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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meanings of the Maker education, and presents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constructing the Maker center. In this paper, we summarize the Maker education based 
on CDIO concept in the mechanical major of Zhejiang University City College, and put forward a lot 
of realistic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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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阐述了创客教育的意义，提出了建设创客中心的基本原则和做法，总结了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机械类

专业开展基于CDIO理念的创客教育实践活动，提出了很多具有现实意义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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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工程实践能力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国务院积极鼓励“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持创新人才的培养和教育。发展创新教育、培养创新人才和工程实践能力是高

等学校的重要使命，也是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国家把创新体系的建设提高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只有加快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才能不断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才能使我们的产品提高附加值，在国际

市场上具有竞争力。 
CDIO 国际工程教育理念 2005 年引入中国，为中国的工程教育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借鉴模式，在国内

迅速展开，在汕头大学的牵头下，进行试点专业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进而成立了全国 CDIO 工程

教育联盟。 
创客一词最早源于 Cory Doctorow 创作的一部科幻小说的名字，《创客》(Makers) [1]。美国，由克

里斯·安德森在《创客新工业革命》一书中提出，是指把具备相当的技术挑战的创意转变为现实的人，

需要具备一定的知识含量和创新、实践、共享、交流的意识[2]。创客实践教育在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点燃学生的学习动力与专业火花；在创客教育实践活动的体验中，培养学生拥有发现问题的灵感和自主

解决问题等创新实践硬本领与团队合作软实力；通过创客教育实践这个平台，学生可以自由、能动地发

挥自己的特长，扬长发展。同时增强大学生的创业能力，使毕业生能具有自我雇佣、创办企业的基本素

质。 

2. 创客空间的建设构想 

实用性原则：充分考虑使用者体验，方便使用各类工具和设备，实现高效率的工作，设备购置主要

考虑 3D 打印机、激光切割机等。 
灵活性原则：使空间能满足各种不同主题类型的活动要求。 
启发性原则：营造立体全方位的创新创意氛围，使创客们一进入创客空间就有一种创造的热情。 

2.1. 创客空间建设的实施方案 

创客空间的建设主要分为工作区、休闲讨论区、加工区、作品展示区等。 
1) 工作区包含创意、分析、设计三个功能区块，充分考虑使用者的切身体验，使学生进入空间愿意

留下来，容易产生一些想法并在空间容易使想法落地，是学生使用率最高的空间，空间配备可组合移动

的桌椅，投影、书架、创意及展示墙等。主要用于入驻团队或举办活动的场所，长期入驻团队提供电脑，

临时团队自备电脑； 
2) 休闲讨论区用于学生互动交流和讨论，突出了自由舒适的装修风格，学生可较为随意地在这里交

流探讨沟通，提升近距离交流体验，也将给大型创客活动提供更多空间；采用方便多种组合和移动的桌

椅，以方便游戏类的破冰活动。 
3) 加工区主要用于创客作品的加工制作，创客充分利用加工区的设备完成自己的作品。 
4) 展示区是对外展示创客实践成果的窗口，创客们的作品可以保留下来，并进行展示。 
魏绍相创客中心于 2016 年 5 月完成了一期建设，主要包括睿鹰创客空间、加工坊等建设。计划于

2017 年 5 月完成二期建设，主要建设萃智机器人创客空间，并完善一期建设，添置有关设备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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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 CDIO 理念的创客人才培养的具体做法 

创客教育实际上是鼓励创客们把自己的想法通过创客空间的条件和团队变为现实。而创客教育分为

基于项目的创客教育和非基于项目的创客教育。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致力于“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

三型人才培养，机电类专业 2008年成为CDIO 国际工程教育首批试点专业，经过十年的不断探索与改革，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 研究分析解读 CDIO 标准，试点工程教育改革。为了使培养的学生适应产业界对学生的素质要求，

本学科积极进行工程教育教学改革，基于 CDIO 国际工程教育理念，在 2010 级和 2011 级成立了“工程

学子”卓越培养试点班，探索工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模式。设计具有工程特点的工程项目，通过项目贯

穿课程体系，着力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两届试点班共设计了二十项实践项目，其中包括人文主题

项目和工程实践项目，依托项目组成实践小组。随着课程体系的改革深入，从 2012 级开始取消试点班，

依托实践项目招募组成创新实践队伍，扩大实践面向，学生受益规模比原来扩大一倍。 
2) 搭建跨学科创新实践平台，完成魏绍相创客中心一期建设。浙江大学城市学院魏绍相创客中心已

于 2016 年 5 月落成并投入使用，主要基于原来工业中心和专业实验室的基础而建。目前是一期建设，建

有睿鹰创客空间工作坊，休闲区、创客中心加工坊等，计划二期建设萃智机器人创客空间。这一平台当

初建设的指导思想就是跨学科实践平台，不同学科专业的学生只要有想法都可以到这一平台来实现。同

时，依托项目促实践，依托项目组建创客教育实践队伍。目前，主要依托 F1 方程式赛车和机器人两大项

目组建创客教育实践团队，在组建队伍中，积极吸纳不同学科专业的学生、吸纳不同年级的学生参加实

践队伍，实现不同学科专业的交融和碰撞。同时，依托跨学科实践平台，组建跨学科实践指导队伍，给

学生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帮助。 
3) 依据 CDIO 工程教育标准，进行课程体系改革实践。在课程体系试行三级项目改革试点，在课程

体系中依托 F1 方程式赛车和机器人构建一级创新实践项目，在课程群中依托势能重力驱动赛车构建二级

专业基本能力训练实践项目，在课程群中的课程中试点课程三级基本能力训练实践项目。在一级创新实

践项目中，按照 CDIO 国际工程教育的标准和做法，培养学生的产品全生命周期理念；在二级创新实践

项目中，主要培养学生的专业基本能力，依托二级项目贯穿机械设计制造课程群，主要包括工程图学、

机械几何精度设计、机械原理及课程设计、机械设计及课程设计、机械制造工程学及其课程设计等；在

课程群中的课程试点课程三级基本能力训练项目，主要培养学生的基本工程意识和基本能力。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于 2013 年组建了春风动力睿鹰车队，基于此在魏绍相创客中心基础上建设了睿鹰

创客空间。这一团队就是基于 F1 方程式赛车进行创客实践活动，目前已经坚持了五年，参加了四届全国

大学生 F1 方程式汽车大赛和一届世界大学生 F1 方程式汽车大赛日本站的比赛。同时，于 2014 年组建了

机器人创新团队，参加了两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4) 课内课外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工程实践能力。理论课程内容要与课外实践内容紧密结

合，用理论指导工程实践和创新设计。设置课外创新实践学分，加大工程实践学分的比重，调动学生学

习的主动性，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必要补充。在课内实践学分设置上，主要设置八大类

模块，如数控编程与加工实践、工程图学强化实践、机械分析与设计实践、三维软件强化与快速成型实

践、机床 PLC 实践、液压系统集成与拆装实践、机电一体化实践。其中核心是创新设计和工程培训，目

的是使学生能够多渠道、多方面的获得培养和锻炼，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工程实践能力，培养高素质工

程技术人才。 
课外充分利用第二课堂的资源，加大对学生的指导力度，特别是指导学生积极申报大学生国创项目，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大学生科研项目，积极组织参加省级一类学科竞赛，同时积极鼓励学生申报学院创客

https://doi.org/10.12677/ae.2017.75044


孙树礼，俞雯 
 

 

DOI: 10.12677/ae.2017.75044 292 教育进展 
 

实践项目，通过多种方式与渠道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 
5) 积极改革工程设计类教学，使之发挥在学生工程能力培养方面的重要作用。工程设计能力是机电

类专业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培养的核心内容，工程设计能力直接体现了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在工程设

计教学中，设置机械设计与制造技术实践一、机械设计与制造技术实践二、机械设计与制造技术实践三、

机电系统设计实践三、毕业设计等集中性工程设计教学环节。以工程设计为基础，以毕业设计为收口，

努力提高学生独立进行工程设计的能力。在工程设计中，实行导师制，即学生在进入第三学年下一学期

学习之前，就为学生配备专业指导教师，配备的原则是实行双向选择制。在毕业设计中要求学生从资料

收集整理、社会实践与调研、总体方案论证到整个设计过程，都要独立完成。通过多种形式的工程设计

环节，让学生掌握基本的产品设计能力和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能力，同时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素养。 
6) 产教深度融合，提高合作水平。校外实践基地是学生社会实践的重要场所，本学科非常重视校外

实践基地的建设，是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和杭州市汽车行业协会会员单位。通过实践项目，让校外企业积

极参与到项目之中，提高合作水平。春风动力睿鹰车队是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冠名赞助商，依

托这一品牌项目，加强了与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的深度合作，同时带动了教师与企业在项目上的

合作，帮助企业解决了一些技术难题。同时，积极向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推荐春风动力睿鹰车

队队员，队员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实践能力也得到企业的高度认可。今后，将继续依托好的实践项

目加强与业界的合作深度与水平，本着互利共赢的运行机制，互通有无，在质量上和广度上提高合作

水平。 

4. 创客教育取得的成效与影响 

通过近十年的 CDIO 改革实践与近两年的创客实践教育，人才培养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 基于 CDIO 理念的“3 + 1”专业综合实践取得一定成效。根据学生的特点以及学院人才培养目标

的定位，对教学体系进行了改革，推出“3 + 1”专业教学实践。具体做法是：学生通过三年的学习，基

本上完成理论知识、课程设计和相关课程实验的学习。最后一年主要进行专业教学实践，其中含毕业设

计环节和社会实践环节。在第七学期进行的专业教学实践设置了八个实践模块，包括：数控编程与加工

实践、工程图学强化实践、机械分析与设计实践、三维软件强化与快速成型实践、PLC 编程实践、液压

系统集成与拆装实践、机电一体化实训、机电控制器设计实践等。 
2) 组建“工程学子卓越培养”试点班，探索高素质人才培养模式。为了探索高素质人才培养模式，

基于 CDIO 国际工程教育理念，组建了工程教育试点班，组成项目小组，基于工程项目贯穿于实践课程

体系，全面探索实践机械工程专业教学培养模式。 
3) 创新实践平台的建立，为大学生进行创新实践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场所。2006 年底落成的工业中心

和 2016 年落成的魏绍相创客中心，为大学生进行创新实践和创客教育实践提供了良好的实践平台。2013
年组建的春风动力睿鹰创新团队和 2014 年组建的萃智机器人创新实践团队，充分利用了这一平台的条件，

进行创新实践活动。通过项目的设计、制造、安装与调试、参加全国大赛，激发了大学生的创新热情。

在全国大赛中均取得了二等奖和三等奖的好成绩，同时对周边学校产生了重大影响，引起多方位关注，

成为了学校的一个品牌项目。 
4) 产教融合，为大学生进行创新实践活动提供了良好的支持。本学科专业历来注重与产业界的交流

与合作，通过创新实践项目，与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为睿鹰车队提供冠

名赞助，通过企业的宣传渠道，春风动力睿鹰车队在社会上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吸引多家媒体进行报道

和宣传。同时，通过这一项目，与企业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在逐步展开，与企业负责人和工程技术人员达

成广泛共识，在深度和广度上提高合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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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高等教育工作者必须站在战略的高度关注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把创新教育和工程教

育摆在人才培养的突出位置。我们的教学改革必须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无论是课堂教学还是实践教

学，都从学习者的学习成长过程与环境这一视角来观察分析问题。我们必须构建全新的教育环境和全新

的人才培养模式，使学生通过大学学习成为具有强烈创新意识、具有工程素质的高素质创新人才。通过

多年来的实践，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经验，但是总感觉意犹未尽，改革是不断发展和进步的，我们

也会一直坚持下去，在实现教育培养体系的过程中，塑造学生“思想朴实，为人诚实，基础扎实，工作

踏实”的优良作风，为经济建设培养栋梁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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