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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ains to build goo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innovation education, which is con-
ducive to inspire undergraduates to the desire of exploration and creative inspiration.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teaching skills that in accordance with students’ aptitudes, according to the interests of undergraduates to let 
the students participate in the tutor’s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 guide good students develop student innova-
tion project. And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students is cultivated through the completion of projects. The au-
thors also put forward improving the innovative ability of undergraduates through the reform of teaching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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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说明了建立良好的创新教育生态环境，有利于激发本科生的探索欲望和创新灵感；提出

根据学生的兴趣，因材施教，按兴趣方向培养本科生；让本科生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指导基础好的

同学开展大学生创新项目，通过完成科研项目，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还提出通过改革教学内容，来

提升本科生创新能力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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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进入 21 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急

剧变革。随着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科技自主创新成

果不断涌现，我国面临着严峻挑战[1]。因此，提高自

主创新能力，是增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也是

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将有利

于科技实力的提升，有利于推动社会全面进步。自主

创新能力的提高关系到我国在激烈的综合国力的竞 

争中能否取胜；关系能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

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从教育抓起，实行教育优先和

人才强国战略。提高创新能力，必须深化教育改革，

推进素质教育，注重自主创新能力培养。加强创新人

才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为学生创新、创业创造良好

的环境和舞台。当今科技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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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猛发展可谓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因此，如何加强

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增强 IT 业国际竞争力就成为

我们从事 IT 教育的教育工作者必须认真思考的课题
[2]。 

我们首先要建立以社会需求为驱动的产、学、研

相结合的创新平台，营造一个多层次、宽松和互补的

学术软环境。根据学生特点和其兴趣方向，安排学生

参与导师的项目；指导基础好的同学申请大学生创新

项目，通过实际完成科研项目，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同时，我们要深化教学改革，动态调整教学内容，使

同学们了解相关专业的新发展，掌握新技术，促进其

创新能力的培养[3]。 

2. 建立良好软环境，激发创新灵感 

创新人才培养不仅需要构建多层次的创新人才

体系、还需要良好的创新教育生态环境，其中最重要

的是需要创造一个有利于创新人才生存的软环境。加

强科研能力培养的同时注重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在

师生之间既要进行科学研究讨论，又要进行心理沟

通，还要进行文化交流，建立文化交流互补和师生广

泛交流互动的科研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容易激发老师

和学生的探索欲望和创新灵感，宽松的氛围更容易产

生创新成果。 

选拔优秀本科生参加导师组织的硕士研究生，甚

至博士研究生参与的各种学术交流，使这些学生体验

良好的学术研究软环境，感受学术交流中思想碰撞的

火花，激发本科生的创造热情，培养他们勇于创新的

精神，当他们回到其他本科生中间就能够感染其他更

多的本科生。同时，组织本科生进行诗歌、散文及其

它文化交流，营造一个多层次、宽松和互补的学术环

境。这同样有利于激发本科生的探索欲望和创新灵

感，提升本科生的创新能力。 

3. 激发本科生的科研兴趣，加强本科生创新 
能力的培养 

我们要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学生对

研究的兴趣很关键，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首先，

我们要向同学们介绍导师的科研项目，与学生广泛地

进行交流，了解学生的兴趣点，发现对科研感兴趣的

苗子，根据他们的兴趣，因材施教，按兴趣方向进行

培养，让他们提前进入毕业论文阶段，参与导师主持

的科研项目。这样学生可以更深入的了解科研项目内

容，更好地完成科研任务，获得更好的培养效果。 

4. 指导本科生参与科研项目，培养本科生 
解决问题的能力 

社会最需要具有基础厚、能力强的人才，而高等

教育中普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这对人才培

养，尤其对 IT 人才培养极其不利。在信息类专业教

育教学中，我们既要注重理论教育，又要重视实践能

力的培养。因此，培养本科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成

为我们本科生教育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本科

生的教育中让本科生参与导师指导的科研项目，有利

于加强 IT 人才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有利于

让学生提前走向社会，了解社会需求，有利于他们体

验将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的感受，

有利于提高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参与

科研项目中，他们将会更深刻地理解到需求是目标，

项目是桥梁，专业知识是基础。让学生掌握好扎实的

专业知识，奠定良好的基础，通过参与导师的项目，

完成项目指标，这样可以与实际工作更好地对接，做

到理论知识与工作实际紧密结合，培养学生解决问题

的能力。 

5. 改革教学内容，加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实行教

育优先和人才强国战略。大力提高国民素质和科学文

化水平，进一步加强我国人力资源开发，将沉重的人

口负担转变为无可比拟的创新人力资源，这是提升自

主创新能力的基础工程。提高创新能力，必须深化教

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注重自主创新能力培养。加

强创新人才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为他们创新、创业

和脱颖而出创造良好的环境和舞台。帮助优秀人才树

立敢为天下先，敢创大业的自主创新、创业的勇气和

信心。 

当今科技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可

谓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因此，如何加强自主创新能

力的培养，增强 IT 业国际竞争力就成为我们从事 IT

教育的教育工作者必须首先回答教什么的问题，课程

设置的问题是教学改革中至关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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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设置要实现动态课程与静态课程相结合。 
A) 专业课程随新技术的不断推出，内容将会有

巨大变化。有的学科方向在基础理论上有了重大发

展，甚至会引起整个学科方向的重大发展。为此，整

个学科方向的课程设置需要进行较大的调整才能适

应这种变化[4]。IT 产业的发展突飞猛进、日新月异。

信息类专业课程的设置只有跟随新技术的发展而发

展，才能培养出适应 IT 业需要的人才。而专业课程

的学习必须建立在基础理论、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各

学科方向的基础课程、基本原理相对来说是相对静止

的，基础课程的设置可以较长时间不变。 

B) 每门课程的基础理论、基本内容在一段时间

内相对稳定不变。随着学科方向的不断发展，需要进

行动态调整，增加新知识、新内容。尽管课程总体设

置保持相对稳定，但是，课程的具体内容需要进行必

要调整。 

2) 调整课程设置，实现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紧密

的结合。 
培养 IT 创新人才不仅要重视培养他们在 IT 业专

业方面的能力，还要重视其文化素质教育和人文教

育，要把专业知识教育与人文教育紧密地结合起来。

只有实现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紧密结合，才能使科学

技术和社会得到很好的发展。IT 创新人才培养课程

中，除了安排 IT 专业的有关专业基础课、专业课，

及英语和数学课之外，还应安排一定数量的人文课。

安排如《大学国文》、《心理素质教育》、《科学精神》、

等课程。 

3) 增加实践教学比重，做到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

相协调。 
培养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 IT 人才，既要注重理

论教育，又要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我们必须深化教

学改革，改革教学内容，进一步加强实践教学环节，

加强实验室和实习基地建设，加强培养 IT 人才的实

践能力，做到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协调[5]。 

6. 结束语 

在许多技术领域，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领域，我国

的创新能力相对较弱，许多关键技术受到国外制约。

因此，要突破国外在信息技术领域关键技术的封锁，

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根本改变受制于

人的局面，增强我国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力，

必须加强 IT 人才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只有快速培

养更多、更好的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 IT 人才，才能

使我们能够从容面对这种挑战和冲击，从容面对信息

技术领域中的国际竞争。而要培养自主创新能力的 IT

人才，必须进行教育改革。 

只有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才能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只有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才能大批量培养出创新

型人才；只有培养出大批有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人

才，我国的核心竞争力才能真正得以全面提升，我国

的科技实力也才能得到进一步增强。只要我们探索出

创新人才培养的新路，建设一个良好的创新人才培养

的软环境，我国就一定能在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取

得胜利，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就一定能够成为现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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