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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科协作创新学生团队建设的探索 

朱琥 

(武汉工程大学电气信息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摘要] 多学科协作创新学生团队建设对学生的协作和创新能力培养有着重要意义。以武汉工程大学智能车团队 

为例,详细介绍其建设模式，最后对实践中产生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给出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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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就是力量” ，团队建设在培养具有协作 

能力和创新意识人才方面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近 

年来，高校教师队伍形成了不少科研团队、教学团 

队，科研团队可按研究方向组织，教学团队可按课 

程组织。高校另一个主要群体——学生，其团队形 

式还多停留在社团级别，即按某种兴趣爱好来组 

织，比如书法社团、电子爱好者协会等。而要真正 

培养学生的协作能力和创新意识，则需要另辟蹊 

径，比如团队能以综合性的实践活动为载体，来自 

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组成团队，运用各自的专业技 

能和视角，进行信息交流、思想碰撞、相互协作。 

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协作能力得到了锻炼，创新 

成为可能。武汉工程大学智能车团队就是在这种需 

求下发展起来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多学科协作创新 

团队。下面拟就本团队的建设情况及努力方向作一 

简介。

一、基本作法 

1. 团队建设指导思想 

团队指导老师按“以学生为主、任务驱动、学 

科交叉、团队合作、实践创新、逐层历练、致力做 

强、优势共享”的指导思想成立独立于各学院的学 

生团队，期望历练和选拔具有实践能力、团队协作 

和创新意识的未来杰出人才。智能车竞赛是近年来 

在国内外高校较为热门的综合型赛事，是一种多学 

科专业交叉的创意性科技竞赛，涵盖了控制、模式 

识别、传感技术、电子、电气、计算机、机械等多 

个学科知识。团队始建老师是电气信息学院的教 

师，所以选择以参加此类赛事为平台，招募全校不 

同专业背景对此工程实践活动有热情和毅力的学 

生成立武汉工程大学智能车团队，按项目管理方式 

带领学生进行工程实践锻炼，规划学生在大学四年 

中的实践历练层次，同时注重学生的梯队建设和技 

术积累。由于目标的具体化、综合化，实施过程的 

项目化和工程实践活动的连续性，武汉工程大学智 

能车团队从建设伊始，发展迅速，成绩显著，团队 

学生的竞争力大大提升。 

2. 团队建设生源选拔 

本着自愿原则，各院系具有专长且能持之以恒的 

学生都可参加遴选，以简历、笔试、制作、面试、逐 

段竞争筛选等各种方式选拔具有创新意识和实践能 

力的全日制本科学生进入多学科创新协作团队。所谓 

逐段竞争，以电气信息学院学生为例，需要经过一年 

级的学习基本技能考核、二年级的电子爱好者协会筛 

选、三年级的综合赛事选拔、大四的企业实训及团队 

建设能力锻炼。经过整个大学周期、不同锻炼目的和 

形式的实践活动，逐层历炼学生。 

3. 团队建设运行机制 

智能车团队从普通老师发起建立，招募不同专 

业背景的学生参加，依托瑞萨 MCU 联合实验室和 

智能车竞赛平台，获得来自学校教务处、工程实践 

活动中心等相关职能部门的支持，采取开放灵活的 

沟通和管理方式。团队工程实践活动的组织力图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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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引导学生逐渐过渡到老师辅助学生。团队日常 

运行的主要特点有三：一是学生通过多种筛选途径 

进入团队后，先学习团队历届积累下来的学习资料 

和参赛总结报告，参加团队日常的各项培训和学习 

交流讲座，完成负责教师或学长指定的设计任务， 

熟悉团队新老成员，逐步融入团队环境；二是团队 

除了指导教师组织的日常培训讲座和技术指导外， 

主要以学长带学弟的方式，针对不同阶段，给予不 

同任务，对成员逐层历练，选拔优秀成员参与比赛 

准备，以竞争方式确定最后参赛成员。实际上，团 

队成员不论参与比赛与否，都已得到不同层次的锻 

炼。三是团队在日常运作及竞赛的组织准备中，非 

常重视同外界（包括武汉各高校的学生创新团体、 

嵌入式技术培训机构、对口企业等等）的交流和合 

作，开拓学生视野，增强学生社交技能，获得最新 

的技术指导等。 

4. 团队成员培养方式 

大学生多学科创新协作团队主要秉持任务驱 

动、逐层历炼的理念。首先通过创新基地参观、视 

频演示和骨干学生宣传，使新生在入学初始了解团 

队建设意义、选拔流程，确定目标。大一上学期配 

合学校的各项基础技能培训，采取松散管理，确定 

每月基本技能考核主题，要求每周灵活组成小组交 

流，使之习惯新的学习模式，掌握基本研究技能。 

选拔的学生大一下学期可进入各学院的专业协会 

培训锻炼或参加各自的基本技能大赛锻炼，比如程 

序设计、建模、基本实验技能大赛等。筛选的学生 

大二可进入基地，学习赛事资料、辅助基地骨干调 

试和以小组形式参加其他赛事训练，比如电子设计 

大赛、机械创新设计大赛等。训练学生的专业技能 

和培养小组合作的工作方式。筛选的学生大三可进 

入项目组，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相互协作进行综合 

赛事训练， 组织交流讲座， 并对基地提交规范文档， 

为基地建设进行技术储备。学生进入大四后，给予 

学生半年的考研和找工作准备，在下半年可根据具 

体情况，进入企业实训并负责基地建设。 

这种以学生为主体、任务驱动、逐层锻炼、梯 

队培养和技术积累的培养模式，极大地激发了学生 

的热情和潜能。团队从  2008 年底创建至今，不仅 

实现了国家级竞赛大奖零的突破，每年成绩都有提 

升，团队影响力迅速扩大。经过团队历炼的学生不 

论是就业还是读研，都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二、努力的方向 

在团队两年多的成长过程中，团队教师和学生 

共同积极面对不断出现的各种问题，认真解决问 

题，使能力得到提升，收获不少。但由于时间短， 

团队建设在各方面都很不成熟，其中一些问题还需 

要协调和规范。 

1. 学生激励 

学生是实践创新的主体。从成员物色、逐层任 

务历练到以老带新发挥示范作用，需要学生在团队 

中锻炼不短的时间，也要投入大量精力，真正能坚 

持的学生少之又少，梯队建设非常困难。所以需要 

在初期建立一定的学生实践激励机制。一方面，团 

队力图建立层次化的培养竞争平台，另一方面，借 

鉴其他高校在实践激励上的举措（保研、评优、加 

分等），建立一套长期行之有效的激励学生实践创 

新的机制，建议给予在实践竞赛中获奖的学生给予 

不同档次均值加分激励。 

2. 教师激励 

虽然教师指导学生实践活动的意义不言而喻， 

但愿意参与的老师不多。分析原因，笔者认为，学 

生基础薄弱、得奖不容易、牵扯精力多、缺少组织、 

协调困难、资金到位难、工作量认定随机等是基层 

老师的一般想法。通过指导学生实践活动，教师在 

学生实践指导中可充当的至少有 4 种角色：①团队 

建设教师； ②项目负责教师； ③技术讲座培训教师； 

④临时技术咨询教师。团队建设教师主要负责学生 

实践创新团队的品牌建设和发展控制，项目负责教 

师负责具体引导学生完成某项赛事或科研活动，团 

队建设教师和项目教师根据团队某阶段的发展重 

点给出培训主题，有相关经验的教师可以应聘对学 

生专项培训。针对实践中的具体问题，项目教师或 

学生还可以利用学校资源、网络资源和自身人际资 

源等向有经验的教师、工程师、工人师傅进行临时 

技术咨询。要做好相应的工作，通过摸索、沟通把 

各个角色的责权清晰化、规范化是非常重要的。 

3. 实践平台整合 

实践平台涉及软硬两个方面：一方面实践活动 

离不开设备、仪器、常用工具等，因此需要加强实 

验室资源的透明化和共享，另外可从每次比赛经费 

中划拨一部分购买必用小工具。对于高端设备，每 

年只需有针对性地购置 1~2套为师生研究和创新活 

动使用即可。另一方面，实践活动（下转第 55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