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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和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健全并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近年来

高等教育如何培养创造性人才的研究日益受到教育界的重视。创新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

生的创造能力。创造性教育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要求、是科技强国之道、是获取知识的关

键、是我国大学教育走出困境并履行新使命的必经之路，正如爱因斯坦所言：“一个由没

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志愿的规格统一的个人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社

会。” [1](P143) “要是没有能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有创造能力的个人，社会的向上发展就

不可想象。” [1](P39)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对于国家和民族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具有创造能力或创造力的人才被称之为创造性人才，创造力是人的一种最高级的能

力。创造力是人们根据一定的目的，动用一切已知的信息，产生出某种新颖、独特、有

社会或个人价值的产品的能力[2]。创造能力的基本要素为：敏锐力(sensitivity)、流畅力

(fluency)、变通力(flexibility)、独创力(originality)、精进力(elaboration) [3]，创造力的基本

特征是：新颖性、独特性和价值性。对于飞机设计专业的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尤为重

要，因为飞机设计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现代航空科学技术的创造性劳动[4]。 
创新教学在我国已经开始，但还没有成为主旋律，也没有太多的教学经验可以借鉴。

根据我对创造能力的认识和“飞机结构设计”课程的特点，我在该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为

培养学生观察能力和独创能力进行了一些探索。总结多年的教学实践，对于在本课程中

如何实现创新教学谈一点教学体会。 

1. 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 
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目标是培养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和研究问题的

习惯。为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在课程教学中应注重以下三个方面： 

1) 知识面要宽，知识结构要合理，因为创造能力与知识量是成正比的 
为此，我在教学中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把当前飞机结构设计的最新进展展示给学生。

我国有关飞机结构设计方面的书籍很少，较为有权威性的是西北工业大学冯元生教授在

80 年代编写的一本“飞机结构设计”。随着航空事业的高速发展，飞机结构设计中发展了

新的理论和方法，不断出现新的机种和新的飞机结构型式，相比之下，我们教材中的内

容就落后于现代技术的发展。近两年，我着手编写新的教材，教材内容主要参考了以下

四方面的资料：已有的国内旧教材；俄罗斯近年新出版的飞机构造教材；国内航空研究

所的设计资料和世界飞机手册、画册等。以这四方面的材料为基础，新编写的教材保留

了旧教材中有关飞机结构设计的基本理论，引入了相关的新技术，同时，在教材中较多

地列举了国外国内新型飞机的结构图片，使学生能尽量获得多的信息。 
2) 敏锐的直觉思维 
飞机结构设计与学生以往学过的课程不同，飞机结构设计问题常常没有标准的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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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答案，优秀的结构设计师通常具有很好的直觉思维，或称之为悟性，这种悟性在很

多情况下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为培养学生的这种悟性，在教学实践中以世界上各种典

型的成功机型为例，通过剖析其设计的成功和不足之处，培养学生的悟性。比如说，Su
－27 飞机是世界公认的性能优秀的歼击－轰炸机，但纵观它的发展过程，也经历了一番

非常曲折的发展过程，才取得了最后的成功。我将该机种从开始研制、试飞失败、重新

设计到成功的整个过程讲给学生，还有类似的其它例子。通过多次的重复理解和思考，

慢慢培养学生出对飞机结构设计的一种悟性。 
3) 科学的思维方式，丰富的想象能力 
为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方式和丰富的想象能力，教学中采用了“不完全教学法”，在

教学过程中不把全部教学内容和盘托出，而是有意识地在内容上留一些空白，让学生自

己去推测和预计可能的结论。其间提供有关线索，引导学生寻求答案，以激发学生浓厚

的学习兴趣和培养学生的超前横断意识。 

2. 培养学生的创造性人格 
个人的创造能力的强弱取决于他的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人格。创造性思维是其智力

因素，而创造性人格是其非智力因素[5]。为培养学生的创造性人格，在教学中注意了以下

几个方面： 
1) 培养学生勇于超越、勇于冒险、勤于开拓的个性风格 
现在的学生由于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大多视教师为权威，不善独立思考。在教学实

践中我采用主体意识教学法，创造各种条件，以学生作为教学的主体，调整教与学的位

置，使教与导并重，改教知识为教方法。具体做法是在现场课教学中，提出问题和要求，

让学生思考、探索和讲解有关内容；让学生有尽可能多的机会，用自己已有的知识，获

取更多的知识。 
2) 培养学生善于分析各种错综复杂矛盾的能力 
飞机结构设计的主线是结构的传力分析，而传力分析是一个透过现象抓本质的方法。

在整个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始终抓住这一主线，在任何一个零部件的分析中都通过这一

主线来进行。飞机各零部件的形状、尺寸、受力各不相同，如果学生很好地掌握了机翼

的传力分析，就能举一反三，对飞机其它零部件也能进行结构受力分析，也可以说，要

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能够透过现象而抓住本质，能够寻找各种

途径去解决各种矛盾。 
3) 培养学生的自信心 
由于“飞机结构设计”与学生以往学过的课程有极大的差别，有一部分学生感到该

课程学习难度相当大。我在教学中注意由浅入深，重在鼓励，培养顽强的意志和不惧怕

困难的自信心+激励创新精神+提高创新能力。 
4) 注重各门专业基础课程知识的综合 
飞机结构设计本身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课程，要用到材料力学、理论力学、结构力

学、空气动力学、航空材料学、飞机制造工艺等多门专业基础课程中的知识内容。在讲

解任何一个具体飞机部件的结构设计时，我都从力学、气动、工艺等各方面要求的角度

去综合分析，使学生慢慢形成能融会贯通各科知识，掌握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5) 及时向学生介绍前沿技术 
将自己和本专业教师进行的与该课程相关的研究性课题介绍给学生，尤其是研究中

遇到的一些难点和解决这些难点的思路，引导和鼓励学生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去思考和分

析，给学生提供一些思考和发展空间。 



3. 教书育人是教师的本份 
作为一名教师，培养出优秀的学生是他的本份。当前，只有具有较高创造能力的学

生才能成为飞行器设计专业的优秀学生。尽管培养具有创造能力的学生需要方方面面的

努力，但作为我个人而言，还是可以做一点微薄的工作的。多年来我在教学实践中注意

如下几个方面： 
1) 更新教学观念：摆正“教学与育人”“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主动与被动”的

关系，牢固树立教学以培养学生能力为主、以传授知识为副的观念。 
2) 探索创造教学方法：要不断地学习创造教学技法并在教学实践中提高。我认为创

造教学技法就是：1) 引导学生思考问题：教学就是引导，不好的教师是传授知识，好的

教师是引导学生发现真理；2) 指导学生研究问题；3) 帮助学生解决问题。教师应该明白

在课堂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是培养学生创造性的直接基础和前提；培养

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是培养学生创造性的关键因素；重视基础知识是培养学生创造性

的必要条件。 
3) 提高自身素质：要在不断的教学实践和科研活动中充实和完善自己。使自己具备

深厚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较强的科研能力、广博的相关知识、

一定的逻辑修养、较好的口才和教学技巧、较好的外语水准、较高的政治理论修养。 
4) 在教学实践中解决好下面几个矛盾：继承与创造的矛盾、独立性与群性的矛盾、

关注现实与超越现实的矛盾、放纵与提升的矛盾，在创造教学中使学生的素质全面提高。 
总之，“飞机结构设计”不是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尽管它有自己的理论，但最重要的

是要引导学生利用相关基础知识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发展学生的思维创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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