和

思考能力，为他们今后的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3 高职学前教育信息化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3.1 缺乏对信息技术应用方法的理解

目前，不少高等职业院校已设立了模拟教室，并与学前

园建立了即时连接，能够与学前园进行在线教学，并对其进

行教学活动组织和规划。有的职业院校开设了“课堂派”“超

星·泛雅”的“学习通”等在线教育平台，利用“微型课堂”

和“超星·泛雅”的“学习通”等在线教育，促进“线上

与线下”的融合。最常用的是 PPT 教学课件、超链接的视

频、微信、QQ、钉钉等即时通讯软件。但是，有些学前园

的老师并不擅长利用这种教学方法，不能很好地利用教学平

台和培训设施，从而制约了教学信息化技术在学前教学中的 

应用 [3]。

3.2 缺乏对学校的管理和管理的支撑。
首先，目前部分职业学校的信息化教育条件尚不完善，

硬件设施缺乏，部分高校的教育信息化建设受到制约。学校

对教育信息化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够，经费不足等问题导致了

教育信息化建设的缓慢。其次，部分职业学校对信息技术的

政策扶持力度不足，缺乏有效的奖励，难以调动广大师生参

与到信息技术教学中来。全国和省级信息化教学能力竞赛中

的获胜者，少数高等职业院校对此不予以录用。在目前的职

业教育评估体系中，由于缺乏以信息技术为衡量指标的因

素，致使一些学校的教师不愿意采用信息技术进行教育。最

后，在幼教领域，由于缺少信息化教学，教学内容落后，缺

少创造性，因此，在实践中，教师只能依靠自己摸索和自学。

3.3 教师对信息技术教育的错误认识
在教学中，有些老师没有对信息教学形成正确的理解，

只知道上网查资料，利用多媒体制作课件，教学中播放图片、

视频等。一些老师没有利用信息化的教学方式与同学们进行

交互，也没有利用信息技术对作业进行回馈。在学前教育的

专业教学中，有些老师觉得采用信息技术是把教材交给学

生，把作业放在课堂前面让他们自己完成。老师们虽然放松

了，可是他们觉得没有尽自己的教育责任。也有的老师在学

前专业课程中，收集了很多的录像和图画，却不仔细地进行

剖析、筛选，把所有的内容一股脑带到了教室里，使教学效

率大大降低。

3.4 教师在教育信息化方面的应用不足
由于日常工作繁忙，对信息技术的训练不多，部分老师

对信息化的运用还比较吃力，特别是对新技术的熟悉程度比

较低。部分老师不了解信息化课堂教学的设计思路，一些老

师采取了一些常规的教学方式，而没有采取以提高学生的素

质为重点的教学方式。一些老师对三维动画制作、网上教学

平台和相关的手机 APP 等技术运用还不熟练。

3.5 教师缺少集体互动精神
要把信息化教学方法应用于学前教育，光有一两位学前

专业的老师是不够的，必须要由多个不同专业的老师组成

一个小组，打破现有的知识、学科的局限，从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方向，共同来设计和安排这门课。比如，在教学过程

中，学前专业队伍可以与 IT 专业老师融合，为其教学思想

和技术支撑；整合基础师资，提供语言、数学、科学等方面

的教学资源；将美术老师也纳入其中，并为其提供专业的美

术教育支援，以便更好地开设更多的专业学习。在学前专业

课程中应用信息化技术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它的实施过

程中，必须有一个集体的努力。

4 提高高等职业院校学前专业信息化教学的
对策
4.1 学校方面要加强对信息化硬件的投入

要保证各领域的信息化教学，必须要有先进的技术装备，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要加大投入，购置教学平台，增加录课设

施，建立强大的校园信息化网络，为教学工作的实施提供支

撑。在此基础上，要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学习水平，定期

举办各种专题讲座，深入研究和讨论，制定相应的教育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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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教育信息化的效果。可以成立相应的教学团队，由相应

的带队老师负责制定新的课程，并定期举办一次公共课程。

此外，也要以教师的资讯科技素养作为评价指标，借由立体、

全面的手段，加强资讯科技的应用，提高老师们的综合素质，

进而提高学前专业的教育品质。

4.2 教师要转变观念
现今的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其广泛地应用到各个领

域，势必对教学产生一定的冲击。学前专业教师必须转变传

统的教学观念，建立新的教学思想。要大胆地应用信息技术

来进行教学资源的集成，把多种信息技术应用到教学活动

中，使课堂更具感染力。同时，教师们在运用信息技术进行

教育的同时，学生们也可以作为今后工作的参考依据，在学

生就业的过程中，信息化的教育肯定会越来越普遍，老师带

头可以给学生们一些参考，提高他们的学习效率。同时，要

使学生具备多样化的资讯科技运用技能。在当前阶段，学前

专业师资队伍中，微型课教学、网络教学、线上教学平台的

运用是当前师资队伍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与一般 45 分钟的

课堂教学相比，微型课的内容简洁、时间紧凑，以 5~10 分

钟的小短片为主要内容，使学生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和构建知

识点，这与学生的学习特征和规律相吻合，教学成效显著。

但是微型课的制作费时费力，而且还要求有大量的技术支

撑，老师们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学习和掌握。同时，还可以

上传文档、视频、图片、测验等；还有学习任务统计、作业（可

以上传视频）、考试等，非常方便、及时，但也要老师们不

断学习、琢磨其多个用途 [4]。

4.3 应用各种信息化教学方法
首先，老师可以运用科技资讯来进行教学前的预习。教

师可以将课堂上的教学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让课堂变得更

有效率，同时也可以在网络上获得更多的案例，让课堂上的

讲解变得更有说服力。老师可以将教案、教学设计做成 PPT

文件，将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转化为微型课程，并将其上传

到网上，让学生提前预习、个性化学习，让他们能够轻松地

克服自己的弱点，提高学习的效果，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其

次，在课堂上，可以利用图片拓展阅读材料，增强学生的表

达能力，增强学生的学习效果。同时，也可以借助教学平台

进行网上的师生交流，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同时，老师还

可以使用现代教学仪器，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连线部分幼儿

园，并将现场的真实情况，通过远距离的录像，让学生有时

间进行教学。最后，资讯科技有助于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沟通，

促进学生课外活动的最佳化效果。老师们可以在课堂上设置

一个公开的论坛，让同学们将自己学习过程中的不如意的地

方写出来，然后向老师提出自己的看法，将自己在学习上的

问题告诉老师，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改进。利用网络技术搭

建了一个沟通平台，让老师们可以利用网络聊天工具，在课

堂上对学生进行实时分析，提高课堂的灵活性，提升学生的

自学能力。针对学前教育专业的特点，提出了不同类型的专

业需要采用多种信息化方法。例如，幼儿园的技术课程，比

如学前音乐伴奏、舞蹈与学前舞蹈创编、声乐与学前歌曲演

唱、手工制作等。老师筛选、编排教材中的重点难点，并在

课堂开课之前录下一段录像，让同学们反复看录像，并能使

学生们在课堂上找到问题并进行改正，从而科学地提高了他

们的教学模拟演练。在教学过程中，老师要多利用生动的影

像案例来提高教学的真实感，也可以利用资讯技术的即时连

线功能，让学生跟一些有经验的学前老师进行探讨，深化学

生的了解能力，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在此基础上，运用“微

格教学法”的方法，加强对学生的教育 [5]。

4.4 传统教学与信息化教学相结合
首先，“教育”仍然是信息化的核心，而信息技术仅仅

是最好的教学辅助工具，要成为一名杰出的学前专业教师，

教师们就必须加强对信息技术的研究，不断提升教学的信息

技术设计能力，使信息技术与教学深度结合，从而达到更好

的效果。其次，发挥课堂教学的作用，加强与学生的交流。

在信息技术教育中，建立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课程平台，

不仅是一种有效的教育手段，更是一种必要的手段。最后，

运用信息技术，使助教更好地发挥其作用。充分利用微信、

QQ 等社交工具进行实时交流，使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更

加活跃；通过案例视频、FLASH 动画等生动的图形，提高

学生的兴趣；采用可操作的虚拟模拟软件，简化了课堂的教

学，以增加学生的参与程度，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5 结语
高职院校的学前教学信息化是“互联网 +”发展的必然

趋势，也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必然趋势。通过对多媒体技

术的运用，可以增强学前专业的教学表现力和感染力，从而

转变当前教学环境中的常规教学模式，提高教学质量。促进

学前学科教学的信息化，有效地克服了以往的教学缺陷。在

未来的教育实践中，要持续地进行信息化教育的改革，要把

教育信息化的资源合理分配，把信息技术和课堂教育有机地

结合起来，把学校变成一个充满情感、有温度、有智慧的教

育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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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专递课堂”是为满足特定需求而设置的，例如在偏远

乡村学校开设音乐、美术、英语等，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

而设置了专门的教学项目。然而，与传统的教室相比，通过

互联网的传播，没有地理、空间的局限，它成为一扇可以让

优秀老师获得经验的窗口，也可以让城乡教师之间的交流与

学习，从教室的“快递”，扩展到“专递”讲授理念、教学

方法、教学方法。“专递课堂”对农村教学点开齐、开足课

程有一定的助益，并通过“联校网教”的方式对“专递课堂”

进行了创新，从而推动了城乡教育的高质量、均衡发展。

2 “专递课堂”的优势与前景
2.1 什么是“专递课堂”

“专递课堂”是通过网络同步授课，让偏远地区上不了

课、上不好课的乡村学校，与资源相对丰富的中心小学同堂

课，实现中心校一对一或一对多听课点的互动教学模式，使

教学活动在网上进行互动，是一种新型的学习课堂；课堂可

以进行即时的实况、录音、并将其上传至资源服务器；老师

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安排自己的学习和学习，实现师生互

动、生生互动、合作探究与沟通；同时还可以在教室内自行

录制视频，供学生自行下载、下载、反馈，以弥补课堂中的

不足，从而达到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通过互联网，实现了多所学校的同步学习，并使优质的教育

资源得以共享，从而有效地填补了城乡间的教育教学空白，

使农村教育教学得到了新的发展，从而为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和教师教学科研水平提供了一个新的教学平台 [1]。

2.2 教育均衡发展的有效途径
从全国来看，中国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呈现出东西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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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差异，城乡之间的差异也是相同的。城市与农村教育差

距的根本在于教育质量，而提高教育品质的关键在于课堂，

因此，利用互联网技术，把城乡两个不同的教室结合起来，

实现城市与乡村的同步，并通过网络教室，以城带乡，以城

促乡，真正地改善了学校的课堂教学，为实现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

2.3 创新的现代远程教学方式
现代远程教育能够最大程度地克服“时空分离”带来的

各种问题，并具有传统的教学方式所不具有的灵活性。虽然

现代网络技术的发展为“现代”的远程教育注入了新的生机，

但是“异步教学”依然是其核心的教学方式。但是，随着网

络技术的普及，远程教学已经不再需要为了“灵活性”而牺

牲“同步性”，而是通过网络技术实现远程教学。

2.4 创新校园网络形式
近年来，中国的教育信息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部分发

达国家已经实行了“校校通”，但是大部分的校园网应用都

是一些常用的应用，比如 WCB、E-mail、FTP、BBS、博客、

视频点播等，而在课堂上，主要是通过网上查找资料、网上

讨论，比如 Web Qucst、Mini Qucst。另外，还有一种叫做

“网络视频会议”的高级网络应用，与本文所述的网络视频

会议系统有些相似，但是视频会议系统主要是为管理人员提

供的，最多也就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点到点的补习，并没有

在课堂上得到实际的运用。所以，利用流媒体技术实现网上

同步教学，实现网上视频会议的大众化和教学化，才能真正

地发挥它的实际应用价值，从而丰富校园网络应用的内容。

2.5 创新课堂教学研究
该系统采用 Intcrnct 技术，将课堂上的教学视频实时上

传到网上，并将其上传到网上，并将其上传到网上进行教学，

并将其上传到网上进行教学，并将其制作成课堂教学的视频

和案例，这是本论文除了以上三个主要产品之外的一个副产

品，与“精品课堂”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网络技术的迅速发

展，为教育、教学开辟了新的窗口，正确、充分地利用网络

为教育和教学服务，必将促进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因此，

运用互联网技术实现“同步”课堂教学，既能促进区域内城

乡教育的整体水平，又能为实现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提供一

条长期的途径。图 1 为城乡同堂。

图 1 城乡同堂

2.6 “城乡同堂”加强学校间的密切合作
“城乡同堂”，既是一所学校的一项研究，也是两所学

校的共同努力。每一次乡村同步的教学活动，都不能只由两

校的管理人员来安排和推进，而更多的是师生之间的密切配

合，达到“城乡同步”课堂的终极目标。所以，不仅要有好

的教育资源，还要有好的老师。老师要在备课、上课、作业

批改、学生辅导等各个环节上订立规章制度，使同步课堂的

各项规章制度得以顺利实施。

3 如何促进城乡“专递课堂”的均衡发展
“专递课堂”是一项以信息技术推动教育均衡发展的重

要举措。所以，均衡发展的关键在于实现教育资源的平衡。

积极推动“专递课堂”的建设，采取网络授课、同步授课、

利用网络提供优质教育资源等方式，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

资源，推动教育公平、均衡发展。通过构建农村社区信息化

工作交流的新模式，促进农村中小学教师运用信息化手段进

行课堂教学，丰富农村中小学教师的教学内容 [2]。但是，在

实际操作中，由于城乡学生的知识和接受能力不同，城市和

乡村学校的教学速度要快，而乡村中学的教学要深得多，这

就给城乡地区的学生带来了困难。此外，市区各学校和各教

学点之间的快递业务不能实现。由于采用远程授课方式，授

课老师无法充分理解、把握学生的学习状况，无法制定出有

针对性的教学内容，在分析学生的学情时，会出现与辅导老

师的偏差。同时，市区内的学校人数众多，授课老师难以兼

顾到对面教学点的学生，教学效果也不理想。因此，要在城

乡教育基础设施方面加大投入，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推动乡

村教育质量持续提升。图 2 为促进城乡“专递课堂”均衡发

展的重要形式。

3.1 重视师资队伍建设
教育的均衡发展，既要实现硬件设施的平衡，又要兼顾师

资的平衡。我国城乡经济、教育发展的不均衡，导致了城乡教

师在教育理念、专业水准等方面的差距。在这样的形势下，我

们应该加大对教师的信息技术培训，提升他们的信息素质，既

要做好员工的培训，又要做好骨干教师的工作。通过这种方式，

教师和学生打破了时空的局限，促进了师生间的交流和学习，

实现了在线教学，实现了微课的教学，实现了优质的教育资源

共享。这样，教师与学生之间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促进

了师生之间的交流与学习，实现了网上教学、微课的教学，并

使教育资源更好地共享。通过“学习指导”“问题导向”“交

流促进”“展示驱动”等方式，教师通过不断地反思，发现自

身的不足，并发现自身的不足之处，进而提升自身的自我评价，

以达到更好的自我评价，进而更好地寻找自己的发展空间。通

过网上教学与科研，实现了对贫困乡村学校的精准扶贫，解决

了因人少、教学科研工作多靠自学、自己搞科研的问题，同时，

在一些较差的学校，利用“专递课堂”帮助贫困地区，实现了

优质资源的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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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加强校园网建设
针对目前农村贫困地区教师短缺、教师短缺等现实问题，

大力推行“同步课堂”，实现网络实时、低带宽的网络教学。

同时，在 4M 带宽的情况下，可以实时完成课堂教学的实时

传输，既能满足师生间的交互需求，又能有效地解决薄弱学

校教师短缺、教育资源匮乏等问题。在“同步课堂”中，学

校、班级、教师、学生可以共享教学资源，观看优秀的课程，

相互学习、交流、提高。在多媒体的帮助下，教学更加生动、

有趣，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使老师们不再背诵课

本。“同步课堂”还使城乡间的差距进一步拉近。从而逐步

实现了城乡教育均衡。

3.3 强化装备管理
要实现学校校园的教育、教学管理现代化，加强学校管

理工作，不但要建立具体的教育管理体系，还要强化学校对

设施管理、信息资料的有效控制，以实现学校设施管理与维

护工作分工到人，信息资料不被损失，从而正确利用信息，

保护学校设施。科学使用和及时维护是非常必要的，而信息

化又是一项庞大的投入，因此，每一个人都有义务保护好自

己的设备，确保其正常使用，避免课堂上的信息技术停滞不

前。另一方面，要避免资源的闲置，造成资源的浪费。实现

城乡教育实时同步，共同学习，共同发展 [3]。

3.4 高质量的教育资源
针对不同教学点的具体要求，针对教师、班级配备、学

校的具体状况，对不同教学点进行全面的考察、分析与研究。

对课堂、课程、教学资源的要求是什么？根据需求进行了汇

报，再由县教育局统筹安排，进行一对一的帮扶。同时，将

学生的帮扶责任落实到老师的个人身上，学生和被老师提前

规划、对接、协商需求内容，按需提供课堂优质资源，有效

提高课堂教学实效。“专递”是乡村小学教师与教师在课堂

上的交流与交流，有效地解决了乡村薄弱小学教师长期不平

衡的问题，实现了教学、教研融合的常态化教学。

3.5 改善教师的教学品质
“专递课堂”是实现远程教育资源共享、提高教学质量

的有效途径。主讲老师利用现代的教学技术，把远程和当地

的学生同步授课，组织师生、生生之间的交流；辅导员主要

承担着为班级提供服务和管理的任务，根据个别问题，组织

学生积极参加。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双向的优势互

补，使学生能够更好地适应和熟悉网络教学，从而提高教学

效果。通过组织乡村教师与乡村教师组成“网上学习共同体”

等举措，使乡村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水平得到了提升，优质教

育资源的覆盖范围得到了拓展，实现了教育均衡发展。

4 结语
总之，这次“专递课堂”活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将

全方位地提升教师的资讯素质、培养卓越的教师、运用资讯

科技、融合各专业；促进教育资源共享，促进教育资源共享，

提高教育质量，提高教育质量，提高教育质量。同时，学校

应继续完善“专递课堂”的教学模式，逐步向多个专业方向

发展，使城乡“专递课堂”教育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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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促进城乡“专递课堂”均衡发展的重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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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辅助的作用。论文探究了在中学音乐课堂中培养学生多元智能的策略，并施以详细教学案例分析，旨在论证音乐教育是促

进多元智能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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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多元智能理论传入中国现已三十多个年头。期间，作为

音乐教育工作者的一线教师以及有关学者对于多元智能理

论在音乐教育教学方面的探索就没停过。其实践经验很多，

但关于在中学音乐课堂中培养学生多元智能的策略这一研

究却少之又少。那么，在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多元智能，

最终达到促进课程建设这一目的是我们现如今需要思考的

问题。

2 多元智能概述
2.1 多元智能的源起

1983 年哈佛大学研究生院霍德华·加德纳教授出版了

《智力的结构：多元智能理论》，提出多元智能理论 [1]。根

据这一理论以及 2022 年版国家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在

教育过程中我们需要针对学生的个性因材施教，挖掘他们各

自所擅长的智能，从而发展学生自身，在各自将来所擅长的

领域中建设社会，为世界人民谋福祉。

2.2 多元智能的发展
20 世纪 80 年代初，各行各业进行着改革开放。这一时

期中国处在刚打开国门阶段，在与世界接轨之际，中国不断

接受着这些充满活力而又新鲜的事物，中国的教育事业也进

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学习其他国家先进的教育理念与实践指

导在我国进行教育改革中成为一种潮流，多元智能理论正是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来到了中国，由此掀起了一股“多元智 

能热”[2]。

2.3 多元智能的内涵

2.3.1 最初的七种智能
在 1983 年出版的《智力的结构：多元智能理论》一书中，



56

加德纳定义了最初的七种智能：音乐智能、身体动觉智能、

逻辑数学智能、语言智能、空间智能、人际智能以及自我认

知智能 [3]。

2.3.2 新确认的智能
1996 年，加德纳教授增加了一种智能：自然观察智能；

两年后又讨论了第九种智能：存在智能存在的可能性 [3]。

可以看出，人类拥有着非常丰富的智能。当面临解决问

题时，人们无论其文化水平如何，都必须使用各种智能的组

合来解决问题。

3 中学音乐教学与多元智能的关系
3.1 音乐教学与音乐智能的发展

音乐智能表现为人能够敏锐地觉察音乐特点的能力，如

音高、音色、速度、节奏情绪等。国家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

准（2022 年版）指出，课程的核心素养内涵为审美感知等。

所谓审美感知，就是通过多样化方法以及手段来培养学生对

音乐的感受、感知能力。在学生审美感知的同时，通过音乐

作品内在表现形式唤起他们的审美体验，音乐智能则能体现

出课程审美感知的特点。

3.2 音乐教学与身体动觉智能的发展
音乐教学活动中离不开实践，而实践活动与学生的身体

动作、感觉是分不开的。在音乐教育教学中，让学生运用身

体动作来体验音乐的节奏、旋律的高低以及音乐乐句，这正

是我们所称的身体动觉智能。国家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

（2022 年版）指出，音乐课程的核心素养内涵具有艺术表现、

创意实践的特点，二者皆反映了实践性。而在每一节音乐课

上的音乐实践活动内容有：身体律动、游戏和练习，特别是

身体律动也是每一位学生喜欢的音乐体验方式。

3.3 音乐教学与人际智能的发展
人际智能的核心是能够发现他人的情绪、气质、动机与

意向并进行辨别，也能处理与他人之间差异的能力。国家义

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 年版）指出，音乐课程的核心

素养内涵之一就是文化理解。通过音乐教学活动，可以让学

生在艺术作品中去体会与洞察对人、对事物、对民族、对国

家的感情，从而发现作品的风格与情绪、了解作品的动机，

进而迁移到与他人之间关系的差异处理上。

4 音乐教学中多元智能的培养策略
4.1 音乐教学中语言智能的培养策略

中学阶段学生的语言发展则由一般规范的书面语言转化

为了富有表达力的文学语言阶段 [4,5]。因此，音乐课堂教学

时可以这样做：

4.1.1 创设语言智能的学习环境
中学音乐欣赏课上，通过创设语言智能的学习环境来提

高学生的语言智能。如《瑶族舞曲》，选自人音版教材八年

级下册第二单元《西南情韵》。在聆听过程中让学生根据音

乐的情境编配中国古诗词，聆听完乐曲后用十分钟左右的时

间让学生谈谈自己对瑶族的认识与看法。将音乐学科与其他

学科的学习内容相联系的同时，又通过多种方式练习了学生

的听、说、读、写能力，从而更全面地提高了学生的语言智能。

4.1.2 倾听与朗读
通过倾听音乐故事，让学生朗读跟音乐有关的诗词、根

据音乐讲故事的方式来发展学生的语言智能。讲故事也是教

师和学生都喜欢的一种学习方式，当把将要学习的内容用故

事的形式加以讲述时，我们的音乐课堂也会变得生动有趣

许多。

4.2 音乐教学中视觉——空间智能的培养策略
从多元智能的视角来看，在中学音乐教学中通过电影、

广告片、广告画、图表、图解、视图材料对学生的视觉学习

有较好的效果。因此可以这样做：

4.2.1 鼓励学生用视觉化提纲表现音乐的结构
鼓励学生用视觉化提纲表现音乐的结构如图 1 所示。

图 1

强调音乐实践是国家课程的基本理念 [6]。在音乐实践中，

学生必须做到用手做、用眼看、用耳听、用脑想。例如人音

版教材七年级上册第四单元中的《爱的罗曼斯》，为典型的

单三部曲式（A+B+A）。曲式结构为：A（1~16小节），B（17~28

小节），A（29~32 小节）。可鼓励学生用图 2 来表现。

图 2

通过曲式分析让学生将音乐与视觉空间充分融合，不

仅让学生清楚了音乐作品的结构，还促进了他们多方面的

发展。

4.2.2 鼓励学生用图画表现音乐
柯尔文手势则可帮助学生较快找到正确的音区，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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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4.3 音乐教学中身体动觉智能的培养策略
参与音乐活动往往需要学生的手、眼、大脑与身体的各

个部分一起工作，这对发展学生的身体动觉智能很有帮助。

我们可以运用以下方式：

4.3.1 游戏法
爱玩游戏是人的天性，通过游戏法可较好地发展学生的

身体动觉智能。例如，让学生掌握四分、八分音符概念时：

准备四个凳子并摆成距离相等的横排，让五个学生通过互相

帮助的方式进行游戏（游戏要求：每个凳子都必须有人坐，

没有坐到凳子的同学找自己喜欢的同学两人一起坐一个凳

子），当学生坐好后按照他们所坐的位置在黑板上按顺序把

音符写出来，提示学生注意两个人坐在一起时两个音的记录

方式并引出讲解八分音符。这样既认识了四分、八分音符，

感知了音符时值的长短，同时也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活

跃了课堂气氛 [7]。

4.3.2 达尔克罗兹的体态律动
达尔克罗兹体态律动学也是发展学生身体动觉智能的一

个有效方式。让学生以身体为工具，通过有控制的动作来表

达所听到的音乐，根据节奏、韵律、强度、乐句和感觉的变

化而改变自身的身体幅度与动作力度。

4.4 音乐教学中人际智能的培养策略

4.4.1 引导学生正确交往
中学生的这一成长期是非常重要的时期。因此在音乐教

学中发展学生的人际智能是很有必要的。不仅要引导学生对

待同学朋友时要以诚相待，还要引导他们对待家长教师时要

懂得尊重理解——良好的关系是获得快乐和乐观的学习心

情的唯一途径。

4.4.2 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
根据国家课程标准，在音乐课中需要培养并增强学生的

集体意识和合作能力。而培养这一能力可表现在合唱、合奏、

小组创编等活动中，这些活动不仅是集体音乐的集体活动，

更是一种以音乐为纽带的人际交流活动。它将帮助学生培养

创造力和团队精神，帮助他们超越小我、融入大我，从而理

解集体的真正含义。

4.5 多元智能培养的教学案例分析
通过前文得出的在中学音乐课堂中培养学生多元智能的

策略，笔者就以人音版七年级上册第三单元《草原牧歌》中

的一首无伴奏合唱作品《牧歌》为例来分析在一节中学音乐

课堂中如何培养或启发学生的多元智能。

4.5.1 教材分析
《牧歌》是合唱作品中的精品，它充分说明民歌与音乐

创作间“源与泉”的关系。学生经过本首合唱作品的学习，

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还可以感受、体验四声

部合唱中人声音色特点及蒙古族长调歌曲的艺术魅力。

4.5.2 教学目标与教学重难点
在本节课三个维度的教学目标中，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这

一教学目标注重于培养学生的音乐情怀、社会价值观 [8]，我

们可以通过启发式教学法为学生的语言智能培养创设情境。

知识与技能教学目标则注重于开发学生的音乐智能。

在教学重难点方面，教师可利用学生的想象力与观察力

来培养学生的视觉—空间智能；也可利用学生的身体律动进

行编创表演，从而培养学生的身体动觉智能；同时还可通

过合唱曲让学生体会到合作的意义，进而培养学生的人际

智能。

4.5.3 教学过程设计
在导入部分时采用视频导入的方法，以一段蒙古族长调

《牧歌》视频来吸引学生。提问：通过观看视频你的脑海里

浮现了什么样的画面？学生自由回答。这一教学设计可为学

生的语言发展创设情境，引导学生把脑海中所浮现出的画面

富有逻辑性地表述出来，进而可根据学生的回答循序引导，

最终达到培养学生语言智能的目的。

其次进入欣赏环节。为了能使学生更为直观地理解此作

品，教科书的编写者采用了图谱的形式呈现，这一教学设计

可以让学生将音乐与视觉空间进行充分融合，以达到培养了

视觉—空间智能的目的。

在欣赏乐曲无伴奏合唱《牧歌》这一环节时，注意要向

学生强调合唱是一种高度和谐、需要同学们齐心协力表现的

音乐形式。在带领学生感受这一音乐形式时，不仅让他们感

受到了合作的乐趣、培养了其创造力，更重要的是增强了他

们的团队精神，达到了培养其人际智能的目的。

在创编环节时更需要引导学生通过团队合作完成与小乐

器及舞蹈的配合，这其实也是进一步培养了学生的人际智

能。对于编创的内容与形式，则需尊重学生的能力差异与选

择喜好。最终通过编创表演，不仅可以检测学生的学习成效，

更重要的是可以发展学生的身体动觉智能。

5 结语
通过本文对中学音乐教育和多元智能详细的研究，由此

可知，音乐智能的发展与音乐教学有着紧密的联系。教师须

在音乐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对音高、音色、旋律、情绪具有

敏锐洞察的能力，而音乐课程强调实践，也就是说在实践过

程中学生离不开身体的律动和相互合作，因此这也同时也培

养了学生的身体动觉智能、人际智能。针对这一系列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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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中学音乐教学过程中就必须要注重多元智能的培养

策略。培养策略有如下：

①语言智能的培养策略：创设语言智能的学习环境 [9]，

让学生在倾听与朗读的过程中得到语言智能的培养。

②视觉—空间智能的培养策略：鼓励学生用视觉化提纲

来表现音乐结构，以及用图画来表现音乐。

③身体动觉智能的培养策略：音乐教学实践过程中离不

开游戏，也离不开活动。因此用游戏法以及达尔克罗兹体态

律动法可以让学生得到身体动觉智能的培养。

④人际智能的培养策略：引导学生正确交往，以及培养

学生的合作能力。

在世界发展迅速的今天，我们要用与时俱进的眼光来看

待每一位学生的发展。因此在音乐教学中教学模式也需要多

样化，因材施教并尊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进而才能提高学

生的音乐素养、开发学生的不同智能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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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发展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同时，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也同

步迈进了新时代。新时代高校采购管理工作应从制度设计、机构组成、程序规范、信息系统、内控监管五个方面重点着手和

逐步完善，为积极落实国家政府采购制度和促进学校事业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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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伴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也同步迈进了

新时代。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内涵

式发展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高等教育现代化不仅包括高等

教育教学与科研的现代化，而且也包括为其保驾护航的管理

与服务现代化。高校采购管理作为高校管理与服务保障的重

要环节，在保证正常运行、提高管理水平、优化服务体验等

方面至关重要，深入分析研究新时代对高校采购管理工作思

路的新要求至关重要 [1]。

2 新时代高校采购管理工作的背景
2.1 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进入新时代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要优先发展教

育事业，把建设教育强国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

程，这标志着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办好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教育思想作

为思想纲领和行动指南，才能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

制度的独特优势，在事关办学方向的根本性问题上站稳立

场，确保长期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 [2]。

2.2 高校建设内涵发展进入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深入

实施，高等教育投入不断加大，教育综合改革不断深化，

有一批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已经步入或接近世界一流行列，

中国国内高校世界竞争力不断加强，科研水平稳步提高，在

校学生总体规模位居世界首位，已经是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

大国。与此同时，国家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规划和设

计了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远、中、近三个阶段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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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在新时代吹响了提升中国高校建设发展核心竞争力的

“集结号”，必将加快推进中国一大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早

日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必将提升高等教育发展水平，高校综

合竞争力，奠定高等教育长远发展的坚实基础 [3]。

2.3 高校采购管理工作进入新时代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和高校建设发展进入了新时代，

高校管理与服务也迫切需要进入新时代。一方面，高校管理

与服务需要适应新时代背景下的各项指标要求和服务标准；

另一方面，更要主动去寻找新时代管理与服务的新起点、

新目标和新思路。例如，构建互联网智慧校园、政府会计制

度改革、校院两级体制改革、落实国家“放、管、服”政

策等。因此，高校采购管理工作在新时代要紧扣时代主题，

提高工作效率，优化满意服务，迎头并进融入新时代高校

管理与服务，作为保障支撑高校发展的环节之一做出应有 

贡献 [4]。

3 新时代高校采购管理工作的思路
新时代高校采购管理工作要紧扣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和

高校建设发展两大主题背景，围绕依法依规和高效便捷两大

核心，突出“严、灵、控”，落实“放、管、服”，努力做

到助力学校发展、心系师生民意。具体而言，新时代高校采

购管理工作要在制度设计、机构组成、程序规范、信息系统、

内控监管等五个方面进行顶层设计和统筹全面考虑，搭建适

应新时代高校发展的采购管理体系框架，为高校内涵式发展

提供支持和保障 [5]。

3.1 制度设计
对于高校采购工作而言，目前许多高校分散制定的各类

采购管理制度细则较多，少见有集中统一制定的制度体系，

这样就会造成采购管理存在一个制度一个规范，缺少系统

性的顶层设计，容易造成“各自为政、各自为战”的问题，

甚至造成制度政策前后矛盾，不仅有失制度的严肃性和客观

性，而且不利于高校各二级单位执行，更不利于提高管理水

平的长效机制形成。笔者建议，高校采购管理制度设计应首

先着眼于整个采购制度体系的框架建设，做好顶层设计，按

照“采购管理总体办法—采购方式实施细则—其他采购配套

办法”的三位一体体系制定。其中，采购管理总体办法是从

学校整个采购管理体系的宏观视角出发，覆盖整个采购管理

的全过程，包括管理机构职责、采购程序方式、合同管理、

履约验收、内控纪律等方面。采购管理总体办法作为学校采

购管理工作的根本大法，须重点考虑宏观性、顶层性和前瞻

性，不求具体的面面俱到，但一定要做到思路清晰、体系完

备。采购方式实施细则是学校具体采购实施方式的程序解读

和执行步骤，实施细则应多注重采购方式的实操性，在采购

管理总体办法框架下开展采购行为。采购方式实施细则除应

重点考虑采购程序、采购条件、采购具体要求外，还应考虑

到实施细则的适时可调整性，如学校采购限额标准会随着学

校发展进行相应调整，实施细则中如有涉及也应适时调整。

其他采购配套办法则包括但不限于：履约验收管理办法、专

家库管理办法、供应商管理办法、代理机构管理办法等，主

要是服务于采购管理总体办法和采购方式实施细则的各种

配套办法、规定以及流程等 [6]。

3.2 机构组成
就高校采购机构组织来看，目前主要有 3 种组织形式：

一是学校成立采购领导小组，负责学校采购的统筹协调工

作，领导小组以下分设若干个工作组，分属不同的职能部门

牵头，分别负责基建工程、货物、服务及修缮工程项目的采

购；二是学校成立采购管理中心，作为独立建制单位，统筹

管理学校所有采购工作，这是近年来教育部主要推荐的，也

是近些年来各高校兴起的一种组织形式；三是依托相关职能

部门完成相关采购工作，按照具体项目与部门职责的相关性

来分工进行，学校未有统一协调机构。笔者认为，自 2013

年 3月 10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

开启新一轮大部制改革后，国务院组成部门逐步合并精简，

进而组建新的综合管理部门，其特点就是扩大一个部所管理

的业务范围，把多种内容有联系的事务交由一个部管辖，从

而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

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对于高校采购管理而言，

高校在二级机构层面组建采购管理中心，不仅能够将学校采

购工作统筹归口管理，避免多头管理、交叉低效，更能够体

现高校重视采购工作，强调主体责任的意识。具体而言，在

成立采购管理中心的基础上，内设机构可根据采购类型设置

货物采购科、服务采购科、修缮采购科或基建采购科等；也

可根据项目或非项目分类设置招投标管理科和采购管理科

（涵盖招投标项目以外的业务，如协议供货、批量集采、零

星采购等）[7]。

3.3 程序规范
政府采购工作对工作程序严谨和规范的要求较高。一方

面要严格遵守国家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中规定的各项法律条

文和规定事项，而且还要以学校内部控制管理为中心，按照

学校采购管理工作的工作流程和程序按部就班进行，每个执

行节点环环相扣，不能跳过一个环节直接进入下一个环节，

这样不仅会造成采购工作执行出现差错，更重要的是可能会

造成廉洁风险。高校采购工作程序要按照“三分原则”开展，

即“金额分段、审批分级、权责分明”。金额分段是根据学

校实际情况，依据政府采购、学校采购以及自行采购等金额

限额标准，分段划定各类型采购金额的标准；审批分级是根

据各岗位审批和执行权限不用，对不同类型不同金额项目进

行分级审批，如科长审批 10 万以下，处长审批 10 万 ~30 万，

主管校领导审批 30 万以上等；权责分明是从落实采购人主

体责任的角度，区分学校组织采购和单位自行采购，强调“谁

采购、谁负责”，切实做到采购人要对自身采购整个过程 

负责 [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8A%A1%E9%99%A2%E6%9C%BA%E6%9E%84%E6%94%B9%E9%9D%A9%E5%92%8C%E8%81%8C%E8%83%BD%E8%BD%AC%E5%8F%98%E6%96%B9%E6%A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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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信息系统
笔者认为，高校采购管理信息系统应主要着眼于两个主

要基础模块，一是采购分级审批管理，二是采购数据统计分

析。采购分级审批管理主要是构建采购审批的全流程，做到

从项目可行性审批、采购执行环节审批、验收报账环节审批

的全覆盖。该模块主要解决的是内控控制管理问题，即业务

审批执行问题。采购数据统计分析则主要是对年度采购项目

各类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包括采购项目类型数量、采购方式、

金额范围、是否委托等，通过大数据分析，总结年度采购执

行总体情况及执行特点，能够更好地总结年度采购工作并指

导下一年度工作。以上两大主要模块是基础模块，随着采购

信息系统的成熟和升级，未来可延伸到资产管理、财务管理，

并与政府会计制度改革的大数据相对接，做到从资产申请、

采购、验收、使用、报废、处置等的资产全生命周期信息系

统管理，而此时的采购管理信息系统则作为其中一个子管理

系统发挥其重要作用 [9]。

3.5 内控监管
在新时代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工作日益加强的

趋势下，高校采购管理工作作为高校重点廉洁风险岗位工

作，其内部控制管理尤为重要。加强采购管理工作内部控制

管理对于增强采购管理工作风险防控能力，提高运营效率，

保障学校持续、健康、科学发展至关重要。笔者认为，新时

代高校采购内部控制管理应建立以预判风险为导向，管理制

度为约束，明确权限为核心，信息技术为保障的“四位一体

式”体系。具体而言，主要应从以下几个重点方面着手：一

是以预判风险为导向。即高校采购管理内控工作应以可能发

生风险的行为考虑，从内控风险的预发生结果反过来分析内

控风险点，做到提早预防，提早研判。将采购内部控制与岗

位廉政风险点查找相结合，在设置岗位职责或安排岗位人员

之前就统筹考虑。二是以管理制度为约束。主要包括构建规

范高效的采购审批程序、科学合理的采购业务流程以及合法

合规的采购内部制度。采购程序须经相关专家科学论证、相

关科室审批、相关负责人审批以及校领导决策等程序；采购

流程要严格按照规定程序按部就班执行，不可越俎代庖超出

自身业务范围执行。采购制度则应包括采购预算制度、业务

控制制度、项目履约验收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监督检查制

度以及招投标评标制度等，通过制度保障内部控制实施。三

是以明确权限为核心。第一，建立采购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成立以校长或主管副校长为组长的采购工作领导小组，作为

采购活动的最高决策组织，同时设置独立的采购管理部门、

执行部门、监督部门，分别具体履行管理、执行、监督的职能，

形成权责明晰、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工作机制。采购管理

部门作为采购内部控制职能部门，负责组织协调政府采购的

内部控制工作。第二，建立采购议事决策机制。构建集体研

究、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和领导决策相结合的议事决策机制，

重大特殊建设项目、金额较大的采购项目，均须经相关专家

进行充分的、科学的、功能性的评议论证，以专家的建议为

依据，由高校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策。第三，明确高校各部

门的职责权限，将权利与责任分解落实到各相关部门，并建

立行之有效的控制标准，明确权责分配及授权形式和授权对

象，依据职责权限分工和设置不同级别管理层的审批权限。

在确定职责分工过程中，充分考虑不相容职务、岗位分立的

制衡要求。四是以信息技术为保障，应当充分运用现代科学

技术手段加强内部控制。高校应建立政府采购信息化控制流

程，强化各部门与各岗位良好的信息交流与共享、筛选、整

合，各部门之间内部控制与信息系统的联系，并及时取得和

分享工作信息，提高业务处理效率，减少或消除人为操纵因

素，加强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等方面的控制，保证信息系统

安全、有效运行 [10]。

高校采购内部控制是对采购项目的全过程管理，包括制

定采购预算、编制采购计划、发布采购信心、确定采购方

式、采购操作流程、签订采购合同、组织项目验收、建立采

购档案等一系列闭环行为，涵盖在高校内部各个部门和各个

岗位，对以上业务内容进行规范控制，针对政府采购等风险

点和关键控制点进行规范，将内部控制落实到决策、执行、

监督、反馈等各个环节 [11]。

4 新时代做好高校采购管理工作水平的意义
4.1 落实国家政府采购制度

政府采购制度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政策，一直都坚持

“向上靠、往下沉”的原则。“向上靠”，指的是要将政策

功能的发挥与国家经济政策、大政方针相结合，而不仅仅单

纯强调利益、强调节约资本 [12]。“向下沉”，则指的是各

项文件要落到实处，真正实现制定文件的初衷实效。作为高

校主体本身，做好政府采购管理工作，落实国家政府采购制

度，就是要做好“往下沉”的工作。高校不仅要严格执行国

家政府采购相关制度政策，比如：中央预算单位集中采购目

录及标准要求、分购分散采购限额标准及要求、公开招标数

额标准以及其他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等，还要在高校事业

发展和日常工作中，做好政府采购管理工作的宣传指导和

解释说明工作，让政府采购行为深入到学习师生的生活学习 

当中 [13]。

4.2 为高校发展保驾护航
当前，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内涵式发展的关键时期，高等

教育体制改革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对高校管理工作提

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作为高校主体而言，要把提高高校采购

管理工作水平作为新时代高校内涵提高的重点工作和提升

高校现代化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 [14]。结合高校管理实际，

提高采购管理水平，是不断提高高校管理科学化水平的迫切

需要，是促进高校运行保障效率的迫切需要，要进一步推动

阳光采购，加强采购信息公开，强化实质性公开，提高采购

信息透明化和实效性；要进一步优化管理体系，科学分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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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权责，完善采购内控体系建设，加强权力行使的全程监

督；要进一步健全长效机制，完善高校内部采购管理制度，

建立采购动态管理和检查监督机制，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要进一步推进采购信息化水平，全面推进电子招投标系统和

采购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将信息科技手段融入高校采购制度

设计和管理流程，不断适应新变化、探索新途径、把握新规

律，在高校采购管理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取得新突破、新进展，

为促进高校科学发展和提高管理效能保驾护航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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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科技发展，即时通讯软件的内容更加丰富，这些软

件不但可以让人们的沟通交流更加顺畅，而且也可以促使通

信软件的功能逐渐发挥更大的效用。目前很多交流平台逐渐

从个人导向转换成为群体导向，并且达到了协同作业的要

求，特别是微信公众平台的产生，让微信的功能变得更加丰

富，为高校当中的教学管理工作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不

但可以让人和人之间进行沟通，同时也可以让部门和部门，

以及学校和学生之间进行相互联络。

2 高校微信平台应用背景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所出台的统计报告不难发现，

目前中国网民数量已经多达几亿，而且手机网民所占比例超

出了 90%，而大学或大学以上学历的网民占比已经超过了

10%，可以认为，目前大部分的网民都能够顺利地使用手机

软件，或是其他的公众平台来办理相应的政务。特别是随着

互联网平台的普及，各项技术也逐渐成了便民服务不可或缺

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移动互联网技术在不断的发展，传统

互联网发展的速度也在逐渐降低，并且产生了转型趋势，而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高校也需要对校园络有所创新，并且融

入教学管理的相关内容，从而促使共享平台能够得到进一步

发展，为我国高校管理工作提供更多价值。

3 高校微信平台的优势以及功能性分析

3.1 高校微信平台的优势

在腾讯公司当中，微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交平台，不

但可以给各项智能终端提供无偿的通信服务，而且可以让通

信服务达到即时性的特点，充分满足人和人或是人和群体之

间所进行的交流以及沟通，用户能够利用移动终端使用微信

软件完成发送语音，发送图片或是视频交流，文字交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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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功能，当然微信还包括朋友圈以及其他的公众平台，

这些服务功能可以让人们相互之间分享图片，文字以及视频

内容，除此以外，微信平台也可以拓展接口，从而达到信息

群发的要求，让用户管理更加便捷，开发模式的接口也可以

给之后的二次开发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按照使用者的具体

要求，融入相对更加复杂，功能更加庞大的链接其中可以包

括课程信息的查询或是成绩的查询，以及其他方面的信息查

询，总而言之，微信平台的特点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其中主

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

第一，微信的用户群体极其庞大微信目前已经大约拥有

了 5 亿以上的用户，而这些用户都可以使用手机等相关的移

动设备随时将信息发布出去，并且迅速地完成信息之间的沟

通和传播，当然在线同步交流也是可以及时进行的。因此用

户只需要把教育资源上传在微信平台上，就能够让其他的用

户来进行学习，而用户以及用户之间也可以利用微信平台进

行学习现状的交流以及沟通工作。

第二，内容传播的方式更具有多元化的特点，用户进行

信息传播的过程，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不但可以利用音频传

播，同时也可以利用语音，文字或是视频的方式来进行信息

的交流，因此课程资源也可以按照具体需求通过不同的形式

在微信平台进行上传，从而多元化地将课程知识点展示出

来，达到教学的目标。

第三，传播速度快，影响面比较广。微信的传播速度很

快，而且覆盖面非常广，影响力也是极其显著的，一发布信

息，那么朋友圈当中的好友以及所关注的群体都能够立即看

到，而且通过转发的方式可以让信息以一种几何式的速度不

断地进行传播。在把课程资源进行上传以后，微信用户就能

够使用这些资源立即进行学习，通过微信上的互动功能也可

以让教师根据不同学生提出的疑问具有针对性的解答，从而

达到因材施教的要求，让教学更加具有科学性。

第四，信息的推送非常精确，而且可以在后台跟踪推送。

教师可以将班级作为一个基础单位，建立相应的虚拟课堂，

然后再将信息发送出去，达到内容共享的要求。不仅如此，

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当中的分享功能来整合资源，学生需要

扫描二维码才能通过链接找到学习资源。

第五，成本很低，微信软件是免费使用的，以微信公众

平台教学所投入的成本很少，而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许需

要耗费一些网络流量，所以可以认为微信使用的成本是忽略

不计的，这也让更多的用户能够愿意主动使用微信。

3.2 高校微信平台的功能性分析

目前中国很多高校都建立起了一种自主微信公众平台，

主要分为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利用微信订阅号的服务形式，这样的服务形式也

就是使用微信平台来订阅以及推送各式各样的消息，目前中

国使用这种微信公众号形式的平台有北京大学等，利用这样

的公众平台，其优势首先就是微信订阅号可以对任何媒体以

及个人进行定向传递，这样的模式不但可以让所服务的对象

更加具有针对性，而且操作起来也比较简单，可以让服务用

户相互之间进行良好的沟通；其次就微信订阅号传递的信息

是定向的，而且都在系统的订阅目录里，每天只能发一条群

发服务；最后，就是微信订阅号门槛相对较低，只需要对此

类订阅号有兴趣就能够参与进去，利用扫描二维码或是订阅

号就能够对其进行关注，而且所关注者的信息和个人身份并

没有严格要求。除此以外，微信订阅号的个人推送服务具有

定向性以及公开性的特点，服务的用户可以随时阅读，而且

也可以对所感兴趣的话题进行随意地转发以及分享。缺点就

是在使用订阅号来推送定向服务信息的过程当中，微信号的

服务用户很难及时收到信息的提醒，而且订阅号的定向推送

信息大多都是分享类型，只能主义传播，比较适合单向宣传

路线，除此以外，微信电话号也无法使用高级接口来进行用

户的身份核验。

第二，利用微信服务号的服务形式。这种形式是一种自

定义的服务功能，目前中国的中山大学等相关的学校都使用

此类形式。微信服务号的优点是比较明显的，一方面，它的

服务功能很强，而且可以进行各项服务信息共享，这样的模

式不需要和用户相互之间成立某一种明确的关系，只是单纯

地进行信息发送。另一方面，这一类服务号大多都在好友对

话列表的开始区域显示所发送的信息，每个月只能有四条

再次服务号可以进行高级接口方面的设置，权限设置比较

严格，当然普通用户也可以通过二维码来进行关注，微信

服务号可以进行推送，也能够自由地分享以及转发。其缺点

是非常明显的，推送的消息次数限制比较大，而且虽然可以

进行用户核验，但是程度比较低，所以使用这个功能的频率 

不高。

4 高校教学特点及教学管理特点

4.1 高校教学特点

首先，高校学生的专业方向都比较特定的，学习目标也

非常明确，因此在获得学习资源的过程中大多都根据自己的

专业角度来完成资源的获取。其次，高校教学模式大多都是

以教师的引导作为辅助学生进行自主探索，因此学生学习起

来较为独立。最后，高校学生统一学习的时间相对较少，因

此大部分学生都是利用自习室或是校园网等相关的方式来

进行学习 [2]。

4.2 高校教学管理特点

一方面，高校宣传模式是比较固定的，大多都是利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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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宣传的方式，这种方式很难让所有的学生都及时了解宣

传内容，随着目前很多学生都配置有手机，因此可以随时

查阅校园当中的宣传信息，而高校当中的宣传途径也可以

利用学生的手机来进行推送。另一方面，管理内容方面，

高校学生的作息不仅仅包括学习，而且也包括实践活动以

及团体文娱的活动，因此对高校教学管理的内容要求相对 

较高。

5 微信平台在高校教学管理中的具体应用

5.1 开展“微课堂”教学

在高校教学管理的过程当中，如果可以适当地利用微课

堂，将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微课堂是一种较为典型的以

信息化的教学思想来进行教学管理的方法，和较为传统的视

频教学以及网络教学都有一定的差别。微课堂可以对知识进

行具有针对性的划分，将其分成不同的层次，教师针对不同

的层次以及知识点完成讲解任务，并且把讲解的片段制成多

个教学视频，然后再将 PPT 课件配合上传，并同时发布电

子习题等相关的练习资料，在微信平台上可以让学生自由地

查阅或是学习。微课堂在实际教学的过程当中，大多需要和

校园的硬件信息资源相结合，使得教学流程得以进一步优

化，教师可以把已录制完毕的教学资源上传在微信平台上，

并不会受到技术门槛等多方面的限制。微信平台是具有开放

性的，而且也非常高效，可以把微课堂当中教学资源更加迅

速地给学生群体传递，当然学生也可以使用微信平台当中的

互动性，和教师之间进行有效的互动，并且询问教师一些难

以理解的重难点知识，教师也可以把一些公认的教学难点，

通过视频的方式提前制作出来，防止产生重复讲解的情况而

导致教育资源被浪费。利用微课堂也可以统计教育资源使用

的频率以及人群，评估教学视频受到点击的点击量，以及使

用者的反馈，对学生的浏览记录等也可以进行一定的跟踪分

析，利用这样的数据分析方式，教师将会了解学生大多更加

注重哪方面的知识以及对哪些知识点的了解，情况相对较

优，哪一些是薄弱点，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更加具有针对性

地完成教学任务，从而促使教学效果获得提升。学生在遇到

自己难以掌握的问题时，也可以反复地进行视频听讲，并且

多看几遍自己不了解的课件，一直到弄清楚知识点为止，而

在复习的过程中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复习效率更高，并

且及时进行查漏补缺 [3]。

5.2 利用微信平台全方位沟通教师、学生和家长

在进行教学的过程当中，高校学生也需要得到校方的严

格监督，学校和家长也需要共同合作才能完成教学任务。高

校大多都是寄宿制，因此家长很难和学生之间进行像中学那

样高频率的交流，很多家长并不了解学生在学校当中的学习

情况，因此，学校当中无论是家长和学生，或是家长和学校

之间都产生了沟通不良的情况，这对学生的教育是非常不利

的，但是如果可以善于使用微信平台，就能够让多方沟通的

效率增加。例如，高校可以给每一位学生在微信上建立个人

档案，让这位学生在学校当中的学习成绩可以在档案当中进

行共享，使家长得以查询并了解学生在学校当中的表现以及

所获取的奖项和艺术作品等，通过微信共享的方式可以有效

地突破空间及时间上所产生的限制，让家长随时随地都能够

了解学生的学校当中的情况，学生也会因此而受到更多的关

注，获得前进的动力。教师和家长之间的共同合作，可以让

高校学生的教学也备受鼓舞，而对学生的教育也更具有针对

性，当然学校也可以将一些活动内容发布在微信平台上，让

更多的家长了解高校学生在学校当中的表现和活动内容，并

且以此为话题和学生之间进行互动，从而增加彼此之间的熟

悉感以及信任感，这也可以让高校教学管理工作更加顺利地

展开。

5.3 利用微信平台来进行教务管理

在高校当中，教务管理工作非常复杂，内容也很多，较

为繁琐，因此管理起来非常吃力。教务管理工作包含但不限

于秩序的维护材料的管理以及教学计划的执行等相关的工

作内容，因此教务管理工作必须要和教师以及学校还有家长

学生等多方进行沟通，并且提升沟通交流的效率，因此如果

可以善于借助微信平台来进行信息的共享和传输，将能起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不仅如此，教务管理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

发布相关的信息，并且传输文件、通知、会议安排等相关的

教务事务信息接收者利用手机移动端就能够随时查阅信息，

接收信息不但可以有效地减少办公资源产生的消耗，同时也

可以让沟通交流变得更加便利，对教师的工作是非常有帮助

的，可以给学生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让教务管理的工作更

加高效，也更加便捷。

5.4 利用微信平台设立学术交流论坛

学校当中往往都会建立微信公众平台，并且按时给学生

推送一些比较经典的作品，或是一些热门的图书，时事点评

等相关的信息，和学生间建立起友好互动的关系，利用微信

功能让学生获取更多的新知识，并且拓展眼界，对目前的时

事新闻也能够进行探讨，从而使学生受到积极正向的引导，

让学生养成正确的三观，并且在循序渐进，潜移默化当中，

让学生能够善于辨别网络消息，从而去伪成真，利用网络获

得自身的提升。

5.5 利用微信平台来推送学校资讯

目前随着中国的教育事业在不断地发展，各个高校为了

可以吸引更多的优质生源，都会不遗余力地塑造自己优质的

形象，事实上，良好的社会形象对促使学校获得更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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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当今社会是信息技术的社

会，因此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价值是不可小觑的，尤其是微信

软件等移动平台的使用，也让高校获得了更多向外展示的空

间。高校用微信公众平台来推送和学校有关的信息可以使其

办学特色以及师资力量等都扩大影响力，用户只需要打开手

机就能够了解学校的任何信息以及办学质量，因此利用微信

公众平台也可以让高校招揽更多的学生，并且为就业等各方

面的信息提供发布平台，让学生获得更加优质的服务。

6 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是信息技术的时代，因此人们的生活，

学习和工作等都无法忽视移动终端所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在

人们的生活当中，智能手机已经占据了人们生活的大部分时

间，而智能手机当中的应用也逐渐变得更加成熟，各式各样

的社交软件已经成为学生和社会上的其他众多群体不可缺

少的重要通讯工具，特别是微信用户的数量极其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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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马克思指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

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 [1]。”这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基本

观点，也是对劳动本质的重要诠释 [2]。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

也对劳动作出了诸多新的论述，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

二、三、四卷）中都有体现，对于劳动和劳动者的诠释和尊重

更是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崇尚劳动和尊重劳动者已然在社

会中蔚然成风。“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这是深深根植于

中华民族血脉的精神基因，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路径，

迈向新征程，必须“坚持崇尚劳动、造福劳动者”[3]。

2 习近平关于劳动的重要论述
2.1 尊重劳动及劳动者，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4]。从宏观层

面来分析，这是世界和国家发展的本质力量，无论是物质资

料的积累还是个人情感的获得，都是源自这最基本的本质活

动。从中观层面来讲，经济社会要发展，唯有依靠人民的劳

动，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向前发展，从无到有，从零到一，

从来不是无中生有。从微观层面来看，个人认识世界、改造

世界都有赖于实实在在的实践，冥想、空想向来都是痴心妄

想，对于现实世界的改变、个人处境的提升作用极其有限，

甚至是没有。

正因为如此，劳动才被如此推崇，劳动者才如此被礼

赞。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劳动创造了中华民族，造

就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也必将创造出中华民族的光明 

未来 [5]。”这是从人民创造历史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实际得

出的正确判断，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时代呐喊，实现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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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根本上要靠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全体人

民的劳动、创造、奉献 [6]。

尊重劳动和劳动者，是对新世纪世情国情作出的又一次

准确判断。进入新世纪以来的第一个十年，中国经济每年以

超过 10 个百分点的增速跑步前进，第二个十年，中国经济

仍以超过 5 个百分点的增速稳步向前，在这态势向好的大背

景下，一些不良风气也随之席卷而来，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

潜在威胁，甚至已经形成了一股力量，正在逐步吞噬已经取

得的成就成果。《党的十九大以来大事记》给出一组数据：

党的十九大以来，到 2022 年 7 月，“天网行动”共追回外

逃人员 6900 人，其中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 1926 人，追回赃

款 327.86 亿元，“百名红通人员”已有 61 人归案，其中，

孙政才、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人还被写入《中

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在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和名字后

面，反映的是个人正确价值观的缺失和错位，是不良思潮的

充斥和越位，忘记了作为一名劳动者的光荣和尊重。在美剧

中也是美国社会的事实，医生、律师等都是上层社会的代表，

餐馆服务员、维修工等都是底层社会的主要构成，这种具有

明显差别的设置，导致了各种社会问题、矛盾的滋生与恶化。

随着中国走向世界舞台，这种不良风气也趁机而入，弥漫在

社会的各个角落，“农民工”“工人”等字眼不断从各个阶

层口中传出，劳动被人为地冠上了“三六九等”，职业也不

纯粹了，行业也不清爽了。针对这些乱象，习近平总书记作

出了铿锵有力的回应：“在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

群众始终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根

本力量。那种无视我国工人阶级成长进步的观点，那种无视

我国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的观点，那种以为科技进步条件下

工人阶级越来越无足轻重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有害的 [7]。”

这是党和国家对于新时代劳动者处境的深刻认识，劳动

者利益的主动担当。越是在和平年代，越是要依靠劳动人民，

发挥他们主人翁作用，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尊重劳动及劳

动者，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

倚重力量。

2.2 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擦亮“中

国梦”的健康底色
榜样蕴藏无穷伟力，精神激发奋斗意志。劳模精神、劳

动精神、工匠精神 [8]。无论放在哪个时代，都是值得大书特

书，熠熠生辉的正能量，是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

勇敢前进的精神动力 [9]。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

神对于干事创业的重要性。他认为，弘扬这些精神是我们有

效应对新时代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需要，是正确解答“李

约瑟难题”的答案，是对曾经的辉煌历史和苦难经历的深刻

总结，也是对当下现实的深刻警醒。只有拥有过辉煌的过去，

才能有幸去提“伟大复兴”，“中国梦”正是在这种情境中

提出的。广大劳动群众在其中是主力军，是主人翁，他们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动实践中勇于创

新、敢为人先，创造了一个个奇迹，同时也留下了宝贵的经

验，随着时间、实践的检验最终凝聚成一种精神，我们所谓

的劳动精神，通过一代代人的传承，再次反作用于“中国梦”

的伟大实践中。

党的十八大以来，十年间，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

升，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一番，经济总量长期居于世界第二，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两番，高科技创新成果喜讯频传 [10]。

这无不得益于我们国家始终强调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

匠精神。我们也坚信，在今后的发展中，这些精神将继续擦

亮“中国梦”的健康底色，克服发展中的一切艰难险阻，支

持中国人民一往无前。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伟大的

精神来自伟大的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提倡通过诚

实劳动来实现人生的梦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反对一切不劳

而获、投机取巧、贪图享乐的思想 [11]。正是秉承着这种理念，

我们才能在突然而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动荡的香港局势、严

重挑衅的“台独”及外部势力、急剧变化的国际局势等面前，

保持斗争本色，谱写绚丽华章。

2.3 以劳动托起中国梦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叮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

众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养成善于学习、勤于思考的习惯，

实现学以养德、学以增智、学以致用 [12]。”唯有如此，才

能在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洪流中勇立潮头，在不进则退、

不强则弱的竞争者赢得优势，在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人生

中有所作为 [13]。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强势上扬的

经济发展世界瞩目，新征程道阻且长，好吃的肉已经吃完，

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 [14]，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

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接踵而至，如何有效应对这些问题难

题，要事大事，是摆在我党面前的新问卷。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 

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

主动 [15]”，“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

动能新优势 [16]”，要“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树立辛勤劳动、

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理念，让劳动光荣、创造伟大成为

铿锵的时代强音”，“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伟

大征程上再创新的业绩，以劳动托起中国梦”[17]。

3 高校劳动教育的新内涵与新要求
高校劳动教育作为高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大学生

劳动观念、态度等的培养与塑造休戚相关，习近平新时代赋

予了高校劳动教育新内涵并提出了新要求 [18]。

3.1 高校劳动教育的新内涵
劳动不是简单地特指我们一天中做了什么事，而是指我

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火热实践，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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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高校和大学生而言，则主要指在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

合的具有启示意义的教育活动 [19]。

在高校劳动教育语境中，相较从前，当下更应该把劳动

观念的灌输、劳动意识及态度的塑造作为重点教育内容，将

之和大学生的人生理想、未来规划等紧密结合起来。这关系

到大学生就业后以何种心态去面对自己的职业及看待自己

的工作，进而影响到自身价值的选择、社会责任的担负等精

神特质 [20]。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

丽”[21]，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劳动价值观的明确定位。

大学生作为未来的劳动者，必须准确把握、深刻理解劳动的

这一价值定位，才能从内心深处认可、尊重劳动，将自己的

学习、生活时刻和时代要求对接起来，改变以往“劳动分贵

贱”的庸俗劳动观念、错误劳动理念，摒弃人为地将劳动者

分三六九等，用实际行动将自己打造成“行业状元”，在最

平凡的岗位干出不平凡的业绩。

习近平总书记劝诫青年人，“要坚持艰苦奋斗，不贪图

安逸，不惧怕困难，不怨天尤人，依靠勤劳和汗水开辟人生

和事业前程”[22]，勉励广大劳动人民“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23]。这实则是对高校大学生劳动态

度提出的期待。在高校劳动教育中，“爱劳动”一直是我们

灌输给学生的一种劳动态度，但“爱”到何种程度，以何种

标准去衡量，都是相对主观、见仁见智的问题。从习近平总

书记对青年的寄语中，我们看到了“爱劳动”之外的另一种

态度，那就是“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

这对应了“实干兴邦”“创造伟大”的理念 [24]。据相关研

究显示，当代大学生在意识上都认可“劳动造就成功”，但

又惧怕“劳而不获”，小部分群体甚至渴望找到走向成功的

捷径 [25]。这给当前高校劳动教育敲响警钟，学生劳动态度

上的“缝隙”，很有可能成为其劳动思想上的“裂缝”，演

变成职业生涯的“大坑”。因此，加强辛勤劳动态度的关注

与培养，必须提上日程。

此外，还应该强化劳动品德中的人本关怀、家国情怀教

育。关于人本关怀和家国情怀教育，党和国家在近年来提到

了一定高度，在各种场合、各种时间反复提及、频繁强调，

略显遗憾的是，在劳动教育中却因为这种“反复提及、频繁

强调”而未能作专门的引导和诠释。在大家的普遍认知中，

工作是自己的事，公司的事，似乎和国家、人文关系不深，

或者关联甚少，更多地从自我本位特色去看待、对待。殊不

知，正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个体的勤奋工作才构成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我们的每一分努

力，都是个人梦与中国梦的有力支撑。

3.2 高校劳动教育的新要求

3.2.1 深刻理解和把握劳动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培养中的作用
中国劳动教育培养目标自建国到现在，经历了一个反复

修正和完善的过程 [26]，从“培育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的、掌

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

的国家建设人才”[27] 到 2015 年重修《教育法》《高等教育

法》中的“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这些表述的变化，蕴涵着不同时期党和国家对人

才培养的不同要求，产业发展对劳动者的素质诉求。从“劳

动者”到“人才”再到“建设者和接班人”，表面上是表述

的更换，事实上是产业发展对人才导向的愈发精细和严格要

求，外在表现在专业性、技术性上，内在表现在政治性上。

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这是完全符合我们建设发展的导

向，符合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需要警醒的是，“建设者和接

班人”某种程度代表的是具有一定水准的劳动者，并不能等

同于“普通劳动者”，关于这点大学生有着相对清晰的定位，

这就造成了某些小部分群体的好高骛远，在心理上远离“普

通劳动者”，在行动上拒绝做“普通劳动者”。这也是高校

劳动教育在新时代面临的新课题。从劳动的本质来看，“普

通劳动者”和“建设者和接班人”都是“以劳动托起中国梦”

的坚强力量，“说到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要靠各行各业人们的辛勤劳动。现在，党和国家事业空间很

大，只要有志气有闯劲，普通劳动者也可以在宽广舞台上展

示自己的人生价值”[28]。习近平总书记将劳动教育纳入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要求之中，充分彰显了“建设者和接

班人”的劳动本质 [29]。作为高校，沿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指

引去培养人、塑造人，是其劳动教育的根本遵循，也是努力

的方向，更是劳动教育的根本任务。

3.2.2 深刻把握和理解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崭新意蕴
在数字化、网络化、人工智能化的今天，诸多劳动内容

被替代或者逐渐消失，是否还有必要像以往那样辛勤劳动，

默默耕耘，很多大学生都在苦苦思索追问。在大家看来，过

去的学工学农种地等模式早已被历史抛弃，现在的新型业态

与之更像是一种矛盾关系 [30]。关于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

记给出了肯定的答案，“要通过各种措施和方式，教育引导

广大青少年牢固树立热爱劳动的思想、牢固养成热爱劳动的

习惯，为祖国发展培养一代一代勤于劳动、善于劳动的高素

质劳动者”[31]。由此可看出，热爱劳动、勤于劳动是其他“培

养目标”“高素质”“高技能”等的基础、根基，正所谓，

万丈高楼平地起，没有“热爱”“勤于”，哪有“高尖精”“工

匠精神”，“不惰者，众善之师也”，劳动态度往往比劳动

技能更能决定一个劳动者的上限和下限。在高校劳动教育中

植入“热爱劳动”“勤于劳动”的因子，对于大学生劳动态

度的塑造与培养至关重要。

3.2.3 深刻理解和把握高校劳动教育的实质与内容
高校劳动教育是一种区别于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更高层

次的教育，是直接面向社会、面向产业、面向未来的职业 

教育 [30]。诸多高校都设立了“职业素养培养”相关课程，

集中对大学生职业规划、职业态度等进行辅导，内容相对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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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于“劳动”的诠释太少。或许是因为每个专业课都带

有劳动性质的缘故吧！这就要求高校教育工作者，更有针对

性地去探索专业教育与劳动教育的衔接问题，将劳动教育纳

入“三全育人”体系之中，嵌入立德树人工作中，与实践实习、

创新创业结合起来。更为重要的是，与新时代建设创新型国

家的发展战略结合起来。在具体落实维度上，可从四个方面

持续发力，重视自我服务，培养劳动习惯 [32]；树立劳动榜样，

激发劳动热情；完成集体劳动作业，完善技能技巧；培养劳

动兴趣和竞争意识，发展创造才能。

4 结语
劳动创造了中华民族，造就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也

必将创造出中国民族的光明未来 [33]。当代青年生逢其时，

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34]，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理应勇挑重任，勇立潮头；作为高校，

更应该为他们的成长提供舞台，助力其茁壮成长，成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格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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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与工作记忆”国内外研究对照与突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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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 Cite Space5.8.R3d 对 CNKI 数据库和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与“运动与工作记忆”相关的文献，进行知识图
谱的可视化分析。首先对CNKI数据库与Web of Science数据库进行独立检索与软件分析，然后对图谱进行独立分析与对比分析，

结果显示：①国外研究多为分子水平的干预研究，研究内容具有集中性，而国内研究内容选择面广，干预研究不深入，因此

无法解释实验现象产生的具体原因。但国内研究对象的选取，涉及人类全生命周期，因此国内研究为国外研究提供了新的研

究方向。②国外的研究热点目前集中于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年轻人群两个方面，国内研究热点集中于身体活动、有氧运动、

认知功能，二者研究内容、途径有着较大相关性。

Abstract: Cite Space5.8.R3d was used to visualize and analyze the literature related to “motion and working memory” in CNKI 
database and Web of Science database. First of all, the CNKI database and the Web of Science database are independently retrieved 

and software analysis, and then the map is independently analyzed and compared,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① Foreign studies are 

mostly molecular-level intervention studies, and the research content is concentrated, while the domestic research content selection 

is wide, and the intervention research is not in-depth, so it is impossible to explain the specific causes of experimental phenomena. 
However, the selection of domestic research objects involves the whole life cycle of human beings, so domestic research provides a 

new research direction for foreign research. ② Foreign research hotspots currently focus on cerebrogenic neurotrophic factors and 

young people, and domestic research hotspots focus on physical activity, aerobic exercise, and cognitive function, and the research 

content and pathways of the two have a great cor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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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有关工作记忆的研究不断深入，从概念到实践探

究，再到具体的影响因素，工作记忆的研究内容呈现多元化。

首先，工作记忆是运行推理、理解和学习等复杂任务时，能

够加强事物记忆的必须系统，是执行功能的核心组成部分 [1]。

其次人们开始以运动作为一种干预手段，来探究对工作记忆

的影响。最后，多年研究发现，不同的运动负荷对工作记忆

产生的影响不同，现有的研究表明：在高强度急性运动期间，

工作记忆和情节记忆都受损，而在低强度、中等强度急性运

动期间记忆功能没有受损 [2]，除了急性运动，国外作者还发

现中等强度的运动能有效提高认知能力 [3]。

“运动与工作记忆”的研究对象包含儿童、青少年、中年、

老年等不同年龄层次的人群，而在青少年群体中，备受关注

的人群是大学生。国内学者把有关运动干预老年人工作记忆

的对照研究进行文献的 meta 分析，发现老年人体育锻炼可

以有效改善工作记忆 [4]，张海娣研究得出运动干预对大学生

工作记忆行为表现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并证实运动干预可以

改变 BDNF 水平，为运动促进 BDNF 水平的变化提供有力

的科学证据 [5]。反观国外研究，国外作者对运动干预老年人

工作记忆的研究中采用行为结果 - 速率校正分数、fNIRS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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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收集与心血管体能测试，研究得出 2-back 任务依赖于工

作记忆的存储组件，导致顶叶皮层中更高的皮质激活，使

PASA 模型描述的典型模式出现叠加 [6,7]，此外国外作者还

对新型缩短冲刺方案是否对可以改善年轻人认知展开研究，

研究结果显示 SSREHIT 等省时的运动方式可以提供足够的

刺激，有助于提高特定认知领域的表现 [8]。综合分析国内外

文献资料，得出国外的深层次研究，是对国内的研究的填补

与论证作用，从而形成了一种互补的研究状态。对国内外“运

动与工作记忆”的关键词以及近 10 年发文量的图谱制作，

使得信息全景化，梳理领域内研究现状、研究热点、研究前

沿，并对图谱进行系统的解释与对照，为“运动与工作记忆”

的后续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在 CNKI 中采用高级检索项，检索词采用：工作记忆

OR（锻炼 + 活动 + 运动）× 工作记忆 OR（锻炼 + 活动 +

运动）× 短时记忆 OR（锻炼 + 活动 + 运动）× 短期记忆

OR（锻炼 + 活动 + 运动）× 操作记忆 OR（锻炼 + 活动 +

运动）× 近因效应，确定学科方向为体育，移除报纸类、

年鉴、图书、成果类文章，语言择选汉语，共选取 281篇文献。

初步筛选剔除无关文献后选取 1980.01.31—2022.01.31 年间

281 篇，这 281 篇包含全年限文献。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选用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

采 用 检 索 式：(((TS=(Exercise and working memory))AND 

LA=(English)) AND DOP=(2012-01-01/2022-01-31)) AND 

DT=(Article)，移除在线发表、会议录论文、书籍章节类文献，

共选取 1260 篇文献。对所选文献的标题、摘要、关键词仔

细阅读后，筛除不相关文献后选取 800 篇。

2.2 研究方法
CiteSpace 是一种采用科学计量的科研软件，可以将数

据进行可视化分析，用以表达研究现状、突出研究热点、

探究研究前沿、推动研究的深入发展 [9]。本文采用新版

CiteSpace 版本号为 5.8.R3d。数据分析时，先对 CNKI 所

得数据进行转换，使其能被 Cite Space 软件识别，后运行

CiteSpace5.8.R3d 对两组数据进行降重处理，软件年限参数

设置为 from 2012.JAN to 2022.JAN，时间切片设置为 1，

Term source、Term type 均设置为默认值。

3 结果分析
3.1 国内外“运动与工作记忆”发文趋势分析

对国外 800 篇及中国选取的 281 篇文献以年限区域进行

划分，以及 2012 年 1 月到 2022 年 1 月国内共 265 篇国外

800 篇，并进行时序数量的对比。从趋势来看，国外研究自

2015 年出现快速增长，其间大幅度拉开与国内研究的差距，

而国内研究相对于国外研究增长缓慢，但仍然处于上升趋

势。进一步分析得出：国外对于“运动与工作记忆”的研究

趋势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12—2015 年）为蓄势期，此时国外对如

何减少痴呆危险因素展开探究，同时期得出有氧运动对工作

记忆有一定的利害关系 [10]。在该阶段，国外开始探索影响

老年认知以及工作记忆的运动，并展开实验研究，研究表明：

运动干预有助于认知水平的提高，并对有氧干预强度进行细

致分析，发现中等强度运动最有利于提高工作记忆，但并未

具体说明影响工作记忆的机理。

第二阶段（2016—2018 年）为快速增长期，分析后发现，

国外研究是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开始探究影响工作记忆的

机制，研究中发现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存在 [11]。此外在

对该时段文献进行搜索时，发现部分国内学者也对影响机制

展开研究，但研究成果并未在国内刊物发表。

第三阶段（2019—2021 年）为黄金期，在该时段对于

运动干预工作记忆的实验研究进入成熟期，开始出现临床、

分子水平机制的研究，如有氧运动对甲基苯丙胺依赖患者的

影响，探究有氧运动下前额叶皮质中 BDNF 和 CB1R 的恢

复 [12]。纵观国内趋势，近十年一直处于稳步增长期，增长

波段仅在 2018—2020 年间出现浮动。经分析，此时国内开

始出现有关运动与工作记忆的分子机制研究，但国内研究主

流仍为干预研究，说明此时国内开始注意到运动对工作记忆

的影响因素研究，但由于多方面原因该课题研究并未出现快

速发展的趋势。

3.2 关键词
对选取文献的关键词进行软件分析，可以获得关键词共

线分析、可作为分析该领域研究热点和前沿的重要依据。因

此，对有关“运动与工作记忆”的文献进行关键词分析，可

以直观地表现出“运动与工作记忆”的研究主题与研究热点。

3.2.1 国内关键词分析
采用软件对关键词进行突现。其中红线左端为该关键词

开始出现的年限，右端为关键词结束的年限，分析得出身

体活动、有氧运动以及认知功能为现阶段国内研究的热点，

同时也是短期内对“工作记忆”的一种研究趋势。综合上述

图谱分析，得出中国目前对于“运动与工作记忆”的研究，

集中于某些身体活动或有氧运动下对认知功能或工作记忆

的影响。有研究表明：经常参加体育运动对青少年工作记忆

有促进作用，但高强度与中强度有氧运动对青少年工作记忆

影响不显著 [13]，而国外研究很早就发现，中等强度的运动

会选择性地影响青少年执行功能，并对其影响机制进行了研

究，在综合时间分析，得出国内研究内容的选取仍然在浅层

次，没有深层次的分子机制研究或通路研究。

3.2.2 国外关键词分析
结合关键词词频与中心性分析，发现国外研究涉及不同

年龄段。就中心性来说大于 0 的共有 110 个，但按频次排名，

关键词 older adult 频次极高，但其中心性仅为 0.04，在中心

性排名中位于 28 位，后将排名前八的频次与中心性进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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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可以直观地看出国外对于研究对象的选取，有老年群体向

成人过渡的现象。此外中心性前八名分别为脑、执行功能、

神经营养因子、认知操作、注意力、成人、运动、年龄，综

合表明，国外更注重于探究运动对人体某阶段工作记忆的影

响机制与发生机理。

通过对关键词进行突现，共得到突现关键词 19 个。对

这些关键词进行分析，得出近十年来国外的研究蕴含行为科

学、体育科学与医学领域等方面，并且研究多为深入性研究，

并获得了很多的研究成果。例如，国外研究得出急性有氧运

动可以改善工作记忆，并探究工作记忆的神经基础，包括大

脑皮层（额叶，颞叶，顶叶和枕叶）和皮质下区域（丘脑，

杏仁核，海马体和小脑）[14]。深入分析突现关键词，得出国

外现阶段的研究热点集中于 bdnf、young，说明国外运动与

工作记忆的研究对象出现了转变，此外由于国内研究涉及全

生命周期，故国内研究可作为国外研究的参照，同时国外也

为国内该课题的研究指明新的方向。

4 研究结论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

纵观近 10 年国内外对“运动与工作记忆”的研究，在不

同时间周期的发文量、不同的国内外作者、科研机构的发文

量与合作水平、研究热点等方面，国内外研究存在着明显差异。

从整体上来看，国内外文献数量都呈现上升趋势，但就发文

数量与研究内容深度而言，国内研究远低于国外的研究。比

较分析发现，国内研究过于追求所谓的创新性，研究没有专

一性，理论性研究与实践性研究（问卷调查、干预实验）成

为研究的主要方向，但理论阐述、问卷调查以及干预研究的

内容不深入，从而无法解释造成该现象的本质原因，相比之下，

国外的研究则由一个核心点出发，从而不断地深入探究造成

该现象的本质原因。综合分析国内外热点，发现国外的研究

热点集中于年轻人群与脑源性神经因子以及“模型”的建设，

研究方法多为实验对照法、实验干预法、临床分析等；国内

则是身体活动、有氧运动、认知功能为主要研究热点，研究

方法多为实验干预法。就国内外热点而言，国外对于有氧运

动对工作记忆的研究已经有了很熟练的经验，热点显示出国

外研究的目标人群发生变化，所以国内学者的研究可以围绕

国外已有的实践经验，对年轻人群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4.2 展望
现如今，人们越来越重视运动带来的益处，从科学选择

运动的项目、负荷，到研究得越来越深入，人们对运动影响

工作记忆的机制、原理不断展开科学的探索与实践，这使“运

动与工作记忆”的相关研究在近年来出现增长的趋势。随着

国内外学者不断对影响工作记忆的机制、原理展开研究与探

索，不断增大了我们对运动功能的认识。在中国政策的推动

下，体育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国内学者与研究机构应抓

住机遇、团结合作；要认识到国内与国外的差距，能在不断

拓宽自身研究领域的同时，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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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神经生理学、心理学、计算机科

学、脑科学等新技术和新理论的发展，人工智能被引入学校

教育。它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和挑战，有可

能从根本上改变高等教育机构的治理和内部架构，改变了传

统教与学的方式，并深刻影响了现代教育理念 [1]。人工智能

作为影响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新兴技术，为了在未来的国际

技术竞争中把握主动权，主要发达国家都大力出台许多规划

和政策推动其发展。人工智能正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智能

时代的决定性力量 [2]，为加快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必须推

进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应用在中国人生活

的方方面面正变得日益普遍；高等教育也不例外。因此，发

展人工智能教育成为各国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的一个主

要途径。

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一种颠覆性技术，推动了无人驾驶、

无人机、生物学、卫星图片分析等各方面的发展。各国政府

都认识到拥有人工智能技能和对其工具的良好理解对于孩

子们脱颖而出并更快地融入社会非常重要。许多机构和政府

逐渐开始意识到这一点。2017 年，英国上议院成立了人工

智能委员会。到 2018 年，该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称人

工智能肯定会推动并影响子孙后代的生活。为推动人工智能

事业的发展，中国政府于 2017 年就颁布了《新一代人工智

能发展规划》，这为我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 [3]。

在这样的智能时代背景下，国防、教育、医学、天文学等行

业对人工智能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但是人才的数量和质

量严重滞后于社会的需求 [4]。因此，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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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教育的深度融合发展是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前提 

之一 [5]。

人工智能理论、模型和技术和教育的交叉融合越来越深

入，那么人工智能技术对教育教学和培训实践产生深远的影

响，助力教学的创新 [6]。要实现人工智能教育方面教与学的

大规模创新，要通过跨学科的团队合作促进大规模的创新 [7]。

2 学科特点
人工智能是一门涉及脑科学、控制论、计算机科学、博

弈论等众多领域的交叉学科。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人工智能

发展十分迅速，尚未有系统的教材和实训实践体系和经验，

很难满足人工智能人才的教学需求。该课程具有以下基本

特点：

①新颖性，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日新月异，各项技术都

具有很强的新颖性，很难有人能系统地掌握所有的分支，只

能集中精力于某一个细分领域。

②个性化，对于一个老师来说，想知道如何满足班上每

个学生的需求是极其困难的。但人工智能很容易适应每个学

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并可以根据他们的优劣进行有针对性

的教学。

③难度大，需要在数学、哲学、心理学、神经科学、计

算机科学等领域有扎实的基础。

3 存在的问题
基于人工智能学科这些特点，在教学过程中出现许多

问题：

3.1 师资缺口制约学科发展

人工智能学科的人才匮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从本质上

来说，人工智能教学师资的缺乏关键不是师资编制的匮乏，

而是人工智能教学能力和理念的欠缺，特别是领军人才，青

年英才和骨干教师的缺乏。

3.2 教材选取问题

市面上人工智能领域的教材虽然种类繁多，但它们大多

数都内容繁杂，无法直接当教材使用。另外，知识点难易差

别大，学生无法清晰掌握知识内涵。许多高校把人工智能的

相关内容割裂地留在各个学科，很难培养出该领域的高端

人才。

3.3 教学形式单一

课堂教学依然是当前主流的教育模式，但每个学生都与

众不同，他们的认识水平和思维过程也是独特的，能帮助一

个学生的教学方式不一定能适合其他学生。单一的课堂教学

使学生在被动的知识接收过程中缺乏主观能动性，所学的内

容也仅停留于表面，缺乏运用人工智能理论和方法解决复杂

问题的能力。教师应该更多地采用基于问题、案例的教学模

式，启发学生协作学习和探究性学习的能力。

3.4 设备缺少集成

人工智能教育实践性非常强，离不开各种设备的支持。

人工智能教学设备基本上可分为三类：一是基础性设备，如

计算机、存储设备、显示设备及相关的软件；二是教学体验

设备，如无人驾驶小车和智能编程机器人等；三是大型操作

展示平台，如虚拟现实展示系统。目前，开展人工智能教育

所需的基础设备大多数都单独使用，缺乏有机整合和系统集

成，影响了教育水平的提升。

3.5 理论和实践脱节

人工智能是一门具有极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的课程，涉

及计算思维和数据思维、逻辑思维等多种思维方法。学科建

设不健全。人工智能非一级学科，培养体系不健全，目前每

所高校的培养方案都不一样。国内人工智能产学研协作非常

不足，人才培养目标和定位不明确，许多学生简单学一些人

工智能算法就出校门找工作，学校教育培养出的人才和社会

需求脱节。学生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结合不够，教学效果就

不理想。仅通过理论和技术本身难以提高学生学习效果，还

需要结合教学方法的改进。参与式和研究性学习可以很好地

提示学习效果。

针对教学中的问题，论文针对性地探讨了具体改进方法，

以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期望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

出更多的合格人才。

4 教学改革的措施与途径
人工智能现在正在世界各地得到广泛应用，从互联网搜

索引擎、智能手机和应用程序，到公共交通和家用电器。例

如，为 iPhone 的 Siri 提供支持的复杂算法和软件是人工智

能解决方案成为日常体验一部分的典型示例。谷歌正在将人

工智能用于其搜索引擎和地图，其自动驾驶技术也已经很先

进。一些大公司正在将其作为发展的重中之重，例如特斯拉、

沃尔沃、梅赛德斯和谷歌。人工智能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日常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许多尖端人工智能已经渗透到一

般应用中。因此，提高学校人工智能教育水平才能适应外界

不断发展的人才需求。

4.1 强化教师队伍建设

高校要积极引进和培养高水平的人工智能人才，并与人

工智能领域高水平学者积极联系，通过跨学科、跨院校和校

企联合等方法集中各方优势力量，充实和提高学校的教师队

伍水平，创建和发展高水平的人工智能实验平台。

加强“双师双能型”教师的培养，通过校校、校企、校

地等多种形式的合作，派青年教师去合作企业挂职、参加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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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带领学生参加创新性实践实训，来提升教师的科研、实

践能力。另外，大力鼓励教师考取行业资格证，具备教师和

工程师的双重资格，具备教学和实践的双重能力。为进一步

加速师资队伍工程化转型，将继续引进高水平和有企业工作

经历的教师。聘请 IT 公司里高水平的人工智能专家到学院

执教，或者聘任企业高管作为学校特聘教授到校开设专题讲

座，也可以直接引进产业界里的人工智能高层次人才，或者

送高校教师到产业界学习，以此推进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

结合复合型人才需求，开展专业人工智能人才的培养。

4.2 优化教学内容

人工智能课程要求教师应该讲授人工智能最为核心的理

论和技术，包括数学（线性代数、高等数学、概率统计等）、

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博弈论等。现在企业需要的人工智能

人才，是复合型的人才。人工智能的应用，不仅仅是算法和

工程的问题，它也是非常综合的问题，从业务到工程到算法，

都非常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教师应该在教学过程考虑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结合具体情景进行案例教学。 教材要体现出

“人工智能 + 行业知识”，可以专门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和

理论在各个行业中的应用，比如在智慧城市、智慧农业、智

慧制造等行业的应用情况。同时，人工智能也要和各学科加

速融合发展。例如，谷歌公司旗下的子公司 DeepMind 一直

秉承的理念是：用人工智能解决一切重大科学问题，其提出

了 AlphaTensor 人工智能系统。研究人员使用 AlphaTensor

发现新算法，以此找到两个矩阵相乘最快方法。DeepMind

科学家开发人工智能系统 AlphaFold，并借助它预测了几乎

所有已知蛋白质如何折叠成 3D 形状，这是人工智能对生物

科学领域最大的一次贡献。这既帮助了其他学科的发展，也

推到了人工智能自身的进步。

坚持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和谐统一，构建坚实的课内课

外知识体系。借鉴国际创新创业教育标准，并将其层层分解

落实到具体的课程、项目、专题、活动等环节，贯穿到人

才培养全过程，明确每一个环节教什么、谁来教、怎么学、

如何评。加强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培养，不断提升学生实

践能力。产业界的业务主要聚焦于应用场景，知道产业界的

人才需求，高校可以非常体系化地进行理论到实践的人才培

养。所以，学生要加强系统能力和编程能力培养， 能让他

们既有扎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又能够接触产业所需。校

企共同对人才培养方案的课程进行梳理整合和重构，按“金

课”要求更新课程教学内容，融入学科交叉教学内容。运用

现代信息技术构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生态，创新教育教学

方法。教学过程应与行业企业生产服务过程相对接，并要适

应每个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并可以根据他们的优势和劣

势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人工智能的教学需要评估学生的学

习风格和现有知识储备，以提供定制化的支持和指导。对课

程质量的及时反馈。例如，如果许多学生错误地回答了一个

问题，可以专注于学生遗漏的特定信息或概念，因此教育工

作者可以在材料和方法上进行有针对性的改进，激发学生的

自主学习意识。

4.3 系统整合资源、营造人工智能综合试验场

人工智能资源的整合有助于教师从校内外获取丰富的教

学资源，创新教育内容和方式，提高教学过程中师生互动水

平；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科学

探索精神。例如，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可以扮演导师的角色，

观察学生的学习过程，分析他们的学习表现，并根据他们的

需要为他们提供及时帮助。在了解人工智能技术的能力和特

点后，学校教师可以在课堂上采用合适的人工智能应用程序

来提升学生的学习表现和参与度，而教育研究人员则可以

研究人工智能应用程序的影响。根据教学科研需要，学校

需要将互联网、教学服务平台、软件平台等进行有机互联，

为学生创建人工智能最新技术应用的试验平台。其除了为理

论课程学习提供平台，也可以体验人工智能技术的实际应用

效果。

进一步强化人才培养与产业界需求之间的密切联系，构

建产学三者研紧密结合的实践教学机制，通过校内学习、校

外实践、创新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行

业适应和创新三大能力。坚持推进学、产、创结合，借助企

业的优势，充分发挥社会平台的作用。重视学生创新能力培

养，设立创新工作室，配备指导教师团队，在各班级中建立

各种学习协作小组，建立定期竞赛机制，要求所有学生参加，

加大对各个协作小组成员活动情况的考核；选拔优秀学生开

展创新活动，提供场地、设备、经费等帮助。与产业界实际

应用场景结合起来，共同开发了一系列高校教学实践平台。

并通过校企协同、校企共建等模式，助力高校 培养新时代

的复合型创新人才。通过这些教育，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和分析以及解决问题能力，以及自我管理技能，如主动学习、

应变能力、抗压能力和灵活性。

4.4 改革考核方式、强化综合性

考核应该由科学性、全面性、真实性、多样性、随机性、

开放性六个方面组成评价体系，这六个方面相互独立又相互

关联成网。传统的以知识考核为主的模式，虽然可以使学生

获得较多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但是，这并不能完全反映

学生在工程实践当中运用这些知识和概念的能力。实施以项

目的全过程、全方位考核代替传统的考核模式，及时、全面

地反映学生在知识的运用能力和综合素质，引导学生注重培

养自己的综合能力。

期末考核这种单一的考核方式不能全面反映学生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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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人工智能课程由于其独有的学科特点，教师难以通过

一张考卷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因此，在人工智能考核中，

通过多重的、综合的考核能够公平、全面地反映学生的学习

情况。如除了传统的考核方式以外，还可以从小组讨论、学

习成果汇报、学术研究和企业实践等几个方面进行综合考评

学生的专业素质。

5 结语
人工智能的进步将计算机支持的教育带入了一个新时

代。通过结合人工智能，计算机系统可以充当智能导师、工

具或学生，并促进教育环境中的决策制定。人工智能与教育

的融合将为大幅提高教学质量。教师可以从有助于评估、数

据收集、提高学习进度和制定新策略的智能系统中受益。学

生可以从人工智能导师中受益，以提高学习效果。此外，人

工智能与教育的融合不仅是教育的变革，更是人类知识、认

知和文化的变革。

因此，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需要自身不断地学习

新知识，持续关注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清晰了解

哪些工具和平台能有效地促进学习，否则教师很难跟上时代

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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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以及经济的快速

发展，对于包括民办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也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与任务。但是在实际的发展中，也需要明确民办学校存在的

问题，面对国家加快对于创新人才培养的需求，民办高校也

需要高效发展创新创业教育，才能更好地促进自身发展。

2 民办高校开展双创教育的重要性

首先是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积极开展创新创业教

育还可以提升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1]。对于高校的创新创业教

学来说需要融合多种学科，可以更好地提升对于大学生的培

养。与此同时民办高校还可以开展创新创业的平台吸引更多

的学生积极参与。其次是民办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学是国家

创新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措施。在针对人才的培养中国

家明确提出需要将人才创新作为第一资源，因此也需要加

强对于创新创业人员的培养，就需要高校充分发挥自身的优

势，从多种培养人才的目标出发，积极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创

业发展。最后是通过创新创业教育可以实现民办高校的内涵

式发展以及跨越式发展。对于民办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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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需要提高教学质量展现学校特色，将解决创新创业教育

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提升学生的市场竞争力也可以提升学校

的社会认可度，更好地完善民办高校自身的发展。

3 新时期民办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存在的问题

3.1 民办高校重视程度不足且学生缺乏主动性

首先是民办学校在创新创业教育的观念上缺乏认知性问

题，以为双创教育仅仅是缓解大学生就业的问题，重点对有

创业意向还有少数的优秀学生作为教学对象，在创新创业教

育的内涵与作用方面并没有深入的认识。其次是对于学生的

创新创业资金以及相关的平台不足。虽然大部分的学校会对

大学生创业提供多方面的支持，但是资金有限并不能满足学

生的需求，还有一些软硬件缺失，根本无法保障学生正常地

开展创新创业的项目，这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自主创

业的积极性，也影响着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针对一些民办

高校来说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引导学生开展创新创业教育

的重要性，严重缺乏扶持项目，缺乏正确的观念在思想上没

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对于民办学校的学生来说，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对创

新创业的内容了解得并不全面，以为这些都是课堂上的理论

知识，忽视了创新创业的实践性，造成这种现象首先是因为

学校自身的不重视也导致学生有所忽视，没有充分意识到创

新创业的意义。其次，部分学生更倾向于就业，再加上教师

没有对于当前的就业形势以及创业进行深入的分析，导致大

部分的学生始终认为创业和自己没有关系。最后，在开展双

创教育的过程中，学生缺乏参与的热情与主动性 [2]。

3.2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不完善

在新时代国家越来越重视创新创业教育，但是大部门的

民办学校缺乏完善的课程体系，整体的课程覆盖率也是比较

小的，课程质量差、课程资源少、课程类别单一等等，都导

致民办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明显不足。不仅如此民办高校还

缺乏相应的教学质量评价制度，对于实际的教学效果产生了

不良影响，有部分的学生对于创业有兴趣，但是在实际的学

习过程中，受到传统课程培训的影响，并没有在实际发展中

取得理想的效果。

3.3 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平台不完善

在目前的发展中针对创新创业教育来说，已经形成了良

好的课堂氛围，可以更好地发挥其教学意义，因此需要在掌

握学生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做好系统

化的引导 [3]。但实际情况大部分的民办高校甚至是没有实践

教育教学平台的，具有可实用性的平台在数量和质量上严重

不足，提供训练的创新创业项目比较少且质量低，导致学生

很难提升自身参与的实践性，也会对于提升学生创新创业能

力造成不良影响 [4]。

3.4 创新创业教育师资力量薄弱教育形式单一

大部分民办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严重缺乏优秀的教师，专

业教师数量较少无法满足日常的课程教学，并且还有一些教

师没有社会实践经验。对于民办高校来说高层次的人才引进

比较困难，同时教师队伍也不稳定，教师缺乏对于动手实践

能力的培养，也严重缺乏创新性。对于民办高校来说无法满

足教师的生活需求，也就无法吸引优秀的人才，也无法吸引

创业成功者参与和指导。师资力量的严重不足以及无比单一

的教学形式很难激发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长此以往

也会形成恶性循环，导致民办高校教师的水平不断降低。

3.5 民办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缺乏实践

目前民办高校的办学模式更多是教师在课堂上开展理论

教学，学生单一地听取课堂知识但是没有实践的机会，就导

致学生完全缺乏动手操作的能力。目前的民办高校对于创新

创业课程还是传统的教学方式，缺乏专门的管理部门，就很

容易导致模式单一且没有社会经验，也就无法保证大学生的

创新创业能力得到提高。

3.6 激励机制不成熟

无论是创新还是创业过程都是艰辛的，对于心理素质比

较差的学生就容易放弃，导致创新创业教育不能取得良好的

效果。因此民办高校在积极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过程中，也

需要构建科学完善的激励机制，对于学生开展正确的引导，

督促学生完成自主创新创业。但是对于大部分的民办高校的

激励制度来说并不成熟，也不能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开展有

效的激励，导致一些学生半途而废。

4 导致民办高校双创教育不足的成因

4.1 创新创业教育资源不足

虽然民办高校当地的政府为积极开展创新创业教学活动

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扶持，但是真正对于学生的扶持严重不

足，也忽视了创新创业的发展是培养创新人才。不仅如此在

宣传方面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并没有提供大量的优惠政策激

发学生参与自主创业的热情，忽视了对于学生创业的导向性

作用。

民办高校在发展过程中起步较晚且缺乏社会竞争力，更

是没有办法吸引高质量优秀的管理人员与专业化的教师。在

近些年的发展中，受到社会环境因素以及待遇等影响，也存

在着大量的人才流失现象，学校缺乏引进优秀人才的制度，

教师教学并不稳定，也影响着创新创业发展。

民办高校在创新创业教育中同时也缺乏完善的实验平台

与基地，学生根本无法开展实践训练，学校也不重视实践的

重要性，导致原本就缺乏资金的民办学校更是无法建设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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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满足创新创业的开展。

4.2 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并不完善

大部分的民办高校并没有创新创业的机构，在开展教学

时也是选修课、大赛的形式开展，没有真正地融入人才的培

养目标中。与此同时创新创业教育学科也被边缘化，对其缺

乏科学性的定位，自然无法构建完整的创新创业课程体系。

对于创新创业教育来说需要完善其知识体系，才能更好地与

其他学科融合在一起，让学生更好地开展学习，这才是创新

创业的教育。与此同时民办高校的创新创业教学也没有评价

机制，无法保障创新创业教学的发展，也就无法加强对于创

新创业工作的监督与管理。

5 民办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课程建设与实践

5.1 加强对创新创业教育的认知

首先需要强化民办高校创新创业的认知，树立正确的理念。

对于目前的高校学生来说还有大部分的学生是不了解创新创业

问题的，甚至一些学生根本没有考虑过，还有一些同学缺乏信

心等，这些因素都影响着学生参与创新创业。对此学校应该加

强创新创业的宣传，提升学生的认知能力，才能积极了解并参

与，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加强创业意识。

5.2 科学设置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首先是基础学科课程内容，由于是面向全体大学生的学

科内容，因此需要细化学科体系，才能更好地帮助学生学习。

因此在基本理论课程方面主要是基础性的内容，帮助学生们

了解创新创业的基本概念，学习并掌握基础性的理论知识，

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们的创新创业意识。在专业课程理论方

面主要是一些专业性以及针对性比较强的创业课程，可以更

好地为学生打下扎实的创业基础。除此之外还有相关的辅助

课程，这种课程需要侧重于想要参与创业的学习开设，主要

是为了实现创新教育的目标，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展开针对

性教学，完善学生的发展，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创新创业教育，

提高了创业成功的可能性 [5]。

其次是活动课程，在积极开展创新创业的课程教学中也

不能缺乏活动课程，可以帮助学生熟悉创新创业的整体流

程，也可以让学生灵活地运用学习到的内容以及操作技能不

断地提升自身创业的成功性。活动课程的内容有集体活动课

程、专项活动课程还有项目活动课程三部分的内容。集体活

动课程主要是根据学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总目标制定的，目标

是将学生培养成创新能力的职业者，需要广泛性的特征，主

要是通过邀请专家以及企业家举办学术报考的方式开展的。

对于专项活动的课程来说，主要是建立在集体活动的基础

上，针对不同的学生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更适合学生发展的课

程内容，提升学生参与活动的意义与实用性。项目活动课程

主要是带领大学生模式创新创业实践，提高他们的创新能力

并丰富创业经验，该活动主要是有创业意向的学生在教师的

指导下积极开展的模拟创业活动，也可以为学生日后的创业

提供一定的经验。

最后是创新创业教育中不可缺少的实践课程，学生通过

参与实践活动才能更清楚创新创业的整体过程，激发自身的

参与热情也可以在实操中不断地完善自身的技能。对于实践

课程来说主要是模拟实验的课程以及创业实践的内容。模拟

实验是一种创业的仿真实验，学生可以从中感受企业项目开

展的整体流程，如设计方案、选择项目、构建团队、企业运

营等一系列事情，引导学生分析创业全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提出针对性的措施。对于创业实践的模拟活动来说，也需要

学生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进行，积极学习企业的先进技术，

了解企业的发展，同时还可以通过企业开展自己的创业项

目，还可以积累企业发展中遇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经验，也

为日后的创业打下扎实的基础。

5.3 增强师资力量建设

民办高校除了需要一定的资金扶持之外，还需要不断地

创新自身的发展，吸引更多的专业教师，才能形成优秀的教

师的团队，做到理论教师与实践教师相结合的教学，才能更

好地完善民办高校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对于专职理论型的

教师来说也需要强化并完善他们的知识理论以及实践技能，

对于兼职还有实践型的教师来说可以邀请行业专业以及企

业创业者，两部分的教师也需要积极互动交流，从而强化创

业教育教学的相关知识，更好地促进教学发展，激发学生的

积极性与主动性。

5.4 优化创新创业教育校园氛围

首先，需要建设创新创业的实践平台，完善并提升创新

创业平台的发展，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例如学校可以为学

生提供创新创业的示范基地，加强与企业的合作，通过企业

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创新创业机会以及启动资金等等，同

时也可以扩大企业的影响力更好地引进创新人才。因此对于

民办高校来说搭建更多的创新创业实践平台，让学生在实践

中不断地学习并提升自身的能力，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才

能更好地形成校园创新创业的氛围。其次，需要提升民办高

校创新创业教育的传播力度，让更多的合作企业以及学生了

解学校创新创业教育的课程内容与发展。对此学校应该充分

利用新媒体媒介收集相关的信息内容，搭建网络宣传平台，

及时发布有关创新创业的帮扶政策，为大学生推送就业和创

业的信息，丰富传播途径，调动学校一些可以支配的资源向

学生宣传创新技术以及创业方面的最新内容，更好地提升宣

传。最后，学校还可以成立专门的创新创业教育的研究机构，

强化创新创业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积极指导并服务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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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创新创业的教育活动。与此同时学校也需要充分地利用

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等等宣传平台，加大对于创新创业

教育的宣传力度，引导大学生更加重视创业创新教育，才能

更好地积极参与到学校的双创活动中。

5.5 完善激励机制
民办高校想要更好地改善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也

需要激励大学生创新创业。一方面，需要民办高校建设相关

创业资金，充分利用校企合作的方式吸引社会资金也为学生

提供动力，合理地运用创业资金最大程度上支持学生创业。

另一方面，高校还可以创立专门的创新创业管理部门，从各

个方面寄了学生参与创新创业，定期了解学生的创新创业情

况，对于学生在创业过程中缺乏的资源以及技术可以适当地

给予支持，学生在遇到困难时也需要给予学生疏导。

6 结语
民办高校在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发展中存在大量的问题，

导致与预期的成果有比较大的差距，因此需要加强民办高校

以及学生对于创新创业的认识，更好地完善教师力量，为学

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

力，更好地推动民办高校双创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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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职院校服装设计专业都有毕业设计这个环节，此环节

是学生运用综合所学，在老师的指导下相对独立地进行创新

设计，包含了从选题，到绘制效果图、款式分析、结构设计

和工艺制作等过程。毕业设计直接反映学生在校学习的全过

程，直接检验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创新能力的

表现 [1]。朋克风格的服装具有个性味十足强的视觉美感，是

深受学生喜爱并在毕业设计中常使用的风格。

2 引导学生选题，了解朋克风格的来源及特点
选题是毕业设计最开始的部分，要让学生了解朋克风格

的特点，吸取灵感，从而激发自己的创作欲望。朋克风格

（Punk Style）源于朋克运动（Punk Movement），出现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的英国伦敦，以朋克摇滚为核心发起的

反主流音乐的运动 [2]。由失业者和辍学的学生组成的“工人

阶级亚文化”群体，这些年轻人身穿以紧身黑衣、皮裤子，

用夸张的金属钉钉满衣服等，表现出反叛性、颠覆性和政治

性，提倡消除阶级，拒绝权威，讲究个性。国外早期的朋克

风格，以邋遢的服饰为主，似乎与“流浪汉”联系在一起，

并戏剧化地表达对当时政府一种不满的视觉冲击。通过服饰

上的骷髅图案、松垮的外衣和低腰裤与当时资产阶级的装扮

形成鲜明的对比，具有强烈的叛逆色彩。

在引导学生选题时，可以布置学生查找朋克风格的相关

资料，包括朋克风格的相关服装图片、当代设计师发布的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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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风格的发布会等。使用朋克风格作为创意理念的时尚大师

有很多，比如被称为“西太后”的薇薇安·威斯特伍德，经

常在她的作品中使用朋克设计。又如 2003 年的加里亚诺使

用朋克风格的设计系列，将铆钉、重金属等街头元素融入高

级定制的华服里。其他还有英国的麦克昆、日本的三宅一生

等等，将朋克风格作为设计元素的顶级品牌数不胜数 [3]。学

生在查找资料的同时，也对朋克风格进行了欣赏，了解朋克

风格服装的特点。再引导学生结合当代流行趋势，进行市场

调研，运用现代的面料和工艺手段对现代朋克风格服装进行

分析，使得毕业设计作品具备市场价值和商业性。

3 选择合适的面料
面料是服装设计基础，也是形成最终效果的载体。学生

在进行毕业设计时依靠面料来实现自己的构思，服装的款式

造型、服装的色彩设计都依赖面料来实现 [4]。学生可在确定

主题之前，先了解面料市场。适合表现朋克风格的面料种类

比较多，如牛仔面料、黑色的皮革面料、棉质面料等，甚至

是工业的产物如橡胶、塑料等也可以使用。在选择面料的同

时，可以结合面料上自带的骷髅、苏格兰格子、波普图案等。

朋克风格的体现少不了“重金属”元素，如金属链条、金属

制的拉链、大号的安全别针、铆钉等等，都是朋克风格常常

使用的装饰元素。学生可通过实地或网上考察面料市场，先

选择自己想使用的面、辅料，再确定毕业设计的主题。

4 款式分析并进行工艺制作
朋克风格男、女装均可以使用。基本款式可以夹克、小

西装、小礼服、风衣、紧身裤为主。在结构上更多地考虑不

对称的裁剪，或是通过面料的拼接来形成冲击的视觉效果。

结构设计以平面制版为主，可结合立体裁剪的形式。一般毕

业设计为一个系列至少三套服装，因此在领型、袖型、衣长

的长短、金属元素细节的处理上各套之间应存在差异。

5 充分利用面料的二次设计
为增加现代朋克风格的创意感，可对面料进行二次设计。

比如运用剪、切等手段在面料外面构建孔洞，创建起透、通、

空的视觉效果，此方式能够突破整体的沉闷感，形成较强的

层次感；又如运用打磨、水洗、化学腐蚀等手段对面料进行

做旧处理，形成洒脱、粗放的效果 [5]；再如成衣完成后，运

用丙烯颜料进行个性图案绘制，图案的色彩要与面料的色彩

形成反差，图案的造型可以是自行设计的 logo，表达自己内

心的积极和理想。

6 表演、评比阶段
此阶段是最后一个阶段，通过动态走秀将学生辛苦制作

的服装展示出来。音乐的选择上可选择节奏快的、带有摇滚

味的旋律。妆型可考虑具有颓废感的“烟熏妆”，利用头发

定型胶液塑造发型，把头发尽可能地弄得很高，并染上鲜艳

的颜色（如红色、绿色、蓝色等），和服装本身形成一种视

觉冲突。鞋子根据服装款式的特点可以考虑马丁靴、帆布鞋

等。这是一次全方位的检阅，既体现了学生自身的价值，又

激发了低年级同学的创作热情，提高学生服装设计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

7 学生毕业设计作品实例
下面以学生的毕业设计作品实例进行介绍：

款式一：上身使用了黑色 PU 皮面料，结构上使用了公

主线分割，在正面的公主线迹上以不对称的形式贯穿以大号

别针装饰，版型宽松，肩部手缝联排铆钉。背面用白色和红

色的丙烯颜料绘制具有个性的骷髅图案和字母图案，与服装

的整体颜色形成反差。下身以黑色的哑光面料和黑色网纱，

制成 A 字短裙（如图 1、图 2）。

  

              图 1 款式一正面               图 2 款式一背面

款式二：上身用黑色 PU 皮面料制成简单 V 领短上衣，

正面与背面均采用了镂空处理，装饰联排大号别针装饰，背

面肩部装饰联排铆钉。下身用黑色 PU 皮面料、黑色哑光面

料和黑色网纱，使用了不对称斜裁形式，制成包裙伞裙结合

的裙装。在裙摆边缘处装饰以金属质感的贴片，腰部装饰以

多层金属链条吊坠（如图 3、图 4）。

款式三：上身用黑色 PU 皮面料制成简单插肩式中袖上

衣，袖子至肩部采用镂空处理，装饰以联排大号别针，下摆

手缝金属装饰，腰部使用金属质感的腰带收紧腰身。背面用

白色、红色、绿色的丙烯颜料绘制具有个性的皇冠图案。下

身以黑色的哑光面料和黑色网纱，制成 A 字短裙（如图 5、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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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式四：上身使用墨黑漆皮面料，后过肩为折线分割，

且过肩以平头铆钉做局部装饰，袖子做流苏的无袖结构。领

子为半翻领，金属拉链从领缝至门襟处。衣摆为不对称式，

右短片下摆用金属链条做装饰，背部贴骷髅图案。下身长

裤以漆皮面料为主，侧片分割以红色格子面料拼接增加造型

（如图 7、图 8）。

款式五：上身使用墨黑漆皮面料为主，结构为立领与插

肩袖，自带骷髅图案的牛仔与红蓝格子面料进行结构分割与

拼接，上身装饰金属链条。下身为短裤，采用红蓝格子与牛

仔进行侧缝拼接，带给人强劲的视觉冲击。牛仔的打磨与镂

空的细节处理进一步增感官效果（如图 9、图 10）。

款式六：上身使用墨黑漆皮面料，结构采用旋转的衣领，

呈现螺旋造型，袖子为短袖，袖口加有流苏，肩部与袖子以

牛仔与皮制面料拼接而成，金属拉链与金属铆钉装饰在领

面、门襟处，下摆使用红蓝格子弧线分割与拼接。背部破缝

处理并装饰金属拉链。裤子使用皮革面料为主，背面制作贴

袋。在脚口处有斜线红蓝格子分割拼接。金色骷髅图案以散

点形式贴在上装与下裤中（如图 11、图 12）。

       

                           图 3 款式二正面           图 4 款式二背面                     图 5 款式三正面                  图 6 款式三背面

         

                     图 7 款式四正面                     图 8 款式四背面                         图 9 款式五正面                    图 10 款式五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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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款式六正面                 图 12 款式六背面

8 结语
因朋克风格能产生特立独行、大胆不羁的表达效果，个

性味与视觉效果十足，越来越被更多的年轻人所接受，是高

职院校服装设计专业学生喜爱的一种服装风格。应用此风格

进行毕业设计，既锻炼了高职服装设计专业学生综合运用所

学专业知识的能力，又体现了张扬个性、热爱生活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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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文科背景下，各个专业领域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着改革发展，高校音乐科技融合也在其中。论文将国内外音乐

高校和高校中的音乐学院的音乐与科技融合情况为研究分析对象，阐述科技进入音乐，让世界更美好，也为国家艺术科学的

发展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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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文科”是对传统文科进行学科重组，实现文科内部

以及文科与自然科学学科之间交叉与融合之后形成的学科，

其特征主要表现为问题导向、交叉融合、新技术应用和创新

性发展。新文科背景下科技与音乐的融合是合理而又自然。

随着电脑的问世、互联网的出现，传统的音乐就润物细无声

地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新媒体时代，科技为音乐的创作、传

播与教学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音乐艺术与科学之间

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方面，科学研究的理性思维、数理逻辑

以及高科技的发展给音乐带来了重大变化。另一方面，音乐

深深影响着科学的发展，在当代，音乐与科学的融合是大趋

势，音乐与科学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中国高校的音乐科技融合

2.1 专业建设过程中的音乐科技融合
高校是以培养适应和推动国家文化经济发展人才为目标

而存在。在互联网越来越发达的时代，高校将科技充分融于

专业建设、专业教学、专业展示之中，探索着音乐科技融合

的新模式。

2003 年，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工程系和首都师范大学音

乐学院率先在国内正式建立音乐科技专业和音乐科技系，旨

在培养“复合型知识结构的、掌握先进传播技术和熟悉音乐

产业运作规则的高层次音乐创编的艺术型人才和具有国际

视野、国际经营谋略和现代管理知识的音乐传媒高级技术型

人才”和“适应音乐艺术与科技发展相结合的音乐科技方

面的专门人才”。2005 年 9 月，以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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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学生为主体，随谷村新司先生参加日本爱知县世博会由中

国大陆、香港、泰国、韩国和日本等著名艺人联合演出的大

型主题音乐会获得极大成功，成为音乐会的最大高潮，许多

观众连看两场，并寄来大量的鼓励信函给予高度评价。2006

年 10 月成功举办了上海国际电子音乐周。2018 年，音乐工

程系成功主办了一场《声立方》演出，首次将原创的 3D 声

音以当代艺术的语言呈现在舞台上。《声立方》在 3D 环境

下，通过交互式的电子声音以及多媒体视觉感受，加入说唱

等不同的声音及艺术表现形式让听众感受声音，四大主题分

别为“宇宙，城市，人类，情感”。借助一切可听、可见、

可触、可感而构成了声音的微生态，最终组成了一个前所未

有的“超感官”声音世界。上海音乐学院数字媒体艺术学院

自 2007 年创设以来，经历了十余载的办学历程，在学校的

高度关注和积极推进下，依托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

一级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数字媒体艺术学院得到快速发展。

迄今为止，成功培养出了九届毕业生为国内外的文化创意产

业、行业服务。

中国音乐学院于 2011 年 7 月成立了音乐科技系，旨在

培养社会急需的、适应当代新媒体艺术展示的新型音乐科技

人才。办系的理念是“用科技创造音乐，用科技诠释音乐”。

该系强调发扬中国音乐学院的传统教学特色，同时注重当代

社会对音乐科技人才的实际需要，着力培养具有创新意识，

动手能力强，音乐与科技素养兼备的学术型和应用型人才。

武汉音乐学院于 1994 年正式成立计算机音乐实验中心

将音乐与科技的融合进一步推到更大的平台。它是在原来的

计算机音乐音响实验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致力于计算机

音乐创作实践的创新型平台。中心自 1988 年起也具有相当

的规模，占地面积约 700 m2，设备总资产逾 200 余万元，

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实验中心。中心以搭建国际交流桥梁、

构建艺术实验平台、以跨学科交缘为主干，以应用型和学术

型为双翼，积极推动计算机音乐的实践与创作。该中心于

2007—2008 年创办武汉国际新音乐节、2008 年荷兰 STEIM

电子音乐实验室武汉音乐学院电子音乐交流周、2012 年中

音数码学院 iMusic 武音讲堂、2013 年德国汉堡音乐戏剧大

学乔治·海伊杜“创新·互动”工作坊、2014 年“雅各布

电子音乐工作坊”等等。自 1987 年首次举办 MIDI 技术展

示音乐会至今，成功举办了数十次电子音乐 / 计算机音乐作

品专场音乐会，创作了近百部师生新作品，在中国和国际同

行中产生广泛的影响。

2.2 教学实践中体现音乐与科技的融合
2020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席卷全球，极大程度

地考验着上音的每一位毕业生。上海音乐学院数媒学院的老

师们发挥专业优势、借助多种网络教学手段进行全程指导，

以“云展览”的方式进行毕业展，涵盖数媒学院数字媒体艺

术、多媒体艺术设计以及音乐与传媒三个专业共计 58 件毕

业设计作品。其中作品包含创意影像、数字空间及舞台展演、

数字音乐等。云展览将 3D 技术和 VR 技术深度融合，为师

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展示平台，实现了艺术作品展览在时空

上的高度自由，拓展了艺术实践教育巨大的发展空间。此次

云展览运用三维引擎技术还原了真实的空间效果，多维度地

传达了学生们的创作思路和作品内涵，实现了艺术作品的数

字化，同时还强调观展时的沉浸感与互动性，最大限度地还

原线下的观展体验。

武汉音乐学院为了对乐器实施更好地研究，提升打造了

智慧型乐器博物馆。该馆的建设经历三个时期：从“实体建

设”到“数字化 + 网络化”再到“智能化 + 智慧化”，由

于各地发展不平衡，三期叠加将成为一种常态。笔者以编钟

为例，对线上与实体馆结合知识图谱的技术建构方式既保留

了传统实体博物馆的形态，也兼具线上数据库的功能。实体

乐器藏品被赋予了终端“符号”的新角色，当人们驻足在某

件乐器面前，VR、AR 设备会显示出围绕该乐器的知识图谱，

参观者可结合自身专业和兴趣对知识进行抽取。知识图谱背

后的数据构成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之前专家已建立的乐器元

数据库，此类数据可直接引用；第二类是结构化数据，需要

按照之前特定的元数据规则进行数据对齐；第三类是非结构

化数据，它们一般指与乐器相关联的文本、图像、音频等，

此类数据就可以从上文所述的应用“互动生成模式”的线上

博物馆中调取，对于这类数据首先需要进行实体抽取、关系

抽取和属性抽取，之后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共指消解、实体

消歧。该架构最终的目标就是完成以上三种乐器数据信息的

智能理解与知识链接而形成知识图谱，以此完成对线上与实

体馆多维度的互联 [1]。

中国高校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在课程结构的设置上融入

科技课程，在教学实践中进行融合，在产学研相结合的项目

展示出音乐科技融合的成果。

3 其他国家高校音乐科技融合探究
世界许多综合大学和艺术学院已经把艺术科技作为新的

独立的一门学科。以美国为例：

约翰斯·霍布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的 PEABODY 音乐学院里正在攻读皮博迪新媒体音乐项目

的学位内贝什通过 LAUNCHPad sopilka 项目的资助，创立

了钢琴、打鼓和吉他的混合合奏团，演奏原创的弦乐和电子

音乐。他和新媒体音乐的同学一起为一款濒危物种的游戏创

作音乐。这是一家游戏工作室初创企业，由约翰 • 霍普金斯

大学 / 皮博迪商学院和哈弗福德学院的同学共同创立。在顶

石项目中，内贝什领导着一个团队，组员由视频游戏动画师，

历史学家、音乐家和程序员组成。项目内容是创作传统的乌

克兰音乐吉他般的班杜拉、短笛般的 sopilka 和小提琴的游

戏，并创建了一个乌克兰领导人的 3D 模型 [2]。

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的 Steinhardt 教育学

院音乐与表演艺术系的音乐技术项目和电子音乐基金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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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10 月 17 日举办一场音乐与互动电脑共同协作的音

乐会《木星》及《回声》，活动在纽约大学弗雷德里克·洛

伊剧院举行。纽约大学斯坦哈特学院是一个在研究、教学、

实践和表现方面具有国家和全球意义的问题和创新的开创

性学术资源的丰富来源。该学院培养学生成为音乐家、艺术

家、教育家、卫生专业人员、顾问、心理学家、学者、传播

专家和政策分析家 [3]。

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音乐学院

的作曲教授大卫·比登本德①（David Biedenbender）曾为管

弦乐队、室内乐团和合唱团创作过传统作品，也为当代艺术

家创作过技术灵感丰富的电子作品。他曾研究过物理学和音

乐的交叉学科。2016 年，他创作了一首合唱作品《流动》

（Flux），以超声化这一概念，也被称为“流速”。2017 年，

他创作了《回旋加速器》（Cyclotron），这是一首 10 分钟

的管乐合奏曲，灵感来自密歇根州立大学国家超导回旋加

速器实验室的粒子加速器。比登本德（Biedenbender）作为

Fermi 实验室的客座作曲家，他计划探索实验室的研究，并

与科学家一起探索音乐问题，如：粒子碰撞的声音是什么样

的？如何将数据点转换为声音？他尝试不同的声音和乐器，

用音乐解释科学。Biedenbender 说：“我希望通过音乐来帮

助那些可能对亚原子世界知之甚少的人们了解和反思费米

实验室中发生的一些令人惊异的现象、问题和实验。”

在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音乐把艺术与科技

学院的玛琳达·麦克弗森（Malinda·McPherson）博士引向

了科学。大一的选修课神经科学课程激发了她对人们如何听

到和记忆声音的兴趣，改变了她的研究之路。在她进入艺术

与科技研究院时，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语音和听觉生

物科学与技术项目使她在那里的研究改变了科学家理解人

们听音乐的不同的方式，也改变了文化塑造音乐体验的方式
[4]。音高是日常听力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多数人是根据

声音的高低来判断音高的，但是音高在识别声音或旋律、识

别警笛声、鸟鸣声或铃声以及区分一个问题和一个陈述中也

起着重要作用。我们用不同的音高表达同一句话时，传达出

来的情绪或意思就不一样了。麦克弗森（McPherson）申请

了一个研究项目，来检测传统和声音的音高效果，不和谐的

声音包含的声波不会定期重复，对人耳来说有点刺耳，如音

乐的锣声，或者电脑化的语音。她用这些不同的声音对参与

者进行实验，测试耳朵可能遇到的每一个语音和音乐相关的

音高测试，包括声音和旋律识别和检测旋律中的错误音符，

以观察它们如何影响听众对音高的感知。她发现声音的和声

性质只会改变我们听到某些任务的音调，而不会改变其他任

务的音调。她的研究表明，人类有多种感知音高变化的系统，

这与传统的听觉经验理解不同 [5]。

4 结语
新文科概念的关键词是交叉与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

从音乐艺术历史发展轨迹中了解到，参与音乐研究和探索的

专业人士数量较多，如毕达哥拉斯，其就是在不断地研究和

探索中发现了中高低的奥秘，以及音调亮度与琴弦长度的关

系；牛顿也曾经对音乐与色彩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掌握了音

调与色彩的客观辩证关系。比如，人员可穿戴式数字节拍器，

帮助音乐创作者进行节拍节奏的科学把控；谷歌机器人谱

曲，则实现了自动谱曲这一目标，将自动创作予以重新定义。

高校音乐与科技融合的创新模式是全球音乐领域发展的

新态势。论文主要将国内外音乐高校和高校中的音乐学院的

音乐与科技融合情况为研究分析对象，阐述科技走进高校为

社会培养音乐科技型人才，为国家艺术科学的发展是做出了

很大的贡献的。这是新时代的要求，也是迈向国际的坚实保

障。相信在高科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相信音乐与科技融

合，科技智能在音乐发展中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泛，课程也会

愈加丰富和完善。

注释：
① David Biedenbender 被美国能源部的 Fermi 国立加速

器实验室聘为 2021—2022 年度的客座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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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也造成了介入时机不当、比赛中断与操作运用不成熟的问题。VAR 技术只有准确把握平衡点，使其逐渐走向成熟，使 VAR

技术最大限度地发挥价值，才能不断推动足球运动的良性发展。

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ty of football around the worl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ercialization and professionalism of modern 
football, referees have increasingly become one of the focus of the competition. In order to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referee misjudgment, 

VAR technology has become a common game monitoring technology in the current football games, to ensure that the game is more fair and 

just,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the penalty. However, VAR technology has also caused the problems of improper timing of intervention, game 

interruption, and immature operation. Only when VAR technology accurately grasp the balance point, make it gradually mature, so that VAR 

technology to maximize the value, can it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benign development of foot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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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体育不仅是对人类极限的探索和挑战，也是社会发展和

人类进步的象征，是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而科

学技术对促进体育发展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科技在体育上的

赋能作用也越来越重要。随着科技和足球运动的发展，视频

助理裁判（VAR）系统助力足球运动，推动了足球运动的科

技化发展。分析 VAR 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对足球比赛的影

响，为该技术与足球比赛更好地结合提供理论依据，以此推

动该技术的可持续发展。

2 VAR 技术的发展历程

2.1 VAR 技术的诞生
足球有着世界第一运动的美誉。世界杯，是世界上最高

荣誉、最高规格、最高知名度的足球比赛，其影响力媲美各

类运动综合竞赛的奥运会。足球数十亿球迷的关注和喜爱，

也促使着足球运动的发展。目前关于科技助力足球的研究逐

渐丰富，一些新兴科技手段不断被用于足球的训练或比赛，

从运动员的装备、训练辅助设备、监控装置、比赛检测等方

面都不断在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创新。这些足球新科技都深

刻影响着足球运动的发展 [1]。

为了提升世界杯比赛的公正公平性与合理性，促进科技

化在足球运动运用发展，VAR（Video Assistant Referee）出

现在足球赛场。VAR 技术的出现是指在当代足球比赛越来

越快的节奏，更加激烈的对抗，犯规十分隐蔽的情况下，裁

判员要做到准确无误的判罚几乎是不可能的。裁判员通过

VAR 技术，尽量减少误判，尽最大可能保证足球赛场上的

公平，使得判罚最小限度地影响比赛结果 [2]。

2.2 VAR 技术的概念
VAR 是英文 Video Assistant Referee 的缩写，也称作“视

频助理裁判”，由当赛季考核通过、具备主裁判资质的比

赛官员担任，他的职责是通过回放视频向裁判员提供信息，

协助裁判员纠正改变比赛走势的清晰明显的错判与漏判，在

“小黑屋”中维护绿茵场上的公平公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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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主要依靠足球场上的多个摄像机镜头的多个机位、

多个角度来捕捉可能被忽略的细节，或者球员隐蔽的细小动

作，以便用雪亮的眼睛来把控全场。当现场发生争议的判罚

时，技术人员就会操作比赛录像以调用相应的回放节点，提

供不同角度，播放不同倍速，为主裁判提供判据，以得到更

加公正的比赛判罚。

2.3 VAR 技术的实行
2016 年 3 月国际足球理事会年度大会在卡迪夫举行，

会议首次通过了为期两年的“针对改变比赛走势的明显错漏

判时间提供视频协助的现场试验”项目，代表着 VAR 技术

的初试 [4]。

在 2016 年日本鹿岛鹿角和哥伦比亚国民竞技在世俱杯

半决赛中，裁判使用 VAR 判罚了一个点球，这是第一次在

洲际比赛中正式使用 VAR 技术。而 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

是首次在世界杯比赛中使用 VAR 技术，也是首次广泛使用

VAR 技术的赛事。使用新型技术管理比赛是足球运动的一

个革命性的创新。

3 VAR 技术的运用指南
3.1 VAR 技术的操作流程

视频助理裁判团队人数一般依据赛场摄像头数量确定，

通常整个系统有 30 个以上的摄像头。一般视频裁判团队包

括 1 名视频助理裁判（VAR），负责比赛视频画面的分析判

罚，提醒或被主裁判提醒要求使用 VAR 视频分析协助判罚；

3 名视频助理裁判助理（AVAR），记录事故以及通过广播

设备传达审核结果；4 名回放专员（RO）为视频裁判团队

提供协助，他们通常由提供VAR设备的鹰眼公司技术人员，

或由鹰眼公司专业培训的技术人员担任，需要他们在最短时

间内从几个乃至十几个不同机位的摄像机画面中，找到争议

判罚相关视频的回放，并选取最佳角度提供给视频助理裁判

（VAR）记录操作室内的情况，并将信息通过电脑传输至球

场内的大屏幕及现场的媒体解说席。

为了防止裁判出现暗箱操作的情况，视频回放室内还会

安排一名国际足联官员负责监督所有视频回放及裁判之间

的沟通，并将室内所有情况记录于电脑中。

3.2 视频助理裁判操作规范要点
关于 VAR，各国的足球协会、亚足联和国际足联都有

宝贵的经验，以更好地理解VAR工作流程并进行实际应用。

引入 VAR 的目的：减少清晰、明显的错误。

VAR 在哪些情况下适用：进球 / 未进球、罚球点球 / 不

是罚球点球、直接红牌、纪律处罚对象错误。

VAR 理念：最小干预，最大受益。

谁做出最终唯一的决定：裁判员，视频助理裁判员和其

他比赛官员一样只可协助裁判员。

视频比赛官员：视频助理裁判员和助理视频助理裁判员。

视频回放操作室：介入或不介入，当视频比赛官员回看

分析时决定。

干预过程：事件发生 +VAR 检查 +VAR 通知。

时间损耗与准确性。

VAR 回看与裁判员在场回看。

查看 / 回看分析的概念和信号。

客观事实与主观性决定。

延迟举旗 / 鸣哨 / 恢复比赛。

因 VAR 损耗的时间：仅在 VAR 确认需要在场回看后暂

停比赛。

这些信息将尤为帮助裁判员和球迷大众解决在使用

VAR 中实际遇到的问题并克服这些障碍，而这些信息对各

国协会而言是非常宝贵的。例如，在某个赛事中决定使用

VAR 就需要相当多的时间和资源来教育裁判员和视频助理

裁判员有效地使用 VAR 系统，特别是在关键或复杂的比赛

走势的情况下，裁判员如何对抗压力并保证压力下判罚的准

确性是关键因素。裁判员要通过考核过程、安排实践课和现

场实际比赛来获得大量经验。

4 VAR 技术的实际运用
4.1 介入的时机

足球是世界头号运动，各国人民都享受其中。无论是象

征足球界最高荣誉的世界杯比赛，还是边远贫困落后村庄的

业余足球比赛，都必须遵循《足球比赛规则》。这一原则是

足球运动的重要价值必须得到保障和坚决贯彻，而其中重要

的一点比赛规则就是使比赛公平公正。

有吸引力的美丽足球的关键在于公平，这也是精神的决

定性特征。足球比赛要求运动员尊重对手，尊重比赛官员，

尊重比赛中的规则。裁判员没有必要给予过多干预，引导精

彩比赛顺利进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曾公开表示：“VAR

系统对于增加足球比赛的判罚透明度具有积极意义，它不会

介入足球比赛的全部判罚，只想使裁判避免犯下致命错误”。[5]

VAR 不会主动提醒裁判每一个失误，只在进球或未进

球、罚球点球事件、直接红牌和处罚对象错误时主动提醒裁

判，这就是科学技术对现实的妥协。在上述四点提醒裁判的

情况下，不会有太多的时间延迟。最后的决定权掌握在裁

判手中。从俄罗斯世界杯赛后数据统计显示：455 次事件检

查，在没有 VAR 视频助理裁判的情况下，判罚的正确率是

95.6%；在 VAR 视频助理裁判的协助下，判罚的正确率达

到了 99.3%[6]。

然而，VAR 系统在确保竞赛公平的主旨目的之外，还

存在另一种“副作用”[7]。俄罗斯世界杯上，协助裁判员做

出准确判罚、保证比赛顺利进行的 VAR 系统，却因裁判员

运用该系统的尺度屡遭非议，因回放而被“中断”的比赛也

使教练员及场上球员不知所措，突如其来的暂停不仅极大地

影响到球迷的观赏体验，对运动员的竞技状态，比赛的连续

性都造成巨大的干扰。VAR 系统作为足球比赛的辅助判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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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是足球裁判权力的延伸，因其应用而产生的争议反映

出 VAR 系统介入足球比赛判罚尚未形成共识 [8]。

4.2 损耗的时间
2020 年 9 月 25 日，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简称中超）第

13 轮上海上港 VS 北京国安的京沪大战火爆打响。彼时的中

国足球，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难题，疫情的封闭政策给办赛

带来了巨大困难，球员们心里都憋着一口气。

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大连的国际级裁判员张雷，

在疫情期间无法邀请外籍裁判的情况下，作为 18 年中超金

哨的他顺其自然地获得了执法天王山之战的任务。比赛中

VAR 多次介入，张雷反复到场边进行回看，回看事件分别

是罚球区事件可能的手球犯规与可能的拉扯犯规、进球事件

控球进攻阶段的越位犯规。三个关键性判罚其中有两个主观

决定，一个是客观事实，最终有两个事件进行了结果纠正。

由于张雷在场边回看的时间太长，严重影响了比赛的流

畅进行。球员的不满、球迷的无奈瞬间倾泻，一时间网络媒

体对 VAR 的情绪达到了高潮。事实上，这并不是广大人民

所期望的美丽足球，而如何平衡流畅性与判罚的公正性尽量

减少介入对比赛的影响，这将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4.3 相悖的尺度
2022 年 6 月 8 日，中超联赛第 2 轮成都蓉城 VS 北京国

安，本场比赛的主裁判由来自青岛的经验丰富的“老哨”李

政担任。比赛进行至 72 分钟，国安队前锋 20 号王子铭拿球

高速插入罚球区，在罚球区边缘被成都队回防的 36 号勾俊

晨扫倒在地，裁判员李政位置极佳，角度好距离近，当即鸣

哨判罚犯规，并出示黄牌警告。

而此时，担任视频助理裁判的是来自甘肃的杜健鑫是一

位初出茅庐的年轻裁判。他建议李政进行在场回看，因为他

认为这是破坏了一个明显的进球得分机会，应出示红牌罚

令出场。通过回放显示视频只提供了定格的静态画面，VAR

并未提供常规速度的视频，以至于李政无法判断该队员是否

有防守效力。

此案例一出，裁判圈内专业人士亦认为这是一个不应该

出现的错误，况且当值主裁判积极跑位、选位极佳，VAR

更不应在这种非 100% 的红牌事件上介入，影响了比赛的走

势。那么这一案例，同样值得我们思考，两位裁判都是具备

中超联赛主裁判资质的资格，却在同一事件上观点相悖，自

己的答案是对的却又改错了，最终使得 VAR 的尴尬现状。

4.4 立陶宛世界杯新尝试
2021年 9月，国际足联五人制世界杯在立陶宛拉开帷幕，

中国五人制国际级裁判安然受 FIFA 选派参加，成为该世界

杯上唯一的中国元素。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五人制世界杯采取了一个全新的科

学技术：即视频辅助技术（Video Support，简称 VS），该

项技术与 VAR 技术相比大同“小异”。相同的是只根据四

种情况进行回看。不同的是仅由各队教练员发起，即队伍认

为裁判员存在重大的误判事件，就可以申请重新回看。每队

每半场有 1 次机会挑战，挑战成功则保留机会，但上半场未

使用的机会不能留到下半场。利用科技辅助裁判员判罚，使

比赛更公平。

对于这项VS技术有人认为更符合足球运动发展的趋势。

第一，每半场仅允许总共 2 次挑战机会，在保证比赛流畅性

的同时，又能确保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下进行。第二，由教练

员发起，即表明该判罚具有一定争议性，或判罚结果与大部

分人对于足球运动的理解相违背，具有一定的自主灵活性。

该项技术在确保足球竞赛精神核心之公平公正的原则下，提

供了视频回放技术对足球比赛的适应，这样的科技创新也为

科技和足球的未来提供了启迪。

5 结语
VAR 作为足球运动的新兴科技，对足球比赛的助力作

用在不同情况下反转两极。VAR 在足球场上的出现不仅为

足球比赛的评价引入了新的标准，也让我们思考：无论是改

变足球比赛规则还是应用高科技，我们都必须努力确保足球

比赛的公平公正和艺术美学的呈现。这是吸引球迷粉丝关注

和持续发展的基础。只有准确理解这种平衡关系，我们才

能真正为足球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新的力量和能量。VAR

目前的应用还不够完善与符合比赛走势发展，但它的诞生极

大地促进了比赛判罚的公正性、提高裁决的公信力度。但是

无论怎样，现代科技进入足球场是不可阻挡的趋势，未来关

于科技创新和足球运动的融合，国际足联和国际足球理事会

一直在路上，以公平竞赛的核心思想的引领，足球才能可持

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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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各项事业发展都有

了新举措，对研究生教育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围绕立德树

人的根本任务，建立健全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格局，全

面提升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已成为高校最为重要的发

展课题。根据教育部官方发布的消息称，全国报考 2022 年

研究生考试人数已经达到 457 万人，相较于去年增加 80 万

人 [1]，研究生招生规模的扩大势必导致报考人数的增长。伴

随着高校扩招、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发展，研究生教育工作已

经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对研究生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开辟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新思路，帮助研究生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引导研究生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作出贡献。

2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突出问题

2.1 思想认识和理论素养高度不够
经过大学四年本科教育和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层层选拔，

研究生相对具备更全面的知识水平、更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更

高效的自主学习能力。不同学校本科教学专业设置、师资力

量、学术氛围等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性，导致部分研究生新

生教育发展的复杂性。一方面，研究生新生由于地域文化和

教育经历的差异化使得研究生价值取向较为复杂，思想水平

境界不够高，综合素质参差不齐。另一方面，不同于本科的

集中管理，研究生一般采用导师负责制，在导师的指导下完

成科研学习任务，研究生集体荣誉感较为薄弱。科研任务较

为繁重，生活学习多以小集体或者自主完成，投入的专业学

习的时间更加明显，对社会责任感和爱国主义思想境界的提

升就显得有些不足。

2.2 生源水平差异和培养年限缩短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发展，本科毕业生的人数逐

渐增大，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要求不断提高，使得部分毕业

生也加入考研队伍；大学所学专业不能适应用人单位就业需

求或者就业前景不容乐观导致部分学生跨专业考研。考生综

合素质和个人水平参差不齐，入学后专业基础和学术水平存

在差异化。研究生培养年限仅有三年，客观上限制了研究生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长效性。三年的课业压力和导师的工作

压力导致研究生对党的理论学习弱化，投入党的活动时间减

少，整体对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较大挑战。

2.3 独立性和多元性群体特点凸显
教育经历的丰富和培养方式的转变，使得研究生群体在

https://www.so.com/link?m=bId5qiR4b6EjitAhNgUyGLS6+HGQ07I+ViiMaXEaOy8Xu9D2Z1I9oyY3iAyOQcvOKotbJ788BEwgZzQPSvn0qk1KRmIZt31+bDaAJ4ystx6Y1a1ppOwMYGRjzClj2XtiRDPDgx70gx4kCN2pF+PkZmolyIHJFFuqdNCQvZ6qC5sKhlMqkHLsS+mqkaiUFnKPsJq0FRcsSbf3RxsX01xQ65uCFzhP5+BVFzz+8Q3zVpNoIW7ShAykJE2G5z4+iq1n2isPedjWthv5Xf88fayyOHhmU/UePxpa+9nF7r/uBop6rNGNGEpeaZ+C2MnCW3SGfdSbMtIgS5LVVdzZPtw9qSs8MspvthPReDXRYOT4Mk0qh3N/7qFcgh/TQNspipRCx5/4h390sw0Z77oRcj1t6OL8qvELKrQQo+mc9zCiLTwWNEOs0Tg9mRuzPZn+jBgvvVoHE8yDVqYL14ke10uioQGhFEpot5e8n1gtVOw==
https://www.so.com/link?m=bId5qiR4b6EjitAhNgUyGLS6+HGQ07I+ViiMaXEaOy8Xu9D2Z1I9oyY3iAyOQcvOKotbJ788BEwgZzQPSvn0qk1KRmIZt31+bDaAJ4ystx6Y1a1ppOwMYGRjzClj2XtiRDPDgx70gx4kCN2pF+PkZmolyIHJFFuqdNCQvZ6qC5sKhlMqkHLsS+mqkaiUFnKPsJq0FRcsSbf3RxsX01xQ65uCFzhP5+BVFzz+8Q3zVpNoIW7ShAykJE2G5z4+iq1n2isPedjWthv5Xf88fayyOHhmU/UePxpa+9nF7r/uBop6rNGNGEpeaZ+C2MnCW3SGfdSbMtIgS5LVVdzZPtw9qSs8MspvthPReDXRYOT4Mk0qh3N/7qFcgh/TQNspipRCx5/4h390sw0Z77oRcj1t6OL8qvELKrQQo+mc9zCiLTwWNEOs0Tg9mRuzPZn+jBgvvVoHE8yDVqYL14ke10uioQGhFEpot5e8n1gtV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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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心理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异性和复杂性。研究生的年龄

一般都在 22~25 岁左右，经过本科大学四年的培养，不管

生理还是心理上更加成熟，人生观价值观已经基本形成，凸

显出了较为明显的独立性，能够相对客观成熟地处理问题。

对待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政治意识

逐渐增强。

与此同时，研究生群体复杂性和多元性特点也日益显现。

由于经济全球化对研究生的影响日益深入，不同价值观和文

化思潮在不同媒介进行快速传播。新媒体技术已经深入研究

生的日常生活和科研学习，接触各种网络新媒体的机会逐渐

增多，对部分观念已经有了较为独立的分析判断，见解更为

独立，研究生群体观念整体呈多元化发展。研究生群体多

以实验室或者课题组为单位开展科研生活，集体意识相对弱

化，集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或者支部建设参与的积极性

不高，影响了最终的教育效果。

3 以党建为抓手融入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有效途径

习近平对研究生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适应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层次 

人才 [2]。研究生教育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党

建为抓手融入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支部作为研究生党

建工作的基层堡垒，支部的活力来源于党员的积极参与。研

究生作为高校群体的重要力量，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

才能够更好地发挥研究生整体的先锋模范作用。

3.1 推陈出新，持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青年者，常为新。青年工作，也须与时俱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学生党建和思政课是研究生思想政治

教育的重要渠道，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最新理论成果为指导，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持续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

指出，推动全党学好党史、用好党史，靠一次集中学习教育

是不够的，必须把党史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

创新方式方法，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新。压实主体责任，

将党史学习教育的质量和落实情况作为支部考核的一项重要

内容，将党史学习教育落实到“三会一课”，突出党史学习教育，

将党史学习教育落实到研究生日常。结合新媒体平台建设，

开辟党史学习教育新阵地，通过鲜活的图文、视频资料展示

研究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经验和成果，充分发挥网络优势，

推动研究生党史学习教育走实走深。丰富党史学习教育的开

展形式，通过党史知识竞赛、党史趣味运动会等各类活动从

不同维度促进研究生党史知识的主动学习。依托支部立项，

将党史学习教育与科研学习内容做到有机结合，在开展支部

立项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将党史学习教育融到日常。

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要时刻做到坚持党的

全面领导，紧紧围绕“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

史力行”的总要求，贯彻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将党史

学习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做到有机结合。加强教育引导，以

党建为引领，将党史中鲜活的人物形象和爱国案例在日常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灵活运用，充分发挥以党员为首的先锋模

范作用，激发其他研究生的参与感和认同感，调动更多研究

生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引导研究生把个人理想和实现中

国梦相统一，在研究生群体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通过组织

不同形式的活动、竞赛或者会议，起到加强班级或支部之间

的交流同时也提升党的理论基础学习。将“学习强国”平台

作为党建工作的一项重要参考，强化支部平台建设，整体提

升研究生理论学习质量和学习热情。

3.2 多措并举，建立全方位长效化机制
充分发挥院校、家庭、导师、辅导员、党支部和班级“六

位一体”工作载体，建立全方位工作机制，创新工作观念，

构建“三全育人”工作体系，实现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常态

化长效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

强调，要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有关部门各负

其责、全社会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 [3]。院校党委充分发挥政

治核心作用，教育引导研究生党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

主义情怀，循序渐进地提升党员的理论基础和政治素养。建

立家庭、导师和辅导员的联动机制，严格落实“导师为研究

生第一责任人”工作制度 [4]。通过资料库数据初步了解研究

生家庭的基础信息，辅导员及时和导师沟通获取研究生思想

动态，结合家庭情况适时联系。研究生党支部和班级建设要

紧跟时代发展，尊重研究生的独立人格和创新思维，结合各

专业特色和不同层次的精神需求进行支部立项工作和班团

组织建设，提高研究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相互学习能力。

整体提升研究生党建工作的参与程度，加强支部联系人、辅

导员和导师的沟通交流，在发展党员考察阶段可以通过教师

座谈会充分听取导师意见，通过班级、课题组、寝室等掌握

研究生思想动态、工作态度、科研学习和日常生活等综合表

现，加强对研究生整体工作的全面性。

研究生作为导师负责制，能否给予研究生正确的思想教

育引导，关乎党员培养的队伍建设和高校研究生党建工作的

质量。导师要真正担当起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对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严格把关，在注重科研知识

和专业教学的同时将学术道德、爱国教育、核心价值观等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到有机结合，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潜移

默化地影响研究生科研学习和日常生活。

“六位一体”工作机制，能够持续推动研究生思想政治

教育更好更快地发展。在院校党委指引下，导师和辅导员共

同担任研究生思政教师，做到言传身教相统一、教书育人

相统一；支部和班团组织把思想政治教育结合到活动中来，

做到理论实践相统一，把爱国主义厚植到科研学习和日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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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努力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

3.3 融会贯通，强化支部建设引领发展
党员发展工作是党建工作的重要环节，党员发展的质量

直接决定党组织的先进性。研究生一般都是本科期间表现较

为优秀、学习较为努力、思想追求上进的群体，他们入党意

愿较为强烈，一般都是在本科期间就成功加入了党组织，研

究生期间也都会按照“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的原则每年都有

新鲜力量。因此，研究生党员数量较为庞大，各级党组织需

要高度重视研究生党员的教育与管理工作。加强研究生支部

建设，优化支部设置，规范支部活动，深化党建和思想政治

教育共同发展。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加强支部创新工

作，研究生更多的时间于科研学习和最终成果，对于较为单

一且耗费时间的活动研究生的积极性就会大打折扣，加强研

究生专业学习和支部活动相融合使支部立项工作更加具有

灵活性。

加强研究生支部建设是一项重点工作。研究生支部构成

多为相近或者相似专业，人数较多，不同层次的学生思维方

式和生活习惯不尽相同，开展组织生活的时间或方式不统一。

应合理配置研究生支部建设，按照教研室、课题组或者同一

项目组的学生设置为同一支部，把相同时间、相同层次、相

同学科的党员设置在一起。有利于党员的教育与管理，有利

于党建活动的开展，有利于增强支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进

一步实现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入党介绍人在党

员发展整体工作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要加强支部

入党介绍人的进一步选拔与再培养，选用一些政治素养高、

大局意识强、综合实力好的师生担任支部入党介绍人。对于

入党介绍人也要定期进行入党整体流程工作的再培训和联系

工作的考核，让入党介绍人进一步理清思路，分工明确。

党支部深入开展研究生党员一对一结对帮扶制度，发挥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建立学生党员和普通学生的结对帮扶台

账，定期与帮扶学生进行沟通，为他们思想上解惑、生活上

关心、学习上指导，定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坚持以文

化人、以文育人，充分利用校园资源的育人力量，帮助他们

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研究生对学校的认同

感和归属感。开展研究生党员志愿服务活动，把思想政治教

育融入日常，充分利用各种有效渠道，广泛宣传各种感人事

迹、先进典型，弘扬民族精神，不断培养研究生爱国主义

情怀。

3.4 立德树人，构建全方位教育体系
以党建为引领，做到党建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机

契合，将生动鲜活的优秀案例依托“互联网 +”落实“大思

政”理念，坚持“三全育人”构建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网

络教学全方位思想政治教育体系。高校利用新媒体平台开展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也要防范新媒体平台多元化文

化渗透。发挥网络教学育人机制，将网络阵地建设拓展到思

政课平台建设。利用主流媒体搭建爱国主义教育和思想政治

教育专题专栏，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研究生的日常，营造良

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氛围。打造新媒体平台建设同时也要加大

对平台的监管和审查力度，避免错误思想和不良信息影响研

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持续开展思政课改革，增强思政课课堂教学精准度。时

刻保持思政课教师教育的经常性、思维的创新性、队伍的先

进性。针对不同学科、不同门类、不同层次的研究生结合他

们的群体特点和思想观念，制定不同的思政课教学方案，通

过运用个人自学、课堂教学和新媒体宣传做到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教育方式，既能调动研究生学习的积极性，又能做到思

想政治教育全覆盖。

以党建为引领，优化实践教学教育体系，把党建的新成

果和新理论融入思政课教学中来，紧密结合地方红色旅游资

源，将思政课教学开到纪念馆和博物馆，打造实践教育教学

基地，在探索思政课实践教学育人上下功夫。拓宽研究生社

会实践渠道，主动沟通当地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建立社会实

践实习合作机制。开辟研究生深入基层的实践道路，将自己

的文化理论水平与具体基层工作相结合，积极发挥研究生的

教育者主体性，在基层实习实践中深化认识，提高境界。实

现研究生科研学习和基层实践的进一步结合。在实践教学的

同时，主动加强支部的沟通交流，创新支部立项，将党内组

织活动和科研学习做到有机融合，打造符合专业实际的特色

品牌活动，将支部立项工作做新、做实、做好。以品牌活动

为抓手，让支部党员之间有更加深入的沟通交流，让党建工

作和实践教学协同发展。

4 结语
研究生是高校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思维模式、价值

取向和创新意识深刻影响着国家的科技进步与发展。以党建

为抓手在研究生群体中持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六位一

体”模式为工作载体，构建全方位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增强

研究生集体意识和思辨能力，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教育教学

全过程。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完善全员、全过程、

全方位育人格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努力将研究生培养

成为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成为国家发展建设的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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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时代背景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在计算机通识课程中的实践研究
The Practical Research of Mixed Teaching Mode in Computer Gene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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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信息技术和大学教学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混合教学是当前高校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论文基于 SPOC 混

合教学理念对广州商学院计算机通识课程教学现状展开实证研究，具体包括将当前计算机通识课程划分为网络教学以及混合

教学的双重模式，将当前混合教学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如课前、课中、课后三个阶段，使学生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计算机

知识的预习、知识内化和知识巩固，在教学评价方面采用形成评价与总结评价相结合，构建符合学生实际要求的客观评价机制。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eepening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university teaching reform, mixed teaching is one of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current university education reform. Based on the SPOC mixed teaching concept, this paper conducts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current teaching situation of the computer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 in Guangzhou Business University, 

specifically including dividing the current computer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 into the dual mode of network teaching and mixed 

teaching, and dividing the current mixed teaching into three different stages, such as pre class, during class and after class, so that 

students have enough time to preview, internalize and consolidate computer knowledge, in the aspect of teaching evaluation, the 

combination of formative evaluation and summary evaluation is adopted to build an objective evaluation mechanism that meets the 

actual requirements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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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人类进入智能时代，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要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就必

须在四个方面下功夫，即“结构优化”“模式创新”“学习

技术”和“质量体系”[1]。计算机公共课程是大学本科教学

中的一门重要课程，它的教学目的在于使学生在一定程度上

掌握计算机基础和操作技能、编程原理、计算机编程思维、

计算机技术等方面的知识和计算机应用能力。增强非计算机

专业学生的信息素质，帮助他们更好地掌握所学的知识。

2 计算机通识课程混合式教学的实践需求

2.1 计算机通识课程教学特征及局限性
传统教学有一定的内在优势，近些年随着教学要求的改

变，也在不断地发生改变，多数都是形式上的变化，其本质

特点并未改变，这种以教师为核心教学模式，虽然看似有效

地组织和指导课堂教学，让学生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能掌握必

要的理论知识，达到了教师所设定的教学目的 [2]。但是不利

于知识点的迁移和拓展，尤其是对于计算机实操性较强的课

程，轻视学生实操训练、注重班级学习的整体性，忽略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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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个体间差异等特点 [3]。目前的计算机通识课对于培养学生

计算机相关知识有很大的作用，由于过分注重教，忽略了学

生的主体性，课堂教学无法满足学生的情感体验。

2.2 计算机通识课程实施混合教学的可行性分析
计算机通识课程对混合教学有着强烈的时间需求，并且

混合式教学在实施中有一定的可行性，与计算机通识课程、

高校学生以及教师专业能力发展有较高的契合度，故需要对

计算机通识课程实施混合教学的可行性进行分析。

2.2.1 与计算机通识课程教育相契合
混合教学与高校的计算机通识课程有着密切的联系，可

以应用于计算机通识课程教学实践。首先，混合教学符合计

算机通识类课程的教学目的。目前开设计算机类通识课程，

旨在提高学生的信息素质，提高其实际操作水平。满足应用

型人才的需求。学校鼓励学生通过自主探究的方式来获取相

关的计算机知识，形成正确的信息观，获得基本的操作技能

和方法以此来解决生活中或未来工作过程中所遇到的计算

机问题。混合教学强调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合作探究能力，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不仅在接受计算机知识，还可以主动

探索、发现、生成知识，促进学生深度学习、主动建构知识、

培养相应的计算机操作技巧和方法。

2.2.2 与高校学生学习需求相契合
计算机通用课程是基础课程，第一，由于学生的学习经

历和学习背景不同，学生个体差异较大、能力水平不均等，

不适合于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第二，高校学生相对成熟，

具有一定的可塑性，学生可以熟练运用信息技术，简单的网

络操作更容易掌握，学习起来更为快捷、方便。第三，在高

校期间学生对信息技术课程的学习兴趣不大，传统的教学方

法使学生感到乏味，这使得学生更加渴望通过新的教学手段

和方法来促进知识点内容的吸收和内化，以此来达到高效、

有趣的课堂教学效果。

2.2.3 与高校教师专业能力发展需求相契合
混合教学与高校计算教师专业能力发展相契合。首先，

混合式教学是一种新型的教学方式。它的出现为教师带来了

新的挑战和需求，有助于教师提高课堂教学的设计与组织能

力。在实施混合教学中，需要重新对教学内容进行设计，这

是一种将技术融入到教育过程的创新活动。

第一，教师应从“面对面”的课堂教学模式转变为目前

的网络协作式教学模式，并针对不同的课程内容进行设计。

在教学中，如何组织自主探究活动、小组讨论、课堂教学中

怎样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都是教师必须认真思考和探究的

问题。在此过程中，教师的教学水平必然会有所提高。

第二，实施混合教学，有利于教师的教学和管理。混合

式教学是以线上与线下的方式进行，在网上进行学习和考

试，使学生能更好地掌握学生的基本状况，同时结合实际，

对课程的内容、进度进行适当的调整，以达到“以学定教”

的目的。在混合教学中，应注重小组研讨、探究，充分发挥

学生的积极性，并能有效地指导学生进行网上课堂活动。

第三，混合教学是提高教师教学评估能力的有效途径。

多元评估模式的混合教学，强调过程性评价，通过线上参与、

作业完成、课堂表现、通过对学生学业的综合评估，使每一

位同学都能够“以评促学”，充分发挥它的功能，激发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全面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3 “SPOC”的混合教学模式在计算机通识课
程中的应用

3.1 “SPOC”混合教学模式设计

3.1.1 教学前期分析
教学活动的实施离不开教学前的分析，要了解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情境等，才能更好地运用 SPOC

教学。

第一，教学对象分析（见图 1）。

在智能时代背景，我们的教学方针是：以学生为中心，

教师为主导，在 SPOC 的基础上，既要发挥教师的引导和督

促作用，又要体现以学生为本的主体性。对于教师来说在教

学前期对教学要使学生主体得到充分了解，只有这样，才能

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他们的学习水平。论文重点介

绍了学生的知识起点、特征属性和学习方式。

教学对象分析

知识起点

初始知识 基本技能

特征属性

年龄、

性别、心理
学习态度

知识的接受程
度

学习风格

个人行为习惯

图 1 教学对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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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知识起点是学生在开始学习前所掌握有关信息技术的

知识和技能，分析学生的知识起点，有助于教师确定具体的

教学目标，探寻合适学生认知和学情的教学手段，这样才能

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学习需要，提高教学质量。广州商学院目

前的学生类型有本科统招、专升本及专科，具有学生类型、

层次都比较复杂的特点。计算机类通识课程主要针对本科统

招及专科统招非计算机专业学生开设，大部分学生从高中直

升上来，计算机的知识和技能比较薄弱。

②学生的特征属性包括性别、年龄、心理特点、学习态

度和接受能力。本科统招的学生比专科统招的学生心理更成

熟，学习态度及接受能力要更强。经研究表明，女生学习态

度比男生要认真，但是接受能力反而稍微弱一些。从实践班

级学习任务的完成数据来看，女生完成要更及时，完成度也

更高。而专科生的畏难情绪则更明显。

③学习者的风格是指学习者在学习中所呈现的特有的学

习方式，如不同的学习者对教学资源、教学方法、教学工具、

教学环境的敏感性等。

第二，教学目标分析。

知识技能目标主要包括知识和技能、过程和方法、情感

和价值观，知识技能目标是知识技能学习过程中获得的知识

和技能；过程和方法的目的就是要在学习中学会如何去学、

怎样去学；在此基础上，教师应提前掌握课程的整体目标，

并将其分解为特定的时间、单元、课堂内容等各阶段，以保

证教学目标的完成，并有效地提高教学效果。

论文对广州商学院计算机类通识课程进行实证研究，该

类课程是高校学生的必修课程，根据广州商学院计算机教学

大纲以及布鲁姆教学目标分类理论，对计算机通识课程教学

目标进行了如下分类：

①知识与技能目标：使得学生可以系统地、规律地掌握

有关计算机基本技术、掌握计算机办公软件的操作要领。

②过程与方法：学生可以通过计算机解决生活或者是未

来工作所遇到的问题，具备一定的科学思维；掌握线上学习、

讨论学习以合作探究学习的方法。

③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 SPOC 混合教学方式，培养

学生多个良好信息素养以及团队协同精神和职业素养；自觉

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

第三，教学内容分析。

论文以 SPOC 为基础开展的混合教学思路，通过纸质资

源和在线学习资源相结合构成教学内容，纸质资源是指书本

教材知识，在线学习资源则是某平台视频、课件等测试题目

等。从教学内容的重点和难点入手，简单的基础知识和操作

要点可以在线上课程进修，重点和难度较大的课程可先进行

线上课程教学，后通过翻转课堂与教师进行互动、讨论，加

深对于知识点内容的理解。从课程内容的特征来看，有些教

学内容适合课堂讲解，有些则适合开展合作探究，某些相对

简单的知识点内容适合在线学习，具体如表 1 实施。

表 1 非计算机专业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内容

课程名称 教学内容 教学模式 学时分配

计算机应用

基础

基础知识 线上授课 1

基本操作 混合教学 2

Word 混合教学 4

Excel 混合教学 4

PowerPoint 混合教学 4

网络应用 线上授课 1

计算机图像处

理技术基础

（Photoshop）

基础知识 线上教学 2

选区 混合教学 4

绘制与修整图像 混合教学 4

图像色彩与色调调整 混合教学 4

图层 混合教学 4

通道与蒙版 混合教学 4

路径与文字 混合教学 4

滤镜 混合教学 4

办公软件高级

应用

Word 高级应用 混合教学 12

Excel 高级应用 混合教学 12

PPT 高级应用 混合教学 8

第四，教学环境分析。

培养学生良好的计算机学习能力，必须建立符合高校信

息技术通识课程特点的混合教学环境，在教学环境建设中，

应充分考虑学生学习特点、教学目标、课程特点、平台特点

等因素，使之适应学生的全面发展。

在论文中教学环境主要分为在线学习和线下学习，在线

学习环境包括网络环境和网络平台环境，线下学习环境则包

括学习场所、网络设备、教学设施等。在线网络平台环境主

要分为平台是否支持教学视频、教学课件、教学图片等教学

资源的上传、是否能够提供用户登录、浏览以及是否可以在

移动设备上提供教学资源。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

能，就是它能否支撑起师生的沟通，能否公布教师的作业与

要求以及对学生的学习与考试进行监测与分析。

3.1.2 教学活动设计
论文以建构主义、人本主义、掌握理论、混合学习等理

论为指导，以“SPOC”为核心，构建了以“SPOC”为核心

的计算机通识课程混合教学模式。在该教学模式下，把课堂

上的知识预习分为课前知识预习、课中知识内化、课后知识

的积累。论文从师生两方面对这三个时期作了详细的论述和

分析。

在教学前的知识预习阶段，教师们制定教学目标、制作

教学资源以及学习活动任务单，在“知识内化”阶段，教师

会对学生进行重点知识的回顾，掌握学生的学习状况，解答

问题，组织学生进行专题研讨。在学习后的巩固阶段，教师

会进行自我评估和反思，安排课外作业，并进行网上问答；

在课堂上进行了自我评估、反思、课后作业、线上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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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学习成效分析
通过计算机类通识课程混合教学模式实践，对 2020 届

学生进行教学效果的问卷调查，问卷结果如下。

3.2.1 学生学习计算机通识课程的兴趣得到提升
当今社会，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网上的教学平台

层出不穷，教学方式日益丰富，高校学生有了区别于传统学

习的体验，这样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教学评价中，

将学生在线学习的成绩纳入总评分数中，促进了学生在线学

习，正面强化学习兴趣。

3.2.2 学生计算机通识课程成绩得到提高
通过混合教学，使学生在业余时间充分利用网络平台进

行学习，与过去的成绩相比，学生的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3.2.3 学生情感态度以及价值观得到提升
在混合教学过程中，学生更注重课前和课后的复习，增

强了计算机通识课程学习的自主性，借助于网络媒介完成学

习任务而非一味地玩各类网络游戏、看剧等，运用混合式教

学法，可以增进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互动、沟通，提高学

生的团队合作意识。另外，大学的计算机通识课程也可以采

用混合的教学模式，使学生能够在没有时空的约束下，充分

发挥学生的自主学习师可以利用网上教学平台实时地记录

学生的学习成绩，减少教学评估的费用。

4 结语
从整体上来看，SPOC 混合教学优于传统教学方法，在

学习的过程中，学生的主体性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学生可以

很好地掌握计算机常规操作技能，在互动交流中，实现知识

的迁移，形成知识内化，以此来提高学生学习效果。“十四五”

和 2035 年国家发展战略纲要提出，要建立高质量的教育系

统，旨在培养高质量、高水平自立自强的各类人才，通过实

施 SPOC，可以促进中国大学教学模式的变革，为社会输送

更多的综合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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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几年，国家对于乡村教育的扶持力度逐渐加大，乡村教育状况得到逐步改善，初步解决了乡村孩子上学难的问题。
但是，不可否认乡村与城市教育水平的差距依旧很大，城乡教育水平仍存在差距且存在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的问题。基于此，

论文从硬件设施、师资力量和生源情况三个方面详细介绍了乡村教育的现状，客观地阐述了乡村教育的优缺点，并针对性地

给出了解决乡村教育问题策略的建议，为有志于研究乡村教育的专家学者提供了详细可信的一手材料，同时也为乡村教育的

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state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the support for rural education, rural education has been gradually 
improved, preliminarily solved the problem of rural children’s school difficulties. However, it is undeniable that the gap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education level is still large, there is still a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education level and there is an unbalanced 

alloc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education in detail from three 

aspects of hardware facilities, teachers and students, objectively expound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rural education, and 

gives specific suggestions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rural education. It provides detailed and credible first-hand materials for experts 
and scholars interested in studying rural education, it also lays a foundation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ru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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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乡村教育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1.1 乡村教育硬件设施情况

近年来，在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大背景下，中国出台了

《2022 年中国乡村教育发展报告》等一系列指导性政策，

极大地改善了乡村学校的硬件设施。以中国咸阳市周边乡村

学校为例，校舍教学用房得到整体修缮，规划建设实验室，

图书馆等功能性场所；基础运动设施完善，配备了足球场、

篮球场等健身器材；教学设施前沿化，安装了投影仪等设备。

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经过走访调查，

在基础设施使用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使用率低。由于基层缺少相应的教学骨干教师，

面对一些专业的设备器材，无法正确使用，形同虚设，学校

也为完善相应的课程设置，导致部分实验室、多媒体设备以

及体育设施无用武之地。

第二，管理制度缺失。在配备了多媒体等基础教学设施

后，并没有配备专业人员进行管理和维护，导致教师想用却

无法用；同时缺少对设备管理的制度规定，造成资源利用率

低的现象。

第三，教师专业素养不足。多媒体设备的使用相对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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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师使用能力不足，缺少相应的培训课程和考核机制，

无法正确使用多媒体设备。

第四，配套设施不完善。多媒体教学设施的使用离不开网

络设备还不够完善，但是一些乡村学校的网络还停留在几年前

的阶段，网速较慢，经常出现一些教室里连接不上网络的现象，

这也是导致多媒体教学设施不能有效使用的一个重要原因。

1.2 乡村教育师资力量情况
古人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由此可见，古

人对教师的标准已有明确的判定，而作为乡村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乡村教育师资力量，是办好乡村教育的关键和基础。

经过调查走访发现，由于近年来教师招考试扩招乡村教

师队伍得到了较大的补充，队伍越来越年轻化，这些新教师

知识扎实，思想先进，善于接受新事物，教学方法灵活。有

效地促进了教育的发展。随着远程教学的普及，乡村教师接

受外界教育资源的途径越来越多，其中网络教学和培训学习

让乡村教师获益匪浅，但是目前乡村中小学师资队伍存在的

问题依然十分严重。

根据我们团队调查，在咸阳市周边的一些乡村中还存在

以下师资力量不平衡、不完善、不协调的问题：

第一，教学技能薄弱。大部分教师缺乏教学经验，且在

偏远地区缺少完善的培训及老带新机制，导致青年教师在教

学工作中存在不足，而且乡村很多老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一

般或较差。有的教师实际教学能力与学历层次不相称，与义

务教育法的要求还存在一定的距离。

第二，学科比例失调。“小科目”专任教师不同程度缺

乏，音乐、体育、美术教师严重缺乏，外语、物理、化学教

师多是半路出家。小学计算机和英语教师全部是通过短期培

训走上新岗位的，难以适应教学要求。因此，乡村初中和小

学外语、音乐、体育、美术课面临着难以开齐科目、开足课

时的困难。这些将严重制约着乡村义务教育的发展，教育教

学质量也难以保证。

第三，教师课时负担重，教师工作积极性不高。许多教

师多头教学，一个教师要负担几个年级、多门学科的教学任

务。工作任务重，压力大，这严重打压了教师支教热情，教

师对乡村教育的未来缺乏信心。

第四，教师没有完备的晋升渠道，教师的付出和所得反

差较大，福利保障制度不完善，严重影响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1]。

第五，教师地域人员分布不合理。县城及其周边乡镇教

师超编，而最需要教师的偏远山区又无人愿意去。这些问题

的存在都严重地影响了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是一个亟待解

决的问题。

1.3 乡村教育生源情况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很多乡村青壮年外出打工，中小

学生大都成了留守儿童。这些孩子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看

管，因此产生了很多教育问题，给乡村教育带来了不小的挑

战。下面就根据我们团队所了解到的咸阳市周边乡村教育的

生源情况做一简单的阐述：

第一，乡村学生缺少必要的家庭监督和辅导。学习需要

良好的环境氛围和督促指导，而父母不在身边的乡村学生，

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很难做好这一项工作。他们只能在物质

上让孩子吃饱穿暖，而在学习上却无能为力。监督力度不够，

让乡村学生成了脱缰的野马；辅导的缺失，又让他们成了无

头的“苍蝇”。并且隔代看管的老人们对孩子溺爱，对他们

的要求是有求必应，对孩子的学习却不闻不问，这也就导

致乡村学生缺少学习的动力。而且在学习上不能形成家校合

力，从而导致了乡村学生的学习基础差的结果。

第二，电子设备的普及。有位教育专家曾说：“要想毁

掉一个孩子，就给他一部手机。”这句话绝不是夸大其词危

言耸听。手机给孩子带来的毒害要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大。

多数留守儿童的乡村学生，家长为了联系方便，大都给孩子

配备了手机。电子产品的毒害，已经是造成乡村学生基础差

的一大罪魁祸首。

第三，课外知识的匮乏。据有关调查显示，一些乡村学

生除了书本知识外，课外阅读量少得可怜，除了一些漫画类

杂书之外，课外阅读量几乎为零。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家长的不重

视，作为文化水平不高的学生家长没有给孩子买课外书的意

识，他们认为孩子只要读上学的书就够了，买课外书就是浪

费钱：二是大量电子阅读的冲击，电子产品占用了学生大量

的时间；三是学校的流于形式的应付。虽然国家大力倡导

让中小学生多读课外书，但一些乡村学校的图书馆是有名无

实，基本不向学生开放。以上几情况造成乡村学生无课外书

可读的现实，这也是导致乡村学生基础差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多为留守儿童的乡村学生管理难度大。具体表现为：

乡村学生长期的隔代看管或他人代为照顾，使乡村学生缺少

父母的关爱，即父爱母爱缺失，久而久之就造成一系列心理

上的问题。这些乡村学生在生活上学习上遇到麻烦不能及时

与父母进行沟通，就会变得越来越孤僻，严重者甚至会产生

抑郁。一份《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活动调查分析报告》得

出的结论显示，由于长期远离父母，四成的以上的乡村学生

感到孤单，三成以上的乡村学生出现了心理问题。这一情况

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将对乡村教育带来不小的阻力。

2 改善乡村教育现状的建议
2.1 加大经费投入，改善乡村教育的办学条件

第一，总量上增加乡村学校基础设施的供给。乡村学校

基础设施的供给是政府对于乡村学校教育资源供给的最直

接内容。目前，政府要改善乡村教育的基础设施、教育硬件

软件，就要注重乡村学校的教学楼、宿舍楼危房改造。为学

校购置一些必要的器材，为扩展乡村学生的见识和视野，合

理购置一些适合学生阅读的图书资料。政府部门应该依据各

乡村学校的基本情况将乡村小学教育经费及时、足额地直接

发放给乡村各个学校，避免教育经费过多地在中介中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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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才可以保证教育经费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2]。

第二，当加入了图片、视频、声音的多媒体课堂比普通

课堂更直观，更容易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当教师意识到

多媒体的教学优点后，教师才会从内心深处自愿去学习使用

多媒体教学设施的方法，不断去摸索并直至熟练掌握，从而

让乡村学校的多媒体教学设施在课堂上运用起来；而对于多

媒体教学设施的系统维护问题，我们团队认为有必要让部分

年轻教师特别是计算机教师学习一些基本的计算机维护操

作，以保证多媒体教学设施的正常有效运转；关于乡村学校

校园网络落后的现状，则建议网络及时更新，有条件的话可

以为多媒体教学设施设专网专线，以保证多媒体教学设施网

络的通畅。

2.2 完善教师保障机制，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
在师资力量这方面上，虽然乡村教师的能力是毋庸置疑

的，但也存在一些客观上的问题，如把这些专业化、年轻化，

眼界开阔的教师引进乡村容易，但留住却很困难。经过考编

进来的乡村教师大都不是本乡镇的，如何让他们安心留下来

从事教育教学工作，也是当今乡村教育所面临的一大难题。

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对此我们团队简述一下自己的看法。

首先，要提高乡村教师的待遇。这个待遇不仅是物质上

的，还包括精神上的，让乡村教师感到有一种被重视，被尊

重的感觉。例如，在物质上，乡村教师应有一定金额的农村

艰善补贴，补贴金额根据教师来农村工作的时间长短而定，

在乡村从教时间越长补贴金额越多；在精神上，为在乡村

从教一定年限的教师颁发相应的荣誉证书，在乡村从教年满

二十年晋升高级职称可以不受名额限制等 [3]。

其次，要切实解决农村教师的住房问题。安居才能乐业，

要想留住人，得先给他一个“家”。为了留住教师，一些政

府早在十几年前已经拨专项资金建设了教师周转房。这些教

师周转房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单身宿舍，而是几十平方甚至

一百多平方的套房，完全可以满足教师一家几口人的住房需

求。这种措施真正为乡村教师解决了住房问题，使他们能够

安心教学，为他们留在乡村提供了切实的保障 [4]。

最后，要在相关决策制度上适当向乡村教师倾斜，如增

加乡村教师的外出学习培训机会，可以乡村教师一学期能得

到两三次外出培训的机会、可以是到别的乡村或城里的特色

学校参观学习，到县里市里参加一些当地教育部门组织的名

师讲课活动，也可以是到一些大城市观摩一些国家级的优质

课比赛。各种形式的培训学习，不仅可以开阔乡村教师的视

野，提高乡村教师的能力，还可以洗涤乡村教师的心灵，净

化乡村教师的思想，使他们有一种使感责任感，更加坚定了

他们要为乡村教育做贡献的信念。另外，地方政府还可以在

职称晋升方面，适当增加乡村学校的晋级名额比例、适当降

低对乡村教师职称晋升的要求、放宽乡村教师职称晋升的条

件限制等，这些相关决策制度在不违背国家方针政策下的适

当倾斜，能为乡村教师安心留在乡村提供不小的助力。

2.3 提高学生自身素质，关注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做好乡村留守儿童的关爱教育工作，是一项艰巨的系统

性工程。学校教育应该有针对性地制定帮教计划。乡村孩子

整体素质不高、能力不足，学习基础普遍较差，学习困难、

成绩不够理想，且一些孩子对学习没有热情、缺乏应有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往往对自己要求不够严格，受教育意识也不

强，因此学校应安排有经验的教师或专业教师个别或集体辅

导，帮助学生端正学习态度，明确学习目标，调动学习积极

性，纾解学习压力，解决学习困难，提高其学习成绩。在乡

村教育中家庭教育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只有更新家庭教育理

念，才能够使得家长更加重视教育。教师和家长应该积极引

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同时更要关注

学生的心理问题。乡村留守儿童由于家庭教育缺失及父母在

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缺位，缺少父母关爱，亲情缺失，使得学

生情感发展不完整、不充分、不平衡。许多孩子在心理健康

及行为作风方面都存在问题，往往性格较孤僻或偏执、不合

群等、沉默寡言、沟通障碍、脏话连篇、打架斗殴等。学校

应通过班主任或专业的心理辅导教师给予心理疏导，也可以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为学生开设心理咨询室，为这些学生提供

帮助。另外，家长应通过视频、电话、短信等方式经常与孩

子交流沟通，关心孩子的生活学习情况、情感发展和心理问

题，给孩子心理上的亲情关爱呵护和安全感。留守儿童家长

应更多关心孩子的学习，加强与学校教师的联系，随时保持

交流，及时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帮助孩子适应环境，提升生

活自理能力以及关心孩子身心健康等方面。

3 结语
乡村教育存在的问题在中国大多数地方非常普遍。虽然

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但是乡村发展还是非常地滞

后且不平衡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乡村居民占

大多数，所以我们更应该搞好乡村基础教育。教育要从娃娃

抓起，基础教育就是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学生就是祖

国的希望，祖国的未来。所以一定要尽心尽力、拼尽全力抓

好乡村基础教育，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努力奋斗。发展

乡村基础教育还有一段漫长且艰难的路要走，所以我们要共

同奋斗，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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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越来越注重对美育的培养，美育落实到学校教育教学工作中是对学生核心素养的 

培养。论文在研究中采取了文献研究、行动研究的方法对小学国画教学进行了实践研究，我们研究的“赏·临·创·评”策略主

要体现在两个层面的运用上：一方面，“赏·临·创·评”策略可以作为我们单元课教学中的四个维度；另一方面，“赏·临·创·评”

策略可以作为我们国画课中的四个教学环节，最终达到提升学生核心素养的目的。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reform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cultiva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school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s to cultivate students’ core quality. 

In the research, this paper adopts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action research to conduct a practical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painting in primary schools. The strategy of “appreciation, temporary, innovation and evaluation” we study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application of two levels: on the one hand, the strategy of “appreciation, temporary, innovation and evaluation” can 

be used as the four dimensions in our single course teaching; on the other hand, the strategy of “appreciation, practice, creation 

and evaluation” can be used as the four teaching links in our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class, and ultimately achieve the goal of 

improving students’ core literacy.

关键词：核心素养；赏·临·创·评；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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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主要指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

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研究学生发

展核心素养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

适应世界教育改革发展趋势、提升中国教育国际竞争力的迫

切需要。

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越来越注重对美育的培

养。201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以下简称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

见》，2019 印发了《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

教育质量的意见》，2020 年又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

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教育部出台了一系列有关

美育的政策指导性文件，可见美育工作的重要意义和特殊使

命，美育落实到学校教育教学工作中是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

养。教育部强调各学段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明确学生应

具备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

力。由此可见，培养核心素养是党的教育方针的具体化，是

连接宏观教育理念、培养目标与具体教育教学实践的中间环

节。党的教育方针通过核心素养这一桥梁，可以转化为教育

教学实践可用的、教育工作者易于理解的具体要求，明确学

生应具备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从中观层面深入回答“立

什么德、树什么人”的根本问题，引领课程改革和育人模式

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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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

落实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以美育人、

以文化人方面具有独特的功能与价值。为了更好地践行《关

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必须加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因此，开展“赏·临·创·评”

教学策略在小学国画教学实践中的研究是大势所趋。 我们

力求通过研究，为一线教师更好的驾驭国画课程提供有价值

的参考，提高国画教学质量，促进学生的艺术素养和教师的

专业发展。

在课题研究过程中大致经历了文献整理、整理提炼、课

堂实践、区级交流、专家指导，五步式研究，最终达成物化

反思再研究的目的，从而提升我们的课题研究的广度和深

度。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借助真实情境，引导学生去发现

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赏·临·创·评”策略为

依托，将课堂教学模式转化为多丰富多样的有主题的教学模

式，达到学科育人的目的。我们的研究课题是：核心素养

背景下的小学国画“赏·临·创·评”教学策略实践研究，

针对这一课题，我们提出了国画教学的四个细分出的教学策

略，课题组成员以核心素养为依托，运用“赏·临·创·评”

策略在国画教学中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实践教学活动。

“赏·临·创·评”策略作为单元课教学中的四个维度，

提升了学生的核心素养。

第一，通过欣赏古人的作品，提升学生的审美判断能力。

中国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审美观念思维与实践是一脉相

承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对于中国民族优秀传统的文化

以及中国传统美术的审美表现方式，在理解和认识上面还是

很方便的，想要通过教育让广大学生了解中国画的审美取

向，形成对于中国画的审美意识与能力，只是我们需要充分

调动我们的学生在实际生活中的具体经历，使我们的学生更

为真切地去认识和了解中国画的审美价值，就已经能够渲染

出我们的学生审美基础。反过来说，学生的审美基础和底色

一旦形成，在未来，对于中国式审美的内容就变得更加轻松、

容易被人们接受。例如在上人民美术出版社小学美术六年

级上册《山水画》这一课时，刚刚第一次接触中国山水画，

学生很有可能就会感受到这种由黑白色彩所渲染的山水轮

廓十分模糊。但这其实也就正是中国画的一个特点，在这样

一些关于山水的刻画中，中国画所需要表达得最为深入和广

泛的内涵其实就是一个意境。意境这一单词比较抽象，不利

于帮助学生的理解，对此我们建议在课堂上可以考虑让学生

借助想象方式去重新回忆他们所见到的山，所看过的河流和

水。而且学生还会惊讶地发现他们记忆中的山水画面，其实

都是一些片段性的。人的记忆力并没有完全地复刻眼前已经

见过的一幕幕画面，但是却总会给人对某些关键性的内容有

一些深刻的印象。基于这些教学内容，再次让学生亲自通过

简单的线条来重现他们在记忆当中的风景和山水，学生便可

以更加直观地感受和体会到在教材中透过黑白或者颜色勾

勒的风景和山水在轮廓上所显示的传神。通过这种亲身经历

的感悟，能够很好地让我们的学生真正认识和了解中国画的

审美方式，从而在审美上形成良好的审美基础，这样更加有

利于我们在实践中开展关于国画审美的培养 [1]。

第二，通过临摹古人的笔法墨法，培养学生的笔墨情趣，

锻炼学生的美术表现能力。

我们在进行国画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掌握一些技巧也是

非常重要的。由于学生的手腕、手指、手肘以及各个手臂

的实际力量差异，教师在练习时都应分别对学生进行指导，

让他们找到一个最恰当的执笔和方法，这样他们才能够更

好地开展实践。其中，在对于笔法的训练中，可以运用中、

顺、逆、侧等各种笔法，并且把不同的水墨方式和技术与之

相互融合。教师们都应分别做出指导，让学生们寻找一个最

恰当的方式来运用自己的执笔，这样他们就能够更好地进行

实践。这种技术上的学习既可以有效帮助大部分的学生提高

对于笔墨技法的了解和认识，又能够更好地了解我们中国画

作中笔法的差异所带给欣赏者的体验和感受，同时还能够让

大部分的学生了解和领会各种审美境界。在这样的课堂教学

中，教师一定要充分运用结合传统的笔墨技法和动作示范，

利用一些比较经典的作品对学生进行详细的讲述，尽可能多

地调动和培养学生对于国画的学习兴趣，让他们积极主动地

去练习和掌握国画的笔墨技巧，提高他们的审美才华。与此

同时，教师也必须不断指导他们借助于其他的途径以及提高

他们自身的文化和美术修养，开阔眼界。

第三，借用别人的笔法对作品进行再创作，提升学生的

创意实践能力。

临摹作品是在大学国画课程的一项基本功。在学习国画

过程，除了要学习美术史知识，还需要对其画家朝代、演变

过程等有详细了解。在临作品时我们也会选择用拷贝灯上面

复制大致位置，再对照等大的作品仔细观察，感受画家的笔

墨和组织画面的方法，再通过观察发现墨色变化。学生通过

这一过程，体会整个绘画过程，并从前人的作品中总结经验，

应用到实际生活中，转化成自己的笔墨风格；再通过写生，

达到量的积累，形成创作的这一过程。在课堂中，很适合先

让学生感受画面，回忆之前学习过的国画中基础知识，用简

单的内容把看得明白的作品局部用语言描述。学生会遇到各

种困难，总结学生的困惑，再通过教师示范帮助学生实现对

于中国画临摹的学习过程。学生发现问题，再通过实践来解

决问题的这一过程，才是临摹中国画前人作品的主要目的。

实现自我价值，感受国画的美感。学生学会欣赏中国画作品，

提高学生的“眼”力。读画，眼高，手才能高。看得多，吸

收的多。从画家的作品中了解构图、布局、墨色组合，在国

画课程设计中，先分析画作，再动笔临摹，多加练习。为了

激发学生临摹名作的积极性，我们还将《芥子园》画谱介绍

给学生，让他们在课余时间，根据自己的喜好来临摹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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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运用“品评法”，从立意、布局、技法、提款等

方面对作品进行品评，提高学生的审美判断能力。

通过欣赏、临摹大师作品的训练，学生可以完成自己的

作品了，当然可以单独完成，也可以根据学生的意愿小组合

作，多人完成一幅作品。多人合作完成作品，有利于发展学

生的感知能力，在创意实践的过程中，我们不给学生固定题

材，让学生有自由创作的空间，鼓励学生画自己的主题，画

自己喜欢的事物，把自己的心情，感受思想融入到绘画中。

在合作中培养了学生的创新精神，通过合作，学生可以从多

角度寻求创作思路，在作品的构思上互相启发，绘画技法上

互相切磋，从而使作品在构图、色彩、寓意上达到协调一致，

共同创作一幅个人单独难以创作完成的完美画面，逐渐树立

起对国画教学单元学习的自信心 [2]。

“赏·临·创·评”策略作为国画课中的四个教学环节，

提升了学生的核心素养。

第一，利用“赏”的策略探究生活感受与艺术表现，提

高了学生的审美判断能力。

在《中国画——学画青蛙》课例中，我们就是遵循了“赏”

的三步原则来进行实践教学的。一“赏”自然中的青蛙：在

这节课中，给学生准备了大量的自然形象，如青蛙的视频、

创作参考图以及青蛙模型，从而让学生更直观地欣赏自然中

的小青蛙。二“赏”画家笔下的青蛙：在游戏一反馈学生作

品的时候，先引导学生欣赏了齐白石用笔墨浓淡变化表现的

单只青蛙。之后，又在微课中利用名作，引导学生去欣赏，

体会作品中的聚散、浓淡和情趣。再通过出示学习单中的多

幅名作，引导学生理解笔墨的变化、青蛙动态的变化以及聚

散的变化，完成小组《蛙趣图》的构想。三“赏”教师笔下

的青蛙：首先，在分析完结构之后，教师现场示范了单只青

蛙的用笔用墨。而后，利用微课，学生又更加直观地欣赏了

教师笔下动态青蛙的表现方法。

第二，运用“临”的策略探索艺术作品的欣赏与模仿，

提升学生的美术表现能力。

在《中国画——学画荷花》课例中，我们也是遵循了“赏”

的三步原则来进行实践教学的。一“临”自然中的荷花：临

自然中的荷花，学生可以利用纸质版的学习资料，从自然界

的花头和叶盖的造型特点上理解中国画的用笔用墨，进行对

照学习，用双勾法、点厾法表现花头、叶盖，理解中锋、侧

锋的用笔以及较浓重淡清的五色用墨方法。二“临”画家笔

下的荷花：“临”画家笔下的荷花，学生可以通过欣赏素材

图中展示的，画家笔下那些风姿绰约的荷花来更加直观地学

习画家的用笔用墨，从而理解名作中的中锋、侧锋用笔以及

构图特点，并用笔墨“临”画家笔下的荷花作品。三“临”

教师笔下的荷花：学生可以通过观看微课，理解教师的用笔

用墨。画家笔下的荷花毕竟是已完成的画作，用笔用墨很难

让学生直观欣赏，而教师的示范能有效帮助学生理解到创作

中锋、侧锋的用笔以及墨色的变化。

第三，结合“创”的策略体会自主创意与艺术表现，培

养学生的创意实践能力。

在《中国画——树的画法》课例中，我们运用更多环保

材料，创新布展，在启发创意和创意实践上做足了文章。

“耕心有色、润物无声”，将传统文化之美在课堂中传承和

创新。本单元的设计始终围绕“传统文化之美在课堂中传承

和创新”这一点进行。传承主要体现在：绘之有道——“师

法自然”；摹以典范——“文化传承”；创新体现在：“借

物抒情”——表现媒材和展示方式的多样性。但这些，都无

一不在向学生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学生在传统笔墨的

浸润中，形成文化理解的素养。

第四，通过“评”的策略引导自主表达与交流，提升学

生的审美判断能力。

在《中国画——学画青蛙》课例中，我们就是遵循了“评”

的二步原则来进行实践教学的。一评学生的表现：在艺术实

践之后，教师先对学生的课堂表现进行了评价，我们用掌声

代表点赞，肯定每个学生的付出，在课堂中，我们也渗透了

即时的评价；二评作品，通过课堂上学生完成的《蛙趣图》，

我们可以看到，学生对于笔墨变化、青蛙动态的变化以及聚

散变化的理解和把握，是很到位的，在评价上，我们采用

先让学生互评，之后，教师再来进行补充，体现了评价的 

实效性 [3]。

综上所述，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赏·临·创·评”

教学策略的运用能让我们感受到，与传统的国画教学相比，

这样的模式更能做到与时俱进。我们会在游戏中引导学生走

进自然，理解名作中的笔墨变化，理解名家的用笔用墨，理

解国画作品的意境，从而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促进学生的艺术素养，增强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自信与爱国情

怀，提高国画教学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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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数学审题能力的策略和途径，旨在进一步提高小学生的数学审题能力，增加做题准确率，促进其数学学习能力的全面

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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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henomenon of thinking confusion. This paper is mainly in the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the emphasis of pupils 

mathematics topic ability strategy and way, aim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pupils mathematics topic ability, increase the accuracy,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the mathematics learn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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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小学课程体系中数学学科占据重要位置，对于学生全

面素养的培养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着重培

养学生的审题能力，可以改变其惯性思维，提高对习题题目

的理解能力，从而掌握解题技巧与方法，提高答题正确率，

促进其数学学习能力的全面性提升。只有提高学生的数学审

题能力，才能端正其学习态度，加强对数学学习的重视，并

掌握学习要领，促进其数学思维的开发，强化其对数学基础

知识的巩固，形成良好的数学学习素养。

2 小学数学教学中提高学生审题能力的重要性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审题能力的培养是提高学生数学学

习素养的重要内容。学生在解答数学习题的第一步就是要审

题，只有正确审题，才能采取适合的解题方法和技巧，确保

答题正确。一旦审题出现错误，会直接导致答题错误，非常

不利于学生数学学习能力的提升 [1]。而且加强审题能力的培

养，还可以激发学生的数学思维培养效果，使其能够散发逻

辑思维对数学问题进行有效性分析和解答，促进其对数学知

识的应用能力的提升。在审题过程中，需要学生对自己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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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进行综合性整理、总结和应用，从而明确考点核心，并

对解题思路进行正确梳理，这是学生需要具备的审题能力。

学生需要明确审题方向，对题干中的已知条件进行了解，只

有这样才能明确解题方向，并应用正确的知识进行解答。同

时需要小学生养成良好的审题习惯，积累更多的审题经验，

从而提高审题能力，加速审题效率，节省答题时间，促进其

数学学习成绩的提高。审题过程就是对数学知识点进行分

析、归纳和总结的过程，需要结合题干要求对知识点范围进

行缩小，提炼知识内容，并对知识进行正确运用。由此可见，

提高小学生的数学审题能力，可以强化其自主学习能力，挖

掘其内在的学习潜能，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和探究，促进其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开发其创造力，并拓展小学生的思维广

度与深度；此外，强化小学生的数学审题能力，还可以强化

其自主学习能力，促进其在数学学习中的参与度，确保其学

习效果的提升。因此，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提升学生的审题能

力非常重要。

3 小学数学教学中学生审题能力现状问题
3.1 惯性思维

在日常数学学习中，小学生为了巩固基础知识，往往需

要做大量的习题，而且题目重复性较高，在此过程中，学生

容易形成惯性思维，解题思维固定。这种情况会对学生的审

题造成一定的干扰，致使学生对题目理解错误，甚至解题思

路错误 [2]。

3.2 概念模糊
在小学数学教材中存在很多概念与定义，但是小学生年

龄较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定义，但是对问题本质缺

乏正确认识。再加上随着学习内容的增多，会引起概念与概

念之间的混淆，尤其是在解答较为复杂的应用题目时，很有

可能使用错误的知识点，导致审题错误，答案不正确等问题。

3.3 审题习惯问题
小学生年龄较小，缺乏学习自主性，在阅读数学题目时，

往往会出现跳读的现象，这种情况容易遗漏题干中的关键

词，不能对题意进行正确理解，尤其是在一些文字较多的题

目中，小学生容易出现懒惰心理，阅读题目过程中不认真，

难以做到正确审题，这种现象直接导致解题错误。

3.4 思维定势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当遇到新颖题目时教师往往会向学

生进行特别强调，这种容易形成思维定势，但是小学生年龄

较小，思维不灵活，有时候特别强调甚至会引起反作用，导

致学生按照惯例进行解题，甚至出现侥幸心理，遇到相似的

题目就直接解答，忽略审题过程，导致解题错误 [3]。

3.5 审题方法不正确
部分小学生对审题方法掌握不到位，甚至不会实际应用，

尤其是在文字数量较多且关键信息较多的数学题目中，容易

引起学生思维混乱，难以正确理清解题思路，甚至不能对题

干中的已知条件、题目重点进行良好的挖掘，导致学生审题

错误。

4 提升小学生数学审题能力的策略
4.1 端正审题态度

只有保持端正的审题态度，才能确保审题过程的严谨性，

能够对题干中的已知条件进行充分挖掘，并理清解题思路，

正确应用所学知识进行答题，并减少外界因素的干扰，提高

审题效率，保障答题正确性。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数学习题

包含很大简单的算术题，需要学生对各种运算形式进行充分

掌握和灵活应用，并对数学题目进行正确分析，避免在计

算过程中出现失误，从而有效培养良好的审题习惯。教师需

要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对各类数学知识进行有效学生，

同时需要对日常学习中常见的问题进行积极纠正，避免在答

题过程中受到错误思维的干扰和影响。由此可见，为了进一

步端正学生的审题态度，需要从而日常数学学习中的点滴做

起，提高学生的数学阅读能力，能够对数学题目的要求进行

准确理解，获取正确的信息，形成良好的数学审题思维，形

成良好的审题习惯 [4]。例如，在学习“加法混合运算”的相

关知识时，教师可以结合所学知识为学生设置一些特定的练

习题，要求学生保持严谨的态度进行审题，对加法运算公式

进行正确引用，尤其要对运算先后顺序、是否有括号等情况

进行认真审视，然后才能进行计算。在端正学生审题态度的

过程中，才能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审题思维，促进其审题习

惯的有效培养，强化其审题能力的提升，为其数学学习能力

的提升创建良好的条件。

4.2 掌握审题技巧
在培养学生审题能力的过程中，教师需要注重传授科学

合理的审题技巧，强化审题技巧训练力度，并保障学生能够

对各种审题技巧进行灵活应用，以便积极应对各种复杂的数

学题目，促进其审题能力和审题效率的提升。在具体的教学

过程中，教师需要结合学生的具体情况，对其思维发展现状

进行综合性分析，并对新课标的实际要求进行分析，从而对

教学内容进行合理规划，展开针对性、目的性的审题方法训

练，让学生掌握完善的审题技巧，促进其审题水平的全面性

提升。例如，在学习“三角形”的相关知识时，教师需要结

合该章节的核心内容，如三角形性质、三角形分类、三角形

计算等内容，设置不同类型的题目，引导学生进行针对性训

练，使其对各种题目的审题思路和技巧进行掌握和应用，加

深对三角形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4.3 积累审题经验
长期的经验积累是提高学生审题能力的重要途径。在学

习过程中，需要学生多做练习题，在此过程中，教师需要结

合学生学习能力的差异性，为其选择合适难易程度的题目，

并确保题目数量的适宜性，不能盲目增加题目数量，这样会

增加学生学业负担，违背双减政策的初衷。这样可以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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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积累更多的审题方法，并确保其对各种审题技巧灵活应

用，积累更多的审题和做题经验，促进其审题效率和质量的

提高；在练习过程中必然会有很多错题，要求学生不仅要对

错题答案进行改正，更要对错误出现的原因进行分析和总

结，并利用错题本进行汇总，从而对同一类型的题目进行重

复性练习，强化思维分析能力，从而避免再次出现同类的审

题错误；同时需要引导学生进行自我思考，对解题方法和审

题方式进行积累，选择最优的、效率最快的审题方式进行

应用。

4.4 展开对比训练
在培养学生的审题能力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利用对比

方式进行学习。在有参照的学习情况下，可以让学生对数学

定义、概念等进行更加清晰的认知，并对其进行正确运用，

并对不同类型题目的审题思路与方法的差异性进行思考，从

而对题目类型的多变化以及解题方法的多样性进行对比分

析和认知，从而充分认识到审题的重要性。例如，在全长

200 米的河流一边种树，间隔 10 米种一棵树。如果河流两

端都要种树，需要种多少棵树？当河流一端不种树，需要多

少棵树？当河流两端都不种树，需要多少棵树？在解答这个

问题的时候，需要学生认真审题，对题干中的已知条件进行

详细分析，如两端都种树、一端不种树、两端都不种树等条

件，不同的情况需要采取差异性的解题思路和方法。通过这

种对比分析方法的应用，可以有效锻炼学生的审题能力。

4.5 关注关键词
在数学题目中，往往存在一些关键词或者核心词，这是

解题的关键，在阅读题目过程中，需要学生挖掘这些关键词，

并对其进行标注，方便在分析问题时对这些关键词进行重点

关注和应用，从而提高审题效率。其中尤其要对题目中的数

量关系、数字等进行着重理解。首先学生通过阅读题目从而

了解数学习题的题目类型，并对题干中提到的数量关系进行

分析，掌握关键信息，并对其及可能性标注，从而结合自身

所学知识对解题思路进行梳理，增加对练习题题目含义的理

解和认知。例如，在学习“表内乘法”的相关内容时，教师

可以提出这样的应用题：百货商店里，练习册 4 元一本，铅

笔 3 元一支，橡皮 2 元一块，那么买两本练习册和四支铅笔

需要多少钱？在这个问题的解答过程中，需要学生对题干中

的关键词进行标注和分析，了解题型，并对具体的数据分析

进行针对性分析，对具体的问题进行详细掌握，才能真正进

行正确的解答。数学题目中往往包含大量信息，学生只有在

审题过程中把握关键词，才能对整体的题目脉络进行清晰掌

握，并对整体的题目内容进行正确理解，从而促进答题正确

率的提升。

4.6 加强师生交流
为了进一步提高小学生的审题能力，需要加强教师与学

生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同时教师要鼓励学生提问，并为学生

创建平等、和谐的交流氛围。同时教师需要端正自己的教学

态度，尤其在课堂教学中，需要把自己与学生放在平等的地

位，突出体现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性，调动学生在课堂学习

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强化其课堂参与感。教师需要对学生

的看法和观点进行积极的评价，对其进行鼓励和支持，引导

学生踊跃发言，增进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情感，只有在此基础

上，才能鼓励学生端正学习态度，并对数学审题方法进行良

好掌握，促进其数学思维能力和学习能力的全面性发展。由

此可见，良好的师生沟通关系，才能让教师对学生的认知水

平等进行全面了解，从而采取针对性、合理性的教学方式对

学生进行培养，确保教学方法的有效性，并鼓励学生自主学

习，对审题方法进行合理应用，推动审题能力的全面性提升。

4.7 注重正确评价
审题能力是提高小学生数学学习能力的重要途径，对于

小学生今后的数学学习非常关键。因此，教师需要对学生审

题能力的培养加以重视，并对学生进行积极正确地评价，如

当小学生的审题能力提升后，需要对其及时的肯定和赞扬，

从而激发其积极性，树立良好的学习自信心。此外，当学生

的审题能力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时，教师也要对学生进行积极

的鼓励，并与学生一起进行分析，对其日常审题过程中的缺

陷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设性的改正意见，引导学生审题

能力有效性提升，推动学生数学学习能力的全面性提高。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提升学生的数学审题能

力非常重要，是提高学生数学学习能力的关键方法，并保障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但是现阶段部分小学生在审题过

程中容易受到惯性思维、思维定势等影响，而且学生在审题

中容易出现概念模糊、懒惰心理等问题，还有部分学生对审

题方法掌握不到位，这种现象容易引起学生审题错误问题，

影响其答题正确率。针对这种情况需要采取可行性的方法进

行解决和处理，如端正审题态度，加强师生交流，掌握审题

技巧，积累审题经验，正确评价等方式，促进小学生数学审

题能力的综合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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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2 年教育部制定的《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正

式将体适能引入到幼儿教育中，以幼儿继续学习和终身发

展良好身体素质为目标，以促进幼儿体、智、德、美、劳各

方面协调发展为核心，通过体适能课程训练促进幼儿健康 

成长 [1]。体适能对幼儿健康成长的促进作用表现为：体适能

练习刺激儿童的神经系统为儿童的发展提供可能，体适能可

提高改善人体的最大心率、肌力、平衡能力、敏捷性、肌耐

力、身体组成及心血管机能体适能练习可提供脑神经系统刺

激成长 [2]，体适能对人体最大心率、肌力、平衡能力、敏捷

性、肌耐力、身体组成及心血管机能均有显著改善 [3]，因此

体适能对幼儿健康成长起到促进作用。国家越来越重视幼儿

的健康，并要求每一所幼儿园应组织幼儿每天不少于 2 小时

的运动，其中不少于 1 小时户外体适能活动 [1]。如今，体适

能已成为影响幼儿身心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少幼

儿园及体育教育机构都大力增加体能课程的比重。这意味着

具备幼儿体适能专业能力的教师供不应求 [4]，导致部分幼儿

体适能课程难保质量，提高幼儿体适能教学质量已成为当务 

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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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探讨
本研究将幼儿体适能定义为幼儿健康体适能。

幼儿体适能教师，是指以幼儿为教导对象，带领幼儿进

行有生活或运动的指导者。

幼儿体适能教师能力。根据美国体适能状态构成划分，

依据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和幼儿体适能课程目标，本研究将幼

儿体适能教师能力划分为三个层面：①教学知识层面：指的

是综合知识、教育知识与体适能专业知识；②教学实践层

面：指的是教学技能、教师配合技巧、班级管理与运动技

能：③教学态度层面：指的是认真备课、认真授课与教学 

反思。

3 研究对象及方法
3.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象为幼儿体适能教师，包括幼儿园园长、主任

或管理人员（简称领导）；幼儿园专职教师（简称教师）；

体育类教育机构教练员（简称教练员）。

3.2 研究方法

3.2.1 文献分析法
通过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等收集并阅读大量国内外相

关资料，整理期刊，查阅中国和其他国家各种体适能的相关

书籍，了解幼儿体适能发展与现状，作为幼儿体适能教师教

学能力的理论基础。

3.2.2 访谈法
通过网络或面对面访谈 20 名领导；10 名具有 5 年以上

和 10 名具有 1~5 年教学经验的教师、2 名 1 年以下教学经

验的教师；10 名具有 5 年以上和 10 名 5 年以下教学经验的

教练员，针对文献探讨、比较研究、访谈调查，进行讨论及

提供建议。

3.2.3 数据来源
通过一年的幼儿园工作，用访谈方式获得领导、教师、

教练员对幼儿体适能教学能力只教学知识、教学实践、教学

态度进行自评。

3.2.4 数理统计法
运用 Excel 软件将数据收集整合录入，作为本人论文数

据的依据。并运用 SPSS25.0 软件对访谈收集回来的幼儿体

适能教学能力之教学知识、教学实践、教学态度数据进行描

述统计和 ANOVA 检验进行处理和分析。最终结果计算方法

如下：①当三组数据不具备显著差异时，采用三组访谈人员

平均值。②当三组数据显著差异时，采用两两比较的方法。

例如，当第 1组和第 2组无显著差异，1组和 3组有显著差异，

2 组和 3 组有显著差异时，第 1 组和第 2 组分别占三组比重

的 35%，剩下的第 3 组占 30%；当第 1 组和第 2 组、第 1

组和第 3 组无显著差异，第 2、3 组有显著差异时，1 组占

三组比例的 40%，2 组和 3 组各占 30%；当第 1、2、3 组之

间有显著差异时，采用三组平均值。

3.3 分析
采用描述，解释，比较等方法对幼儿体适能教学能力的

教学知识（综合知识、教育知识与体适能专业知识）、教学

实践（教学技能、教师配合技巧、班级管理与运动技能）、

教学态度（认真备课、认真授课与教学反思）进行分析，分

析后数据再做整合。

4 结果与分析

4.1 幼儿体适能教师教学知识能力分析
本章节对幼儿体适能教师教学知识进行描述，并加以解

释、比较相关数据及内容，以表格的形式反映出幼儿体适能

教师的教学知识能力，幼儿体适能教学知识包括综合知识、

教育知识与体适能专业知识各项所占的比重。

幼儿体适能教师教学知识能力分析（见表 1）显示领导、

教师、教练员高度一致认同教育知识在幼儿体适能教师知识

能力中占据首要位置，三者无显著差异。其他两项重视度各

有不同，其中领导和教练员认为体适能专业知识比综合知识

更重要，原因是体适能课程是一门专业课程，必须有扎实的

体能专业知识。教师在体适能专业知识认识。

表 1 幼儿体适能教师教学知识能力分析表

综合知识 教育知识 体适能专业知识

领导 28.5% 39.05% 32.45%

教师 36.82% 38.41% 25.91%

教练员 24.9% 37.9% 37.2%

F 10.909* 0.252 14.695*

由于幼儿体适能教师教学知识中的综合知识和体适能专

业知识有显著差异，因此在进行数理分析之 T 检验（见表 2）

显示，领导和教练员在综合知识和体适能专业知识无显著

差异（P ＞ 0.05），而教师与领导和教练员观点有显著差异 

（P ＜ 0.05），因此根据数理统计设计的标准得出综合知

识值为 29.6%、教育知识为 38.35%、体适能专业知识为

32.05%。

表 2 幼儿体适能教师教学知识 T 检验

领导和教师 领导和教练员 教师和教练员

综合知识 0.007* 0.559 0.000*

体适能专业知识 0.008* 0.092 0.000*

4.2 幼儿体适能教师教学实践能力分析
本章节描述幼儿体适能教师教学实践能力，并加以解释、

比较相关数据及内容，以表格的形式反映出教学技能、教师

配合技巧、班级管理、运动技能在幼儿体适能教学中的比重。

幼儿体适能教师教学实践能力分析（见表 3）显示，幼

儿体适能教师较少运用教师配合技巧，新手教师甚至忽略，

原因是接触教师配合技巧方面较少，而且在运用中需要教师

之间的默契。教师配合技巧仅占教学比重的 9.11%，同时三

组在数理统计上也无显著差异（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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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幼儿体适能教师教学实践能力分析

教学技能 教师配合技巧 班级管理 运动技能

领导 44.25% 9.75% 20.25% 26.25%

教师 39.32% 7.73% 27.05% 25.91%

教练员 34% 10% 25% 31%

F 15.064* 0.706 7.214* 3.968*

另外在教学技能、班级管理、运动技能意见不一，因此

采用幼儿体适能教师教学实践 T 检验（见表 4）。根据 T 检

验得出教学技能三组之间有显著差异（P ＜ 0.05），得出的

教学技能比重为 39.14%；班级经营管理一栏中领导和教师、

教练员有显著差异（P ＜ 0.05），而教师和教练员无显著差

异（P ＞ 0.05），统计后得出班级管理值为 24.24%；运动

技能项目中，领导和教师、教练员观点上无显著差异（P ＞

0.05），推出教师和教练员数据相差较远，采用数理统计法

设计的方法得出运动技能值为 27.51%。

表 4 幼儿体适能教师教学实践 T 检验

领导和教师 领导和教练员 教师和教练员

教学技能 0.027* 0.000* 0.015*

班级管理 0.001* 0.041* 0.800

运动技能 1.000 0.070 0.040*

4.3 幼儿体适能教师教学态度分析
本研究对幼儿体适能教学态度进行描述，并加以解释、

比较相关数据及内容，以表格的形式反映出自我提高、认真

授课、教学反思的比重。

幼儿体适能教师教学态度分析（见表 5）显示，访谈

者领导和教师、教练员之间对体适能教师认同有显著差异 

（P ＜ 0.05）。在访谈中了解到，领导雇佣教师或教练关注

的首要是具备良好的教学态度，他认为幼儿教育就像“服务

行业”一样，才能令家长放心，因此非常重视教学态度。然

而教师和教练员对于认真备课、认真授课、教学反思比值比

较接近，原因是站在第一线教学工作上，考虑的是全面发展。

表 5 幼儿体适能教师教学态度分析

认真备课 认真授课 教学反思

领导 24% 47% 30.5%

教师 32.05% 33.86% 35.91%

教练员 33.4% 31.95% 34.65%

F 10.369* 31.602* 4.859*

三组通过 T 检验（见表 6），显示认真备课和认真授课、

教学反思三项中，教师和教练员观点基本一致（P ＞ 0.05），

得出自我训练值为 29.84%，认真授课值为 36.75%；教学反

思一栏中，教练员与领导、教师无显著差异，通过计算得出

教学反思值为 33.41%。

表 6 幼儿体适能教师教学态度 T 检验

领导和教师 领导和教练员 教师和教练员

认真备课 0.002* 0.000* 1.000

认真授课 0.000* 0.000* 1.000

教学反思 0.012* 0.084 1.000

总结如下，幼儿体适能教师教学能力分为三个大类： 

①教学知识包括综合知识（29.6%）、教育知识（38.35%）、

体适能专业知识（32.05%）；②教学实践包括教学技能

（39.14%）、教师配合技巧（9.11%）、班级管理（24.24%）、

运动技能（27.51%）：③教学态度包括认真备课（29.84%）、

认真授课（36.75%）与教学反思（33.41%）。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本研究结论通过描述、解释、比较方法对幼儿体适能教

师教学知识、教学实践、教学态度进行 SPSS 数理统计分析

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幼儿体适能教师的教学知识方面，教师注重教育

知识，但对体适能专业知识比较缺乏，教师把幼儿体适能简

单地定义为“让小朋友在玩”，并没有将体适能当成一种专

业知识；领导和教练员对体适能专业知识和教育知识比较重

视；教练员缺乏对综合知识的认识。

第二，幼儿体适能教师教学实践方面，教师缺乏教学技

能和运动技能能力，但有较好的班级管理能力和教师配合技

巧；教练员非常缺乏班级管理能力；新教师或者新教练员的

教师配合技巧认知差，甚至被忽略；领导重视教学技能及运

动技能的发展。

第三，幼儿体适能教师对教学态度层面意见不一。领导

关注幼儿体适能教师认真授课情况；教师和教练员关注认真

备课、认真授课、教学反思。

第四，总体来说幼儿体适能教师重视教育知识、体适能

知识、教育技能、运动技能、认真授课，但缺乏对教师配合

技巧的认识。

第五，用认真的教学态度，以教学促进实践，实践推动

教学。成为一名幼儿体适能教师必须以认真授课的精神和扎

实的教育知识、体适能专业知识为基础，结合体适能相关的

综合知识和教师配合、班级管理能力为辅助能力，推动教学

技能的提升。

5.2 建议
研究者综合幼儿体适能教师教学能力分析，提出下列建

议可供幼儿体适能课程规划与优化的参考。

第一，以教学促进专业能力提升，专业能力推动教学进

步。幼儿体适能教师要以教学为核心的同时不断提升体适能

相关能力，体适能力的提升可以推动教学质量的提高。

第二，幼儿体适能教师的师资培育。幼儿园和体育教育

机构加强幼儿体适能的师资培育，并制定体适能专业知识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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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工作；高校培养未来幼儿体适能教师，在幼儿教育专业和

体育专业增加教师配合技巧和课堂管理等相关课程；政府应

该制定体适能执照证书考核；有体适能相关知识的双师双能

型教师每年要到幼儿园进行专业培训。

第三，未来研究的方向。本研究主要针对幼儿体适能教

师教学能力之教学知识、教学实践、教学态度进行分析，缺

乏家长，社会人士对幼儿体适能的研究。本研究对幼儿体适

能教学的综合知识、教育知识、体适能专业知识、教学技能、

教师配合技巧、班级管理、运动技能、认真备课、认真授课、

教学反思进行自评式量化，再通过 SPSS 统计分析，未来可

以进行更具、更客观的量化方法进行分析，参考更多其他地

区的幼儿体适能教师发展现况，从而为幼儿体育提供更多的

参考。

6 结语
在中国幼儿体适能发展迅速，幼儿体适能课程需求不断

增加，幼儿体适能教师教学质量难保证。因此培养教师认真

的教学态度，以教学促进实践，实践推动教学的手段加强幼

儿体适能教师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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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要将核心素养的培养融入初中数学课程中，就需要改变

学校传统的课程模式，教师们也需要以培养初中生核心素养

的方式加以对数学试题的改进，试题也是考核初中生成绩的

重要渠道，因此需要从多角度考核他们的逻辑思维以及数学

的实际能力，一个相对独立的数学测试是专门为初中学生设

计的，既能更好地反映他们在数学学习过程中的困难，又能

通过采用创新的测试模式培养初中学生对数学知识的浓厚

兴趣，让他们能够进入数学的知识，充满信心地探索。

2 初中数学核心素养的简述
初中数学核心素养所包含的知识点相当宽泛，大致上可

以总结为以下四方面：第一，培养学生正确利用数学知识、

运用逻辑思维处理具体问题的习惯和技巧。由于数学和日常

生活中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当学生在处理各类具

体问题时，往往能够运用其解题思维完成，包含抽象思维、

空间逻辑思维、化归逻辑思维、演绎逻辑推理等。学生利用

这种的思维方法，可以达到难题处理质量和效率的提高。第

二，正确运用数学方法。是说学生在运用数学经验问题时，

可以认识到必须通过固定方式加以解决问题，以减少解题的

困难。第三，在经济社会中的各类活动（特别是民生事件）

中都可以涉及数学经验，如数学概念、数学思想、数学公式

等，要求学生必须有现代数理观念 [1]。第四，当在实际活动

中面临着各种复杂情况时，他们必须优先考虑运用现代数理

思维或传统数学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并利用现代数理经验和

传统方法。

3 初中数学试题命制存在的问题
考试制度是初中数学学习的中心，是初中数学教育的灵

魂。在初中数学教育中，如果教师能写出高质量的试卷，就

能有效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不过，要命制一个很好的试题

也并非一个简单的事，正像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所说：“试题

的命制比做教学试题更困难，命制的数学素质教育工作试题

也要巧，既要求能考核出学生的水平，还要求涵盖了数学素

质教育的许多方面。”在实际中，一般教师命制考试的时候

出现的问题就有这样一些方面。

3.1 没有严格按照科学，对试题加以随意修改
初中数学试题的命制，需要以相应的科学方法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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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命制的试题既要能充分反映初中数学的特色，也要适应

现代教学思想，符合初中的数学课本。不过现在不少学生教

师在命制学生试题的过程中，由于工作不认真，而随意修改

学生的试题并不是一种科学的适应，但它并没有对学生的学

习和掌握情况的评估起到有效的作用，而且只在完成评估任

务时起到作用，而且还增加了学生的复习压力，使学生意识

到数学复习很枯燥，使学生对数学复习缺乏浓厚的兴趣。尽

管许多教师发表了大量关于初中数学命题研究的学术论文，

但仍有许多教师在命题中具有很强的随意性，有些教师只能

应付工作，更不用说科学命题的研究了 [2]。

3.2 在命题时东拼西凑，原创力低不足
许多教师在提建议时从网上参考书中提取信息，有的教

师可能也会从其他试题上抓取有关信息，把得到的内容加以

拼凑。这样编写的试题通常内容没有提高，有的可能形式存

在问题，文本不规范或不清晰，知识结构相互矛盾。这些纸

通常是盗版的，有时甚至不是盗版的。在大量拼凑的知识点

中，忽略了设置考试内容，也没有合理布局，合理安排难易

度，有时候甚至出现了两个相同的试题。

3.3 命题过于陈旧，缺乏新意
初中试题命制是一个非常繁琐的事情，而且必须顾及很

多因素。然而，教师通常很少有提问的机会，但当他们提问

时，他们很容易被逼到架子上。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教师

就不能准确把握试题的主题。旧的考题和命题同时出现是不

可避免的，甚至出题方法单调，缺乏创造性。在设置开放性

问题的地方探究性很强，没有很好地激发他们的思考 [3]。要

么是他们觉得简单，要么又无从下手，寻找不到解题的方式，

使得他们无法适应，严重干扰了他们对数学的学习与研究。

3.4 试题覆盖面太狭窄，没有意义整体性
很多教师在布置试题时，没有很好地把握系统的要点，

既缺乏设计性又缺乏对有关知识点的全面考察。也就是说，

我们在命题的阶段准备工作还不够，试题的覆盖范围狭窄，

数学知识没有全面反映，重要内容没有突破，代表性问题欠

缺，这导致了测试的片面性。忽视了对学生感受和方法的检

查。缺乏对关键、困难问题的理解。

4 核心素养下初中数学试题命制的基本原则
在初中数学题型体系中，需要对学生初中数学经验的各

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不仅要评估学生对知识领域的熟悉程

度，还要评估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思考能力。还要求以学生学

习能力的测试作为命题的主要指导思想，综合评价初中生的

数学知识和数学能力。在命题的基础知识中，要对数学思维

方法和方法进行综合复习，注意综合性，设计试题的层次感，

合理设置试题难度，坚持多角度、更深层次的综合复习。

4.1 加强主要认识，增强教学整体观念
在初中试题的命制上，必须注重考试基础，这也是历来

初中试题的主要任务。基础知识的设置必须进行全面、全面

地分析，突出重点。应该认为重要的是整个课程的支撑体，

这是中考试题的重点知识点。所以，在命题的时候必须对重

要知识的数量加以合理安排，并将其视为考试的基础。

4.2 突出主题，强调素质考查
初中数学没有一成不变的教学模式，既没有死记硬背地

学习，也没有一成不变地解决问题的方法。相反，对每个学

生的解决问题的想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为一旦他们阅读

了问题，他们不会立即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这可能会

给他们带来一定的障碍。正因为如此，初中数学才能真正激

发学生的创新意志，从而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水平。所以，

教师们在命制几何试题的同时不但要综合考核他们分析和

解决的能力，而且还要考核他们的逻辑思路和计算能力，并

使他们形成了一定的空间想象水平和创新意志。所以应该

说，初中数学课程的试题着重考查的是每个学生能否运用

合理的思路以及经过相应的心理思考与计算，从而展示了他

们如何运用数学思想。因此，教师在制定试题时必须特别关

注数学教育的知识主体，并根据素质教育的目的对学生进行

评价。

5 基于核心素养的初中数学试题命制策略
5.1 以检验教学成果为核心

教师应在中学数学知识教学过程中多制定一些适合他们

学习方法的试题，让他们在教学中边学边考，结合知识点进

行研究，能够使他们比较深入地掌握数学知识的应用，掌握

更多的数学教育知识点来解决问题。让他们全身心地参与到

试题研发中来，能够全方位地培养他们的全面素质，使他们

的逻辑思维和探究习惯也获得极大的提高，能够提升他们对

现代社会的适应程度，掌握生活中需要的学习技能。考试制

度必须始终以考验学生的能力和培养学生的核心素质为核

心，学生必须能够从在教师进行的数学测试中，不同种类的

数学知识被层层剥离，从而对数学知识有更深入地理解和掌

握，从而有效地掌握在教学中由教师所传授的重要知识信

息，从而提升了学生的认知能力。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当

教师给学生制定了关于数学教育的试题以后，尽管学生已经

进行了对问题的解答，但是教师仍然必须帮助学生保持对数

学知识点的探索兴趣，同时学生必须进一步掌握教师制定的

试题所包含的知识点。

5.2 对教材进行拓展
初中数学教材，是全国许多教育家探索几年后所得到的

结晶，他们经过大量的精力和汗水，刚刚改编了一本中学生

思想教育和数学知识教材。数学课本中涵盖了许多数学领域

的重要学习知识，基本从数学视角开始展开的数学课题探

索，书中的数学公式和定义很容易理解。这些在数学经验后

面的例题也有着相当的教育意义，而试题的设计也经过了一

次次的实验，基本满足学生对核心素质的需求，但仍有许多

方面需要进一步提高，在教材中原有试题的基础上开展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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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知识拓展活动，能较好地把学生的思维能力再提高一下，

使其在拓展的活动中也能举一反三。数学教师在设计试题

时，还必须根据学生已掌握的初中数学教材设计数学试题。

对于试题的精心设计，教师需要仔细寻找现代数学试题与传

统数学课程之间的关系。但说到底，现代数学考题的出现，

主要还是为了检验学生对传统课程知识点的理解。因此，教

师需要认真研究现代数学课程中的数学经验，适应学生对数

学知识的思维习惯，培养核心素养。同时，教师还应掌握学

生对几何知识点的记忆。当教师布置数学题的时候，应该先

把各个领域的数学经验组合到一块完成试题的命制，使他们

明白其实看似很复杂的数学试题是由多种数学经验组合在

一块的道理，而清楚了这种事理之后，会使他们在今后的数

学试题解答过程中，形成了从多方位探究与思维的习惯。因

此，在复习一元二次方程的有关知识点时，教师应该引导学

生根据课程内容进行研究，同时指导他们总结在小学，他们

学习了一阶方程的知识，这增强了他们对微分方程的理解 [4]。

5.3 鼓励多元化思维
教师可将多边形体积知识点与小学所学的矩形体积知识

点进行比较，并请其举例说明。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可

以引导活泼的学生去思考，引导他们运用之前学习到的知识

点加以解答，这不但能够使他们的思维能力得到提高，而且

对于巩固以前学到的知识点具有重要的帮助意义，他们彼此

还能够在观察与思索中彼此沟通，通过相互学习，他们的思

维能力通过相互交流而提高。教师需要多多引导他们的这种

开放式思维，多设置一些富有开放性的课题，使他们长时间

地处于思维的环境，从而培养他们的核心素养。教师在课堂

上需要熟悉现行数学试题的编排方法，再根据学生的知识需

求和他们在初中阶段的数学能力，量身定做一个符合他们知

识要求的数学试题，在传授课堂知识点和练习方法的同时，

为众学生提供一个较为完整的能够提高他们思维能力的试题。

5.4 研究试题命制，找寻教材出处
初中的数学课本，是中国级别教育界通过近几年的研究

和改进，才培养最适合初中学生的思维习惯和学习需求的数

学复习辅导材料，在数学教材图书之上，包含了很多的现代

初中数学重要基础知识，并且通常都从初中学生的视角开始

展开问题的研究，保证了现代初中数学定义、公式的讲解

都简洁明了，现代初中数学教育例题的选取又具有一定时代

性，从而可以使初中学生逐步拓展思路，学会举一反三。所

以，初数学教师们在进行选题策划工作的时候，通常都从现

代初中数学课本上找到问题，再加以相应的修改。要进一步

研究分配考试制度，需要教师仔细找出小学数学试题与现代

初中数学教材之间的密切关系。“羊毛来自羊”在利用书本

学习知识的基础上，教师可以适应学生的思维习惯，促进初

中生核心素养的培养。

教师不仅要注重对学生数学知识记忆的考查，还要让学

生认识到数学经验对迁移能力的重要性。因此，在设计新的

数学教育测试的过程中，他们需要结合看似不相关的数学经

验并对其进行检查，这样学生就可以知道，看似复杂的数学

教育的难度实际上只不过是对学习经验的几个部分的测试，

从而解决未来新数学教育的问题，养成多角度探索和反思的

良好习惯 [5]。例如，三角形和第三条线是关键的测试点和知

识。为了优化生活过程，学校需要引导学生努力学习课本，

积极引导学生掌握小学记忆中的三角形形式和定理，然后在

合理的思维过程中给予学生提示，从而延缓学生理性思维模

式的探索。并通过他们不懈的努力在知识上寻求突破。

5.5 研究试题命制，鼓励开放思维
教师在向学生们介绍了“有理数”以后，以前面所提及

的“复数”问题进一步延伸，诱导他们考虑在复数中是不是

具有存在关系？假如能够做出相关的对比，学生们能举出具

体的例子吗？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开放式的，学生们给出了例

子，也不会得到答案，大家要积极开动脑筋，运用自身掌握

的基础知识作出合适事例的引用。这可以使数学内容的丰富

多彩，做到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营造轻松、活跃

的数学环境，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一些学生习惯于按照实数部分、虚数部分或数字大小的

顺序对复数进行排序。一些学生认为，如果你使用复数，你

就不能排列它们，因为你不能确定这些数字是正数还是负

数。他们可以充分讨论和沟通，并在思想交流中进一步发展。

教师应该引导学生以开放的方式思考 [6]。在安排数学考试的

同时，他们还应该考虑为他们设置一些开放式的问题，这样

他们可以长期保持思想自由，提高自己的核心素质。

6 结语
综上所述，在对初中生进行数学教学的过程中，首先要

研究现行初中生数学考试制度，然后根据学生的具体学习需

求和初中生的实际数学能力，建立更加科学的考试制度，在

注重学习方法的同时，还要指导他们建立知识转化技巧，从

试题中考查其数学思想方法，形成更全面、真实的初中生数

理技能和核心素养的考查框架，从而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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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以下简称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指出：“不能瞧

不起产业工人。我们建设现代化，就要抓制造业，搞实体经

济。一定要转变观念，大力培养产业工人。”在党中央和各

地方对职业教育的高度重视下，随着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逐

步推进，高等职业教育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职业教育前途

广阔、大有可为的发展形势已初步显现。但与国家职业教育

改革总体形势不相匹配的是，作为职业教育主力的高等职业

院校内部治理体系改革进展缓慢，高等职业院校内部校院两

级管理综合改革整体滞后于普通高校，承担人才培养实体任

务的高职院校二级学院（以下简称“二级学院”）的权责体

系有待规范、办学活力有待激活，从而影响和制约了中国技

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质量快速提升。

2 二级学院权责体系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进一步强化职业教育的表述鲜

明具体，如“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

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

位”等，这为未来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也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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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振了人们对职业教育发展前景的信心。但与此不相适应的

是高职院校治理体系改革的整体滞后，校院两级治理体系改

革进程缓慢，在高职院校中不同程度存在着权责不对等、体

系不协调、目标不清晰、创新不及时等问题，导致二级学院

出现了办学主动性不强、发展活力不够、改革动力不足、自

我发展条件受限等问题。特别是在当前国家职业教育大力发

展和深入改革的大背景下，对标国家职业教育改革方案和职

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在二级学院权责体系方面主要存在

着三个方面问题。

第一，与二级学院自我高质量发展不相适应。随着国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数字产业等国家战略的推进，

对高质量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紧迫，国家职业教育

已进入提质培优、发展现代化职业教育的新时代，职业教育

实现高质量发展主要落脚点就是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要求

职业院校培养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大国

工匠和能工巧匠。高等职业院校作为职业教育的主力军，二

级学院是人才培养“生产实体”，人才培养任务最终就落在

二级学院身上，这就倒逼二级学院要主动作为，必须实现自

身高质量发展。但与自身高质量发展需求相矛盾的是自主权

的各种限制，二级学院承担了人才培养、学生管理、教学科

研、社会服务、产教融合、招生就业等各种任务，但与之相

对应的人力资源、资产经费等各种办学资源以及考核评价权

利大多掌握在学校一级，虽然可以申请学校临时授权的方式

取得发展自主权，但需要花费大量的沟通成本。在以当前事

权为主、人财物为辅的权责体系模式下，二级学院以接受校

级的领导为主，疲于应付各种事务性工作。自我高质量发展

的危机感、主动性、责任感大打折扣，改革创新的动力不足。

第二，与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不相适应。职业教育

的现代化首要的就是职业院校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核心指标

是治理效率的现代化。根据“组织结构理论”，管理人员的

管理范围和数量是有限度的，超过一定限度就会出现效率低

下、管理失控的问题，必须通过分层授权的方式，增加管理

层次，找到管理效率的最大优点。根据教育部 2021 年统计，

全国共有 1518 所高职院校，共有在校学生 1603.03 万人，

许多高职院校已形成“学生过万、教师过千”的办学规模，

职业院校的年度招生人数已远超普通高校。同时随着职业教

育类型化定位日渐清晰，二级学院在日常人才培养任务基础

上，又面临着产业调研、校企合作、职业培训、“三教”改

革等新任务。在较大规模、复杂体系面前，目前权责体系模

式已远远不适应现代化职业教育的要求。

第三，与国家职业教育改革新要求不相适应。根据国家

职业教育改革方案要求，职业教育要完成“三个转变”即“完

成由政府举办为主向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办学的格局转

变，由追求规模扩张向提高质量转变，由参照普通教育办学

模式向企业社会参与、专业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变”。国

家不断深化集团化办学、现代学徒制、1+X 证书制度、混

合所有制办学等政策，倒逼职业院校自我改革。同时由于职

业教育专业对接产业的特点，改革政策的落地都需要二级学

院增强职业敏感性，发挥专业优势和专业力量，对接地方产

业、行业和企业，以二级学院为主体与地方企业开展深入合

作，具体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政策。但目前的权责体系限制了

二级学院落实能力，抑制了自我活力。

造成权责体系模式发展整体滞后的原因，既有国家和社

会外部政策环境的影响，也有职业教育的自身历史发展的原

因。从多外部环境看，国家的财政支持相对较少，学历层次

低，社会对职业院校的期望值较低，外部政策环境推动内部

变革的压力较低。从职业教育自身发展历史看，职业院校大

多从中专校合并转隶而来，发展历程较短，存在着一级管理

的惯性思维。受到高职院校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影响，造成了

二级学院权责体系不健全、不规范等问题 [1]。

3 规范二级学院权责体系应坚持的原则导向
规范二级学院权责体系本质上是对职业院校权利的分割

和责任的分解。主要目的是激发二级学院的办学活力，增强

职业院校的治理效率，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规范权责体系的

核心是与校级及校级行政部门对权力的分割，通过校内规章

制度授权的方式，赋予二级学院办学自主权。在权责体系

规范上主要面临着应该赋予哪些权力，赋予的权利应该有多

大，如何制约赋予的权力等问题。这些问题是规范二级学院

权责体系的理论依据，也是规范二级学院权责体系的主要

原则。

第一，要坚持权责对等原则。对二级学院授权、规范权

责体系是提高学校治理效能的手段，并不是主要目的。通过

规范二级学院的权责体系，主要目的是增强二级学院自主办

学的紧迫感、责任感和自主性，激发办学活力，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实现高质量发展。所以在权责体系规范上，要坚持

对等原则，既防止责任太重、权利过小，也要防止权力过大、

责任不具体。对权力和责任要统筹设计、一起谋划。在对人

财物等权利规范的同时，要量化办学责任，明确考核目标，

细化考核指标体系，建立优胜劣汰机制，实现权利与责任地

对等。

第二，要坚持以责定权原则。赋予二级学院办学自主权

利的多少与大小，主要依据是二级学院承担工作责任的多

少。要在学校拥有的办学自主权的基础上，根据二级学院办

学需要合理赋予相应权利。比如集中在教务科研等管理部门

的科研项目审批权力，应当在保证校级研究需求的基础上，

赋予二级学院自主规划审批权，确保研究内容确实服务教学

实训需要，防止教师自行申报，研究与工作实际脱节的问题。

还比如与二级学院自主办学密切相关的内设机构及岗位设

置、一般人员的聘任考核等权限，应当合规赋予二级学院，

确保二级学院能够按需设岗、以岗选人、自主管理。

第三，要坚持放管并重原则。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利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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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变为脱缰的野马，容易产生权利风险和腐败问题。在规

范二级学院权责体系中，要把放管并重原则贯彻到体系内容

设计之中，在赋予相应办学自主权的同时，要一体设计权利

的监督和制度体系，真正使权利始终在正确有轨道上运行。

要加强二级学院的党内自我监督和民主监督，健全二级党组

织和党政联席会议的议事规则，规范二级学院教职工代表大

会、学术委员会和学生代表大会的职责权力，落实重大事项

的民主决策和监督程序，增强二级学院自我管理、自我监督

能力。健全学校对二级学院办学治院的监督机制，规范业务

部门的监督内容和监督机制，加强以校内以巡察为主要手段

的党内自上而下监督，严格维护党规党纪和校内管理制度的

严肃性，督促二级学院用好学校赋予的办学自主权 [2]。

4 规范二级学院权责体系的具体实践路径
规范二级学院的权责体系，既要参照普通高校在推进二

级管理体制改革中的成功做法和成熟经验，又要着眼职业教

育类型定位的办学要求和职业教育改革要求，加强制度机制

探索和创新，形成适应职业教育的特点规律责权体系。

第一，以制度机制规范为主要抓手。在权责体系规范上

一般有内部管理制度和协议授权两种方式，内部管理制度是

对校内所有二级学院进行普遍性的基础规范，一般通过权责

清单或改革方案的形式，对人、财、物等基础权力和事权进

行规范，同时配套任期目标和考核指标等制度。制度应主要

包含岗位编制、职称评聘、教师评价、临时用工、工资绩效、

财务预算及调整、资产支配、发展规划、专业建设、校企合

作等权力内容和教学、科研、学生管理等事权事项。协议授

权主要是个性化授权，根据二级学院的办学需要，通过协议

的方式单独授予某些个性化的权力。在规范权责体系的同

时，还要同步规范二级党组织会议、党政联席会等决策机制，

规范二级教职工代表会议、学生代表会议、党务政务公开等

民主监督机制，规范学术委员会运行机制，把民主权力、学

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一体规划设计，健全二级学院自我管理、

自我约束、自我运行的完整机制 [3]。

第二，以职业教育规律为首要遵循。权责体系要在一定

的原则和框架下进行设计，确保权责体系始终在正确的轨道

和方向上，其中一项重要原则就是要符合职业教育的规律，

符合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规律。根据国家职业教育类型化定

位的发展方向，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有重大区别，有其自

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在人才培养上突出职业技能的实习实

训，在教师队伍建设突出教师的实践经验和技术水平，在办

学上突出与企业、行业的深度合作。在规范权责体系要以职

业教育的这些独特规律为遵循。在人才培养要赋予二级学院

人才培养方案调整、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学生实习管理等

自主权力；在教师队伍建设上要赋予二级学院教师企业挂职

实践、聘请企业兼职教师、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企业人员

院内任职等方面的自主权力；在校企合作上要赋予合作模

式、投资入股、收益分配、招生就业等方面的自主权力。通

过对职业教育规律的深度把握，增强二级学院权责体性的科

学性和实用性。

第三，以系统改革创新为重要手段。近年来国家为推动

职业教育适应国家发展需要，推出一系列创新政策，比如，

鼓励开展资源共享、责任共担、合作发展的集团化职业教育

办学模式，开展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试

点，鼓励企业和公办职业院校合作举办具有混合所有制性质

的二级学院，建设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平台—“鲁班工坊”，

促进职业教育国际交流等 [4]。职业院校要以宽广的国际视野

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前瞻思维，以二级学院权责任体系为着

力点，以激活二级学院的办学活力为目的，以改革永远在路

上的创新思维，系统谋划二级学院创新发展，重点加强二级

学院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校企合作、自我评价等方面的

自主权建设，重点破除目前二级学院自主办学面临的体制机

制的障碍。比如在人才培养方面，既要赋予其创新课程体系、

教学模式、评价标准等方面的自主权，打破统得过多、管得

过死的局面。又要破除放任不管是极端思维，创新通过招生

率、就业率、第三方评价等方式加强效果监督。切实使二级

学院既有高度的自治权，又要承担起社会和学校赋予的人才

培养责任。

5 结语
在规范二级学院权责体系上要坚持前瞻眼光和创新思

维，着眼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新方向、新要求，创新二级学

院的权责体系内容，在集团化办学、现代学徒制、混合所有

制办学和国际交流合作方面，赋予相应办学自主权力，规范

创新奖励机制，通过制度创新，激发二级学院的创新活力和

改革动力，鼓励和引导二级学院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要

求，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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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近些年考研内卷之势，论文通过问卷与实践经验的总结，从考研热的现状、原因、利弊进行全面的解析。从

中看到“考研热”根本在于大学生对自我定位不清，对社会和职场认知不明，过多迷信考研就是提升就业能力的法宝，就是

能找到更好工作的捷径，实则很多人是一种从众行为。据此，提出从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来帮助个体计划，让大学生理性对

待考研的选择以及专业的选择，从兴趣、志向以及能力匹配上进行客观的自我评价，再借助规划工具，进行科学合理的职业

发展设计。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trend of postgraduate entrance examination in rat race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cause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craze for postgraduate entrance examination in a comprehensive way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a summary of practical experience. From this, we can see that the “Postgraduate entrance examination craze” 

basically lies in the fact that college students haven’t a clear self-orientation and haven’t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society and the 

workplace. Excessive superstition that the postgraduate entrance examination is a magic weapon to enhance their employability is a 

shortcut to finding a better job. In fact, many people are a kind of herd behavior.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college 

students’ career planning can help individual plan, and make college students treat the choice of postgraduate entrance examination 

and major rationally, and make an objective self-evaluation from the match of interest, ambition and ability, with the help of planning 

tools,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career developmen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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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大学生就业成了中国社会之困，其中最为纠结和

困惑的问题是“考研”大军越来壮大，考研难度年年加大，

倒逼大学生们把大学过成了高中的模样，一入大学就备战研

究生考试，考研不成功，还会继续二战、三战。2022 年考

研录取分数的整体提高，更是让“考研”一词与大学育人模

式再度冲上热点话题。这条越来越拥挤的考研之路，给高等

教育和大学生们到底带来了什么？考研之路该如何走？论

文就个人多年大学生就业工作的经验和最新调查进行梳理

分析。

2 考研内卷之势堪忧

2.1 考研竞争持续增加

2017 年以来考研毕业生逐年快速增长（见图 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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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考研人数达 450 万，但录取人数只有 150 万左右。2019

年中国青年网校园通讯社对全国 381 所高校大学生的调查

显示：834 万人毕业生中近 90% 对就业前景担忧，有超过

50% 毕业后选择考研。2022 年春季，课题组对一所北京二

本院校的经管大类近 400 名 2023 届毕业生的就业倾向摸底

显示：75% 的学生择业首选是考研（留学）。这一比例在

重点院校更高。

图 1 2016—2021 年研究生报考人数

与此同时，备战考研的时间，很多人也从大三前移至大

二，乃至大学新生一入校就开始了。为了保研或者考研，很

多学生夜以继日地苦读，因为考试的同质化明显，在“考研

党”的世界里唯有一遍遍的刷题、一遍遍的记忆，如同再来

一遍高中，再一次的高考。针对这一现象，同济大学教育现

代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俊，发出了“大学越来越像高中”[1]

的感慨。

2.2 考研上岸一年比一年难

不断增加的考研人数和保持不变的招生人数，增加的是

考研上岸难度。正所谓水涨船高，学校也只能通过提线来筛

选。2022 年的考研文科类分数全面上涨 5~10 分，有的专业

甚至涨幅达到 20 多分，如社会工作这种原来非热门专业，

今年的录取线也在 400 分左右。以 2022 年的考录比来看，

2/3 的学生必然落榜，而二本院校的考研录取率平均 10% 左

右，与其 70% 左右的考研率相比，50%~60% 的考生面临失

败，各种原因会有 30% 左右的考生进入再战。如此叠加，

上岸难度可想而知。一个学生“五战考研”，最终“人生停

滞的这五年，彻底放下了……我努力的程度，跟不上日益上

涨的分数线。”其蕴含的悲凉之情令人唏嘘。

2.3 二战成为就业率和就业质量最大的 bug

毕业生总数 20%~30% 左右的考研二战比例，对于就业

率和就业质量的影响是显著的。二战学生少有人真正找工

作；他们多数是学业成绩优秀、就业能力不错的“好”学生，

是可以冲击高质量就业的群体，但放弃直接就业，意味着优

质就业的减少、灵活就业乃至不就业数量的增加，成为高校

就业之痛。

3 考研内卷的利弊分析
毫无疑问，考研卷到如此程度，其利弊的天平也已经发

生了不可控的倾斜，特别是对学生本身的影响，对整个国家

人才开发的影响，都是不可忽略的。

3.1 有利的一面
很多学生因为考研，更专注于学习和学业，也在备考的

过程磨炼了了自己的意志力。考研成功，也将对自己的未来

职业能有更高的学历铺垫，使自己在就业市场上有一个较硬

的敲门砖。国家也在一定层面上收获高质量人才。

3.2 不利的一面

3.2.1 同质化的竞争引发更严重的心理问题

大面积的考研率以及大比例的失败率，对考研学生构成

了额外压力，焦虑情绪以及考研失败后的挫折感，会给学生

巨大的心理冲击，陷入自我怀疑和否定。

3.2.2 学生过早专注考研限制了个体全面发展

考研内卷使得很多学生在大一、大二就进入备战体系，

围绕考研或保研，进行明确而精致学业和学分体系规划，局

限在考研保研所需要的教材、竞赛项目、学分绩点上，这大

大限制了个体的自我探索和多种能力锻炼，特别是开放式学

习所能带来的探索新知识的能力、逻辑判断和推理能力以及

创新能力等。

3.2.3 降低了大学教育本身的意义

在内卷的考研大潮中，大学教育被功利地以升学率来测

评教育质量的高低，从教师到学生，都被无奈地卷入其中。

不少学生为了考研，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友情、爱情、个

人探索、课余活动等等，而这些牺牲恰恰又是构建一个人内

心和灵魂的基石——大学教育的本意 [2]。考研热度的异常将

“考研保研竞争中胜出”目标代替了人格形成和人生路径选

择目标，大学教育丰富的内涵被简化为达到下一步目标的手

段，大学教育的意义面临着变形与缩水。

3.2.4 高昂的教育成本支出

因为卷的厉害，考研学生在时间、精力、心理压力都

有巨大的消耗，考研书籍和辅导班的报考等也是不小的支

出，产生几千、几万元不等的费用。盲目考研还会带来大量

机会成本的损失。太多不能上岸的学生，会因为备考忽略

秋冬季的黄金招聘期，而错过可能比较优质的直接就业的 

机会。

4 考研“卷”的背后原因分析
课题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考研的目的中，“增强就业

竞争力”排在第一位，“缓解就业压力”和“考名牌学校”

分别在第二、第三位，参考表 1。

https://news.163.com/news/search?keyword=%E8%80%83%E7%A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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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到学生对于考研的选择和认识是多元的，

绝大多数都希望研究生身份可以带来更好的就业竞争力，或

者能够圆满名牌学校的梦想，包括延缓当前的就业压力。分

析其背后的原因，虽然有外部环境因素带来的就业压力，学

生们想通过自身努力来换取更好的发展机会，但是也能看到

其中随波逐流的痕迹与逃避现实就业困难的脆弱心理。究其

根本，是对自己没有信心、对环境只知一二以及本科阶段的

就业能力储备不足。

这里也有学生们的盲目理解带来的考研热度。

4.1 考上研究生就更能有更好的就业能力
从招聘市场来看，社会对研究生远远比本科生重视，待

遇也高，很多大公司招聘也对学历有要求，一些大家都看好

的单位或者岗位，硕士生确实是要比本科生有优势。但是，

残酷的就业市场却也清晰地告诉毕业生，如果你的专业和

能力无法匹配组织的需要，那么剩下的还是你，这与学历无

关。在更多务实的中小企业，他们有明确的实用标准取向，

而并非研究生这个学历标准。考上重点校冷门专业研究生的

学生，毕业时要靠自己本科时的专业来就业的，不在少数。

就业能力的核心是职场适应能力，而非学历。本科阶段有良

好的就业能力，那么考研与否就不再重要。

4.2 考研后就能有更好的就业机会了
以考研来延迟就业的学生大有人在，盲目乐观地认为过

几年工作就好找了。实际上这群人常常会发现研究生毕业

时，情况并未好转。事实上，等待是不可能解决就业机会问

题的，每个时期都会有对应的就业机会，正如一个时代有一

个时代的使命。就业机会的多少关键取决于一个人的就业能

力的大小以及它与社会需求的吻合度。

从众考研暴露出大学生们并不了解就业市场的现实需

要，不清晰职场的成长规律——每个所谓好的职位是来自职

场实战经验的积累，而不是简单的学历积累。同时，职业生

涯定位不清不准，就业观、择业观有偏差，不清晰自己到底

是谁，什么职位、岗位才适合自己。

5 以职业生涯规划促进理性考研
在考研这条大河里，如果你根本不擅长游泳，就要尽快

选择陆地行走模式，即便是高山或沼泽，你也能想办法走过

去。与其在高考式的考研中焦虑、无畏消耗，不如静下心来

从职业生涯规划入手，进行理性分析后，再决定是否考研和

考怎样的专业。

5.1 遵循人职匹配原则深入了解自我、行业、职业

一个人的职业稳定性和发展性，主要取决于“人职匹配”

程度。兴趣、能力上对选择的职业适合，才有利于在该领域

的全身心投入，才会有职业上更好的发展。理性的职业生涯

规划，就是从人职匹配入手，从了解自我开始，然后再去分

析自己认为的或者想的、感兴趣的职业，接下来看能够满足

该职业的行业类型，由此一步步地锁定自己的主攻方向。审

查自身在学历、资历、能力是否匹配想要的职业，如果研究

生是这个领域必需的门票，那么选择考研就有很清晰的职业

方向，考研动力也会十足。如果这个职业的入门门票可以是

本科，那不妨先在职场里感受一下，再确定下一步是否考研

及专业倾向。

5.2 以劳动教育重构正确的择业观

择业观决定着毕业生在面对就业区域和岗位的时候，做

出怎样的倾向性选择。树立与时代、国家需要相吻合的就业

观会拓宽毕业生的选择，也会减少各种不必要的纠结。2021

年 4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就提出：“当代

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

肩负重任。”因此，大学生作为新时代国家建设的担当者，

就要做中国脊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即便艰苦，

但其中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都是在普通岗位上难以获得的。

劳动光荣，岗位不分高低，工作没有贵贱，诚实劳动才能创

造幸福生活。新的百年任务，乡村、城镇，处处都是需要人

才的地方，每个岗位都可以做出自己的贡献。转变就业观念，

树立起正确的择业观，就不会在考研、考公这一条路上内卷了。

表 1 你选择考研的原因是什么？【多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A. 获得更多知识，考取自己心仪的名牌学校 67 46.53%

B. 提升学历，增强就业竞争力 137 95.14%

C. 亲友期望 50 34.72%

D. 周围同学和环境的影响等 34 23.61%

E. 延缓现在的就业压力 72 50%

F. 目前没有什么目标和想法，所以选择考研 19 13.19%

其他 1 0.69%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44

表格说明：表 1 是一个 199 人参加填表的学院，其中 75% 的考研学生进行的回应。



121

5.3 以科学规划进行考研选择
考不考研，考哪个专业，上哪个学校，这些人生重要的

选择，需认真审慎。科学的生涯规划，能帮助做出适合的选

择。如考研选择专业的时候，将本科的基础与研究生专业进

行延展或者有机融合，才可能有更优的复合型优势；而与本

科专业毫无关联的跨考，很可能是无畏消耗了本科时光，也

未必能获得新专业的认同。科学职涯规划可依赖测量工具，

如职业能力测试、性格测试、价值观确认等认清自己；也有

决策工具，如决策平衡单、决策体验单等，让选择更客观更

便捷。

5.4 从体验入手不断提升就业能力
课题问卷中，对于“我认为目前自己能力不够，找不

到好工作，打算先提高学历再找工作”的认同回应高达

44.44%，说明毕业生对自己的就业能力有很多怀疑。这一

方面是因为他们对于真实的职场缺乏了解，另一方面也缺少

职场能力的训练和积累。

就业能力提升应该作为职业规划中最重要的实施部分，

在学期间增加学生课程本身的实践性、校内职场情景模拟等

应用性环节来增长职场感受，提升综合职业素养，充分利用

实习实训增强职场体验，切实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的应用能

力和操作能力 [3]。考研如果失败，先就业再择业，则是不荒

废光阴的作法，也是渐入职场佳境的重要路径。从校门迈出，

融入职场，很难一下子就是对的，就是好的，这需要适应和

积累的过程。而每一段从业经历，都会让自己更靠近或者有

能力获得自己心仪的那个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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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高职院校专业课程《Web 前端设计》中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发挥课程的立德树人功能。通过找准思政元素定位，

挖掘出适合融到课程中的思政元素要点，促使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课程有机融合。通过深入挖掘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完善多

种形式教学资源，充分发挥思政引领作用。通过线上线下教学平台、重构课程内容、打造教师队伍、教学模式改革四步骤，

探索创新出一种用于软件技术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模式和方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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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function of moral education. By finding the correct position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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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eaching mode reform, we will explore and innovate a new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mode and method path for 

software technology profession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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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 4 月 13 日习近平主席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

指示强调，职业教育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办学方向，

坚持立德树人，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

大国工匠 [1]。专业课程为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基本载体，专

业课教师已不再仅是“传道受业解惑”的师者，更多地应当

成为学生前行的引导人、栽培者，帮助学生在课堂上建立更

加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先“立德”才能“树人”。《Web

前端设计》课程为学院软件技术专业及其相关专业的主干课

程，授课目的是为培养具备高尚职业情操、工匠精神的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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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开发工程师。因此，在立足课程实用性、技术性基础上，

将网站设计开发技术、操作技能与职业操守、安全观、团结

协作大局观、踏石有痕的敬业精神结合，成为课程思政建设

的重点方向。

2 总体设计情况
《Web 前端设计》是软件技术专业开设的一门核心专业

基础课程，培养具有前端开发设计基础的高等技能型实践人

才，对学生的职业岗位能力、职业素养养成起支撑作用，是

程序员、软件设计师等职业资格证书和 1+X Web 前端开发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所必备的技能。

课程开发过程中融合本土企业急需的 Web 前端开发工

程师岗位需求，坚持“以服务区域经济为宗旨，以学生就业

岗位为导向，坚持走产学研结合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以发

展为主题、以改革为动力，以助力江西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为

目标，结合职业教育和专业学科特点，使用多种形式，在《Web

前端设计》课程中有机融入爱国情怀、工匠精神、奉献精神、

职业道德等思政元素，在提升专业技能的同时，注重爱国主

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 [2]。

2.1 找准思政元素定位，挖掘思政元素要点
《Web 前端设计》课程开设在大一第一学期，共 80 个

学时，教学内容层层递进，紧密衔接，皆在培养学生的网页

设计能力。课程中可运用的思政元素涵盖广泛，根据课程教

学内容，以方志敏、李大钊等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为素材，

歌颂他们不屈不挠，英勇奋斗的革命气节；以詹天佑、袁隆

平等伟人的奋斗事迹作案例素材，弘扬勇攀高峰脚踏实地、

无私奉献的奋斗精神；以社会热点“乡村振兴”，讲述我们

的国家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讲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乡村

振兴道路让农村蓬勃生机；选择华为等公司 Web 前端开发

工程师的岗位需求，讲述前端工程师职业规划和岗位目标。

我们主要选取了家国情怀、工匠精神、职业道德、知识产权

保护、自主创新、团结合作等方面的思政元素进行融合，激

励学生不忘初心，通过专业课程学习与思政教育协同合作，

塑造学生正确的世界观、良好的人生观和崇高的价值观 [3]。

2.2 寻找 Web 前端课程知识与思政元素的契合点
通过分析教学大纲，重新梳理课程知识点，寻找课程知

识与思政元素的契合点，确定教学项目案例内容。在课程总

体设计中，课程采用项目案例教学，将思政元素按主题融入

项目案例当中，有利于明确课程主题，掌握专业技能，有效

促进政治思想水平和专业水平双提升。充分发挥“三全育人

理念”，考虑到授课对象为高职学生的特点，设计出符合授

课对象兴趣要求的教学项目案例。

2.3 以不同形式充实资源库，充分发挥思政引领作用
Web 前端开发工程师不仅应该在技术方面有自己的认

知，还要在审美方面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外观设计方面也要

代入自己的事业观和价值观。教师将文章、视频、动画、课

程案例等形式的思政元素资源上传到《Web 前端设计》省

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平台线上，在教学实施过程中遵循“学

生主体、教师主导”的教学理念，采用“自学—促学—探学—

互学—深学”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采用线上自学和线

下课堂研讨相结合的多样化途径，切实有效推进“课程思

政”，实现课程育人的目标。

2.4 教学实践情况
在《Web 前端设计》课程教学中，总结出可复制、可借

鉴的课程四步思政育人模式，达到了“润物细无声”的育人

效果。

2.4.1 第一步：打造线下教学课堂 + 线上网络课堂的

教学平台
结合职业教育实际情况和高职学生特点，不断探索和改

革教学形式。构建线下核心教学，线上辅助教学模式，使用

“工单课堂”“学习通”等平台，将线上教学打造成为第二

课堂教学体系，在不同的教学环节中融入适合的思政元素，

建立网络平台的思政元素资源，包括思政视频、网站素材等

方面。持续搜集先进人物事迹素材，建立实践教学素材库，

并根据实际授课效果及新的技术发展趋势以及思政元素的

新提法不断完善与更新教学素材库。利用好网络资源，在课

堂开展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吸引学生参与 [4]。

2.4.2 第二步：重构课程思政 + 实践思政的教学内容
在课程思政中讲述“长征精神”“井冈山精神”“爱岗

敬业精神”，树立清晰的职业目标的价值观 [5]。在实践思政

中以思政元素为案例融入专业实践教学中，构建本课程的课

程体系。课程总体设计中，实验素材选取能引起学生共鸣的

案例，如疫情的感人事迹和图片，从国家主旋律到社会热点

再到平凡的生活，构建本课程的课程标准。学生根据教师提

供的案例效果与素材，结合课中对案例的分析，完成网页设

计效果实现。

2.4.3 第三步：打造企业工程师 + 专职教师结合的课

程思政教师队伍
在师资队伍建设培养方面，吸引本地企业能工巧匠长期

兼职任教。尝试思政内容的“双元制”教学，其中爱国主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思政内容结合理论由校内教师教学

完成，职业伦理、工匠精神等职业素养由企业工程师完成。

校企合作共建“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强化教师技能培训，

通过支持教师参与指导学生竞赛促进教师技能提升，并畅通

教师职业发展通道，建设数量充足、本领高强的教师队伍。

教师通过学习提升自己的思想素质与政治素养，学习中国传

统文化，扩大知识面。

2.4.4 第四步：构建质量监控 + 政策支持的教学模式

改革
通过加强教学过程质量监控，通过集体备课、集体讨论、

教师旁听等方式，监督课程内容是否体现课程目标与标准，

教学设计是否自然融入思政元素，是否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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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性。通过同行听课的方式，提升自身业务能力，发现不足，

不断进步。通过教学团队集体编写教学案例，将中国精神、

家国情怀、职业道德与文化自信融入专业知识中 [6]。学校政

策支持方面，高度重视与关注“课程思政”建设工作，围绕“课

程思政”开发精品课程，加强理论研究。

3 课程特色与创新
3.1 课程思政与学校办学特色紧密结合

学院“十四五”目标是省“双高”建设院校和国家“双高”

专业群，定位于差异化特色化精品发展之路，以服务区域经

济和气象现代化为己任，重点培养信息和智慧气象专业技术

技能人才。《Web 前端设计》课程依托于学校定位和教育 

模式，把德育渗透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在课程内容增加

职业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让立德树人的教育

之花在校园中处处绽放。

3.2 课程思政融入到《Web 前端设计》课程培养目

标中
专业内教学各环节的课程思政协同化，促使课程思政的

教学各司其职、有序实施。体现了职业教育中课程思政定位

准确，目标明确，突出了技能核心培养与追求真理的教育特

色。课程改革理念新，根据企业对人才质量的要求以及国家

发展的大局，确定了高素质、高技能、具有爱国情怀的综合

型人才为根本培养目标，为教学改革指明了方向。

3.3 在实训教学中充分挖掘课程思政元素
实训教学中充分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在无声育人，给学

生的充分发展空间。例如通过实践项目“井岗魂”网页设计，

既锻炼学生职业能力，又培养学生对革命精神的敬仰 [7]。在

课程实训案例库中，尽量注入思想性强、教育意义大、为学

员所动的案例，使学员在愉快中学到技术，在愉悦中净化

思想。

4 教学成效
4.1 专业能力提高，教学效果显著提升

《Web 前端设计》课程融入思政元素，采用多样化、交

叉式的教学方法，将思政教育目标嵌入网页设计教学中，已

经完成两届学生共计 100 多人的教学实践。课程教学资源得

到校外同行的肯定，共计惠及学生 4000 名左右，课程点击

量已达 300 多万，通过学习问卷调查、课堂互动、项目答辩

和考试等方式统计显示，学生对课程满意度高达 89% 以上。

4.2 培养正确的价值，强化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
《Web 前端设计》课程任务设计中融入课程思政元素，

发挥了专业课程的育人作用。在任务设计教学过程中，融入

“网络安全法”，培养学生尊重他人肖像权的意识，加强法

制观念；融入“数据安全”，培养学生的数据安全意识，注

意保护个人隐私的职业精神；融入“工匠精神”，培养学生

学而无厌，学无止境，学以致用的精神；融入“长征精神” 

“井冈山精神”，培养学生不怕困难、敢闯新路，在生活和

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要勇于面对、坚持梦想、勇往直前。学

生普遍认为受到价值引领，在提升职业素养、维护知识产权、

深化人生价值、争做大国工匠、培养家国情怀、弘扬民族精

神等方面均获益匪浅。

4.3 以点带面，建立高素质的师资队伍
通过《Web 前端设计》课程融入课程思政元素的实践探

索打造一支校企合作、专兼结合的课程思政教师队伍。依

托校内思政教研室与软件技术教研室教师，创新专业思政案

例、课程思政教研形态，共建共享专业课程和思政优质资源，

提升专业教师的思政教学能力，得到了同行教师的肯定。

5 结语
《Web 前端设计》课程通过学校政策大力支持，课程团

队成员共同参，围绕专业课程教学内容找准思政元素定位，

挖掘课程思政元素要点，通过寻找《Web 前端设计》课程

知识与思政元素的契合点，以多种内容形式充实资源库，采

用线上自学和线下课堂教学的方式，充分发挥思政引领作

用。通过打造线上线下教学平台、重构课程思政的教学内容、

打造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构建政策支持的教学环境四步思政

育人模式完成专业课融入课程思政元素的教学实践。最终培

养出一批专业技术过硬，有理想有抱负的新时代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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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类进入异空间的方式

所谓异空间，其概念很广泛，所有不符合正常世界规律

的时空场所、现实世界不可预见的事物和表现的空间，都称

为异空间。在《聊斋志异》全书近五百篇作品中，以人类为

中心进入异空间的结构模式产出了不少经典的、富有深刻寓

意的故事，有些作品正是以这种架构手法而令人印象深刻。

文学想象中将人类带入非现实世界的思维模式与中国长期

的宗教神道观念息息相关，如灵魂、鬼与仙、幻术、妖魔和

阴阳相通等①。

凭着长期思想文化的熏陶、前代作品沿袭和民间的集思

广益以及审美加工，蒲松龄描绘了《聊斋志异》这些人类进

入异空间的方式。

1.1 梦境或魂游
梦境与魂游有着近似现实的奇妙感觉，成为接通现实到

异空间的媒介。梦境和魂游在艺术的表现下分界并不十分明

显，但梦的现象更易出现，因为其本身就是一种人类常有的

生理现象，魂游则是超脱现实的虚构②，人物在回到现实后

也常常会有事物照应或影响现实。梦境体验在前朝一些志怪

或传奇作品中也早有运用，如汤显祖《南柯记》、唐代《枕

中记》中的黄粱梦。《聊斋志异》中的《续黄粱》也有对其

有借鉴，高中进士后的曾孝廉在一处寺庙中睡去，梦中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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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成为宰相后的大起大落和善恶之报。在梦里经历惨淡

后被友人呼喊猛然醒来 [1]。

而魂游的进入方式就更具神幻气息。宗教说法上人的肉

身和灵魂是区分的，如果人身未亡灵魂可自由飘荡，肉体也

还是在人间存活着，但身亡的人的魂魄不能再轻易回到阳

间，二者从具体故事情节上可以区别。例如脍炙人口的《席

方平》，似乎在手法上比普通梦境更引人入胜，主人公席方

平为父亲洗冤，身躯在家中但灵魂出走，游荡到了城隍庙求

情无果，不得已进入阴间冥府，最后在天神帮助下才得以伸

张正义为父洗冤，与父亲同返阳间；《促织》作为经典作品，

其创作力与深刻的寓意是不容忽视的，成名小儿的魂魄化身

为勇猛无敌的蟋蟀，自救一家人于水火之中。可见，魂游对

现实中人们无法付诸行动的愿望付诸了强烈的心灵寄托 [2]。

1.2 经由僻境或神圣地

身入僻境进入异空间有许多现实合理性，民间常有一些

被广为流传的区域或地标或传说能遇异类异事，或相传是通

向异域的入口，像深山老林、神庙殿堂或异国他乡等，这些

都是由于古时人们迷信、见识不足，对一些不解之事引发的

想象和心灵寄托③，东晋陶渊明《桃花源记》就是一个代表。

《聊斋志异》常见此类情节的故事，在整书进入异空间的各

种方式中占有很高比例的，如《花姑子》《画壁》《罗刹海市》

《酆都御史》《晚霞》《西湖主》《二班》等。

神秘的山林向来充满危险与发生不解之怪事。《西湖主》

的主人公陈弼教在山中遇到了上山狩猎的西湖主一家，被先

前救过的猪婆龙报恩、享受荣华富贵，成为半仙；《二班》

因为主人公曾偶然医治了山中老虎精，之后再入山中困于狼

群时，被老虎俩儿相救，受邀到老虎洞中做客 [3]。

除了深山老林这类自然区域，江河湖海也是进入异空间

的一类自然场景。人类在长期的实践经历影响下，对深不可

测的水面之下也有着很强的敬畏心和想象，如《晚霞》里善

舞的晚霞入江中龙宫里为龙王跳舞，最后因晚霞不能再专注

跳舞，又被龙王赶回家中；《罗刹海市》里马骥在海外漂，

踏入了以丑为美、不重才能、颠倒是非的罗刹国，这种世界

的构造是在交通与信息闭塞的年代人们对一些异国他乡风

土人情产生的想象为构思源头，也是借着幻想的世界来折射

和讽刺现实世界。

1.3 身亡②

死亡是所有自然生物无法逃脱的宿命。人对死亡的恐惧

与对亡人的思念，会因此产生许多想象，加之宗教迷信等思

想，往往会创造一个人死后的世界与生存状态。有的善人死

后还能享福，获得异空间社会里的一官半职，但恶人往往会

在阴间过着苦日子，也有的冤死变鬼无法安定。

有一些死后进入了异空间的人却还能返回阳间，或是生

时做了善事的能奖励阳寿，或是本不该亡却死于意外，还有

很多是心愿未了期望能回到阳间完成心愿的。《考城隍》作

为整部小说的首篇故事，开篇就写了宋公死后被带到阴间考

上城隍神，由于其孝顺母亲，阴间官吏深受感动，便再给他

返阳九年，待母亲死后他再回到阴间做城隍神。并且，通常

被描述为阴森恐怖的地府，《考城隍》一篇却只是“移时入

府廨，宫室壮丽”④这样简单的环境描写，把进入的异空间

做了简单地提及，更突出的是情节和寓意，一是百善孝为先

的中国传统文化，二是讽刺了科举制丑陋的一面。

1.4 遇异能者

遇到的拥有异能者常常看上去像人，实际上不是凡人，

有很多是易容和变装成了人的模样的异类，有可能是道士、

神仙、狐妖或阴间的鬼差等，他们有特殊的能力可把凡人带

到异空间中，他们的异能一般就是一些法术、仙术或幻术。

人类对拥有这些神力或幻术一直很向往，因为拥有了这些能

力就能解决许多问题，甚至上天遁地无所不能，但是凡夫俗

子不可能达到，有时便想象能偶遇这样的异能者。

普通人遇到这样的异能者，大多是幸运的，《聊斋志异》

里就有不少篇描绘了凡人被带到天庭和仙境的故事，如《雷

曹》《雹神》等；《雷曹》中偶遇雷神的乐云鹤因为曾有

恩于这位天神，雷神便邀请乐生到天上参观，走在云朵间，

瞧到了打雷下雨是怎样的情境；《雹神》里的雹神是天上的

差吏，天师命人划船邀请为官的王筠苍赴宴，王乘船不知去

何处，见那儿的人形貌穿着皆异于常人，后才知身在诸位天

神中。

也有一部分不太幸运，如《王十》就是折射出很强的讽

刺意味以及对平民百姓的同情的故事：平民在背盐途中被阴

间鬼差抓走，到阎王府干活，阳间的人看着他头破大疮以为

已死，所幸带回家后他还能醒来脱离阴间。

2 异空间的场景
小说中的场景描写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环境描写，一般由

人物、事件和环境组成⑤。《聊斋志异》中的人类进入的各

种异空间其实大致可分为：天界或仙界、冥界、奇邦异国和

梦境①。作者对异空间有许多景色环境、人物语言、举止、

神态以及事件等方面的描绘，各类型的场景都有其特点，场

景描绘手法丰富。

2.1 天界或仙界

对于天界或仙界的景象，有很多是人们结合长期观察

到的自然气候现象以及结合人类社会的风貌进行虚拟的想

象的。



127

2.1.1 《雷曹》

在《雷曹》一篇中较大篇幅地描写了乐生被雷神带到天

上的场景，乐生似乎迷迷糊糊睡去，醒来后觉得浑身轻飘，

发现自己身在云端中，自觉踏在云上就像舟上，星星是镶嵌

在云里的，或大或小。紧接着诸神把乘满水的龙车驾到云上，

龙尾甩起的声响就是雷声，几十人用器皿盛水，将水洒向云

间是为下雨的现象。之后雷神对乐生道：“我本雷曹。前误

行雨，罚谪三载。”④揭开了乐生所救的异人乃天上的雷神，

把之前主人公能到天上参观的场景合理解释了。

2.1.2 《白于玉》

《白于玉》中也描写了天上宫阙的景象，吴生飞上广寒

宫，见到台阶是水晶做的，如镜子般透亮，四周还有桂树和

花香的自然气息，又有红窗和亭台楼宇，还有许多仙女居住

在此。从自然到人造物，再到人的形貌，都依然带有人间气

息，但又比人间的画面更富有艺术美感。此篇广寒宫的景象

与前代描绘的天宫景象是基本一致的。不过主人公是进入了

天宫和仙女相爱，前代很多作品还是习惯于描写异界人到人

间与凡人发生故事，如《牛郎织女》《天仙配》等，从故事

切入的模式来看，《白于玉》是人物进入异空间的创作思维，

赋予了新颖性。

2.2 奇邦异国
奇邦异国的场景想象空间大，场景不受限制，是读者喜

爱品读的一类异空间，既为奇邦异国的描写，场景上多为突

出在这一异域的奇和异。地点有一种是像《莲花公主》《西

湖主》这类主人公到了其他物种住所的，还有是像《罗刹

海市》里描绘的与现实世界截然相悖的观念与社会风貌的

国度。

2.2.1 《莲花公主》

这个故事虽没有开篇就揭开主人公所去的国度是蜂国，

却在一开始的场景描写中就有所透露：“转过墙屋，导至一

处，叠阁重楼，万椽相接，曲折而行，觉万户千门，迥非人

世。”④结合了实际蜂巢的特征、蜂类的形貌与生活习性；

又见往来之人皆披“褐衣”，对应蜂的外形。还有巨蛇侵占

领地时“合殿哀呼，惨无天日”④的慌乱悲怆场景生动刻画

了出来。这描绘的蜂国景象已然被人化，给人十分真切的

感受。

2.2.2 《罗刹海市》

对于《罗刹海市》这样的侧重于通过异域国度人的审美

和价值观念与现实社会相悖、以此表达强烈讽刺批判寓意

的故事，蒲松龄对罗刹国的人的外貌、举止的场景描写最

为突出精彩。描绘朝廷相国的样貌时写道：“双耳皆背生， 

鼻三孔，睫毛覆目如帘”“如八九十岁人，目睛突出，须卷

如猬”④。相反地，马生这样来自正常人类社会的形貌在这

个国度才视为丑陋，村民“噪奔跌蹶，如逢怪物”。这篇故

事场景的侧重点不在于周遭的景色环境，而在于以人物为中

心的情节刻画，大多放在人的形貌与言谈举止的描绘。

2.3 冥界
在人们的想象中都认为天上住的是神仙，地下住的是魔

鬼，而黑暗又深不可测的地底便成了冥界的所在之处，对于

进入了冥界的人物，场景描写多渲染压抑可怕的氛围。

2.3.1 《酆都御史》

酆都在神话传说中就是冥府的所在地，作者把冥界的入

口设定在了一山洞，御史不听劝告，携带两位随从入内，后

越往深处越黑暗，转折点出现在蜡烛突然熄灭后，“阶道阔

朗，有广殿十馀间，列坐尊官，袍笏俨然：惟东首虚一坐”④， 

御史在听闻当中空缺的座位是留给自己的后，愕然惧怕，所

幸之后还有神人相救给他还阳的机会；在背诵《金刚经》时，

道路顿时光明，稍有遗忘，又一片漆黑，反复多次，最终得

以逃脱。御史不听信民间传闻非要到险境探索，差点丢掉性

命，并描绘出洞时背诵《金刚经》的场景，传达了一心向佛

则见光明的宗教观念③。

2.3.2 《连城》

故事的主人公乔生死后进入冥界，侧重的是对人物景象

的描绘和交流的场景，他进入阴间所走到的村落，人像蚂蚁

一样多，其实都是些和他一样死去的鬼魂。之后他遇见了顾

生，又见到了自己爱的连城姑娘，与她死后重聚在一起。这

里的冥界没有太多的景物描写，而先是在村子里看到“行人

连绪如蚁，因亦混身杂迹其中”④的景象，《连城》这一故

事也在于批判封建社会包办婚姻的行为，宁下黄泉也要追求

自由恋爱婚姻。

2.4 梦境
梦境的范围非常广泛，前面所提及的进入天界、仙界、

冥界和奇邦异国，在许多梦境中也常有出现，我们就不再

重提。但还有另一些梦境，是对现实生活的预示和揭示， 

从而编辑出另一个照应现实的空间场景，如《续黄粱》《梦

狼》等⑥。

2.4.1 《梦狼》

老父白翁进入的梦境是带有深刻的警示与照应现实的。

他在梦中行至儿子办公的衙门，由门缝中见巨狼坐道上，

内心十分惧怕；再往门内走，四面皆为狼，还有白骨堆积。

之后儿子给父亲筹备酒宴，把狼叼来的死人当做菜来招待父

亲，令白翁大惧。当有金甲勇士来后，白翁儿子化身为一头

猛虎，被勇士敲碎了牙齿。白翁惊醒后意识到这是一场梦，

而梦境最后却一一照应了现实。这篇故事将贪官污吏作为了



128

“即官不为虎。而吏且将为狼”的印证。

2.4.2 《续黄粱》

《续黄粱》的梦境传递的也是富有深刻人生寓意的，梦

中的曾某中了举人之后，生活的境况与待遇立马不同，皇帝

对他说话亲切和蔼，被赏赐无数的荣华富贵，“蟒玉名马。

曾被服稽拜以出。入家，则非旧所居第，绘栋雕榱，穷极壮丽。

自亦不解何以遽至于此。然捻髯微呼，则应诺雷动”“六卿来，

倒屣而迎；侍郎辈，揖与语；下此者，颔之而已。晋抚馈女

乐十人”，描写了他所穿戴使用的雍容华贵、家里的装潢富

丽堂皇，

3 结论和建议
《聊斋志异》对异空间的进入方式描写是非常值得品位

与推敲的，作者将前人的构思与民间传说相结合，基本涵盖

了所有进入异空间的媒介，并且后人在同类作品上也基本运

用着这类构思框架。而异空间的场景描写将人物与环境紧密

结合，辞藻华丽婉转，情节波澜起伏，读起来犹如身临其境，

给人亦真亦幻的体验，表达出深厚的寓意，产生十分美妙的

艺术效果。

注释：
①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八编，清代文学第四章，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

② 宋丽：《聊斋志异》异空间进入方式研究，青年文学家，

2018 年第 33 版。

③ 李晟：《仙境信仰研究》，巴蜀书社出版社，2010 年。

④ 蒲松龄：《聊斋志异》铸雪斋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

⑤ 王洁：《聊斋志异》中“奇幻境域”类故事研究，

浙江师范大学，2016 年。

⑥ 冯阳：明清小说中的“梦”“异”现象研究，陕西

师范大学，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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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初中物理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课程，与小学

科学和高中物理课程相衔接，与化学、生物学等课程相关联，

具有基础性、实践性等特点。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作

为一名有着二十年经验的初中物理教师，我认为当下物理教

师的教学观念和教学方式必须与时俱进，做出改变。传统的

物理实验教学多通过演示实验或分组实验等形式呈现给学

生，这一过程由于时间，空间，器材本身，学生认知层次等

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往往会出现走走形式，一阵热闹过后，

直接出示结论，学生被动去接受的结果，不仅浇灭了学生刚

刚萌动的学习兴趣，更是不利于学生的长久发展。所以，当

下应对实验教学形式进行改革，为学生在实验新知的学习过

程中创设生活化情境，将众多的物理问题、物理知识点和物

理实验设计等与生活实际相联系，变为学生熟悉的场景，更

能贴近学生的真实生活认知，同时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去发

现实验中存在的不足，引导学生去改进，去创新。

2 物理实验教学生活情境化的理论研究
陶行知老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主张用生活来教育，这就

要求物理教师看重生活周围的元素，并恰如其分地融入实验

教学，就能改变传统的物理实验教学形式，给学生以不同的

真实体验。实用主义教育理论，认为教育即生活，教育与生

活紧密相关，利用生活发现教育规律，利用教学知识解决

生活问题，都是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指导思想，这种理论

思想很好地阐述了初中物理实验教学与生活教学法之间的 

关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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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入生活化元素，设计情境化问题
在物理实验教学活动的开展中，灵活有效的问题情境的

创设可助力于学生对抽象的实验知识的理解，提高实验教学

效果。而教师辅以生活现象，在物理实验中创设生活化问题

情境，这一教学方式可进一步发挥问题情境教学的优势，推

动物理实验教学的创新、高效开展 [2]。

根据新课标要求，物理实验教学要多重视科学探究，突

出问题导向，开设真实问题情境，让学生在接地气的现实探

索中，提高自身实践本领。遵循初中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

改革传统实验教学存在的弊端，将实验研究内容进行生活

情境化设计引入势在必行。依据实验教学内容的多样性、

教学对象及教学资源等的实际情况，设计贴近学生生活的，

关注学习生长点的具体事实、鲜活案例、生活经验等形式，

更能引发学生进行理性思考。分析初中物理实验教学的特

点，同时兼有复杂性和抽象性等特征，为了解决这些实验教

学中的拦路虎，提高课堂实效性，物理教师可在课前将实

验中的相关要素，灵活转化为学生易接受的递进式关系的生

活情境化问题，让学生在问题的讨论交流中，出现思维火花

的碰撞，既达到学生手、眼、口、脑等器官的分工协作，又

能让学生在知识的生成中体会到成功的快乐，又能使学生学

以致用，引发深层次的思考，为学生未来创新创造的能力奠

定良好基础。以“光的直线传播所能够解释的现象”为例，

课前我就以学生常见的生活现象为题设计了一系列问题，如

上体育课站队时，你是怎么判断路队直不直的？人走在太阳

光下，为什么地面上会出现人的影子？射击瞄准时为什么人

要闭上一只眼睛？等等，这些问题串的设计不仅贴近学生生

活实际，更是引发了学生的兴趣和思考，使学生在解决问题

的过程中，又感受到生活中处处皆学问，处处皆知识。在讲

述力的作用效果这一知识点时，我选用生活中常见的弹簧、

长竹片、细柳条和气球等作为实验器材，通过作用于这些物

体，让他们观察力都产生了哪些作用效果，然后再引导学生

总结得出力的作用效果之一使物体发生形变。在讲述“物质

的密度”这一知识点时，我首先提出生活中比较物体谁重的

问题：一千克的铁和一千克的棉花，谁重？引发学生的兴趣

和讨论，接着我又提出为什么我们又说棉花比铁轻呢？进一

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引出物质的密度这一概念，并进行密

度影响因素的实验探究。在讲述物质密度是物质本身的一种

特性时，学生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我也是采取生活

化的问题设计，首先在手心放一滴水，询问学生它的密度是

多少？其次拿出一杯水，学生思考密度？最后提出一桶水，

吸引了学生关注的同时，解决了物体的密度大小与它的质量

多少和体积均无关的结论。对于探索物质的密度和物态变化

有没有关系时，我则选取冬天学生常见问题：为什么冬天露

天的水管要加保温层，而没加保温层的水管容易爆裂这一现

象，探究中我充分解放学生，在各小组的共同合作与激烈的

交锋中，发现了在物体的质量不变时，水凝固结成冰后的体

积会变大，才会使开始完好的水管撑爆。学生在生活情境化

的实验问题设计中，非常轻松地将问题一一解决。可见，如

果物理教师能够根据实验教学内容在实验前、实验中和实验

后为学生构建一连串的生活情境化问题，就可以激发学生对

知识的渴望和不断探索，获得良好的成功体验，发展学生的

物理核心素养。

4 物理实验器材生活化
传统物理实验教学中所使用的器材从质地，外观及实用

性上，多少有些脱离学生的认知，学生在生活中见不到，找

不到，这就使得学生在实验过程中对实验器材有一定的陌生

感。以至于动手操作时，大多数都是按部就班，并不能真正

地去自由操作，以至于学生在做过实验后，大脑中只能留下

肤浅的实验操作过程和实验结论，不能从根本上去掌握实验

的原理、理解实验中应该注意的问题、灵活解决实际问题。

所以，在进行实验教学的前期，物理教师应结合课本实验内

容相应的器材，充分考虑学生的学情和认知，找一找生活中

与该实验相关的器具，开发生活化的实验教学资源。这一做

法不仅会使得原本没有生机的物理实验充满了生活气息，紧

贴地气，更接近学生的生活世界，才能使学生感受物理实验

内在的无限魅力。以“参照物”这一知识点的讲解为例，大

多数物理老师都是在课堂中结合课件或者结合教室内的物

体进行解说，而我则是事先与班长和课代表等，把全班同学

进行小组化管理，明确组长和组员的分工与职责，再有秩序

地组织到操场，利用操场上的大树和自行车为道具，通过学

生骑自行车的真实情境去感受要想判断一个物体是否运动

以及如何运动，就得选择一个合适的标准物，而这个被选为

标准的物体就叫“参照物”；以此为契机，为了更好的把“运

动与静止的相对性” 这一要点介绍给学生，我又设计了接

力赛活动和正步走活动，让学生在具体的活动中既获得了乐

趣，又理解了运动与静止的相对性这一重点。这些生活中器

材的引入，既将知识融入了生活，又使学生在欢快和谐的氛

围中体验了知识的生成过程。以“声音的产生条件”为例，

课本上给学生提供的实验器材是音叉，实验中音叉本身的振

动学生不易观察，更不易得出声音产生的条件，所以教学中，

我充分挖掘生活化的教学资源，给学生准备了简易橡皮筋

“吉他”，细纸条等，同时又合理利用学生自身的发声组织—

声带，让学生明晰物体只有振动才能产生声音，振动停止，

发声停止，从而获得了成功的喜悦。以物体的浮沉条件实验

探究教学为例，教师先给学生演示两种现象，通过学生观察

对比“鸡蛋在清水中沉底，往清水中加盐，鸡蛋就会向上升

起”的现象，学生带着“为什么加盐后鸡蛋会上浮”的疑问

进入了老师巧妙设计的生活化问题情境中从而展开本节课

的实验教学活动，在教师的适时点拨下，逐渐理清问题的所

在，解答心中的疑惑，并不断提出新的问题，然后再猜想，

再验证，通过反复的不断深入探究，认知得到强化，能力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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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锻炼，这样的生活化情境实验教学活动最终才能提高物理

实验教学的高质量、高效能发展。

5 物理实验教学生活情境化应用的意义与评价
5.1 生活情境化的应用增强了学生对所学物理知识

的理解力与应用力
依据心理学的发展规律可知，初中阶段的学生具有思维

逻辑能力与理解能力相对不足的特点，如果课堂中的实验教

学内容只局限于课本知识，学生学习时所表现的兴趣点就会

不高，注意力也会不集中，最终造成理解不深入，应用脱离

实际等问题。而实验教学生活情境化是教师在考虑实验内容

和学生知识储备，将课本实验教学内容的置于日常生活的实

际背景之下，鉴于学生对实验已有一定的初步认知，所以学

生会乐于主动参与探究，动手操作实验，获取可靠的实验结

论，实现对实验过程的成功体验。如在研究“相互作用力的

特点”这一中考重点时，我首先给学生展示生活的臂力器，

并设计了比谁的力气大的小活动，然后启发学生观察得到力

气大时，臂力器的弹簧伸长越长的结论，进而让学生自主探

究弹簧测力计的使用规则，教师再加以引导注意问题。在学

生比较熟练掌握弹簧测力计的使用方法基础上，我又设计了

两人式拔河比赛，让学生初步感受相互作用力的存在，并提

出相互作用力的大小、方向等有什么特点，能不能用你手中

的测力计进行模拟实验？最后学生在小组合作的良好氛围

中，探究得到了相互作用力之间的四个特点：大小相等，方

向相反，作用在同一条直线上，作用在不同的物体上。这一

知识要点的解决，选用的虽然是生活中的小物品，但却发挥

了大作用，让学生在生活化的活动安排中，达到了学以致用，

学有所用的效果。又如在学习“物体的弹性势能”这一概念

时，我就结合生活中的弓箭实物，直观地给学生演示弓箭变

弯的过程中就获得了一种能量，而这种形式的能就是物体的

弹性势能，同时通过学生观察弓箭的不同形变程度，得出影

响物体弹性势能大小的因素，最后通过将箭射出这一动态情

境，引导学生认识弹性势能与动能的相互转化。这样的教学

设计既加深了学生对实验所含物理知识的认知 ，又从中感

悟到所学知识与生活实际的必然联系，提升了学生对知识的

应用力和实践力。

5.2 实验教学生活情境化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科学探

究方法和探究精神
生活情境化实验教学注重问题导向，通过合理设计探究

活动，使学生探索自然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得到有效施展。如

在探究力的作用效果、牛顿第一定律、压强大小的影响因素、

声音的产生和传播条件、光的传播规律、电和磁的相互作用

等实验学习活动中，在最大程度地利用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

的同时，还预留给学生以充足的时间和空间，激励他们自主

去发现有价值的问题、提出研究性的问题，并借助科学的实

验方法，收集数据，分析数据，总结结论，并对探究过程和

结论展开合理化评估、反思，无形之间培养了学生亲近自然，

崇尚科学，乐于思考与实践的良好品德，具备了不畏困难的

坚定信心，渗透了科学思想和品格的教育，塑造了学生科学

的思维力和创新力，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5.3 构建多样化的教育评价体系，促进学生综合发展
义务教育物理新课程坚持核心素养导向，注重以评价促

进学生发展，构建目标明确、主体多元、形式多样、功能全

面的物理课程教育评价体系。不仅重视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评

价和终结性学业成就的考核，而且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帮

助学生建立自信，充分发挥评价的育人功能。所以，作为当

代的物理教师应该树立适应时代发展的物理实验教学评价

观念，实现从传统的注重知识评价向注重学生过程性评价和

综合发展评价的转变。因此，初中物理实验教学评价，要结

合实验教学内容、学生学习状态、学习过程等多方面因素，

采用学生自评、互评的方式，形成多样化实验教学评价模式。

保证评价过程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使得学生在实验过程中培

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激发强烈的学习热情和兴趣，提高学习

物理知识的积极性，促进学生掌握更多物理实验知识，提高

学生动手操作能力和创造力，以便更好地落实“掌握知识、

发展能力、形成品德”三维教学目标 [3]。

6 结语
在新课程标准的指导下，作为一名初中物理教师理应在

继承中国课程建设的成功经验基础上，充分借鉴国际先进教

育理念，进一步深化物理实验教学课程改革，注重时代性，

注重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多贴近学生生活，让物理实验教学

真正做到与生活实际相关联，呈现更多丰富多样的生活化情

境，同时深挖生活实际中的物理实验教学相关资源，丰富学

生的探究方法，给提供学生展示实验成果的平台，再配以合

理化实验教学评价体系的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在征

途上才会涌现出更多优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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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建设一支优

秀的年轻干部队伍，是巩固党长期执政地位的基础性工程，

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重大战略 [1]。进

入新时代，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

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归根到底在于培养选拔一批

又一批优秀年轻干部接续奋斗。

2 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的重大意义

一是继承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年轻干部教育培养的优

良传统。近代以来特别是百年党史，青年人在革命、建设、

改革事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党的一大代表平均年龄 28 岁，

最小的 19 岁，毛泽东当时也才 28 岁。红军长征时，红军将

领平均年龄25岁，师以上干部平均年龄二三十岁。延安时期，

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形势，吸引更多青年人参加抗战，毛主

席发表《青年运动的方向》，党中央作出《关于青年工作的

决定》《关于组织青年工作委员会的决定》，制定了一系列

方针政策。在革命浪潮中，在血与火的淬炼中，青春之花竞

相绽放，无数青年成长为党的各级骨干。新中国成立特别是

改革开放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党高度重视年轻干部教育培

养和选拔任用。2018 年 6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关于

适应新时代要求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意见》，

明确了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为做好新时代年轻

干部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 [2]。 

二是科学揭示了年轻干部成长成才的客观规律。青年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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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成长成才不是偶然的、一蹴而就的，而是有着一定的客观

规律。“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

其所不能。”中国古代哲人孟子的这段话，蕴涵着深邃的人

生哲理，道出了古往今来无数英雄豪杰成长的艰辛历程和基

本规律。年轻干部只有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

践锻炼，在复杂严峻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才

能真正锻造成为烈火真金。从《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

书中我们看到，陕北七年在总书记整个成长经历中具有重大

意义和重大影响。陕北严酷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劳动生活，

锻造了他坚毅刚强的意志品质和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延安

的红色历史文化和陕北人民的朴实善良，滋养了他崇高的政

治理念，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产生巨大的正能

量。结合青年习近平的成长历程，再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的六次重要讲话，可以深切感到，讲话把握了年轻干部成

长的条件，明确了优秀年轻干部的标准，指明了年轻干部成

长的根本途径，阐明了培养年轻干部的关键环节，既是党的

经验集成，也包含总书记自己的成长感悟，是对年轻干部成

长规律的深刻揭示。

　三是深刻体现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共

产党执政以后，如何确保红色江山世代相传、革命事业永续

传承，如何培养千百万革命事业接班人，这是关系党和国家

命运的大事，是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

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大问题，也是党的领袖倍加关注

的问题。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深谋远虑地提出“一

线二线”问题。1959 年 11 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一次小

范围的工作会议，讨论当时的国际形势。在毛泽东看来，防

止中国发生和平演变的关键举措之一，在于培养接班人。引

发他关于接班人的思考的，或许还跟 60 年代初中共高级干

部的接连去世有关。1961年，58岁的陈赓大将去世；1962年，

63 岁的李克农上将去世；1963 年，61 岁的罗荣桓元帅去世。

三年间，少将以上的解放军将领中，共有 18 人去世。在当

时的干部终身制下，后继无人的问题被突出地提上了日程。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这个材料要发到各县、各社、各队去。

你不注意培养后代怎么行？现在，就是不让青年人上来，有

些人占着位子，都是老年人。总之，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

夕祸福。干部配备也要有一、二、三线。不能一个人死了，

没人管事了，要准备几线 [3]。” 6 月 16 日下午，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在北京十三陵水库管理

处大楼召开。毛泽东再次提出了接班人问题，而且提出，从

中央局、省、地、县到支部，都要搞几层接班人。

改革开放后，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在反复酝酿、集思

广益的基础上，提出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

专业化”的方针。1982 年 9 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

会通过的新党章，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专门列了“党的干部”

一章，明确规定“党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干部，坚持任

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并且要求努力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

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由此，“四化”方针成为

新时期党的干部工作的基本方针，用以指导各级领导班子和

整个干部队伍建设。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开创和发展，我们党对这一问题不断作出全面回

答。从加强理论学习、提高党性修养、践行宗旨使命、砥砺

政治品格、锤炼过硬本领等各个方面，全面系统深刻地回答

了如何培养党的事业接班人问题，表明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

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

新水平新境界新高度。

3 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的根本要求

2019 年 3 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六次出席中央党校中

青班开班式并亲授“第一课”，围绕新时代干部的信仰、立场、

能力、作风、素质、修养等问题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概括

起来主要包括：突出政治标准，强调人民立场，要求能力强、

作风硬、修养好，体现了符合时代发展的优秀年轻干部的本

质特征和要求。

3.1 坚定理想信念
一名干部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站位就高了，心胸就开

阔了，就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做到风雨不动安如山。信仰

认定了就要信上一辈子，否则就会出大问题。

3.2 坚持人民立场
人民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我们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

人民，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以百姓心为心。

共产党的干部要坚持当“老百姓的官”，把自己也当成老百

姓，不要做官当老爷……要拜人民为师，甘当小学生，特别

要多交几个能说心里话的基层朋友，这样才有利于了解真实

情况，才有利于把工作做好。

3.3 发扬斗争精神
为什么要讲斗争？因为斗争总是不请自来，总是不以我

们良好的愿望为转移。历史上的井冈山的斗争、苏区反“围

剿”、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流血牺

牲那么多人，是斗争；重庆谈判、板门店会谈，也是斗争。

当然，还有2019年以来持续升级的中美贸易摩擦。另一方面，

我们自身也在进行伟大斗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

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样是斗争。新时代落实好八个

明确、十四个坚持，是不是斗争？同样是伟大的斗争。斗争

精神是我们党与生俱来的优良基因和历史传承，更是新时代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新时代的斗争精神是对马克

思主义辩证法革命品格的坚持和发展，是我们共产党人在理

论思维层面面对矛盾、破解矛盾时必须葆有的时代精神。新

时代的斗争精神是对中华民族突破自我、不断革新品质的自

我强化，它从来都不曾在中华大地消失，也永远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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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注重能力提升
2020 年以来，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

汇点上，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战脱贫攻坚、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我们的年轻干部要经风

雨、见世面，真刀真枪锤炼能力，以过硬本领展现作为、不

辱使命。在这里强调要提高七种能力，政治能力是第一位的，

也是管总、管根本的；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革

攻坚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群众工作能力环环相扣，从不同

方面构成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柱石和保障；抓落实能力打通

“最后一公里”，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切实化解难题。

3.5 敢于担当作为
干事担事，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党把干

部放在各个岗位上是要大家担当干事，而不是做官享福。改

革发展稳定工作那么多，要做好工作都要担当作为。如果不

担当、不作为，没有执行力、战斗力，那是要打败仗的。

3.6 强化作风建设
年轻干部必须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经常对

照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对照初心

使命，看清一些事情该不该做、能不能干，时刻自重自省，

严守纪法规矩。

4 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的重要举措

拓宽渠道及时发现优秀年轻干部。三百六十行，行行出

状元。必须放眼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各个行业，统筹区内、

区外两个大局、两种资源，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

注重源头建设发现好苗子。立足本地区情况和阶段性特征，

着眼近期需求和长远战略需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

打破条块分割，破除机关、企事业单位屏障，加强长远规划，

明确年轻干部发现培养工作进一步打开视野，着力发现政治

上靠得住、关键时刻起作用的优秀年轻干部。坚持动态管理

保持一池活水。坚持集中调研和日常了解相结合，探索建立

持续发现、分批调研、动态管理的长效机制，及时发现和掌

握优秀年轻干部人选，把相形见绌的调整出去，将优秀的充

实进来，保证后备力量素质高、结构优、数量足。

精耕细作着力培养锻炼年轻干部。年轻干部不能任其自

然生长，必须加大培养锻炼力度，及时补钙壮骨、浇水施肥，

健全接续培养锻炼机制，逐人落实培养措施，确保年轻干部

真正成长成才、堪当重任。挑选优秀年轻干部，千条万条，

第一条就是看是否对党忠诚；培养优秀年轻干部，千条万条，

第一条就是教育他们对党忠诚。加强教育培训，充分发挥各

级党校（行政学院）主渠道作用，用好用足对口支援平台，

发挥“传帮带”机制的作用，增强年轻干部的专业能力、专

业精神。加大机关、国企和事业单位间跨领域交流力度，注

重培养有专业背景的复合型年轻领导干部。注重实践锻炼确

保扛得了重活。“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把

火热的实践作为最好的课堂，广泛采取上挂下派、参与专项

活动等多种形式，让年轻干部在反分裂斗争最前沿、经济发

展主战场、脱贫攻坚第一线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切实

在实践锻炼中开拓眼界、拓宽思路、增长才干。对有发展潜

力、能力突出的年轻干部，要让他们经受吃劲岗位、重要岗

位的磨炼，把重担压到他们身上，让他们在急事难事乃至“热

锅上的蚂蚁”一样的经历中经受摔打 [4]。

不拘一格选拔使用优秀年轻干部。为政之要，惟在得人。

选拔使用一批又一批优秀年轻干部接续奋斗，事关党的事业

薪火相传和国家长治久安。必须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民

族地区干部“三个特别”要求，源源不断地选拔使用对党忠

诚、堪当重任、作风优良的优秀年轻干部。严格把好政治关

口。充分发挥政治标准负面清单作用，防止“两面人”进入

干部队伍，真正把好苗子选出来，把坏胚子挡住。树立鲜明

用人导向。对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干部要在严格执行干部选拔

任用条例的前提下，打破隐形台阶，破除论资排辈、平衡照

顾、求全责备等观念。坚持以制度建设为基础按规矩办事，

制定完善年轻干部民主推荐、任前公示、任职试用期、选拔

任用纪实等具体办法，进一步绷紧年轻干部选拔任用制度

链条。

严管厚爱促进年轻干部健康成长。好干部是选出来的，

更是管出来的。对于年轻干部，加强田间管理，及时修枝剪

叶、驱虫防病至关重要。要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强调的

“三个牢固树立”要求，坚持把管思想、管工作、管作风、

管纪律统一起来。坚持预防在先警钟长鸣。通过经常性廉政

警示教育、典型案例分析、以案说法等方式，教育引导年轻

干部做到有原则、有底线、有规矩。在日常监督上下功夫，

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批

评教育，使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定期对年轻干部

思想政治、工作实绩、廉洁自律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加强

履职行为管理，始终把年轻干部置于党组织乃至全社会的管

理监督之中。坚持热情关心真情爱护。

5 结语
育才造士，为国之本，抓好干部对建设应当深入贯彻落

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以思想建

设为基础，以能力建设为核心，以作风建设为保障，努力锻

造出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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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音乐学科课程思政路径的探究，采用创新育人模式，走

出传统课堂教学模式，采用更加多元的方式，以学生能加入

并提升学生的“主体”意识为核心，将美育、德育、“四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思政内容加以融合，开拓学习平台与学

习视野，让学生在掌握学科基本知识的同时，也能达到理想

的思政教育效果。从国家各项方针政策出发，系统研究音乐

学科课程思政建设的背景，探求课程思政建设的意义，剖析

存在的问题，从而结合教育教学实际探索音乐学科课程思政

建设路径。

2 音乐学科课程思政建设的背景及意义
高校学生处在人生拔节孕穗的关键时期，对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丝毫不能松懈，必须稳步落实到教育教学的各个

环节当中 [1]。在针对课程思政建设方面，国家、教育部已经

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思政课建设的文件。习近平总书记在《把

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中指出：“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关系到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

养人这个根本问题 [1]。”思想政治教育不能仅限于思政理论

课，各个学科应结合学科本身具有的特点加以创造性的发

挥。“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

势而新……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其他各门课都

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

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音乐学科有着自身学科特点，

重视课程思政建设，对整个音乐学科建设、教学模式改进具

有重要的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 3 月 18 日还专门主持召开了学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强调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

系的意见中》专门针对学科教学体系提出：艺术学类专业课

程要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艺术观和创作观，积极弘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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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美育精神。从艺术学的角度，专门提出了艺术观、创作观、

美育精神的概念，把握了艺术学科素养养成的核心要求。党

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培养什

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育人的

根本在于立德。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明确了育人的基本方针与政策，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

下，要让学生成长为有德之人，有素质之人，为国家和社会

主义建设服务的人。在此方针政策的指导之下，各个学科切

实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刻不容缓，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目标的途径之一。有利于将思政元素融合进专

业之中，也让学生在学习专业课程的同时，学有所得、学有

所思、学有所感、学有所成。  

在各级政策的指导下，目前大学音乐学科在培养目标与

课程建设等方面，总体导向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引导学生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美育与

思想道德建设等，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课程思

政建设作为近几年越来越被提及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

行的育人理念，也对学校及教师在具体的课堂教学中，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培养什么样的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音乐学科的毕业

生走向社会后会是社会文化的传播者之一，该学科的发展程

度也代表了社会的文明程度。加强音乐学科课程思政建设，

是践行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是将党和国家关于教育的一系

列方针政策，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的重要

举措。加强音乐课程思政建设，对音乐学科为主的学校、学

院，学科建设、思想宣传、学生培养、美育、师德师风建设

等工作指出了新的路径。

3 音乐学科课程思政建设存在的问题
在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的指导下，音乐学科课程思政建设

在最近几年也取得了明显的发展，各级部门与学校已经将学

科思政建设提升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但是由于传统教学模

式与认知、创新意识等方面的局限 [2]，还存在下列问题：

3.1 未形成完整的课程思政教学体系
音乐学科课程思政建设，目前面临着体系不够完备的特

点。教师们很多并未经过系统的课程思政建相关方面的培

训，能够参加培训或者是自己从事过相关调查与研究的老师

比例较低。在教材选用方面，很多教材里面，强调的主要是

学生技能性知识的掌握，思政元素没有达到理想中的数量或

比例。同时，在课程结束后，部分课程也未形成相关的思政

建设反思、讨论或者集体备课机制 [3]。

3.2 教师课程思政建设创新意识不够
在教育教学实际工作中，存在部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意

识淡薄等问题，以为音乐就是一门纯粹的技能类课程，学生

掌握了一定的演奏、演唱技巧即可。所以在日常教学中，过

多的只是专注于学生“技”的方面的不断强调，在学生引导

方面，也会导向于急功近利，注重技能掌握而不是个人素质

的提升。关心的只是训练，而不是人文涵养、素养的培养。

教师也未能将学科知识融入思政课程建设当中，不能在协同

育人方面达到一种平衡，在方法方式上也未讲究立体多元、

显隐结合、科学创新。

3.3 学生缺乏对思政课程概念的理解
音乐类专业的学生对思政课程认识不够，理解较为狭隘，

局限于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习惯性地将注意力集中在

专业知识和技能学习上，对课程思政内容往往采取一中“沉

默式”或“被动式”学习。在传统的思政课堂上表现出的学

习兴趣并不是很高，很多学生甚至对文化课没有兴趣，所谓

的学习也是草草应付，以考核通过为目的，并未进行深入的

钻研与课下的补充学习。千篇一律的教学模式并未立足于学

生成长的实际要求与接受程度，需要选择学生更加喜爱的方

式，融入课程思政元素，探索红色元素、美育元素等，并将

这些元素自然地融入课堂教学当中去 [1]。

4 结合教学实际探索音乐学科课程思政建设
路径
4.1 突出立德树人，把思政内容融入日常教学中

立德树人是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贯穿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

环节，这就本质上就要求从教者本身具有良好的师德师风，

以自己的言行举止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儒家经典《礼记·乐

记》有言：“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乐

者，天地之和也”。在中国古代，“乐”作为儒家施教的

“六艺”之一，具有明礼、规范社会伦理关系的教化作用。

中国民族音乐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至今都还在发挥着引

导人们追求真善美、净化心灵的作用。音乐课的课堂教学，

可将音乐鉴赏与民族文化、历史学习相结合，与美的感知、

沉浸式欣赏相结合。例如：在《曲式分析》的课堂上，可以

将《黄河大合唱》等经典曲目当作例子进行教学，让学生在

掌握基本知识的同时，穿插抗日救亡运动历史的学习，更能

让学生体验到作品里所含有的激情澎湃的情感以及救亡图

存、全民抗战的决心。在《重唱、表演唱、歌剧排练》的课

堂上，以 G 大学音乐学院为例。该院在最近几年多次由声

乐系老师排演红色歌剧《党的女儿》，并以艺术党课的形式

在学校举行多场演出，反响良好，深受广大观众喜爱。老师

们也将《党的女儿》中的角色贯穿到《重唱》课程当中，学

生们自愿选择自己愿意演出的角色进行两个学年四个学期

的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不仅增加了演唱技能，也增加了对

党史的了解。在高校音乐学本科教学当中，也有大量的音乐

史论、民族音乐类课程，课本中有大量的民族音乐的介绍，

更有利于将思政教学穿插与运用到其中。传统音乐元素、红

色音乐元素的探索能够为教育教学源源不断地提供素材和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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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强化实践育人，提升学生对音乐活动的参与度
音乐学科学生往往存在文化知识水平薄弱的特点，但是

他们普遍注重专业技能学习。掌握了音乐学科学生的特点，

因材施教，才能有的放矢，提升质量。实践环节作为培养方

案当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开展课程思政教学的主要方向之一，

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课程思政创新：

第一，学生实践乐团建设。实践乐团的排练有利于提升

学生的主体参与度以及培养团队意识，更将学生所学知识转

化到实际运用中去。在实践乐团当中，合唱团可以排练经典

的民族曲目，民乐团可以演奏传统民乐，交响乐团可以排练

出传统的交响乐。以 G 大学为例，G 大学在近期排练出了

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套曲，阵容涵盖了管弦乐团、合

唱团、民乐团等将近 200 名师生，展现了红军战士在长征路

上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克服重重困难、走向光明的史

诗般的奋斗历程。师生在历经几个月的排练，潜移默化地受

到了艺术党课的感染，如红军战士般克服重重困难，将最好

的演出效果呈现给台下的观众，同时也向观众展示了日常课

程教学效果。整场演出使演出的师生们坚定了跟党走、为人

民的信心。而观众席当中最多的就是学生，他们也在沉浸式

欣赏艺术作品的时候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思政教育课程，在

主客二元互动当中，在大气磅礴的音乐中体会到了红军战士

不畏艰苦大无畏的精神，由被动的学习转化为沉浸式的接受

积极的影响。

第二，拓展学生实践第二课堂、第三课堂。学生学习不

仅仅局限于教室或者琴房，也可以走出课堂，甚至走向校外。

加强实习基地建设，让学生在实习的过程当中，自觉将所学

运用到工作当中去，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服务意识、

奉献意识。以便在走出校园之后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群众。

还可以在寒暑假开展三下乡等工作，将艺术送往社区、送往

农村、送往敬老院等机构，学生变为宣传红色思想、党的大

政方针政策的宣传员，并以艺术创作的方式呈现出来，加强

宣传效果，既服务了社会，也增强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以

上第二课堂的拓展都可以结合音乐学科学生的特点，取得良

好的效果。第三课堂即网络的运用，也结合了目前“90 后” 

“00后”的特点，以及他们喜爱的方式进行。可以通过多媒体、

微信推送公众号平台等的构建，将思政元素、思政课程在课

下推送给同学们，并且以适合学生心理特点与年龄特点的方

式加以呈现与解读 [4]。

4.3 倡导德高为师，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育行

政部门及学校应该主动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将“四

有”“三者”好老师、“四个引路人”落到实处。在教材选

用、教师培训等方面加强引导。例如，可以由学校、学院组

织老师们积极参加思政课程竞赛，将教学与思政完美结合在

一起，打造出思政类艺术精品课程。采取鼓励、激励的措施，

提升教师们自觉将本学科基本知识融入思政教学的本领，利

用集体备课、政治学习等方式，使老师们自觉地加强学习，

提高站位与价值认同，融会贯通，将思政课与专业课相结合，

采取学生更容易接受的方式，努力将学生培养成德才兼备的

人才，成为掌握基本技能又具备家国情怀的人才。

各级各主管部门，在考核教师的本专业素质的同时，也

要注重师德师风建设，注重教师队伍思想建设，注重老师们

将思政元素融合于本学科课堂教学的能力。以及老师们是否

能够走出传统的教学模式，具有创新思维与创新精神。在学

科教学的同时，指引学生的思想建设。加强思政课程考评机

制建设、加强学科内课程建设。努力将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音乐学科课程思政建设的

关键是音乐教师个人素质的提升。需要老师们在坚定的政治

信仰、深深的育人情怀的感召之下，不断地开拓视野、更新

思维，在课堂上加强融合，在实践教学环节注重结合思政元

素，与时俱进，促进更新传统教学模式，挖掘教学资源，积

极引导学生思考，营造学生喜闻乐见的教学氛围。以艺育人，

使音乐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真正形成全员全程全方位

育人格局 [5]。

5 结语
通过分析音乐学科课程思政建设的背景、意义及存在问

题和解决途径的探讨，以期提高对音乐学科课程思政建设的

重视，加大研究与教师队伍建设，教学手段的更新，以利于

学科与思政形成良好的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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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初中生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那

就是历史仅仅是很多事件的简单堆砌，在学习的时候也仅仅

是将事件内容与发生的时间进行记忆。这种学习的后果就

是创新思维较差，难以将各种历史事件进行联系，而这种

联系有利于学生对历史脉络进行梳理和进一步学习。因此，

与以往教学经验不同，历史教学也应该注重学生创新思维的

培养，让学生带着创新性思维学习这门课程，起到举一反三

的效果。从历史教学中学生创新思维能力培养的阻碍因素着

手分析，并提出了具体的初中历史教学中学生创新思维能力

培养的策略，希望这些策略对其他教学工作者起到积极的

作用。

2 历史教学中学生创新思维能力培养的阻碍
因素

2.1 来自教育工作者教学思维的阻碍
在具体教学实践过程中，意识对实践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首先，教师应当具有较为先进的教学理念，然后以这种较为

合理恰当的教学理念去指导教学实践。但是在教学过程中，

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形，部分教学者教学思维较为陈旧，

认为自己才是课堂的主人，因此很难将课堂的主动权交给学

生，导致学生知识被动地接受知识。而主动地学习知识和被

动地学习知识对学生的学习效果影响巨大，首先是学生的思

维受到了极大的束缚，学生不愿意思考对应的历史时间为什

么会发生，发生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其次，学生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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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性受到了抑制，学生下意识会觉得历史知识只需要刻意

地记忆，而不需要思考。

2.2 来自教育工作者教学方式的阻碍
虽然 21 世纪以来，各种新兴教学方法层出不穷。例如，

翻转教学法，小组学习法、智慧教学以及微课教学等，在具

体的教学过程中，这些教学方法都各有优势。例如，激发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强学生之间的合作以及拓展学生的知识

面。但是部分初中历史教师由于教学思维落后，并不愿意采

用这些新兴的教学方式进行教学。当前历史课的考核方式仍

然以试卷考试为主，这就导致学生以及教师仍然过分强调学

生的学习成绩，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一方面可以迅速提高学

生的学习成绩，另一方面可以较为快捷地进行知识输出，长

此以往，教师和学生就会处于一种不愿意思考的惯性思维当

中。学生学习能力、创新思维以及学习思维等更为重要的能

力却在追求成绩的过程中或少地被忽略掉 [1]。

2.3 来自家长及学校成绩要求的阻碍
由于中考和高考的存在，很多学科的学习目标都被急功

近利地确定为考试成绩，一切与考试无关的在学习过程中都

被认为“无用”。对于学校而言，会将学生的考试成绩作为

考核教师的手段，而对于家长，也会将学生的考试成绩与教

师和学校教学的效果进行挂钩，这就导致教学过程中的各

方都以考试成绩为目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一味追求成绩，

因此不断地将大量历史知识直接进行“灌输”；而学生在学

习的过程中，也会直接将教师准备的东西直接进行记忆，缺

乏自己的消化和思考。各方的要求导致学生难以深入学习，

也不会在学习的过程中锻炼自己的思维，创新思维更是无从

提起。

2.4 来自学生学习思维固化的阻碍
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工作中，很容易形成“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就是从事某一件事，如果存在较为简单的方式，长

期下去，就会持续地以这种方式处理类似事情，其他方式会

在时间的推移过程中逐渐地被放弃。对于学习也是如此，传

统的教学方式对于学生而言，虽然枯燥，但是却是一种较为

简单的学习方式，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很容易产生路径依赖，

不愿意去尝试其他学习方式，也就导致学生的思维较为固

化。思维固化对于简单学习是有一定效果的，但是在面对较

为复杂的问题时，则会显得力不从心。这时候就需要采用创

新思维去学习这些知识，在思考和发现中学习历史知识将会

更加高效。

3 初中历史教学中学生创新思维能力培养的
策略
3.1 鼓励学生大胆提问，培养创新思维能力

一堂精彩的课堂必然是思维涌动、气氛活跃的，想要达

到这种效果就要求教师在课堂上营造出和谐的课堂氛围，并

积极对学生进行提问，同时也要鼓励学生主动进行提问。在

课堂上，学生掌握所有的知识是不现实的，因此，鼓励学生

大胆提问，可以有效促进学生针对课堂内容进行思考，也可

以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学习的积极性。与此同时，

积极的提问可以加深学生对于知识点的思考，不经过深入思

考便难以提出高质量的问题；而教师在回答问题的同时，也

必须调动自己丰富的学识，才会答出满意的答案。这种相互

交流的过程，不仅提升了教师和学生的联系，而且促进了学

生创造性思维的养成。在历史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鼓励学

生进行提问，提问不应该是简单的提问，教师应当逐渐地对

学生进行引导，让学生逐步提高提问的质量，经过有效思考

的提问对师生都大有裨益；除此以外，教师还应当积极地营

造和谐的课堂氛围，让学生放松大胆地畅所欲言，让创新性

的思维在课堂上绽放 [2]。

例如，在人教版初中历史《中华文化的勃兴》学习过程中，

教师可以先介绍诸子百家的文化特点。例如，儒家、道家、

法家以及墨家等各种流派分别支持什么样的学说，而这些流

派又是出现在哪些地域。为了有效练习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在讲述的过程中，就可以让学生们将这部分内容与语文课本

相联系，并向教师提问。例如，“兼爱、非攻、仁政以及道

法自然”分别是什么意思，又分别所属哪些流派的思想，而

很多初中阶段的课本，比如论语等内容，都可以和这部分内

容相联系，在联系和提问的过程中，增强学生的理解和创造

性。教师也可以适当地将授课内容进行适当的拓展。例如，

《三十六计》《鲁班的故事》等，借用这些例子激发学生提

问的积极性。在创造和谐教学氛围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分

组进行讨论本节课诸子百家的学说有什么特色，哪种更适合

一个国家长期的发展，在这种轻松愉悦的情况下，学生更容

易打开自己的思想，激发自己的思维。

3.2 改变教师教学方式，培养创新思维能力
教学的过程中，同样的内容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会取得

不同的教学效果。为了有效地培养初中学生的创新思维能

力，就可以采用非传统的教学方式，将课堂的主动权适当地

交给学生，让学生在课堂上有更大的发挥空间。例如，翻转

教学，就是将学生作为课堂的主体，学生在课前就将所需学

习的知识提前进行学习，课堂上更为宝贵的时间教师就可以

用来为同学们答疑解惑或者共同探究，有效地增强学生学

习效果。除此以外，还有微课教学等借助网络教学的方法，

利用微课提前知悉学习的内容，并了解本节课的重难点，针

对这部分重难点，教师也可以利用微课让学生在课下自行

学习，利用网络，教师也可以利用网络资源，激发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和创造性，让学生借助广泛的网络资源启迪自己的 

思想 [3]。

例如，在人教版初中历史《三国鼎立》的学习过程中，

教师就可以采用翻转教学的方式进行教学，在课堂开始之

前，教师可以来利用微信群，将本节课需要了解的内容在微

信群中，学生在课堂以外就将这一部分内容进行学习，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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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堂上，教师就可以集中精力解答学生们的困惑。例如，

三国鼎立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形成的，为什么三国最后只剩

下了一个国家等等。为了进一步拓展学生的思维，可以让学

生观看经典电视剧《三国演义》，然后让学生们分析《三国

演义》与真实的历史有什么区别。例如，真实的周瑜、曹操、

诸葛亮等人是否与电视剧上表现得较为一致，著名典故“火

烧赤壁”“草船借箭”以及“败走麦城”等内容是否真实发

生过，如果发生又是在三国的哪一阶段发生。通过这样的学

习，进一步加深学生对这一段历史的认知，增强了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让学生正确认识历史，降低电视剧等内容对学生

认识历史的引导，也避免学生在创造性思维的同时过于“脑

洞大开”。

3.3 注重实践活动开展，培养创新思维能力
时间不断的流逝，就变成了历史，我们所处的当下，也

是历史的痕迹。在历史教学中应当注重实践活动的开展，这

种实践活动，一方面可以加强学生对于史实的理解，另一方

面学生可以根据当下发生的事件，来推断历史事件发生的条

件以及过程。在推断的过程中，就会不知不觉地激发学生的

创造性思维，让学生运用创造性思维去分析各类历史事件，

并利用历史知识分析当前发生的事件，真正做到“以史为镜，

可以知兴替”。而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根据当下

所处的节日，让学生观看“历史上的今天”节目，让学生对

历史认识更加深刻；也可以组织历史话剧，让学生重现历史

上的重要事件，在真切的场景中运用创造性思维学习历史，

感悟历史。

例如，在人教版初中历史《新文化运动》的学习过程中，

教师就可以将本节课作为历史实践的重点课程，新文化运动

期间，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优秀文艺作品，可以让学生举办

相应的诗歌朗诵大赛，体会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文学特点。新

文化运动期间有一大特点就是白话文的推广，学生可以采用

古语与现代语进行交流，体会不同文体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以及白话文是如何在生活中占据主流的。除此以外，教师还

可以组织学生观看一些文化代表人物的生平，了解这些人为

新文化的推广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在这种实践的过程中，

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就会得到具体的应用，而且也会逐步地得

到训练和增强。

3.4 丰富学生课外资源，培养创新思维能力
传统教学观念中，经常会把一些课外书籍和网络视为“猛

虎”，对学生百害而无一利。辩证地看，这部分内容利用得

当还是可以起到很多积极的作用，而且学生天然地对这部分

内容充满兴趣。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就可以充分利用这

部分资源，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思维。在课堂导

入时，利用这些内容，就可以让课堂充满乐趣，也会让学生

带着乐趣和疑问开始这节课，提高课堂的效率。

例如，在人教版初中历史《战略大决战》的学习过程中，

教师就可以在课堂开始之时播放经典影片《大决战之辽沈战

役》片段，林彪向下属打电话，直言“我不要你的伤亡数字，

我只要塔山”，然后让学生借助自己了解的历史以及课本上

的知识去解释林彪问什么会有这样的发言，辽沈战役作为四

大战役之首，起到了什么样的积极作用。“四大战役”在我

国解放战争中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国民党反动派为什

么会从一开始的优势逐渐转为劣势。教师就可以让学生从社

会、经济以及政治等角度进行进一步解读。课后，也可以让

学生在网络上查阅当时的相关历史，这种全方位的学习，有

利于学生建立起完整的学习体系，也有利于学生联系性思维

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3.5 创造良好的课堂教学氛围，培养创新思维能力
古语云：“亲其师，才能信其道。”只有当学生喜欢上

老师，才会喜欢上老师的课堂。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学习内驱力。在课堂教学中，教师的尊重、信任和鼓励，会

直接影响到学生求知欲的产生，能影响到学生创造意识的萌

发和创造力的产生。所以教师要努力创造一种自由、民主、

宽松的教学氛围。这样的氛围有利于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

有利于拓展学生思维的广度和深度；是学习创新思维发展的

必要条件。

教师要尊重、理解、宽容地对待学生。允许学生在课堂

上发表自己的见解、谈自己的感受。容忍那些有创造性、突

发奇想的学生发表异端言论。错误的给予引导，正确地予以

表扬。老师要放下身段，走入学生中间，和学生处好关系，

使师生关系融洽。

在这样的环境中，让学生在最佳的心理状态下参与教学，

尽情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从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

意识。使他们的创新思维持续不断地发展延伸。

4 结语
学生阶段，创造性思维更有利于学生长期的学习，而当

前部分课堂学生的课堂积极性和主动性较差，这种情况不利

于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

以下方式来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例如，鼓励学生大胆提

问、改变教师教学方式、注重实践活动开展和丰富学生课外

资源都可以有效训练学生的思维，促进学生的全面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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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教育部 2022 年工作要点》提出了实施教育数字化战

略行动 [1,2]。行动要求，积极发展“互联网 + 教育”，推进

包括线上实训教学平台在内的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深化

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创新。目前许多高校都积极开展了

相关工作。

中国在船舶机舱线上仿真实训平台建设和应用方面起步

较晚，由于 VR、云服务等信息技术发展的制约，一直受到

开发周期长、开发成本高、资金投入巨大、对客户端软硬件

要求高、针对手机或平板电脑等移动端开发不足等缺点的困

扰 [3,4]。依托技术水平世界先进的陆上机舱实验室，借助全

景交互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开发并应用线上仿真实训教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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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辅助现场教学的案例在国内的工程教育领域几乎为空白。

大连海事大学陆上机舱实验室建筑面积 5600 m2，配备

了新一代先进型号的船用机电设备，是中国轮机工程领域一

流的研究平台和航海类人才培养的实践和实训基地 [5]。现承

担轮机管理专业本科生轮机综合实验等必修课。可是，在教

学环节中却存在着安全风险高，实践成本（设备维护、油电

等能耗）巨大，学生兴趣不高等问题。

为响应教育部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号召，解决实

训教学中暴露的问题，项目组开发了陆上机舱线上仿真实训

教学平台，应用于轮机管理专业本科生的必修实训课中，辅

助现场教学。

2 教学平台的建设
陆上机舱线上仿真实训教学平台将教学内容和知识点三

维可视化。学生能在机舱场景中以第一人称交互式操作，通

过多感知交互动作按业务逻辑顺序完成实训操作的内容，并

可差错操作、分步操作和重复操作。系统将结果通过视觉、

听觉反馈给学生，追踪并记录操作数据。

基于理论授课内容、实训操作步骤、仿真授课过程和仿

真操作内容，依照实训教学的教学模式，项目组设计线上仿

真实训教学平台，如图 1 所示。教学平台具有实训教学、仿

真操作、考核等功能，通过理论教学内容设计、操作步骤设计、

仿真授课设计、仿真操作设计、应用反馈五个环节来实现。

理论授课和操作部分组成了实训教学内容。在系统设计

的过程中，收集、制作和整理课程的数字教材、系统和设备

的 3D 图、环物文件等做为素材。将这些文件按照业务关系

进行组合并确认不同组合应匹配的不同场景。学生可在漫游

和行走中，按照学习和操作需要调用相关文档。

陆上机舱实训课程涉及许多关键性操作，包括：备车、

机动航行、定速巡检航行和机舱的巡回检测、完车及加油等。

不同的操作涉及到不同的船舶系统。在前期的设计工作中需

确定各关键操作的顺序和各子环节的操作步骤，确定不同操

作导致的不同结果。这些操作是在特定的、不同的机舱场景

中发生的，所以要将各操作按业务关系进行组合，并同各特

定的机舱场景进行匹配。

实训教学平台有授课、仿真操作及考核三个功能模块。

学生可不受限的进入授课和操作模块进行学习和仿真操作。

学生完成所有的学习和操作后，考核模块会被激活。在授课

模块中，要确定学生所有可能的行走路线，然后制作行走控

件，将不同路线中涉及的场景通过行走控件连接起来。授课

模块的开发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各种控件的制作、各素材的制

作及它们之间的关联。

仿真操作模块为关卡设计，各关卡图标按照业务流程排

列，不同状态的关卡图标及考核按钮悬浮于机舱的目录场景

中，组成了导航图。关卡内的操作场景中设计有行走导航区

和操作导航区，帮助学生完成操作和人机动态交互。学生同

场景中的设备进行人机交互操作时，操作步骤记录于数据

库中。

图 1 线上仿真实训教学平台的设计过程



143

考核模块将学生的电子试卷成绩与操作结果相匹配，按

权重综合给出评估成绩反馈给学生，将各项统计数据和初步

分析的结果反馈给指导教师。

3 技术与模块
陆上机舱线上仿真实训教学平台基于 HTML5 技术

搭建系统框架。系统中各场景由陆上机舱现场的高清全

景图构成。平台采用目前主流的全景交互软件开发，以

JavaScript、PHP、SQL 等为辅助开发语言，以 Photoshop、

PTGui、Dreamweaver、3D Max 等为辅助开发工具。平台支

持移动端云操作，支持客户端云操作，支持 VR 云端操作，

借助浏览器运行。移动端可以是手机、平板，客户端为计算

机，VR 则借助 cardboard 设备运行。教学平台的启动页面

如图 2 所示。

图 2 虚拟仿真教学系统启动页

激活授课按钮进入系统的第一个 3D 场景，即机舱的入

口处，如图 3 所示。学生以第一个场景为起点进入机舱，在

动态指示标识的引导下，依行走路线在机舱的各层漫游。漫

游的过程中可激活各种控件，调用媒体、环物、3D 模型等

完成学习任务。

图 3 虚拟仿真教学系统授课场景

激活操作按钮进入操作目录场景，如图 4 所示。操作目

录由各种不同状态的图标和按钮组成。每个按钮是各子模块

的入口，进入子模块，可进行各子系统的交互操作。

操作步骤间有逻辑关系的限制，各模块的状态也由系统

中的逻辑状态所决定。

以启动空气子系统为例说明操作的过程。学生利用手机、

平板或 cardboard 设备，在场景中的空压机、空气瓶、控制

箱等设备间漫游和行走，需按业务关系依次检查各个点位，

然后人机交互打开或检查各个阀等设备（系统有反馈和引

导）。当场景中显示的阀或其他设备完成动作后，学生行走

至控制箱旁，对控制箱的按钮和面板进行交互操作，启动空

压机。空压机通过声音、动画等反馈运行状态，系统参数发

生变化，并记录于数据库中。学生被赋予权限返回目录场景。

场景中的图标和按钮刷新状态。

图 4 虚拟仿真教学系统操作目录

目录场景中，设计了考核按钮，如学生成功启动了主推

进动力柴油机，完成定速后的机舱巡回检测操作，完成完车

操作，考核按钮会处于激活状态。

项目组根据实操环节中的重点和难点、仿真操作中容易

发生错误的部分，设计了一套多媒体试题。学生答题结束并

提交试卷后，平台根据答题结果，结合学生操作步骤的正确

率，按所设权重计算出评估结果。

4 实训教学模式
应用了仿真教学平台的陆上机舱实训课程的教学模式包

括教学准备、教学实施、考核和反馈四个环节，如图 5 所示。

图 5 陆上机舱实训教学模式

实施过程如下：

①教学准备。教学准备的主体是教师。教师对学习需求、

学习内容进行分析，了解学生知识结构的现状、学习的期望

和对信息技术掌握和应用的情况，确定教学目标和教学内

容，设计实验内容，线上发布教学内容和教学文档。学生线

上下载文档，课前预习专业知识，并熟悉线上操作方法。

②教学实施。教学实施主体为学生。学生熟悉平台场景

并学习各子系统和设备的工作原理、维护维修要点等专业知

识。在掌握了必要的知识，熟悉了各个子系统和操作方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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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不同场景人机交互完成各系统的准备和启动的工作，完

成备车、机动、定速巡检和完车等关键操作。操作步骤、系

统各参数等信息记录于数据库中。

③考核。考核环节包括试卷考核和操作考核两个部分。

系统动态地追踪、收集学习过程和操作过程的步骤和实训数

据。指导教师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得出学生操作部分的

考核结果。平台提取学生电子试卷考核成绩后结合操作部分

的考核结果，按权重计算得出学生的综合评估成绩。

④反馈。系统反馈操作步骤、参数的变化、系统状态等

信息。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的结果可用于调整实训方法和

实训内容、完善和改进教学平台，从而完成线上实训教学平

台应用中的闭环。

5 应用和效果分析
在笔者所在学校轮机管理专业 2019 级的本科班中选取

了海装班、1 班、2 班、4 班、9 班、11 班、12 班、14 班、

15 班 9 个班级应用线上仿真实训教学平台辅助现场教学，

如图 6 所示。

图 6 线上教学平台辅助线下教学

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对教学过程中和实训考核后学生对

学习效果的主观感受进行了问卷调查，对调查数据进行了统

计和分析。结果表明，学生普遍感觉线上仿真教学平台对现

场实操的熟练度、准确度、现场应变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的

提高很有帮助。指导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发现，学生在熟练掌

握了线上仿真教学平台的操作方法后，会在不同地点，不同

时间不受时空限制地学习知识并熟练操作，甚至出现了进入

考场前，学生在考场外用手机反复操作的情况。学生练习和

实操考核的熟练度确有提高。这同量表统计的结果一致。学

生普遍感觉，先通过手机反复操作，再实操，心里更有底了，

也没有那么害怕了，实操的兴趣和信心都有较大的大提升。

项目组对 2022—2023 年度第一学期所有轮机专业本科

生陆上机舱实训课程的成绩进行了对比后发现，以上 9 个班

级的实操平均分普遍要高于同年级的其他 7 个班级。项目组

调取了笔者所在学校轮机学院按照 ISO9001 体系要求存档

的往届班级的实操成绩单 ，把这 9 个班的实操成绩和往届

本专业陆上机舱实训课程实操的成绩做了对比后发现，这 9

个班的实操成绩远远高于往届班级的成绩。这表明，线上实

训教学平台的应用对陆上机舱实训教学的教学质量的提高

确有帮助。

6 结语
陆上机舱线上仿真教学平台初步实现了全景交互等新一

代技术与轮机工程实训教学的融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

情，提高了教学质量，减少了安全隐患，降低了实验成本，

弥补了传统实验教学的不足。平台的建设和应用填补了全景

交互技术在轮机工程质量教育领域和仿真教学平台建设方

面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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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前教育专业涉及面较广而且实践性很强，现有的教学

往往过于重视理论，而忽视了对学生实践的培养，制约了学

生教学水平的提升。这就需要高职院校改变原有的教学方

式，将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引入到教育环节，以提升教

学水平 [1]。但是校企合作涉及学院和企业的方方面面，实施

起来具有一定的难度，还需要相关人员加强对该技术的研

究，将其科学合理地运用到高职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中，

一方面为学生提供实践场所，提升其实践能力，提升教学水

平。另一方面为企业招聘提供大量专业人员，解决学前教育

行业人员紧缺的局面。

2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的特点
2.1 学前教育的学习偏重于分析和理解

学前教育作为教育类型的专业，需要对适龄儿童进行教

学作业，任务量较重，所以课程内容较为丰富而且十分切近

现实。再加上适龄儿童天性活泼好动，许多教学问题需要经

过思考才能够领悟，专业知识也只有经过实践才能够完全

掌握。所以这门专业的教学就不能够通过死记硬背来学习，

高职教学人员需要着重于分析理解，培养学生的理解能力，

这样其才能够在学习过程中有选择性、有重点地进行记忆学

习，提升自身的教学水平。

2.2 强调自学
相较于其他学科专业来说，这门课的实践课时较少但是

知识量却十分丰富，在课时设计方面，虽然只有一个学期的

课时，但是大量的内容集中分布，教学难度较大。所以学生

要想在课堂上进行知识的吸收和理解就存在一定的难度，往

往需要学生进行自学。实际的教学环节，高职教育人员往往

起到引导和示范的作用，学生需要在专业人员的引导之下不

断地进行自学相关专业知识，掌握发展幼儿智力，培养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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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感官和运用语言交往的基本能力，增进对环境的认识，

培养有益的兴趣和求知欲望，培养初步的动手探究能力等，

这样才能够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获取足够的知识。所以在实

际的教学环节中，学生需要对自身的自学能力进行锻炼，并

且通过记笔记的方式将教师讲述的内容记录下来，在课余时

间进行研究 [2]。而且现阶段的学前教育发展过程中，其教学

目标不仅是发展幼儿智力，还需要促进幼儿身体正常发育和

机能的协调发展，增强体质，促进心理健康，培养良好的生

活习惯、卫生习惯和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教材中的内容一

般较为陈旧，无法满足教学需要，进一步需要学生应用电子

设备、社会实践等平台进行自学。

3 学前教育专业的意义
学前教育专业是针对 0~6 岁学前儿童的一种教育，属于

教育学类专业，在教育事业中具有独特的地位。而且在社会

发展过程中，幼儿时期是人生智力发展的基础阶段，也是智

力成长的关键时期，对其进行正确的引导和教学就对儿童未

来的发展十分重要。首先，学前教育专业是基础教育的重要

组成，能够为学生的终身教育奠定基础，为学生的终身发展

奠定基础，并且为提高国民素质、社会发展和提高社会人力

资源水平做基础性贡献，具有重要的作用。能够促进幼儿身

体正常发育和机能的协调发展、发展幼儿智力、萌发幼儿爱

祖国、爱家乡的性格以及正确运用感官和运用语言交往的基

本能力。从而塑造学生成为一个具有良好的品德和行为习惯

的学生，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其次，学前教育专业具有先

导性的特点，学前教育是儿童教育的起始阶段，良好的学前

教育可以让儿童有一个良好的起点，帮助学生走得更远；然

后是公益性的优势，学前教育既是对新生一代的教育要求的

重要组成部分，又具有社会公益事业的性质，使父母安心地

投入到工作当中去，促进社会和谐 [3]。

4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
的优势
4.1 对于高职院校的优势

创新教学内容，避免知识的滞后。教育教学中，教材的

编写耗时较长而且间隔时间较长，所以教材中记载的知识点

就和实际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这种滞后性会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教学水平，不利于学生新进知识的掌握。进行校企合作，

校方就能够深入企业内部，一方面及时地了解到企业的技术

进步，对教材进行补充，更好地发挥教材的功能，推进教学

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企业对于毕业生

的要求也会发生变化，如果校方缺乏对外界的了解，很容易

就会出现人才培养模式错误的状况，不利于大部分学生就

业。建立校企合作制度，就能够及时地了解企业的运营机制

和岗位要求的变化，现阶段学前教育对于专业教师的要求很

高，学校和实训基地可以相互邀请，开展一系列的讲座和研

讨等活动，用人单位可以及时了解学生的状况和学到新的教

学理念，学校可以将专业人员基地进行锻炼，提高专业人员

的实践教学能力，通过校企合作，专业人员就能够及时地了

解到学前教育教师需要掌握的技术以及策略，从而在实践环

节进行调整，满足学前教育的需要。

实际的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教学水平是高职学院的主

要目标，传统的教学方法较为陈旧，忽视了学生实践能力的

培养，不利于学生教学水平的提升，校企合作就能够通过实

训基地的建立让学生进行实践训练，以保证教学水平的提

升。一方面，确立校企合作关系后，企业往往会邀请高校的

教师和学生到企业参观或直接参与到实际工作中，可以深层

次地了解企业的理念、规模、岗位设置和队伍配置，为学生

营造了良好的实训场地，学生就能够不断提升解决问题的能

力，提升教学水平。另一方面，校企合作还能够为学校提供

资金支持，增强学校的科研能力，推动学校的发展。

4.2 对学生的优势

4.2.1 提前了解岗位需要，规划未来
高职院校相较于传统的高校来说最大的区别就是教学内

容存在差异，其更偏向于技能教学，学生往往以就业为主要

目的，所以就业就成为学生重点关注的环节。传统的教学模

式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往往过于重视学生理论，忽视对学

生未来的规划。进行校企合作，就能够加强学生和企业之间

的交流，让学生走进企业，了解自身适合的岗位，拥有更好

的发展前景。

4.2.2 增强工作能力
校企合作为学生提供了实践场地，一定程度上对学生的

实践能力进行培养，而现阶段的企业一般都需要应聘者具有

一定时间的工作经验，高校毕业生在这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劣

势。通过校企合作，就能够提前让学生参与到工作中，取得

一定的实践经验，弥补理论与实践脱轨的不足，提升学生的

竞争力。比如实践的过程中，管理者可以对专业学生进行考

核，让其在实践过程中进行教学情境营造、幼儿心理辅导以

及艺术才能展示等，考察其对教学技术的掌握。然后指出其

存在的不足，帮助专业学生改进，提升其工作水平。

4.3 对企业的重要性

4.3.1 降低人力资源成本
企业作为盈利性的机构，各项作业都以经济效益为主要

目的，传统的发展模式下，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招聘大量

的人才，但是这些人员往往不熟悉企业的运作方式，需要对

其进行二次培训，进而增加人员培训成本，不利于企业的

发展。再加上现阶段的人才流动性较强，企业在付出培养

成本之后往往无法取得应有的效益，进一步增加作业成本。

进行校企合作，企业就能够直接在学院内部招聘人才，而且

这些学生经过企业的实训对企业的运作方式较为了解，能尽

快适应岗位工资，就在满足企业发展的基础上降低了人力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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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提升运营效率
企业发展过程中需要大量的人员支撑，但是专业的人力

资源数量有限，企业就经常处于无人可用的尴尬局面，高职

院校作为人才的培养场所，就拥有大量的专业人才。开展校

企合作，就能够实现企业和高职院校之间的资源共享，企业

可以通过外包的形式将一部分工作交予高校来完成，为企业

提供大量的专业人才，有效推动企业的发展。

5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
的运用策略

实际的发展过程中，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校企合作虽然能

够很大程度上实现教学水平的提升并且推动企业的发展，但

是现阶段的高职学前教学专业较为复杂，校企合作需要兼顾

的环节较多，所以校企合作的落实还存在一些隐患，需要校

企双方加强对校企合作的研究，找出科学的运用策略。

5.1 建立校企合作实训基地
现阶段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教学中，其人才培养的模式较

为陈旧，相关人员在进行教学作业时依然受到应试教育的影

响，教学环节过于重视学生的理论成绩，忽视学生实践能力

的培养。在课时的设置环节。往往是理论课居多，实践课时

较少，学生很难进行实践教学。而且课堂教学也往往依托于

教材中的内容，没有给学生展示自身的机会。而且由于实践

场地和平台的匮乏，教育人员难以开展实践性的教学。在此

基础上，教育人员需要让学生了解大量的实践知识，但是受

制于经济实力和意识，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一直存在不足，

很大程度上影响教学水平的提升。在此背景下，学生在从事

学前教育教学时就存在不能学以致用、适应期较长以及技术

水平不足等问题。所以实际的发展过程中，提升学生的实践

水平就成为关键，实际作业环节，高职院校需要和早教中心、

幼儿园等学前教育场所联系，合资建设实训基地。幼儿园等

学前教育机构为基地制定教学方案，并且提供教学内容，高

职院校则负责提供人员进行训练。这样一来，学生就能够通

过实践教学明晰自身的不足，在回到学校继续学习时，会从

被动学习到主动求知，对专业课的学习势必更加认真，动手

能力也会更强。幼儿园也能够得到大量的教师资源补充，实

现规模的提升。

5.2 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现阶段高职教学还存在教材落后以及教学模式陈旧等方

面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制约教学水平的提升，在此背景下，

就需要开展校企合作，制定新型的人才培养方案。一方面，

校方需要和企业共同研究课程设置，现有学前与初等教育专

业开设的课程中，很多课程不适合现阶段的发展需要。再加

上信息时代的到来，教学方式就需要结合现有的多媒体教学

设备进行重新设计，以满足教育事业的发展。首先，课程设

计需要以就业为导向，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校方需要

做好充分的市场调研，结合学前教育单位的需要进行课程设

计。然后考虑到实现教学与实践同步，实习与就业同步，保

证学校教学和社会实践的联系；其次是内容的设计，需要坚

持理论、结合实际的方式，在三全育人理念下进行教学作业；

然后是实习岗位的设计，要结合社会对教学人才的需要进行

实训岗位的设计，以实践工作中的教学任务来建立课程内容

体系，并且体现一体化，融“教、学、做”为一体，融入情

境教学，提升教学水平。另一方面，现阶段的学前教育专业

教材也较为落后，学校需要积极地和企业联系，结合学生在

实习实训环境遇到的问题，然后通过聘请学校的专业教师和

用人单位共同交流研讨，制定出符合社会需要的教材内容，

解决实训环节存在的训练问题。

5.3 加强各地实训基地的合作
单独的实训基地往往只是兼顾一个方面，要想实现学生

的全面发展，还需要加强各个实训基地之间的联系，开展各

种形式的交流活动，积极地吸收先进教学经验。首先，实训

基地需要互相邀请，开展各种形式的讲座以及交流活动，实

现先进教学经验的传播，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其次，各个

实训场地需要共同申请专项课题，将幼儿园等学前教育场所

的优秀人才聚集在一起，共同进行专项课题的研究。这样就

能够推动精品课程的开发，进一步提升教学水平；然后是成

立专门的“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高职以及学前教学单位需

要结合实际课程聘请专业的教育人员建立起“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一方面以培养人才为目标为毕业生提供各类市场

信息，一方面参与到专业教学课程设置的改革中，解决基地

存在的问题。

6 结语
现阶段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随着适龄儿童数量不断提升，

家长对于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也不断提升，由此推动高职学

前教育专业的发展。然而实际的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发展过程

中，由于其涉及面较广，教学还存在一定的隐患，需要相关

院校结合校企合作的教育方式，通过开设培训基地、制定人

才培养方案、加强基地联系以及完善毕业要求等方式，推进

校企合作的落实，提升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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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高中教育市场营销研究

——以长沙市恒定高级中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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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办教育弥补了公办教育的不足。民办高中为无法考上公立普通高中的学生提供了可能性。在民办高中如雨后春

笋般崛起之时，也面临着教育市场的巨大冲击，在已经成熟的公立学校的巨大压力下，民办普通高中市场营销变得尤为重要。

以长沙市恒定高级中学为例，研究新办私立高中教育品牌营销，以促进民办高中健康、有序发展。

Abstract: Private education makes up for the shortage of public education. Private high schools provide the possibility for students 

who are unable to enter public regular high schools. When private high schools spring up like bamboo shoots, they also face the huge 

impact of the education market. Under the huge pressure of mature public schools, the marketing of private ordinary high schools 

become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is paper takes Changsha Heading Senior High School as an example to study the brand marketing 

of newly established private high school educa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of private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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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在《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

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的促进下，民办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崛起。

在市场经济中，如何使民办高中在激烈的竞争中实现可持续

发展，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学校的营销十分关键。

2 民办高中教育市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学会生存》中指出：“在工业体

系中的新管理程序，都可以实际应用于教育 , 不仅在全国范

围可以这样做，而且在一个教育机构内部也可以这样做 [1]。”

学校营销是将企业管理营销应用于学校办学领域，以促进学

校健康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学校营销主要集中表现在民办

学校，民办学校作为市场的主体之一，属于非营利性的企业

性质。私立学校与公立相比，缺乏政府部门的扶植。从政府

政策角度来看，私立学校招生被边缘化。私立学校在办学经

费方面，作为企业是由学校自筹，缺乏政府支持，作为市场

主体的企业，营利也是私立学校的主要目的。高收费成为民

办学校招生困难的重要因素。高中招生方面各省、市重点中

学在教学质量、学校声誉、招生政策上处于优势地位。民办

高中作为新崛起的教育力量，要在已经接近固化的高中招生

环境中，脱颖而出，展示民办学校的办学优势和特色，学校

营销变得尤为重要。

民办高中市场具有：不稳定性、区域性、政策干扰性、

竞争不充分性、周期性等特征。学校提供的产品是虚拟产品，

教育服务是学校的唯一产品。受政府政策的变动，师资队伍

的流动，办学出资方的经济状况，办学质量等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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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学校市场具有不稳定性的特点。国内民办学校高中的知

名度普遍低于公立高中，受教育资源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

在招生方面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和竞争不充分性，很难实现跨

区域的扩展，在本区域内部也无法同公立重点高中进行竞

争。学校发展教育服务具有周期性，会经历产品的开发、成

长、成熟和衰退四个阶段。这种周期性，在民办高中显得特

别突出。新办民办高中处于教育产品的开发期。

3 民办普通高级中学营销理论
现代市场营销可以定义为：“通过比竞争对手更好地满

足和超越顾客的需求来实现企业目标。”[2] 菲利普·科特勒

认为：“市场营销是通过个人与集体的创造，提供出售，并

同别人交换产品和价值，目的是创造能实现个人和组织目标

的交换，获得其所需所欲之物的一种社会和管理过程。”“市

场营销是一个组织对市场进行生产性和营利性的活动过

程。”“市场营销就是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以适当

的价格、适当的信息沟通和促销手段，向适当的消费者提供

适当的产品和服务 [3,4]。”民办高级中学市场营销是市场营

销的有机组成部分，具备市场营销的一般特征。民办高级中

学市场营销涵盖了民办高级中学的市场调研、市场细分、目

标市场选择、学校定位、学费定价、学校促销、销售、售后

服务等整个经济活动和教育活动的过程。

3.1 SWOT 分析
SWOT 分析法最早由美国管理学教授提出，该理论又被

称为态势分析法。以资源学派为代表，利用企业内部竞争环

境条件和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竞争环境和条件，分析企业的竞

争优势（Strengths）、竞争不利条件（Weaknesses）、发展

机遇（Opportunities）、企业在发展中面临的威胁（Threats）。

SWOT 分析法属于企业内部分析法，从企业自身条件出发，

分析企业自身的优势和劣势条件，结合企业竞争的外部条

件，形成自己独立的平衡系统分析体系，制定出适合本企业

发展的营销策略。分析包括三个步骤：首先调查研究企业所

处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因素。从内部环境因素出发，客观

分析企业的现状，预测企业未来的内部环境因素可能出现的

变化。然后根据各调查要素的影响程度，构建 SWOT 矩阵。

最后根据矩阵制定出行动计划，发挥企业有利因素，规避企

业面临的威胁，立足于当下，着眼于企业长远发展。

3.2 STP 战略
STP 是市场细分理论的英文缩写，其内容包括市场细分

（Segmenting）、目标市场（Targeting）、市场定位（Positing）。

该理论最早于 1965 年由美国著名营销学家文德尔·斯密斯

提出来。市场细分是指营销人员把具有共同需求的人划分为

一个特殊群体，制定合理的营销方案，区分细分市场多样性

特征的基本方法。消费者在面临统一消费者时，受个人消费

能力、文化水平、个人需求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市场需

求中形成了若干个子市场。只有把握好营销市场的消费者的

需求状况，才能制定出合理的营销策略。一定地域范围内的

地理特征、人口统计特征、心理统计特征、消费者行为因素

等影响着市场的细分。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扮演着五种不同

的角色：发起者、影响者、决定者、购买者、使用者的角色。

不同的家庭成员扮演着不同的消费角色。企业市场的细分变

量包括：人口统计变量（行业、公司规模、地点）、经营变

量（技术、使用者和非使用者状况、客户能力）、购买方式

（采购职能组织、权力结构、现有业务联系的本质、总体采

购政策、采购标准）、环境因素（紧急性、具体应用、订单

规模）、个人特征（购买者与消费者相似性、对风险的态度、 

忠诚度）。

4 长沙市恒定高级中学营销环境分析
4.1 项目概况

长沙市恒定高级中学是长沙市政府为了引进先进的办学

理念、构建多元办学机制、促进全市教育创新发展的重点项

目，是全日制民办寄宿式高级中学。

4.2 SWOT 分析
根据长沙市恒定高级中学自身的优势和劣势，以及学校

的竞争对手的对比研究制定 SWOT 战略分析。S 代表优势，

W 代表劣势，O 代表机会，T 代表威胁。S、W 属于内部因

素，O、T 属于外部因素（见表 1）。

表 1 SWOT 分析法

S

1. 长沙市恒定高级中学资金雄厚；

2. 学校具有一支实力雄厚的教师队伍；

3. 长沙市政府、湘江新区政府的支持；

4. 符合长沙市消费群体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

W
1. 民办学校收费高于公办学校；

2. 刚筹办的学校，还缺乏具有说服力的产品效应

O

1. 政府鼓励民办教育发展；

2. 高职分流为民办学校提供机会；

3. 高新区目前缺乏一所高质量的私立高中

T

1. 私立学校师资流动性大；

2. 公立省市重点中学在招生政策和学校声誉上目前具有

优势；

3. 长沙市私立高中数量多，明达中学、同升湖中学、师

大二附中办学多年，属于竞争关系

SO

1. 北大新世纪的品牌具有较好影响力；

2. 高薪聘请的骨干教师团队较为稳定；

3. 教师知名度对家长具有较大吸引力

WO
新建立高中缺乏影响力，目标群体持怀疑态度，可通加

强教师队伍、教学成果的宣传，以消除家长的忧虑

ST
应尽快进行宣传，利用多种宣传方式，增进家长对学校

的信任

WT
吸引优质生源对当地公办学校造成一定影响，要妥善处

理关系，避免恶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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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长沙市恒定高级中学的 STP 战略
2021 年长沙市实现生产总值 13270.7 亿元。2020 年长

沙市常住人口突破 1000 万大关。2021 年全市初中毕业生达

到 89973 人，城区初中毕业生 50093 人，城区初中毕业生增

加了 2995 人。

长沙市恒定高级中学的营销对象可以分为：第一种，属

于教育资源狂热型，这部分消费群体对教育优质资源十分渴

望，家庭经济实力雄厚。第二种，属于教育资源传统型，这

部分家庭经济实力一般甚至部分家庭困难，一般会倾向于选

择公立学校。第三种，属于教育资源缺乏型，这种家庭多属

于农村家庭，经济条件较差，学生具有吃苦耐劳、艰苦奋斗

等优良品质，学习成绩较为优秀，虽然对优质教育资源非常

渴望，但是由于缺乏经济基础，无法进入私立学校。这部分

学生往往会选择公立省重点中学。在市场目标定位方面，教

育资源狂热型是精英班的主要营销对象，长沙市恒定高级中

学的优质教师队伍和学校的地理位置优势能够较好地满足

这部分家庭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第四种，属于学校强基

班的主要营销对象，在免除大部分费用，并进行生活补贴的

情况下，可以让经济困难家庭免除后顾之忧，又能够享受一

流的教育资源。同时对民办学校而言，在短时间内可以有效

提高教学质量和学校的知名度。

6 长沙市恒定高级中学营销策略
6.1 产品形象策略

对于学校而言，学校的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是学校的主

要形象。从硬件设施来看，长沙市恒定高级中学是长沙市委

市政府为了引进先进的办学理念、构建多元办学机制、促

进全市教育创新发展的重点项目，学校占地面积达 137 亩，

总投资 7.9 亿元。学校拥有国际教育大楼、教学楼、国家标

准科技楼、大型食堂、塑胶操场、学生公寓、教师公寓，配

套设施健全，设计理念先进。从软件设计而言，学校高一实

行了全名师战略，高薪聘请特级教师、省骨干教师、省内外

学术专家、省重点中学名师、名校师范类研究生组成了一支

全省一流的教师队伍，对长沙市消费群体而言具有巨大的吸

引力。

从课程和班级设置来看，学校设立了 2 个强基班，多个

实验班。强基班吸纳长沙市及周边地区的优质生源，实行免

费和补贴政策，在开设国家基础课程以外，增加了校内培优

课程、省内外研修课程。实验班在开设国家基础课程以外，

增加校内辅基课程和特色选修课程。

6.2 价格策略
    在产品价格方面，学校根据学生初升高的文化成绩和

学校面试成绩，针对不同的学生情况，制定了不同的价格。

对于考核优秀者，免除学生部分费用，并进行生活补贴。对

于考核合格者，根据初升高文化成绩和面试的成绩之和，在

物价局规定范围内，收取不同的费用。在价格和市场供给方

面，实行饥饿营销。对于考核合格，文化成绩偏低的学生，

限定招生数量，限定学生分数，造成一种求一学位而不可得

的现象，有效稳定低分层学生的价格，同时也可以充分保障

学校的可持续发展。招生和学费收取均在政策允许范围内

进行。

6.3 推广策略
关系营销：1985 年，巴巴拉·本德·杰克逊提出了关

系营销的概念。其核心理念是通过企业已经建立的各种社会

关系，树立大营销观，多渠道开拓民办学校市场。长沙市恒

定高级中学的教师团队来自全省各地，大部分教师具有多年

教学经历，拥有大量的学生资源、家长资源、社会资源，利

用教师团队在湖南省的影响力和人脉关系向其社会关系网

进行推送宣传，可以有效提高学校宣传的可信度和效度。

网络营销的 020 模式：在计算机网络时代，网络几乎渗

透到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之中。020 网络营销是目前较为流

行的网络营销模式。长沙市恒定高级中学完善官方网站，打

造网络沟通平台，通过微信公众号、学校官方网站、公交车

广告系统、小区电梯广告平台，把长沙市恒定高级中学的优

质产品推送给社会群体。学校应多组织学校开放日，供学生

家长和学生线下参观。

6.4 教育营销售后服务
教育售后服务是目前教育界忽视的一个方面，教育如同

普通商品一样，应该也要进行售后服务。并且目前国内各阶

段的教育是严重脱节的，每一个学段只负责本学段的教育教

学任务，没有从学生终身发展的角度来考虑问题。长沙市恒

定高级中学致力于学生的终身发展，在教育售后服务方面构

建独具特色的服务体系，建立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体系。在每

学期中，教师以家访的形式对学生进行两次实地考察和服务

工作。在学生高三毕业后，进行大学四年的售后跟踪服务工作，

以及学生毕业后的发展方向进行调查，改进学校教育教学。

7 结语
教育原本不是一种商品，但是在市场经济中的民办学校

不可避免地使民办学校成为市场经济的一部分，教育成为一

种特殊的商品。在民办教育办学中，既要维持学校的可持

续发展，又不能使教育完全产业化，不能够丢失教育的本

质——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做有温度的教育，塑全面发

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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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健康是人类永恒的话题，疾病群体、亚健康群体、心理问题群体、养生群体、养老群体、旅游群体、喜爱锻炼群体 

等等，成为森林康养产业最基本也最可靠的市场基础。中国及其他国家森林康养实践经验证明，良好的自然环境不仅能够提

供人体所需的物质基础，还能够提供人们愉悦的空间，当人们走进森林时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感受舒适与健康。

Abstract: Health is an eternal topic for human beings. Disease groups, sub-health groups, psychological problem groups, health 

care groups, elderly care groups, tourism groups, exercise loving groups, etc. have become the most basic and reliable market 

foundation of forest health care industry.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forest health care i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has proved that a 

good natural environment can not only provide the material foundation needed by the human body, but also provide a pleasant space 

for people. When people enter the forest, they will feel comfortable and healthy unconsci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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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森林是所有动植物的家园，也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基

础。人类从“走出森林”到“回归森林”，随着人均收入的

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多，生活，工作压力加大，环境污染，

食品问题频发以及亚健康状态的常态化，后疫情时代，森林

康养越来越受到关注与重视。森林康养是通过良好的森林环

境，经由专业的医学或相关领域的实证研究，以改善人们的

生理及心理健康为目的。匹配养生、医疗、休闲等服务设施，

在森林里康养生理与心理，以修复物质机体与精神生命为目

的的森林游憩、疗养、保健等一系列有益人类生理与心健康

的活动。具备医院所不具备的医疗功能，在森林里康养可以

收到事半功倍的保健效果，森林与养生的完美结合将受到越

来越多人的喜爱。

2 森林康养的发展趋势
2.1 森林康养发展较快的几个主要国家

德国早在 40 年代，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森林康养基

地。德国科学家通过现代医疗的方式，论证了森林康养的医

学价值。在德国全国各大中城市均有获得德国政府批准的森

林疗养基地。就连森林康养的各项费用都由国家公费医疗支

出，对于国民多发的“文明病”起到一定的治疗作用。森林

康养在德国被称为“森林医疗”，森林康养作为国家的一项

基本的国策，同时对康养导游、康养治疗师等人才方面的需

求量也在加大，由此就形成了一批极具国际影响力的产业集

团，如在德国比较出名的高地森林骨科医院等 [1]。

美国在森林康养基地建设研究方面起步比较早。尤其是

在森林基地为客户提供具有创新的配套服务方面走在世界

前列，利用这一个优势吸引了大批深度体验森林调养的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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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并能够而且在旅游、运动、养生等方面，达到一种综合

性的康养度假方式。在英国有许多城市的家庭开始用“天然”

来当药方来治疗抑郁和焦虑症等症状。美国国民用于森林康

养的费用约占全年收入的 1/8，美国的年接待游客达到约 20

亿人次 [2]。

日本森林浴的起步不是很早，但其规模与质量都有较快

的发展。据有关统计；在日本认证的近百处的森林康养基地

中，每年约超 10 亿人次前往森林基地进行游憩和沐浴活动。

在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还成立了专门的研究会以及森林

医学会等专业组织，对日本森林康养的理论的研究与康养产

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3]。 

在 1982 年韩国就开始提出开发自然疗养林，在 80 年代

就进行了如何利用森林来调治人体生理与心理健康的相关

研究。由此韩国建设了几百处的自然休闲林、浴场等康养森

林基地，还修建了一百多公里的林道，有关部门还专门制定

了比较完善的修建森林康养基地的标准，同时也资质认证的

服务于教培体系。由于制度完善，措施到位韩国的森林康养

规模发展较快 [4]。

2.2 中国森林资源概况
2013 年国务院发布的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显

示，中国全国森林面积 2.08×108 hm2，森林覆盖率 21.63%。

中国森林面积占据全球的第 5 位，森林蓄积占据第 6 位，人

工林面积仍居世界首位。中国有丰富的森林资源，森林资源

的开发与发展必然会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而

中国康养产业的迅速发展，可以实现中国对森林资源的合理

规划与利用，而且这些森林资源也可以为康养产业的发展提

供有效的资源支持。中国现有的各级森林公园、湿地公园、

自然保护区等超过 9000 座，但排在前 30 位的森林公园承载

了超过全国 20% 的客流量，资源分配很不均衡，森林资源

开发还有广阔的前景 [5]。

3 森林对我们人类的重要作用
通过对森林生态环境的研究，探索森林与人体健康的密

切关系得出森林对人体健康的积极作用，这主要是由于森林

内富含包括负氧离子，芬多精诸多疗养因子，对神经系统疾

病，呼吸道疾病以及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以及亚健康人

群都有一定的疗效 [6]。

3.1 森林与城市环境对人体生理放松效果
当人们在城市里感到压力倍增的时候，就会去森林里面

走一走，让自己的精神放松。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压力都来

自城市生活与工作中的方方面面，因此，城市的生活与工作

环境是导致我们压力产生的根源。与之相反，自然环境就是

我们感觉到舒雅的环境，因此当我们步入森林的时候，就会

感觉到压力疏解，人们到达森林之后，短期内就不会再有想

回到城市，那个充满压力的地方。正是基于上述的这个理论

体系，有关实验结果表明；在森林环境中徒步，可使人体唾

液皮质醇的浓度及血压有所下降。皮质醇为人体内分泌应激

系统应对压力释放的一种激素，说明人体通过森林浴的体验

后人体的内分泌应激系统得到激活，从而起到放松与减压的

双重功效 [7]。

3.2 森林对人体免疫力的效果
当人们在森林环境中进行森林浴时，体内 NK 细胞数量

显著增加，细胞活性明显提高。近年来，有关学者展开了一

系列关于森林环境对不同性别的人群进行了森林对人体免

疫功能方面的影响研究。例如，研究和分析森林浴与人体免

疫功能细胞之间的影响关系。受试者参加森林的两天两夜

体验，在结束后的第 2、3、7 天及行程之后的 30 天进行血

液和尿液采样。对血液中自然杀伤细胞（NK）活性，NK、

NKT 细胞数和细胞内颗粒溶素，穿孔素等方面进行测量。

结果显示；森林浴期间其 NK 细胞活性和 NK、NKT、穿孔

素等明显高于对照组。又如；日本医科大森林医学专家李

卿博士对不同年龄段的男女人士，分别在不同时间长度内，

进行森林浴前后的效果对照显示；NK 细胞的活性由体验前

的 18% 提升至 27%，在数量上由体验前的 350/μL 左右提

高到最高 510/μL，并且这种身体状况可以维持 10 天左右，

这个实验充分说明了森林的生态环境对人体免疫力的提高

是有显著作用的 [8]。

3.3 森林对于糖尿病患者的效果
森林植物蕴含大量的负氧离，这些负氧离子能够增加酶

的活性，促进新陈代谢，可以促进糖尿病患者的康复，如日

本北海道大学柴田·英昭教授对若干Ⅱ型糖尿病志愿者开展

了森林浴体验测试，参试者早餐后 2 小时后，结合参试者不

同的身体状况，分别在森林里散步 3 km 或者 6 km 不等的路

程，测试结果显示；参试者的平均血糖从 10.33±0.3 mmol/L 

下降到 6.05±0.22 mmol/L，平均下降血糖浓度 41% 左右。

森林浴对糖尿病人的康复效果非常明显 [9]。

3.4 森林对于人体神经系统的效果
当人们在森林中散步或是在森林里小憩，冥想，都可以

降低交感神经的活性、增加副交感神经的活性，减缓压力反

应，其中包括降低血压、脉搏、肾上腺皮质醇（cortisol）、

皮肤导电度和肌电。从而达到提高睡眠质量的效果。2021

年 7 月至 8 月某医院在湖南六部溪疗养院，调查分析了森林

康养对象，参试者分别接受传统疗养方案和在传统疗养方案

的基础上增加森林浴方法，通过对比参试者睡眠质量的影响

和睡眠质量评分。发现森林疗养对提升睡眠质量、达到睡眠

持续性和缩短睡眠潜伏期等具有显著效果。临床试验证明：

森林中的负氧离子和芬多精元素能够促进单胺氧化酶的氧

化脱氢基，达到降低脑组织内的 5- 羟色胺水平，能够有效

调节自主神经系统，改善睡眠和调节神经衰弱 [10]。

3.5 森林对人们心理健康方面的效果
  在快速发展的当代社会，人们所面临的长期身心压力

已成为心理疾病的主要来源。当机体在遇到突发事件或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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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到压力和威胁时，就会出现一种生理、行为和情绪改变

的心理紧张状态。心理障碍症是自身不能应变突如其来或者

突然发生的事件，并且会对心理和生理产生一定的影响。

这个系统的主要作用是中枢效应与应激时的兴奋、警觉

有一定的关联，就会出现紧张、焦虑的情绪反应，由于系统

的外周效应表现为血浆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浓度快速

上升。在应激原持续作用下，出现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

质激素系统兴奋中枢效应：适量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

（CRH）→促进适应→兴奋或愉快感。过量促肾上腺皮质激

素释放激素（CRH）→适应障碍→焦虑、抑郁和食欲缺乏等。

外周效应：糖皮质激素（调节人体生长发育、代谢和免疫等

功能的应激激素）（GC）分泌的增加，有利于对抗有害刺激，

发挥对机体广泛的保护作用。（GC）的不断过剩对机体处

于不利环境中。儿茶酚胺是典型的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还

有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均由酪氨酸代谢产生。

儿茶酚胺是典型的肾上腺素能受体激动剂，主要生理功能是

激活血管 α 受体，从而收缩血管，主要是小动脉和小静脉，

舒张支气管平滑肌。交感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去甲肾上腺素能

纤维的神经递质是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主要集

中在锥体外系，也是一种神经递质。可引起心率加快而导致

心排血量增加、外周血管扩张，血液在血管中流动加快，可

能出现焦虑、紧张等一系列神经体液变化。

现阶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良好的自然环境对生理、

心理问题的缓解作用，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显示：当人体在森

林中感受到自然元素之后，有一些慢性疾病的人就会有良好

的体感体验，如血压、血糖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对于肌肉

紧张还有不同程度的缓解的作用。森林疗法不但对整个机体

系统有益处，还对一些慢性疾病也有一定的辅助疗效。通过

实践得知、睡眠质量监测等观察森林康养对应激的缓解作

用，森林具有优美的环境，独特的森林小气候，以及丰富的

负氧离子和芬多精，在阳光的作用下可刺激人体感官，有利

于缓解紧张、保持头脑清醒，提高免疫力，改善情绪。减少

人的压抑感和疲劳。在森林中配合适宜的森林康养运动和劳

作，能愉悦身心，消除心理疲劳和急躁情绪，使心理得到疏

导和调整，增进身体健康，提升心理健康指数。因此建议人

们多走近绿色空间和自然环境。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通

过对自然元素的量与性研究，明确了森林疗养对有心理及生

理疾病等脆弱群体的健康效益。并分析相关理论，为森林康

养的广泛运用开展奠定科学基础。

4 结语
森林是人类理想的保健和康养场所，经常在森林里做一

些适合自己体能的运动，对于亚健康人群来说，森林运动是

一剂保健良药，对于慢性病患者来说，能够调养机体提高身

体的健康水平。对于手术患者来说，森林康养则是一处天然

的康复宝地，当人们沐浴在森林之中时，森林里的健康因子

能够修复机体和缓解病情。森林康养对于人体的保健、调理、

疗养、康复、治疗等积极作用还需要我们有效地利用和合理

的开发，更需要我们去积极探索森林里更多对于人体健康的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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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游戏化，让幼儿在“乐”中成长
Gamification of Curriculum, So That Children Grow up in “J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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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现代教育体系中，幼儿园教育的重要性相对较高，课程游戏化的理念是让幼儿在“乐”中成长实施的重点，有

助于丰富儿童的经历，加深儿童的记忆力，让儿童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从而更好地发挥学前教育的作用。但在传统教育中，

教师主导了游戏的方式和主题。在游戏活动中，幼儿只会被动地参与、学习和遵守老师制定的游戏活动规则。因此，幼儿的

学习也只停留在表面，无法深度学习。深度学习不同于机械表面学习，它的特点是发展高阶思维，旨在提高幼儿分析和解决

问题的思维能力。游戏是幼儿早期学习的重要工具，如何有效通过游戏活动促进幼儿深度学习，值得学前教育工作者进行研究。

结合课程游戏化的特点，分析其在让幼儿在“乐”中成长中的应用方向，并提出了个人观点和促进幼儿深度学习的支持性策

略建议，以创建清晰的游戏任务、确定更高层次的思考能力和目标、解决问题的独立思考、注意学习的转移和持续评价的及

时反馈，以有效地通过游戏促进儿童的成长。

Abstract: In the modern education system, the importance of kindergarten education is relatively high, the concept of curriculum 

gamification is the focus of children growing up in the “music”, will help to enrich children’s experience, deepen children’s memory, 

let children develop good behavior habits, so as to better play the role of preschool education. But in traditional education, teachers 

dominate the way and theme of the game. In the game activities, children will only passively participate in, learn and abide by 

the game activity rules set by the teacher. Therefore, children’s learning only stays on the surface, unable to deep learning. Deep 

learning is different from mechanical surface learning,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order thinking, and aims to 

improve children’s thinking ability to 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 Games are an important tool for early childhood learning. How to 

effectively promote children’s deep learning through game activities is worth studying by preschool educators.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urriculum gamification,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direction in let children grow in the “music”, and put forward 

the personal views and promote children’s deep learning supportive strategy advice, to create clear game tasks, determine higher 

levels of thinking ability and goals, problem solving independent thinking, pay attention to the transfer of learning and continuous 

evaluation of timely feedback,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growth of children through games.

关键词：课程游戏化；幼儿园；学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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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规定，幼儿园教育应从幼儿的

身心发展入手。现在家长对幼儿园教育的期望越来越高，如

何提高幼儿园教育质量是当前的关键。课程游戏化是在现代

幼儿学前教育发展的背景下提出的一个新理念，随着课程游

戏化逐渐落地幼儿园教育，其应用价值在实实在在的教学中

得到了检验。因此，幼儿园应更加注重课程游戏化，深刻诠

释课程游戏化的精髓和核心，更好地将课程游戏化的精髓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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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到幼儿园教育中，让儿童学会表达自己的意志，学会独立

思考和解决问题，培养儿童独立成长的意识，从而为幼儿的

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做出贡献，让幼儿在“乐”中成长 [1]。

2 课程游戏化概述
课程游戏化主要是在游戏中促进幼儿学习，其强调每个

人的独特性，认为成年人不能用自己的思维对儿童教育的方

方面面做出教条立场，努力在游戏中培养儿童的品格，让儿

童有一个更健康、更快乐的成长过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

不断深入，培养儿童的人格特质也逐渐走上了教师教学项

目。俗话说“三年见老”，三年是儿童在幼儿园接受教育的

阶段，这个阶段奠定的基础决定了儿童会是谁。在幼儿园教

学中，课程游戏化的应用，可以锻造儿童的实践能力，提高

儿童的综合素养 [2]。

在现代幼儿园教育中，一些教师的教育方法不具有科学

性，因此教育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针对这种教育现象，首

先教师应积极贯彻课程游戏化，改变不恰当的教育观念和教

学方法，摒弃灌输型教育的方法，以游戏为主要教育方式，

锻炼儿童的实践能力；其次课程游戏化倡导将幼儿园教育与

实践相结合，有利于培养儿童的适应能力，教师在幼儿园教

育中推广课程游戏化，有助于儿童能力的发展，对提高教育

质量和效果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幼儿园教育中，教师应

该对儿童真实情况进行探讨和整合，明确教育的本质，进行

教育创新和改革，并践行课程游戏化的理念，让幼儿在“乐”

中成长中。

3 目前课程游戏化存在的问题
要将课程游戏化有效地运用到学前教育中，教师首先要

审视当前学前教育中的问题和不足，以便有目的地调整自己

的教育方法。以下是对当前课程游戏化中存在的问题的详细

分析。

3.1 在课程游戏化中没有以儿童为主体
让幼儿在“乐”中成长是幼儿园教育理念的重要组成部

分，然而，在目前的课程游戏化中，儿童缺乏主导地位，使

儿童难以在学前教育中成长。首先，一些教师在课程游戏化

中过多地干涉幼儿，给幼儿带来不良的体验；其次，学前教

育很多课程零星而无聊，幼儿很难享受课程游戏化的乐趣或

掌握技能和知识；最后，遵循别人制定的计划规则，不按照

地区真实情况，完全模仿由媒体推广的做法。因此，课程游

戏化的总体情况并不乐观。

3.2 课程游戏化与教学是分开的
很多幼儿园在学前教育中，课程游戏化与教学是分开的，

忽视了教育儿童的自主性和真正的教学需求，虽然可以起到

一定的教学效果，但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并不理想。在课程游

戏化中，教、学的分离无助于幼儿园教育效果的提高，影响

儿童对知识的热情 [3]。

3.3 教师很难准确理解自己在课程游戏化中的作用
一些教师过于在意儿童的认知，很难准确理解自己在课

程游戏化中的作用。由于儿童的年龄与教师采用的教学方法

的冲突，幼儿园的大多数儿童会逐渐变得抗拒课堂，随着时

间的推移，在教学过程中会变成对教学本身的抗拒，这对儿

童的成长有着极其不利的影响。

4 课程游戏化在学前教育的应用策略
4.1 为儿童合理设计游戏，让幼儿在“乐”中成长

现代教育理念认为，儿童的成长源于游戏，即所谓的在

实践中教学。因此，要让幼儿在“乐”中成长，就要为儿童

合理设计游戏，创造真正的游戏教育，让儿童可以在教师创

造的愉快氛围中自由探索，并在教师的指导下改善和纠正自

己的游戏体验。要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为幼儿提供游戏环境，以游戏为导向的活动环境

可以为幼儿创造自己的小社会，比如：设计一个社区游戏，

让幼儿参与其中，当他们知道附近有理发店、小医院、小建

筑工地时，会主动地参与到其中进行体验。同时，以游戏为

导向的活动环境可以为幼儿提供发挥社会人格角色的机会。

这就需要在建立以游戏为导向的活动时，教师根据幼儿的需

要，为儿童提供发挥各种社会角色的机会，将每个区域建立

为社会功能或社交场所，幼儿在进入该区域时会主动进入

角色。

第二，提供课程游戏化的基本必需品，以便儿童独立选

择活动领域。课程游戏化的正常开展离不开材料的帮助，这

在创意领域尤为明显，并以各种形式转化为游戏。教师可以

与儿童讨论如何设计课程游戏化内容，例如，在哪里设计游

戏活动的位置，需要什么材料，游戏环境应该如何设计以及

为什么应该以这种方式设计。儿童会根据自己的游戏经历探

索问题，在教师的指导下逐渐分析进行课程游戏化的规则并

达成共识，操作材料也应根据儿童的需要进行开发，以确保

儿童的方便。幼儿园教师应支持儿童的独立活动，与合作伙

伴一起探索问题，提高儿童的发展水平，培养他们积极参与

的观念 [4]。创造课程游戏化的材料应与现实相结合，还要尽

量做到多样化和逼真。比如，以“玩具超市”为例，活动的

材料要最好使用真实的玩具，可以让幼儿带自己喜欢的玩具

作为超市物品，并应在不同时间更新，重要信息应呈现并标

明适当的细节，以提高管理效率。这个过程中教师要对课程

游戏化情境具有创造意识，以不同领域的互补性为参照点，

了解角色扮演和玩具超市的设计，如何代表内部的不同角

色，并以此设定主题目标。

第三，做好课程游戏化的指导工作。课程游戏化是一种

教育形式，要以个性化教育的形式考虑儿童的个人差异，满

足儿童个人发展的需要，培养积极的儿童研究精神。教师对

课程游戏化的指导是幼儿能否在学前教育中发展得更好的

关键，教师要科学地引导课程游戏化的各个阶段。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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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游戏化中教师及时干预儿童的活动，并以幼儿互动可以

显著丰富儿童的游戏体验。比如幼儿园创编的主题活动是

“珍惜食物”，教师应指导儿童通过寻找信息了解食物的重

要性，认识到不应该浪费食物。鼓励积极参与游戏活动，通

过制作海报、展示画布和自己准备饭菜，从而懂得节约食物，

提高自律能力 [5]。

4.2 制定教学目标，让儿童在游戏中获得真正的知识
任何教学活动都应以合理的教学目标进行，这同样适用

于课程游戏化。在现实教学中要想成功地将课程游戏化应用

到幼儿园教育中，教师必须科学地制定以游戏为中心的教学

目标，并结合教学目标制定教学内容，以获得完美的游戏导

向教学效果。教师必须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将游戏与幼儿

园的教育目标充分联系起来，并根据幼儿的真实情况制定教

学目标，让儿童思考、发现和获得真正的知识 [6]。

课程游戏化要求教师将游戏视为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因

此，幼儿园的教学目标一旦制定出来，要将游戏与教学活动

充分结合，调动儿童的参与热情，拓宽儿童视野，增加儿童

的游戏体验，让儿童全面发展。课程游戏化的制定要遵循适

当的方向，强调儿童的主导性，尊重幼儿的个体差异，为儿

童提供便利。例如，教师在教授儿童诗歌时，可能会选择一

些儿童喜欢看的动画片或儿童歌曲，并将它们作为教学材

料，以促进游戏导向型教学活动的顺利发展，这将使儿童们

真正成为学前教育的主角，与现代素质教育的本质内涵相对

应，促进幼儿的整体发展。同时，在课程游戏化中，定期进

行各种实践练习对于培养儿童的实践能力非常重要，而且让

儿童能够把练习的内容捕捉到脑海里。这样，不仅可以展示

儿童的实践能力，还可以增加儿童的参与热情，这对儿童未

来的成长有着重要的影响。

4.3 社会是一所学校，拓展课程游戏化的边界
自由轻松的教学环境是幼儿个性发展的基础 , 传统的学

前教育由于环境单一在实际教学中往往效率低下 , 因此 , 让

儿童离开学校 , 帮助他们在社会中运用经验解决问题和独立

探索尤为重要。比如公园推出了秋季游览主题活动 , 幼儿园

可以组织幼儿进行秋游 , 呼吸新鲜空气。在游戏活动中可以

比谁走得更快更远？谁更有耐力？也可以让幼儿园的儿童

们拿起画笔 , 画出美丽的秋天场景 , 动动小手制作美丽的菊

花 [7]。回到学校后 , 在课程游戏化的指导下 , 教师们在房间

内设置小桌子和矮柜 , 规划活动区域 , 开展以秋天为主题的

活动 , 为儿童们提供树叶、画纸、彩笔等 , 让儿童们根据自

己在公园里看到的 , 听到的和经历的制作自己心目中秋天的

代表事物 , 培养儿童的想象力 , 用自己的双手来描绘一个秋

天 , 创作完成后 , 教师引导儿童展示效果 , 建立可靠的评价

机制 , 主要是鼓励和提升儿童的成功经验 , 保证儿童在课程

游戏化中增强自己的体验感 , 这样的教学将具有少做多学的

教育效果。

此外，在课程游戏化的指导下，教师要从儿童的兴趣爱

好出发，借助社会活动和节日文化拓展儿童的认知领域，让

儿童有机会在实践活动中解放天性、发展个性。例如，在城

市里，大多数儿童出门离不开交通工具，有些家庭选择出租

车，有的选择自驾车，也有的选择公交车。教师可以以此为

主题，让儿童通过手工展示自己常乘坐的交通工具，帮助儿

童感受不同交通工具。在幼儿园的课程游戏化期间，教师在

建立联系时，应该用游戏语言来激发儿童的思维，让课堂与

游戏有一定程度的联系，让儿童的兴趣能够影响儿童，最终

为教学打下基础。

5 结语
课程游戏化的理念，可以让儿童在更熟悉的情况下学习

更多的知识，让幼儿在“乐”中成长中。教师需要注重课程

游戏化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认识到在应用课程游戏化理念

时，需要科学设计游戏，不断与课程相结合，不断完善幼儿

体育，这比传统的教育模式对儿童个性的形成具有积极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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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国际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奔腾而至，围绕学校“区域性、应用性”定位，坚持立德树人统领培养全过程，

以高科技产品“国产化”为背景，坚持以学生为主体，注重创新创意能力及解决复杂问题能力培养，引导学生建立发展观念，

采用基于的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遵循“任务驱动—案例引导—在学中做—在做中学”循序渐进的学习过程，学习国产

STC 51 系列单片机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使学生掌握硬件电路设计和软件编程方法，重点解决学生学习中存在的知识“孤岛”

问题、综合应用问题以及创新设计问题，提高学生利用单片机进行系统开发与设计的创新实践能力，为新工科“互联网 +”“智

能 +”交叉融合奠定专业技术基础，培养能够适应未来科技发展的工程应用型人才。

Abstract: With the rush of the international new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centering on 

the school’s “regional and applied” positioning, adhere to the whole process of leading the moral cultivation, with the background 

of “localization” of high-tech products, adhere to the students as the main body, focus on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on and creative 

ability and the ability to solve complex problems, guide students to establish a development concept, using a based hybrid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mode, follow the “task-driven-case-guided-in-learning-in-doing” step-by-step learning process, learn the basic 

structure and working principle of domestic STC 51 series MCU, make the students master the hardware circuit design and software 

programming methods, focus on solving the problem of knowledge “island”,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problems and innovative 

design problems existing in students’ learning, to improve students’ innovative practical ability of system development and design, 

lay the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foundation for the “Internet +” and “intelligence +” cross-integration of new engineering, to 

cultivate engineering applied talents who can adapt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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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国际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奔腾而至，新工科提

出了关于“互联网 +”“智能 +”“能源互联网”等交叉融

合技术和学科，都要求学生技能与综合素质的培养，既要求

学生有编程的能力，同时也要求学生有创新的技能，强调技

术实现。单片机作为计算机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支，在各个领

域中广泛应用，已成为工程教育中最基本和最核心的课程

之一。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以模拟电路、数字电路、C 语言为基

础，涉及了硬件、软件、接口、工具四个部分的新体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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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面广、知识集成度高，要求理论性、实践性与工程性的掌

握度很高。根据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课程高阶性特点，坚持以

学生创新思维和能力的培养作为教学目标，不仅要教给学生

实际的操作技能，更要能够推陈出新，创造出自己的作品，

培养能够适应未来的工程科技人才。

传统教学模式使学生在课堂上参与的时间少，学习处于

被动状态，导致学生虽然具备深厚的理论知识，却无法将其

应用到实际的工作中。实验教学情况通常是预先由教师设计

好相应的实验项目，学生按照实验大纲的要求完成规定的实

验。这种实验教学方法不利于学生的动手能力、创新能力和

综合运用知识能力的培养，同时也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主观能动性。学生难以在规定的学时内掌握课程的主要内

容，难以将仿真与实践结合起来。

传统教学模式难以满足课程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的

要求，学生学习存在以下痛点问题。

①学生偏重知识点学习，形成知识“孤岛”，对单片机

内部资源和外部扩展资源综合运用能力偏弱。

②学生能够分析案例和模仿案例，但是发挥创造力，独

立或协作完成设计任务能力欠缺。

③电子芯片技术发展迅速，学生创新思维训练及跟踪科

技前沿创新设计的能力有待提高。

2 创新理念及思路
采用基于项目式的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遵循“任务

驱动—案例引导—在学中做—在做中学”循序渐进的学习过

程。课前、课中、课后有机结合，通过“教—学”互动、“学—

学”互评、“理论—实践”共同推进的同步互动式的教学方式，

使学生熟练掌握单片机开发应用技能。

优化教学内容，实现基本原理由浅入深，实践应用深入

浅出。用新技术，新元件充实教学内容。将核心科技、创新

精神和科技发展方向等融入课程思政，培养学生良好科研

品质。

3 创新方法及途径
3.1 教学模式创新

采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线上利用超星泛雅网络教

学平台，进行在线课程建设，在课程中上传课程讲义、教

案、课程 PPT、视频资料、习题、课堂练习、测验试题等资

源，在线教学互动，教学效果分析。学生利用超星手机端或

者 PC 端在线课程学习，阅读在线资源，课程移动学习，课

堂教学互动，课后作业考试等。手机电脑终端互通，师生管

理角色互通，课前、课中、课后环节互通，形成教学闭环。

线下教师课堂讲授，课上由教师进行教学引导，充分设计教

学活动，调动学生积极性。组织小组讨论、展示实际操作，

给出拓展训练，使学生知识内化。教师进行通过线上实时指

导，归纳总结和考核评价帮学生巩固。

基于项目式开展“任务驱动—案例引导—在学中做—在

做中学”循序渐进地学习过程，使学生熟练掌握单片机开发

应用技能。将教学内容改成一个个项目和模块，将整门课程

划分为多个模块，每一模块由多个课题组成，每一课题由难

易程度不同多个任务组成。从工程实际应用出发，引入工程

案例，学生通过分析模仿案例快速提高应用技能，通过课堂

总结经验，加强企业实践指导，提高灵活运用能力，达到综

合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目标。 

3.2 教学内容改革

3.2.1 教学内容和学时
调整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内容包括案例式知识点学习

和项目式设计任务学习。案例式知识点学习单片机整体结

构、接口基本功能；汇编语言的基本指令、语句格式和功能

分类；Ｃ语言以“够用”为原则的程序框架结构，约占总学

时的 1/3。项目式设计任务学习，基于项目管理的形式，从

简单到复杂设置学习任务，达到提高学生综合分析解决问题

的能力，占总学时的 2/3 左右。

3.2.2 课程思政融入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高科技产品“国产化”成为工业

科技的核心课题，单片机兼具软硬件两方面设计，是工程应

用的核心技术之一。课程组将专业课的教学目标分为知识目

标和情感目标，把思政教育的核心内容有机地分解到每一章

节，通过工程设计案例分析加强课程思政，充分体现每一堂

课的育人功能，以期巧妙地完成价值引领和知识传授合二为

一。引导学生了解核心科技、创新精神和科技发展方向，培

养学生良好的科研素养。将单片机控制与“互联网 +”“智

能 +”有机结合，引导学生在能源互联网、电动汽车、智慧

交通、智慧家居、智慧工地等具体行业拓展，对本专业学生

建立专业归属感，民族自豪感，引导学生将自我价值实现与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时代使命结

合，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3.3 教学活动组织
通过线上线下教学模式有效地将课前、课中、课后各环

节有机结合，课前预习重在提出问题，利用超星学习通平台

布置教学任务，渐进式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与辩证思考，鼓励

学生提出问题，带着问题来到课堂；课堂教学强调参与互动，

上讲难点，综合运用，开拓思路，将知识内化；课后注重能

力拓展，发布后测，单元测试在线测验、并利用公众号“巧

学单片机”拓展知识。教师可以跟踪学生学习状态，收集学

习问题，根据学生反馈情况，调整课上流程。教学过程以学

习任务作为明线，知识与技能、素质培养为暗线，培养学生

解决复杂问题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

教师将学生分组，开展分组学习，加强学生之间的交流，

课堂上学生讲解小组设计方法，教师进行评价指导，增强师

生之间交流，实现“教—学”互动、“学—学”互评互助、

“理论—实践”共同推进的同步互动式的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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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挑战杯”“互

联网 +”等科技竞赛活动，加速能力培养，使学生有获得感

和荣誉感。组织学生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以科研促教学。

为学生搭建单片机技术工程应用的平台和校企合作的实习

平台，使学生所学知识与应用市场要求同步，为培养学生工

程实践能力奠定基础，实现学生学习与产学研互动。

3.4 教学方法与手段
建设分散式可移动自主学习平台，利用超星学习通平台

建设线上学习管理平台，整合知识点，录制教学视频，线上

发放学习任务和项目任务；使用仿真软件 Proteus 及便携式

单片机开发套件建设“口袋实验室”，首先用仿真软件完

成主要功能模块设计；设计软件、调试系统，再搭建物理硬

件电路，实现工程设计，缩短系统设计调试的时间与过程。

将教室和实验室移植到学生身边 , 实现人人、处处、时时可

以学习并得到指导的体系，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和学习体验成

就感。

3.5 教学评价手段
以教学目标为导向，采用过程评价结合结果评价的考核

机制，取消期末理论考试。据初阶、中阶、高阶教学目标设

计考核评价体系，综合课前任务、线上线下讨论、团队协作

创意任务评定成绩。

初阶任务：线上学习任务点，以线上成绩为主，考查学

生课前预习及课上学习内容内化能力，占 30%。 

中阶任务：采用 LED 灯、秒表、双机通信等涉及到并

口输入 / 输出、定时器、中断、串口等主要功能模块作为学

生需要完成的基本任务点，以课堂互动为主，考查学生讨论

与协作参与度、分析推理能力、综合运用能力，占 30%。

高阶任务：采用典型实际项目，如可调时电子钟、无线

温湿度采集系统、智能家居控制系统、智能避障小车等作为

综合设计能力的考核，借鉴企业项目考核机制，以团队协作

考核为主，主要考查学生解决复杂问题能力、团队协作能力

和实践创新能力，占 40%。

4 教学创新效果分析
通过基于项目式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探索及改革，有

效解决了学生学习中存在的知识“孤岛”问题、综合应用问

题以及创新设计问题，提高了学生利用单片机对复杂工程问

题进行开发与设计的创新实践能力，增强了工程思维和团队

合作意识，具备了不断自我获取知识和适应科技发展的学习

能力。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大幅改善，通过问卷调查，在案

例设置适宜性、团队协作高效性、课堂参与的活跃度、知识

获取有效性方面均有所提高，教学方法总体满意度也大幅

提高。

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性增加，学生学习参与度明显提高，

课堂气氛更加活跃，课堂体验更愉悦丰富，对创新教学模式

的认可度较高，教学满意度评价逐年提升。近 4 年，学生参

与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挑战杯、航模类竞赛、机器人赛、

互联网 +、三创赛及节能减排大赛的积极性大幅增加，获奖

等级及数量逐年增多。此外，学生积极参加申请大学生创新

创业项目、开放性实验项目，在国家级项目，省级项目获得

立项资助均有所突破。

5 结语
通过基于项目式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探索及改革，有

效解决了学生学习中存在的知识“孤岛”问题、综合应用问

题以及创新设计问题，提高了学生利用单片机对复杂工程问

题进行开发与设计的创新实践能力，增强了工程思维和团队

合作意识，具备了不断自我获取知识和适应科技发展的学习

能力。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大幅改善，通过问卷调查，在案

例设置适宜性、团队协作高效性、课堂参与的活跃度、知识

获取有效性方面均有所提高，教学方法总体满意度也大幅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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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背景下电控类专业单片机实践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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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单片机原理及应用作为电气控制类本科生的重要专业课程，着重培养学生实践动手能力。而传统教学模式中讲述 

为主、实验实训环节以仿真设计为主，缺乏理论知识与开发实践的有效结合。根据“新工科”人才培养目标，对单片机课程

实践教学环节新模式的探索，以设计调试测控电路系统为目标，引导学生有效学习，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协作精神以及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Abstract: The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of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course, which is an important professional course for 

undergraduates of electrical control, focus on cultivating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is insufficient 

of the of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training. The original teaching mode and assessment mechanism can no longer meet the training 

needs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An exploration of the new teaching model based on instrument engineering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training objectives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he new teaching mode with the goal of solving problems guides students 

to learn effectively and cultivates their engineering awareness, collaborative spirit and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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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类课程是工科院校电控相关专业的基

础必修课程之一，讲授单片机硬件结构、指令系统，以及编

程方法和系统设计技术等，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工程实践

能力、提高就业竞争力的重要技术基础。在“新工科”理念

背景下，工程教学模式强调从成果出发，注重的是“知识学

习、能力培养、素质提高”的教学目标。论文进行了单片机

课程教学模式及实践环节的改革和尝试，在学生在进行单片

机实践环节的同时，获得实用的相关测控知识和系统设计方

法。通过教学过程与实验实训环节的优化，以及单片机课程

设计的横向联合模式探索了新工科背景下人才培养新方式。

从学生在单片机课程设计、生产实习和毕业设计环节的表现

而言，实践动手能力普遍有所提升，另外，本课程学生教学

评价优秀，在调查问卷和座谈中，学生对这一系列措施评价

较高。

2 单片机实践教学环节普遍存在的问题
作为工程技术应用类课程，单片机在数字电子线路、微

机原理和自动控制原理等先修课程基础上，培养学生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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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系列单片机进行系统开发。对于没有硬件开发经验的本

科生而言，该课程以汇编语言为主要授课内容，且单片机架

构内容抽象、知识点庞杂、实践性较强，往往存在入门难、

上手难、实际设计应用更难的教学局面。总结单片机实践环

节的传统教学方式，主要存在以下两点不符合“新工科”教

育理念 [1]：

①课程实验环节仍以仿真验证为主，电路设计部分较少，

几乎没有创新性实验。常见的实验教学方式就是学生在集成

化单片机实验系统上按部就班输入指令、进行连线操作，在

实验设备上观察应出现的特定现象并进行简单分析；

②课程设计是独立在课堂教学之外的集中实训环节，在

以往教学中，因为学生普遍缺乏硬件设计和调试的工作基

础，无法实现对基于单片机最小系统的开发和调试，为期一

周的课程设计大多布置学生自由查阅资料，进行系统选型，

形成设计原理图，完成单片机最小系统的仿真即可。

3 基于“新工科”理念的单片机实践教学改
革思路

首先，作为工科专业本科生的主要动手能力培训课程，

单片机课程实践性强，对于理论教学过程中有着特殊要求，

需要将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因此，课堂教学环节中

要以实践能力培养为出发点，在讲授指令、系统和编程方法

的过程中，为学生提供工程实际项目中的测控系统设计实

例，引导学生组织已学知识和相关新知识进行分析、设计，

实现工程素质培养与创新教育相结合的实践教学方法。

其次，单片机课程在实验和实训环节中不仅要培养学生

具备虚拟实验环境下的验证能力，更要通过设计型实验和课

程设计的实际系统设计调试，培养学生在利用软件仿真基础

上，将电路仿真与电路系统设计有机结合，指导学生完成基

于单片机最小系统的项目方案设计和调试，真正提升学生的

软硬件综合开发能力。

最后，在课程设计环节与联系紧密的其他课程开展联合课

程设计，实现课程间的有效融合和扩充。单片机课程本身以单

片机自身性能和最小系统为学习对象，关于前向通道的电路设

计和后向通道执行器的关联内容较少。如果单纯基于单片机最

小系统开展实践环节，难以满足新工科背景下对工程技术人员

的培养需求。因此，将单片机与测控电路课程进行联合式课程

设计，分别进行模拟电路调试和控制系统编程工作。

4 全流程的单片机实践教学改革

4.1 梳理相关课程衔接关系、根据实践能力需求优

化教学内容

结合单片机先修课程及后续课程进行内容优化，做好各

课程间衔接，既保证教学效果的延续又避免内容重复。同时，

考虑到嵌入式新技术层出不穷，但本科生学习、开发难度较

高，结合培养目标有效优化教学内容，系统、科学地进行更

新，将嵌入式系统如 ARM 基本结构与 51 系列单片机进行

对比，通过开发过程的基本介绍，让学生了解不同智能化程

度的控制器的区别。另外，融合经典单片机教材基础与先进

嵌入式技术发展趋势，以线上补充教学资源的方式，满足学

生不同培养层次的需求。

4.2 改革教学方法和评价方式

单片机理论教学内容较为晦涩，利用在线学堂、翻转课

堂等现代化手段增强教学趣味性。教学过程降低基本原理的

讲授比例，引入工程案例和工程实际问题的解决，引导学生

进行单片机应用过程中必备的分析和设计，采用基于问题学

习的 PBL 教学模式，组织学生以团队形式完成工程问题解

决方案 [2]。在教学过程中设置讨论小组贯穿全部课堂教学过

程，通过小组成员间的讨论和促进，实现教学过程中的生生

互动；并将小组合作过程延伸至课程设计、生产实习等实践

环节，让固定成员彼此监督、配合，从理论学习到实践环节

共同完成，有助于学生团队意识培养的同时，更好地保证了

课程教学环节的延续性。

在教师方面，以学生需求为出发点，注重学生信息的反

馈，设计不同环节的问卷，利用各类教学 APP，如钉钉课

堂中的投票、接龙等方式及时有效发现学生的需求变化；并

有效更新教学手段，多方面引入教学视频、原理 GIF 图等

直观方式，并利用教师电脑直接演示单片机编程过程，转变

教学环节。

改变单纯以考试成绩评价学生，引入多种评价机制，由

任课教师对课堂听课环节进行评价，包括课堂听课状态、互

动情况、作业完成情况等，全面记录平时成绩；并与实验教

师联合进行实验教学，对编程、调试全过程进行评价打分；

在课程设计、实践动手等各个环节进行考核和监督，提高对

教学全过程中学生表现的评估比例。

学生的最终成绩由平时成绩、实验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

构成：期末考试成绩满分 100 分，总成绩占比为 60 %；平

时成绩满分 100 分，其中教师打分 50 分、团队成员互评 50

分，总成绩占比为 20 %；实验成绩满分 100 分，课程实验

共计四个，每个实验总分 25 分，实验表现及实验效果 20 分、

报告质量 5 分，总成绩占比为 20 %。

具体评价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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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S 为课程最终成绩；M 为期末考试成绩（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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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NT 为教师平时成绩（0~50 分），依据平时出勤率、

表现及作业完成情况给出；NS 为团队互评成绩（0~50 分），

以调查问卷形式由团队内全体成员互相打分，计算平均值；

Pi 为每个实验表现成绩（0~20 分），有教师依据实验完成

度和操作规范性打分；Ri 为每个实验报告成绩（0~5 分）。

为保证评价体系执行的客观真实性，任课教师设计了团

队成员互评问卷（学生用），对单片机课程学习实践小组成

员在教学、实验和课程设计各个环节的表现进行量化打分；

在实验环节和课设环节设计了评分细则（教师用），根据各

团队电路设计仿真、程序结构和编写规范性、电路合理性、

焊点质量及最终功能等情况综合打分，较为客观全面地对学

生学习全过程进行了多角度评价。

课程设计环节涉及到两门课程的交叉和配合，因此成绩

评定方式强调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在前期测控电路中，

通过对前向采集通道和后向控制电路的设计、焊接和调试，

以是否实现基本功能进行定性评价；在后期与单片机最小控

制系统的联调过程中，根据实际控制效果的优劣进行量化

评价。

4.3 以实践为主线、以项目为依托，增强工程实训

比例和效果

4.3.1 教学实训环节与实践相结合

单片机课程实践性强，教学环节中要以实践能力培养为

出发点，为学生提供工程实际项目中的测控系统设计实例，

引导学生组织已学知识和相关新知识进行分析、设计，实现

工程素质培养与创新教育相结合的实践教学方法 [3]。实验和

实训环节中不仅培养学生具备虚拟实验环境下的验证能力，

更要通过设计型实验和课程设计的实物设计，培养学生在利

用软件仿真、调试的基础上，将电路仿真与电路系统设计有

机结合，指导学生完成基于单片机最小系统的项目方案设计

和调试，真正提升学生的软硬件综合开发能力。

单片机课程在教学团队构建完善的信息化平台基础上，

结合疫情防控的线上教学活动，采用基于多元信息化 + 线

上线下混合的教学模式，遵循“任务驱动—案例引导—在学

中做—在做中学”循序渐进的学习过程。单片机课程利用超

星学习通建设线上学习管理平台，使用便携式单片机开发套

件建设“口袋实验室”，以微信公众号“巧学单片机”推送

行业动态，编程技巧等，辅助学习平台。手机电脑终端互通，

师生管理角色互通，课前课中课后环节互通，形成教学闭环，

如图 1 所示。

利用微信公众号辅助推广教学资源，并且引导学生自己

在 Proteus 仿真平台上进行实践环节练习，提高了学生硬件

仿真、软件编程能力。如有机会返校，可以进行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利用单片机便携开发套件进行实物调试，全面

提升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并提高开发调试能力。

由教师结合专业背景和培养方案设计具有工程背景的综

合性课设题目，并提出设计目标。随着课程进度的深入，教

师在课堂教学中期即布置课程设计题目，明确提出项目实施

规划。在设计之前对项目的要求、进度安排、人员分工等内

容进行整体、全面的考虑。课程设计题目是结合教学大纲和

单片机课程目标精心设计完成的，既保证每个题目考察知识

点的全面，也要保证各个题目难易程度相当。以学习小组形

式团队合作完成方案设计及电路调试。在教师布置课程设计

题目后，以学习小组为单位让学生在课堂教学环节提前完成

设计方案初稿，并在后续学习中有目的、有意识地根据课设

题目需求逐步完善设计方案，并在一周的课程设计环节中完

成系统调试。

图 1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口袋实验室 - 便携式单片机开发

套件

4.3.2 开展不同课程间的课程设计融合

将单片机课程设计与测控电路课程设计做横向衔接，实

现真正的“测量”和“控制”系统设计调试，以典型工业过

程中的温控系统为例，将两门课程的课程设计联合开展。在

单片机和测控电路课堂教学中期即下发课程设计题目，要求

以学习小组为单位集体完成测控系统的方案设计和实物调

试。每个题目都以工程问题为背景，需要学生结合课堂所学

自行扩展知识点，全面考查学生对输入、输出系统和单片机

控制系统的掌握情况和设计能力，保证以学生输出为导向的

教学过程优化。

测控电路课程设计针对前向通道的数据采集与处理、执

行电路等，侧重仪器开发过程中的典型模拟电路应用。单片

机课设在前向通道和后向通道设计完成的基础上，着重进行

51 系列单片机的程序编写和调试，利用采集到的温度信号

进行 A/D 转换、编程实现 PI 控制，并将控制信号进行 D/A

转换后控制执行器工作。

将课程设计中的工作基础进行参数升级和系统控制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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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作为生产实习环节的任务进行全方面验证，将同一工

程问题进行分解，在课程设计中以“教师讲解、学生复现”

为主，培养学生逐步完成各功能模块的设计和调试，最终到

课程设计环节能够独立完成方案设计、电路调试和控制系统

编程。课程设计题目均包含所有需要考察的知识点，又具有

一定的趣味性，比如利用热电阻实现数字温度控制系统、利

用光电传感器设计电子计数器、基于定时器的数字表、足球

比赛积分系统及交通信号控制系统等。题目既能体现工程实

际意义，形式又新颖有趣，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此外，

每个题目中都包含课堂教学之外的知识点，需要学生自发查

找资料并寻求解决方案。

5 结语
本项目基于工程教育认证对“新工科”建设中人才培养

进行了一般研究，其研究成果具有普遍性，可以为工科类实

践性课程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建立了适用于培养“新工科”

建设的创新型、实践型人才的单片机课程模式；通过对多个

学校背景、课程设置分析，结合专业发展背景，提出了课程

内容、实践体系和教学方式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将工程项目、

实践训练与教学环节相融合，不仅进行了本课程的课程设计

改革，还联合相关度高的其他实践环节，充分发挥工程实训

在课程目标达成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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