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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验教学是高校理工科专业实践教学的重要环节。 在传统实验教学经验基础上, 高校实验教学中深

入实践 “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学理念, 从教学方法、 指导手段和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并将 “以学

生为中心” 的教与学在实验教学中的应用归纳为: 以学生需求为中心的实验内容优化、 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

实验逻辑、 以学生学习效果为中心的实验进行以及体现教师指导作用的实验要求及考核方式, 以期为高校实

践教学改革方面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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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ent -centered
 

teaching
 

principle
 

was
 

adopted
 

in
 

experimental
 

teaching,
 

which
 

is
 

important
 

in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especially
 

for
 

th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ourses.
 

In
 

further
 

discussion,
 

teaching
 

method,
 

experimental
 

guiding
 

and
 

performance
 

assessment
 

in
 

experimental
 

teach-
ing

 

were
 

investigated.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activities
 

using
 

student-centered
 

philosophy
 

can
 

be
 

described
 

as
 

optimization
 

of
 

experimental
 

content
 

related
 

to
 

students’
 

requirements,
 

experimental
 

logic
 

based
 

on
 

students’
 

learning
 

habits,
 

experimental
 

procedure
 

focus
 

on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experimental
 

command
 

and
 

performance
 

assessment
 

reflect
 

the
 

teachers’
 

guidance
 

role.
 

Furthermore,
 

the
 

teaching
 

method
 

based
 

on
 

student-centered
 

teaching
 

principle
 

concluded
 

in
 

this
 

work
 

will
 

provide
 

a
 

very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teaching
 

reform
 

in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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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校的教学活动中,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紧

密联系、互为促进这一理念是普遍共识,然而实践性

教学环节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辅助从属的地位[1] ,在
实验教学过程中仍存在着将实验教学当作是理论教

学的延续与补充、教师不重视、学生学习兴趣不浓厚

等问题[2] 。

1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在高校实验

教学中的现状分析

以核工程类专业教学为例,随着教学改革的逐

步推进,实验教学被认为是专业人才培养中一个非

常重要的环节,尤其在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

应用型本科人才的培养过程中[3] ,实验教学的教学

研究逐渐从实验教学的思考[4] ,深入到构建实践教

学体系[ 5 ] 、实验室平台以及教学仪器优化[ 6 ] ,以及

实验课程教学的初步探讨[ 7 ] 等。 然而,在实验教学

中如何深入开展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这一方面,
目前仍然需要更多深入研究。

从教学理念来看,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实践逐渐



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变到“以学生为中心”,更加着

重以学生的需求出发、能够接受实践检验的教育方

式[ 8 - 9 ] ,即:以学生的学习和发展为中心,实现从以

“教”为中心向以“学” 为中心转变,从“传授模式”
向“学习模式”转变[ 8 ] ,从而提高学生学习效果,全
面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在教学理念的

转变过程中,一方面需要遵循学生身心规律相结合,
激发学生求知潜能与满足社会需求目标相结合,重
视学生主体地位与重视教师主体地位相结合,改革

教学方法手段与培育特色教育理念相结合,做到进

行教育教学改革与做好系统配套建设相结合[ 9 ] ;另
一方面,为适应数字化信息化实践的挑战,还需要进

行信息化教学模式下的学生自主学习活动架构建

设[1 0 ] 、创新人才培养特区的探索[1 1 ] 、学校教学支

持系统和宏观政策环境等方面的转变[1 2 ] ,等等。
当前,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在高等

教育中进行改革实践被普遍关注和认可,尝试更多

的是课堂教学模式的变革,且仍处于探索阶段,
 

“以

学生为中心”在高校实验教学方面的探索仍需要进

一步的深入探讨。

2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与学在高校实验教
学中的探索与思考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与学,字面上释出的意思

是改变传统的“教师中心”和“教材中心”的教学模

式,注重尊重学生的权利和兴趣,在教学活动中调动

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采用“非指导性”的教学方

法在生活和学习实践中引导大学生成长为社会需要

的人才[ 9 ] 。 而对于高校学生而言,在教学活动中应

以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和

创新意识为主要目标,其中,实验教学是实现这一目

标的重要环节[ 13 ] 。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学生成为“以学生为中心”

教学中的主体,但是教师的主导作用也是不可或缺

的,需要将学生主动性与教师的主导作用有机地结

合起来。 在这过程中,教师应当从批评者和主导者

转变为促进者,和学生建立“主体-主体”的新型关

系[ 14 ] ,促成“教师主导”与“学生自主”的良好结合,
在注重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与创新学习的同时,帮助

学生科学地学习并养成优良的学习品格。 具体到实

践教学环节,“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与学在高校实验

教学中的应用大致可以落实到实验内容、实验逻辑、
实验进行以及实验考核四个方面。
2. 1　 以学生需求为中心的实验内容优化

以在传统文理或工程技术学科上和在基础研究

或传播应用上的各自侧重点为象限体系划分,我国

高校大致可以被归纳为四种类型[ 15 ] :理论研究型、
应用研究型、应用教学型和理论教学型。 每一类型

高校学生学习、开展研究、培养目标以及学习风格都

不同,以第三类应用教学型高校为例,该类高校是以

工程、技术为主的多科性或单科性院校,学生以学习

行业类专业为主,开展部分应用研究,培养技术、技
能型人才,学生学习风格倾向于顺应型:强调具体经

验和积极实践。
因此,为了适应社会对多样化人才的需求,不同

类型高校在教学中的倾向性是不同的。 在实验教学

环节,实验内容的设置需要突出学生的具体需求,并
且着力于学生的发展。 通过课程的学习,学生不仅

可以掌握基本的理论基础知识、切实提高学生的实

验动手能力,还需要适应学生未来就业中可能遇到

的各种情况,也为部分学生继续深造提供必要的发

现问题、分析问题最终解决问题的能力。
2. 2　 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实验逻辑

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论中,建构主义心

理学起着重要的作用,大学教学就是学生在头脑中

构建构成特定的专业认知模型,“学”是学生在自己

头脑中构建认知模型,“教”是教师帮助学生构建认

知模型,教学的核心应当是“学” 而不是“教”。 而

且,不同专业的学生经历系统的高等教育后,其行为

可用“表征”、“逻辑”、“真实性” 表达,这三种方式

分别对应着:学生是否能用相应的专业术语来有效

表达头脑中的专业认知模型、学生是否明白专业认

知模型的逻辑,学生是否能用这个模型来分析和解

决实际问题。 在学生的专业认知中,专业的逻辑是

很重要的方面,逻辑是维系学生专业学习中由浅入

深并拓展到应用的重要纽带。 并且,作为链接理论

学习与实际问题的重要环节,实验教学在培养学生

构建专业认知模型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实验教学中,需要特别重视“以学生学习为中

心”,也就是充分考虑学生在实验教学过程中的学

习特点、规律,让学生徜徉在“循序渐进、举一反三”
学习逻辑中。 结合以学生需求为中心的实验内容优

化。 体现实验教学的逻辑展开:由浅入深的难度设

置、验证性实验—综合性实验延伸[ 1 6] 、确定式—开

放式的开拓,突出学生实验动手能力、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能力的提升。
2. 3　 以学生学习效果为中心的实验进行

当前,高校的实验教学中往往存在着学生实验

思维惰性以及动手惰性的问题,学生在实验的独立

思考、相互探讨、师生互动也较为欠缺等问题,日益

832 　 　 　 　 　 　 　 　 　 　



杨坤杰,等:“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在高校实验教学中的应用

得到高校教师的关注。 而相比于传统实验教学,
“以学生为中心”或者“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
的现代教学理念中的实验教学更具有启发性,更能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想象力和创新精神,提高学习

效果。 大学生创新能力,从本质上讲,主要是指发现

问题、描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 学生在校期间

创新能力的高低首先需要取决于其对专业基础知识

的把握程度,其次还依赖于学生思维能力的训练,而
后者往往体现在其接受的实践教学环节的影响,因
此,学生在实验教学的进行过程中的学习效果就显

得尤为重要了。
值得注意的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从某种

意义上说应该是倾向于个性化的教育,其固有属性

中就排斥规模化和标准化的大班课堂,倾向于在小

班或者在大班中尽可能多地关注学生、增加讨论及

互动式的交流[ 14 ] 。 在这过程中,一份实验目标明

确、渐次递进且具有启发性的实验指导书无疑会使

实验的进行事半功倍。 这样一来,不仅可促使学生

在实验中主动思考、积极探索,而且会缩短教师讲授

的时间,或者教师只需对实验效果的提升方面进行

提示,无疑这也有益于增强师生的互动与交流。 当

然,为了提升学生在实验教学中学习效果,还需综合

考虑学生的学习规律,在实验进行中做到从“以教

师为中心”到“以学生为中心”。
2. 4　 体现教师指导作用的实验要求和考核方式

“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学目的是让学生构建专

业认知模型,在这过程中注重“课前阅读、课中讨

论、课后练习”这一教学模式[ 17 ] ,其中课前阅读是

关键。 这是因为,学生通过课前阅读建立初步的认

知模型,教师通过组织讨论让这一模型在碰撞、质疑

中彼此矫正继而在应用练习中完善专业认知模型的

构建。 然而,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指导作用是

尤为重要的,因为教学过程中自课前阅读直至课后

练习的整个流程都是在教师的精心组织之下的。 可

以说“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中“非指导性”原则,并
非要教师放弃任何指导,而为非操纵性的或非窒息

性的引导[ 14 ] 。 因此,“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与学无

形之中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驾驭教学的能力,引导

学生更有效的开展自主学习,并在学生最需要帮助

的时候进行指导[ 18 ] 。
相对于课堂教学,实验教学中指导教师不仅需

要在学生专业认知模型的构建中完善每一个细节,
还需要保证实验仪器的良好运行,保障学生可以达

到预期的实验目标,从中学到良好的实验习惯并且

能将开设的实验举一反三而提升动手能力。 并且,

实验教学环节的拆分应该是保证学生在实验前有充

分的预习、在实验的探索过程中有指导教师随时可

咨询矫正、在实验后进行及时归纳消化。 在此过程

中,良好的实验教学的开展,具体且具有指导性实验

要求和合理的考核方式[ 19 ] 是十分关键的。 因此,
学生的实验成绩应实行分段的方式,结合开展实验

教学的具体需要划分为以预习情况、实验情况、实验

报告进行考核,当然还可具体划分,如预习情况可再

细分为预习报告和学生提问两部分。

3　 “以学生为中心”在高校实验教学中可能

遇到的问题

在“以教师为中心”到“以学生为中心”教学理

念的转变过程中,应该还有很长的一段过渡期,本工

作仅仅是将这一理念引申到实验教学当中并进行了

一些初步的探讨,其中也发现了几点需要注意的

问题:
(1)虽然现在高校一直在积极推进各种形式的

教学改革,但是教学改革的地位仍然需要加强,当前

高校教师的学位构成中博士已经占到了很大的比

率,但是切实投入到教育教学教法方面的研究工作

却并不深入,实验教学方面无疑很少,所以需要引导

更多的高校教师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教学改

革研究当中,尤其是投入到实验实践教学研究中去。
(2)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中实验分组的小

组化是必然趋势,却无疑增加了实验仪器的运行次

数,而且会增加指导教师的工作量,在实验进行时指

导教师需要关注学生的预习情况并进行实验前的提

问、处理学生实验报告以便及时发现学生上一个实

验中的问题、监看学生实验进度并对学生实验过程

进行考评、把握学生的实验效果,及时解决实验中遇

到的各种问题,做好实验仪器的状态记录,会对整个

实验室的维护运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实验过

程以及实验仪器的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的提高仍

然是实验人员需要广泛探讨的命题。
(3)对于实验的理解与开展,不同年级的学生

具有不同的特点,“以学生为中心”也强调教学中充

分尊重每个学生的个性,因此一方面指导教师在实

验过程中要多观察多总结,在实验过程中把握适当

的弹性以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且对实验教学的

方法不断优化,另一方面学校持续关注总结学生的

学习需求以不断优化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
(4)在数字化信息化急速发展的今天,“混合教

学”、“MOOC”、“互联网+”、“移动技术”、“雨课堂”
等词汇也已经开始逐步从高校的课堂教学深入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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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教学中,相信这些技术在实验教学方面的研究工

作会逐渐增加,使“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更加

具体、更加实用。

4　 结语

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和“新工科”的不断推

进,实践类人才、高层次实用性人才的培养被视为普

遍共识的当下,高校实验教学环节日益得到关注。
本工作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融入到高校

实验教学当中,从实验内容、实验进行、实验考核等

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并分析了“以学生为中心”在

高校实验教学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以期就提升学生

的实验实践素质的教学方面与同行交流、共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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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高校依托土木工程实验室建设创客空间对创新

型土木类人才的培养及土木工程创新实验室的建设

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提出的土木工程实验

室创客空间建设方案设想可为高校建设创客空间提

供参考和借鉴。 目前创客空间的建设还处于探索阶

段,存在着重视程度不够、保障性资源建设不足、校
企合作不充分等问题,尚需进一步解决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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