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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朋辈导师制”的科研竞赛启蒙教育实践研究
——以广州软件学院网络技术系为例

余沁芯　徐遥鹏　刘朝霞　邝晓彤

（广州软件学院，广东 广州 510900）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学生科研竞赛能力培养已成为我国高校人才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途径，本文以广州软件学院网络

技术系为例，通过前期调研了解有科研竞赛经验学生现状和没有科研竞赛经验学生对“朋辈互助”模式的理解和认可，通过引入管理学

中 PDCA 模式开展实践研究，探索出基于“朋辈导师制” 的科研竞赛启蒙教育方案，并建立相关培育制度，为提升大学生科研竞赛意识及

能力的教育方式提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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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十九大做出了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

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高等

院校作为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摇篮和主力军，承担着为国家培养

创新人才后备军的重任。目前，众多高校也将本科教育的重点转向

科研竞赛能力培养，然而，我国对大学生科研竞赛能力培养的探讨

大都停留在理论层面，或是根据自己在生活和工作中的观察总结的

经验，实践性研究较少，没有形成完整的科研竞赛能力培养体系；

与此同时，接受科研竞赛能力培养的大部分是已经有科研竞赛意识，

并已经开展科研竞赛实践活动的学生，对于低年级学生科研竞赛兴

趣的培养还鲜有涉及；另外，大部分高校大学生科研竞赛能力培养

的工作，主要还是依靠专任教师或思政队伍来推动，而高校仍面临

师资不足、学生参与科研竞赛主动性不够等问题；“朋辈教育”作

为新时代教育大环境下孕育出的一种新教学模式，更容易得到大学

生广泛认可，在大学生科研竞赛教育中既有利于补充高校科研竞赛

指导队伍，又有利于创新髙校科研竞赛教育工作模式，对当前大学

生创新能力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一、前期调研实施及结果分析

通过充分的前期调研，了解我系大学生科研竞赛参与现状，

以及科研竞赛能力培养体系存在的问题，并根据调研结果提出相

关解决方案，使实践方案目的更加明确、更有针对性。

（一）调研方法

“朋辈科研前期调查问卷”是在查阅文献、征求相关专家意

见的基础上设计，并经过预调查后最终确定，本问卷包括 26 条问

题，分为基本信息、参加过科研竞赛同学填写、没参加过科研竞

赛同学填写三部分内容。通过预实验测得模型的 Cronbach’s α

系数值为 0.784，说明该问卷的信度较好，且各问题的信度也较好，

符合统计学要求。

通过“问卷星”电子问卷进行网络发放，实际收回调查问卷

681 份，剔除连续个答题一致、答题信息遗漏的问卷共计 5 份，

有效问卷数为份 676，问卷有效率为 99%。根据 676 份调查问卷

反馈的详细结果，运用统计软件 SPSS 24 进行数据处理，计数资

料采用频数和构成比进行描述。采用相关性分析进行统计分析。

（二）调研对象

676 名调研对象中，有过科研或项目经验的 130 名（19.231%），

没有过的 546 名（80.769）；男生 509 名（75.296%），女生 167

名（24.704%）；其余一般资料见表 1。大一 252 名（37.278%）、

大二 140 名（20.71%）、大三 110 名（16.272%）、大四 174 名（25.74%）；

理科生 605 名（89.497%）、文科生 71，名（10.503%），样本比

例基本符合我系学生实际情况。

（三）调研结果与分析

1. 影响学生参加科研竞赛的原因

表 1. 学生参加科研竞赛项目情况与各基本情况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担任学生干部情况 参加项目次数 年级 性别 学科

担任学生干部情况 1

参加项目次数 -0.329（0.000***） 1

年级 -0.284（0.000***） 0.144（0.000***） 1

性别 -0.052（0.179） 0.012（0.760） 0.040（0.300） 1

学科 -0.146（0.000***） 0.045（0.241） 0.256（0.000***） 0.251（0.000***） 1

注：***、**、* 分别代表 1%、5%、10% 的显著性水平

如表 1 所示，不同年级学生担任学生干部情况、参加项目次

数情况存在显著性差异，年级越高担任学生干部情况越多，年级

越高参加过项目次数也越多；担任学生干部情况与参加过项目次

数之间也存在显著性差异，担任学生干部情况越多，参加过项目

次数越少。

上述结论与第 17 题没有参加科研竞赛项目的主要因素一

致，该题结果显示，时间精力不足是影响学生参加科研竞赛的重

要原因。同时，学生参加科研竞赛的原因多样，但主要还是由于

个人的强烈愿望（39.844%），以及大学生科研竞赛教育的熏陶

（26.562%），由此可见，合理的时间安排及良好的学术科研氛围

烘托，对提高学生的科研竞赛积极性十分重要。

2. 学生科研竞赛环境现状分析

由调查结果显示，我系有过项目经验的学生大部分（74.99%）

认为：本系是注重大学生科研竞赛及创新能力的培养的，且有

71.85% 的学生认为我系实验设施等的支持情况良好；学生在科

研竞赛遇到问题时，更加倾向于自己研究学习，寻找突破方向

（83.594%），或寻求朋友、学长、组员的帮助（13.281%），不

愿意直接向老师寻求帮助（1.562%），但又认为指导老师对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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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研竞赛项目是能够起到帮助的（95.4%），出现以上问题的主

要原因还是学生与教师之间存在身份及沟通上的隔阂，而“朋辈

帮扶”更容易得到学生广泛认可的优势，对于解决大学生科研竞

赛中存在疑问却不愿寻求帮助的矛盾心理具有重要作用。

3. 学生科研竞赛需求分析

通过调研了解没参加过科研竞赛学生情况，发现学生在学习

上遇到困难时除了自己解决外，最常用的是寻求同学或师兄师姐

帮助，并且绝大多数的学生（90.9%）的学生，都希望能够通过朋

辈指导了解科研竞赛项目，90% 以上的同学都认为参与科研竞赛

前有必要进行相关培训，因此在进行科研竞赛启蒙教育时，“朋

辈帮扶”是可以依靠的重要力量；对于科创教育开展模式方面，

学生更希望是通过科创竞赛、项目模拟、专题讲座等形式。

三、实践探索

根据调研结果显示，我系依然存在低年级学生科研竞赛兴趣

培养缺乏、“朋辈”资源利用不充分、科研竞赛指导工作队伍人

员紧缺、学生参加科研竞赛动机不强，科创氛围不够浓厚等问题。

根据我系学生特点及需求，本研究拟通过搭建朋辈联系渠道，由

高年级学生充当低年级学生的科“朋辈科研导师”，以理论教育

结合科研竞赛实践模拟活动为载体，对低年级学生开展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科研竞赛相关课程学习，与项目模拟实践活动，达到激

发低年级学生科研竞赛兴趣、培养科研思维逻辑的目的。并引入

管理学中 PDCA 模式，通过计划阶段（P）、实施阶段（D）、检

查阶段（C）和总处理阶段（A）这四个部分，利用其长效性、可

循环性、可改进性来调整“朋辈科研导师”计划实践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

（一）团队组建与制定实践方案——计划阶段（Plan）

在计划开展前完成项目工作小组组建，并合理分工、建立相

关资料库；组织工作小组通过文献研读、调查问卷设计、问卷发放、

问卷数据分析并整理成报告等，对我系科研竞赛现状进行分析；

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朋辈科研导师”计划方案设计，确定课题

目标、实施计划、工作细则、详细分工等。

（二）方案实施阶段（Do）

由工作小组负责，公开进行“科研导师”选拔及“科研小新”

报名；同时，通过优秀学长经验分享会、科研竞赛先进表彰等开

展榜样引领教育，营造良好的科研竞赛氛围；并邀请专业教师及

优秀学长对“科研小新”进行申报书的撰写、项目申报流程、文

献资源检索等相关知识培训。接着由“科研导师”进行初步定题，

“科研小新”以 4-6 人为小组单位进行选题；然后由“科研导师”

组织“科研小新”进行全过程的项目模拟开展。

（三）检查——考核阶段（Check）

本阶段包括中期考核及最终考核，本阶段是“朋辈科研导师”

计划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需要“朋辈导师”和工作小组依据

申报项目方案计划和具体考核标准，并通过小新对导师满意度调

查、意见及建议回馈、成果验收、汇报展示等环节协同推进，并

在进行中期考核后，针对出现问题的进行方案调整。

（四）总结——提升阶段（Action）

在完成计划、执行和检查 3 个阶段之后，对“朋辈科研导师”

计划开展的成果、不足进行总结。并对工作情况进行总结反思，

把相关方法提升为标准。最终考核后对顺利完成科研指导的“科

研导师”颁发聘书，对完成科研训练任务的“朋辈小新”颁发结

业证书，并将评选出来的“最佳小组”及最佳导师推荐给项目老

师并颁奖，以此发挥激励和示范作用。

四、改进方向

（一）完善“全程监管”机制

在“朋辈科研导师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朋辈小组要定期召

开“朋辈导师”工作汇报会议，了解导师项目指导进度，关注开

展过程中的难点与重点，及时给予建议与引导。

（二）发挥“驻班导师”作用

“驻班科研导师”要积极通过主题教育班会、榜样宣传、科

研竞赛信息推送、职业规划教育等形式，宣传科研创新及专业竞

赛的重要性，引导新生尽早明确学习方向和树立人生目标，做好

大学生在科研道路上的第一位向导。

（三）调整“导师项目”方向

根据我系专业方向人数分布，及相关科研竞赛方向，调整“朋

辈导师”模拟项目方向，满足“科研小新”导师及模拟项目匹配需求。

（四）拓宽“项目承接”途径

后期需针对不同的小组模拟项目，积极与企业、平台合作开

展科研项目，激发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促

进优良学风的建设。

五、结语

目前，我国将“朋辈帮扶”引入高校学生科研竞赛能力培养研

究还仅限于理论探索阶段，实证与应用研究鲜有涉及。“朋辈科研

导师”计划的提出是补充髙校科研竞赛指导工作队伍，并对学生教

育与成长有所裨益的一种新尝试，“朋辈导师计划”模型也是对“导

生制”的一种实践探索。今后，本案将沿着实证研究的路线，将模

型运用于学生科研竞赛能力培养中，进一步探索模型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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