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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时代背景下，大力开展科技创新教育、提升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是高校人才培养工作的重

要环节，也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长远大计。“三全育人”理念与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工作

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能较好指导大学生科技创新教育的开展。但目前高校科技创新教育工作现状与

践行“三全育人”理念还存在一些差距；可结合工作实际，通过明确全员育人主体责任、构建全过程

育人格局、搭建全方位育人体系提升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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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

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

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一般认为，科技创新是

指创造和应用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

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开发新产品，提高

产品质量，提供新服务的过程[1]。大学生科技创新

能力是指大学生们在学习和继承前人知识、经验

的基础上，提出新概念、新思想、新技术、新方法、

新设计，以及提出独特的见解和完成创造发明的

能力。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2]。 

    高校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建设、

社会服务等职责，在培养科技创新人才事业中提

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应引导学生开拓创

新，推动科学研究和衍生产业的结构升级，为国

家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更多的突破口和增长

点。因此，大力开展科技创新教育，提升大学生

科技创新能力是高校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环节，

也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长远大计[3]。 

“三全育人”不仅是一种教育理念和育人思想，

更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原则，它与大学生

创新创业教育工作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并从多

个维度提升了大学生科技创新教育的工作成效。 

    一、“三全育人”理念指导大学生科技创新

教育的内在逻辑 

    (一)“三全育人”理念是高校科技创新教育

的工作原则 

    在 2016 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

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

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

事业发展新局面”，提出“三全育人”理念。中共

中央、国务院后续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

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更是突出了“三

全育人”理念在高校育人工作中的理论指导作用。 

    “三全育人”教育理念契合学生成长发展特

点，顺应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规律，通过明

确主体、整合时间和空间资源提升育人成效，是

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内在要求，也

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三全育人”

的核心是“育”，“三全育人”理念中全员、全过

程、全方位三要素相辅相成，为高校育人工作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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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工作思路和基本遵循。作为高校育人工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科技创新工作要想获得内

涵式发展，必须落实全员参与、全过程把握、全

方位发力，有机融合育人各环节、各要素，整合

多方育人资源，提高育人成效。 

    (二)“三全育人”理念与高校科技创新教育

目标一致 

    2020 年 3 月 20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

见》，强调高等学校要注重围绕创新创业，提升

学生的就业创业能力。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

发展，我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也在不断深化、不

断改进，但仍然存在着师资力量不强、教学体系

不完善、教育系统性欠缺等问题。如何有效强化

大学生的创新意识、提升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已

经成为关乎社会健康发展的亟待解决的问题[4]。

2005 年钱学森提出的著名的“钱学森之问”让国

内高校更加重视如何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这个

关键问题。2007 年教育部出台了“大学生创新性

实验计划”项目，本科生科研逐步在国内高校中

推广开来，这一方式被视为是提高大学生科技创

新能力的有益尝试[5]。加强高校科技创新教育，

就是为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全育人”理念是高校育人工作的指导思

想，将“三全育人”理念贯穿高校育人工作始终

是高校回答“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

样培养人”的关键问题的必由之路。因此，“三

全育人”理念与高校科技创新教育目标一致，能

很好地指导高校科技创新教育工作走深走实。 

    (三)“三全育人”理念符合高校科技创新教

育工作要求 

    “三全育人”理念的“全员育人”对应着主

体要素，“全程育人”对应着时间要素，“全方位

育人”对应着空间要素。三者相辅相成，形成有

机整体，共同推动了高校立德树人根本目标的实

现[6]。“三全育人”理念契合了高校科技创新教育

的工作特点，能很好地指导高校科技创新教育工

作的开展。 

    高校科技创新教育工作需要全员参与。在大

学生科技创新能力培养过程中，高校、企业均可

不同程度、以不同方式支持学生成长，统筹做好

资源协调、实现资源共享、形成系统合力是高校

科技创新教育工作的内在需求。 

    高校科技创新教育工作需要全过程发力。高

校科技创新教育应契合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特

点，尊重学生成长和发展规律，形成传承性强、

稳定性高的课程和资助体系，避免项目建设半途

而废。 

    全方位育人涉及课内和课外、线上和线下等

不同育人渠道，也涉及“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

的不同人才培养维度。高校科技创新教育不仅包

含了创新创业课程等课程育人过程，还包含了科

技创新实践活动、社会实践活动、企业实习等实

践育人过程，更包括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的

思政育人过程[7]。因此，全方位育人有力地支持

了高校科技创新教育工作。 

    二、“三全育人”视角下大学生科技创新能

力提升面临的问题 

    (一) 高校科技创新教育师资力量不强，全员

参与度不高 

    2021 年 10 月，时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吴

岩同志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全国专职创

新创业教师规模为 3.5 万余人，兼职导师接近 14

万人，专兼职教师比例悬殊。对于高等学校在校

学生人数而言，师资力量也远远不足[8]。目前，

承担高校科技创新教育工作的师资主要有两类，

分别是专业教师和大学生创新创业课程教师。上

述两类师资在大学生科技创新教育过程中扮演

了不同的角色，专业教师主要负责通过项目申

报、实验操作、方案设计等方面的指导培养学生

的学术思维，并在科研实训中带领学生提升科技

创新水平，但往往存在着专业局限性强、综合指

导弱的问题。大学生创新创业课程教师则能通过

理论授课帮助学生打开思路，能帮助学生在大学

生科技创新竞赛、社会实践、校企协作中实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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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创新能力的全面提升，但存在着专业背景不匹

配、创新创业实战经验不足的问题。 

    在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培养过程中，高校、

企业均是工作主体，但并未有机地参与到大学生

创新创业教育中。高校是人才培养的主阵地，但

高校内部科技创新教育师资力量不强，专业教

师、大学生创新创业课程教师、学生重要他人往

往各自为政，相互联动不足，导致学生常常未能

把握关键机会、做出正确决策。企业作为社会中

科技创新的又一主力军，与社会实际需求更为接

近，更能敏锐地察觉市场的科研需求变化，同时

也能从市场的角度判断科技创新项目的价值。然

而，目前企业在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中的作用往

往局限于承接科技成果转化，虽可通过创新创业

竞赛“揭榜挂帅”企业命题赛道等渠道影响大学

生科技创新活动，但范围十分有限；一些企业家

承担了高校“企业导师”的教学任务，但因时间、

空间限制，效果尚待验证；一项关于学生接受过

哪些创新创业导师的教育指导的调查结果显示，

只有 29.96%的学生接受过来自社会成功创业人

士的创新创业指导[8]。总而言之，高校在大学生

科技创新提升工作中的核心地位未被强化，企业

在大学生科技创新提升工作中的推动作用未被

激发。 

    (二) 高校科技创新教育连续性不强、传承性

不够 

    目前，大学生科技创新教育主要依托大学生

创新创业课程和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其中，大

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包括“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计划”“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等

各级创新项目扶持计划、依托于“挑战杯”等科

技创新竞赛的科技创新项目以及以自我提升为

主要目的的科研训练。 

    大学生创新创业课程的性质多为通识选修，

对象从大一年级到大四年级不等，课时较短，且

少有衍生课程，在大学生科技创新教育中的作用

多为背景介绍和意识启蒙。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

与高校其他教育教学活动不同，它对于场地、设

备、投入时间均有着一定要求，同时因为研究对

象存在不确定性，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需要有一

段持续性强且较为稳定的资金投入[9]。现阶段的

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经费支持持续时间较短，多

为 1～2 年，资助期内往往难以产出较为成熟的

科研作品，因此，项目进入更深入的研究阶段后

可能面临资助停止的风险。好的科技创新项目往

往需要时间做沉淀，尤其是理工科项目，对项目

的传承性有一定要求，在此类项目中，一届学生

往往只能承担一部分工作，在得到阶段性成果后

便选择结题，在与后续学生进行交接时，往往会

因为对项目的理解程度不同而影响了项目的深

入推进。 

    总而言之，现有高校科技创新教育主要依托

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开展，存在独立性不强、传

承性不够的问题，缺乏一体化的、有机互联的工

作体系。 

    (三) 高校科技创新教育形式单一，缺乏系

统性 

    高校科技创新教育主要包括理论教育和实

践教育。理论教育部分仍多采用传统的老师讲

课、学生听课的教学模式，授课形式较为单一，

且教师主要依托传统教材，评价机制多为分数评

价机制，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很难被激发出

创新精神和创意灵感，创新素质得不到有效提

升。实践教学过程也重技能传授轻思维培养，设

计性实验、综合性实验占比不足，学生独立思考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没有得到有效锻炼，创造

性思维的培养受限[7]。 

    一份优秀的大学生科技创新作品的产生需

要经过思维启迪、背景调研、资料查询、方案设

计、投入实践、结果分析、完善改进等过程，这

一过程中既需要第一课堂的影响，也需要第二课

堂的作用[9]。目前，大学生科技创新教育的课程

体系仍以第一课堂为主，第二课堂提升参与科技

创新活动的大学生综合素质的作用未充分发挥；

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之间存在割裂，理论课程没

有向实践延伸，未实现理论指导实践、实践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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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效果。 

    从组织形式上看，大学生科技创新作品的完

成人为学生团队或个人，但他们往往会加入专业

教师的课题组中参与研究、学习，且一份完整的

科技创新作品不仅需要本专业的学科背景，还涉

及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互补，作品的完成人、指

导人可能来自不同学院、不同组织。目前，大学

生科技创新教育协同机制不完善，参与者难以接

受到多学科背景、多组织形式的系统性教育，同

时参与者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整合信息、协

调资源，因而影响了项目完成的进度。 

    因此，高校科技创新教育形式单一、缺乏系

统性，导致学生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得不到足够

的锻炼，成为影响高校科技创新教育成效的重要

因素。 

    三、“三全育人”视角下大学生科技创新能

力提升路径探究 

    (一) 明确全员育人主体责任，激发大学生科

技创新内在动力 

    高校应重视大学生科技创新工作在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明确学校

各部、处在大学生科技创新教育中的作用，努力

协调社会资源，建立大学生科技创新教育协同育

人机制。建立科技创新教育协同育人机制，是高

校基于政府政策整合行业、企业资源完善教育机

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保障，有助于为国

家输送储备人才、为社会提供发展动力、为企业培

养业务骨干、为学生个人带来更多发展可能[3]。 

    (1) 充分发挥高校职能部门、专业教师的育

人作用。充分挖掘学校职能部门、专业教师、大

学生科技创新育人资源，明晰其在育人过程中的

定位，通过搭建各要素之间的整合平台，实现学

生与各育人主体之间的供需匹配；完善科技创新

成效考核和奖励制度，激发学校职能部门、专业

教师的工作热情。 

    (2) 加强高校科技创新教育师资建设。一是

组建结构合理、通专融合、专兼并济的高校科技

创新教育师资骨干队伍，提升高校科技创新教育

师资水平。大学生科技创新教育师资建设需理论

与实践并重，既需要持续提升教师的业务水平和

教学水平，更需要通过探索多名教师共同指导同

一创新团队的“多导师制”，实现理论与实践、

科研与应用的有机融合。二是向社会要师资。高

校应在政府、企业中选聘具备导师素质的科技创

新人才，为高校科技创新教育师资队伍带来新的

视角和更多的资源。 

    (3) 完善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充分挖掘企业

育人资源，开拓项目合作、产学研基地、实习实

践等育人渠道，将企业纳入大学生科技创新育人

体系，帮助学生开拓视野、提升能力、磨练意志，

提升科技创新水平。 

    (二) 构建全过程育人格局，完善大学生科技

创新资助体系 

    从学生入学开始，高校便应将科技创新教育

融入学生成长全过程，针对学生不同发展阶段的

特点，开设对应的科技创新理论和实践课程，并

进一步完善学生科技创新项目的资助和管理体

系，为学生保驾护航。 

    (1) 根据学生成长不同阶段的特点，设计有

针对性的科技创新教育方案，形成有传承、有体

系的科技创新授课方案。大一是唤醒创新意识、

激发创造兴趣的关键时期，开设科技创新理论课

程并辅之以难度较低的实践作业，帮助学生迈出

科技创新第一步；大二和大三需引导学生投入时

间到创新实操中，可依托科技创新项目、科技创

新竞赛等载体激发学生的创新动力，这个阶段需

注重点面结合，既需带动更多学生加入科技创新

团队，更需定点孵化有前景的创新团队以期产出

优质成果；大四可结合学生毕业设计，扩大科技

创新教育的覆盖面，确保每一位学生都能得到完

整的科技创新训练。 

    (2) 建立学生科技创新项目的动态评价和资

助机制，避免“一刀切”做法，做好项目台账，

及时掌握学生项目的最新动态和实际需求，确保

学生项目不因资助时长限制而失去关键成长机

遇。成立学生科技创新评价小组，聘任多学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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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担任评价导师，正确评估学生科技创新项目所

需的真实资助需求，使学生科技创新项目能获得

合适等级的资助。 

    (3) 对有发展前景的项目应做好项目管理，

指派专门的教师或学生骨干进行跟进，保证项目

实施过程的流畅性。针对发展前景较好的科技创

新项目，应注重团队成员结构合理，做好传帮带，

避免因学生毕业、升学等造成项目失败。 

    (三) 搭建全方位育人体系，营造大学生科技

创新工作氛围 

    把握高校科技创新教育在高校育人工作中

的重要地位，统筹科技创新教育的各个环节，坚

持专创融合，实现科研育人。通过第一课堂与第

二课堂相融合、面上教育与定向孵化相融合、常

规训练与科研竞赛相融合、线下教学与线上教育

相融合的方式，实现“十大育人体系”有机融合，

指导科技创新教育工作。 

    (1) 点面结合，落实科技创新项目分类培养。

科技创新教育对学生综合素质提升和未来就业

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科技创

新项目都以产出成果为导向：面上开展创新创业

教育帮助大部分学生萌发创新意识，使之具备基

本创新素质；点上定向孵化有前景的项目，以优

异的成果激励学生群体持续学习进步。 

    (2) 五育融通，提升学生创新素质。有研究

认为，高校第二课堂参与情况与大学生的组织管

理能力、表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创新素质细

分指标相关联，因此，重视高校第二课堂建设、

持续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能对大学生科技创新教育起到较好的支撑作

用。同时，第二课堂可以帮助大学生扩大眼界，

进一步理解社会实际，对大学生科技创新成果产

业化也具有重要意义[10]。 

    (3) 专创融合，教学科研并线发展。专创融

合要求专业教学与科技创新教育有机融合、相互

促进。既需要在专业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激发学

生参与科技创新的意识和热情，也需要学生产生

了参与科研的想法后能找到合适的平台和渠道

获得科研训练。高校应加大“专创融合”课程的

研发力度，构建结构合理、能力突出的教学科研

“双带头人”师资队伍，同时进一步建设大学生

科技创新实训平台，完善科技创新项目管理制

度，全方位推动教学科研相长。 

    四、结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

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

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高校应大力开展科技创

新教育，引导学生开拓创新，推动科学研究和衍

生产业的结构升级，为国家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提

供更多的突破口和增长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

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

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高校育人工

作都需紧紧围绕这个指导思想开展。“三全育人”

理念是高校科技创新教育的工作原则，与高校科

技创新教育目标一致，符合高校科技创新教育工

作要求，能很好地指导高校科技创新教育工作的

开展。因此，把握“三全育人”育人原则开展高

校科技创新教育是高校人才培养必经之路。 

    针对高校科技创新教育存在着的师资力量

不强、全员参与度不高，连续性不强、传承性不

够，形式单一、缺乏系统性的问题，高校应将“三

全育人”理念贯穿工作实际，通过明确全员育人

主体责任，激发大学生科技创新内在动力；构建

全过程育人格局，完善大学生科技创新资助体

系；搭建全方位育人体系，营造大学生科技创新

工作氛围的方式提升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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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vigorously promot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education and enhancing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universities, and it is also a long-term plan for universities to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establish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The concept of “Three 

Whole Educ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can better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gaps between the actual work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ree Whole Education” concept; By 

combining practical work, we can enhance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by clarifying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of educating all staff, constructing a full process education 

pattern, and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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