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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皮亚杰所说,肯定学生的主体地位, 充分

发挥学生的学习能动性,与把学生置于消极被动

的客体地位,压抑学生的主动性,是新旧教育观念

和教育方法的分水岭 [1]。同济大学开展大学生创

新训练计划,旨在探索以问题和课题为核心的教

学模式改革,倡导以学生为主体的创新性实验改

革,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使

学生得到创新性科学研究和团队合作的训练, 培

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探索研

究型大学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新途径。为此学校

成立了大学生创新俱乐部以探索学生自主管理新

机制。本文拟简要介绍这一探索的做法及经验,

以期与其他高校同仁交流探讨。

一、成立大学生创新俱乐部, 学生成为关键

力量

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的实施与管理一直是大

家高度关注的问题, 因为它不仅涉及该项计划能

否顺利实施,更涉及该计划的实施效果和可持续

发展。我们认为, 大学生不但应该是创新训练计

划的主体,而且应该是整个创新训练计划管理的

关键力量。在大学阶段,学生已经具备较成熟的

人生观和世界观, 能够进行独立观察、判断和分

析,具有较高的自主管理、自主发展和自主组织的

意识。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本质上是一种学生的

自主性、研究性学习,强调个体独立性和差异性。

因此,为了实现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的目标,就必

须改革制度、创新机制, 努力实现大学生自主管

理。

基于此,同济大学大学生创新俱乐部于 2007

年正式诞生。在学校总俱乐部下, 按学科和创新

训练计划性质,下设 20个分俱乐部,其构架见图

1。整个管理机构由学生组成,各类活动由学生策

划。自主管理,自由探索, 自我磨练,不仅培养了

学生的组织能力, 而且在广大学生中宣传和扩大

了创新训练计划的影响。由学生引导学生,让学

生服务学生, 使得俱乐部功能得到彰显。俱乐部

每年换届一次,不断有新生力量加入,继承与创新

图 1  同济大学大学生创新俱乐部构架示意图

使俱乐部保持活力。俱乐部实行终身会员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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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按计划完成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的学生,都将成

为俱乐部终身会员。俱乐部设生日,每年过一次,

使俱乐部成员产生强烈归属感和凝聚力。

依据不同的管理职能, 大学生创新俱乐部设

立了秘书处、宣传处、学术处和联络处, 由俱乐部

主席统一负责和管理。宣传处主要负责创新俱乐

部的网站建设、新闻宣传等工作;学术处主要负责

项目的立项、运行管理、检查以及学术交流;联络

处主要负责校内外的学生沟通与交流等各类活

动;秘书处则由俱乐部主席直接管辖,主要负责各

项活动的沟通与协调工作。俱乐部实行例会制,

定期召开交流会。这种管理构架的益处是使俱乐

部内部分工明确、流程清晰,并且能发挥群策群力

的作用,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经过三年的发展, 大学生创新俱乐部的功能

进一步拓展,除组织学术交流、创新项目管理、新

闻宣传之外,还参与各类大型学科竞赛的管理工

作,如在 2009年 11月举办的全国大学生结构设

计竞赛中,创新俱乐部配合大赛组委会,做好竞赛

管理和志愿者服务工作,得到了组委会以及参赛

学生的一致好评。目前, 在同济大学各类创新、创

业活动中,都活跃着创新俱乐部学生的身影, 创新

俱乐部已成为学校开展创新教育的重要平台。

二、在俱乐部体制下实现学生兴趣驱动、自

主选题

/ 探究是人类的天性,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0。

开展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必须以学生兴趣为导

向, 学生从自身兴趣和特长出发, 提出探索性项

目。但大学生阅历尚浅, 专业知识有限,在现有的

管理体制下, 项目立意不成熟、项目研究失败等,

往往成为困扰大学生实现兴趣驱动和自主选题的

障碍,这也导致大学生在开展创新训练计划时,相

当部分项目来自于指导教师的科研课题,或主要

由导师提出项目, 学生按导师指定的研究路线和

方法开展探索。这些做法虽然也能帮助学生提高

能力,但没有照顾到学生的兴趣,更不利于培养学

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同济大学在大学生

创新俱乐部体制下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 收

到良好的效果。

其一,创新俱乐部平台从迎接新生开始, 就为

大学生开展各种咨询活动,经常性开展学术讲座、

沙龙、趣味竞赛、素质与能力拓展活动等, 使俱乐

部成为一个创意和创新的集市, 同学们相互撞击

出智慧火花,以兴趣为导向的创意或问题就会不

断产生。

其二,通过创新俱乐部体制,建设咨询导师和

指导教师专家库, 学生可就感兴趣的创意或问题

向全校各学科教授进行咨询, 不断深化创意或问

题的认识,不断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这样

学生的创意或问题就有可能上升为符合学生兴趣

特长的创新训练项目。

其三,学校构建了学院(系)、学校、上海市和

国家四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 一些不成熟项目

可先在院(系)级或校级创新训练计划的支持下开

展自主探索,成熟后可进一步申请上海市级和国

家级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四级创新训练计划为学

生从创意或问题开始, 形成较成熟的训练项目提

供了有力保障。

其四,充分尊重学生原始创意,允许失败。学

生从创意出发提出创新训练项目, 只要有科学依

据,逻辑严密, 就要鼓励学生开展自主探索,允许

其失败。只要引导有方,一个失败的项目同样能

达到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效果, 有时其效果还可

能好于成功的项目。

总之,通过大学生创新俱乐部管理体制,基本

实现了大学生在兴趣驱动下的自主选题,其过程

顺序为:学生创意y俱乐部交流y形成项目y组

成团队y咨询教授y争取立项y项目实施y交流

提高y项目结题y学分、保研。

三、在俱乐部体制下大学生自主管理和自主

实验

在创新训练过程中, 大学生可以成为主动积

极的学习者和研究者。因此,自主实验是培养学

生参与学习研究活动全过程的一种自觉意识的关

键所在。当学生的自主意识被激发后, 会自觉成

为创新训练活动的发起者、执行者和控制者,积极

地参与活动的全过程, 并且还会把自己作为审视

对象,自我认识、自我调控、自我评价,充分发挥潜

在力量,不断自我发展、开拓创新。

为更好地促进大学生自主管理和自主实验,

创新俱乐部高度重视完善创新训练计划的过程管

理。首先遵循自主管理、自主实验和注重过程的

原则,制定了5同济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基金

章程6、5同济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实施细则6

和5同济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经费使用

管理办法6 , 为学生实施自主管理提供了政策依

据。大学生可随时为创新计划立项申请,由俱乐

部学术处聘请专家对立项申请进行公开答辩,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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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据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不断修改,直至项

目基本成熟为止(图 2)。创新训练计划项目从创

意或问题开始, 经多次答辩和反复修改,直至成熟

的过程本身,对大学生来讲就是很好的创新能力

训练,甚至效果不亚于项目的研究过程。

图 2  创新俱乐部体制下学生项目自主管理

在项目立项后,各分俱乐部开展经常性学术

交流和成果展示,培养学生表达能力、沟通能力,

养成不断总结的习惯, 有助于推动项目研究不断

取得进展,同时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素质。俱

乐部已建立项目管理档案制度, 学生全程详细记

录项目执行过程, 并将此作为结题时考核项目完

成质量最重要的依据。学校充分提供各类研究资

源和激励政策为学生自主实验提供良好环境或条

件,如学生可依据自己的特长和兴趣选择符合其

研究条件的创新基地、各类重点实验室和工程中

心对本科生开放、创新学分认定管理、创新能力突

出学生免试直升研究生等。在免试直升研究生过

程中,学校高度关注学生在兴趣驱动下自主选题

情况,关注在自主实验和重在过程原则下的探索

过程,关注训练计划执行情况,关注结题报告规范

性、成果的创新性等, 但更关注通过创新训练计

划, 大学生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提

高。各种政策、措施和教学改革,保证了在俱乐部

体制下,实现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 兴趣驱动、自

主实验、重在过程0的宗旨。

四、功夫到了,成果自然有

同济大学创建大学生创新俱乐部,主要目的

是实现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重过程的宗旨,但重

过程与出成果并不矛盾。我们的体会是:功夫到

了,成果自然有。从 2006年同济大学成为国家大

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 10 所试点学校开始, 2007

年成为国家正式实施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的首

批高校, 2008年成为上海市开展大学生创新活动

计划首批高校,同时成为教育部开展国家大学生

创新性实验计划专家协作组单位、上海市开展大

学生创新活动计划专家协作组组长单位。

通过创新训练计划, 使全校 60%以上的大学

生得到了创新性科学研究和团队合作的训练, 参

与学生的创新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许多创新

项目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如由

环境学院、化学系、海洋学院学生共同承担,由前

联合国副秘书长托普费博士以及我校环境学院、

化学系、海洋学院教授共同咨询和指导的/ 长江中

下游典型城市二氧化碳减排机制研究0项目,取得

了显著的创新性研究成果, 除发表 SCI 论文外,

还获得汇丰银行 40万元研究经费的进一步支持。

又如在教育部举办的 2008(长沙)、2009(南京)、

2010(大连)三届全国大学生创新论坛上,我校学

生连续三年荣获十佳/ 我最喜爱的创新项目0奖。

创新训练计划在大大促进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同

时,也全面带动了学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创新,

提升了学校的学科竞赛和创新教育, 如我校大学

生在 2009 年参加的十多项全国性学科竞赛中, 9

项排名全国或上海市第一 [3]。由于创新训练计划

在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上所取得的显著效果, 我

校一些学院或学科(如土木工程)已将创新训练计

划作为免试直升研究生的必要条件, 说明创新训

练计划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已得到教授们的普

遍认可。以创新训练计划为切入点, 以问题或课

程为核心的教学模式已成为学校人才培养方案的

基本教学模式。

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 高等学校需要担负培

养创新人才的责任, 国家质量工程一期中设立的

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 为培养创新人才搭建了很

好的平台,但要实现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的目标,

需要我们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同济大学的大学生

创新俱乐部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还需要继续深化

改革,不断完善管理体制,为其他院校开展相关探

索与实践提供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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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es-t driven, Process-emphasized and Sel-f managed

L iao Zongt ing , X u Qin, Zhang Qin

Combining w ith the const ruct 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t raining system, T ong ji U niversity con-

stant ly deepens w orks in students. innovat ion educat ion. Af ter constr ucting the four- lev el innovat ion

tr aining plan o f / departments-univ ersity-Shanghai Province-China0, Tongji U niversity has further im-

proved systems, policies and mechanisms to ensure the constant developments of students. innovat ion

tr aining plan of dif ferent levels. Establishing the Students. Innovat ion Club is one of the significant

explorat ions. By const ruct ing the club, students implement the po licy of self-management . T he act ion

no t only realizes the innovat ion t raining plan. s aim of / interest-driven, independent experiments and

process-emphasized0, but also prov ides a reliable guarantee of advancing students. innovat ion t raining

plan.

(上接第 10页) 培养机制、教师培训机制、企业技

术培训机制和联合攻关机制, 最终实现产学研共

赢,保障联合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发展。

总之,行业特色型高校在培养创新型工程人

才方面独具优势, 在新型产学研合作模式的探索

中,要以人才培养为纽带, 在人才培养理念、培养

模式、培养方案以及基地建设、平台建设、师资建

设等方面走出一条新路, 不断完善相关机制体制,

为创新型国家建设培养出大批高水平创新型工程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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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Modes and Mechanisms of Training Talents Through University-

Industry Cooperation in Universities with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N ing Bi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 f the developments of universities and indust ries, the ar ticle rev eals the

significance of st reng thening univ ersity- indust ry cooperat ion to cult iv ate innovat ive talents o f eng-i

neer ing in the new er a. Based on the analysis o f the connotation o f university- industr y cooperat ion, it

proposes three elements w hich may pr opel the tr aining of talents through university- indust ry coopera-

t ion. It then further discusses some emphasis and dif f iculties in higher engineering educat ion, such as

how to fully explo it advantages of university- indust ry cooper at ion, how to explore diverse t raining ap-

proaches, and how to secur e ef fect ive development o f innovative talent t raining in a long term through

const ructing an university- industr y-r esearch cooperat ion plat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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