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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里的大创全称是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是“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资助的科研项目。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简称大创项目）是教育部 2007年开

始实施，由本科生个人或团队，在专业导师的指导下自主选

题、自主研究的针对本科生的科学研究项目 [1]。提高学生对

理论知识的应用能力，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兴

趣和积极性，为培养高素质人才创造条件。而近些年来，由

于大学生对于创新创业的重视使大创比赛的参与率稳步提

升，每年报名参与的学生数以及项目数也在急剧上升。此时

就会发现越来越多的问题，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买卖挂名以

及以教师为主导，学生无作为的现象。

第一，为了加学分，都希望拥有一个更加漂亮的履历，

很多学生并未参与大创项目的实验以及文章的撰写，却以

不正当手段获取他人的实验成果，致使越来越多的人干起项

目挂名的“生意”，不作为获取他人的劳动成果，在学校当

中形成了极其恶劣的风气，滋长了同学不想付出进而想获得

利益的想法。现在社会对于创新型人才极其重视，但大创项

目是智慧和汗水的结晶，也是个人能力的体现。而挂名现象

的愈发严重只会导致学生失信于社会，降低了大创的可参

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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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挂名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自己本身缺乏创

新思维 [2]，只能被动地选择接受而不是主动地思考如何去创

新。比赛的建立是希望能够发现与培养更多的创新型人才，

一个大创项目以其内容创新性决定了他的等级，而作品水平

降低是已经存在的客观事实，再加上现在的大创项目水平与

参加的人数成反比，项目成员的增多必然会降低真正参与创

作的人均水平，无法达到比赛的目的。

面分析问题

项目报名初选考核

项目初选是整个活动的基础，打好基础是非常关键的。

提高项目初选标准是提高大创项目整体水平的吧一个重要

举措。首先报名队伍要提交一个明确的选题和对未来项目的

预期计划书。另外，报名官网对于学生人数的要求要有一定

的限制，人数可根据项目的复杂程度来确定。应要求每名参

赛队员务必在报名信息栏写明自己负责的具体任务，以便于

管理。

项目横向对比测评

为鼓励学生的积极性，管理者可以创建多个类别的竞

赛，以小组与小组之间 PK的形式进行项目的横向对比测评，

组员们可以投票，最后由参加的导师投票做最后的评定。

项目结果评价

最终的考核是检验整个项目好坏的关键。为了确保队

伍中每个人都参与到项目，在确定结题以后，需要每一名队

员上交一份“项目总结书”，要求对自己负责的部分有详细

的论述，并且要谈及亲身感悟和收获。

最后根据项目进度跟踪期间队员的表现，小组间竞赛

PK结果，以及答辩结果，结合导师最后的考核评价书对每

一名队员打分，而最终队伍的分数是队员们的总分。

在项目创立时，导师可以给予学生相应的参考方向，

提出一些相关问题，引导学生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师不应该参与项目进行的具体工作。坚决杜绝出现老师着

手完成各项任务，而学生只是挂名的现象。

在创立升阻转换型风力机项目伊始，由于导师在风力

机的研究领域有着很深的造诣，因此我们也确定了研究方

向。在导师的悉心指导下，我们决定结合目前已研发的风力

机类型（升力型风力机、阻力型风力机、升阻混合型风力机），

提出了升阻转换型风力机这一概念，也得到了导师的大力支

持。在集体激烈的讨论下，我们最终确立了最终的选题——

升阻转换型风力机。

在项目进行中拥有一份项目进程记录本及时记录学生

任务进度及表现，以便于给后期的考核评价提供参考。

要解决大创项目挂名问题的根本方法还是从学生个人

出发，提高学生创新的自我觉悟。使学生发自内心的主动创

新，而不是被动地接受。也可以让学生在学校接受创新教育，

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觉悟。在我们“升阻转换型风力机项

目”中，我们每个组员就有创新的觉悟，我们采用创新的实

验方式，分别测试风速 U=3m/s、4m/s、6m/s、8m/s条件下，

不同叶片重叠比 ol=s/d=0、0.15、0.20、0.25工况下，方位

角θ=0°~120°的静态扭矩M，以及动态力矩实验。

作为项目创立人应该担当起责任：项目创立人首先自

己要清楚项目的内容，以及每一位队员的优势，并把每一项

具体的工作落实到个人，以避免出现任务不明确从而导致不

劳而获或是不能按计划完成项目的现象。在我们进行的“升

阻转换型风力机项目”中，创立人就将任务详细地落实到了

个人：一个组员组装扇叶，其余两个人记录统计数据，并

将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在安装过程中通过了多次的实验，

创新出第四种风力机形式即本项目“升阻转换型风力机”这

样使得每个人都分工明确，从根源上避免了不劳而获的现

象。其次项目创立人要定期组织安排队员参与讨论交流想法

及进程：通过队员之间的讨论交流想法，不仅可以获得新的

思路，还可以在讨论中督促进度慢的队员。在我们完成升阻

转换型风力机的项目期间：项目创立人多次带领组员进行讨

论交流想法，并研究讨论了局部后掠 1/2、1/3、1/4叶尖后

掠叶片气动性能，扭矩变弦长风力机叶片气动性能等项目问

题。在获得新的思路的同时也带动了成员积极创新。

对主办方、项目创立人、导师个人、学生个人等方面

结合所做实验升阻转换型风力机的探讨。经过自我反思与自

我检讨，从原来希望以导师为主导的单一形式转变为希望大

家一起出谋划策，为项目的成功作出努力的考核体系。不仅

改变了学生对于创新创业比赛的态度，也提高了对学生团结

协作能力、沟通能力的培养，达到了质的飞跃，更对学校培

养更多优秀人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通过构建大学生创业政

策效用促进机制，切实提高创业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系

统性、可持续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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