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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新是高校发展的动力，也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是高校培养大学生创造性

思维的重要载体，在推动高校教学思想、教学观念、教学方式更新迭代的同时，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高大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和科研能力。本文阐述了近年来各高校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的发展现状，分析

了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应对措施，并针对“立项–实施–结题”整个创新项目过程提出更优化且可行的

实施方案和进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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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novation is 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ies and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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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in universities. The innovation training program for college students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cultivating creative thinking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stimulating stu-
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improving their practical innova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while promoting the renewal and iteration of teaching ideas, teaching concepts and teaching me-
thods in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elaborated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innovation training 
programs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various universities in recent years, and then analyzed the mai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and proposed a more optimized and feasible implementation 
plan and schedule arrangement for the entire innovation project process of “project initiation, 
implementation and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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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发展现状 

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中提出“要在全社会积极营造鼓励大胆创新、勇于创新、

包容创新的良好氛围”。因此，实施“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简称“大学生创新计划”)，大

力推进我国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进程，是创新创业教育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 [1]。 
近年来，全国高校相继推出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在大学生培养方案中强调创新创业能力培养，高度

重视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鼓励大学生积极参与课内外各种类型的创新创业竞赛和创新训练课题，并自

主开展了许多高水平、有意义的创新型科技项目，为学生提供展示创新能力个人优势的多维平台，迎合

国家相关政策 [2]  [3]，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培养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需要的高水平创新人才。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是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三大项目之一，旨在培养大学生的科研创新能

力，要求大学生本人或团队能够在导师的监督和指导下自主完成项目立项、具体实施、结题报告撰写以

及成果交流等工作，通常简称为“大创项目”。这种在实践中激发学生创新意识、培养学生创新型思维

方式的项目，不仅能鼓励大学生积极参与各种实践活动，如科研训练、双创比赛、学科竞赛等，锻炼大

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大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以及对科研的兴趣 [4]  [5]  [6]，学会

发现问题、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进而提升学校的创新人才培养质量。 
在国家相关政策和项目资金支持下，我国高校大学生积极参与“大学生创新计划”。目前已有千余

所高校近百万名大学生参与“大学生创新计划”，累计 22 万个国家级项目获得资助，支持经费已达 37
亿元。从历年的创新训练的检查结果看：我国创新训练项目的数量和质量近年来呈上升趋势，立项项目

绝大多数都可以完成预期目标，部分大学生能够依托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发表学术论文、申请专利和参

加创新创业类竞赛并获得优异成绩等，充分发挥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对大学生创新实践及综合专业素养

的培养优势 [7]  [8]。 

2. 国内高校开展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目前，国内高校积极推进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但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部分项目无法完成预期目标，

出现延期或者终止的情况，综合分析主要是因为大学生主观能动性缺乏、参与项目时间不足和教师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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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不够等。 
大学通识课与专业必修课、选修课的课程较为繁重、课程要求相对较高，学生平时的课余时间较少，

然而参加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只能作为一种课外科技创新活动，部分学生在项目进展过程中逐渐体现出

“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现象。与此同时，指导教师每周都有繁重的科研和教学安排，因此，为保障创新

项目的有效实施，需要大学生根据具体课业情况，在导师的指导下制订详尽可执行的进度安排，并严格

按照计划执行，这是项目可以有效推进并且最终顺利完成的有力保障。 
然而，在各高校大学生创新项目验收结果研究中可以看到一种常态：创新训练项目从立项到结题的

过程中，常常会出现虎头蛇尾的现象。在项目结题验收时立项目标的达成度较低，可能与项目实施过程

中学生参与度不高或者教师对项目进展的监督力度不足有关，这就要求高校加强对项目实施环节的管理，

如增加中期考核等，使项目的每一个进程能够高质量地完成，真正地起到培养人才的作用，避免资源的

浪费和大量的内耗 [9]  [10]  [11]  [12]。 
针对上述问题，可以考虑从以下几方面出发，完善高校创新育人体系。 
1) 以“过程”为基础，以“结果”为导向。完善大学生培养方案，从课程目标与期望达成的结果反

向设计课程布局，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构建完善、系统的创新训练课程体系，将启发培养大学生的创

新性思维贯穿于大学生的学习生涯中，并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大学生，加强创新性课程和项目的过程管理，

保证大学生涯的高质量人才培养效果。 
2) 明确设置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的培养目标，在项目推进过程中补足学生创新知识与专业知识的短

板，鼓励学生积极投身于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等课外创新实践活动，最终促进学生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

的培养。 
3) 建立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评价制度，项目结题时参与项目的大学生需要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导师指

导项目的频次、内容等进行评价，真实地反映导师指导项目的情况，并以此为据判定导师是否有继续指

导新的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的资格。 
为了更好地推进大创项目和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高校应充分发挥学校在教育教学上的主导作用

与优势资源，从课程建设、教师队伍建设和学生自主创新等方面入手，将大学生创新训练列为学校发展

的重要组成部分。 

3. 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实施方案 

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的开展复杂且漫长、任重而道远。为了保证学生能够在“立项–实施–结题”

整个创新训练项目中做到精益求精，使项目最终顺利完成，对应当前发展要求，参考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工作开展背景 [13]，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的实施方案及进

度安排： 
1) 立项——“主动与被动”、“基础与创新”的双结合立项模式 
结合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目前大学生创新项目的立项结构，优先组织开展学生结合专业知识和兴趣爱

好自主提出课题，围绕课题在全校范围内自由组队、由学生自行选择确定导师。再针对未进行自主选题

的学生，组织和鼓励教师结合所承担的科研课题，提出合适的课题供学生双向选择。 
在项目申请立项阶段，要使选题具有创新性的同时结合一些基础的理论或稍具深度的课题内容进行

选题。由于参加创新项目的学生大多是大二、大三的学生，对一些具体的工程项目问题及研究领域不甚

了解，主要掌握的知识仅仅局限于课本上的基础，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就是一个提高知识掌握熟练度、

深化对专业知识的更深层次学习的过程。选择合适的课题，在指导教师的引导以及自己对相关文献的查

阅下，启发他们提炼出问题，抓住解决问题的突破点，从而申请立项。同时也鼓励学生进行跨专业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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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实践，在项目中融合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进一步启发学科交叉式创新性思维。 
2) 实施——加强过程管理，全程关注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导师要充分发挥指导、引导和监督管理作用。项目前期指导学生项目组制订可

行的项目实施计划、掌握项目进度，严格督促学生按时完成；项目中期项目组学生组长汇报项目进展情

况，组织专家对研究方案和前期的实验结果进行指导，纠正错误，避免学生走弯路，配合学校顺利完成

中期检查；项目后期导师根据中期专家的意见和实际项目执行情况，指导学生进行方案调整，监督学生

把控项目执行进度，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 
此外，整个实施过程中导师要注意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避免“划水”、“摆烂”的现象发生，项

目组成员间形成合力保证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的顺利开展，每个学生都能够在项目开展过程中发挥自己

的优势，并有所收获、有所进步。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在中期检查阶段还设置了“淘汰制”，在督促学生

加快进度、保证项目能够保质保量地完成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确保资源的有效利用，避免不必要的资源

浪费。 
3) 结题——做好项目总结，将创新实践真正落到实处 
在整个项目完成之后，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自主完成结题报告的撰写和实践成果的申报。一方面培

养学生养成工作和学习总结的习惯，另一方面提高学生研究调查报告与论文的撰写能力，梳理总结项目

实施过程中发现解决问题并逐步完成项目目标的经验教训，为后续的科研道路打下坚实的基础。 
以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为例，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结题必须有相应的创新性成果，取得成果顺利结题

才能获得相应的创新学分，因此，大学生会根据大创项目的科研数据积极撰写科研论文、申请专利、参

加学科竞赛等，各项创新性成果需要在导师的指导下不断完善才能最终得到发表、授权和获奖等，如笔

者课题组 2021 年指导矿物加工工程专业学生成功申报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废

旧锂离子电池电极粉料分选研究”，项目组成员按照实施方案推进，按期顺利通过学校验收，基于此项

目学生第一作者发表了中文核心论文 1 篇《焙烧对废旧三元锂离子电池电极混料浮选分离的影响》，并

以此论文为参赛作品参加第七届全国高等学校矿物加工工程专业学生实践作品大赛，荣获二等奖。该过

程有助于进一步培养大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和创新性思维，提高大学生的科研兴趣，为其进一步深造具

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4. 结语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的设立一改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使学生可以面对面的在科研环境下与指

导教师进行交流，学生可以充分运用所学知识，掌握科学研究方法、提高动手实践能力和培养创新性思

维 [14]  [15]  [16]。在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立项–实施–结题”的整个过程中，高校有计划、有目的地组

织，导师就关键问题结合专业知识和科研经历对学生进行指导监督，学生积极投身于大学生创新训练项

目的研究，不断完善实施方案和进度安排，三方共同努力最终才能实现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取得创

新性成果保证项目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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