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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大学生创新素养培育需解决的几个基本问题
倪合良　方　威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广东 清远 511510）

摘要：大学生创新素养的培育，首先需要解决好四个基本问题：必须夯实本专业的研究基础；必须盯紧本专业的研究前沿；必须掌

握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必须拿出较科学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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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说：“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培养创新意识，形成创新思维，锻炼创

新能力，是适应时代发展，保证完成青年大学生所肩负的历史使

命的一个重要条件。作为一名大学生如何结合本专业进行创新，

不断提升自己的创新素养，首先需要解决好以下四个基本问题。

一、培育大学生创新素养必须夯实本专业的研究基础

创新大都是站在先辈们的肩膀上的继续创新。因此，大学生

在本专业领域搞好创新必须认真学习现有的知识，掌握本专业的

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打好专业底子，使自己具备相当的专业识

读能力，为课外的自主学习创造条件。每名大学生要虚心求教老

师，理清自己在专业学习中所碰到的疑难问题，使得自己的专业

学习中心明眼亮。还要多在导师指导下完成一些力所能及的课题，

去锻炼自己的研究能力。只有这样，掌握了一定的专业理论和一

些基本的专业研究方法，才能够进行专业研究，解决专业问题，

去完成所要的专业创新。否则，专业创新将因缺乏理论和技术支

撑而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二、培育大学生创新素养必须紧盯本专业的研究前沿

研究前沿是进行专业研究前所必须明确的东西，意即了解本

专业研究走到何种地步。目的在于防止专业研究中容易出现的重

复研究和相似研究。专业的形成是前辈们长期从事的专门研究所

积累起来的专业理论和专业技术，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的研究

成果。我们不能以自己的无知去选择研究课题，而必须在刻苦的

学习中提高自己的学术敏感性，掌握本专业最先进的知识与技能。

这就需要在学习已有书本知识基础上，多去查阅专业期刊，去了

解前辈、老师及学长的研究成果，从中掌握本专业的研究走到哪

儿了，一些重点问题的研究程度有多深了，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去

解决，等等。也就是说，只有掌握了本专业的研究前沿，才能利

用已有的知识和技能去发现和解决新问题，进而获得能够被承认

的创新成果。

三、培育大学生创新素养必须掌握最基本的研究方法

专业创新需要一定的技术路线，而导引技术路线的是个人或

团队的研究思路，研究思路又是建立在本专业众多成熟研究方法

之上的研究范式（即本专业大部分人所认同的研究习惯）。简单

来说，无论进行本专业的何种研究，掌握一些成熟的研究方法是

必不可缺的。这也是当前大学生进行专业研究所必需具备的基本

条件。大家知道，创新，分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消化吸收再

创新。其实，无论是哪种创新类型，其方法大都脱离不了以下四

种类型。一是相似研究法。就是说将其他专业或方向的研究，与

本专业进行比对，思考“本专业是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进而

提出问题，进行研究构思。二是求异研究法。就是对其他专业或

本专业的一些研究成果比对求异，找出相反的研究问题，如“概

略研究”对应的“精细研究”，“内力研究”对应的“外力研究”

等等，都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创新捷径。三是辐射研究法。

意即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揪住某一个能够有效研究的问题不放，

按照普遍联系的观点，对问题进行再放大，寻找周边的其他研究

空白，得出研究课题来进行专业研究。辐射研究，是一种由点到

面的研究思路，不是研究完一个问题就完事，而是按照惯性思维

去继续思考。四是深挖研究法。即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的继续研究。

在专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研究日益紧密的情势下，专业研究课

题愈发难寻，将已有的研究成果拿过来，根据时代变迁、形势变

化和能力提升，找出其问题，再进行辩证地深入研究，照样可以

创造出符合时代、紧接地气的好成果。

四、培育大学生创新素养必须拿出较科学的研究成果

研究成果是衡量专业研究的主要尺度，任何专业研究都要将

“对专业发展有没有利，对专业实践管不管用”作为最初目标。

单就专业研究的创新来说，没有创新就不能称其为有用成果。专

业研究成果大利有四类：一是学术专著。此类成果是针对某一重

大专业问题的系统研究，目标清晰、要素全面，方法细致，能成

体系地回答专业领域的某个重大问题，理论指导性，实践操作性

都很强，需要具备相当的独立研究能力。二是学术论文。是针对

某一特定专业问题的研究，范围较小，深度较浅，提示性较强，

是重大研究成果的部分研究，它具有新颖性、指导性和实践性，

是专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前瞻式研究。需要具备一定的研究能力。

三是发明专利。发明专利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根据专业实践

需求而进行的器物性研究，有利于提高专业实践效果，是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种研究既需要相当厚实的专业理论做支撑，

还需要丰富的专业实践来铺垫，可以说是一种终极研究。四是研

究报告。研究报告是专业研究的一种介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研究

形式。它针对某一较为特定的专业问题，根据专业理论和实践需求，

去探讨一些解决的办法。适用于由“带头人”组织带领下的集团

作业，篇幅比学术论文大，比学术专著小，也是一种学术研究的

重要形式。

五、结语

总之，从大学生创新素养的培育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是一项

需要长期的综合性的思维劳动。它不但需要创新思维的引领，而

且更加需要打好专业基础，了解研究前沿，掌握研究方法，直至

呈现有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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