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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探讨了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流体机械》课程教学的设计与实践。通过选取与产业前沿紧密相关的

教学内容，结合项目导向、案例分析、创新工作坊与竞赛、产教融合等教学模式，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创

新创业素养、团队协作能力及项目管理能力。实践表明，该教学模式不仅丰富了课程内容，还激发了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创造力，为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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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design and practice of integrat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
cation into the teaching of the course “Fluid Machinery”. By selecting teaching content clos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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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 to the forefront of the industry, combined with project-based, case analysis, innovative 
workshops and competitions, and industry education integration teaching models, students’ inno-
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literacy, teamwork ability, and project management ability have been 
effectively enhanced. Practice has shown that this teaching model not only enriches the course con-
tent, but also stimulates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 and creativity, providing new ideas for higher 
education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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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创新创业教育是深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当前国内高校

创新创业教育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支持[1] [2]。近年来，随着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高

校创新创业教育在理念、模式、实践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理念创新方面，众多研究人员普遍认识到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

部分。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

和创业能力[3]。模式探索方面，国内高校在创新创业教育模式上进行了多种探索，如开展创业课程、建

立创业实践基地、举办创业竞赛等[4] [5]。这些模式旨在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提高学生的创新

创业能力。实践发展方面，许多高校与企业合作，共同开展创新创业实践项目，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实

践机会。同时，一些高校还建立了创业孵化器等平台，为学生提供了创业支持和服务[6]。在高等教育深

化改革的浪潮中，创新创业教育已成为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关键一环。然而，受制于学时和

条件等客观因素限制，当前高校中的创新创业教学主要是依托《创新创业基础》和《创新创业训练》等

通识性公共课程来开展的，而和学生具体专业知识与技能的联系不够紧密，故不能很好地引导学生立足

自身专业，从相关行业背景中去寻找创新创业题材并获得更具针对性的成绩。 
为此，本文以《流体机械》课程为切入点，将创新创业元素融入其中。采用选取前沿教学内容、运用

多种教学模式等方法，旨在提升学生创新创业素养、团队协作和项目管理能力。通过这一探索，不仅能

丰富课程内涵、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更为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与经验，推动专业课程

与创新创业教育深度融合的发展。 

2. 《流体机械》教学中创新创业理念的多维解析 

创新创业理念强调将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的培养融入教育的全过程。在《流体机械》课

程中，这意味着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知识传授，而是注重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引导他们从产业前沿和实

际需求出发，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例如在流体机械的设计环节，鼓励学生关注最新产品，分析用户

需求并提出改进措施，将创新思维融入专业知识的学习与应用中。 
将创新创业理念融入专业课程，能够打破传统通识性创新创业课程与专业知识脱节的困境。以《流

体机械》为例，通过选取与产业紧密相关的教学内容，如选型、设计、运行维护等，让学生在掌握专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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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同时，接触到行业创新前沿，建立起专业知识与创新创业之间的联系，使学生更具针对性地从专业

领域挖掘创新创业题材，提升在本专业领域的创新能力和创业潜力。 
创新创业理念贯穿于多种教学模式之中。项目导向教学法让学生在完成真实或模拟项目任务时，将

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培养项目管理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这正是创业过程中所需的关键能力；案例

分析教学法引导学生剖析行业案例，培养批判性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使学生敏锐捕捉行业创新点和市

场需求；创新工作坊与竞赛为学生提供展示创意的平台，激发创新潜能；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让学生提

前接触职场和行业动态，了解市场需求，为创新创业积累实践经验。 
从学生发展角度看，创新创业理念的融入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其不仅具备扎实的专业知

识，还拥有创新思维、团队协作和项目管理能力，更好地适应未来职业发展的需求。对教育改革而言，

这种理念为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新方向，推动专业课程教学模式的创新，促进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

合，培养出更多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创新型人才。 

3. 教学内容选取 

作为能源动力工程类专业的专业主干课程，《流体机械》的教学内容十分丰富，且实践性很强。这

门课程旨在培养学生掌握流体机械的基本理论、性能参数、选型方法、运行工况调节及维护等方面的知

识和技能，从而为从事流体机械相关领域的工作打下扎实的基础。 
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素养，同时又完成教学计划，选取与产业前沿发展紧密、学生兴趣

浓厚的教学内容，作为融入创新创业元素的导入渠道，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流体机械的选型。考虑到今后学生无论从事技术、销售等何种职业，都有很大可能接收到流

体机械选型有关的工作任务，故在流体机械的选型环节可以进行实践教学，让学生更好地接触社会实际

并了解产品销售流程，从而打造学生的创业意识。 
第二，流体机械的设计。流体机械的设计既依赖于学生对流体机械基本理论的全面深刻理解，又与

生产生活中人们对流体机械的需求密切相关，同时还最能体现学生的创新能力。因此，在授课环节引导

学生去关注流体机械领域的最新产品，分析其所满足的用户需求，并提出其不足和后续设计改进措施，

对于帮助学生牢固掌握基础知识并增强创新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流体机械的运行维护。随着近年来信息与通讯技术的大力发展，在流体机械的运行维护方面

取得了日新月异的技术突破。其中最为代表性的是远程监控与数据分析技术，即通过物联网(IoT)技术，

流体机械设备可以实现远程监控和数据实时采集，使运维人员能够及时了解设备运行状态，预测潜在故

障，提高运维效率。在此基础上开展流体机械的远程智能诊断与维护，如引入人工智能(AI)和机器学习算

法，对设备运行数据进行深度分析，实现设备的自适应、自诊断和预测性维护，减少非计划停机时间，

降低运维成本。将流体机械的运行维护知识和技能与行业创新前沿结合起来，更加有利于吸引学生的关

注力，让学生紧密接触当前经济社会的最新发展态势，建立起对所学专业的浓厚兴趣，并极大地增强其

创新创业素养。 

4. 教学模式设计 

根据选取的教学内容，重点围绕以下两方面的培养目标，进行教学模式的设计：第一，让学生在解

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深化对流体机械基本理论的理解；第二，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项目管理能

力和创新思维。 
经过不断实践和调整，一共总结出项目导向教学法、案例分析教学法、创新工作坊与竞赛和产教融

合与校企合作等四种较好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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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项目导向教学法 

在《流体机械》课程中，采用项目导向教学法，旨在通过真实或模拟的项目任务，引导学生将理论

知识与实践操作紧密结合。学生被分组并分配具体的流体机械相关项目，如设计高效节能泵或构建智能

流体机械远程监控系统。此教学法不仅加深了学生对流体机械基本理论的理解，还培养了他们的项目管

理能力、团队协作精神和创新思维。通过项目实践，学生学会了如何将理论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

为未来的创新创业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2. 案例分析教学法 

为了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流体机械在实际应用中的挑战与机遇，引入了案例分析教学法。通过精选

行业内的成功与失败案例，特别是那些涉及选型、设计、运维等关键环节的案例，引导学生进行深入剖

析。这一过程不仅帮助学生识别问题、设计解决方案，还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同时，

案例分析也让学生更直观地感受到流体机械领域的创新潜力和市场需求，激发了他们的创新创业热情。 

4.3. 创新工作坊与竞赛 

为了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和创业精神，定期举办创新工作坊和创新创业竞赛分享交流会。创新工作

坊邀请行业专家、创业导师来校分享最新技术、市场趋势和创业经验，为学生提供宝贵的灵感和指导。

而创新创业竞赛交流会则围绕流体机械选题展开，邀请相关竞赛指导老师和往届获奖者进行宣讲和介绍，

鼓励学生提出创新性的产品设计、运维方案或商业模式。这些活动不仅为学生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

还为他们搭建了与企业、投资者对接的桥梁，有助于将创意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4.4. 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 

为了增强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我们积极推动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我们与流体机械制造企业、设

计院、运维公司等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共同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学生有机会到合作企业进行实习实训，

参与流体机械的选型、设计、安装、调试和运维等实际工作。此外，我们还鼓励教师与企业合作开展科

研项目，引导学生参与其中，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这种合作模式不仅让学生提前接触职场环

境，了解行业动态和市场需求，还为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铺设了更广阔的道路。 

5. 教学实践案例 

5.1. 学习内容简介 

根据融入创新创业元素的《流体机械》课程教学内容选取和教学模式设计，在湘潭大学机械工程与

力学学院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系的 2022 级能源动力工程专业开展了相应的教学实践活动。下面以一个教

学实践活动为例，介绍其详细过程。 
《流体机械》课程第三章的内容为“离心压缩机”，其主要教学内容和目标涉及离心压缩机的基本

原理和构造，并要求学生能利用相关知识对离心压缩机进行基本的选型设计。 

5.2. 教学方案设计 

学生们在学习“离心压缩机”这一章节的时候，普遍感觉学习内容抽象、吃力，也难以提起足够的

学习兴趣，其中一个很大的因素是学生们对化工和电力等工业领域的压缩机较为陌生，且压缩机运行过

程中高速旋转的特点让学生产生一定的畏惧心理。但是，学生们对生活中日常使用的吹风机则非常熟悉。

由于吹风机也是一种压缩机，具有压缩机的相关共性，故以吹风机为重点引导学生开展相关创新创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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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项目教学法和案例分析教学法的结合，要求学生自由组队，借助京东商城等网购平台对吹风机

的市场现状和产业技术发展态势进行调研，并结合所学知识提出吹风机产品的技术改进方向，以便寻找

市场的空白点，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 

5.3. 师生互动实践 

学生们通过调研与分析讨论后发现，吹风机行业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品牌格局多样化：市场上既有国际知名品牌如戴森、松下等，也有迅速崛起的国产品牌如徕芬、

飞科、追觅等。在高速吹风机市场中，品牌已形成“两头部 + 四大 + 多散”的格局，前十名的品牌中

除戴森和松下外，其余均为国产品牌。 
(2) 价格竞争加剧：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核心零部件成本的降低，高速吹风机的价格逐渐下滑。一些知

名品牌已推出 200 元以下的产品，反映出行业内的规模化优势和产业链竞争优势，同时也显示了消费者

对于性价比的追求。 
(3) 产品迭代速度加快：吹风机产品更新换代频繁，技术创新成为推动市场发展的关键动力。制造商

不断推出新功能、新款式以满足消费者日益多样化的需求。 
(4) 消费者需求多元化：消费者对吹风机的需求不再局限于基本的干燥和造型功能，而更加注重产品

的使用体验、护发效果、外观设计等方面。这促使企业不断推出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的产品。 
同时，经过教师的指导和帮助，学生们总结出吹风机行业的最新技术态势如下： 
(1) 高速电机技术：高速电机技术成为吹风机行业的核心技术之一。通过采用高速无刷电机，吹风机

可以实现更大的风量和更精准的控温系统，从而快速吹干头发并减少对头发的损伤。 
(2) 智能温控技术：智能温控技术能够实时监测并调整吹风机的温度，确保在吹干头发的同时不会过

热而损伤头发和头皮。这一技术不仅提升了产品的使用体验，也增强了产品的安全性。 
(3) 负离子护发技术：负离子护发技术通过释放负离子来中和头发丝自带的正电荷，达到收紧毛鳞

片、抚平毛躁的效果。这一技术使头发更加顺滑、易于打理。 
(4) 多功能集成：现代吹风机不仅具备基本的干燥和造型功能，还集成了多种附加功能，如智能清洁

系统、香氛精华等，以满足消费者对于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 
最后，学生们踊跃发言，结合专业所学和《流体机械》教材的知识点，提出吹风机行业的未来技术

改进方向可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进一步提升电机性能：随着材料科学和电机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吹风机的电机性能有望进一步

提升，实现更高的风速和更低的噪音。 
(2) 深化智能化应用：未来吹风机将更加智能化，通过集成更多的传感器和智能算法，实现更精准的

温控、更智能的风速调节等功能。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等方式实现远程控制和个性化设置。 
(3) 优化叶轮及流道设计：叶轮是吹风机功能实现的核心，通过高效率、超静音、高压比的三元流叶

轮设计，并搭配合理的外壳造型以形成合适的空气进口和出口流道，可以让吹风机产品实现更强劲、更

舒适、低噪音、低振动的效果，进而极大地提升用户满意度，增强产品竞争力。 
(4) 绿色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未来吹风机将更加注重环保和可持续发展。例如，采用环保材料、减少

空气的流动分离损失、提高传动效率等措施来践行节能环保的理念。 

6. 教学效果 

通过将创新创业教育元素融入《流体机械》这一专业性强、实践性高的课程，不仅丰富了教学内容，

更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创造力。在湘潭大学机械工程与力学学院的教学实践中，通过选取与产业前

沿紧密相关的教学内容，如流体机械的选型、设计与运行维护，特别是结合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吹风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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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案例分析，这有效拉近了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之间的距离。 
其中，项目导向教学法让学生在实际项目中运用所学知识，解决了离心压缩机等复杂设备的选型与

设计问题，同时培养了他们的团队协作、项目管理及创新思维能力；案例分析法则使学生深入剖析市场

趋势和技术挑战，识别吹风机行业的创新点，提出改进方案，增强了其市场敏感度和问题解决能力；创

新工作坊与竞赛的举办，则为学生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思想的平台，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创新创业热

情；尤为重要的是，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的深入实施，为学生提供了宝贵的实习实训机会，让他们亲身

体验流体机械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与维护，拓宽了视野，增强了实践能力。 

7. 结语 

随着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深化，在专业课程中融入创新创业元素的教学模式不仅提升了学生的

专业素养，也为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进而为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创新

创业理念下的《流体机械》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学生不仅掌握了流体机械的基本理论和实用技能，更

在创新创业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他们学会了如何将专业知识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在市场需求中

寻找创新点，并通过团队协作共同攻克难题。因此，这种教学模式的成功实践，不仅为《流体机械》课程

的教学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也为其他专业课程融入创新创业元素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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