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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education. 
Based on the full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a teaching method driven by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which combines the 
standardiz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with the practicality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
neurship educ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project topic selection, organization and so on. We have 
designed a new system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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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创新创业教育成为了教育界的关注重点，在充分分析创新创业教育的特点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

一种基于科研项目驱动的教学方法，将科研项目的规范性和创新创业教育中的实践性进行结合，从项目

的选题、组织等方面设计出了一套新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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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近年来，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行业对信息技术人才的需求日益强劲。由于我国的信息化建设起点高、

发展速度快，所以对计算机类人才的需求尤为强烈。为适应社会发展对计算机人才的需求，近年来各大

高校纷纷开设了计算机类专业，建成了专科-本科-研究生的立体人才培养体系，为计算机产业提供了重要

的人才支撑，据估计，今年计算机类毕业生可达到近九万人[1]，这个数量是相当可观的。那这样是不是

计算机专业光明的发展前景就可以得到保障了呢？并不是，据汤森路透集团(Thomson Reuters Group)发布

的一份报告显示，2015 年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科研精英评选中，中国共有 148 名科学家(含香港、澳门和

台湾)入选，只占总人数的 5% (2975 人，3125 人)，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2]。我国每年毕业生人数众多，

但是市场对 IT 人才的需求十分旺盛，高素质的 IT 创新人才仍然供不应求。 
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人才的要求，不仅仅是计算机类人才，而且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也变

得尤其迫切。为了系统解决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李克强总理在 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将创业创新

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点扶持项目之一[3]。国务院办公厅发表《发展创新空间促进群众创新创业指导意

见》，鼓励科技人员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创新。现在，创新型创业教育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它也

成为了推动高等教育全面改革的重要工具。实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对促进高等教育、经济发展和社会就

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4]。 
在党和国家的指引下，各高校纷纷建设创新创业学院去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业能力。其中涌

现了一批成功的典型。清华大学的“星火班”自 2007 年 10 月正式开展以来，计划选拔一批具有创新

资质的学生，让学生在实践中通过自主创新项目获得学术和科研上的锻炼。这种模式能有效地推动学

生的探索性学习，满足学生自主学习的需求，对学生科学创新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所以其达到的效果比传统的书本传教更加有效。华中科技大学的点团队也取得了傲人的成绩。点团队，

属启明学院的示范创新团队。该小组以早期培养大学生创造力为主要目标。目前，团队有 570 多名学

校成员，其中 270 人已从空间站孵化出来。2009 年国家领导人访问了点团队，充分肯定了该团队的创

新人才培养模式。团队教育改革项目获得了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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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型科研教学模式 

从上文背景中，我们发现，在创新创业背景下，各个高校和团队给出学生相应的科研任务，学生在

指导下自主探究，取得了成功。科研项目驱动教学法就是指在教学活动中以项目为媒介，学生在教师的

组织、引导下，通过自学完成项目，掌握知识和激发学生思考，积极相互讨论、交流进行下一步探索，

达到对科研项目所指向相关内容的更深程度理解和学习。高等工科院校承担有大量科研任务，在掌握着

大量的科研资源的同时如果能够把资源用在教学上，就可能使驱动教学更有广度和深度，让学生的创新

和实践能力都能得到提高[6]。是不是科研项目式的培养过程就是很好的创新体系的建设路径呢？我们仔

细分析这个思路，不难体会到其中精髓在于培养一批具有创新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的计算机人才，

而什么是这一体系的具体内容和核心？怎样建立起这一体系？这些正是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这一新的

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的介绍，下文即其具体展开，其中大致包括：培养学生能力的具体方面和实施方法、

科研项目设立标准及团队的选拔、体系的教育方向和反馈标准。在本文中，在提出教育方法时也提供了

教育思想和操作细节。 

3. 创新创业教育中的核心问题浅析 

为呼应市场需求，需要增强学生在新的社会需求和当代信息背景下的创新创业能力。在过这一

新的教育体系来培养前，我们讨论后确定了这几个核心问题：新模式下的教育方向、新模式下的教

学方法。 

4. 科研项目驱动的双创教育体系的教育方向 

显而易见，当今时代正呼唤创新型人才。我们希望通过科研型项目驱动教学模式培养出具有深厚专

业功底、能够灵活解决问题、具有创业创新思维、热衷服务社会等能力的学生(见图 1)。甚至其中包括的

一些人文素养，美术赏析等艺术修养，由选修课或必修课的形式，让学生的能力得到全面提升。具体能

力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Figure 1. The specific connotation of innovative ability training 
图 1. 创新能力培养的具体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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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基础能力：作为各个行业的看家本领，学好扎实的基础功是最重要的，任何更高层次的拔高和

提升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即使在新的教学模式下，这一点也不会更改。我们希望同学们广泛阅读，

不仅看专业书而且多看国内外出版的专业著作，多多练题，积极接触相关领域的知识。教学上老师要比

以前讲的更深入、课程学时更长，学院更着重加强外语、高数的学习，考试也会更严格。同学们必须要

有灵活的编程能力，5000 行以上代码经验，加强 C/C++或 Java 编程能力。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近几年出现了很多“高分低能”现象，能够考高分、读名校却连日常生活中

的小事都不能自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样重要，像国外很多名校在录取学生时更看重学生的应变能

力和生活能力。这种能力的培养只能慢慢培养，从日常生活中的同学相处、寝室事务、师生关系到学习

中的团队协作、分工合作等等。在参加一些夏令营和团队竞赛时，也要善于组织，勤于思考，多多总结。 
模式创新的能力：创新能力是发展动力之源。各国都很看重青年的创新教育。各个企业也在激烈争

夺创新人才。所以，我们应该加强这方面的能力。在生活中，我们要有发现的眼睛，经常思考某个模式

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建议多参加一些画展、艺术展、讲座，听一听音乐会。灵感的迸发来自积累。

这些刺激对于学生全方位发展也是很好的。 
服务社会的能力：学生在社会中应具备的能力包括分析能力，创造性设计能力，操作能力。不仅培

养学生扎实的专业知识，还要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感。例如，麻省理工学院的化学工程专

业在其使命宣言中明确指出，学生必须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佐治亚理工学院的电子与计算机工程项

目的使命还提到毕业生知识、财富、创造和个人发展的需要。大学生不能与社会脱节，因为培养优秀大

学毕业生是要供给社会的[7]。 

5. 科研项目驱动的双创教育体系的教学方法 

5.1. 科研项目课题设立 

本文所讨论的科研项目驱动课题条件下，在设立课题时主要考虑三个问题：创新团队的挑选、创新

科研课题来源、创新驱动课题设置。首先，大学低年级不能满足项目申请要求，因为他们还没有开始专

业课程学习，难以解决紧密联系于科研项目专业性较强的创新课题。大三大四还有研究生学生专业能力

较强，可以承担难度较大的创新课题，并且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开展后续工作。课题应该结合时代发方向，

学生个人兴趣等因素慎重选择。题目不能过于空泛，密切联系主题进行调研，小组内搜集相关资料，走

出校园，走近公司，走出社会。了解大家对双创的意见，查找相关论文，注意总结资料中提到为提高创

新能力所需的准备和国内外优秀团队做出的成果等。只有先保证设置正确了课题，选拔了合适的团队才

能发挥这一的优势，保证科研项目的规范性。 

5.2. 科研项目驱动的双创教育实际操作 

其中包括教育与反馈两个方面：教育内容包括基础知识、思维建设。反馈方式多种多样，其中包括

评估和考核，长期的跟踪与调查(如图 2)。 
教学方面为鼓励双创教育体系的推动，建议开设专业基础课。专业基础课目标是提升学生专业知识，

这是最根本的，是不能忽视的，甚至要比以前抓的更严，讲的更深。一些新的课程可以有：大学生就业

教育、创新思维开发、时事政治等。在思维建设方面可以有一些艺术赏析课，不做强制要求，可以作为

选修课。因为灵感来自于艺术，只有平时有点滴的积累和改变，最后才可能实现创新的质变。学院可以

组织学生在节假日参与社区活动，观看画展艺术展。目前我国大多数大学的双创教育只关注专业的学科,
就业教育，忽略了双创教育，他们只是喊喊口号，不认真实施和规划，仅仅依靠这些形式是远远不够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学生要跟随老师去开发一些小程序，多动手，多搜集资料，看看国内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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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tructur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system 
图 2. 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结构图 

 

名团队实验。为鼓励学生课外实践和培养其创业精神，在 2018 年上半年，本专业曾经组织了一次参观贝

格费恩公司的实践活动，学生去往节能风扇公司工厂，经理展示了节能风扇的运转和制作，接触了各类

零件，为将其与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践性相结合，我们还设置了问答环节，将同学引向如何改进智能家居

这一思考，同学们在现场也提出了一个巧妙地既节能又不降低风扇效率的改进方案，工作人员大为惊诧。

因为贝格费恩公司董事长毕业于武汉工程大学，所以见到我们倍感亲切，讲述了当初的创业故事和最后

取得的成功，勉励了同学们，给了我们很多启发，也树立了一名创业的榜样。 
笔者认为，这一道理在人工智能专业尤为突出。通过让学生动手实验并研究国内外大学的理论知识

是应用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手段。人工智能实验教学的目的在于让学生在教学中亲身体验各种智

能控制算法，使学生更好地学习教材知识。比如人工智能教学计划可以安排 4 学时实验课，安排四个课

堂目标，其中包括：“机器人跑步比赛”“机器人走迷宫”“机器人足球比赛”“机器人下围棋”，写

编程过程和实验心得。通过这些具体实验，让学生加深对智能算法的理解。智能专业在近几年成立了新

的教研室，展览着创新团队学生参与制作的足球机器人，机器人不仅会踢足球还会唱歌跳舞，受到了院

长的大力赞扬。 

5.3. 创新创业教育对学生培养的跟踪研究 

反馈至关重要。双创教育评估是双创教育不可或缺的环节，但是大部分的大学还没有建立独立的评

估创业教育体系。在考核方式中我们可以做一些小改变，减少卷面分数所占比重，鼓励小讨论，小论文，

写方案报告等，以论文考核为主，增加实践课堂成绩所占比等等都是在更注重学生全方位的能力。 
近几年我们在武汉工程大学计算机学院实施了面向新工科创业创新的科研项目驱动教学方法这一新

教育体系，具体的改进有：在大三大四的学生中，按上文所诉标准集中选拔了一批新团队，在智能科学

与技术专业开始增加科研项目驱动任务，每半个学期组织学生参观科技展览，进入智能家居公司采访等，

主任也在大力引进创新创业和专业编程类比赛，鼓励同学们踊跃参加。本专业有着不同的课程安排和考

试标准，我们减小了平时分和纸质考试所占比重，在期末需要交小论文，增加了与导师进行问答环节，

在后期的跟踪反馈上，以本校武汉工程大学为例，据跟踪的 13~16 级武汉工程大学第十一至十三期大学

https://doi.org/10.12677/ces.2018.66082


卢涛 等 
 

 

DOI: 10.12677/ces.2018.66082 504 创新教育研究 
 

生校长基金项目获奖情况和 2009-2017 年我院自主创业人数细节(表 1、图 3)。 
 
Table 1. Number of self-employed entrepreneurs in our college 
表 1. 我院自主创业人数 

时间 2009 2011 2013 2015 2017 

人数 0 1 1 1 2 

 

 
Figure 3. Winning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innovation activities 
图 3. 参加创新活动获奖学生情况 

 

看我院每两年统计的自主创业人数，2009 年人数为 0，到了 2017 年人数升为 2，人数实现了突破，

并且在慢慢增加。其获得校长基金项目人数逐年递增，获奖人数在计算机学院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可知，

在武汉工程大学智能专业实施的新教育模式对专业学生有作用。 
所以，我们相信，这一体系有积极的推广意义。 

6. 结论 

新的教学模式是否有效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探究，对于计算机专业而言，创新创业不同于单纯

的创新和纯粹的创业精神，它的培养有关于千万毕业大学生的发展方向和就业前景。高校培养学生的创

新创业教育是培养创新人才，实施素质教育、全员育人的核心内容。我们应加强大学生创业教育，为国

家培养一批具有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的 IT 人才，在目前大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实施创新教

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基金项目 

诚挚感谢以下基金项目：湖北省教学研究项目《科研项目驱动的新工科本科生创新能力培养模式研

究》(2017324)，武汉工程大重点教学建设工程项目《基于“人工智能+”的新工科人才创新创业能力训

练项目建设》(Z2017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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