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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places where talents gather. A large number of intelligent resources and human resources can effectively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while scientific research can reverse the role of cultivating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students.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scientific research should support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in 
universities, briefly expounds the principles that should be followed, and explores the 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to 
support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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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是人才聚集的场所，其中大量的智慧资源和人力资源能有效支持科学研究项目的发展和进步，同时科学研究又能反向
作用于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基于此，论文分析科学研究应当如何支撑大学创新型人才培养，简要阐述应当遵循的原
则，并探究科学研究支撑大学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实践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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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探索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应坚持立德树人的初衷，

扩大人才培养的规模，发展需要团队操作和建设的创新类

“项目”，由此实现组建创新创业“团队”的教育目标。有

了“团队”，才有开发“项目”的基础支撑，再加上良好的“平

台”，逐步实现创造科学研究成果的目标。

2 遵循立足实际、协同创新的原则

高校推进科技创新研究，完成培养各类人才的艰巨任

务，需要结合学校的专业和地区优势，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

的需要为基础，培养创新型人才为目标。科技创新能促进增

强社会生产力，经历的主要过程有科学研究、科技发明、创

造出科学技术成果、传播科技成果、加强实际应用等。要实

现科技创新，“项目”“团队”和“平台”，三者缺一不可。

三者的协同创新，是我们实现对团队创新力和科研能力的有

效锻炼的扎实基础 [1]。

2.1 “项目”明晰科学研究的思路
“项目”是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形式，它能促进科学研

究的实施、科技研究成果的转化、创新技术推广活动的开展，

也是高校发挥科技创新能力集合的主体。高校必须以其专业

特点和学科为基础，发挥自身优势，一方面指向国际科技发

展前沿和热点高新技术，将解决行业的发展问题作为首要任

务，并真正从工业、经济、社会发展和区域实际发展的主要

问题出发，以具有独特色彩的行业为中心点，进行项目部署，

主动设计“大项目”；凝聚科技创新的主要进攻方向，走与

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相一致的创新科技途径。另一方面，高

校要加强管理“大项目”。为有效促进“大项目”的落地，

高校不仅要努力开展前期的申报活动，还要及时完成验收。

科学评估项目的有效性和原目标利益的实现情况，加强项目

结果记录，提高目标管理和过程管理的有效性，实现资金投

入和成果产出的良好结合，努力实现“项目”产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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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团队”汇聚高校创新力量
当前，科技发展进入大科学时期，科学研究日益一体化、

深入化，科学研究的深度、广度和复杂性都有所增强，特别

是在战略研究的一些主要领域，有明显的集成化趋势。如果

沿用以前孤军作战、单枪匹马的研究形式，则很难取得有竞

争性的成就。首先，高校需聚集高质量的科学力量，通过跨

学科、跨专业组建研究团队。高校科研团队形成的关键是一

位素质好、能力齐全的带头人，团队内的成员要有合理的知

识结构、年龄梯度、学术水平，努力争取形成智慧和知识的

联合力量，实现多学科的横向优势互补性，使得团体具备较

为显著的整体优势。其次，要做好团队的管理工作，充分调

动团队成员的积极性，建立健全管理机制，促进团队有序运

营，努力建立一套能够有效协调成员利益的激励体系，促进

团队的健康发展。重视对团队组织文化的建设，形成开放合

作的良好意识，在创新科研工作中能加强横向扩张，打破原

有独特的孤立研究形式，构建积极向上、思想开放的文化环

境，使团队获得良性循环的发展 [2]。

2.3 “平台”支撑科学研究顺利开展
为培养大学创新型人才，良好的科研平台是支撑科学

研究顺利进行的基础。为此，学校应构建创新型人才培养模

式，打造创新创业平台。这就要求我们具备多元化特征，与

校外企业、重点实验室、科技服务平台等多方联系，真正打

通教育壁垒。坚持“四效结合”，注重培养创业开拓者，从

而有效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产业融合、技术创新和驱动

发展。建设一系列人才培养的新路径，为学生参与科技竞赛

活动提供机会、奠定基础。有效融合专业教育和创新发展，

为学生提供大量的实践实训机会、校内创新创业大赛、校创

新创业协会等平台，促进科学技术教育和学习创新教育的交

叉整合，促进形成多元化的创新创业平台，切实履行科教兴

国的重要使命。

3 科学研究支撑大学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实践
策略

3.1 助力大学生参加科技竞赛活动
科学研究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动态过程，在这一过

程中，能够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激发学生的创新理念、提

高学生的创造性。高校要肩负起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责任，充

分配合并助力创新型人才培养。首先，高校要鼓励学生积极

参加各类双创大赛，设立奖励机制，激发学生的科研兴趣。

其次，学校应该积极为学生打造创新创业实训基地和科研平

台，为科学研究提供良好的基础；开设创新创业和科研统计

学等选修课，为学生们更好地进行研究提供帮助；举办创新

创业宣讲活动等，提高学生们的双创意识，使校园掀起科学

研究的浪潮。另外，打造一支创新创业指导教师团队，加强

对有意参加科学研究的学生们的培训，提高对学生们的双创

活动指导力度 [3]。

3.2 打造培育创新型人才特色品牌
科学研究能对大学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起到有效的促进

作用，高校应在加强硬件建设的同时，打造培育创新型人才

的特色品牌。例如成立创新创业教育学院，积极与校外企业

联系，鼓励学生参与到社会环境当中去。这也有助于打开知

名度，凸显品牌特色，为团队争取创业基金创造优势。例如，

某高校重视对创新创业软件和硬件的建设，组建了专门的团

队，形成“5443 金字塔式”的双创教育模型，为创新创业

教育集合了多方力量，包括政府行政部门、地方银行、社会

企业以及其他的高校。

3.3 基于需求构建服务型指导体系
学校要密切关注学生成长和社会发展的双向需求，实

施多元化人才培训手段，汇集校内外的双创实践资源，注重

研究和创造增长需求，使学生能够真正满足社会的就业需

求。基于需求构建以项目为中心的服务指导体系，充分考虑

到学生所经历的所有阶段创新创业实践教育的需要，为学生

的市场化实战提供指导，与政府、国家机构、行业协会和企

业实现长期的合作，为学生的沟通提供机会。这有助于学校

开展符合社会需求的创新创业实践活动，确保有鲜明的主

题，有丰富多样的形式，使得政府、社会、企业以及学校的

学生能零距离对接。以学校的优势和特色对校外的组织形成

有力的吸引。

4 结语

高校培养创新型人才，以科学研究为支撑，能增强人

才培养模式的稳定性。项目是科学发展和人才培养的纽带，

能明晰科技创新思路；团队汇聚高校创新力量；平台提供有

力支持。在此基础上，助力大学生参加科技竞赛活动，打造

培育创新型人才的特色品牌，并基于需求构建服务型指导体

系，实现培养先进精英科技人才的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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