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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视域下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推广 

沙尔望，蔡连顺，高心妍 

（佳木斯大学基础医学院，黑龙江佳木斯，154007） 

[摘要] 网络视域下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推广模式即“在线推广”，是将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阵地进行延伸、 

资源进行整合、内容进行更新、手段进行创新，“在线推广”模式，便于“多点切入、单点延展、点点互动”地 

进行推广，从而达到创新育人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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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大学生创新活动，是指以学生个体兴趣 

为导向，以创新型科技课题为载体，以学生自主学 

习和教师指导相结合的方式，以解决实际困难和社 

会问题为切入点的科研实践活动。目前，我国高校 

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大多仍停留在教师与学生、学 

生与学生面对面的沟通与交流，并未充分挖掘出网 

络在线推广的优势，传统的大学生科技创新推广活 

动与在线推广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相比，存在着参 

与面窄、临时突击性强、重短期效应以及缺乏学生 

独创性等问题。本文深入地探讨了网络视域下大学 

生科技创新活动的推广模式，以便于为更多的大学 

生们提供更为广阔的创新平台，为我国培养出更多 

的创新型人才。 

一、网络视域下推广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意义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信息化进程在速度和规模 

上实现了飞跃式发展。 校园网、 网络教学支撑平台、 

信息发布与管理平台等教育信息化的软、硬件基础 

设施的应用也基本普及。但是我国大多数高校并未 

充分利用网络推广平台来开展大学生科技创新活 

动。另一方面，当代大学生网络虚拟群体已经成为 

不可忽视的新型大学生组织。所谓大学生网络虚拟 

群体，是指以虚拟网络为媒介，以校园 BBS、博客、 

同学录、QQ 群、专题网页、Email 或聊天室等交 

流平台为载体，所形成的兴趣相同、思想相近的新 

型大学生组织。与网络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相比， 

网络推广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模式的进度还相对 

滞后，并未充分地调动和利用网络所特有的传播 

性、 能效性等特点来开展科技创新活动。 综上所述， 

在网络视域下，建立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推广模 

式很有必要。 

（一）网络有助于更新大学生科技创新思路 

当代大学生具有崇尚平等、渴望交往、勇于创 

新以及接受性强等特点，将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引 

入网络，在线组织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科技 

创新活动，可以充分发挥互联网覆盖面大、影响范 

围广、传播速度快等优势，使得当代大学生科技创 

新活动更加适应时代的发展与进步。从传播学视域 

来看，大学生网络虚拟群体可以通过网络交流平 

台，对自己感兴趣的热点、人物、事物以及相关事 

件进行大量的跟帖、讨论，并使之成为大家所关注 

的公共话题。将大学生科技创新意识、理念、内容 

借助网络平台进行宣传与推广，不仅可以让广大学 

生对科技创新活动有更加充分的了解，而且也可以 

更为深入地更新大学生科技创新思路。 

（二）网络有利于建立健全大学生科技创新活 

动的推广模式 

互联网的主要特征就是以数字化、网络化、信 

息化为标志的生存状态，以交互性、虚拟性、学习 

性为标志的运作模式，以多边性、全时性、共享性 

为标志的机制特质。为适应当代大学生的需求，灵 

活应变不断转变的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机制，弥补 

传统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模式的不足，笔者将网络 

平台与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相结合，将学生日常学 

习生活中所总结的经验进行及时的整理并共享，为 

他人提供有价值的资源和信息。此种网络推广交流 

模式不仅可以与传统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进行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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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而且有利于建立一种健全的大学生科技创新活 

动的推广模式。 

（三）多元化网络易于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平 

台的搭建 

多元化网络为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搭建了新 

的平台。近些年来，腾讯  QQ、人人网、中国移动 
Fetion、微软 MSN、互联网 Sskype和 ICQ、新浪微 

博以及 Windows Messenger 等即时通讯工具已经成 

为年轻人的时尚，广大高校也顺应时代发展，利用 

这些网络平台进行思想宣传、开展团建工作等。与 

传统的科技创新推广模式相比，可以把时尚流行媒 

体与大学生的好奇心结合在一起，有效地利用网络 

的时尚性和趣味性等特点，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活 

动在大学生中的推广力度，通过多元化网络大学生 

科技创新平台的搭建，使得学生科研信息更具时尚 

性、间接性、互动性、趣味性和时效性。 

二、网络视域下推广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途径 

（一）合理利用网络资源，更新科技创新推广 

模式 

“新媒体改变了人类传播的广度与深度” 。网 

络主导的新媒体正在掀起一场传播性的革命盛宴。 

然而处于这个紧要的关头，如何合理地利用网络资 

源推动大学生科技创新工作更好更快地发展成为 

现阶段的热点之一。网络的发展使得信息内容更新 

速度加快，通过网络使得创新活动以图、文、声等 

形式更加真实生动地展现给广大学生，让大学生群 

体可以及时地了解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最新内 

容。通过合理利用整合网络资源，探索学生科技创 

新活动推广模式的新途径，让参与者可以因时因地 

制宜，自由合理地安排自己的学习时间以及地点， 

最终使得大学生轻松愉快地参与到科技创新活动 

中来。

（二）提高推广者综合素质，建立高水平大学 

生科技创新活动工作队伍 
1. 加强领导， 成立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网络推 

广工作领导小组 

由于网络本身所固有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使 

得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网络推广也存在一定的 

安全隐患。通常高校党委对校园网络管理负有主要 

领导责任，而分管领导应对大学生网络推广则负有 

实际管理责任。学校需成立由主管学生科研创新活 

动的分管领导为组长、学校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 

的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网络推广工作领导小组，明 

确职责，分工合作。 
2. 规范管理， 从技术层面杜绝不良信息的渗透 

由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网络推广工作领导小组 

委派网络技术人员，对大学生科技创新网络推广平 

台进行专门建设与维护。通过联网备案、日志记录 

存留以及 IP地址域名等技术手段对有害信息进行监 

控与封堵，切实保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安全平稳 

运行。技术部门通过对创新网站建设以及网上互动 

交流等进行动态监测，时时掌握学生的创新动态， 

将优秀的科研项目进行公示，对不良以及敏感信息 

及时清除，有效净化学生科研网络平台，从技术层 

面为学生提供一个健康向上的科研创新网络平台。 
3. 建立大学生科技创新信息反馈机制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信息丰富，良莠不齐，故 

而我们必须加强学生网络安全意识教育，充分发挥 

学校各级管理部门的作用，建立大学生科创信息联 

系站点，定期搜集与分析学生所遇到的困难，提出 

相应的解决措施，据此调整大学生科创网络平台的 

内容。设立专门的受理举报机构，定期审理与核实 

举报信息。设置专门的网络巡查员，在线监督管理 

公告栏、留言板、聊天室等网络科创平台，争取做 

到“早发现、早处理” ，保证学生网络群体能够共 

享科创安全信息。通过建立大学生科创信息反馈机 

制，将学生网络科研活动规范化、制度化，确保大 

学生网络科创活动能够有序地开展下去。 

（三）坚持典型引导，培育网络大学生科技创 

新拔尖人才 

学校通过网络平台，加大对学生科研优秀人才 

的宣传力度，营造一个崇尚思考与实践的文化氛 

围。一方面，学校应着重培养大学生科技创新意见 

领袖，当校园网络科创平台出现虚假信息或者负面 

言论时，学生领袖可以迅速予以回应，坚持正向引 

导，强化主流意见，以此来推动大学生科创活动更 

好更快发展。另一方面，高校应当大力宣传学生科 

技创新意见领袖，坚持典型引导，通过学生科研名 

人的群聚效应，以此为切入点，让更多的学生了解 

科研的思维、 步骤和方法。 通过在线的交流与沟通， 

创建网络大学生科技创新阵地，将网络—科研—学 

生三者有机结合在一起，通过网络不断加大对学生 

科研工作的推广力度，切实提高大学生整体的创造 

力、凝聚力和鉴别力，最终使得大学生科技创新工 

作步入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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