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实验教学理念与改革思路（学校实验教学相关政策，实验教学定位及

规划，实验教学改革思路及方案等） 

2-1-1学校教学指导思想及相关配套政策 

学校发扬“求实求新“精神，注重以教育理念创新推动教学实践创新。1999

年明确了”服务天津，面向全国，注重质量，办出特色，求实创新，争创一流“的

办学指导思想，并提出了转变教育观念，强化主动适应社会需求的意识，强化在

教学活动中以学生为主体的意识。2004 年进一步强化了”以育人为中心“的意

识，确立了”一切为了学生成才，为了一切学生成才“，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思

想观念，进一步明确了”将德育放到素质教育的首位，注重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

精神的培养，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工作思路。 

学校历来十分重视实验教学环节，将实验教学作为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

精神的重要途经，不断完善实验教学内容与体系，将“理论教学、实验（实践）

教学、应用研究”确定为我校本科教学的教学模式。2008 年，随着实验室创新

活动的进一步丰富和规范，学校在明确培养创新型、应用型人才过程中，创新性

实验教学的定位，将以“三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训练为教学

要求的传统实验教学转变为以 “五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

本思维和基本能力）训练为要求，并突出基本思维和基本能力训练的开放式创新

性实验教学。通过积极推进实验室开放、增设设计性、综合性实验、探索创新性

实验等措施，为学生较早参加科研和创新活动创造条件，并收到明显效果。 

为了支持实验教学的可持续发展，学校制订了全方位的保障措施： 

1. 学校重视实验队伍建设。重点建设的公共基础实验课程与专业基础实验

教学课程设立教授岗位，专职实验技术人员职称评审单列，并在重点实验教学单

位设立正高级职称岗位； 

2. 鼓励实验教学授课和学科竞赛。设立实验教学授课竞赛，将参加竞赛并

获得奖励作为实验教学人员晋升高级职称的必要条件，2004 年又专门出台了《绩

效津贴实施办法》将学科竞赛获奖项目的指导教师纳入奖励范围； 

3. 学校实验教学与技术岗位编制中，充分考虑实验室建设与实验教学改革

的需要，对重点建设的实验中心，改革与建设编制岗位所占的比例可以达到实验

技术岗位的 20%以上； 

4. 完善实习和实训措施。制定专门的《实习教学管理规定》，将实习经费直



接划拨到个教学单位，巩固已有实习基地的同时，开辟新的校外实习教学基地； 

5. 完善实验教学体系建设。2012 版培养方案的实践教学体系包括实验、实

习、设计和创新性实践四个部分，随后又出台了《加强本科生创新设计能力培养》

文件，在各专业中增加了专业设计环节； 

6. 创造条件让学生尽早参加科研和创新活动。为此相继制定了《实验室向

本科生开放的管理规定》和《学生科技活动管理办法》等多项制度，并出台了《关

于加强实验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为进一步加强实验队伍建设、吸引高水平教师

积极投身实践教学提供政策支持； 

7. 开设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措施。学校制定了《综合性、设计性实验项

目管理办法》，对实验开设范围、项目要求、实施办法、配套措施等方面作出了

详细规定。 

同时，学校还制订有《天津理工大学实验教学管理规定（试行）》；《天津理

工大学实验室工作规定》；《天津理工大学实习教学管理规定（试行）》；《天津理

工大学教学仪器设备维修管理规定》等基本实验教学文件，切实保障和积极推动

大学生实验活动和创新活动的开展。 

2-1-2实验教学改革思路及建设规划 

中心实验教学以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为核心，结合本校和

中心实际情况， 改革实验教学，完善实验教学设备，循序渐进，因材施教，全

面提高。实验中心属于校级实验平台，主要面向全校的工程类本科专业，以电气、

自动化专业为主，辐射电子信息、 机械、材料等 11个相关学院。中心根据工程

建设创新人才的整体培养目标，确定了实践教学体系在培养过程中的总体功能要

求，并在多年实践中，形成了紧扣学科纵向发展、紧扣学科横向交叉、面向培养

优秀的应用型人才的实验教学理念，构建了面向电气信息技术、不断动态优化

的实践教学体系，同时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和建设规划。 

1. 完善和优化了电气、自动化学科和与其紧密相关的电气信息类学科的课

程体系接轨。实验队伍、仪器设备和环境设施等资源配备科学规范完整，管理运

作机制合理、高效、先进的体系结构；特别地，为保证实验中心的可持续发展，

使其具备示范引领作用，构建教授领衔，理论课教师、实验教师、实验技术人员、

研究生助教一体化实验教学队伍。 

2. 配合实施“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建立体现工程实践能力和研究性学习

的实验教学新模式。中心配合自动化等专业的“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结合学



校办学定位和本市及环渤海经济圈对高级工程技术人才的需求，适应工程教育本

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特别在实验教学内容、实验教学方法与手段、实验考

核方式和实验技术创新等方面有所突破，使中心成为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兴趣、开

拓学生个性潜力、激励学生实践创新的基地，以期达到开阔学生知识视野、陶冶

学生思想情操、发展学生健全身心、培养学生团队精神的目的。 

3. 优化整合校内外实验教学资源。在引入校外产/学/研实践教学资源的基

础上，加大实践教学投入，实现实践教学装备的规模化、精良化、高效化。利用

网络、信息等现代技术，进一步完善面向全体学生的实验室开放运行机制，研究

开发支撑人性化、个性化教学的计算机辅助实验教学系统，使学生真正获得发展

个性特长、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现实平台。 

4. 以“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环境”的思想为指导，建立科学规范、公平合

理的管理体制。充分利用各种政策措施，调动中心全体人员的积极性，培养高尚

的职业道德和强烈的责任感，营造团结向上、生机勃勃、乐于奉献、勇于创新的

和谐环境。 

5. 加强实验教学队伍建设。要完成既定培养目标，关键时要有一支高水平

的教师队伍，通过引进高层次人才与专项培养相结合、理论教师和实验教师合理

流动等措施，形成结构合理、骨干稳定、教学科研兼容、敢于创新的实验教学队

伍。 

6. 加强实验教材建设。以保证基础、加强应用为指导思想，根据不同专业

要求，合理安排和处理与理论教学关系，修订实验教学大纲，编写、出版符合培

养应用型人才和创新性思想的实验教材。 

2-1-3实验教学的具体定位 

学校十分重视实验教学。自 2005 年开始，在修订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时，将

“理论教学、实验（实践）教学、科学研究三元一体”确定为我校本科教学的教

学模式。2010 年，随着实验室创新活动的进一步丰富和规范化，该教学模式进

一步发展为“理论教学、实验（实践）教学、自主研究学习三元一体”的方式。

本中心结合学校对于实验教学的定位，同时紧密结合电子信息类工程实际和中心

具体情况，对实验教学体系进行了具体定位。 

1. 实验教学时高等学校课程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验课与理论课具有同

等重要的地位； 



2. 中心是全校理工科学生电气信息类学生的基础性实验中心，对学生的基

本实验技能进行培训、对学生自主学习习惯和研究能力以及创新能力进行培养的

核心平台； 

3. 实验教学环节把基础课、专业课理论教学和学生动手能力的训练紧密结

合在一起，其中验证性实验使学生进一步理解教学所学内容，综合性、设计性实

验使学生在验证理论和熟练技能的基础上提升实验技能、培养实践能力，创新性

实验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兴趣和能力； 

4. 充分利用中心实验室资源对全校理工科电气信息类专业学生提供第二课

堂，给学生创造更多的自主学习与实践的时间和空间，包括学科竞赛、科研项目、

学术活动等全方面、多层次的丰富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