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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时代教育观念的不断演进，从高中到大学阶段的教学模式和教学理念经历了显著的变革。这些变

化不仅重塑了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也对学生的学习方式、思维模式及其对教育价值的认知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本文从自动化专业大学生的视角出发，旨在深入探讨这一阶段教学革新的成效与不足，并提出针

对性的建议，保证从中学到大学的顺利过渡，以期为未来的自动化专业教学改革提供参考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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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evolution of educational concepts in the new era, teaching models and 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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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ts from high school to university have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 These changes not only 
reshape the content and methods of education, but also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students’ learn-
ing methods, thinking patterns, an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educational value.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ege students majoring in automation, aiming to deeply explore the ef-
fectiveness and shortcomings of teaching reform in this stage, and propose targeted suggestions to 
ensure a smooth transition from middle school to university,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future teaching reform in automation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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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知识经济时代，教育改革与创新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力量。从高中到大学这一关键时期，学

生经历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过渡，教育内容和方式的改革尤为重要，而自动化专业作为现代工业脉

动中不可或缺的基石，赢得了“万金油”专业的美誉，其核心地位自不必说。因此，针对自动化专业的

教学改革，毫无疑问地站在了教育革新的前沿。近年来，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以

教师为中心的模式[1]，这一变革旨在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然而，教学改革的效果如何，仍需要

从接受教育的主体——学生的视角进行评估。 

2. 背景分析 

2.1. 高中至大学阶段的教育现状 

在教学目标与授课方式上，高中教育多聚焦于知识的传授和应试技能的培养，老师在严格的教材内

容框架下带领学生学习，与此同时，作业、提问、考试等方式也帮助老师掌控学生学习情况，学生过度

依赖老师，缺乏自主思考能力。而大学教育则着重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创新能力的激发及素质教育的

实施[2]，在大学课堂上教师不严格按照教材讲授，对知识的拓展较多，还会根据学科与研究现状分析所

学科目未来发展趋势与方向。随着现代高新技术的迅速进步，自动化专业在实践指导的促进下，持续得

到完善和发展。其快速的更新周期和卓越的实时性特性，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课堂教学内容，让教师能

够更深入、更广泛地扩展知识领域。 
但在学生学习方面，高中阶段学生在老师的严格监管对固定知识点进行反复练习，学习时间充分，

知识掌握较牢靠。而大学阶段，学生自主分配时间多，作业量少、无人监督，部分学生放纵自己、缺乏

自律。在这一过渡过程中，许多创新教学方法被引入，如项目式学习、第二课堂、翻转课堂、MOOCs (大
规模开放在线课程)等。 

2.2. 教学革新的目标与挑战 

教学革新的主要目标是构建更加开放、灵活且能够激发学生主动学习兴趣的教育环境，帮助学生顺

利从高中阶段学习过渡到大学阶段，从要学生学转变到学生要学，培养创新型与应用型人才。然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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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过程中，诸多挑战接踵而至，包括教材内容的更新缓慢、师资力量的不足、教学资源的分配不均、

学生懈怠导致成绩一落千丈等问题。 

3. 关于课堂教学改革的研究 

众多学者的研究揭示了教学改革在大学与高中衔接阶段的积极影响及其所面临的挑战。通过精心设

计的课程调整、教学方法的创新以及评估方式的优化，教学改革旨在为学生提供更加顺畅的过渡体验，

从而更好地适应高等教育环境。然而，尽管这些改革在理论上具有创新性，它们在实际应用中的局限性

也逐渐浮现。 
例如，莫智雯(2022)研究表明在课堂上 74.03%的学生认为教师和学生交流互动情况很好，80.75%的

学生认为课堂教学改革能够使知识和能力得到发展，32.26%的学生则认为课堂氛围一般，同时有 11.37%
的学生对课堂教改的调研持抵触态度，47.80%的学生认为这对他们帮助不大[3]，这些数据揭示了教学改

革的局限性，接近三成的学生难以很好地融入当前的课堂环境，表明当前的教学改革并不适合所有学生。

我国高校英语的教学过程中还存在课程设计不合理、内容单调、教学发展不平衡等问题[4]。为了针对自

动化专业更好解决这些问题，其一，我们需要站在自动化专业大学生的视角分析现行教学改革的成绩与

不足之处，提出针对性建议，为未来自动化专业的教学改革提供参考和启示。其二，我们需要对就读自

动化专业的大学生群体进行抽样调查，确保获得有力的数据与有效的建议。其三，我们将针对自动化专

业总结归纳出有效的教学改革方法，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完善有关自动化专业的教学改革体系。 

4. 现行教学革新的成效与不足 

从我们自动化大学生的视角出发，对教学改革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与反思，将传统课堂和经过教学改

革的课堂进行比较，总结这一过程中取得的成果及其存在的问题。 

4.1. 成效分析 

成效方面，首先，通过改革，学校着重强化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这一点在

高中阶段尤为重要，因为它帮助学生在进入大学后能够更好地适应自主学习的学习模式，提高了学生的学术

研究能力。其次，教学改革注重跨学科知识的融合，通过设置综合性课程，增加了学生对知识的整合能力，

为学生将来的多元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再次，改革加强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通过实验、实习、小组作

业、翻转课堂等多种形式，该策略通过鼓励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紧密结合，为培养具有杰出创新能力的工

科类人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课堂上更多地参与讨论和实践，提高了问题解决能力与学习效率。 

4.2. 不足之处 

不足之处，首先，许多自动化专业的大学生指出现行教学模式在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方面还存在不

足，一些教学改革措施在实施过程中缺乏对学生个体差异的充分考虑，未能实现个性化教学，使部分学

生感到难以适应。再次，改革过程中对教师专业发展支持不足，导致一些教师在新的教学模式和要求面

前感到力不从心，影响了教学效果。部分自动化专业学生对自主学习缺乏足够的自制力和动力，导致学

习效果不佳。此外，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配也使得部分学生无法充分享受教学革新带来的好处。 

5. 大学生对教学革新的看法与建议 

5.1. 研究设计 

1) 问卷设计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设计调查问卷，其中包括学生基本信息、教学革新认知、对教学革新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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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学革新的建议等。 
2) 调查对象 
本研究选取华北理工大学开展课堂教学改革的课程作为研究案例，将参与教学改革的自动化专业学

生作为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共计发放 219 份问卷，回收 219 份，有效问卷 219 份，有效率为 100%。 
3) 数据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高达 92.24%的学生认同当前教育环境迫切需要进行教学改革，这一数据不仅表明大

学生对教育体系中的改革持积极态度，而且凸显了改革的必要性。进一步数据揭示，在受调查群体中，

90.41%的学生认为教学改革对提高学习效果有正面影响，88.58%的受访者感到改革增强了学习的趣味性

和实用性。此外，68.95%的学生表示学习兴趣有所提升，超半数的学生认为教学质量(51.14%)、创新能

力(58.45%)、实践能力(52.51%)以及合作能力(59.36%)均得到了明显改善，尽管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比例

较低(40.64%)，但整体成效显著，证实了教学改革不仅优化了课程结构，同时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

教育改革仍面临挑战，改革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 
详尽数据揭示，9.59%的学生认为教学改革大幅度助推了学习能力，63.01%的学生认为改革对学习有

所帮助，23.74%的学生感受到改革带来的提升效果一般，而 3.2%的学生认为改革对他们并无帮助。这些

数据揭示，尽管当前的教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生的学习，却未能覆盖所有学生，部分学生未能

充分获得期望中的知识与能力提升。 
进一步调查指出，70.32%的学生认为当前的教改措施只能部分满足他们的学习需求，仅有 24.20%的

学生感到完全满足，这反映出教学改革在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方面尚存不足。此外，学生们普遍认

为教学资源与师生互动(66.21%)、教学内容(62.56%)、教学方法(55.25%)是最需改进的领域。在对改革的

具体建议方面，68.49%的学生提倡开设新兴领域课程，69.86%的学生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

58.45%的学生诉求提高教师教学能力，55.57%的学生建议开设更多选修课，满足学生多样化学习需求与

兴趣，推进多学科交叉融合。 

5.2. 研究总结 

首先，针对学生个性化发展方面，自动化专业的大学生们希望未来的教学改革能更加注重学生个人

能力的培养和兴趣的引导。这些大学生们还建议，学校可以开设更多选修课程，推进多学科交叉融合，

尤其是涵盖新兴领域知识的课程，比如人工智能、数据分析、生物安全等，以满足学生们多样化的学习

需求和兴趣。 
其次，面对快速变化的时代背景，自动化专业的大学生也强调了实践教学的重要性。他们认为，自

动化学科是以解决实际工程问题为目标的学科，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不仅有助于巩固和深化理论知识，也

能增强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5]。因此，大学生建议加强与自动化相关企业的合作，开展更多

的实习与项目实践活动，让学生们有机会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工作中，提前适应社会和工作环境。 
最后，大学生也表达了对教师教学能力和方法更新的期望[6]。他们希望老师们能不断更新自己的知

识结构，采用更加生动有趣、富有创造性的教学方法，以提高课堂效率和学生的学习兴趣。 
综观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自动化专业大学生群体对教学改革抱有浓厚的兴趣和迫切的

需求，并且基于他们自身的学习体验以及对未来职业市场的洞察，提出了一连串具体而行之有效的建议。

他们希望借由这一变革过程，掌握更多的知识，培养出既具备创新精神又能迎合时代发展的应用型才能。

他们深信，通过这些革新的实施，不仅能促进自身的全方位发展，还能更加顺利地适应未来社会对人才

的要求。显然，教改的征途仍在继续，其核心目标在于不断地探索与完善，旨在满足学生们日益多元化

的需求与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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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改的举措 

从圈养到放养的教学改革之路正是高校进步与人才成长之路。在教育过程中，将学生从中学的相对

圈养式学习环境平稳过渡到大学的放养式学习环境，是一个需要细致规划与实施的过程。这种过渡不仅

涉及学生学习习惯的转变，还涵盖了思维方式、知识应用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的培养。下面，我们将针对

自动化专业详细探讨几种有效的教学改革方法，旨在帮助学生顺利完成这一过渡，同时培养他们成为应

用型和创新性人才。 
1) 引入探究式学习 
探究式学习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方法，鼓励学生通过提问、研究、讨论和反思来主动学习。

在中学阶段，教师可以设计以问题为核心的项目或探究活动，引导学生主动搜集信息，对信息进行评估

和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这种学习方式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还能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

为大学里的放养式学习做好准备。 
2) 增加团队合作的机会 
团队合作是大学及未来工作中常见的一种工作模式。中学教育阶段应该增加学生进行团队项目的机

会，通过分工合作完成任务，学生可以学习到如何与他人协作、沟通和解决问题。这样的经历有助于学

生培养团队精神和领导能力，同时也能提高他们的社交技巧。 
3) 实施项目导向的学习 
项目导向学习是一种让学生在探索真实世界问题的过程中学习知识和技能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

学生需要设计、计划并实施一个项目，以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这不仅能够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7]，还

能促使学生学会如何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从而培养他们的应用型和创新性能力。 
4) 鼓励自主选择课程 
为了帮助学生适应大学教育的自由度，中学阶段可以逐步引入选修课制度，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兴

趣和职业规划自主选择部分课程。这种制度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帮助学生在未来的学习

和职业发展中做出更加明智的选择。 
5) 实行反馈和自我反思机制 
有效的反馈机制对于学生的成长至关重要。教师应该提供及时、具体、建设性的反馈，帮助学生认

识到自己的不足，并鼓励他们根据反馈进行改进。同时，培养学生的自我反思能力，使他们能够定期评

估自己的学习过程和成果，自我发现问题并寻找解决方法，从而提升学习效率。 
通过实施上述教学改革方法，我们不仅能够帮助学生顺利从中学过渡到大学的放养式学习环境，还

能有效培养他们的应用型和创新性能力。这些能力将成为他们未来学术研究和职业发展的宝贵财富。 

7. 结论 

从自动化专业大学生的视角观察，高中到大学阶段的教学改革已在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创新理念以

及跨学科素养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充分体现了其积极效果。然而，为确保学生从中学阶段到大学阶段

的平滑过渡，教育体系必须不断强化二者之间的协调一致性，同时提升学生的自我管理与自主学习能力。

尽管如此，当前的改革过程仍面临着教材更新缓慢、个性化教学策略欠缺、师资力量培训不足以及教育

资源分配不平等等挑战。展望未来，教学改革的重点应更加聚焦于教学内容的及时更新、教育阶段间的

无缝对接、学生创新能力的系统培养、教师角色的深度转变[8]，以及教育公平性的全面提升，从而真正

实现教育的深刻意义和核心价值。通过这种全面而深入的改革，我们可以更好地准备学生迎接未来的挑

战，培育自动化专业的大学生们成为具备创新精神和跨学科能力的社会栋梁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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