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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是我国高校的培养目标和重点。要培养创新型人才，加强理论与实践的融会贯

通再创造是教学的重点。共熔理论是金属材料合成方面的重要理论，对教育学同样有借鉴意义。以新能

源材料与器件专业为例，针对现在部分高校理论与实践课程脱离的教学现状，以共熔理论为基础，在课

程设置、教学方式和实践方式等方面提出建议，希望能改善目前的实践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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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is currently the goal and focus of training in our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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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ultivate innovative talents, strength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re-creation is 
the focus of teaching. Eutectic theory is an important theory in the synthesis of metallic materials, 
which also has implications for pedagogy. Taking new energy materials and devices major as an 
example, and in view of the current teaching situation that some universities are divorced from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ourses, the eutectic theory is used as a basis to make suggestions in 
terms of curriculum, teaching methods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in the hope of improving the 
current practical teach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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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在“十四五”时期以及更长时期的发展对加快科技

创新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创新型技术人才是发展科技创新的重要基石，因此，当今高校在人才培养

的过程中，应该紧跟国家政策导向，着重培养、挖掘、激励创新型技术人才，为深化工程教育改革、建

设工程教育强国添砖加瓦[1]。 
新时代的能源创新发展和绿色转型也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的重要目标。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将为国

家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培养输送新能源产业链所需的各类人才。其中兼具理论基础与实践创新的

应用型技术人才的培养是重中之重[2]。但是如何培养创新型应用人才，或者说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培养

学生的创新性思维是高校教学工作中首要思考的问题。 
以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为例的工科专业，实践教学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环节，有相当多的专业课

分为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个部分。旨在让学生充分掌握理论知识，并通过实践基本清楚理论的实际应

用，这样才能更进一步的谈创新。如果基本理论及应用都掌握不好，又如何能谈创新呢？但是目前在大

部分高校中，理论和实践的教学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使得学生对专业知识掌握不牢，学过就忘，缺

乏对创新型思维的培养。 

2. 新能源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2.1. 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脱节 

新能源专业是近几年来的新设专业，在专业必修课的教材上，如新能源材料、锂离子电池、太阳能

电池等，选择的余地较小。大部分教材，要么完全介绍理论知识，完全没有实践的介绍；要么实践内容

缺乏与理论的结合，理论与实践完全脱节。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只能采用死记硬背的方式记忆知识点，

容易学过就忘，考过就忘。在毕业后相关岗位的实践操作中，还需要重新培训。 
在教学方式上，许多一线教师仍然延用的是传统讲授的教学方式，只有部分教师尝试小组讨论和学

生演讲来调动学生参与感和积极性。教学方式的单一化，难以调动学生对课程的兴趣，大部分学生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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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手机、睡觉、开小差，主观能动性不强，对理论知识都难以牢固掌握，就更别提实践创新了。 
在实践方式上，部分教学计划中，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是完全脱节的，有的是分别开设理论课和实

践课，在不同时间进行，甚至由不同的老师上；有的是一门课分为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但是也是脱节

的，先教师讲授全部理论，后学生进行相关的实践[3]。认知实习和专业实习等实践更是安排在理论课全

部学完以后。这样理论与实践无法紧密的结合，导致学生学完理论课再进行实践时已经忘记了相关的理

论知识点，只能跟着老师的步骤模仿实践，缺乏自己对知识的融会贯通。 
在考核方式上，大部分的课程只重视期末考试，而不重视过程性的考核。期末考试也主要是考核理

论的知识点，缺乏对实践应用的考核，和创新能力的考核。这就导致了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认真，考

试之前临时抱佛脚背诵记忆知识点，甚至打小抄，就可以通过考试，获得学分。 

2.2. 经费投入不足 

教育经费是高等院校理论与实践教学的基础与前提，在实际过程中，经费方面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了我们的实践教学。 
一方面，实践教学条件有限。部分高校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教育现象，其实也是由于在人才培养的

过程中缺乏专业完善的实践教学硬件设施这一客观因素。在新能源专业的实践教学中，实验仪器和设备

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部分高校缺乏足够的教育经费支撑实践教学，导致在实践教学过程中，设备的台套

数不够，学生只能分组分批次进行实践学习，实践学时严重被缩短，实践效果不佳。 
另一方面，师资力量不足。在实践教学的过程中，往往由于师资力量不足，导致一个老师要指导 20~30

个学生的实验或实践，教师精力严重不足，对每个学生的指导也有限，因此存在学生浑水摸鱼的情况。

由于教师的精力分散，无法因生制宜的教育每个学生，导致在实践过程中能够成功运用理论知识解决问

题的学生非常少，大部分学生只能跟随教师的步骤模仿，很难有自己的想法。 

2.3. 缺乏对学生创新性的培养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学生在长期的应试教育下，已经养成了精神上的惰性与呆板性，缺乏创造性

解决问题的思维。加上上述的教学与经费问题，导致正常的实践教学都有困难，更遑论对本科生创新能

力的培养，存在严重的科教分离现象。同时，在教学过程中一味空泛地去谈创新，是无法对学生给出具

体指导的，不能落到实处的谈创新，反而令学生对创新更加困惑，使学生并不清楚应该在哪些方向上进

行创新以及如何创新。 
综上所述，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作为一个新兴专业，院校之间的教学水平差异较大。部分学校在学生

培养方面定位不清、教材不合理、教学方法单一、实践时间短、实践师资和场地有限，导致毕业生理论

与实践难以很好的结合，对创新能力的培养也不够。 

3. 共熔理论 

共熔理论是材料科学中的冶金学理论。是指两种不同的化学物质，在以某一比例混合后，能够在比

各自熔点更低的温度下，进行加热熔合，形成均匀的混合物，具体相图见图 1(a)。形成的混合物被称为

共熔混合物，往往具有比单一组分更优的物理化学性质。 
这一理论放在教育学上同样适用，如果说单独的学习理论课或者实践课，那么想要完全掌握知识点，

所需的精力和时间是一定的。如果将两者混合教学后，学生就能够用更少的精力和时间，融会贯通的掌

握所有的知识点，并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使学生能够创造性的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学科内实

际问题。其原理见图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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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Figure 1. (a) Binary phase diagram with the lowest eutectic point, (b) Schematic diagram of a teaching theory based on eu-
tectic theory 
图 1. (a) 具有最低共熔点的二元系统相图，(b) 基于共熔理论的教学理论示意图 

4. 基于共熔理论的专业实践教学 

基于共熔理论模式的理论与实践教学，本文认为要培养创新型技术人才，教学模式应该改革，相关

的建议如下： 
第一，合理确定教材与教学内容。在教材的选取上要兼顾理论与实践，可以将相关的实践应用融入

到理论知识的讲授中，例如，教师可以用具体的应用实例来讲解理论知识，加深学生对理论和实践的理

解。同时，鼓励学校与新能源相关企业专业人员共同编制实践教材，减少课堂实践与真实情况的差距。

在教材上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融合。 
第二，选取合适的教学方式和实践方式。在教学方式上，应该采取多种教学方式，少灌输式讲授，

多演示指导。可以采用多媒体技术，利用平台资源，在教学过程中融入理论知识在实际应用中的视频资

料等，再辅之以教师的启发式提问，让学生带着问题学习，提高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启发学生的创

新思维，同时还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实践教学上，尽可能的与理论教学溶于一体。理论与实践

教学可以统一安排在实验(实训)室进行，在实践的过程中教授理论知识，这样学生可以活学活用，真正做

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第三、考核方式应适当提高过程性实践的考核比例。避免出现过多的考察理论的题型和知识点记忆

的题型，尽量加大实践考核的比例。例如可以与相关企业共同设置 1~2 个实际的工程案例，让学生通过

所学的知识，做出解决方案，最后的研究报告作为成绩评定的标准。 
第四、加强实验设备和师资力量的投入。高校应加大对实践教学经费的投入，保障实践课有充足的

实验设备和指导教师。可以与企业合作建立长期实践基地，聘请企业导师等。如果资源有限，可以适当

的延长教学周期，保障每次实践课的师生比在合理的范围内，保证指导老师能够关注到每个学生。 
第五、增强学生对知识的创新反应能力。理论与实践共熔教学之后，更进一步就是探索学生创新能

力的培养。具体来说就是在实践教学中，将教学模式从教师主导向学生主体转变，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

作用，利用问题辨析、课题探究、工厂体验等方式，扩展实践教学[4]。让学生基于实践中的问题，利用

已学的知识解决问题，鼓励学生打破常规、尝试创新，突出独立思维能力的训练。 

5. 结束语 

基于创新性技术人才的培养目标，针对现阶段地方高校在人才培养、课程设置、实践教学等方面出

现的理论与实践互相脱离的问题，建议高校可以在教学过程中融入“共熔理论”，优化课程设置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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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加快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共容、共熔、共融、共荣。只有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互相包容，运用

共熔理论教学，让学生真正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完美融合，才能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融会贯通，进一步开

发创新实践能力，为社会发展培养创新型人才，实现人才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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