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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delivered a speech in Binhu Science City, Hefei, Anhui Province: “To promot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ould take the lea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the only way ou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has become the core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social progres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the future pillars of society,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ve 
and creative ability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By participating in innovation and creation projects, college students can not only 
combine theoretical knowledge with practice, but also exercise their ability of innovative thinking, teamwork and problem solving in 
practice. The paper explores in depth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and creative projects for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background, current situation analysis, training strategies, implementation process,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and future pro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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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学生创新创造项目的培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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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合肥滨湖科学城发表讲话：“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当今全球
化和信息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创新已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大学生作为未来的社会栋梁，其创新创
造能力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参与创新创造项目，大学生不仅能够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还能在实践中锻炼创新
思维、团队协作和问题解决能力。论文从大学生创新创造项目的背景、现状分析、培养策略、实施过程、效果评估及未来
展望等方面，对大学生创新创造项目的培养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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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与现状分析

1.1 背景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全球竞争的加剧，创新已成为

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大学生作为社

会中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群体，其创新创造能力的培养对于

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前大学生

在创新创造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创新思维不足、实践经

验缺乏、团队协作能力弱等。因此，开展大学生创新创造项

目，旨在通过实践锻炼和理论学习相结合的方式，提升大学

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 [1]。

1.2 现状分析
当前，国内外许多高校都在积极探索大学生创新创造

项目的培养模式。一些高校通过设立创新实验室、创业孵化

器等平台，为大学生提供创新创造的空间和资源。同时，还

通过举办创新创业大赛、讲座培训等活动，激发大学生的创

新热情和实践能力。然而，这些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一

些问题，如大学生对创新创业项目的参与度不强、学生理论

与实践脱节、项目分配不均等，因此作为辅导员，如何优化

大学生创新创造项目的培养模式，提升项目的实施效果，成

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2 培养策略

2.1 明确培养目标
大学生创新创造项目的培养，首先要学会独立思考，

课堂上主动思考，积极与任课老师沟通；课后积极参与第二

课堂活动，积极参与实践，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和水平，思

维上创新，善于发现新问题，勇于尝试新方法，对学习或工

作有创新；于技术上创新，结合专业学习积极创新，参与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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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申报，有专利等创新成果输出。具体而言，培养大学生的

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提升大学生的实践操作能

力、问题解决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引导大学生关注社会热

点和行业需求，将所学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

2.2 构建课程体系
为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创造能力，需要构建一套完善

的课程体系。课程体系应包括创新教育、实践训练和团队协

作三个方面。创新教育课程旨在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

新思维；实践训练课程旨在提升大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和问

题解决能力；团队协作课程旨在培养大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

和沟通能力。引导大学生积极参加大学生学科和技能竞赛、

大学生“互联网 +”创新创业大赛等。

2.3 搭建实践平台
实践平台是大学生创新创造项目的重要支撑。高校应

搭建多样化的实践平台，如创新实验室、创业孵化器、校企

合作基地等。学校大力提倡学生参与“挑战杯”大学生课外

学术科技作品竞赛选拔赛、“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双创之星评选活动、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申报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等，这些平台可以为大学生提供创新创

造的空间和资源，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升大学生的实

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2.4 加强社团导师指导
社团导师在大学生创新创造项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高校应选拔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创新能力的教师担任导师，

为大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和帮助。导师应关注大学生的创

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发展，及时给予指导和反馈，引导大学

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

3 实施过程

3.1 制定创新创造计划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

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2] 在开学之初，辅导员与班委

一起制定一份创新计划，辅导员在班级召开主题班会，明确

本学期的创新目标、具体任务和预期成果。课间找有兴趣的

同学进行谈心谈话，这份计划可以包括参加创新竞赛、完成

创新项目、撰写创新论文等多个方面。通过制定计划，同学

们将更有目标感地投入创新创造中，不断提升自己的创新能

力。班级设立创新奖学金、创新成果奖等奖励机制，对在创

新创造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进行表彰和奖励。这种正向激励

能够激发同学们的创新热情，增强同学们创新动力。

3.2 组织创新创造活动
学校可以定期举办创新讲座、创新工作坊、创新竞赛

等活动，学院和班级邀请优秀的学长学姐开展相关创新创作

讲座，传授经验，这对于低年级学生来说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和启发性。学长学姐们可以分享他们在参加创新项目、竞赛

过程中的心得体会，包括如何选题、如何组建团队、如何克

服困难等。这些经验对于学弟学妹们来说是宝贵的财富，可

以让他们少走弯路。同时，鼓励同学们自发组织创新团队，

围绕某一主题或问题开展深入研究，共同探索创新解决方

案。在团队组建过程中，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业特

长，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团队成员之间要明确分工、密切

协作，发挥各自的优势。学校可以邀请行业内的创新领袖、

创业家、技术专家等来校举办讲座，分享他们的创新故事和

成功经验。这些讲座不仅能够拓宽学生们的视野，还能激发

学生们的创造灵感。例如，一位成功的创业家可以讲述自己

从创业想法的产生到公司成立、发展的全过程，包括在这个

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挫折，以及如何克服它们。通过这

些真实的案例，学生可以了解到创新和创业的艰辛与乐趣，

从而激发他们的斗志。通过学生会、宣传部门等渠道，开展

创业主题的演讲、展览等活动，宣传培养创新创造习惯的优

势、参与学科竞赛的益处、成功创业案例等，这些讲座不仅

能了解现在当今创新创业实事，还能帮助学生明确目标与

方向。

3.3 提供创新创造资源
构建创新创造训练体系：以实施大学生创新创造训练

计划为契机，构建“四位一体”的大学生创新创造训练支持

体系，帮助学生掌握科学知识，训练创意思维。开展创新创

造大赛：通过大赛激发学生的创新创造意识，培养创新精神，

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高校可与政府、企业合作，建设大学

生创新创业产业园，为学生提供创业实践、项目孵化的场所

和机会。学校可以提供一站式服务，包括通讯、信息、财务、

法律及营销等全方位的服务，帮助学生解决创业过程中的各

种问题。设立创新基金，为学生们的创新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同时，也可以为学生提供实验室、工作室等创新空间，为学

生们的创新创造提供便利条件。

3.4 个性化培养与特殊群体关注

3.4.1 个性化培养方案
建立学生创新能力评估体系。通过综合测评、创新思

维测试、实践能力考核等方式，对学生的创新能力进行全面

评估。根据评估结果，为每个学生制定个性化的创新培养方

案，明确其优势和不足，有针对性地提供指导和资源。设立

创新导师一对一辅导机制。对于有突出创新潜力的学生，为

其配备专门的导师，导师根据学生的兴趣和特长，帮助学生

规划创新发展路径，指导学生参与更高水平的创新项目或竞

赛，挖掘学生的最大创新潜能 [3]。

3.4.2 特殊群体支持
关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创新创造方面的需求。学校

设立专门的基金，为家庭经济困难但有创新想法的学生提供

必要的物资支持，如购买实验设备、参加培训课程的费用等。

同时，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勤工俭学岗位，使其能在不影响学

业的前提下参与创新活动。

对少数民族学生和国际学生的创新培养。根据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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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背景和特点，开发适合的创新课程和项目。例如，对于

少数民族学生，可以将民族文化元素与创新设计相结合，激

发他们的创新灵感。对于国际学生，可以开展国际文化融合

创新项目，促进不同文化背景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

推动创新创造发展。

3.5 技术与数据驱动的创新教育

3.5.1 教育技术应用
利用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开展创新

教育。创建虚拟创新实验室、模拟创业场景等，让学生在虚

拟环境中进行实践操作和体验，降低实践成本，同时可以模

拟一些现实中难以实现的场景，拓宽学生的创新视野。

搭建在线创新教育平台。整合各类创新课程资源、项

目信息、导师指导资料等，学生可以在平台上自主学习、组

队参与项目、与导师在线交流。平台还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

学生的学习行为和兴趣偏好，为学生推荐合适的创新资源和

项目。

3.5.2 数据驱动决策
建立创新教育大数据中心。收集和整合学生在课程学

习、项目参与、竞赛表现等方面的数据，以及教师指导情况、

资源使用情况等数据。通过对这些大数据的分析，了解创新

教育的现状和问题，为学校制定创新教育政策、调整培养方

案提供科学依据。

开展数据挖掘和预测分析。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发现

学生创新能力发展的潜在规律和影响因素。通过预测分析，

提前识别可能在创新方面遇到困难的学生群体，以便学校及

时采取干预措施，优化创新教育的效果。

4 效果评估及未来展望

4.1 创新能力提升
通过参与“挑战杯”、大学生“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等创新创造项目，大学生

的创新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他们学会了如何运用所学知识

解决实际问题，如何提出新颖的想法和解决方案。同时，他

们的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也得到了锻炼和提升。

4.2 实践能力增强
创新创造项目为大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机会。通过

参与项目实施，大学生积极参与实践，学会了如何运用实验

设备、如何查阅文献资料、如何撰写研究报告等实践技能。

这些技能的掌握不仅提升了他们的实践能力，也为他们今后

的学习和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4.3 团队协作能力提升
有些创新创造项目需要团队成员之间的紧密合作和协

作。通过参与项目实施，大学生学会了如何与团队成员进行

有效沟通、如何协调各方利益、如何共同解决问题等团队协

作技能。这些技能的掌握不仅提升了他们的团队协作能力，

也为他们今后的职业生涯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4.4 未来展望
一方面，要加强校企合作，校企合作是提升大学生创

新创造能力的重要途径。高校应加强与企业的合作与交流，

共同搭建创新创造平台，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和资

源。同时，企业也可以借助高校的人才和技术优势，推动技

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完善评估机制，评估机制是

检验大学生创新创造项目实施效果的重要手段。高校应建立

完善的评估机制，对项目的实施效果进行全面、客观、公正

的评估。同时，还应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和优化项目的培

养模式，确保项目的持续改进和提升。高校应积极总结和推

广大学生创新创造项目的成功经验。通过举办经验交流会、

研讨会等活动，将成功经验分享给更多的师生和高校，推动

大学生创新创造项目的普及和发展。同时，还可以将成功经

验纳入课程体系和教材编写中，为今后的教学和科研提供参

考和借鉴，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国际交流与合作是提升大学生创新创造能力的重要途

径。高校应加强与国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共同

搭建国际创新创造平台，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国际视野和交

流机会。同时，还可以引进国外的先进教育理念和技术手段，

推动大学生创新创造项目的国际化发展。

5 结语

大学生创新创造项目的培养研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

任务。辅导员要做有温度的教育者，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

做有温度的教育者，让学校成为学生的精神家园，落实科技

强国、科技兴国的发展理念。通过明确培养目标、构建课程

体系、搭建实践平台、加强导师指导等策略的实施，可以有

效提升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同时，通过加强校企

合作、完善评估机制、推广成功经验以及加强国际交流与合

作等措施的推进，可以进一步推动大学生创新创造项目的普

及和发展。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大学生创新创造项目将成为

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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