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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商战大赛是集调研、策划、广告创意、微电影创作、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在校大学生团队竞赛。通过校

企(重庆三峡学院营销系与重庆良材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共建商科团队竞赛平台开展商战大赛，竞赛过程实行全

程双导师制，对学生进行赛前理论训练、赛中实践训练、赛后商战精英训练和人才服务，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增强学生的专业理论功底和实践应用能力。在比赛中，参赛学生能够深切感受残酷的商业竞争，认识

自己能力的不足之处，体验到挫败感，从而培养学生快速学习、坚忍不拔、理解商业架构的创新创业核心能力，

为未来的创新创业做好准备。 

[关键词]  商战大赛；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训练方法；效果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20)02−0083−04  

 

一、引言 

国内外的成功经验以及相关研究表明，创新创

业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为了更好地培养创

新创业人才和在全社会营造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

我国大量的普通院校已开始向应用型本科院校转

型发展，创新创业教育也成为此类院校教育的基本

内涵和主要模式。《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

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指出，到 2020

年要全面健全课堂教学、自主学习、实践结合、帮

扶指引、文化引领五位一体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体

制，全面提高新世纪人才的综合素质。 

但是，纵观现在的大学教育，许多大学在人才

培养的过程中都没能把理论与实践进行很好的融

合，特别是文科类的大学生，他们的专业实践比较

少，在校期间更多的是接受理论知识[1]。这对他们

毕业后的求职存在一些不利影响，因为企业在招聘

时非常注重应聘人员的实践经验。专业竞赛是培养

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直接有效途径之一[2]。基于

此，笔者所在学校和重庆良材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共建了商科团队竞赛平台，定期开展商战大赛，通

过商战大赛给大学生提供实践机会，在商战大赛中

学生们能够将理论与实践进行深度融合，接受理论

的强化训练和市场激烈竞争的洗礼，达到提升创新

创业能力的目的。 

二、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训练的现状 

创新创业能力是工商管理类专业教学质量国

家标准中学生要求掌握的三大能力(知识获取能力、

知识应用能力、创新创业能力)之一。虽然应用型本

科高校在创新创业教育方面已取得了一些成绩，但

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①部分高校尚未形

成浓厚的创新创业教育氛围，相关管理人员和教师

的创新创业教育意识比较淡薄；②创新创业教育课

程体系不够完善，开设的创新创业教育相关课程数

量比较少，与学生所学的专业知识不能进行很好的

对接和融合；③尚未建立健全的政校企协同育人的

机制，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还是在政府的指导下以

高校独立实施为主；④创新创业的各项赛事尚未形

成赛前、赛中、赛后完整的学生培育课程和辅导体

系，基本就是赛前举办几场知识性的讲座；⑤还未

形成创新创业成果的项目和人才转化机制[3]，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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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以颁发获奖证书作为各类创新创业活动的终结

点，创新创业活动中涌现出的优秀人才资源没有得

到较好的利用。 

三、商战竞赛平台及其功能简介 

商战大赛通过学校与企业合作共同举办专业

比赛，该比赛是集调研、策划、广告创意、微电影

创作于一体的商科团队竞赛平台(简称商战竞赛平

台)，可以实现以赛促学。商战竞赛平台让大学生在

参加比赛的过程中完成思维导图知识训练，阅读特

劳特的定位理论系列书籍、德鲁克的管理理论系列

书籍、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系列书籍等经典名著，

同时还要求学生完成广告学理论、微电影制作、营

销策划等领域多本书籍的学习。让学生自主学习贯

穿于整个比赛过程，采取让学生进阶学习的方式，

同时在整个大赛的运行过程中让学生所学的理论

知识和商业实践进行紧密融合，使学生在实战促

销、营销策划方案撰写、微电影及广告片制作与拍

摄、调研报告撰写等这五项大赛主要的考评项目中

都可以从我们提供的书籍和培训中得到灵感。使学

生所学专业知识能得到融会贯通和全面运用，系统

提升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商战竞赛平台的功能主要有以下四点：①提升

大学生的商业实践能力。商战大赛是商业实践与商

业理论结合的重要平台，能够让大学生将所学的商

业理论知识运用到商业实践中去，使他们认识到自

己在大学中学到了什么有用知识，并且及时发现自

己的不足之处。②提升大学生的营销策划方案撰写

能力。策划方案要符合企业的需要，策划方案的撰

写有严密的逻辑，且需要运用一些科学的方法。③

让大学生提前了解职场需要。商战大赛是学校与企

业一起合作举办的赛事活动，一些企业家会参与到

比赛过程中，大学生可以从与企业家们的直接接触

中了解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④提高大学生的综

合素质与能力。商战大赛不论是从理论方面还是从

实践方面都锻炼了大学生的素质，学生通过参加商

战大赛可以快速提升能力、开拓思维，更好地理解

商业实际，不断提升自己的抗压和处事能力。 

四、商战竞赛平台训练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

方法 

(一) 全程双导师制 

竞赛平台的指导老师由学校导师和企业导师

构成。学校导师由理论素养高、具有丰富教学和赛

事指导经验的双师型教师担任。企业导师由公司市

场营销部门具有丰富实际工作经验的区域经理或

经销商负责人担任。学生在竞赛中遇到问题能获得

两类老师的全面指导，保证学以致用，让学生对理

论知识的理解更加透彻，对实践知识的积累更富有

成效。 

(二) 赛前理论训练 

商战大赛是集调研、营销策划、广告创意创作、

微电影创意创作、销售实战为一体的综合性在校大

学生团队竞赛。因此，需要参赛学生拥有较为全面

的知识体系。在比赛前，导师团队会对参赛学生进

行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强化训练和指导。导师们

会针对参赛学生举办赛前培训讲座、给出往届大赛

优秀团队作品集、列出书单并给出电子书，全面引

导参赛学生就经济理论、管理理论、营销理论、视

频制作、职业生涯规划、项目管理等课程知识体系

进行学习，培养和提升参赛学生在市场调研、营销

策划、广告、新媒体运用、资源整合、销售管理、

推销沟通等方面的能力，激发学生自主自觉学习的

积极性。 

(三) 赛中实践训练 

整个竞赛评分体系分为营销策划方案、项目管

理、促销实战三个大的板块。营销策划方案板块需

要学生拥有较高的策划写作水平、丰富的宣传表现

形式以及多样化的富有实效的促销活动方案；项目

管理板块需要上交命题分析、周总结、新闻稿件以

及收集的素材等；促销实战板块是销售实战环节，

这就需要学生具备不怕苦不怕累的意志和拥有较

强的销售沟通能力。三大板块，环环相扣，每一个

板块都在考察和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与能力。利用

竞赛的平台，引导学生从“要我学”到“我要学”

转变。让学生在竞赛(实践)的过程中发现自身知识

体系、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的不足之处，并在毕业

前进行弥补，使学生养成自主自觉学习的良好习

惯。在商科团队竞赛过程中，让学生把竞赛过程作

为创业过程，全面引导学生进行销售创新、传播创

新、营销创新、管理创新，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知

识，有效提升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四) 赛后商战精英训练与人才服务 

通过商战大赛，企业可以在参赛选手当中挑选

出一些优秀的人才。在赛事过后，赛事组委会还会

为这些优秀的商战精英开设一些特别的训练课程，

以进一步提升他们的理论素养、商业思维和实战技

巧。赛事组委会通过建立学生人才数据库，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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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学生的相关信息和赛事表现情况录入数据库，

为学生提供跟踪就业服务。赛事完毕后赛事组委会

通过邀请职业生涯规划师对参赛学生进行职业技

能评估，明确适合学生的职业目标与方向，引导学

生进行下一步的学习锻炼，不断提高学生的能力与

素质，逐渐实现学生能力与社会实际商业岗位需求

接轨，最终将其推荐到意向公司，享受优于同等学

生的就业机会、薪资待遇和晋升机会，让学生进入

企业后能实现跳跃式的职业生涯发展，同时，又能

降低企业在人才招聘、人才培养方面的成本和人员

流失率。 

五、商战竞赛平台对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训练

的效果 

商战大赛集调研、营销策划、广告创意创作、

微电影创意创作、销售实战为一体，从多个方面切

实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强学生的专业能

力和实践应用能力，从而提高学生对未来工作的适

应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在商战大赛中聘请企业专

家对参赛学生进行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全程辅导，在

赛事过程中对参赛学生进行全程跟踪考评、测评，

帮助参赛学生更好地找到自身不足并加以弥补。 

竞赛结束后，通过对参赛队员的访谈，我们发

现参赛学生主要在以下四方面得到了提升。 

(一) 商业知识的全面提升 

商战大赛涉及的知识板块很多，有很多知识是

学生们平时没有接触到的，而为了更好地完成比

赛，同学们会主动去学习、去了解相关的知识。因

此，学生在参加完商战大赛以后，他们的知识水平

会普遍得到较大的提升。 

(二) 实践应用能力的提升 

绝大多数的学生平时只是在学习理论知识，缺

乏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平台和途径。商战大赛正

好弥补了这方面的缺陷，让学生能有机会将市场调

研、营销策划、促销策略、推销技术等相关理论进

行实际应用，在实际应用中他们往往会发现自身以

往忽略或不太理解的问题(这也是阻碍学生们水平

提高的关键点)，在解决这些难点后，学生们的实践

应用能力会有较大的提升。 

(三) 心态的成熟 

在商战大赛中，学生们通过团队协作、相互竞

争来争夺最终的荣誉。在此期间，他们需要与校外

的商家沟通、对陌生人展开推销、上台进行展示汇

报，这些经历会提升他们的口语表达能力、见识与

胆识，使他们逐渐树立自信心，开阔视野。 

目前商战大赛的规模已经达到了 5000 名以上

的大学生参赛、销售额上百万元，竞争的激烈程度

远远超过了参赛同学的预期，校内赛的冠军到了决

赛现场往往会发现强手如林。通过比赛，同学们能

够深切地感受到商业竞争的残酷、自己能力的不

足，从而体验到挫败感，为未来的创新创业做好心

理准备。 

(四) 具备快速学习、坚忍不拔、理解商业架构

的创新创业核心能力 

和以往的大学课程学习不同，参加商战大赛的

学生被要求带着明确的应用目的在短时间内阅读

学习近 20 本专业书籍。在竞赛的过程中同学们的

学习强度和学习速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学习过

程中形成了良好的“学习-应用-再学习”的学习习

惯。让学生直接领略到经典商业理论知识在实践中

的巨大作用。 

在比赛过程中每个参赛团队都要面对艰难的

实地调研，面对创新的商业策划、广告策划与拍摄，

面对有压力的向陌生人销售等比赛环节。在这些环

节中只有具备“坚忍不拔”精神的团队才能在比赛

中胜出、走到决赛，才能够对创新创业的艰辛有所

理解、有所准备。参赛学生在比赛中磨练出的坚忍

不拔的精神意志将长期激励他们成长。 

商战大赛平台所创建的“学习-进行商业架构-

形成商业策略-商业实践”的参赛模式，通过同学们

在比赛中的各个环节直接运用，能够引导同学们进

行商业架构和做出商业策略，为未来面对更复杂的

商业环境做好准备。 

六、结语 

我国高校关于创新创业载体、平台建设以及对

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训练的研究仍然处于探索阶段，

还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当代商科大学生通过商战

大赛这个平台，将所学的专业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

成果，在参加比赛的过程中，灵活运用所学，在实

践中加以不断创新和完善，并就自身的不足进行持

续学习、相互学习，从而快速提升自身的创新创业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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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method and effect of training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in business-war competition: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building a business competition platform  
between the Marketing Department of 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and “Liangcaiduo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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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hool of Business Management, 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4120, China; 

2. Chongqing Liangcaiduo Network Technology Co., Ltd., Chongqing 400051, China) 

 

Abstract: The business-war competition is a comprehensive college student team competition which integrates research, 

planning, advertising creativity, micro film creation and sales. Through the business-war competition carried out by the 

business team platform built jointly by the school-enterprise (Marketing Department of 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and Chongqing Liangcaiduo Network Technology Co., Ltd.), the competition process implements the whole 

process of double tutor system, and carries out theoretical training before competition, practical training during 

competition, business elite training and talent service for students after competition,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enthusiasm and enhance students' professional theory foundation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ability. In 

the competition, the participating students can acutely feel the cruelty of business competition, recognize their lack of 

ability and experience the sense of frustration, so as to cultivate the core ability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students' fast learning, perseverance and understanding of business architecture, and get well prepared for their futur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Key Words: business-war competition;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training methods;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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