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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是当代高校的一项重要任务，依据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基本构成，选取专业教学、

科技创新平台、实践实训平台和教师科研项目四种最能有效促进其要素发展的培养方式进行组织设计，

通过不同培养方式间的融合互通、多主体协同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该模式应用于环境工程与生物制药

专业学习与实践中，成效显著，大学生各项实践创新能力均能得到更好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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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ivating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ve ability is an important task of Contemporary Colleg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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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ies. According to the basic composi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ve ability, four train-
ing methods that can most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elements are selected for 
organizational design, including professional teach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lat-
form, practical training platform and teachers’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by multi-agent cooper-
ation to cultivate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ve ability. This model has been applied to the study and 
practice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biopharmaceutical specialty, with remarkable results, 
and the practical innovation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can be better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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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是当代高校的一项重要任务，对于大学生个人、学校乃至国家而言都具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新工科建设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要推动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1] [2]。
国家教育部、发改委、工信部、能源局等在 2020 年联合提出，把握“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转型升

级中资源、要素的流动、分裂、聚合等新规律，聚焦“新的工科专业、工科的新要求”建设内涵，着力

培养高层次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

若干意见》的文件精神，培养学生自主实践创新能力应被高度重视。如何培养高校工科大学生的实践能

力和创新能力，促进其稳健、快速成长，并保持先进性和可持续性是当前高等教育的热点。 

2.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分析 

2.1. 创新教育融入高校人才培养 

科技创新是提高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举措，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背景下，将创新创

业教育融入高校人才培养过程，着力培养大学生的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与能力，支持并鼓励大学生参与

创业活动，进一步夯实创新创业教育[3] [4]。Christian (2011)认为营造一个开放式交流环境有利于实现创

新型人才培养的目标。吴方鹏等(2012)提出加强实践基地的建设有利于发展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双创教育。

孙春兰(2019)提出加快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创新创业教育应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并提升教育服务国家发展的能力。王海梅等(2020)对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注重顶层设计，构建创新能力

培养“全链”模式。 

2.2. 各院校和专业在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方面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 

张新杰(2020)提出工科专业应采取了各种积极有效的措施提升大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并贯穿整个大

学学习阶段。白立春等(2020)提出参与教师科研活动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陈鑫等(2019)介绍

了项目教学法的基本概念及其在各工科专业的教学实践情况，吴懋亮(2020)采用项目驱动的方式培养学生

的创新能力。王震蕾(2019)提出“以学生为中心”统计学专业“智慧”教学模式和创新能力培养机制。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7265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蔡丽华 等 
 

 

DOI: 10.12677/ces.2022.107265 1669 创新教育研究 
 

2.3. 搭建各种教学平台，促进创新能力培养 

李金昌等(2011)提出实践教学与学科竞赛紧密结合，以学科竞赛为载体，搭建实践创新平台，培养学

生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5]。仲会娟等(2018)提出以学科竞赛平台、项目子群驱动来深化实践教学改革

的创新型人才培养；王海梅等(2020)对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应注重顶层设计，构建创新能力培养“全链”

模式；苏占东等(2018)提出构建多维立体式的创新实践教育平台，卜胜利(2018)，以物理实践平台为例，

构建了具有理工科特色的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张开兴(2019)提出社团模式有利于大学生自主创新能力

的深化培养[6]。 
创新能力作为大学教育的基本要求与培养目标，高校制定合适的引导政策，构建创新能力培养机制，

加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目前工科人才的创新能力主要是学校单向培养。在新工科建设背景下，应着

力打造高等教育共同体，通过优化整合各种有效的教育资源，吸取每一种培养模式或路径的优点，构建

较全面的实践创新能力培养模式，实现多方协同育人，推动协同培养模式改革，培养出更具竞争力的实

践创新型人才，是当前高校亟待进一步解决的重要问题。 

3. 大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分析 

3.1. 大学生创新能力的构成 

创新教育应以培养学生的高度自觉的创新意识、奋力进取的创新精神、扎实宽广的创新技能为创新

能力的三要素，从创新氛围营造、培养过程指导、创新能力培养的等方面开展教育教学研究与实践，探

寻提升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思路，并进行顶层设计，以实现创新意识潜移默化，创新灵感随时迸发，创

新技能日新月异的新局面。并重交叉学科的融合、专业知识与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的融合[7]。 

3.2. 各大高校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的现状 

在“创新驱动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已经受到了应用型高校的普遍重视，但

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仍存在落实不力、流于表面、收效甚微等问题[8]。主要表现在 1) 由于没有系统

地设计并实施创新人才培养方案，使得大部分学生自主创新思维、独立思考能力差，运用知识能力不足。

2) 传统的单向教育模式，无法产教融合，使得大部分学生实践能力无法得到较好的锻炼，导致实践经验

不足，严重阻碍了其独立思考和创新实践能力的发展。3) 缺乏创新精神的引领，由于没有系统化、多方

协同化的创新能力培养模式，使得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只是涉及到少部分同学，而且很多时候创

新创业显得单兵无助。 

4. 多主体协同的大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模式构建 

人才培养致力于构建多维知识与能力结构，实践创新通常可以项目的形式，围绕某一领域的技术需

求和成果转化，通过校企共同开发科技创新平台、共同组织实施、联合指导项目竞赛、项目竞赛成果共

享，来培养能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掌握新技术和具备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人才。通过引进

社会资源构建项目平台，构建构筑良好的多主体协同教育生态，从而促进新工科建设的人才培养质量，

具体思路见图 1。 

4.1. 依托科研项目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 

教师将申请到的纵向课题和横向课题根据授课情况作为案例融合课程讲授、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

环节，并吸收有精力、有兴趣的同学参与课题研究。以科研项目为纽带，以大学生的科研兴趣为基础，

实现教师、学生、科研三种要素的有机融合，从而提高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为今后的创新、就业、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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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打下了基础。作为适应新工科教育改革的一种新型培养人才模式—以科研项目为导向的大学生创新能

力培养模式，值得大力进行推广。 
 

 
Figure 1. Construction of multi-agent collaborative training mode for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bility 
图 1. 多主体协同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模式构建 

4.2. 实施项目式教学法，以实现多角度的创新能力的提高 

以项目为主线、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注重学习过程与实践活动的内驱式学习方式。通过

分组设计项目方案、实施项目流程、小组讨论评价项目结果、分享项目成效与改进项目短板等来培养学

生的自主学习、团队协作、创新实践、综合应用的能力。从而提高其专业学习兴趣与工程素养[9] [10]。 

4.3. 多方位协同实践实训平台，实现多维度的实践创新体系 

建立优质实训实习基地，校企共建人才培养基地，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中心、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通过转化科研成果应用、购置高水平设备、共建校企合作平台等举措，搭建了多学科交叉、校企融

合的高层次实践平台。开展各类创新型实验项目，构建多层次、多维度的实践创新体系，增强多学科知

识交叉融合与科技创新的能力[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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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构建大学生创新平台，实现多跨度的创新 

当代大学生思维活跃，成立了跨专业、跨年级的“无限自动”大学生创新社团，组建多个主题创新

工作室，组织创新沙龙、各类科技竞赛，形成了良好的创新活动氛围。满足学生创意培养与创新实践、

实现“人人参与”与“人人收获”的需求，为专业科技社团提供了良好的创新实践条件。 
立足于学科的建设，研究创新能力培养机制，构建项目式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构建基于校企协

同的多方位的实习实训平台支持体系、构建主动创新的大学生科技创新平台、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新体

系高效运行的教学管理体系，以及科学有效的评价体系。 

5. 模式运用实践及效果 

5.1. 模式运用实践路径 

1) 创新能力培养耦合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创新教育是社会对新时期高校人才培养的新需求，应遵

循工程教育认证提出的“以学生为中心、目标导向、持续改进”核心理念，对人才培养体系开展反向设

计，充分调研本行业未来的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以及变化的趋势，结合自身优势资源，调整培养目

标及毕业要求，整合与优化课程体系，强化实践环节，并将培养要求落实到具体课程目标及课程要求，

实现成果导向，持续改进。以创新能力培养为核心，重塑“以学生为中心”的人才培养目标；以专业社

团建设为载体，将创新教育融入人才培养体系，推进学科建设、社团活动、科技创新实践的紧密结合，

使创新能力培养耦合于新工科人才培养的过程。 
2) 实施产教融合，汇集以创新能力培养为目标的多方资源。以项目为主线、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

为主体、注重学习过程与实践活动的产教融合。通过校企合作开发科技创新平台、联合指导项目竞赛、

项目竞赛成果共享等来培养具备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人才。通过引进社会资源构建项目平台，构建构筑良

好的协同教育生态，从而促进新工科建设的人才创新能力的培养。 
3) 参与省级赛事基地建设，汇集以实践创新能力培养为目标的学习交流平台。自 2018 年以来，我

院先后承办了 45、46 届世界技能大赛湖北省选拔赛的水处理技术项目与化学实验室技术项目赛事，2019、
2021 年度湖北省“工匠杯”化学与环境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化学实验室技术与水处理技术项目。通过两项

省级赛事基地的建设，为教师创造了与校内外专家教练进行学术与专业技能的切磋与交流机会，提升了

专业技能水平，促进教学创新思维；在校内组织高质量的竞赛活动，学生参赛的机会增多，交流与学习

的机会也增多了。此项举措促进了广大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的提高。 

5.2. 实践效果 

我院环境工程与生物制药专业通过多主体协同的培养大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培养体系的初步尝试，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具体表现在近些年大学生竞赛获奖、大创项目及科研成果取得了明显的提高和突破。

2017 年以来，两个专业的学生参加各级各类的学科竞赛人数与次数都有大幅度提升，并且获奖的次数与

档次也有很大的突破(见表 1)。此外，本院学生申报获批的省级和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数量也由

2015 年仅 2 项累计增加至 2020 年 10 项，学生参与或独立发表的各类论文也累计达到 60 余篇，授权专

利 10 多项。同时，我院指导教师团队获得了湖北省教练奖各 2 项。 
另一方面，本院学生通过专业教学、科技创新平台、实践实训平台和教师科研项目之间的多元融合

协同训练，其综合实践创新能力也得到明显提高。从对生物制药专业教研室老师进行的访谈调查可得，

95%以上的生物制药专业教师均一致表示参加过多主体协同培养模式下各类实践创新活动的生物制药学

生，其综合实践创新能力都明显高于没参加过的学生。90%以上的生物制药专业老师认为这种多主体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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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育人模式在促进学生主动学习，增强学生动手实践、沟通交流、团队协作等能力培养方面效果非常明

显。此外，通过对 18、19 级 86 名生物制药业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反馈来看，大部分学生普遍认为这种

模式能更好提升自己综合实践创新能力，通过参加比赛有利于学科交叉知识的融会贯通，参与各类项目

有利于创新思维培养，锻炼了实践操作能力，激发了学生的创造力和夯实了团队协作能力，专业教师通

过指导学科竞赛与创新项目不仅对引领学生能力的提高，同时提升了自己的教研与科研的水平。通过对

实习基地的回访情况来看，近几年留在实习单位就业的学生人数越来越多，实习单位对实习学生的评价

及满意度都在提高，特别肯定我们学生的实践综合能力。 
 

Table 1. Achievements of students of School of Environmental and Biological Engineering in various projects (unit: item) 
表 1.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学生参加各类项目取得成果情况(单位：项) 

年份 
学科竞赛 大创项目 

学生发表 
论文 

学生申请 
专利 一等奖 

(国家级) 
二等奖 

(国家级) 
三等奖 

(国家级) 
一等奖 
(省级) 

二等奖 
(省级) 

三等奖 
(省级) 国家级 省级 

2015 0 0 1 0 0 2 1 1 8 0 

2016 0 0 1 1 0 6  2 10 0 

2017 0 0 1 1 1 4 2 6 11 0 

2018 0 0 1 1 4 7  2 11 3 

2019 0 0 0 3 2 3 2 2 13 4 

2020 0 0 3 4 3 4 2 8 15 4 

6. 结语 

为深入推进产教融合、加强应用型人才培养，学校与企业联合成立了生态环境产业学院，将专业发

展与行业需求、教学内容与企业岗位要求对接；将创新创业教育充分融入人才培养过程，构建“项目式

教学–学科竞赛–创新创业项目–科研项目”多主体协同的大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模式，有利于多维

度全方位地提高大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通过构建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平台，设立专项

创新创业基金，资助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等，多举措提升大学生的就业率与再深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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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2020GA037)；“纺织之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2021BKJGLX374)；武汉纺织大学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武纺大教[2021]41 号)；武汉纺织大学研究

生专业学位教学案例建设项目立项(武纺大研[2022] 6 号)。 

参考文献 
[1] 黄兆信, 王志强, 刘婵娟. 地方高校创业教育转型发展之维[J]. 教育研究, 2015, 36(2): 59-66+157. 

[2] 林健. 面向未来的中国新工科建设[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7, 38(2): 26-35. 

[3] 陆国栋, 陈临强, 何钦铭, 颜晖. 高校学科竞赛评估: 思路、方法和探索[J]. 中国高教研究, 2018(2): 63-68+74. 

[4] 钟登华. 新工科建设的内涵与行动[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7(3): 1-6. 

[5] 李金昌, 林家莲. 实践教学与学科竞赛相结合促进创新人才培养[J]. 实验技术与管理, 2011, 28(11): 1-3. 

[6] 王晓勇, 俞松坤. 以学科竞赛引领创新人才培养[J]. 中国大学教学, 2017(12): 59-60.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7265


蔡丽华 等 
 

 

DOI: 10.12677/ces.2022.107265 1673 创新教育研究 
 

[7] 陈磊, 唐桂华, 王秋旺, 等. 新工科背景下能源动力专业大学生交叉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机制的探索与实践[J]. 高
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9(S1): 34-35+55. 

[8] 陈涛, 邵云飞. 《华盛顿协议》: 内涵阐释与中国实践———兼谈与“新工科”建设的实质等效性[J]. 重庆高教研

究, 2018, 6(1): 56-64. 

[9] 陈鑫, 张兄武, 蔡新江, 等. 工科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项目式教学法探索与实践——以土木工程专业为例[J].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2019, 38(9): 194-199. 

[10] 李世辉, 李香花. “学生-学术-学科”三位一体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模式研究[J]. 中国高育, 2020(8): 53-55. 

[11] 蔡丽华, 杨文婷, 朱文婷. 基于赛创融合的生物制药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建设研究[J]. 科教文汇, 2019(4): 95-96.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7265

	多主体协同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的模式研究与实践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and Practice on the Model of Multi-Agent Collaborativ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ve Ability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分析
	2.1. 创新教育融入高校人才培养
	2.2. 各院校和专业在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方面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
	2.3. 搭建各种教学平台，促进创新能力培养

	3. 大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分析
	3.1. 大学生创新能力的构成
	3.2. 各大高校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的现状

	4. 多主体协同的大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模式构建
	4.1. 依托科研项目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
	4.2. 实施项目式教学法，以实现多角度的创新能力的提高
	4.3. 多方位协同实践实训平台，实现多维度的实践创新体系
	4.4. 构建大学生创新平台，实现多跨度的创新

	5. 模式运用实践及效果
	5.1. 模式运用实践路径
	5.2. 实践效果

	6. 结语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