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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科技创新活动培养大学创新人才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而组织管理则是实现这一

目标的重要保障。通过分析 493 名大学生的调查问卷，了解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参与情况、参与绩效

及其影响因素，以期探究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的组织管理模式。研究发现，大学生参与科技创新活动

的比例低、坚持性差、动机多元化；相比未参与的同学，参与同学论文发表和专利申请显著更多，在

创造性的好奇性和挑战性维度上的得分显著更高；院校支持和学生兴趣是影响参与度的重要因素;指导

教师在研究选题、创新思维培养、研究坚持性方面作用突出。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提出依托科技创新

活动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四级组织管理模式，即科技创新领导团队—创新培养方案设置团体—宣传

团队—培育团队四级联动，为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组织管理模式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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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已有研究的分析 

    创新人才培养已成为我国高校教育的聚焦

点和重要目标，而科技创新活动是实现创新人才

培养的重要途径之一[1−2]。本科生参与教师研究项

目、自主申请科研基金、组建科技创新团队参与

各种赛事(比如挑战杯)、自主研究等是大学生参

与科技创新活动的主要形式。尽管组建科技创新

团队参与各种赛事被认为是最有效的科研学习

形式[3]，但不同形式的活动对大学生创新能力的

培养各有优缺点。 

    参与教师研究项目的突出优势是有指导、有

经费、选题较好，但学生可能多依赖，自主思考

能力培养不足。自主申请科研基金的突出优势是

有经费、学生有主动性，但可能存在教师指导不

足、缺乏团队互动和实验场所等问题，最终出现

申请积极、项目开展和结题不积极的情况。组建

科技创新团队参与各种赛事的突出优势是有指

导、有团队、有动力，但容易出现缺乏良好的选

题、项目开展仓促、获奖能力有限等问题。自主

研究的突出优势是学生有兴趣，但可能出现无指

导、无经费、无实验场地等更为不利的情况。 

    对各种科技创新活动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

的作用，多项研究进行了探索。研究者们提出了

创新人才培养的组织管理模式[4−5]；完善深化改

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6]；健全机制，完善科技

竞赛团队管理体系[7]；开展科技创新文化建设，

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推进实验室开放，繁

荣科技创新氛围[8−9]；加强创新基地建设，提供科

技训练平台[10]；优化师资队伍，提高科技指导水

平[6]等方法和措施。 

    这些研究为依托各种科技创新活动培养大

学生创新能力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但已有

研究和实践仍存在以下问题：(1) 对依托科技创

新活动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的组织管理模式研

究不足，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的愿景具有不确定

性。研究者多从各自学校的特点及科技创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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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出发，或者基于某项赛事提出创新教育建议，

对具有普适性的、系统整合各方力量培养大学生

创新能力的组织管理模式探索还不够。由于缺乏

完善的组织管理制度，随着院校领导的更替，创

新培养模式的可持续性不够，具有受重视程度随

着领导重视程度的变化而变化的可能性；且科技

创新人才培养涉及多个部门，部门之间如果缺乏

统一协调的组织建设，容易导致科技创新活动难

以达到预计的人才培养效果。除此之外，虽然目

前“以活动促创新，以创新促成才”的基本理念

逐渐成了高等教育的共识[11]，但普遍的做法是为

学生科技活动提供资金、场地、政策等硬件支持，

还没有从人才培养的高度系统地对大学生科技竞

赛或科技活动的全程进行指导、监控和管理。这

使得学生常出现参与赛事前准备不充分、缺乏竞

争力，比赛过程中持续前行的能力不足、项目坚

持度差等情况。(2) 支撑组织管理模式的实证探索

不足。对学生参与科研项目的情况及影响因素、

参与后在创新能力培养效果评估等方面的调查研

究不多，这使得依托科技创新活动培养大学生创

新能力的组织管理模式缺乏足够的实证支持。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探索

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参与情况、参与绩效及其

影响因素。由此，提出依托科技创新活动培养大

学生创新能力的组织管理模式，为大学生创新能

力的培养提供实证支持和理论指导。 

    二、研究方法 

    (一) 研究对象 

    调研对象为 503 名大学生，493 名大学生

(17~26 岁，M=19.80±1.43)的数据有效。其中，男

生 252 人，女生 241 人；理科 103 人，文科 197

人，工科 193 人。 

    (二) 研究材料 

    除了采用威廉姆斯创造性倾向量表外，其余

均采用自编问卷。 

    1. 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参与情况问卷 

    涉及科技创新研究选题的来源、类型、级别、

途径、经费支持，研究导师情况，研究过程与坚

持性，参与动机等，共 14 题。 

    2. 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参与的收获与成长 

    此部分问卷主要包括科研产出问卷、威廉姆

斯创造性倾向量表[12]，共 52 题。其中威廉姆斯

创造性倾向量表包含冒险性、好奇性、想象力、

挑战性 4 个维度 50 题，采用 1~3 分计分，分越

高表示创造性越强。总量表和 4 个维度的克隆巴

赫 a系数分别是 0.89，0.60，0.75，0.72，0.68。 

    3. 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参与的影响因素 

    此部分问卷主要包括大学生的基本情况，院

校对科技创新活动的支持情况，共 15 题。 

    (三) 数据收集与分析 

    通过问卷星进行数据收集。先对数据的有效

性进行分析，对倾向性回答方式的问卷进行删

除，删掉 10 份问卷。对有效问卷采用 SPSS22.0

软件进行描述性分析和参与效果的差异检验。 

    三、研究结果 

    (一) 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参与情况 

    在样本中，科研参与率为 23.94%。卡方差异

检验结果显示，相比未参与科研的学生，参与科

研的学生中，男生占比更大(p＜0.05)；成绩处于

中上和拔尖的学生占比更大(p＜0.05)。 

    1. 参与动机 

    学生参与研究的动机多元化，内部动机和外

部动机并存。基于自身兴趣参与科研的占比最高

(72.88%)，其次是丰富个人简历(69.49%)、收获

研究经验(67.80%)、获取学分(44.92%)、荣获奖

励(29.66%)、方便保研(28.81%)、学院或老师要

求(27.12%)、同学推荐(22.88%)和其他(0.85%)。 

    2. 研究项目情况 

    从表 1 可以看出，样本中的学生研究选题主

要来自教师选题和个人结合导师意见确定选题，

以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为主，级别多为院级和校

级；项目多以教师的研究项目为主，经费更多来

自学院和学校，且金额多在 5 000 元以下。 

    3. 研究导师情况 

    从表 2 可以看出，研究导师主要由学生自己

选择，导师对学生的帮助涉及多个方面，学生对

导师的满意度比较高。 

    4. 研究过程与坚持性 

    从表 3 可以看出，学生研究方法与规范的获

得途径是多元化的，但项目完成的情况不理想，

全部完成项目的仅占 11.86%，影响项目坚持性的

原因也很多，其中人是最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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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项目情况表 

研究选题 教师给定选题(54.23%)、个人选择结合导师意见(47.46%)、自主选题(32.20%)、学院公布的选题(18.64%) 

研究类型 基础研究(55.93%)、应用研究(44.07%)、综合研究(27.97%) 

研究级别 无级别(15.25%)、院级(47.46%)、校级(47.46%)、省市级(18.64%)、国家级(11.02%) 

项目类别 
教师的研究项目(61.86%)、组建团体参与研究(37.29%)、独立申请的科研项目(25.42%)、科技创新自主

研究(22.88%) 

经费来源 学院(53.39%)、学校(52.54%)、指导教师(34.75%)、学生自己(29.66%) 

经费额度 
0 元(21.19%)、500—1 000 元(29.66%)、1 001—3 000 元(26.27%)、3 001—5 000 元(16.10%)、5 001—

10 000 元(3.39%)、大于 10 000 元(3.39%) 

 
表 2  研究导师情况表 

导师的选择 自己选择(63.56%)、学校或学院安排(20.34%)、他人推荐(15.25%)、其他(0.85%) 

导师的帮助 
思维方式(79.66%)、专业知识(78.81%)、科研方法(74.58% )、创新能力(67.80%)、科研态度(63.56%)、

其他(3.39%) 

对导师的满意度 非常满意(40.68%)、比较满意(42.37%)、一般(14.41%)、不太满意(2.54%) 

 
表 3  研究过程与坚持情况表 

研究方法与规范的获得途径 
导师(74.58%)、课堂学习(64.41%)、网络(61.02%)、科研书籍( 48.31% )、同学(45.76%)、

师兄师姐(43.22%)、其他(1.69%) 

研究的坚持性 
完成很少(10.17%)、完成小部分(24.58%)、完成一半(18.64%)、完成大部分(34.75%)、全

部完成(11.86%) 

影响科研课题坚持性的因素 
自身因素(77.97%)、团队成员(65.25% )、导师指导(55.93%)、科研训练(45.76% )、科研

条件(44.07%)、科研氛围(43.22%)、经费问题(36.44%)、激励制度(24.58%)、其他(2.54%) 

 

    (二) 大学生参与科技创新活动的收获与成
长特征 

    1. 科研产出情况 

    从表 4 可以看出，样本的科研产出率偏低，

但经卡方检验发现，参与和不参与的同学，在

此部分的差异是显著的。相比未参与同学，参

与同学发表了显著更多的论文和申请了更多的

专利。 

    2. 创造性倾向特点 

    从表 5 可以看出，本样本中的被试创造性倾

向得分偏中等以上。相比未参与同学，参与科研

的同学在好奇性和挑战性上的得分显著更高。 
 

表 4  科研产出情况表 

产出与获奖类型 总体情况 参与和不参与的差异检验 

论文的发表 0 篇(96.15% )，1 篇( 2.84%)，2 篇(1.01% ) p＜0.001 

申请的专利 0 个(98.38% )，1 个(1.22% )，2 个(0.20% )，3 个(0.20% ) p=0.001 

 
表 5  被试创造性倾向特点情况表 

创造性倾向维度 平均数 标准差 参与和不参与同学的差异检验 

冒险性 2.16 0.26 p＞0.05 

好奇性 2.25 0.30 p=0.001 

想象力 2.13 0.30 p＞0.05 

挑战性 2.30 0.27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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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影响大学生参与科技创新活动的因素 

    1. 院校对科技创新的支持情况及其影响 

    从表 6 可以看出，院校对学生参与科研的支

持度还是比较高的，但宣传和活动组织比较多，

导师的指导、经费的支持、项目的设立相对少些。

并且，院校对学生的支持越多，学生参与科技创

新活动的比例越高。 

 
表 6  院校对科技创新的支持情况及其影响 

支持项 有(%) 无(%) 不了解(%) 
参与和不参与同学的 

差异检验 

学校开展了本科生科技创新活动或竞赛的宣讲与宣传 72.62 9.33 18.05 p＜0.05 

学校开展了本科生科技创新活动或竞赛 79.72 7.10 13.18 p=0.05 

学校设置了专门针对本科生的研究项目 60.65 8.11 31.24 p＜0.05 

学校对本科生参与研究项目的经费支持 62.07 7.30 30.63 p＜0.001 

学院开展了本科生科技创新活动或竞赛的宣讲与宣传 72.41 10.14 17.44 p=0.001 

学院开展了本科生科技创新活动或竞赛 77.89 8.11 14.00 p＜0.001 

学院设置了专门针对本科生的研究项目 59.63 8.52 31.85 p＜0.001 

学院对本科生参与研究项目的经费支持 60.24 6.69 33.06 p＜0.001 

学院教师对本科生科研的指导 56.80 2.23 40.97 p＜0.001 

 

    2. 对参与科技创新的看法及其影响 

    对于做研究的收获，学生的看法呈现多元

化，提高了创新意识(75.25%)占比最高，其次是

获取了新知识(72.21%)、学习和掌握了研究方法

(71.60%) 、 提 升 了 资 料 搜 集 和 处 理 能 力 

(71.60%) 、提升了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67.95%)、有助于报考研究生(66.94%)、提高了

动手操作能力 (62.27%)、有助于毕业论文的完成

(58.42%)、有助于找工作(51.72%)、提高了交往

能力(47.26%)、解决了现实问题(24.34%)、推广

了技术新产品(15.21%)和其他(1.01%)。经过卡方

检验发现，参与研究和不参与研究的同学对做研

究的看法具有显著差异。相比未参与研究的同

学，参与研究的同学更认同参与研究可以提高创

新意识、提高资料搜集和处理的能力、提高发现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相比参与的同学，未参与同

学更认同参与研究有助于找工作、完成毕业论文

和提高交往能力。进一步了解未参与原因发现，

根本不知道参与渠道(48.27%)占比最高，其次是

不感兴趣(38.13%)、与学习时间冲突(34.93%)、

没有教师指导 (34.40%)、与职业规划相冲突

(17.33%)、没有经费(12.80%)、认为研究没有应

用价值(5.60%)。 

    四、讨论及建议 

    采用问卷法，本研究探讨了大学生参与科技

创新活动的情况、收获与成长，以及影响因素。

主要结果显示，大学生参与科技创新活动的总体

比例偏低，女生、成绩中等及以下学生参与偏少，

参与动机多元化；指导教师对参与创新活动的大

学生帮助大，学生对其满意度评价较高；研究的

坚持性不高，学生自身、团队成员和导师指导是

重要影响因素。参与科技创新活动的同学在创造

性量表的好奇性和挑战性上的得分显著更高，发

表了显著更多的论文和申请了显著更多的专利；

相比未参与研究的同学，参与研究的同学更认同

参与研究可以提高创新意识、提高发现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解决现实问题。参与科技创新活动对

创造性的提升是有帮助的，但并未发现大学生参

与科技创新活动与提升创造性维度的冒险性和

想象力有关。影响大学生科技创新参与的原因是

多元化的，院校的支持与学生对科技创新的兴趣

是主要因素。以上结果说明，依托科技创新活动

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需要从多个层面考虑，下

文将结合研究结果提出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

科技创新领导团队—科技创新培养方案设置团

体—科技创新宣传团队—科技创新项目培育团

队四级联动的组织管理模式。 

    (一) 构建科技创新领导团队 

    科技创新领导团队人员涉及院校团委、教

务、科研的相关领导及具体负责的工作人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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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职责是落实国家创新人才培养精神的顶层

设计、建立相关制度、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对此

项工作进行统领。研究的多个结果均显示了这一

团队的重要性。比如，学生参与动机多元化，涉

及获取学分、荣获奖励、方便保研等；超过 1/3

参与研究的同学认为，经费是影响科研课题坚持

性的因素。这些相关制度都必须依靠领导团队才

能制定。 

    (二) 构建科技创新培养方案设置团体 

    科技创新培养方案设置团队人员涉及领导

团队以及院校专家团队，主要职责是设置创新人

才培养的课程体系、设置科研项目、组织科研选

题等。相关结果显示，学生参与的研究中，综合

类和高级别的项目偏少(见表 1)；研究方法与规范

的获得途径排在前四位的有导师、课堂学习、网

络和科研书籍，影响科研课题坚持性的因素中科

研训练占比 45.76%(见表 3)；科研产出较低(见表

4)；参与与未参与科研的同学在创新倾向的冒险

性和想象力方面并未出现显著差异(见表 5)。这些

结果表明，在培养方案中，对于如何通过课程设

置培养学生获得开展科研所需的能力，以及如何

通过设置不同类型的研究项目、不同的科研选题

以更好地促进学生创新性的培养是需要特别考

虑的。 

    (三) 构建科技创新宣传团队 

    科技创新宣传团队人员涉及领导团队以及

学院辅导员，其主要职责是将科技创新相关信息

融入新生入学教育，开展科技创新活动宣传周和

成果展，营造科技创新氛围，激发学生参与热情。

调查结果显示，学生科研参与率偏低，女生、成

绩中等及以下学生参与偏少；在未参与群体中，

根本不知道参与渠道的占比最高；近 1/3 的学生

不了解院校是否设置了本科生研究项目和经费，

超过 40%的学生不知道学院教师会对本科生科

研进行指导(见表 6)；参与研究和不参与研究的同

学对做研究收获的看法具有显著差异。这些结果

显示了宣传对激发参与动机的重要性。 

    (四) 构建科技创新项目培育团队 

    科技创新项目培育团队人员涉及指导教师

专家团队、院校项目负责教师、办公室主任、相

关实验室负责人、辅导员等，其主要职责是协助

组建科技创新研究团队、指导学生研究参与过程

与研究成果的产出、提供实验场地和经费。调查

结果显示，研究选题来源排在前两位的是教师给

定选题和个人选择结合导师意见确定选题，经费

更多来自学院和学校(见表 1)，导师对学生的帮助

涉及多个方面(见表 2)，研究方法与规范的收获排

在第一位的就是教师的指导，影响科研课题坚持

性的前三个因素包括团队成员和导师指导(见表

3)；院校对学生的支持越多，学生参与科技创新

活动的比例越高(见表 6)。这些结果说明了科技创

新要有项目可依托，要有老师愿指导要有场地和

经费作保障，最终才能将依托科技创新活动培养

创新人才的理念落地生根。 

    基于问卷结果，本研究提出了依托科技创新

活动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四级联动组织管理

模式。缺少任何一方的参与及投入，依托科技创

新活动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的愿景都难以实现。

未来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做进一步的探索，促成

管理模式的落实。第一，设置创新人才培养的课

程与活动体系。学校和学院可结合学科特点，构

建创新课程与创新活动体系，分年级分层次逐步

推进，提供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参与与提升平台。

第二，组建和培育指导教师专家团队。指导教师

对大学生参与科技创新活动的帮助是多元化的，

但愿意投身其中的教师还不多，形成专家团队可

在一定程度上平衡教师的时间和精力不足的问

题。第三，加强宣传，形成研究氛围。本研究显

示，学生参与创新活动的动机激发不足，尤其成

绩中等及以下学生参与偏少。科技创新不应是好

成绩同学的专利，科技创新对促进学生学习、提

升学生创新能力，进而提升成绩、完善其职业生

涯规划也是有帮助的。另外，激发女生参与研究，

减少科研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也是值得思考的

一件事情。因此，学校可加大科技创新重要性和

必要性的宣传，形成积极的研究氛围，吸引各种

水平和性别的学生参与。第四，充分发挥辅导员

在本科生科技创新中的作用。辅导员对学生更了

解，在开展项目宣传、协助组建科研团队、协调

团队成员的关系、给团队鼓励和加油等方面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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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可通过制度保障和经费支持吸引辅导员积

极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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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goals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to cultivate innovative talents throug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ctivities, and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to achieve this goal.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mode of cultivating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bility, the present research surveyed 493 college students by several questionnaires related to the 

participation status, participation performanc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ctivit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r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ctivities is low, the persistence is poor, and the motivation is diversified;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published more papers and applied for more patents, and scored 

higher on creative curiosity and challenge than those who did not. College support and student interest ar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participation; Instructors play an outstanding role in the research topic selection, 

innovative thinking training and research persistence.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proposes a four-level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model that rely 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ctivities to cultivate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bility. The four-level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model include the linkage betwee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leading team, 

innovation training program setting group, publicity team and cultivation team. 

Key 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ctivity; innovation ability;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mode; creativity; under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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