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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下，创新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高

等教育亟待需要提高专业人才的创新素质。在大学生创新素质调查的基础上，运用协同创新的基本理念，构建了

集“课堂协同、教学团队协同、学校与产学研基地协同”为一体的专业课程建设的协同创新机制。专业课程建设

的协同创新机制对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及创新能力，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提升专业课程教学质量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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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

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大学生素质教育的

核心是创新教育。培养大学生创新素质是高等教育

的重点任务，是保持国家发展的生命力所在，是高

校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专业课程是培养大学生创新

素质的基础，实施协同创新改革，有利于专业素质

教育实施和实践能力培养，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

素质及创新能力。 

一、大学生创新素质调查分析 

（一）调查概述 

大学生创新素质调查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两

种方式对新疆农业大学管理学院人文地理与城乡

规划专业、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房地产

经营与管理专业、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进行调

查，了解大学生创新素质的现状、创新参与度、创

新环境感知等，为专业课程协同创新建设提供思

路。 

调查时段为 2014 年 3 月—2015 年 4 月，历时

1 年，共调查 6 个班，总人数 272 人，发放调查问

卷 272 份，收回问卷 272 份，获得有效问卷 270 份，

有效问卷率为 99.26%。访谈 52 名学生，详细了解

了学校的创新环境现状、学生创新障碍及参与创新

意愿等。 

（二）样本特征分析及分组 

在 270 份问卷中，男生 116 人，占有效问卷的

42.96%；女生 154 人，占有效问卷的 57.04%。民族

结构以汉族为主。270 份有效问卷中汉族 212 人，

占有效问卷的 78.52%，维吾尔族 32 人，占有效问

卷的 11.85%，哈萨克族 14 人，占有效问卷的 5.19%，

回族 12 人，占有效问卷的 4.44%。大学二年级的学

生为 148 人，占有效问卷的 54.81%，大学三年级学

生 122 人，占有效问卷的 45.19%。 

笔者将样本分成两组，即实验组和对照组。实

验组样本选择条件包括：①主持或参与大学生创新

项目；②参与产学研基地实习；③撰写并发表过科

研论文或参与学校、自治区、国家学术比赛。对照

样本组即总样本去除实验组后剩余样本，为实验组

提供对照作用。经过样本特征选择，实验组样本数

为 106 人，占总人数的 39.26%，样本对照组 164

人，占总人数的 60.74%。 

（三）大学生创新素质培养现状 

1. 创新素质重要性认知状况 

回答调查问卷中的 “你认为大学生创新素质

对国家的未来发展重要吗?”，共有 246 人选择了

选项“非常重要”和“重要”，占总人数的

91.11%；实验组中有 102 人选择了选项“非常重

要”和“重要”，占总人数的 96.32%；样本对照组

中有 144 人选择了选项“非常重要”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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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人数的 87.80%。数据表明在创新素质的宏观重

要性上，实验组与对照组存在较大差异，实验组的

学生对创新素质重要性认识更加深刻。在问题“你

认为具备创新素质对你以后的发展重要吗?”中，

共有 256 人选择了选项“非常重要”和“重要”，

占总人数的 94.81% ，其中实验组 104 人，占

98.11%，对照组 152 人占 92.68%。调查表明在创新

素质的微观重要性上，两组也存在一定差异，实验

组比对照组更认可创新素质对个人发展的重要性，

见图 1。 

 

 

图 1  创新素质重要性认知度分析图 

 

2. 创新积极性意愿状况 

回答调查问卷中的 “你愿意积极参加创新项

目和创新实践吗?”，共有 235 人选择了选项“积

极”，占调查有效人数的 87.04%；其中实验组 100

人选择“积极”，占实验组总人数的 94.34%，对照

组 135 人，占对照组总人数的 82.32%。数据表明在

创新积极性意愿上，实验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年级

分布上，二年级学生有 112 人选择“积极”，占二

年级学生的 89.86%，三年级学生有 112 人选择“积

极”，占三年级人数的 84.85%。调查表明二年级学

生的创新积极性意愿高于三年级学生，见图 2。 

  

图 2  创新积极性意愿分析图 

3. 创新参与度状况 

回答调查问卷中的 “你参加过大学生创新项

目、创新类的科技活动及竞赛吗?”，共有 95 人选

择了选项“参加过”，占调查有效人数的 34.07%，

其中二年级学生有 36 人选择“参加过”，占二年

级学生的 24.32%，三年级学生有 56 人选择“参加

过”，占三年级人数的 42.42%。调查数据表明，三

年级学生创新项目参与度高于二年级学生。 

4. 创新环境认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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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调查问卷中的 “你认为学校创新环境如

何?”，共有 24 人选择了选项“很好”，占调查有

效人数的 8.89%，有 52 人选择了选项“良好”，占

19.26%，有 148 人选择了选项“一般”，占 54.81%，

有 46 人选择了选项“较差”，占 17.04%。调查表

明学校的创新环境难以满足学生创新需要。回答调

查问卷中的 “你认为专业课程是否有利于培养你

的创新能力?”，共有 84 人选择了选项“是”，占

调查有效人数的 31.11%，有 186 人选择了选项

“否”，占 68.89%。调查表明高校的专业课的讲授

方式和讲授内容对学生创新素质培养不力，需要进

行课程改革。回答调查问卷中的 “你认为对塑造

大学生创新素质起关键作用的是什么?”，有 128

人选择了选项“专业课程训练”，占调查有效人数

的 47.41%，有 76 人选择了选项“良好的科研氛

围”，占 28.15%，剩余 24.44%学生选择了“个人

努力”和“家庭氛围”。调查表明高校的专业课创

新能力训练和学校科学研究氛围对学生创新素质

培养起到关键性作用。 

二、专业课程协同创新改革探析 

（一）协同创新内涵 

“协同创新”是指创新资源和要素有效汇聚，

通过突破创新主体间的壁垒，充分释放彼此间“人

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活力而实现深

度合作[1]。专业课程协同创新是指授课教师充分利

用学校的科研环境和科研项目拓宽课程讲授的深

度和广度，积极引进学校所拥有的资源、信息、技

术、主体到专业课程课堂，实现教师、学生及其他

创新主体的联合，形成教授活动与学习活动统一的

有机体，互相激励，共同进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

质及创新能力[2−3]。专业课程的协同创新强调大学

的主体作用，增强大学生在协同创新中的主体性，

激发参与、引导、控制等积极性。 

（二）专业课程建设的协同创新 

专业课程建设的协同创新包括课堂协同创新、

教师团队协同创新、学校与社会协同创新三个层

面，按照协同创新的需要，建立行之有效的课程体

系及机制。三个层面相互依托，相互补充，形成创

新氛围，提升大学生创新素质[4]。 

1. 课堂协同创新 

课堂协同创新是高等教育专业课程协同创新

的关键领地，其关键是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激发教

师、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课堂协同创新包括课程组

织创新、课程与科研的协同创新、学生与学生之间

的协同创新，见图 3。 

 

 

图 3  课堂协同创新框架图 

 

课程组织创新是指教师在课程组织过程中挑

选出创新能力较强的学生骨干作为教学团队的成

员，参与课程的组织建设，实现教师与学生之间的

互动。学生骨干是教师与普通学生之间沟通的桥

梁，课堂授课前提出学生需求，课后反馈教学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提高课堂创新氛围，见图 4。 

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协同创新是指学生以学生

骨干为中心组建学习小组，构建协同学习的关系，

激发每位学生的创新能力。 

 

 

图 4  课堂协同创新组织程序图 

 

课程与科研的协同创新是指教师积极构建科

研平台，构建“课程实验、校内实践、课外科研”

的实践教学体系，吸纳学生到教师科研小组，增强

本科生参与研究的机会，提升研究意识和能力。 

课堂协同创新组织过程由教师提出课程中的

创新要点，设计导入案例开始专业课程理论知识的

讲解，理论传授完成后根据学科的理论前沿和社会

热点提出课程研究专题，将学生分成若干学习小

组，由学生骨干带领学习小组检索文献开始创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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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和创新实践。 

2. 教师团队协同创新 

教师团队协同创新是培养学生创新素质、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导者和

实施者，教师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直接影响到学

生创新素质的培养。教师创新能力需要团队的协

作，需要在实践中锤炼、积淀、提升。 

教师与教师间的协同创新机制关键在于教师

团队建设。新疆农业大学提倡教学创新团队建设，

创新教学团队必须由老、中、青三个层级的老师组

成，通过教师间的交互合作，形成创新合力，促进

教师教学水平和创新水平的提高。 

教师团队协同创新建设应开展跨学科研究，按

照“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提高”三个建设原

则，积极开展跨学科教学改革，拓展专业课程的综

合性，逐步实现跨专业、跨领域的创新氛围。 

3. 学校与产学研基地协同创新 

所谓产学研协同创新是指高校与对口企事业

单位通过建立合作平台，借以推动产、学、研等各

要素的联动与整合，从而实现知识与技术的创新。

高等教育专业课程协同创新建设过程中应积极借

助产学研基地，多渠道吸收创新资源，实现学校理

论教育与产学研基地实践操作的结合，提高专业办

学水平和质量，见图 5。 

 

 

图 5  学校与产学研基地协同创新框架图 

 

学校与产学研基地协同创新参与主要主体包

括：学校专业教师、企事业单位技术骨干、学生骨

干和普通学生。各个参与主体要明确自己的定位，

发挥各自优势促使创新实践活动顺利进行。学校专

业教师的主要职责是理论指导，解决理论前沿问

题；企业事业单位技术骨干长期从事实践操作，实

践经验丰富，担负实践指导职责；学生骨干是实践

小组负责人，起到协调和上传下达的作用，同时在

创新实践过程中起到示范和带领作用。高等学校与

产学研基地要在骨干人才再培训、技术研究服务、

研究成果推广转化等方面加强协同合作，实现协同

联动、优势互补，促进创新实践战略顺利实施。 

三、结语 

高等教育专业人才培养不能仅仅停留在学生

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的培养上，更重要的是要培养

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及创新能力。本文通过

大学生创新素质调查发现，目前大学生创新意愿和

参与积极性普遍较高，但是由于缺乏创新环境和创

新氛围，使得创新能力和创新参与度较低。基于调 

查结果，本文运用协同创新的思维，从课堂协同创

新、教师团队协同创新及学校与社会协同创新三层

面提出了高等教育专业课程协同创新机制，以期能

够为高等教育专业课程协同创新建设提供参考，能

为大学生创新素质的提升产生积极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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