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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科竞赛培养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探索 
宋欣欣  刘  镜 

（大连科技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00） 

摘要：当前国家高度重视对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但是传统的培养方式存在很多弊端。通过竞赛对学生进行创新培养，
可以形成平台化、团队化、指导化、专业化的培养体系，帮助学生进行创新实践，从而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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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把创

新创业能力培养提到了新的高度。大学生是最具创造力及最具
活力的群体，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极强，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实
践能力，对国家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发展有非常大的推进作用。
针对传统教育对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中的缺失，学科竞赛
可以弥补传统教育的不足，有效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 

一、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存在的问题 
1、大学生对自身创新能力的认知存在偏差 
正确的自我认识是提高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关

键，对大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以往
的研究中显示，大学生普遍对自己的创新能力认知偏低，认为
自己没有创新能力，缺乏实践能力，对创新实践有明显的畏惧
心理。但是，正是这种错误的观念，给大学生极大的消极暗示，
在潜意识中否决了自己成功的可行性，是创新能力培养的主观
阻力。 

2、大学传统教育方式及考试方式限制了大学生创新实践能
力的培养 

在高等教育进行中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的教育都是授
课式教育，主要为教师讲授、学生被动接受这种形式。而高校
的考试形式也多为试卷考试，主要考察学生的知识掌握记忆能
力，而对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和考察机制关注很少。
尽管这几年高校开始增加学生的实践类课程，但是对课程仍然
没有有效的考察机制，导致学生实践能力提高甚微。 

3、学生实践学习缺少长效机制 
目前，高校为学生开展的实践学习，多以单独的竞赛为主，

竞赛开始学生才开始报名组建团队，仅仅在竞赛期间进行练习。
但是单个竞赛持续的时间一般较短，学生仅仅在竞赛期间得到
锻炼，竞赛结束后，团队自动解散，学生缺少长效学习的机制，
不利于学生的长远发展。 

二、基于学科竞赛的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模式 
1、搭建科技创新竞赛管理平台 
借助于科技创新竞赛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需借助一

定的校内平台。学校及其下属创新创业学院成立大学生创新实
践基地、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等平台，
完善科技创新竞赛奖励、管理制度，加强竞赛宣传渠道，帮助
学生多途径获得信息，降低学生参赛门槛，使学生有项目可以
参与，有机会可以实践，以确保有创新精神和实践意识的大学
生得到锻炼的机会。各学科竞赛由学校相关部门统一安排，各
相应院部组织承办，挑选有创新实践能力的教师对参赛学生进
行组织培训，在全校范围内宣传创新实践精神，不断提高学生
的创新实践能力。 

2、组建跨学科多层次参赛团队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重视在科技研发中多学

科交叉的作用，竞赛也是如此。目前，多数科技创新竞赛包括
多学科的知识和技能，对学生素质和能力的要求也随之提升。
因此，学校应根据实际需求，组件跨学科多层次的参赛团队。 

首先，团队成员应包含多个专业。用“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竞赛举例，学生应该具有创业过程中所包含的研发、销
售、财务、管理、运营等多方面的能力，所以团队应该由多个
专业的学生组成。跨学科团队可充分发挥团队间的协同作用，

同时学生可以互相学习，提升多方面的能力。 
其次，根据各年级学生能力的不同，确立明确的多层次的

团队组建机制，有利于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同时，有
助于学科竞赛的良性可持续发展。首先，团队应包含大一到大
四四个不同层次的学生。其次，根据各层次学生能力的不同，
进行不同的任务分工。大四学生参赛经验丰富，但是相对来说
时间紧张，所以大四学生应主要负责经验的传授及团队的管理。
大三、大二学生为创新竞赛的主力，不论是在学科的专业知识、
还是创新意识上，都相对要成熟，应为竞赛的主要参赛队员。
大一学生专业知识单薄，创新意识尚在萌芽阶段，应主要培养
他们的创新意识，帮助学生对创新竞赛有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
通过多层次的团队设计，可充分发挥各层次学生的能力，同时
加强传帮带在学生中的影响力。 

3、发挥教师引导作用，鼓励教学相长 
学科竞赛需要学生有一定的学科知识基础，同时具有创新

创业意识，还需要对竞赛文件、要求有一定的解读，仅仅通过
学生团队很难达到要求，因此需要教师的分析引导。 教师通过
对竞赛要求进行分析，引导学生团队设计参赛作品的方向，指
导学生解决专业问题，帮助学生启发思维，进行创新性问题解
决方案。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创新思维、专业知识和结题能
力都将得到提升。教师在指导过程中，对个人的教学能力、创
新能力也是提升与帮助。 

4、鼓励学生在做中学 
高校教育的一个问题在于，学生学习内容与社会需求脱节。

学生学习的理论知识较多，缺少理论联系实践的机会。学科竞
赛鼓励学生联系当前科技发展热点，结合专业知识，进行参赛
作品的设计和制作。通过制作参赛作品，学生可以将理论知识
与实际操作相结合，同时通过查阅最新资料，完善自己的知识
体系，更新知识库内容，紧跟科技发展的步伐，掌握最新、最
实用的创新技巧和知识理论。 

三、总结 
大学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

能一蹴而就，需要学校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及正确的引导。学
科竞赛作为创新思维培养的载体，可有效解决学校现存的影响
创新思维发展的弊端，对学生创新能力及实践能力的培养起到
了不和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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