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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思维训练》课程教学大纲

（2018 年版）

一、 基本信息
编写依据：2018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课程名称（中英文）：《创新思维训练》（Innovative Thinking Training）
课程编号：109310004
学时学分：48学时；3学分

理论学时与实践学时分配：理论 24学时；实践 24学时

课程类别：创新创业课程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2018级全校本科专业

开设学期：理工类专业开设在第五学期；文商和艺术类专业开设在第六学期

先修课程：无

开课单位：创新创业中心

二、 课程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创新、创新素质、创新思维障碍、创新思维、创新方法

的基本知识与要求；指导学生培养创新素质，训练学生的灵活性思维、求异性思维、发散性

思维等创新思维；激发学生思维的灵活性、精确性、敏捷性及变通性，激活其创新潜能和创

新的主动性，使其掌握创新思维的策略和创新方法的使用；帮助学生转变观念，解放思想，

打破思维定势，对一些研究领域保持好奇心和探求欲，从而提高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使学

生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中理解和掌握创新素质培育知识，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

三、 课程教学要求
教师要求熟悉创新学的相关理论和概念，特别要重视学生的教学实践与探索，能按照教

学大纲的规定，以教材为依托，查阅相关资料，运用讲授法、讨论法、读书指导法等教学方

法，并能熟练使用信息化教学手段，有针对性地进行启发，开展问题讨论，以激发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教师在课前向学生推送学习资源，在平时教学中加强教学管理，课后进行自我小

结，吸取前面的经验教训，改进教案设计，提高教学质量。

学生要求课前学习老师推荐的学习资源，认真完成布置的三习题，熟悉当天的课程内容，

带着问题上课。课中遵守课堂纪律，积极思考，主动提问，参与教学讨论互动。课后能进一

步拓展知识，从而提高自身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四、 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
（一）教学学时分配

教学单元 教学单元名称 学时（理论） 学时（实践）

第一单元 创新概述 4

24

第二单元 创新素质培养与训练 4

第三单元 创新思维障碍 2

第四单元 创新思维与训练 6

第五单元 创新方法与训练 6

* 期末考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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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内容

第一单元 创新概述
【单元教学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创新的内涵及创新的类型和意义，对创新相关概念进行

区分。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开启学生的创新思维。

【单元教学要求】

教师要求熟悉创新的内涵及创新的类型和意义。通过实物展示、图片展示、案例分析、

视频播放，加深学生对创新相关概念的理解，让学生认识到学习该课程的重要性，激发学生

的创新意识，开启学生的创新思维。利用信息化教学平台向学生推送学习资源，引导学生进

行课前预习，课堂讨论和课后作业等活动，并及时进行评阅反馈。课后进行自我小结，吸取

前面的经验教训，改进教学设计，提高教学质量。

学生要求掌握创新的内涵及创新的类型和意义，能对创新的相关概念进行区分。课前主

动学习老师推送的学习资源，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三习题，熟悉当天的课程内容。课中主动

提问，参与教学讨论互动。课后主动拓展知识，积极关注最新的前沿科技动态。

【主要内容】

1.创新的含义

（1）广义上的创新

（2）狭义上的创新

2.创新的作用和意义

3.创新相关概念比较

(1）发现与发明

（2）创造与创意

4.创新的分类

（1）按创新内容分类

（2）按创新中自主知识产权的比重分类

（3）按创新过程分类

【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

1.通过讲解创新的作用和意义，让学生认识到作为当代大学生应该具备创新素质，提高

个人创新能力。

2.通过对创新概念和相似概念的学习，帮助学生区分创新、发现、发明、创造、创意五

个概念，从而更好地理解到底什么是创新。

3.通过讲解创新的不同分类，使学生能够更好地将生活中遇到的创新事物、案例进行有

意识的分类，并意识到创新的领域非常广泛，对于学生来说，创新并不是遥不可及。

教学难点：

1.让学生理解开设创新素质培育课程的含义，特别是创新教育对大学教育的现实意义。

2.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第二单元 创新素质培养与训练
【单元教学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教学，使学生掌握创新精神、创新品格、创新能力的内涵，并通过案例分

析，让学生意识到 “创新者需具备创新素质”的道理，主动培养自身的创新素质。

【单元教学要求】

教师要求熟悉创新精神、创新品格、创新能力的内涵及其构成。采用讨论法和案例分析

法对学生进行创新精神、创新品格与创新能力的培养与训练。利用信息化教学平台向学生推

送学习资源，引导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讨论和课后作业等活动，并及时进行评阅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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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进行自我小结，吸取前面的经验教训，改进教学设计，提高教学质量。

学生要求掌握创新精神、创新品格、创新能力的概念及其主要构成。课前主动学习老师

推送的学习资源，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三习题，熟悉当天的课程内容。课中主动提问，参与

教学讨论互动。课后能主动查找案例，分析创新者所具有的创新素质并进行学习，在日常生

活中积极提升自身的创新素质。

【主要内容】

1.创新精神

（1）创新精神概述

（2）创新精神的培养与训练

2.创新品格

（1）创新品格概述

（2）创新品格的培养与训练

3.创新能力

（1）创新能力概述

（2）创新能力的培养与开发

【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

1.创新精神的含义及其表现方面。

2.创新品格的含义及其构成。

3.创新能力的含义及其构成。

教学难点：

让学生熟悉创新素质的构成，掌握创新素质的自我培养途径与方法，参与人人创新实践。

并能对案例中创新者的创新精神、创新品格和创新能力进行分析。

第三单元 创新思维障碍
【单元教学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教学，使学生掌握思维定势的内涵，并通过案例分析，使学生能突破思维

定势，提高自身的创新思维能力。

【单元教学要求】

教师要求熟悉思维定势的概念和表现形式，熟悉创新思维的概念和特征，熟悉几种常见

的创新思维方式和各自的特点。采用讨论法和案例分析法对学生进行创新思维训练。利用信

息化教学平台向学生推送学习资源，引导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讨论和课后作业等活动，

并及时进行评阅反馈。课后进行自我小结，吸取前面的经验教训，改进教学设计，提高教学

质量。

学生要求掌握思维定势的内涵及其表现形式，掌握创新思维的概念及其特征，掌握几种

常见的创新思维方式及其特点。课前主动学习老师推送的学习资源，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三

习题，熟悉当天的课程内容，积极思考。课中主动提问，参与教学讨论互动。课后根据自身

障碍类型进行有目的的思维训练，克服自身障碍，培养创新思维模式。

【主要内容】

1.思维定势

（1）思维的概念

（2）思维定势的概念

（3）思维定势的两面性

2.几种常见的思维定势与训练

（1）经验思维定势与习惯思维定势

（2）从众思维定势与自我中心思维定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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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直线思维定势与权威思维定势

（4）书本性思维定势与局限思维定势

3.突破思维定势的方法

（1）解放思想

（2）敢于质疑

（3）转换视角

（4）积累知识

【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

1.通过对思维定势的讲解，使学生熟悉思维定势的积极性和消极性。

2.通过对各种类型创新思维障碍的讲解，使学生能够结合自身情况，认识自身存在哪些

类型的创新思维障碍。

教学难点：

学生通过创新思维障碍的学习，突破思维定势，提高自身的创新思维能力。

第四单元 创新思维与训练
【单元教学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创新思维的内涵和特征。利用案例对几种常见的创新思

维进行讲解，通过创新思维训练，使学生提高自身的创新思维能力。

【单元教学要求】

教师要求熟悉创新思维的概念和特征，熟悉几种常见的创新思维方式和各自的特点。采

用讨论法和案例分析法对学生进行创新思维训练。利用信息化教学平台向学生推送学习资源，

引导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讨论和课后作业等活动，并及时进行评阅反馈。课后进行自我

小结，吸取前面的经验教训，改进教学设计，提高教学质量。

学生要求掌握创新思维的概念及其特征，掌握几种常见的创新思维方式及其特点。课前

主动学习老师推送的学习资源，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三习题，熟悉当天的课程内容。课中主

动提问，参与教学讨论互动。课后主动进行创新思维训练，提高自身的创新思维方式。

【主要内容】

1. 创新思维概述

（1）创新思维的概念

（2）创新思维的特征

2.常用创新思维介绍

（1）发散思维与收敛思维

（2）联想思维与想象思维

（3）越障思维与六顶思考帽

【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

1.利用案例对创新思维概念和特征进行讲解，帮助学生认识到创新思维方式与一般思维

方式的不同，以及通过创新思维方式解决问题的重要性。通过小训练和创新测验，使学生更

好地自我审视，看自己是否具备创新思维。

2.对常用创新思维进行介绍，帮助学生认识到常用的创新思维有哪些。在认识的基础上，

以案例为载体进行介绍，帮助学生认识不同创新思维的特点，掌握各种创新思维是通过什么

样的方式来进行创新。

教学难点：

学生通过创新思维训练，提高自身的创新思维能力。



5

第五单元 创新方法与训练
【单元教学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创新方法的内涵。利用案例对几种常见的创新方法进行

讲解，使学生掌握不同的创新方法及其步骤，能在实践中运用创新方法来解决问题。

【单元教学要求】

教师要求熟悉创新方法的概念及其特点，熟悉几种常见的创新方法及其列举。采用讨论

法、案例分析法、布置实训题目对学生进行创新方法训练，使学生掌握不同的创新方法及其

步骤，能在实践中运用创新方法来解决问题。利用信息化教学平台向学生推送学习资源，引

导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讨论和课后作业等活动，并及时进行评阅反馈，对学生的创新产

品设计进行指导。课后进行自我小结，吸取前面的经验教训，改进教案设计，提高教学质量。

学生要求掌握创新方法的概念及其特点，掌握几种常见的创新方法及其方法列举，掌握

不同的创新方法及其步骤，能在实践中运用创新方法来解决问题。课前主动学习老师推送的

学习资源，认真完成布置的三习题，熟悉当天的课程内容。课中主动提问，参与教学讨论互

动。课后针对日常生活中的不便之处，积极进行创新设计。

【主要内容】

1. 创新方法概述

（1）方法的概念

（2）创新方法的概念

（3）创新方法的特点

2.常用创新方法介绍

（1）观察发现法与列举法

（2）类比创新法与组合创新法

（3）设问创新法与智力激励法

【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

1.让学生认识创新方法、了解创新方法与创新思维的关系，明白创新方法在创造活动、

创新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2.让学生掌握不同的创新方法及其步骤，能在实践中运用创新方法来解决问题。

3.让学生认识日常生活中几种常用的创新方法如观察发现法、列举法、类比创新法、组

合创新法、设问创新法、智力激励法等，了解各种创新方法的原理及特点。

教学难点：

让学生掌握常用创新方法的原理、方法和步骤，并运用创新方法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

【实践项目】

项目名称：编制创新设计方案

项目类型：综合技能实训

项目内容：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创新方案设计，创新设计方案中需包括设计名称、设计目

的和功能、设计运用的创新方法和创新思维原理、设计结构图和此项设计做成实物需用材料。

项目方法：每位学生编制一个创新设计方案，老师进行评估。

五、 测评方式
1.平时测评方式及权重：

考勤 10 %，预习测评 20%，作业 10%，课堂讨论 20%，课堂表现 20%，实验实训 20%。

2.期末测评方式及权重：

笔试开卷，权重 100%。

3.总评方式：

平时成绩 50%；期末成绩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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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建议选用教材
1.吕丽等：《创新思维—原理·技巧·实训》（第二版），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7年。

2.王亚东等：《创造性思维与创新方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

七、 参考资料
1.陈工孟：《创新思维训练与创造力开发》，经济管理出版社，2016 年。

2.梁良良：《创新思维训练》，新世界出版社，2016 年。

3.史蒂夫·乔布斯：《世界名人创新创业演讲—打破常规》，青岛出版社，2016 年。

4.李天阳：《一本书读懂互联网+》，北方文艺出版社，2016 年。

5.沃格尔：《创新思维法—打破思维定式，生成有效创意》，电子工业出版社，2019 年。

6. 迈克尔·勒威克著，高馨颖译：《设计思维手册:斯坦福创新方法论》，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0 年。

https://book.jd.com/writer/%E8%BF%88%E5%85%8B%E5%B0%94%C2%B7%E5%8B%92%E5%A8%81%E5%85%8B(MichaelLewrick_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