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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项目和学科竞赛载体下创新团队的构建 
王  凤1，万智萍 1，叶仕通2，莫伟健1，吕志民1,3， 

（1.中山大学 新华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0；2. 广东工业大学 华立学院，广东 广州 51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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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当代大学生创新科研能力弱、项目经验缺乏等问题，立足于企业的人才需求，通过将科研项

目和学科竞赛作为高校创新人才培养的载体，构建大学生创新研学团队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科

研创新精神和学科竞赛能力，丰富学生的项目经验，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在促进创新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上具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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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国家科技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实践是

验证真理的唯一标准，随着教学体制和科技体制

改革的深入，以创新教学为核心、培养大学生创

新思维和实践能力成为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教

学改革的重要议题。[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以下称《纲

要》）指出要充分发挥高校创新体系的作用，提

升学生的科学研究水平，培养创新型人才，而且

要优化结构办出特色，重点扩大应用型人才的培

养。[2]科研项目能够培养学生的实践实训创新能

力，学科竞赛能更好地融合各个学科知识，实现

人才培养跨领域、跨学科的效果，以科研项目和

学科竞赛为载体，高校、科研院所和科技型企业

互相合作为模式，从而展示创新研学人才培养的

显著效果。借鉴美国教育学家约翰.布鲁贝克的

创世之作“布氏三论”，它主张的是崇尚理论创

新的认识论哲学基础、鉴于实践应用的政治论哲

学基础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实用主义哲学基

础。[3]约翰.布鲁贝克理论揭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精髓所在，以理论为基础，实践验证，得出最

终的创新成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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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上述背景，院校把创新与实践相结合构

建新型训练模式，组建以创新型应用人才为动

力，科研项目和学科竞赛为载体的科学技术研究

学习团队（以下简称创新研学团队）。 

一、培养团队实践应用能力的主要载体 

创新科研团队以“通识教育，按类教学、倡

导探索”教育理念为基础，结合“学做融合、研

学融合”等理念，全力发展培养“科学精神”，

并以创新人才培养质量观为指导，建设创新应用

型人才团队为目标的重大策略。[4]

表 1 科研项目创新研学团队综合能力规划表 

方向 指标 方式 内容 
学习能力 知识交流 交流平台获取相关知识

合作能力 学习小组 组建学习小组共同学习能力

创新能力 项目训练 项目设计与验证 
心理素质 展示平台 满意度、个人欲望控制

职业素质 管理制度 规章制度的遵循程度
素质

创新素质 真实项目 
校企合作、高新技术

素质培养 

（一）可持续发展的科技项目训练基地是培

养实践应用能力的基础条件 

以实验室为中心，创建项目训练基地，实验

室是学生进行科研项目培训最佳之处。开放实验

室，允许学生能够自主地利用实验室的器材设

备，让学生更加充分地掌握科研项目研发的时间

周期。全天开放自习室，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



 
 
 
58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4 

环境，让学生拥有更多的学习空间和时间巩固基

础知识，以便快速地掌握、熟练一门技能。基于

科技项目训练基地为基础的实践应用能力培养，

以实验室为主，自习室为辅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科

技项目训练基地，培养学生团体合作能力和创新

能力，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二）组建以科研项目为中心的科研学习小

组是培养团队实践应用能力的根本方式 

科研项目学习小组是学生创新合作团队实

践应用能力培养的根本。科研项目学习小组按照

成员个人所学知识了解和掌握程度来划分为校

内和校外的科研项目组，校内的主要是申报校级

的科研项目，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创新意识和

创新技能。校外的科技项目主要是采取校企合作

的方式来向企业接项目，强化高层次和指导老师

队伍的综合实力。 
（三）创建科技项目知识和技能的交流、竞

赛平台是提升团队实践应用能力的重要途径 

学生、团队成员之间可以通过该平台，通过

信息、技术交流互换，提升团队的综合实践应用

能力。主要是通过网上交流的形式加强团队成员

之间的互相接触和交际。知识交流平台是学生遇

到困难时解决问题的另一途径，学生们可以互相

交流学习心得，讨论解决难题的方法，提高个人

以及团队学习效率。 
（四）完善并改进科研项目的管理制度是培

养团队实践能力有效实行的前提保障 

一个好的科研组织是保证高校科研项目有

序进行的保障。科研项目学习小组可以通过申报

学校的项目来为小组立定学习的方向和目标，把

科研项目的成员按照梯队式分为 2 个阶段来培

养。第一个阶段是由刚进入学校的大一新生们组

成，主要是根据学生的兴趣来吸取，通过协会与

兴趣小组的项目、时间的验证和指导人员来培养

学生的自主学习积极性。第二阶段主要由高年级

的学生组成通过校企合作提升专业知识与技能。 
（五）建立科研项目成果、资源共享的展示

平台是提高团队实践应用水平的必然结果 

科研项目成果、资源共享的展示平台是构建

创新团队、提高团队实践应用水平的必然结果。

学生的项目成果需要记录，需要一定的共享，起

到激励学生努力拼搏和艰苦奋斗的精神的作用，

更能起到前车之鉴的作用，吸取前人的经验与教

训，并从中获得启发，树立学生饱满的自信心。 
二、学科竞赛是培养大学生团队创新思维的

重要载体 

学科竞赛是面向大学生开展的课外科技活

动，对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创新能力、

团队合作精神、解决实际问题和实践动手能力具

有非常重要的作用。[5]学科竞赛注重对学生创新

思维的培养，组建的模式总的划分为高年级和低

年级,以学科竞赛为载体，通过参加“挑战杯”

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全国大学生

电子设计竞赛、微软“创新杯”嵌入式开发和软

件设计大赛和全国ITAT教育工程就业技能大赛

等含金量较高的比赛，高年级与低年级之间进行

技术、经验的交流与反思。 
（一）以学术竞赛获取技能证书为目的，初

步培养大学生团队的创新意识 

学科竞赛对培养创新型人才的价值指向。学

科竞赛是整合课内外实践教育教学的重要环节， 
一般以地方生产生活中实际问题为项目对象，强

化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创新意识，

推动学生创新能力的发展。[6]证书是一种实力的

证明，也是要向更高层次发展的象征。新生刚进

入大学，处于一种迷茫的状态，举办学术竞赛，

吸引新生的目光让新生对学生知识充满幻想并

积极参与进其中，初步培养大学生的学术意识以

及创新意识。 
（二）以逐步提升大学生学术和技能竞赛能

力为方向，进一步培养大学生团队的创新思维 

学科竞赛是对相关学科知识深入理解、系统

整理和实践运用的过程，竞赛结果从一个侧面体

现了学生对学科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能力。[7]学生

参加学术和技能竞赛不仅是为了争取获奖，还为

了不断完善我校工程应用人才的能力培养方案。

高年级学生指导低年级学生，进行经验交流和技

术切磋，共同学习、相互竞争，高年级学生从中

吸取到创新的理念，低年级学生从中获取经验，

让学生在历届学生的科研技术基础上开拓创新，

将原本不足的研究方法和路线不断加以修正，达

到改进的目的，将原本良好的研究方案和路线不

断加以优化，达到升级的目的，通过不断的积累，

学生的综合实力从量变到质变，有助于推动我校



 
 
 

第 1 期 王  凤等：科研项目和学科竞赛载体下创新团队的构建 59 

的工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发展，提升我校

学生的学术与竞争能力。  
三、创新团队构建的几点举措 

（一）多元化方式全面发展团队的核心能力 

创新能力是一种综合素质，是善于选择、重

组、应用信息，能独立地解决问题的应变能力和

创造能力,实践教学与学科竞赛相结合，以学科

竞赛与科研项目为载体和抓手，是培养应用型创

新人才的有效途径。[8-9]发展大学生合作创新团

队的实践创新能力，从外部和内部的因素来对培

养方式进行根本性的，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需要

营造良好的校园环境，弘扬创新的精神，激发实

际动手操作热情；在教师课堂教学方面，摒弃灌

输式教学模式，多采用问题式、案例式、讨论式、

探讨式和项目式的教学方式，然而相对于教学内

容，则采用创新性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创新性的

思维和意识，通过训练具有创造性的、实践性的

实验，达到创新与实践相结合的效果，培养大学

生实践创新技能，全面发展团队的核心能力。 
（二）项目和竞赛相结合，打造优秀团队领

导者 

一个好的团队，需要一个优秀的团队领导，

然而宽容、坚持、担当、自省和务实都是作为一

个领导者所具备的必要素质；针对每个人不同的

情况使用不同的方法，作为一位优秀的领导者要

懂得宽容别人，获取别人对自己的信任，让团队

成员团结一致；领导者需要拥有一个坚强的内

心，超凡的耐挫能力，坚持着正确的方向，鼓励

队友坚持到最后，领导团队走向成功；一个勇于

担当的心是优秀领导者拥有的必须，整个团队承

受的压力需要领导者去减缓，要勇于担当，担当

这一份责任，要明确地了解到自己在所有队员心

目中的位置，发挥领导者的作用要善于发现团队

出现的状况，适当地管理好团队，让团队以最佳

状态执行、完成任务；合格的领导者都拥有务实

的工作作风，他们能够充分地展示出行动做事的

有效性，在科研项目和学科竞赛中才能够准确定

位，把工作落实到点，顺利地完成，因此只有务

实的领导者才能带出“务实”的团队。 
（三）多途径全面发展，塑造团队新目标 

科研项目以层次性的阶梯等级来划分为基

础知识项目、专业知识项目、精尖技术项目和技

术创新项目，团队成员在完成每个阶段的项目任

务后，继续向新的目标迈向。为能够更好地激发

学生的学习热情，推动团队综合实力的发展，抓

住人的心理走向、动机需要各方面的特点来设

计。把学科竞赛总的分成了“思、设、验、创”

四大模块，在完成每个模块都需要确定不同的精

确合适的目标，然而这需要精确的观察以及洞察

能力。思就是想法，对参赛作品命题的思考，体

现一个团队的扎实根基和掌握现在社会最高端

技术的信息能力；设就是对自己的设想进行实物

的设计展示一个团队的专业技术核心能力；验就

是对设计出来的实物进行验证、测试，考察一个

团队的观察能力；创就是创新，作品创新元素和

实用价值有利于团队的创新能力的培养与提高。 
（四）推动团队激励制度，构建和谐团队 

借鉴美国著名社会心里学家亚伯布罕.马斯

洛发表的《人的动机理论》，理论提到人的需要

层次论，人在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需要，在低层

次的需要得到实现之后，激励作用会逐渐降低到

无，高层次的需要则起到热情的催化作用，人在

自我实现是以最有效、最完整的方式展现自己的

潜力，让人产生高峰体验。[10]同样，队员的阶

梯层次不同，他们各自需要激励的程度也不同，

建立一个人的和谐，从而建立整个团队的和谐，，

仔细观察每个队员的层次需要，采取一定的激励

措施，构建一个和谐团队。 

四、结语 

“创新研学团队”中的“创新”在于培养人

才创新的思维、创新的能力以及新颖的人才培养

模式。“研学”指的是实际操作思路、实践应用

能力以及实践技能的创新能力。作为一个应用型

本科院校，为更好地培养、提升学生的实践应用

能力，建立创新研学团队，基于院校产学研用的

基础设施以及学术理论的基础，把实践应用能力

的培养分为基础、专业、精尖、创新四个阶段，

以阶梯式、层次递进的培养方式应用在学生科研

项目方面，保证创新研学团队的知识传承形成规

模。学科竞赛的根本在于技术的创新、思维的创

新，创新研学团队以参加学科竞赛获取技能证书

的方式，鼓动学生参加学科竞赛，并设立赛前培

训，以“思、设、验、创”作为培训的模式。在

学生科研作用于学科竞赛，学科竞赛反作用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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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科研的相互协调、相互统一的形势下，创新研

学团队由此建立起来并可持续性地传承和发展。 
以科研项目和学科竞赛为载体建立创新研

学人才培养体系，针对大学生综合实力进行阶梯

式的实训锻炼并构建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全面的

实训，巩固学生的基础知识，升华学生的专业技

术，提高学生的创新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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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Teams Building for the Purpose of Research Projects 

and Academic Con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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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undergradutes innovative teams for the purpos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isciplinary contests to meet the industrial demand and upgrade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ve capability and 
projects experience. It stresses that, for that purpos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ultivate their teamwork morale, innovative 
and competitive capacity, as well as their project-related experience and internship. 
Key words: innovative research；project experience；teamwork；applied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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