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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开展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是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针对当前高校大学生科技创新

活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学生专业知识储备尚不充分、学生申报动力不足和申报动机不纯、指导教师主动性和积极

性不高、重申报轻考核轻奖励等普遍问题，从融合专业培养方案、加强科技创新教育和辅导、扩大选题范围、调

动学生兴趣和积极性、调动指导教师积极性、开放学科和专业实验室、加强科创项目管理、激励和培育优秀科技

创新成果等方面，研究和提升科技创新活动在大学生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培养中的重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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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作为高等教育人

才培养的重要方面，受到了广大高校和教育工作者

的广泛关注，高等院校陆续开展各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的修订，对高能力和高素质的人才培养目标提出

了新要求。然而，受教育传统的惯性影响，我国高

校本科生培养中仍然侧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即使

在专业培养方案中设置有基础实验、专业实验以及

实习活动等实践性课程，但大多侧重于照本宣科的

重复和验证[1]，创新性实验设计和创新课程设置尚

存在需要改善的地方，如何提高大学生的创新能力

和综合素质仍然是摆在高等教育工作者面前的突

出问题。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各大高校陆续推行大

学生科技创新活动[2, 3]，通过各种宣传、激励措施

等[4]，将开展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作为培养大学生

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通过科技创新活

动提高大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和培养大学生的团

队合作精神，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高校科技创

新活动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诸多问题，如高校管

理政策和系统规划尚不完备，学生认知度欠缺，教

师积极性不高等[5]，仍然需要广大教育工作者持续

开展相关研究。 

本文结合近年来指导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

实践经验，针对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现状及存在

的普遍问题进行重新认识和思考，通过科技创新活

动选题以及相应的配套对策和建议的研究，以期提

升科技创新活动对大学生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培

养的效果，从而为从事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管理和

研究工作的一线教育工作者提供参考。 

一、大学生科技创新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 学生专业知识储备尚不充分 

部分高校将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的申请放置在

大二下学期。而此时大部分的专业课程并未完全开

设，学生并没有受过系统的专业知识训练。专业教

师大多从事一线科学研究活动，提供的研究内容往

往较为专业，即使是给出一些简单的题目，然而此

时大学生的专业知识储备并不完善，若直接参与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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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知识性和计算分析能力要求较高的科研活动，将

带来极大的实施难度。鉴于大学生认知的不足和知

识结构的不完整，部分学生在科技创新活动开展后

存在畏难情绪，致使部分科技创新活动被迫中止[5]。 

(二) 学生申报动力和动机有待商榷 

大部分高校过分强调大学生科技创新申报活

动与奖学金、评优评奖的关联，虽然目的是为了调

动大学生的申报动力，但反而容易导致学生申报动

机不纯。部分学生考虑到申报或参与科技创新活动

能够给个人评优评奖申报加分，所以才予以申报，

相当比例的大学生并不是真正地出自对科技创新

活动的兴趣。一旦申请下来，完成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不够，投入的精力严重不足，过分依赖指导教师

的安排，与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设置的初衷相去 

甚远。 

(三) 指导教师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 

每年申请和指导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基本以

高校教务处、团委为主导，各院级专业教师队伍为

辅，由于管理机制不完善，教师在指导学生开展科

技创新方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没有得到有效发

挥[6]。同时，当前很多高校并没有将大学生科技创

新活动视为一种正常教学活动，而当前高校普遍设

置年度工作量考核指标，考核重点倾向于教学课

时、教学研究成果和科研产出成果，而教学研究和

科学研究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对于不计

或计入分值偏低的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无暇顾及

或有心无力。 

(四) 重申报、轻考核、轻奖励等现象比较普遍 

很多高校在对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最终考

核上较为宽松，并未严格对照申报书设定的考核指

标完成考核鉴定。仅在科技创新项目的总结报告一

项上，普遍存在东拼西凑、分析粗略、逻辑关系不

甚严谨、排版混乱等突出问题。由于考核的宽松，

大学生严谨求实的科研精神并未得到有效锻炼和

发挥。另外，相应奖励机制的缺乏也使得大学生完

成的积极性不高，部分大学生认为科技创新活动完

成质量的好坏没有太多的价值和奖励，做多做少都

一样，从而对科技创新活动的成果好坏不甚关心。 

二、提升科技创新活动效果的对策和建议 

(一) 融合专业培养方案，加强科技创新教育和

辅导 

1. 融合专业培养方案 

高校教务部门可以考虑在今后的专业培养方

案修订中，直接将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作为实践性

教学环节的一部分。在科创项目活动中，融入专业

培养方案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的创新思维能

力，培养大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另外，可以经过

多方论证，统筹考虑在专业课程设置上适度提前安

排部分专业课程，从而使得大学生尽早接触专业知

识的学习和训练，为完成具有本专业性质特点的科

创活动奠定一定的知识基础。 

2. 加强科技创新教育和辅导 

高校应构建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科学研究概

论、思想政治课等课程教育体系。通过这些课程的

开设，以及举办各种科技创新活动，对本科生加强

科技创新教育和辅导，从而让学生端正学习态度和

学习动机，增强科学研究思维，秉持科技创新理念，

认真对待科技创新活动的申报、实施和结题等，从

而达到科技创新活动设置的初衷，即更好地培养大

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素质。 

(二) 扩大选题范围，调动学生兴趣和积极性 

研究内容是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精髓，选题

内容包含的理论丰富性、实践可操作性和趣味性直

接影响大学生参与科创活动的兴趣和积极性。笔者

以所从事的水利类专业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为例，

抛砖引玉，探讨科技创新选题设置及其对大学生创

新能力和综合素质培养的作用。 

1. 结合专业培养目标和学科知识点进行选题 

水利类专业一般包括水文与水资源工程、水利

水电工程、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以及农业水利工程

等，涉及水科学基础知识、水资源、水环境、水生

态、涉水工程、河流泥沙、航道整治、港口建设、

农田灌溉、渠系规划设计等丰富的学科知识点。考

虑大学生从事科技创新活动时期所具备的有限的

专业知识，科技创新活动可以结合水利当前工作任

务进行选题，如河长制、湖长制、最严格水资源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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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制度、中小河流整治、水库除险加固、航道整治、

高标准农田建设、水利遥感等；也可以结合水科学

研究热点难点的研究历程进行选题，如气候变化、

水循环特征、蒸发悖论、河流生态学、河流泥沙效

应、水库大坝安全、农田水文学等。通过以上选题，

既可以对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起到补充作用，又可

以让学生能够动手参与实践生产活动，从而将理论

与实践结合起来。 

2. 结合水文化和水利史进行选题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众多先贤、哲人、

诗人、词作者、散文家等反复吟诵“仁者乐山，智

者乐水”，并撰写了大量与水有关的文化作品，这

些作品中含有丰富的人生哲理(如：上善若水，水善

利万物而不争；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也包括优美

的传说(如：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四海龙王，铁牛

镇水)，还有与水相关的文学作品(如：黄河之水天

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

江春水向东流)，以及与水相关的词汇(如：泾渭分

明，南船北马，舍舟登陆)。我国历史上也存在大量

的治水用水故事，如大禹治水、李冰都江堰、京杭

大运河、黄河洪水治理等典故，这些治水故事中蕴

涵了古人无穷的智慧，其中的治水理念和治水方法

仍然为后世所称颂。从以上内容中可以设置关于水

文化和水利史整理学习的研究内容，既有助于学生

加强水利专业认知和培养学生专业兴趣，又有助于

学生增强文化自信以及提高人文素养。 

3. 结合水利技术需求以及跨学科自主选题 

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可以尝试结合当前水利

技术需求进行发明和设计的探索活动，比如：水力

学实验观测器材的改进设计、水文自动监测技术的

改进、渠道量水方法和技术的改进、城镇井盖管道

涌水防冲开安全设计、屋顶花园雨水收集回用装置

设计，等等，以上探索活动非常有助于水利行业技

术技能人才的发现和培养。水利行业的发展需要借

鉴其他学科的相关知识和技术进行融合发展，比如

借助计算机信息科学技术和动力控制技术可以实

现智慧水利的发展，可以引导学生从事河道闸门启

闭系统手机端遥测设计、河道水文信息实时展示查

询的掌上 APP 开发、无人机遥测农田作物生长状况

等，以上内容只需学生具备一定的物理学知识、计

算机编程语言和水利专业基础知识即可，能够锻炼

大学生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的能力和增强自学能

力。另外，大学生也可以根据自身兴趣进行自主选

题，从而扩大选题覆盖面，调动学生积极性。 

(三) 调动指导教师积极性，开放学科和专业实

验室 

1. 尊重教师劳动并调动教师的积极性 

高校应鼓励本科教育形成教研相长、协同育人

的新模式，鼓励广大教师参与科技创新活动，增加

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在教师年度工作量考核中的

比重。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本身是融合专业理论知

识和实践操作于一体的活动，在整个申请、执行和

验收的过程中需要专业教师倾注较多精力来辅导

完成，倾向于实践教学活动的性质。高校应统筹调

整年度工作量考核体系的设置，考核初衷本质上是

为了调动广大教师服务教学、科研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为了更好地为人才培养服务，可以考虑将大学

生科技创新活动按照一定教学课时进行折算，作为

教师教学工作量的一部分，调动广大教师对大学生

科技创新活动指导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 开放学科和专业实验室 

高校应为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提供活动平台

和资源保障。涉及实验类的科技创新活动，应在实

验室专任教师的联合辅导下进行，集思广益，锻炼

学生的创新实验设计和实践动手能力，增加学生理

论联系实践的机会，锻炼在实验观测和模拟中严谨

求实、精益求精的科研素质。同时，鼓励大学生积

极融入专任教师的科研团队，担任科研助理，既可

以增强大学生直接参与科学研究的兴趣，又可以发

掘其科学研究潜能和锻炼团队合作精神。 

(四) 加强科创项目管理，培育优秀科技创新 

成果 

1. 加强科创项目管理 

高校应为大学生科技创新建立健全的工作制

度和组建高效的组织机构[3]。高校在选题设计、申

报流程管理、研究过程监督、结题审核等方面应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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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项目实施和管理，积极培育优秀科技创新项目。

项目选题阶段，鼓励大学生直接联系专业教师进行

选题交流和讨论，选题内容可以由教师拟定，也可

以由学生自拟。项目申报过程中，认真评审申报材

料，择优批准，对于材料欠佳的项目应给出修改建

议并鼓励下一次继续申请。项目执行中，加强科技

创新指导，化解学生疑难问题，鼓励学生发挥主观

能动性和艰苦奋斗精神，培养独立解决问题的能

力。项目验收阶段，应加强验收报告或科创产品的

审核评定，对于不合格的科创报告或产品，可以在

给出建设性意见的基础上准予延期结题。 

2. 引入奖励机制，积极培育优秀科技创新成果 

高校可以设立大学生科技创新文化活动节，建

立校级平台的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奖项，对优秀科

技创新活动成果予以证书、奖金奖励，增加优秀科

创成果在评优评奖中的权重，引导学生在参与科技

创新活动时应具有积极、认真、主动和负责的态度。

同时，积极培育和鼓励校级优秀作品进一步申报参

加省级和全国性大学生科技创新大赛，如：全国大

学生水利创新设计大赛、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

实践与科技竞赛、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挑

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挑战杯”全国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和中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高级别科技创新活动，引导

学生形成良好的创新意识，培育创新实践能力和创

新综合素质。 

三、结语 

创新人才的培养是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重

要组成部分。大学生科技创新作为培养大学生创新

能力和综合素质的重要活动载体，需要高校和师生

的共同努力，从而促进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和综合

素质的提升，为我国创新科技发展提供充足的人才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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