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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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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技术日 

新月异，传统的教育模式难以适应信息时代发展的 

要求。所以，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激发创造性 

思维，提高实践能力，是新世纪教育工作者需要探讨 

和研究的课题。 
一

、信息化教育手段有利于培养创新意识 

新的教学模式将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为重 

点。进人二十一世纪信息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 

知识的更新速度大大提高，教育的目的所突出和强 

调的是知识的发展过程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方法。 

信息技术应用于教育领域，带来了教育思想和 

教育方式的变化。更新教育思想，首先是要创造信 

息化的学习环境．让学习者了解知识发展的过程，培 

养独立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习惯。信息时代的教 

育方式将是由教师和学生共同研究、探讨知识和问 

题，共同参与社会实践学习，也就是采用交互式的学 

普遍反映我院的毕业生踏实肯干．能吃苦。历届均 

有多名学生考上了重点大学或本校的研究生。这和 

交通工程教研组及相关教师辛勤耕耘，不断提高教 

学质量是分不开的。 

3．其它办学条件亦较好。(1)科研成果：交通 

工程教研组已有科研成果多项，曾获建设部科技进 

步二、三等奖。目前刚通过两项课题的结题工作(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武汉市科委“晨光计划”项 

目)，还有三项纵向课题正在研究之中(建设部项目 

及“晨光计划”项目)；横向科研项目亦不少。近几年 

来，教研组的教师已在公开刊物上发表交通运输类 

学术论文近百篇，出版学术专著上十部，在交通运输 

学术界有着良好的声誉。(2)图书资料：目前，我院 

现有图书馆一座。各系、部设有资料室7所。图书收 

藏总量为30万余册，期刊杂志500余种。交通工程 

专业所在道交系有资料室一个，阅览室一个，藏书 

2000余册，期刊52种。另外，加强校际间的图书交 

流，用于交流的管理类图书非常丰富．完全能够满足 

教师进行教学科研和学生从事专业学习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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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方式，并以启发式和讨论式为主要教学方式。成 

绩考核的标准，更注重于实际运用综台知识的能力 

和思辨能力，也就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计算机多媒体走进课堂，为教育的腾飞提供了 

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为创新教育营造了一种既活 

泼又生动的学习气氛，激发了学生探求知识的欲望， 

最大限度地开发学生的天赋和潜能，并使其得以充 

分发挥。运用信息技术进行网络化教学，开展多渠 

道、多层次、多方位的信息交流，其目的不仅仅是使 

学生获得和拥有信息，更重要的是使学习者学会如 

何运用信息，充分发挥和利用信息技术的优势。多 

媒体网络教学的效果，取决于教学过程的传播状态。 

多媒体网络教学融声音、画面和艺术美于一体，学习 

情景丰富多采，可充分调动学习者的视觉和听觉因 

素。情景的交融使其自然地进入角色，产生浓厚的学 

习兴趣，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达到提高教学效果 

的目的。充分利用多媒体网络信息传播的优势，可 

使教育信息传播的效率大幅度提高。 

目前，校园网的普及，使学校信息的传播内容更 

广泛，速度更快捷，学生可以及时了解科技发展的动 

态，教师、学生通过校园网进行信息交流，进行互相 

提问、答疑解难，这样有利于学生独立性和创造力的 

培养与提高。由此可见。运用信息化教育手段可以 

充分调动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激发创造性思维。 

二、社会化教育方式有利于增强学习主动性 

信息时代的教育目标是发展大众化的社会教 

育，以此来提高全民素质教育。远程电视教育和网 

络教育的特点是自主性和开放性。 

卫星电视教育和网络教育，不仅拓宽了教育信 

息的传播手段，延伸了教育的距离，扩大了教育的规 

模和覆盖面，而且改变了以往在各类专业设置方面 

视野过窄的现象，为培养各类专业人才提供了有利 

的条件，为更多的人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为 

我国培养出急需的大批高、精、尖专业技术自 综合性 

人才，有效地缓解了校园教育无法满足社会对人才 

需求的矛盾，同时也为科技的社会化发展提供了广 

阔的传播空间，为素质教育的提高和发展起到了良 

好的推动作用。远程电视教育信息传播和媒体网络 

信息传播，有力的促进了教育发展的现代化，在世界 

范围内已呈风起云涌之势，必将成为信息时代教育 

发展的主体。 

三、电视现场化教学有利于提高实践能力 

所谓现场化教学就是让学生走出课堂，走进现 

场，去切身体验现实的工作场面，耳闻目睹实际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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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操作过程或亲自动手参与实践活动，增强实践能 

力。通过参加现场学习活动，学习者的思维方式和 

方法，以及思考问题的角度则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使 

其不仅仅从理论的高度来考虑问题，而且从实践的 

角度进行分析和判断，以此来达到提高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的目的。然而现场教学的开展又常 

常遇到一些实际困难，那么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 
— — 电视教学来配合现场教学的开展，则可达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 

l|电视教学可真实地展示现场内容。运用电视 

手段反映和展示现场实践的全过程，使学生有如亲 

临现场。通过电视教学还可以使教师和学生共同参 

与现场教学，如：将教师和学生去现场讨论学习或实 

地操作的情形用摄像机实录下来，加入电视教学中， 

来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主动性 ，强化对专业 

知识的理解和记忆，并对教学内容产生联想和类比， 

以此来提高教学效果。 

2．电视教学可进行观摩和演示。电视教学可以 

把专业学科中的精品内容，有选择地展示给学生，增 

加信息含量，拓宽视野。运用电视教学不仅可以展 

示现场的实际景观，而且还可以超越时间的限制，去 

追寻历史的轨迹，如：古典建筑专业的教学，就可充 

分运用史实性资料——世界著名建筑的资料片进行 

教学观摩和演示。许多世界著名的艺术作品，均可 

以通过电视教学展示给学生，这样既丰富了学生学 

习的内容，开拓了视野，又可在愉悦的氛围中纵观古 

今中外的著名建筑作品。通过电视的演示活动，学 

习和参与实际操作实验，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高 

实践能力。 

四、结语 

如果说信息技术的发展是势如破竹，电视教育 

的发展则可以说是方兴未艾，尽管多媒体来势迅猛， 

但仍然难以取代电视教育的巨太作用，多媒体可以 

模拟实物，虚拟现实，却毕竟和现实场景、实物有着 

相当的差别。而运用电视进行现场教学，可再现真 

实的现场情景，具有视听兼备、图文并茂的特点，其 

教学特色可谓非同一般。伴随着教育信息时代的到 

来，教育信息化已是大势所趋，多媒体网络的兴起和 

全球知识网的建立，为教育信息传播提供了更为广 

阔的发展空间。同时，电视教育的发展，使教育从课 

堂狭窄的天地中解放出来，让学习者面向现场实践， 

走向更为广阔的自然世界；国际互联网以及通讯设 

施的广泛应用，为教育信息提供了跨地区、跨国界的 

传播空间。 [责任螭辑：周虹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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