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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创客教学的内涵、特征和实践*
 

——以天工创客空间为例 

陈  鹏 1,2    陈  勤 1,3 

（1．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福建厦门 361005； 

2．宜春学院 创新创业学院，江西宜春 336000； 

3．西南医科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四川泸州 646000） 

摘要：开展创新教学是大学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基本使命，而大学创客教学是众创时代高等工程教育培养工程科

技创客的新范式。基于此，文章首先分析了大学创客教学的内涵；随后，文章从目的、过程和结果三个维度，

解析了大学创客教学的特征；最后，文章以天工创客空间为例，介绍了大学创客教学的实践。文章指出：为实

现“发展创客核心素养”的教学目的，大学创客教学需要重塑教学方法、重塑教学环境；为体现“知行思创统

一”的教学过程，大学创客教学需要重塑师生关系、重塑产教关系；为达成“促进生命自由成长”的教学结果，

大学创客教学需要重塑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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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学人才培养之本在于教学，大学教学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生命线。只有切实提高

大学的教学质量，才能真正实现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目标。高等工程教育是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以培养工程科技人才为目标的教育活动——其中的“工程”，是指运用科学理论、

技术手段和实践经验来改造世界、创造财富的创造性实践活动；工程中大量的内容属于造物[1]，

即创造和建构人工实在（包括设施、装备、产品等人工集成物）的物质实践活动[2]。创客是众创

时代的创新者与造物者，大学创客教学为工程科技人才培养提供了新理念和新路径，因此，高

等工程教育在一定意义上是以培养工程科技创客为主要目标的教育活动。 

在全球范围内，高等工程教育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以理科教育的方式培养工程科技人才的现

象[3]——这在我国也不例外。因此，以创客教育理念变革高等工程教育的传统教学方式时，应在

大学创客教学改革与实践的探索中不断反思：能否将第二课堂的工程科技创新实践引入第一课

堂的理论与实践教学之中？开展造物实践活动的创客空间能否成为理论课程教学的教室或实践

课程教学的实验室？在没有接受专业教育的情况下，大学新生能否自主开展基于工程项目的学

习？大学生的工程科技创新成果能否转化为企业的科技生产力？在校大学生能否主持或参与企

业新产品的设计与研发项目？正是在这种持续性的教学反思与教改实践中，天工创客空间开展

了多年的大学创新教学改革研究与探索。 

一 大学创客教学的内涵 

1 大学创客教学的概念界定 

大学创新教学是以培养创新人才为目标、以培养创新能力为中心、以“教师引导—学生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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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为主要方式的教学，对于我国大学创新创业教育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意义[4]。作为众创时代大

学创新教学的新范式，大学创客教学主要是指在高等工程教育领域，以培养工程科技创客为目

标、以发展创客素养为中心、以“基于创客项目的学习”为主要方式的教学。 

为了理清大学创客教学的概念，有必要先澄清“创客”和“创客学习”的内涵：“创客”一

词源于英文单词“Maker”，主要是指综合应用科学理论、技术手段和实践经验，有效地配置自

然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知识资源等各类资源，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把创意变成

人工集成物（包括设施、装备、产品等）的人；也就是说，创客是热衷于开拓创新、造物实践、

协作分享的个人设计制造群体[5]。基于创客项目的学习简称“创客学习”，是指学生围绕来自真

实情境的创客项目，充分学习、选择和利用各类学习资源，基于创客项目的“选题调研、创意

构思、设计制作、测试迭代、评价分享”全生命周期，在知识建构、科学探究、技术集成和工

程建造的过程中，持续地进行自主性、探究性、合作性和创造性学习，最终发展学生创客素养

的一种新型的创客教育学习模式[6]。 

2 大学创客教学的本质 

大学创客教学既是对大学传统教学的创新，也是大学创新教学内涵的拓展。大学传统教学、

大学创新教学和大学创客教学既有共性，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大学传统教学“以教材为中心、

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7]，强调以教师为主体，学生被动吸收理论知识，采用以班级制

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方法；大学创新教学“以学生能力发展为中心、以学生探究学习为中心、

以学生实践体验为中心”[8]，强调以学生为主体，学生主动建构理论知识，采用自主、合作、探

究式的教学方法；而大学创客教学“以创客素养发展为中心、以创客学习为中心、以造物实践

为中心”，强调学生创客精神与创客素养的培育，注重知识建构与造物实践、知识创新与工程

技术创新的双重耦合，采用以“创客学习”为主的教学方法。基于此分析，本研究认为，大学

创客教学就是以尊重学生的主体性为前提，以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想象力、好奇心、学习兴趣

和创新自信心）为核心，以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设计思维、创造性、批判性思维、实践智慧

为目标的大学教学新理念与新方法，其本质在于让学生自觉自主地去学习、探究、实践、思考、

协作、对话与创造。 

二 大学创客教学的特征 

立足于推动高等工程教育与大学创客教育的融合，大学创客教学具有自身独特的教学目的、

教学过程与教学结果，相应地，大学创客教学呈现出了以下鲜明特征：发展创客核心素养、体

现知行思创统一和促进生命自由成长。 

1 大学创客教学的目的：发展创客核心素养 

创客素养是指创客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及关键能力[9]。

工匠精神、设计思维、创造性、批判性思维、实践智慧是创客造物的基本素养和关键能力，亦

即创客核心素养。 

具体来说，工匠精神是指创客需拥有的精益求精、严谨专注、开拓创新、爱岗敬业和无私

奉献的精神，能推动产品的转型升级，创造出高品质的产品；设计思维是指创客遵循以人为本

的基本原则，通过洞察问题、创意构思、形成概念、设计制作、测试迭代等基本过程，创造性

地解决真实问题，并进行人工集成物的创新设计；创造性体现在创客基于强烈的好奇心、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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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象力、为人类创造新生活的理想信念、为人类谋福祉的价值追求，应用跨学科、跨领域、

跨界的知识，来创造新产品或解决新问题；批判性思维是指创客在造物实践中能提出问题并善

于提出问题，之后能通过有说服力的论证和推理，给出新解释和新判断[10]；实践智慧则指在具

体的造物实践情境中，创客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厚德尚善、转识成智和知行合一的实践品质。 

2 大学创客教学的过程：体现知行思创统一 

人类的一般认识过程是：从实践到认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而大

学生的一般认识过程是：实践⋯⋯理论——实践——理论⋯⋯实践。大学教学过程符合大学生

的一般认识过程。理论的源泉是实践，而理论的归宿也是实践，故大学创客教学倡导理论与实

践的并行发生，大学生创客的认识过程是：实践（理论）——理论（实践）——实践（理论）[11]。 

大学传统教学的过程往往是知识建构在前，造物实践在后。而在大学创客教学过程中，学

生在知识建构的同时开展造物实践，在造物实践过程中又同步完成知识建构——知识建构是理

论知识学习的过程，造物实践是知识创新与工程技术创新应用的过程，两者在大学创客教学过

程中得以有机统一。在大学创客教学过程中，知识建构与造物实践两者并行发生，而思考、创

造如影随形，独立地批判性思考、创造性地解决工程问题贯穿于大学创客教学的全过程。实际

工程问题的创造性解决，需要学生独立地思考、理性地批判，需要学生具有质疑精神、能够提

出问题并且善于提出问题，需要学生富有好奇心和想象力、能够给出更多可选择的创造性解决

方案，需要学生能够主动且熟练地对观察、实验、反思、推理和交流所得到或产生的信息进行

理解、运用、分析、综合与评价。总而言之，在学习、实践、思考、创造的过程中，大学创客

教学应追求知（学习）、行（实践）、思（思考）、创（创造）的统一。 

3 大学创客教学的结果：促进生命自由成长 

在众创时代，作为工程技术创新的核心力量，创客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以人为本的设

计思维、推陈出新的创造力和知行合一的实践智慧，设计、创造出了一批高品质产品，并以造

物的方式解决社会真实问题，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工程不是物，而是物化，是人的本质力量

的公开展示，因此工程就是人的物化，就是人的社会建构，其本质就是人的自我实现[12]。创客

造物的过程是人的生命价值的实现过程，学生全身心投入到造物实践中，获得个体生命的成长

与创意创造的自由。可以说，学生造物实践是其自由、创造的本性在学习、实践中得以实现的

过程。人性本自由，人性本创造，造物实践往往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学生可以无拘无束地创

造，使心灵在造物实践中重获自由并创造无限可能、知识在自由创造中不断创生、思想在自由

创造中不断丰盈，最终实现智慧在自由创造中不断增长。 

三 大学创客教学的实践 

为实现大学创客教学的目的、过程和结果，需要基于创客空间开展教育教学创新实践。天

工创客空间创立于 2015年 10月，起源于宜春学院于 2009年成立的“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工作

室”和 2012年成立的“数字化产品开发工程坊”[13]。天工创客空间的创设，旨在为有发明创造

梦想的大学生提供一个工程科技创新的开放性实践平台。近 4 年来，上百名学生主动走进天工

创客空间，创客教师团队自觉开展大学创客教学，指导学生开展创客学习；学生自主设计与研

制创意创新作品 80余款，申请发明专利受理 12件（截至 2019年 6月，有 3件已经获得授权）。

天工创客空间注重创客教育与工程教育的融合，秉承“知行合一、造物致新”的创客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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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学创客教学理念重塑教学方法、教学环境、组织形式、师生关系、产教关系，引导大学

生开展造物实践活动。 

1 重塑教学方法：推行创客学习模式 

为改革以教师为中心的大学教学模式，天工创客空间推行创客学习模式。创客学习模式按

照“问题—想法—行动—产品”的思路组织教学活动，首先让学生根植生活识别产品设计机会，

找到需要解决的真实问题；然后通过创意构思，提出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方案，并对解决问题的

原型进行设计与制作；最终，创造出独特而新颖的人工集成物。 

创客学习模式的实施应贯穿于从大一到大四的整个本科学习阶段。天工创客空间通过第一

课堂与第二课堂相结合、校内创客空间与校外社会企业相结合的方式来推行创客学习模式，引

导大学生在本科学习阶段逐步开展产品“创意设计”、“创新设计”、“发明创造”、“工程实战”

等造物实践活动：“创意设计”注重产品创意实践的创意性，旨在重点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与工

程思维；“创新设计”注重产品设计实践的新颖性，旨在重点培养学生的设计思维与工匠精神；

“发明创造”注重工程造物实践的创造性，旨在重点培养学生的创造性与批判性思维；“工程实

战”则注重产品设计研发的工程性，旨在培养学生的实践智慧。 

2 重塑教学环境：构筑大学创客空间 

为改革大学以课堂教学为中心的传统教学环境，天工创客空间尝试将开展理论教学的传统

教室与开展实践教学的实验实训室融为一体，改造成大学创客空间。第一课堂的理论课程教学、

实践课程教学与第二课堂的工程科技创新实践，都在大学创客空间并行发生，为学生知识建构、

造物实践和对话共享的同步开展提供线下物理环境与线上虚拟环境支持，以切实改变大学教学

知行分离背景下重理论、缺设计、轻实践、弱创新的现状。 

天工创客空间为给学生提供既能进行个体学习又能开展集体学习的教学环境，通过综合考

虑学生知识建构、造物实践、对话共享的多重需要，设置了培训室、研讨室、设计室和制作室，

配置了 3D打印机、3D扫描仪、数控机床、激光切割机等设备和设计制作工具，并购置了《产

品设计与开发》、《机械设计手册》等工程科技图书。近 4 年来，天工创客空间每周都定期举行

创客沙龙，开展开题报告、调研汇报、设计研讨、问题解决、作品分享、技术指导等活动；每

月都定期举办创客讲堂，开展人文讲座、写作指导、艺术培训、技术培训等活动。可以说，天

工创客空间既能支持创客教师开展大学创客教学活动、服务于学生开展基于真实创客项目的学

习活动，又能满足创客学习团队开展协作交流、创新实践和评价分享活动的需要。在天工创客

空间，教师的教学、引导、组织和管理可以随时开展，学生的调研、创意、构思、设计和制作

可以随时进行，因此师生、生生之间的思维碰撞、思想交流和知识共享亦可随时发生。 

3 重塑组织形式：组建个性化—自组织学习社群 

为改革班级授课制的传统组织形式，天工创客空间组建了以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引导学

生自组织学习为价值取向的个性化—自组织学习社群。其中，个性化指创客教师结合学生的学

科专业特点、兴趣爱好和个性潜质，开设系列创客课程并引导学生开展创客学习；自组织是学

生自行组织个体层面的创客学习项目、团队层面的创客学习团队和集体层面的创客学习集体。 

具体来说，大学创客教学通过“自主探究·个性发展”的个体自主学习、“合作设计·协

同发展”的团队合作学习、“对话共享·全面发展”的集体对话共享，来实现大学教学方式从

“班集体”教学到“个性化—自组织学习社群”教学的转变：①在个体自主学习中，学生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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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兴趣爱好、个性潜质和发展需要，自主选择创客学习主题，主动开展创客学习活动，自

我管理创客学习过程，即学生是创客学习的主人。②在团队合作学习中，学生自主组织创客学

习团队，基于创客项目协同开展学习、探究、协作、实践和创造。自组织团队中的每位学生都

有自己主持的创客项目，且其主题与本团队中其他学生主持的创客项目主题属于同一类型，以

利于团队成员共同管理自己的创客项目，并相互学习、合作、激励、督促和评价；与此同时，

本团队中的学生也可以参与其它自组织团队的创客项目。③在集体对话共享中，不同自组织团

队中的大学生创客、大学创客教师与企业创客教师等组成自组织学习大社群，共同开展专题讲

座、技术培训、集体研讨、知识共享和作品分享等活动，并共同管理天工创客空间的设备、工

具和资源。 

4 重塑师生关系：构建“双师双生”型造物实践共同体 

工程的社会建构性决定高等工程教育中的教师具有泛在性，故大学创客教学需以大学创客

教师、企业创客教师和学生创客、毕业生创客为主体，协同构建“双师双生”型造物实践共同体。 

①“双师”是指大学创客教师和企业创客教师。大学创客教师应具有丰富的企业产品设计

与研发工程经验，他们是创客课程的开发者、创客学习的组织者、教学资源的整合者和创客教

学的研究者；企业创客教师由具有丰富加工制造经验的技术专家、工程师、技师和管理者组成，

他们应熟悉先进技术装备与工具，精通材料成型工艺、机械加工工艺和先进设计制造技术，他

们是创客项目的提出者、企业资源的共享者和创客学习的指导者。 

②“双生”是指学生创客和毕业生创客。学生创客由宜春学院理学、工学、艺术学等学科

的在校大学生和其它学科各专业自愿加入的具有创客精神的在校大学生组成，他们是创客学习

的实施者、创客项目的管理者和产品的创造者；毕业生创客由曾经在天工创客空间开展创客学

习项目的大学毕业生组成，他们大部分在制造业科技型企业从事新产品的设计与研发，往往兼

具创客精神和创客素养，他们是创客文化的传承者、企业资源的共享者和创客学习的指导者。 

造物实践共同体强调四个主体的多维互动与对话共享，并基于线上社交媒体与线下天工创

客空间共同创意、创新和创造：大学创客教师精心制定学生个性化学习与创客课程教学的计划，

坚持指导学生创客在本科四年学习期间自主开展创客学习活动；企业创客教师和毕业生创客为

学生创客提供智力支持和产品加工制造协作；来自全校不同学科专业的学生创客，每学期都为

新加入的学生创客开展产品手绘、工程技术、应用写作、演讲与口才、专利申请等专题讲座。

大学创客教师、企业创客教师、毕业生创客和天工创客空间的优秀学生创客共同组成创客学习

指导团队，共同引导学生创客进行产品的设计与研发，共同激励他们动脑思考、动口交流、动

手实践和动心创造。 

5 重塑产教关系：构建产学研创机制 

当前，大学工科教师工程实践经验相对缺乏、工科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不强、行业企业在

人才培养过程中参与不够等问题，在我国高等工程教育领域普遍存在。为破解企业与大学产学

分离、大学教学知行分离的难题，天工创客空间基于校企合作构建产学研创机制，始终坚持创

客教学、生产实践、技术研究与产品创造相结合。为重塑企业与大学的产教关系，天工创客空

间结合大学创客教学的需要构建了产学研创机制： 

①建立面向企业需求的研发机制。一方面，引导学生主动参与企业的新产品设计与研发，

如 2018年，4名学生在大三暑假与大四毕业实习期间，为深圳一家自动化设备研发生产企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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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设计了“自动扫光机”；另一方面，将制造业企业生产一线的实际需求作为创客课程项目或

毕业设计的选题，如 2015年，2名学生与宜春地区的医疗器械企业合作，设计、研发了“手持

式配药器”。 

②建立面向社会需求的创新机制。主要是引导学生针对社会实际需求，创新设计、开发新

产品，如 2013年，1名学生结合其父亲承包上百亩稻田需要晾晒、收集稻谷的实际需要，利用

两个学期完成了 2 款晒场谷物装袋机的设计与制作；2018 年，3 名学生考虑老龄化社会众多瘫

痪老人的实际需要，完成了 2款多功能轮椅的创新设计与制作。 

③建立面向设计竞赛的实践机制。主要是积极鼓励学生参加由政府、企业、大学、科研院

所、行业协会组织的创意创新设计类竞赛活动，如 2016年，10余名学生参与第七届全国机械创

新设计大赛，并设计制作了 6款硬币自动清分机；2018年，10余名学生参加第八届全国机械创

新设计大赛，并设计制作了 5款水果采摘器和 5款汽车、自行车立体车库。 

四 小结 

综上所述，为实现“发展创客核心素养”的教学目的，大学创客教学需要重塑教学方法（即

推行创客学习模式）、重塑教学环境（即构筑大学创客空间）；为体现“知行思创统一”的教学

过程，大学创客教学需要重塑师生关系（即构建“双师双生”型造物实践共同体）、重塑产教关

系（即构建产学研创机制）；为达成“促进生命自由成长”的教学结果，大学创客教学需要重塑

组织形式（即组建个性化—自组织学习社群）。 

新时代高等工程教育是以培养工程科技创客为主要目标的教育活动，而大学创客教学是解

决我国高等工程教育中存在的“重理论教学轻工程实践、重科学技术轻工程造物、重知识传授

轻知识创新”现实问题的应然选择。大学创客教学是大学创新教学的新范式，开展大学创客教

学是我国大学课堂革命的新路径。以创客教育理念重塑我国高等工程教育，以大学创客教学变

革传统大学课堂教学，高等工程教育将走上与创客教育的深度融合之路。可以预见，大学创客

空间将成为大学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混合学习空间和真实学习空间，也将成为大学的知识创

新空间和工程技术创新空间，还将成为校企深度合作、产教深度融合的产学研协同创新空间。

未来，大学生创客将成为高等工程教育的主角，即众创时代的造物者与创新创业者，因此大学

教学将有望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共教、共学、共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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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veloping innovative teaching is the basic mission for the college to cultivate innovative talents, and 

college maker teaching is a new paradigm for the higher engineering education to cultivate engineering technology 

marker in the mass creation era.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firstly analyzed the connotation of college maker teaching. 

Th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maker teaching was analyzed from the dimensions of purpose, process and result. 

Finally, taking the Tiangong maker spac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practice of college maker teaching. It 

was pointed out tha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teaching purpose of “developing the core competence of maker”, college 

maker teaching required to reshape teaching methods and teaching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reflect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unification of knowledge, practice, thinking and creation”, college maker teaching required to reshape th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and enterprise-education relationship;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teaching result of “promoting 

the free growth of life”, college maker teaching needs to reshape the organizational form. 

Keywords: college maker teaching; maker education; higher engineering education; Tiangong maker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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