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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解决企业的卡脖子问题，是当前高校人才培养的使命。LbD模式是实现创新型

人才培养目标的一种具有革新意义的教学模式，注重将教育、研发以及区域创新三大领域利益相关主体

进行充分结合的联合育人模式。本文基于LbD培养模式，提出将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融入到钨产业创新

型人才培养的实践教学中，以服务区域发展为目标，将实践教学与项目研发融为一体，培养机电类学生

的创新实践能力，提高教师的科研能力。基于LbD教学理念的人才培养模式，为地方本科高校培育应用

型人才的质量提升提供了参照及借鉴，为服务区域发展提供了一种新渠道。 
 
关键词 

LbD模式，钨产业人才，创新能力，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双向促进 

 
 

Research on Training Mode of Innovative 
Talents in Tungsten Industry Based on  
LbD Model 

Xiaoyan Luo1, Wenjuan Xie2 
1School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anzhou Jiangxi 
2Continuing Education College of 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anzhou Jiangxi 
 
Received: Dec. 10th, 2023; accepted: Jan. 8th, 2024; published: Jan. 16th, 2024 

 
 

 
Abstract 
Serving the major strategic needs of the country and solving the problem of the bottleneck of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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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prises are the current mission of college personnel training. LbD model is an innovative teach-
ing model to achieve the goal of innovative talent training, focusing on the educ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of the three fields of stakeholders to fully combine the mod-
el. Based on the LbD training model, this paper proposes to integrate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ve 
training program into the practical teaching of training innovative talents in tungsten industry. 
With the goal of serv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practical teaching and project research and devel-
opment are integrated to cultivate the innovative practical ability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students and improve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of teachers.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 based on 
LbD teaching concept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quality improvement of local undergraduate col-
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cultivate applied talents, and provides a new channel for the develop-
ment of regional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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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

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

造就拔尖创新人才[1]。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充分发挥高等教育龙头作用和

高校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主力军作用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钨作为一种适用于多领域的金属元素，其在国防建设以及国民经济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钨

产业是赣州的传统优势产业，至今赣南黑钨的储量和产量仍居国内第一。赣南的钨曾为共和国做出卓越

贡献，近年来，赣州的钨产业取得了快速发展，已成为国内最重要的钨原料和初级产品生产基地和贸易

集散地，但关键技术及行业整体盈利水平与国际龙头企业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生产规模大，经济贡献却

不大。因此，依靠科技创新，加快向后端延伸向高端发展，保持企业核心竞争力，重振赣南钨业的产业

优势，任务艰难而又迫切。积极探索钨行业共性核心技术攻关工作，打通产学研的融合融通和连动，将

产学研落在实处，长期坚持，才能真正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支撑产业发展的主体力量——大量的工程

技术人员、技术工人和管理骨干无法通过大规模引进来解决[2]。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

深刻影响，更加凸显高质量推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对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重大

战略意义[3]。作为人才培养高地的高等院校，如何依托学科特色与优势，探索钨产业的创新型人才培养

新模式意义重大。 

2. 文献与理论分析 

当前，学术界对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三重螺旋理论、个体行为理论和知识协同

理论等。其中，三螺旋理论包括人才培养的链条单一维度发力路径、协同育人多元化功能、外部要素推

动动力、创新链节点嵌人等要素单元；个体行为理论探究产学研合作对个人科研绩效和产业化提升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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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路径；知识协同理论认为知识联盟、战略联盟和组织联盟在政产学协同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4]。LbD 是“Learning by Developing”的缩写，意思是在发展和探索中进行学习，是芬兰应用科技大学

所提出的一种具有创新性特点的教育模式。以 LbD 为基础的育人模式就是在以学生为中心的前提下，将

教育、研发以及区域创新这三大模块进行充分结合的创新性人才培养形式[5]。LbD 的模式是在教育、研

发以及区域创新紧密融合的教学活动中，培养学生成为未来职业领域的创新研究型人才，更加注重对这

三大领域利益相关主体进行充分结合以实现联合育人[6]。以研究为导向的教育可促进学生专业运用能力

的提高，通过对时代所需人才进行系统性培养以实现对地域经济以及国家发展的有效推动是现今高等学

校需要承担的使命[7]。  
随着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区域经济的发展亟需复合型、应用型人才[8]。服

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是当前高校人才培养的一大使命，为有效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积极促进校地及校企

合作，切实增强对有创新性的科技人才队伍的有效建设，保证自主创新的智力和人才储备充分[9]。教育

部面向大学生实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使得高等学校的教育思想理念发生重大改变，人才培

养模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0]。创新创业教育是一种新的人才培养模式，能够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激励大学生开发自己的潜能，抓住机遇，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11]。 
本文基于 LbD 培养模式，提出以服务区域发展为目标，将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融入到钨产业创新型

人才的培养实践教学中，将教育、研发以及区域创新进行充分结合以实现联合育人。 

3. 传统实验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是教师在课堂中讲授理论知识，学生通过听讲收获理论知识。在这种模式下，

很容易造成学生拥有充足的理论知识而缺乏动手实践的能力，在遇到实际问题时，只会循规蹈矩，用课

堂上学到的理论知识来解决问题[12]。然而，实际问题总是千奇百怪，书本所学理论与现实操作往往存在

一定差异性，学生在进行实践时由于缺乏相关指导可能无法自主解决问题，较难掌握专业实操技能，缺

乏对自身专业的批判性学习能力，最终导致学生对专业学习的积极自主性降低，不利于专业性人才的培

养[13]。因此，探索出一种有利于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及动手能力的创新型人才的模式格外重要。 
在重视理论教学的基础上注重与实践的结合是顺应高校当前工程教育革新的发展趋势。在侧重于学

习书本理论内容的传统教学前提下，增加实验教学的占比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有效途径，但是传统实验

教学还存在着众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1) 实验室数量和所需实践设备的不充足，导致实际的实验教学条件难以匹配实验教学的需求。尤其

是当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过多或者项目过于先进时，部分团队会由于没有充足的场地和设备而

导致项目无法获得较好的成果。因此，需要构建能满足实际的实验教学需求的开放式实验室或工作室。 
2) 实训授课的管理机制以及品质评定体系不够清晰完善，实践教学的高效性较难保障。为此，必须

在实践教学的每一层都明确标准，从最初的选题开始，立足于现实性，避免过于宏大而无法实现的题目，

强化教师指导作用，认真对待学生的每一个问题，充分指导，确保每一个项目都能顺利结题。制定合理

的评价体系，从创新性、可行性、完成度等各个方面评估每一个项目。 
3) 对实验教学的重要性认识不够。部分教师仍习惯于传统教学方法，只重视专业涉及的理论教学，

对相关实践操作技能的自我提高意识较弱，对待实验教学的态度不够严谨。因此，若要充分实施实验教

学，必须先从强化教师的创新意识开始。 
4) 部分学生对待实验教学不够积极，存在滥竽充数的现象。由于实验相较于理论的教学时长和考核

标准等方面的不同，导致部分学生对实验部分存在一定的轻视，认为实验没有理论知识重要。因此，要

充分激励学生主动加入实验教学，适当宣传，强化学生对创新型人才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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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于 LbD 的专业实验课与大创项目结合的新模式 

随着教育部推广“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的覆盖面积越来越广，为确保该计划能顺利实施，充

分解决计划实施中的问题，需要制定合理的组织与管理措施，必须对计划实施的各个环节足够重视，既

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又要方便学生与老师沟通，方便老师对学生进行指导。本文设计的基于

LbD 的专业实验课与大创项目结合的新模式如图 1 所示，在 LbD 模式下，通过实践教学强化学生自主创

新、动手实践的能力，将课程设计与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相结合，让学生参与到项目之中，负责项

目的一部分，从项目中学习提高责任意识和自主寻求解决办法的技能。教师给学生提供所需资料及指导

思路，而非直接传授解决办法，从而锻炼学生的科研能力，提升学生自我学习的积极性以及创造性等。 
 

 
Figure 1. A new model of combining experimental teaching and Daiso project based on 
LbD 
图 1. 基于 LbD 的实验教学与大创项目结合的新模式 

4.1. 基于 LbD 模式的实验教学改革的双向意义 

深化实验教学的实施，是响应国家对创新型人才的呼唤，是促进社会科技进一步发展的有效措施。

通过促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实施以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作为支撑的

实验教学，不仅会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高创新意识，锻炼科研能力，使学生变“被动”为“主动”，

从传统的教师授课模式，变为学生自己去积极主动的探讨，增强学生的积极探索能力，也给教师带来提

升，提高教师的科研能力，同时促进了教学改革。由此综合得到教学形式革新的双向意义递进关系如图

2。将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融入到了实践教学中，可以提高“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的参与

率，积极响应教育部的政策。 
 

 
Figure 2. Bidirectional implications of LbD-based instructional model reforms 
图 2. 基于 LbD 的教学模式改革的双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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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及动手能力 

学生通过完成大创项目，锻炼了查阅书籍、搜集信息的能力，在碰到疑难问题时，教师不会直接传

授知识，而是给学生建议或者资料，学生需根据教师的指导自己去寻找解决办法。这样的锻炼方式提高

了学生自主创新的意识，并且敢于尝试，能够动手实践，验证自己的设计想法。参与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练计划项目的学生因为承担了其中的部分任务，往往会付出一定的努力以达到有效率的完成这部分工作

要求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能够切实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责任性。由被动接受到主动学习，大大提

升了学生学习知识的热情，使得学生能够自觉融入到教学之中。在完成所负责任务的过程中，学生为了

能够更充分理解任务内容，首先需要对相关背景知识以及最新科研技术等关键点进行查阅，以实现对项

目所承担部分的初步了解，这提升了学生运用查阅文献的方法自主化解部分学习难题的能力。学生通过

查看有关文献，并对其进行归纳总结，最终获得自己的结论，这在信息爆炸、资源丰富的现代社会，是

必不可少的技能。其次，学生需要把所学专业知识运用到科学研究中，解决实验中遇到的各种困难，通

过不断尝试，总结经验教训，查阅前人的实验结果等，收获自己的学习成果。这个过程使得学生在自我

挑战和敢于创新方面的能力得到了一定锻炼，从而提升了学生的创新意识以及动手能力，为后续读研深

造或者工作打好基础。 

4.3. 促进教师的教学改革 

将教学与科研结合在一起，实施实验教学，是对教学在内容上、方法上以及机制上的革新，可以促

进教育进步，提高教学质量。将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融入到实验教学中，坚持互教互学，侧重

于教学在启发、互动以及探究方面的形式，有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教师通过对项目进行指导，引导学

生主动思考、积极提问、自主探究。这种教学手段将传统教学与现代需求进行融合运用，探寻一种以专

业为基础的课程综合化授课方式，展开研究型与项目化以及合作式相结合的学习，打破了传统教学，既

坚持了传授知识，提高了学生的基础知识，又进一步培养了学生自主创新的能力，开发学生的潜能。在

学生遇到疑难问题时，教师及时给学生指导，引导学生攻破难关。 

5. 基于 LbD 模式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过程 

5.1. 依托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的实施过程 

本文基于 LbD 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以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为依托的机械电子专业实验教

学，并以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钨矿石粒度在线监测系统”为例，论述基于 LbD 模式的钨产业

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针对钨矿石分选过程中存在的人工筛分方式成本高、工作强度大等问题，项目组

成员对于钨矿石的用途、矿选行业等方面进行深入学习，然后在指导教师的带领下，小组成员分工明确，

各司其职，制定了如图 3 所示的项目设计路线，利用 CCD 对传送带上的矿石图像进行采集，将图像导入

matlab 软件进行图像处理。设计了如图 4 所示的监控系统，得到了如图 5 所示的钨矿石粒度在线显示界

面。通过机器视觉与图像处理技术，LABVIEW 与 MATLAB 结合的混合编程方法，将钨矿石颗粒的轮廓、

粒径等相关信息显示出来。 

5.2. 基于 LbD 模式的人才培养实际效果 

基于 LbD 的实验教学与大创项目结合的新模式在大创项目“钨矿石粒度在线监测系统”中得到实践，

证明了其可行性及实用性。 
项目组成员按照设计路线，基于 LbD 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通过探索分析与创新能力培养，项目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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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很好完成的效果：针对目前钨矿石初选环节人工手选效率低、成本消耗大且安全型较低等问题，采

用 CCD 工业摄像机采集数字图像信息，并用 MATLAB 对图像进行处理，对比各种滤波方法以及分割效

果，最终选择了中值滤波以及基于标记的分水岭分割算法，在 LABVIEW 中编写智能显示界面，通过

LABVIEW 与 MATLAB 的混合编程，将图像处理的结果实时送往 LBVIEW 显示。通过对钨矿石粒度等

信息的实时监测，提高选矿效率，降低人工消耗成本，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学生在对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进行完成时，指导教师的引导也必不可少，教师需具备一定的科研

经验以及指导能力。指导教师需要了解行业最新技术发展等，应当关注并掌握行业最新知识技能并可以

指导学生。指导教师还需具备更多的创新创业比赛经验，应当能够把握项目的本质及要义，能够给学生

提出实质性的建议。需要有较强的责任心，认真对待学生的疑难问题并解答，同时应当敢于挑战自己的

科研方向，不怕困难，乐于研究。指导教师是调动学生积极性的重要因素，拥有足够的理论知识及实践

经验，给学生指导正确的研究方向。 
 

 
Figure 3. The design path of the project 
图 3. 项目的设计路线 

 

 
Figure 4. Tungsten ore particle size online monitoring system 
图 4. 钨矿石粒度在线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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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Tungsten ore particle size online display interface 
图 5. 钨矿石粒度在线显示界面 

6. 结语 

基于 LbD 理念，提出以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为依托的钨产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使得学

生能够在通过所学理论进行沟通与协作的过程中实现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自主解决实验中的困难，

实现在探索和发展中学习，有利于开发学生的潜力，培养创新型人才。通过运用这种教育形式对高校本

科生进行指导有利于提高学生在创新实践方面的思维和技能，深化产业产教结合实现联合育人，为地方

本科高校培育应用型人才的质量提升提供了参照及借鉴。 
钨产业人才同核心技术一样，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能靠自主培养。作为高校教师，

要强化使命驱动，担负起为国家培养创新型人才的使命担当，找准服务国家战略的“支点”，将服务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和解决“卡脖子”关键技术的“科研命题”作为“育人选题”，在满足行业需求的基础

上，侧重于将专业课程和双创教育二者进行相互融入与结合，注重在专业、科目以及产业上的联合，实

现优质资源在合作学习中共享。学生可以在实践探寻中获取可提升自我的知识，在双创赛事中增添新的

技能，在科研中不断创新。通过参与教师的科学研究课题，完成大学生创新实践项目等方式拓宽本科生

参与创新创业训练途径，对接社会资源及政策，促进项目产业化，实现学校与企业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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