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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创”背景下生物竞赛对学生科研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谢文婕

河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河南 新乡 453007
【摘 要】：创新是民族之魂，创业是发展之基。“双创”背景下以河南省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学生为研究对象，以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

赛为依托，调查参赛学生科研能力现状并进行分析，针对四“重”四“少”问题，通过四个“一”创新模式提升大学生科研能力，为新时代

发展培养有创新意识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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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总书记多次强调“创新驱动”的重要作用，创新驱动内涵与

学科竞赛不谋而合，在大学生学科竞赛中，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

力，鼓励大学生参与各类竞赛活动，各级教育管理部门积极筹办，

如针对生物专业学生的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为参赛者提供锻

炼机会与展示平台。学科竞赛使得大学生了解科研活动意义并真正

投身到科研工作中，作为新时代生物专业学生，参与学科竞赛是促

使学生专业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以专业

性强、影响力深厚，获得师生的广泛关注。

1 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简介

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以下简称“生物竞赛”）的前身为浙江

省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自 2007年由浙江省教育厅的号召下发起，

2009年被正式定名为浙江省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2017年升级为国

家级比赛，推广至全国多个省份。该竞赛活动采取网上报名参赛，

上传各省各校参赛队伍的材料、实验记录、综述及论文；网上初赛

评选后的决赛即为现场答辩环节。2017 年首届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

竞赛，共有 28 个省市，263所高校，2300余名教师参与指导，8754

名生物专业大学生参赛，组建 2006支参赛队伍，对学生掌握与生命

科学理论和技能方面做出巨大贡献。

为深入探索优化“生物竞赛”对大学生科研能力的提升路径，

设计问卷调查和访谈。问卷在河南省多所高校中共发出调查问卷 400

份，收回有效问卷 391份，有效回收率为 97.75%，访谈 8 人。

2 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提升大学生科研能力的具体

情况

本研究参考密苏里大学卡达什设计的科研能力测量表，依据研

究内容修改设计了大学生在参与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后对自身科研

能力的问卷内容，主要包括掌握知识、科研文献运用、设置调查问

题、制定研究假设、设计实验方案、收集数据并统计分析、独立思

考、实验操作等 15 个评价科研能力提升的问题，回答均为“没有提

高”“提高不大”“一般”“较大提高”“很大提高”五个等级，

从低到高依次呈现竞赛对其科研能力各方面的影响，采用李克特五

点积分法进行数据分析，根据影响程度，由低到高分别赋予其 1-5

分值，以 3 分为中性值，对于获得 3 分以上的认为其能力有所提高，

对于获得 3 分以下的说明该项能力效果不佳或没有提高。

根据统计数据可知，通过参加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学生自身

在科研能力提升的评价均值为 3.75，与自定义中科研能力“较大提

高”的数值 4最为接近，从而表明参赛大学生普遍认为参加“生物

竞赛”对自身科研能力有较大提高。

研究显示收集数据并统计分析、汇报研究成果演讲表达能力和

口语表达及实验操作等方面的能力提升最为显著，其均值分别为

3.89、3.87和 3.87。调查均值说明调查对象普遍认为通过参加大学

生生命科学竞赛提升了收集数据、统计分析、演讲表达能力、口语

表达及实验操作等能力。

3 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在创新创业的背景下，参加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有利于大学生

科研能力的提升，调查结果也支持该观点。但是也从国家、学校、

教师、学生四个层面反应出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中的问题，主要集

中在四“重”四“少”。

3.1国家层面：重参赛过程，少政策宣传

大学生主要通过学校的宣传文件知晓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的启

动，就目前的活动举办状况，由省赛到过赛，规模越来越大，知名

度应越来越高，认可度也应该提高。但是，仍有较多学生在问卷中

显示参加比赛之前不了解何为科研，存在一定的跟风现象，在参与

竞赛过程中，才逐步体味到科研魅力。

3.2学校层面：重参赛队伍数量，少参赛投入费用

学校普遍对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较为重视；75％以上的参赛学

校能保证“生物竞赛”的经费需要；7.16％的学生认为学校报销的

经费小于实际花费。但是在参赛过程中需要先行垫付或者资费，且

因学校报销流程复杂，特别是竞赛后期，多数参赛队伍的研究经费

不足，劳务费欠缺，导致实际支出做不到收支平衡。这一结果与访

谈中被访者提到的问题相吻合。

3.3教师层面：重名利，少热情

随着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规模的扩大，其含金量也在逐步增高，

多数高校将其列为职称评定的一项基本内容，指导教师为了增加学

生获奖几率，可能会将自己的科研项目或者成果直接给学生，且由

于学校该项资金的投入较小，部分教师的参与热情度不高。

3.4学生层面：重奖项，少经验

大学生参加生命科学竞赛的目的各不相同，主要以收获科研经



Modern Education and Practice 现代教育与实践 第 4卷第 1期 2022 年

验和丰富个人经验出发点。高校为鼓励学生参加比赛，多数在综合

测评、评优评先、研究生推免等方面给予鼓励，吸引学生积极报名。

但是由于参赛学生多为大一、大二学生，其专业能力和知识储备不

足，缺少沟通经验和团队配合，而在比赛过程进入角色较慢、实际

操作较难，需要专业导师的指导。

4 四个“一”创新模式，助力提升科研能力

4.1 国家层面：打造一个宣传管理平台

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的参与起点较低，只要满足指导老师和队

员数量，即可报名参加，其举办的宗旨是为了提高大学生的科研热

情，培养科研精神。加强国赛官网平台管理，多方筹措，积极宣传，

加大投资，打造吸引高校，激励教师，鼓励学生的宣传效果，进一

步提升教师和学生的参赛热情。

4.2 高校层面：健全一种培养学生机制

高校积极组织参加竞赛的同时，可以组织承办省赛和国赛，加

大竞赛投资力度，通过组织者、实施者和参与者的多重身份体验，

健全培养学生科研能力的机制，从课堂和课外鼓励学生去探索实践，

创新思维，营造“去功利化”宽松的竞赛环境，使师生保持科研兴

趣，回归竞赛宗旨。

4.3 教师层面：激发一股科研工匠精神

大学生科研能力的提升需要课内课外互相结合，课内发挥教师

指导作用，课外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科研实践。教师应明确育人身份，

将科研融入课堂，发挥工匠精神，培养学生科研兴趣，发掘学生科

研潜力。同时，分年级分组设计制定合理的培养计划，形成大学生

全程全方位培养模式。立德树人，敬业爱生，作为一名人民教师，

应保持初心，做好表率，增强责任感，践行育人使命，努力培养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4.4学生层面：培养一种科研创新热情

学生自身应摆正心态，积极主动，脚踏实地，吃苦耐劳。大学

生参加生命科学竞赛本身就是对自身能力的考验和挑战，竞赛过程

中提高整体素质。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的周期较长，费时费力，且

活动过程中国家和学校投入相当的经费，需要学生在整个过程中，

持之以恒，砥砺前行，充分发挥当代大学生的科研潜力，互相激励，

团结协作，挑战自我，将青春梦想融入中国梦的实现，用脚踏实地

验证青年力量。

5 结论与展望

在新时代“双创”背景下，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情况下，提

升大学生科研能力有利于培养更多的创新型科研人才。以赛促学，

以赛促训的创新方式，打造一批生物专业的科研后备军，实现从课

堂到课外，从被动到主动，从个体到团组，从兴趣到行动的提升。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

本领、有担当，国家才有前途，民族才有希望。大学生作为青年一

代的佼佼者，肩负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历史重任，

接过新时代的接力棒，通过采取各种措施不断强化大学生科研能力

的培养，使每个学生都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时

代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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