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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实践教学的现状分析与改革对策

徐放
(南通大学高教所，江苏南通22印19)

摘要：审视我国各高校近些年的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安排，实践环节所受到的重视程度越

来越高，但总体上仍明显感到我国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不足。造成这种差异

的根本原因一是在于教育观念并没有根本改变，遵循的仍然是传统的知识教育质量观；二是重

形式，抓表象，很多好的改革措施在实际中并没有得到贯彻和落实。因此我国高校实践教学改

革要在进一步转变教育观念的基础上，狠抓改革措施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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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01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加强高等学

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就

明确指出，实践教学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

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具有特殊的作用，

提出要根据科技进步的要求，注意更新实验教学

内容，提倡实验教学与科研课题相结合，创造条件

使学生较早地参与科学研究和创新活动。近几年

来各高校也确实认识到所培养的人才在实践能力

方面的不足，并力图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如加强素

质教育，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开辟第二课堂等

等，但很多改革远远没有做到位，仍然存在着相当

多的问题，大学生实践能力普遍较弱的状况并没

有太大的改观。

一、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谈起

经历了大规模的量的扩张之后，近一个时期，

提高教学质量历史地摆在了我国各高校面前。

2007年1月22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启动“高等

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其中，“加

强实践教学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是“质量工程”

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教育部部长周济在“质量

工程”启示视频会议上强调，必须坚持以强化实

践教学为着力点，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改革实践教

学内容。在国新办2007年9月12日新闻发布会

上，周济部长指出：我国的教育有很多的优点，但

是也有很多的不足。其中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不

足，是我国教育中的一个很致命的缺点。也就是

说，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可能有许多方面需要考

虑，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则是一个“致命的”问

题，可见，培养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是提高高

等教育质量的关键所在。

事实上，审视一下我国各高校近些年的人才

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安排，实践环节受到的重视

程度越来越高，各高校在进行教学改革对都不忘

把“创新”、“实践”挂在嘴上，在具体措施方面也

有很多，如构建实践教学体系、加强实验室建设、

加强校外实践基地建设、加强毕业设计(论文)的

质量管理等等。但比较一下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

生，总体上仍明显感到我国学生的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不足。用人单位、媒体、各种

调查反映我国大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差的声音不

绝入耳。尽管各高校一直在致力于实践教学改

革，但改革的成效并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

对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国外高校并不时

时把“创新”、“实践”等挂在嘴上，也没有“创新实

验室”、“实践基地”这类的词，他们认为实验室本

身就是创新、实践的地方。尽管不常挂在嘴上，但

是国外大学却是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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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能力，并且用潜移默化的方式，鼓励学生敢于

想象，敢于提问，勇于探索，能独立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并最终使创新意识成为学生的一种习惯性

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而我国大学正是所谓

“雷声大。雨点小”，其根本原因主要在于：一是教

育观念并没有根本改变，遵循的仍然是传统的知

识教育质量观；二是重形式，抓表象，很多好的措

施在实际中并没有得到贯彻和落实。

二、高校实践教学的现状和问题分析

(一)实践教学从属于理论教学，实践教学体

系不完善或趋于雷同，缺乏学校特色

我国高校的实践教学在整个教学计划中的比

例一直偏低，是一条短腿，尽管近些年各高校都有

所加强，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相比，仍然严重

不足。如德国亚琛工业大学的实践教学在一学年

中就有三段时间：四月初开始约有半个月的工厂

实习或项目研究；六月初为期一周的工厂参观和

交流；八月中旬开始的约一个月的工厂实习和项

目研究。麻省理工学院实践环节不仅包括12学

分的夏季学期的实习，还包括同样学分的实验课

程和独立自主研究。

我国大学实践教学的计划性、严肃性、严格性

远不如理论教学，很多高校的实践教学缺乏完善

的体系，尤其是缺乏系统的、循序渐进的目标体系

和科学的考核体系，实践教学常常是作为理论教

学的补充，很难考虑到根据学生实践能力发展的

特点进行培养和训练；考核常常流于形式，没有真

正检测到学生实践能力的增长水平。有些高校虽

然构建了完整的体系，但缺乏自己学校的特色，在

目标定位、内容、措施等方面都与其它学校雷同较

多，并没有与自己学校的办学定位、特点联系起

来，导致人才没有特色，在就业时缺乏竞争力。

(二)实践教学过程与理论教学过程脱节，导

致学生的理论学习和实践学习都处于低效状态

受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我国高校的课堂理

论教学更为关注学生掌握系统的文化知识，将培

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视为实践环节的任务，两者的

完全脱节造成学生在理论学习时缺乏兴趣和主动

性，上课时玩手机、听音乐。理论没有学好，在实

践环节因缺乏理论的指导，无所适从或盲目实践，

实践能力很难得到真正的培养。而许多发达国家

的高校即使在理论教学中也极为关注学生实践动

机的培养和实践能力的发展，他们蕴实践锻炼于

理论教学之中，或者让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处于中

心地位，注重学生的主动参与，或者以案例、问题、

项目为中心组织教学，使课堂教学更贴近学生将

来必须要面临的真实问题。“在许多高校，这种

模式已经在课堂教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u事

实证明，这种理论与实践交融的方式不仅有助于

学生在理论的指导下完成实践，实践能力得到更

有效的培养，而且实践常常成为理论创新的动力

和源泉，也更有助于理论的学习和创新。

(三)实践基地建设形式多于实质，虚大于

实，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为了迎合国家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要求，许

多高校在建立社会实践基地(中心)上下足了功

夫，一个时期以来，在地方上建立的高校实践基地

(中心)像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厂(企)校谈判，

签字、挂牌轰轰烈烈热热闹闹，但形式大于实质。

这些基地究竟对教学起了多大作用?笔者曾

走访过中国蓝印花布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挂着六

块当地及外省市六所高校的实践基地匾牌，六所

高校中不乏国内知名高校。当笔者询问负责人与

这些高校如何合作如何为实践教学服务时，得到

的答复是很少来，有的从来没来过。其实这一合

作还是大有可为的，因为蓝印花布是该市传统特

色产品，以其独特的印染技术而享誉海内外，但其

成品有一缺陷即不耐洗，一遇水，蓝色就洇人白色

上，这一掉色情况却“久攻不破”。按理这是一个

很好的实践课题，但六所高校并未能对此做多少

研究改进工作。

但是，在整体情况欠佳的情况下，也有高校创

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新路。中国青年报2007年

lO月曾报道四川锦城学院创办模拟公司让学生

当“老总”，由学院出钱让学生经营，收益归学校，

学生无风险，明确学生专修学分，未达基本要求，

当不好，将不能参与创业，从而激发学生自觉找营

销、财务相关书籍来阅读。学生真刀真枪地得到

了锻炼，深得学生、家长的好评。可见，在创建实

践基地时要有创新思维，并要在“实～严～效”

上下工夫。

(四)实践环节要求不严，管理施教均不到位

实习成为走过场，毕业论文抄袭现象严重，这

些状况一方面与学生的学习态度有关，更重要的

是与学校的教育和管理不到位有关。就拿毕业设

计(论文)为例，相当多的学校管理部门和指导老

师对这一重要环节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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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校实践教学的改革对策

(一)围绕专业培养目标和规格，以促进大学

生实践能力的整体发展为目标，构建完善的实践

教学体系

高校实践教学基本目的是促进学生实践和创

新能力的增长，因此其目标和内容一方面要依据

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和学科特点，另一方面必须尊

重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从个体实践能力发展的

特点看，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包含多个方面，并且是

一个整体性循环式上升的过程，所以，高校实践教

学不应只是作为理论课的补充，依附于理论教学，

而是必须有自己独立的、完善的体系；包括目标体

系、内容体系、考核体系等，这样才能够以整体优

化的思路来考虑如何根据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

力形成的阶段特点和发展规律安排不同阶段占蛱
践教学内容和任务，采取不同的模式和途径，从简

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为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

的全方位拓展搭建_-个阶梯式的平台序列。

高校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必须紧紧围绕专业

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首先不同类型和层次的高

校应根据自己的办学定位构建实践教学目标体

系，不要不切实际地高攀或降低要求。研究型大

学、普通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在实践教学的目标

体系上应是不同的。从宏观上看，研究型大学实

践教学的目标更侧重于通过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

思维能力、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一般本科院校

不仅要解决让学生知道如何操作的问题，而且更

要解决让他们知道如何选择的问题，即不仅会做，

还要知道做什么，有所为有所不为。高职院校则

更侧重于培养学生掌握专业操作技能。不同专业

也要根据自己的专业特点构建合理的目标和内容

体系。其次，要从整个专业人才培养计划的整体

优化的角度考虑，处理好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

关系，要像建设理论教学体系一样精心建设实践

教学体系。因为理论是实践的指导，实践教学体

系不能完全独立于理论教学，需要与理论教学互

相呼应，相得益彰。这样才能使实践教学与理论教

学既互相联系、互相补充，又各有培养目标要求。

(二)改革教学方法，积极探索理论与实践相

融合的课程教学方式。

在总体思路上，我们强调要构建相对独立的、

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但在教学过程上，理论教学

与实践教学是不能够脱离的，理论教学必须与实
·90·

践教学相互贯通、相互融合。国外很多大学很早

就开始在课程教学中强化实践教育的思想。如斯

坦福大学相当一部分课程是以学生为中心的讨论

式教学心j，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在专业课教学中，

讲授的内容大部分直接来源于生产实践，很多是

结合了企业界正在使用的新技术口】。美国、英

国、新加坡的一些高校采用“基于项目的学习”的

教学组织形式，引导学生深入探究某一真实、复杂

’的问题，在传授理论知识的同时，关注学生解决问

题的能力以及综合素质的培养。日本大学采用演

习课，以及“习明纳”即讨论会的方式进行教学，

不仅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锻炼了表达能力，还是

提高他们的外语能力、科研能力、实际操作能力的

有效手段⋯。我国大学应结合实际，进一步探索

’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教学方式，从而使理论得到

很好的传授，学生的创造能力也得到了培养。

(三)精心选择，建立有实质性双赢的校外实

践基地

很多校外实践基地流于形式，没有发挥应有

的作用，其根本原因在于企业无论是在人才培养

方面还是在技术研发方面都没有从合作中得到切

实的好处，因此在指导学生和为学生提供实习条

件方面很不积极主动，有很大的保留，学生很难得

到真实的锻炼，因此也变得被动和无奈。要改变

目前这种状况，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即坚持

“四不“‘二抓～三明确”，从而建立有实质性双

赢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l、“四不”。即选建校外实践基地(中心)坚

持不求数量，但求质量，所选基地必须能够承担实

践教学体系中确定的实践教学任务；不盲目布点

而是按需选择，选建的都是愿意承担任务的不是

挂名的；不单方收益，力求互利，学校要能够在人

才培训、技术研发或其它方面为基地提供切实的

服务；重实质而不是形式，学校与实践基地的合作

必须有实质的内容，如建立合作教育机构，一方面

为学生由理论学习向校外实践提供一个衔接，另

一方面可作企业的培训基地；共同设计或开发课

程，与企业密切沟通，根据企业需要，共同进行课

程开发或选择实训项目；共同参与教学，基础和应

用技术发挥学校教师所长，由学校专业教师讲授，

基地提供真实项目内容，由项目经理和学校具有

开发经验的教师带领学生实训。通过这些密切的

合作，能够使学校和基地互惠互利。

2、“二抓”。一是与基地进行充分沟通，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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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建设。实践基地选建后要狠抓实质性工作，即

抓内涵建设，包括指导力量培养、互利互惠的利益

机制、科学严密的管理制度、质量监控措施等等，

这些都要与基地进行充分的沟通，双方达成共识，

才能够便于日后的合作管理。二是用心培植选定

的基地，抓长效合作机制建设。学校要根据社会

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的需求变化研究如何为企业提

供更好的服务，使企业更乐于与学校进行长期合

作，成为紧密的长期合作共同体，从而为学校赢得

稳定的实践教学基地。

3、“三明确”。明确实践要求，要与选定的实

践基地商定各种实践要求，必须根据要求完成规

定的实习任务。明确双方的义务，在实践阶段，

企、校双方的义务必须书面明确，以明职责。明确

考核办法，实践结束如何考核必须明确，不仅有考

核标准而且要有考核结果。只有这些方面都有明’

确的规定，才能够使双方的合作有据可依，日后不

推诿，不扯皮，有利于长期合作。

(四)将做毕业设计(论文)的时间提前，加强

对毕业设计(论文)的指导和质量管理

’鉴于当前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做毕业设计的时

间冲突的矛盾，学校要进行一定的改革，将做毕业

设计的时间提前到大四上学期，给出一年的时间，

让学生有充分的时间做毕业设计(论文)。同时，

参考文献：

从大三开始建立导师制，让学生有机会参与导师

的学术科研活动，尽早了解科学研究的过程和方

法。由于很多学校将集中实习的时间安排在大四

上学期，经过上述时间调整，学生大三时在导师的

指导下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科学研究方法，到大四

上学期，导师就可以启发学生在专业实习过程中

去发现一些真实的问题，如果解决的条件可行的

话，就可以将其作为毕业设计(论文)的选题。由

于学生通常对解决真实的问题比较感兴趣，这样

做一方面可以变目前大部分学生被动地做设计

(论文)为主动地做设计(论文)，另一方面学生通

过真枪实战地解决问题，对其实践能力是最好的

培养和锻炼。而且，如果问题解决得好的话，可能

对其将来的就业也有很大的帮助。

学校要高度重视学生的毕业论文质量管理工

作，实行从选题、指导、答辩的全程质量监控，层层

落实关，杜绝假题假做，真题假做现象。一是提升

毕业设计(论文)选题的质量，题目的难度和份量

必须符合专业培养目标和专业方向的要求；二是

严格指导教师的责任，细化指导教师的评分要素，

使其必须提高自己的指导质量，否则难以敷衍地

给学生高分；三是严把答辩关，细化答辩成绩的评

分要素，使答辩过程更加规范，从而全面检验学生

的综合素质。

[1]傅维利，陈静静．国外高校学生实践能力培养模式研究[J]．教育科学，2005(1)：52—56．

[2]陈超，赵可．国外大学实践教育的理念与实践[J]．外国教育研究，2005(11)：33—38．

[3]·黄继英．国外大学的实践教学及其启示[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4)：95—98．

Analysis of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珊easures of the

Practice Teaching of Colleges and UIliVersities

XU Fang

(N粕tong UIlive瑁毋，Ji锄铲u NantorIg 226019，ClIi他)

Abstract：IIlspecting tI地talented—trilirIing scheIne蚰d teaclling pr0伊咖e 0f coⅡeges锄d urIive璐ities of tlIe recent y髓玛in 011r

co岫try，we c鲫6nd tllat practice educati∞mo№锄d mo陀anenti伽had been to paid．But c伽parirIg the coUege students of

w船tem c咖tries with lls，we stiu feel obviously tllat the ability 0f r∞ol、ring actual Pmbkms彻d iIlnovation 0f o毗c伽try’8 ool—

lege students is very insu艏cient．nis di艉rence D哪uhs fmm two船pect8：∞e is tllat耽don’t ch蚰ge ollr educati∞concept砒

all龃d stiⅡabide by the traditional opinion tlIat gr够ping l【Ilowledge i8 the m∞t impon肌t；the second is that we anach mo他im．

ponance to the fo皿肌d p玎瞄曲t撕on．Many 900d T_efo珊me嬲u瑚c柚7t be c“ed out in reality．In the c伽irIg days，the pmc—

tice teaclIing ref0锄0f our coueg∞觚d unive瑁ities sh伽ld chnge tIle educati∞c鲫cept continually蛐d must put t}le refb瑚

me船ures into d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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