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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新工科背景下科技竞赛对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研究 
◆张  磊 

（浙江传媒学院 电子信息学院  浙江杭州  310018） 

 
摘要：本课题关注的是新工科背景下科技竞赛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问

题，对新工科的概念和内涵以及科技竞赛对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意义进

行了解析，同时提出改变观念、构建科技创新体系和加强创新创业等三

个方面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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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不断深入，新形势下互联网技术的不
断变革，尤其是“新工科”概念的提出，创新人才的培养给应用
型本科提出了新的要求。与老工科相比，“新工科”更强调学科
的实用性、交叉性与综合性，尤其注重信息通讯、电子控制、软
件设计等新技术与传统工业技术的紧密结合。相对于传统的工科
人才，未来新兴产业和新经济需要的是实践能力强、创新能力强、
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复合型“新工科”人才。在这样的背景
下，研究以科技竞赛为载体培养“新工科”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
是十分有必要的。这对学校科技竞赛体系的建立、“新工科”专
业建设的推进以及新型创新人才的培养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工科的内涵与特征 
新工科是以立德树人为引领，以应对变化、塑造未来为建设

理念， 以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调与共享为主要途径， 培
养未来多元化、创新型卓越工程人才。2017 年以来，教育部积
极推进新工科建设，先后形成了“复旦共识”、“天大行动”和“北
京指南”，并发布了《关于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践的通知》、《关
于推进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的通知》，全力探索形成领跑全球
工程教育的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助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 

新工科，“工科”是本质，“新”是取向，要把握好这个“新”
字，但又不能脱离“工科”。新工科更加强调积极应对变化，更
加强调主动塑造世界。新工科作为一种新型工程教育，其育人的
本质没有变，但对人才的培养要求发生了变化：工程人才培养结
构要求多元化，质量要求面向未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工科反
映了未来工程教育的形 ，是与时俱进的创新型工程教育方案， 
需要新的建设途径，注重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调与共享。 

新工科的内涵决定了新工科具有战略型、创新性、系统化、
开放式的特征。新工科不仅强调问题导向，更强调战略导向。新
工科建设必须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以战略眼光和战略思维加快
理念转变，深化教育改革，既为支撑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当前需
要培养人才，又要为支撑新型产业培育发展等未来需求培养人
才。要将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体现在人才培养的每个环节，围绕产
业链、创新链从建设理念、建设目标、建设任务、建设举措等方
面进行创新性变革，重塑工程教育，而不是旧范式下细枝末节的
修补。新工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系统的角度积极回应
社会的变化和需求。新工科是更高层次的开放式工程教育。应以
开放促改革、促创新，对外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对内促进工程
教育资源和教育治理的开放，加快形成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深度
融合的共建共享大格局。在这样的新工科背景下，以科技竞赛为
手段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显得格外重要。 

二、科技竞赛对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要意义 
科技竞赛需要学生具有一定的创新能力，同样科技竞赛也有

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一般的科技竞
赛都会要求学生要比较具有创新精神，特别是工科类比赛，例如
现在用人单位都比较认可的电子设计竞赛，就是要求学生根据自
己的学习内容，利用现有的一些元器件设计出一款新的电子产品
或者在已有产品的前提下实现某种特定的功能。学生在拿到题目
后进行，需要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来选题，分析、设计、修改和
验证，在这个过程中将所学知识不断的消化和使用。与此同时竞
赛者在这些过程中可以使用的对象和需要设计的产品都需要满
足一些新的功能，这就要求学生具有一些创新的想法和设计，才
能在众多的参赛产品中脱颖而出。在参加竞赛的几天几夜中，在
题目的不断分析和设计中，通过自己所学和以往经验，通过和团

队伙伴之间的不断研讨、实验、知识碰撞，不断激发学生的创新
能力，不断提高独立思考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 

三、科技竞赛对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几点举措 
1、改变固有观念，不断解放思想。各大本专科院校要重新

审视自己的人才培养目标，修订人才培养方案，下大力气解决学
生创新能力不足的状况。人才培养目标中要明确表达创新能力培
养要求，并具体体现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在日常教学过程中，除
了要加强基础教育、专业教育外，也要加强学生素质教育，鼓励
学生参加各类科技竞赛等创新活动，增加学生实践的机会和能
力，构建厚基础、强技能、多领域，注重创新实践的课程体系， 
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验与应用相结合、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
培养相结合。 

2、以科技竞赛为导向构建创新能力培养体系，鼓励学生积
极参加各类科技竞赛。学校要大力营造科技创新的良好氛围，加
强科技创新文化建设，加强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各项保障，做
好科技创新活动广度与深度的有机结合。一方面要通过氛围营
造，专业引导等鼓励更多的学生参与到科技创新活动中来。另一
方面，在科技创新活动中，对那些有天赋、有特长的优秀学生进
行重点培养。要增加激励措施，鼓励广大师生积极参与。对参加
科技创新活动的学生在学分认定、评奖评优等方面给予政策倾
斜，甚至对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考虑课程替换等。要加强与社会
对接，促进产学研相结合。 

３、加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培养学生开拓创新，敢为人
先的品质。现在从全国到各省市以及各个高等教育机构，都十分
重视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每个省市都有鼓励创新创业的政策文
件，几乎每个高等教育机构也都有自己的创业孵化园。入驻创业
园的学生一般就是具有创新创业的激情与想法，是有具体的入驻
项目。而这些项目往往是在科技竞赛中取得不错成绩的作品。学
校要更加重视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整合校内资源，例如场地资源、
社团资源、仪器设备资源、师资力量以及各种政策资源，为学生
创新创业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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