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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参与创新实践项目的意愿调查与影响因素分析 

—— 以宁夏大学本科生调查数据为例 

 
马艳艳 

 

(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宁夏银川，750021) 

 

[摘要]  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成已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目标，而创新实践项目作为培养大学生创新素质和实

践能力的平台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结合 2018 年宁夏大学在校本科生调查数据，从大学生参与创新实践项目的

现状出发，运用二元 Logit 模型实证分析影响本科生参与创新实践项目意愿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学生专业、

年级、学业排名、兴趣偏好、学生对创新实践项目相关政策的了解程度和参与科研项目的经历等变量对其参与创

新实践项目意愿有显著的影响。其次依据实证结果提出建议：高校要依据学生的实际需求提供多样化的创新实践

途径，逐步拓展覆盖范围；通过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引导学生树立良好的创新实践意识；促进课堂教学和实践教

学改革，培养学生参加创新实践的兴趣；建立激励机制带动本科生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以提高学生参与创新实

践项目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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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逐步深化，高校创新

实践教育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大学生创新实践能

力培养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作为高校面

向本科生立项的创新实践项目，其实施目的就是通

过开展创新教育改革来促进人才培养观念的转变，

以提升大学生创新素质和能力，为创建创新型国家

储备人才[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把增强

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作为重点任务贯彻到国

民教育全过程”，这为创新实践项目的顺利开展提

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作为高校人才培养工作的重

点内容，创新实践项目为促进大学生专业知识的巩

固和应用以及其创新实践能力的提升提供了良好

的平台。作为高校培养创新型人才的一条有效途

径，创新实践项目又对引导大学生进入学科前沿、

了解社会发展动态、培养科研素质和提高动手能力

发挥了重要作用[2]，已成为学者们共同关注的热点

问题。 

宁夏大学作为教育部与宁夏回族自治区“部区

合建”高校，近年来围绕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需求，

以创新驱动发展为动力，在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的

引领下，打造提升其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平

台，鼓励本科生以不同方式参与创新实践培养活

动，比如通过“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和

每年暑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以实践为手段，将科学

研究融入实践活动，尊重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不断

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宁夏大学面向全体学生开展

创新创业教育，鼓励在校大学生积极申报创新实践

训练项目，截止 2017 年底，宁夏大学获国家级大

学生创新实验计划项目 240 项。 

然而，近年来在大学生创新实践项目的执行过

程中，出现了学生参与度较低、立项多而完成质量

不高以及师生互动不积极的问题，甚至出现了由于

学生时间精力有限从而对创新实践项目排斥的现

象，影响了创新实践项目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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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基于创新实践教育中亟需解决的问题，以及

对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获得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主要研究大学生对创新实践项目的参与意愿以

及影响因素，并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分析，以期瞄准

创新实践教育目标，提出有效政策建议，为提升创

新实践教育成效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文献综述 

关于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研究，目前许多学

者主要围绕政策环境、师资力量、兴趣培养和学生

个体特征因素等方面进行了剖析和论证。从政策环

境方面来看，制度建设是学生科技创新活动顺利实

施的前提，针对本科生进行过程导向实践训练的改

革很有意义(邬家瑛，钱辉)[3]，为了进一步推进大

学生创新实践活动的实施，政府和学校可以通过经

费保障、设备供给和创新氛围等方面营造良好的创

新实践政策环境，以提高学生创新训练绩效(夏婷，

宋傅天)[4-5]。但是不同的创新实践活动对大学生创

新实践能力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机制各不相同，比如

学校通过提高各类学术活动的开展频率可以积极

培养学生创新实践兴趣和创新能力(黄璐，魏宏皓；

谢和平)[6-7]。由此从不同维度建立衡量高校创新氛

围的评价体系，主要包含教师风格、目标认同、制

度保障和创新支持等指标(李志宏，赖文娣)[8]。 

从师资力量方面来看，众多研究认为，一方面

拥有更多师资力量和教育资源的高校可以有效并

最大限度地通过创新活动对学生学习方式产生影

响，能更好地发挥出高校培养创新人才的作用(邓

晶)[9]，另一方面，创新能力是在千锤百炼的具体实

践中习得的(平和光，杜亚丽)[10]，注重创新实践训

练的层次性和引导性是有效培养大学生创新实践

能力的重要措施(陈中)[11]，因此鼓励教师指导创新

实践训练项目，并为其优先提供更多外出培训和学

习的机会，同时聘请企业导师指导大学生创新实践

训练项目，使学生在创新实践训练方面更多地了解

市场需求和生产实际，促使教研工作更加贴近实际

(钱小明，荣华伟，钱静珠)[12]。基于以上研究可以

看出，指导教师的教学科研水平、自身素养都是影

响学生参与创新实践活动实效的重要因素 (邴

浩)[13]，因此如何激发学生在创新实践训练中的主

动性与创造性，指导教师则需要发挥其重要的指导

与提供建议的作用(刘晓云，向晓东，张榜生；郝建

新，殷凤娟)[14-15]。 

大学生创新实践的兴趣培养问题也是专家学

者关注的问题[16]。创新实践教学活动是专业教学和

人才培养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直接影响到学生

动手能力的培养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效果(刘媛)[17]。

针对学生的兴趣特点，杨学海，杜春燕从学生心理

学、教师和学校等多个层面给出了学生兴趣培养的

方法[18]。赖舜男，王志军在分析学生的自身素质条

件和学业背景基础上提出，有意识、有目标地引导

和培养学生的科研兴趣是学生科研创新实践中的

首要环节[19]。曹宇，李灿，王丽娟提出结合专业特

点和学生感兴趣的内容进行科研实践，可以有效提

高学生的创新能力[20]。 

从大学生个体特征因素来看，黄杰从具体专业

特点剖析了实践创新项目对提高学生自身创新实

践能力的驱动机制，提出以参与科研项目为核心的

教学培养模式[21]。李俊龙等实证研究显示，学生专

业、年级、对科研实践训练的了解程度、自身深造

意愿等对参加科研实践训练有显著影响[22]。董大勇，

史本山通过实证研究提出，学生对科研训练的兴趣、

求知动力、学习成绩和同伴示范效应对其参与科研

训练有着显著影响[23]。向莹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大学

生创新素质影响因子进行实证研究并得出结论：创

新知识因子、创新精神因子和创新思维因子在影响

大学生创新素质因素中的重要性依次递减[24]。 

本文以现有相关研究为基础，从大学生对创新

实践项目的认知出发，通过对在校本科生的问卷调

查，分析在校大学生参加创新实践项目的现状和意

愿，并通过构建二元 Logit 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影响

大学生参加创新实践项目意愿的主要因素，并提出

对策建议。 

三、模型选择、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一) 模型选择 

关于个人、家庭等决策主体对是否参与某行为

的意愿选择研究，一般是运用离散选择模型进行应

用性分析。本研究在设计调查问卷时是以宁夏大学

本科生参与创新实践项目的意愿为被解释变量，用

取值为０或１的选择变量 yi表示，符合二分变量的

性质和特征，因此本文选择二元 Logit 模型来分析

影响学生行为选择的主要因素[25]。假定学生 i在时

间 t 若事件发生，则 yi=1，反之则 yi=0。若学生ｉ

在时间 t事件发生的概率为 pi，则 E(yi)=pi，进而 pi

可表示为解释变量的函数形式 pi=p(yi=1)=E(yi|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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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x  )。p表示学生选择参与创新项目的意愿程度，

1−p 表示学生不愿意参与的程度，建立如下二元

logit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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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式(2)两边取对数，则得到 Logit 模型的

线性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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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常数项，xi 表示各自变量，主要有学生个

体特征以及可能影响学生参与创新训练项目意愿

的其他因素(比如学生参与创新训练项目的情况、对

创新训练项目相关政策的认知)， i 表示自变量系

数。在此要说明的是，考虑到专业类别对学生创新

训练项目选择意愿的影响，专业类别变量采用哑变

量的方式。分别对各专业类别进行编号(理科=1，工

科=2，农学=3，文科=4)，以最后一个分类即文科

类作为对照组，此变量有 4 个分类，则会产生 3 个

哑变量。 

(二) 数据来源 

本次调查以宁夏大学本科生为研究对象，主要

依托宁夏大学教改项目对本科生创新创业训练项

目参与情况和实践能力的调查，于 2018 年 5~7 月

分别对宁夏大学三个校区现有全日制普通本科在

校生进行抽样问卷调查。调查问卷的内容主要包括

3 个部分，分别是受访者的基本信息、学生参加创

新训练项目的情况和学生对创新训练项目的认知。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7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656 份，

有效率达 93.7%。调查样本中专业类别所占比例如

下：文科类学生占样本总量的 68.7%，理工农类学

生占比 31.3%。回收样本中，一年级样本有 116 份，

占 17.6%；二年级 211 份，占 32.2%；三年级 223

份，占 34.0%；四年级 106 份，占 16.2%。具体情

况如表 1 所示。 

(三) 样本数据的统计描述 

通过对受访的 656 名在校本科生调查问卷进行

统计分析，发现有 324 名学生表示愿意参与创新训

练项目，占样本总数的 49.4%；有 332 名学生表示 

表 1  受访学生专业和年级分布情况 

内    容 样本数 所占比例(%) 

学生专业 

理科类 79 12.0 

工科类 62 9.5 

农学类 64 9.8 

文科类 451 68.7 

学生年级 

大一 116 17.6 

大二 211 32.2 

大三 223 34.0 

大四 106 16.2 

数据来源：根据调查问卷整理所得(2018) 

 

不愿意参与创新训练项目，占样本总数的 50.6%。

问卷中针对不愿意参与创新训练项目的学生专门

设计了主要原因调查选项，通过统计结果可以看出

(见表 2)，其中学生不愿意参与的原因中占比最高的

是担心自身科研能力有限而无法保障项目顺利完

成；其次是学生本身对创新训练项目不感兴趣以及

认为学业负担比较重而不愿意参与创新训练项目；

而学生选择“参与创新训练项目机会少”“参与创

新项目的门槛高”和“没有及时获取相关信息”，

占比分别为 16.0%、13.6%和 9.9%。 

 

表 2  受访学生不愿意参加创新训练项目的主要原因统计 

原因选项 频数 频率(%) 

对创新实践训练项目不感兴趣 67 20.2 

自身科研能力有限 71 21.4 

学业负担比较重 63 18.9 

参与创新实践训练项目机会少 53 16.0 

没有及时获取相关信息 33 9.9 

参与创新实践项目的门槛高 45 13.6 

合计 332 100 

数据来源：根据调查问卷整理所得(2018) 

 

(四) 变量定义与描述 

本研究结合现有研究和实际调查情况，针对在

校本科生参与创新训练项目的意愿选取了以下解

释变量：学生基本特征(包括年级、专业、学业排名

和学习负担情况)、学生对创新训练项目的认知(包

括学生对创新训练项目是否感兴趣、对相关政策和

规定的了解程度和创新实践能力对个人就业的影

响认知)、参与老师科研项目情况等，具体变量定义

与描述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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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调查样本基本信息统计表 

变量名称 代码 变量解释 

学生年级 X1 大一=1，大二=2，大三=3，大四=4 

专业分类 

X2 

X3 

X4 

当 X2=0，X3=0，X4=0 时，为文科类(对照组) 

当 X2=1，X3=0，X4=0 时，为理科类 

当 X2=0，X3=1，X4=0 时，为工科类 

当 X2=0，X3= 0，X4=1 时，为农学类 

学业排名 X5 ≤25%=1，25%~50%=2，50%~75%=3，＞75%=4 

学习负担 X6 非常重=1，比较重=2，一般=3，比较轻=4，毫无负担=5 

对创新实践

项目的认知 

您对创新实践训练项目是否感兴趣 X7 非常感兴趣=1，比较感兴趣=2，不太感兴趣=3，完全不感兴趣=4 

是否了解学校创新实践项目相关政策和规定 X8 非常了解=1，比较了解=2，比较不了解=3，不了解=4 

您认为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对个人就业影响如何 X9 
有决定性影响=1，有比较大影响=2，有一定影响=3，影响不大=4， 

没有任何影响=5 

对学校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现有方式是否满意 X10 非常满意=1，比较满意=2，一般=3，不是很满意=4，一点也不满意=5 

您参加过老师的科研项目或比赛吗 X11 未参加=0，参加=1 

 

四、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使用统计软件 SPSS19.0 对 656 个有效样

本进行二元 logit 模型检验，通过实证结果分析在校

大学生参与创新训练项目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实

证结果显示，似然比−2Likelihood 值为 662.875，Cox 

& Snell R2和Nagelkerke R2值分别为 0.313和 0.418，

且显著性水平 P＜0.001，达到了 1%的显著性水平，

具体结果如表 4 所示。 

(一) 学生基本特征对其参与创新训练项目意

愿的影响 

从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学生年级差异对其

参加创新训练项目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显著

性水平为 1%，符号为正。即学生随着年级的升高，

对创新训练项目会有更加清晰的认知，参加创新训

练项目的意愿则越来越强烈，这与本文预期的结果

相吻合。同时，学生所学专业的差异对其参加创新

训练项目的意愿也具有显著的影响。总体来看，文

科类专业学生要比理科类、工科类和农学类专业参

加项目的意愿要低，究其原因可能是理工农等专业

类学生的课程教学体系中大多数课程学习均需要

通过参加实验、社会实践来巩固和提高，因此学生

更加愿意参加创新训练项目。 

 

表 4  学生参与创新训练项目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 

变量名称 系数 B 标准误 S.E 显著性水平 Sig. 

学生年级 X1 0.354 0.103 0.001*** 

专业分类 

理科 X2 2.194 0.353 0.000*** 

工科 X3 0.688 0.332 0.038** 

农学 X4 1.123 0.328 0.001*** 

学业排名 X5 −0.225 0.101 0.026** 

学习负担 X6 0.106 0.117 0.364 

您对创新实践训练项目是否感兴趣 X7 −0.518 0.155 0.001*** 

是否了解学校创新实践训练项目相关政策和规定 X8 −0.883 0.143 0.000*** 

您认为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对个人就业影响如何 X9 −0.100 0.133 0.454 

对学校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现有方式是否满意 X10 −0.128 0.117 0.273 

您参加过老师的科研项目或比赛吗 X11 1.374 0.229 0.000*** 

常量 2.603 0.696 0.000*** 

注：***表示在 1%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5%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10%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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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学生学业成绩和学业负担对其参与创新

训练项目意愿的影响 

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学生学业排名对其参加创

新训练项目意愿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

且系数符号为负，与预期相吻合。可见，学生学业

成绩越好，越愿意参加创新训练项目。因为对于学

校来说，实施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其目的旨在提

高和培养学生的科研素质和能力，同时也是学生保

研和考研的参考条件，因此学业成绩排名越靠前的

学生越愿意参加项目训练。结果还显示，学生自身

对学习负担的认知对其参加创新训练项目意愿有

正向影响作用，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三) 学生对创新实践的兴趣程度和政策认知

对其参与创新训练项目意愿的影响 

从模型结果还可以看出，对创新训练项目的兴

趣程度对学生参加项目的意愿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且达到 1%的显著性水平。即学生兴趣程度越高越

愿意参加创新训练项目，也就是说兴趣导向对学生

参加创新实践项目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学生是否了

解学校创新实践项目相关政策和规定对其参加创

新训练项目意愿的影响是显著的，并通过了 1%的

显著性检验。因为通过对学校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

养的相关政策和规定的进一步了解，能够增加参与

机会，获取更多信息，意识到学生自身创新实践能

力的重要性，使学生深刻认识到参加创新训练项目

能提高自身竞争力，加之目前学生对就业和考研等

环节的关注，进而提高了学生参与的强烈意愿。 

(四) 学生参加科研项目的经历对其参与创新

训练项目意愿的影响 

实证结果还显示，参加过老师的科研项目或有

比赛的经历对学生参加创新训练项目意愿的影响

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因为有此经历的学生

在老师指导下已经有了一定的知识储备，对创新训

练项目会有全面的认知和了解，更加愿意在导师的

指导下，自主选题、自主设计项目实施方案，积极

参与创新实践，提升了大学生通过参加创新训练项

目以提升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动力。 

五、促进大学生积极参与创新实践项目的建议 

实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是国家“本

科教学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完善以问题为

核心的教学模式。深化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创新性实

验改革，构建大学生创新训练教育体系，培养大学

生自我认知能力和创新创业意识已成为高等院校

在人才培养工作方面的共识。为充分发挥大学生创

新训练项目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也为进一步增强

该平台的实效性，本文根据以上实证研究结果得出

几点建议。 

第一，根据学生年级和专业类别差异性以及实

际需求，提供多样化的创新实践选择。在实施创新

实践训练项目的过程中，一方面，应结合在校本科

生不同年级和所学专业的特点，教学单位在教学计

划中尽可能提前设计介绍本学科发展的前沿专题

讲座和关于科学研究实践训练的基础课程。另一方

面，在充分考虑学生年级和专业差异性的同时，学

校可以依据学生对创新实践训练项目的具体需求，

结合创新学分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选择途径，可以

帮助和引导学生积极参加创新实践训练。 

第二，基于“兴趣驱动、自主学习、重在过程”

的原则构建大学生创新训练教育体系。学校应从人

才培养角度出发，首先以激发学生兴趣为重点，探

索“理论+实践”的教学模式，充分调动学生参与

创新实践的积极性，发挥学生在学习研究过程中的

主动性与创造力。同时以过程为导向，建立并逐步

完善从实施过程到结果均能得到客观评价的综合

评价体系，正确引导学生积极参加创新实践训练项

目，以提升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其次，鼓励学生

在学好专业知识的同时，充分认识课外创新实践对

提高其创新能力的重要作用，使其主动参与高校创

新实践教育[26]。可以在适当减轻学生学业压力前提

下释放部分专业课程的学时，为学生参与感兴趣的

创新实践活动提供一定的时间保障。 

第三，加大相关政策宣传力度，引导学生树立

良好的创新实践意识。创新实践项目是旨在完善以

问题为核心的教学模式。学校应加大学生创新训练

教育信息的宣传和引导，对学生进行创新实践意识

教育，比如可以通过发放相关资料、现场咨询和师

生创新实践论坛等互动方式，使学生充分理解实施

创新实践项目是深化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创新性实

验改革，学生可以从自我发展的角度结合自身实际

学习情况选择是否参与，引导学生树立创新实践意

识，培养创新实践能力，提高主动参与的自觉性[22]，

逐渐形成创新实践项目实施的良好环境。 

第四，结合教师科研项目，建立有效激励机制，

提高学生参与创新实践的积极性。在大学生创新实

践项目实施的前期准备阶段，需要教师对学生的选

题和设计进行指导帮助，同时在项目执行阶段，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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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经费也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否则学生的创新实

践训练项目将无法顺利开展。因此，学校应鼓励教

师结合自己的科研情况积极承担大学生创新实践

训练任务，并撷取其中子项目作为创新实践项目选

题以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同时配套建立有效激励机

制，加大项目经费投入，以满足学生参加训练项目

的实际需要，以提高学生的科学规划能力和学习自

主性，在学习方式、认知方式与知识获取方式上，

由依赖型向自主型转变[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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