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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明确指出，人才培养、知识创新和服务经济、社会是高
等学校的三项职能，同时强调高等学校要办出特色和水
平，在当今“厚基础、宽口径”的办学方式下，如何良好地实
现高等学校的这三项职能是摆在每个高等教育工作者面
前的重要任务。普通工科院校主要培养面向相关专业的具
有一定技能的工程师，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就
业渠道逐渐拓宽，毕业生可以进行多元化的选择，他们中
有部分学生选择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部分学生从事与所
学专业关系不密切的工作。在我国目前实行分省市按计划
招生的情况下，学生的入学成绩和就业志向存在很大差
异，如何实现针对不同基础和就业志向的学生制订体现个
性化发展需求的教学计划，实现“人人成才”的目标是一项
亟待研究的课题。本文以天津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
业本科生的教育、教学改革为例进行了研究和讨论。

一、当前工科专业本科生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材料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是由 1958 年设立的化学纤
维专业经多次调整后设立的，目前年招收规模 180 人，50
多年来的办学过程中始终保持了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
的特色，并在中空纤维膜材料和特种功能纤维材料方面形
成鲜明的科研优势。经过调查和统计发现，在过去的 5 年
中，毕业生中有 28%~41%左右的同学考取了中国科学院、

985 大学、211 大学和本校的硕士研究生；有 30%左右的同
学到与高分子材料相关的化学纤维、塑料制品、橡胶制品
开发生产企业工作；另有 30%左右的同学到政府机关、外
贸企业、销售公司等部门工作，这种“复合型人才”工作中
较多接触其他学科的知识。经过对用人单位和毕业生的回
访发现：目前的高校毕业生从认知水平、理解能力、专业技
能、外语能力等方面是能够满足用人单位基本需求的。但
是面对毕业生多元化的选择，高等教育依然存在很多尚未
解决的问题，例如：攻读研究生的同学存在创新能力不足、
知识基础不够牢固、专业英语的阅读与写作能力薄弱等问
题；到企业工作的同学存在动手能力差、适应能力不足、对
企业生产现状和企业文化知之甚少等问题；到政府机关、
外贸公司和销售公司工作的同学存在知识结构不合理、知
识面窄、人际交往与沟通能力不足等问题。同时，我们也看
到高等教育经过近十年来的发展已经发生的巨大变化，首
先学校通过“十五”、“十一五”、重点学科建设经费极大地
改善了教学条件和教学环境，特别购置了价值 8000 万元
以上的先进仪器设备，搭建了良好的科研、教学共享平台，
与此同时，教师的学术水平也在逐年提高，专任教师中博
士学位教师的比例达到 90%，年获批国家（青年）自然科学
基金数目由 5 年前的 3~5 项，达到 10~13 项，在研的国家
973、863、国家和省部级科学基金项目达到 80 项左右。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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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上进行拓展。
五、开展课外兴趣小组

现如今大学生普遍在学习的主动性和自我控制能力
上较差，以小组为单位将有兴趣的学生集合起来，小组成
员之间相互监督和制约，这样就容易长期坚持下来。并且
一个人想要完成大型课题是比较困难的，经过团队中任务
的分配，每个人完成不同的工作，碰到问题可以集体讨论，
起到共同学习的作用。

教师应该鼓励和组织团队小组参加全国各类专业竞
赛，例如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光
电设计竞赛、全国电子专业人才设计与技能大赛等，提升
学生综合能力，增加见识，同时也有利于参赛队伍之间师
生的交流。

六、结束语

学习单片机原理目的就是让学生初步掌握单片机系
统的设计与开发。为了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教师不能仅仅
以教会学生理论知识为目标，更重要的是提高学生解决实
际工程问题的能力，同时还能针对故障问题进行相关处理
和调试。另外教师还应将当前单片机发展现状并及时介绍
给学生，以便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求。

本文针对“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课程的特点，从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注重结合前沿科技，改善教学方法和手段、加
强实践教学体系以及开展团队建设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教
学改革的研究和探索，提出了一些有利于改善教学效果、
增强学生应用能力的思考和建议。经实践表明，在实施了
教学改革的几点方案之后，能提高教师课堂教学效率，调
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改善教学效果，激发学生学习单片机
的创新能力，更利于为社会培养更多高能力、有开拓进取
精神的探索创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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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日常的教学工作并没有使教师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教师的科研水平和本科生的课堂教学存在落差。综上所
述，高等教育、学生的个性发展、社会需求三者之间存在不
协调的矛盾，如何为上述问题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了教
育、教学改革的关键。

二、课程设置改革方案

分析本科生培养中课程的设置发现，一名本科生平均
要学习 60 门课程，其中必修课 50 门、选修课 10 门，毕业
时的学分达 190 学分以上，培养方案中素质教育、工程教
育、专业教育、人文教育等各种教育理念混杂在一起，看似
面面俱到，然而这种面面俱到的课程设置方式并没有体现
出学生不同择业方向的需求，如电工技术、工程制图等课
程的学时数分别为 60 学时，对于未来攻读材料科学与工
程方向研究生的学生来说，这些课程必要性不大，而专业
基础课———高分子化学和高分子物理的理论课和实验课
总时数为 130 学时，讲授内容比较浅显，专业知识基础不
牢固；这部分学生需要大量查阅和阅读外文文献，如果采
用中文教材授课，则其阅读专业文献时的专业词汇不足，
而采用双语教学授课，总学时数明显不足，对于一般本科
院校的本科生来说，其自主学习知识的能力相对较弱，这
样一套统一的教学计划，很难为不同就业方向的本科生提
供良好的帮助，为此，需要进行深层次、系统化的教育、教
学体制改革。

根据我院师资队伍结构变化和人才就业需求，我院开
展了人才培养模式的教学改革。从 2010 年开始，学院邀请
校内外教育教学专家、学术带头人、企业界人士等参与讨
论，对现有课程设置进行多次研讨，经反复论证，制订了
“拔尖创新班”人才培养方案，在 2010 级入学的本科生中
参考入学成绩和大学一年级的数学、外语成绩经笔试、面
试选拔出了 30 名同学，于 2011 年 4 月组建了第一届“拔
尖创新班”。对进入创新班的学生基本要求是每名学生在
大学二年级末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到大学四年级末发
表 1 篇 SCI、EI、ISTP 三大检索收录论文或获得 1 项发明
专利。学院为更好地实施创新班的教学改革工作专门成立
了“材料创新系”，由有国外留学背景的教师组成。“拔尖创
新班”成立后采用新的教学计划，取消电工技术、工程制图
等课程，适当压缩大学物理的授课时数，采用双语教学，将
高分子化学和高分子物理的教学时数由 50 学时增加到
80 学时，以便教师深化课堂教学内容。通过自愿报名，为
每位“拔尖创新班”学生配备了 1 名学术导师，进行“一对
一”培养，学术导师的入选条件是目前承担国家、省部级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并要求学生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参与到教
师的科研课题中，每学期安排两周集中教学时间，从事短
期的科学研究工作，在科研实践中激发学习兴趣，培养学
生的创新思维、创新能力。以《材料创新研究》课程为依托
开设讨论课，每 5 人一组，由一位有丰富科研和教学经验
的教师指导，开展讨论式学习，在上课之前以小组为单位
进行文献的检索、阅读、总结、归纳，并做成幻灯片，课上在
教师指导和监督下学生分组完成文献阅读的汇报及讨论
工作，教师根据学生汇报和讨论的情况给出课程成绩，这
种授课方式极大地激发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热情，学生们在
讨论课中受益良多，不仅提高了交流能力，也激发了创新
性思维。结合入选教育部第二批“卓越工程师计划”的契
机，学院对课程设置进行了多次研讨，并邀请校外教育专

家参与讨论，经反复论证，制订了“卓越工程师班”学生培
养方案，在 2011 级入学新生中通过自愿报名、笔试和面
试，以三选一的比例，选拔出 30 名学生成立了“卓越工程
师班”，由有一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的教师担任教学工作，
另聘请企业技术人员 10 余人作为兼职教师，参与本科生
培养。“卓越班”成立之后采用新的教学计划，压缩理论课
的授课时数，增加学生的生产实践时间，同时学院专门为
卓越班工程师班设置了企业社会实践、知识产权概论、质
量管理与认证、化学纤维质量控制等与工厂实践直接相关
的课程，以减小学生毕业后知识结构与企业文化的差距。
在加强实践能力方面，让学生自愿组合，提出实验方案，到
“实训中心”进行工艺实验，在实践中培养协作精神、质量
意识。对于从事毕业设计同学，采用“3.5+0.5”的培养模式，
鼓励其到企业开展设计、研究。结合学校已经启动的“卓越
管理者”计划和选学“双学位”，据统计，2010 级学生中有
30 人在管理、国贸、日语等专业开展第二学位学习，这种
学习模式借助学校多学科、综合性的优势，将材料专业与
其他文科专业相结合，使学生在四年的学习中搭建文、工
结合的复合型知识结构。学生通过参加天津工业大学承办
的第九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和在天津召开的夏季达沃斯
论坛等志愿者活动，提高了本科生的管理能力，拓宽了知
识面、人际交往和沟通能力，为其发展成为“复合型人才”
奠定了基础。

三、结果与讨论

一年多以来的实践证明，“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得到
了本科生的热烈响应，人人以参与教育、教学改革为荣，加
入“拔尖创新班”和“卓越班”的同学，学习积极性很高，二
年级末“拔尖创新班”仅一名同学因为基础稍差，只差 1 分
没有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全班通过率 96%（全年级平
均通过率为 61%），大学英语六级通过率 60%。按规定没
有通过大学英语四级的同学在大学三年级时回到普通班
学习，而申请加入“拔尖创新班”的同学多达 10 余位，其中
也包括“卓越班”的同学。一年多以来，已有美国康奈尔大
学、佐治亚理工学院、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澳大利亚迪肯大
学、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等国外学者
以及中国工程院院士、杰出青年基金承担者、973 首席科
学家等 20 余人到校学术交流、演讲和座谈。通过让“拔尖
创新班”同学旁听学术交流中邀请来校的国内外专家的讲
座，参加座谈，开阔了视野。2010 级“拔尖创新班”同学已
有 13 人提出了发明专利申请，有 14 人在实验基础上，开
始撰写科研论文。2011 级“卓越班”的同学在大学一年级
已经开始到工厂参观，并通过参加“启智夏令营”等活动，
参与生产实验。听取了来自荣盛石化集团、浙江益邦氨纶、
天津维斯塔斯风电有限公司和山东永盛集团等企业专业
技术人员和企业家的报告，了解和掌握了作为一名卓越工
程师所需的基本素质，为今后的成长明确了方向。在承办
第九届大学生运动会和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有 21 名学
生作为志愿者参与会议，这些同学由于在会议期间的出色
表现受到学校的表彰。已经开展的“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
教育、教学改革的开端很好，作为教育、教学改革方案的设
计者，也担心那些没有进入“拔尖创新班”、“卓越班”和入
选“卓越管理者”计划的学生出现消极学习现象，为此，在
细节上做了以下工作：加强普通班的班导师工作，通过生
活中的实例鼓励学生认真学习；选拔能起带头作用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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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班干部；入选“拔尖创新班”和“卓越班”的同学仍按原
入学班住宿，防止进出“拔尖创新班”和“卓越班”时，因宿
舍搬迁造成的思想压力和情绪波动。事实证明，班导师、班
干部工作得力的班级，学习积极性仍然很高，二年级末大
学英语四级通过率达到 73%，而班导师、班干部工作不得
力的班级学习积极性受到影响，二年级末大学英语四级通
过率仅为 41%，但这并未超出一般院校本科生班的正常
波动水平。

四、结论

在普通工科院校本科生中实行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
顺应了时代要求，满足了学生个性化发展的要求，有利于
培养出具有特色的本科生，对促进教师队伍的水平的提高
也有一定的帮助，在师资力量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借鉴采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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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文教学本质训练来看，教师要善于给学生创设语
境、情境，凸显他们的表现力、想象力、创造力，让个性自由
挥洒。笔者认为在教学中只有把引领个性发展放在首位，
才能使得语文教学卓有成效。而提高学生语言表达能力、
创新能力，可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引领个性———激活语言表达灵感

“以人为本”是新课程改革的核心，教学中学生是学习
的主体，作为语文老师要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激
活学生的语言表达灵感，培养学生参与语言学习情境的积
极性。首先，抓住课堂教学的主阵地，带领学生一起分析特
定语境、情境下的语言表述，为学生创设开口说的机会，激
发学生能说、想说、敢说、会说的欲望，促使学生积极地思
考，进入最佳表达状态。如学习童话《丑小鸭》一文，让学生
认真读课文，抓主要情节和重点词语，复述课文或讲故事，
分组交流，且每组推荐一名选手在班上展示。由此，学生能
在自学中理解文意，会联想，有发现，巧引用，同样的材料
不一样的表达味道，让人耳目一新。其次，利用丰富的语文
活动给学生进行语言表达、施展才华提供一个广阔的舞
台。如：诗文朗诵、读书交流、新闻大家说等活动，优化学生
语言学习环境，拓宽语言空间。往往一个镜头、一个片段、
一句警言都可以引发学生求异思维的火花，引导学生找到
构思立意的最佳突破口，更新组合原有的信息，得出相对
或想反的结论。辩论赛能充分调动学生的语言潜能，大胆
发表自己的见解，更能给学生张扬个性的机会。学习《愚公
移山》后，老师就移山还是搬家这个论题让学生展开辩论，
在辩论中有学生对这两种观点均不赞成，独辟蹊径，他们
认为“靠山吃山，依山为宝”。该辩手从三方面立论：（1）从

环保绿化、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上谈，移山违背了生态平衡、
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2）从党的惠农政策上
谈退耕还林、还山林农的优越性方面反驳不应搬家。（3）从
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上谈“依山为宝”的广阔发展前景。辩论
中学生的思维由单一变为多维，站在社会高度，多角度、深
层次地看待事物、分析问题，思想认识与时代的脉搏跳动
合拍，表现出学生独特强烈的个性。在春游课外活动中，让
学生走进自然，亲近自然，面对美景，激活语言的灵感，学
生脱口而出“一望空阔若脱笼之鹄”、“野芳发而幽香”、“柳
条柔梢披风”……让学生用真情去感知美，用语言去表现
美，使个性得到张扬。

二、巧妙模仿———挖掘语言表达的个性魅力

要想把语言表达得严谨优美，模仿是学习语言的好方
法，模仿不是照搬，也非抄袭，而是从范文中得到启示、借
鉴。教学中应鼓励学生模仿，课堂上善于引导，深入捕捉语
言在特定语境中字面与隐含的信息，有针对性地进行改
写、缩写、仿句。如《夏感》中原句“春之色为冷的绿，如碧
波，如嫩竹，贮满希望之情”。仿：夏之色为甜的黄，如麦浪，
如鲜樱桃，浸透丰收之喜。模仿中，学生不仅学修辞、结构
搭配，更重要的是在挖掘作者景与情的联系上，达到心物
感应，应自己的景，吐自己的情。由模仿到创新是一个过
程，在长期仿写与练习过程中，学生会以自己的方式，揣摩
细品作者的写作意图，发现美文蕴含的价值观，能抓住本
质的联系，从另一角度、另一方式去模仿。如学习《小桔灯》
一文后，让学生跨越时空，联想几十年后小姑娘的生活、精
神面貌，运用对比手法写“变”，这需要学生深入生活，关注
社会，精巧构思。有学生首先是仿题“再送小桔灯”，“再送”

引领个性发展 提高语言表达创新能力
———基于初中语文课堂教学

张英春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建民办河西初级中学，陕西 安康 725000）

摘要：语文教学是培养新世纪社会主义建设创新型、应用型人才的重要环节。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创新能力是语文
教师的重要任务。本文从引领个性———激活语言表达灵感；巧妙模仿———挖掘语言表达的个性魅力；大胆想象———启迪
学生语言表达入境之美三方面入手，唤起学生的个性觉悟，引领个性发展，培养语言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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