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 世 红

复旦大学 物理学系
2019年1月12日华东理工大学



内容提纲

●2018-2022年教育部高等学校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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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化与教学方法创新指导委员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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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工作会议



2018-2022年教育部高等学校实
验室建设与实验教学指导委员会
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工作会议



● 2018年12月13-14日，2018-2022年高等学校实验室

建设与实验教学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教指委”）成
立大会暨第一次工作会议在东南大学举行。

● 教育部高教司一级巡视员宋毅，高教司实验室处副
处长高东锋，东南大学副校长金保昇，本届教指委全体
委员以及上届教指委部分委员共计60余人参加会议。

实验室建设与实验教学指导委员会







教指委主任委员易红教授为新一届教指委成立致辞。他首先对
上届教指委的工作表示了衷心的感谢。他表示，实验教学指导委
员会和实验室建设指导委员会两个教指委在过去五年中，在相关
调研、协助教育部实验教学相关文件制定、收集出版实验教学改
革成果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并表示，本届
教指委要不断推进改革创新，在本科人才培养关键的未来五年，
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恪尽职守，尽心竭力，研究实验室建设和实
验教学的新特征，努力交出新时代满意答卷。



随着人才培养的深化，需要将前期投入的硬件优势
转化为人才培养的能力，转化到实验教学这个直接环节
中来；要找准定位，冷静分析当前改革的机遇和挑战；
要把握方向，深层谋划，在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和复
制的深水区，敢为天下先，不断推动思想创新、理论创
新，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深思熟虑、精益求精，加强
宏观指导，推动各级各类高校发展。



第一，要加强理论研究，在新时代面临新机遇和新挑战的背
景下，借鉴高等教育发达国家一流大学经验的基础上，建设
我们自己实验室建设与实验教学的相关理论；

第二，要加强基础工作，尽快提出一套能够覆盖所有专业类
别的虚拟仿真实验项目体系；

第三，要注意务实，五年时间抓紧干出成效，拿出标志性成
果，群策群力，开拓创新，全面提高实验室建设和实验教学
改革的成效。

宋毅巡视员对本届教指委工作提出了
三点希望：



易红主任委员就上一届实验室建设指导委员会、实验教学
指导委员会开展的主要工作以及本届实验室建设与实验教
学指导委员会拟着力推进的工作向大会作工作报告

上届教指委主要开展的工作有：

1. 举办全国高等学校自制实验教学仪器设备评选活动，促
进教学方法和实验教学的改革与创新；

2. 开展实验教学典型案例征集遴选工作，形成了《高等学
校实验教学典型案例汇编》，于2018年12月由高等教
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3. 开展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持续发展专项研究，系列
研究成果直接运用于教育部《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管理办法》的制定；



4. 从实验实践能力维度、实验教学项目维度、实验项目
与实验能力的关联度等方面，探讨了学生实验实践能
力培养标准框架体系；

5. 通过调研形成了“高等学校实验室建设继续解决问题
排行”报告、“高等学校实验室建设工作数据分析报
告”，完成了“高等学校实验教学资源开放共享研究”
等课题的研究工作。

6. 接下来易红主任委员提出了本届教指委拟开展工作的
建议以及本届教指委工作的方式，希望广泛征集各位
委员的意见，供大会讨论完善。



学生实验实践能力培养标准



本届教指委拟开展工作的建议



本届教指委拟开展工作的建议



本届教指委拟开展工作的建议



本届教指委拟开展工作的建议



本届教指委拟开展工作的建议



◎物理教学优化策略(“四句话”)

重视演示实验
强调教的过程

突出教师思维

教师预设变式

开发学生实验
关注学的过程

激发学生思维

学生生成变式

*实验为基础

*过程为主线

*思维为中心

*变式为手段

◎雷树人:《试论我国中学物理教学的传统》（1982年7月）

*重视基本概念和规律教学

*加强演示和学生实验

*强调理论联系实际

*重视培养学生的能力

这些传统还
值得坚守吗？

这些策略还
能够适用吗？

物理核心素养 物理传统教学
发展

继承

自废
武功

●厘清改革与传统的关系

？

为上届委员颁发纪念牌





2018-2022 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信息
化与教学方法创新指导委员会创新方
法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

次工作会议



● 2018 年 12月 7 日，2018-2022 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

信息化与教学方法创新指导委员会创新方法教学指导分委
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召开。

● 教育部高教司教学条件处李静处长、科技部21世纪议
程中心汪航副主任、全体教指委委员出席本次会议。

教学信息化与教学方法创新指导委员会
创新方法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教育部高教司教学条件处李静处长在会上指出，创新能
力培养一直是高等教育的重要工作，新一届分教指委的组
建，说明了教育部对此项工作的重视。她强调，新一届分
教指委委员均来自创新教育的第一线，都是权威专家，要
在师资培训、“金课”建设等方面积极发挥教指委引领作
用。同时在教指委工作方法、组织模式等方面也积极开展
创新性工作，提升教指委工作成效。

科技部21世纪议程中心汪航副主任高度评价了上届教指
委承担科技部创新方法专项在高校人才培养方向项目过程
中所取得的卓越成绩。他指出，创新方法专项是教育部、
科技部联动的一个纽带，教指委在课程建设、教材建设、
创新大赛等方面均圆满了项目指标，未来科技部在创新方
法专项上会更加倾斜高校创新人才培养，希望教指委承担
更多工作和任务。





李茂国主任委员在讲话中期望全体委员认真学习贯彻

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
的重要论述。认真学习高等教育和教指委工作的有关文件
精神，找准工作定位，明确工作目标，提升工作水平。

要按照《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章程》，围
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积极开展研究、咨询、指导、评估、
服务等工作，充分发挥“参谋部”“咨询团”“指导
组”“推动队”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创新是引领发
展的第一动力，我们要推动大学生创新方法培养广泛开展，
牵住创新能力培养的“牛鼻子”，下好创新人才培养的
“先手棋”。

从教学走向教育



第一、要做好创新方法通识课程和教材建设，
重点突破专创融合课程和教材建设；

第二、要大力培养创新方法师资，建立多渠
道师资培训基地；

第三、要办好大学生创新方法大赛和教师创
新方法大赛，进一步办好工程机器人大赛；

第四、要加强与各类创新方法学术组织的合
作，开展创新方法理论研究；

第五、要联合各学科专业教指委，推动创新
方法与专业教学融合，推动以创新为基础的创业，
打造创新创业升级版。

本届教指委工作计划：



按照会议日程，委员林岳做了《国际TRIZ
发展动态报告》，介绍了当前创新方法国际
发展态势；

冯林做了《大学生创新创业方法训练体系
构建与应用示范项目报告》，对上届教指委
承担的科技部创新方法专项所取得的各项成
绩进行了汇报；
高国华做了《多层次多模式的高校创新方

法人才培育体系建设与示范项目报告》，对
目前教指委正在承担的科技部创新方法专项
的执行情况、未来工作计划等进行了汇报。



副主任委员东南大学胡仁杰教授传达
了教育部陈宝生部长 、林蕙青副部长和吴
岩司长在 2018-2022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教
学指导委员会成立会议上的讲话要点。

与会全体委员听取了上届教指委工作
的工作汇报，并对本届教指委工作设想和工
作重点进行了热烈讨论。



其他活动安排：专创融合示范课程建设培训会





2018年12月8日，“2018 专创融合示范课程建设培
训会”也同期召开，全体教指委委员及来自全国10
家高校70余名教师参加了培训会。

冯林委员做了《创新方法与物理学专业课程
的结合》、高国华委员做了《创新方法与机械工程
专业课程的结合》的两个报告，分别就创新方法如
何融入专业课程、专业教师如何掌握和运用创新方
法、创新方法与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等内容进行了介
绍。

随后，10所高校分别来自物理学、机械工程、
电子信息等专业的教师汇报了专创融合课程改革的
情况，与会教指委委员进行了点评并给出了建设性
意见。



创新方法教指委2019年工作计划（讨论稿）

一、课程与教材建设

1. 专创融合课程建设

2. 专创融合教材建设

二、师资培训与普及

1. 培训基地建设。教育部教师教学发展示范中心签约基地。

2. 组建培训团队。在全国范围内邀请有资格的专家组成若
干培训团队。

3. 培训团队到培训基地开展培训，各校教师就近参加培训。
快速扩大TRIZ一级培训规模。



三、学科建设与研究
1. 运用创新方法培养大学生解决专业认证中复杂

工程问题的能力研究。
2. 创新工程学科知识体系研究
3. 创新方法学术刊物建设

四、创新方法竞赛
1. 大学生创新方法大赛
2. 中国工程机器人大赛
3. 大学生iCAN创新创业大赛



五、指导全国创新创业学院联盟
1. 院长培训
2. 联盟年会
3. 发展会员

六、教指委建设
1. 建立秘书处工作机制
2. 建立工作组工作机制
3. 召开学期工作会议
4. 特邀委员工作。TRIZ专家和文科专家。
5. 合作伙伴计划





教学质量保障–科学实践的学习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