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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基于科技竞赛培养提高学员的创新实践能力，以iGEM赛事为例介绍了一种“项目模式”的培养

方式，探究了该模式在整个科技竞赛活动实施全过程中的应用及意义。 
 
关键词 

创新实践，科技竞赛，项目模式 

 
 

Exploratory Study on Cultivating Students’ 
Innovative and Comprehensive Abilities 
through “Project Mode”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etitions 
—Taking iGEM Competition as an Example 

Qinghai Wang, Mengmeng Xie, Saisai Yu, Sheng Yang*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Hubei University, Wuhan Hubei 
 
Received: Mar. 8th, 2024; accepted: Apr. 29th, 2024; published: May 7th, 2024 

 

 

*通讯作者。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5254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5254
https://www.hanspub.org/


王青海 等 
 

 

DOI: 10.12677/ces.2024.125254 83 创新教育研究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practice ability in the train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etitions, this study took the iGEM competition as an example to introduce a 
training method of “project mode”, and explored the applic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this model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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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当前高校教育的重要任务。作为科研教学型高校教师，

在从事教学工作中，我们一直在探究更适宜的教学模式来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项目模式”教学是以

学生为中心，教师为引导者，充分发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的素质与能力。我们

以参加 iGEM (international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achine Competition 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为背景，基

于项目模式教学进行组织和实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一方面，团队取得赛事的银奖；另一方面，更重

要的是学生通过参加该项活动，其团队意识、组织能力、沟通能力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等综合

素质得到了全面提升。 

2. 研究大学生创新能力的社会重要性 

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是高等教育创新教育、素质教育的本质要求，是促进科研体制改革和产

学研结合的有效途径，是建设创新型国家、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提高大学生实践创新

能力的方法众多，包括科教融合、改变教学与考核模式、制订培养计划和提供创新实践平台等。而科技

竞赛则是重要平台之一。他们将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融入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因而成为理

工科高校实践教育的主要手段和重要突破口[2]。 
目前各类大学生科技竞赛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其中影响力较大的赛事有“互联网+”、“挑战

杯”、iGEM 以及各学科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这些赛事都是以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训练为前

提，检验学校培养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赛事。因此，各个学校及学院结合自身专业特点，以现有基础

为依托，以学生为主体，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如江苏科技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以自己学院优

势及平台培养学生创新能力[3]；邢台学院以“学生助研活动 + 科技创新竞赛 + 实践教学改革”互动模

式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4]；西安建筑大学通过“四结合”模式探索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5]等等。 

3. “项目模式”的理论依据 

项目教学模式的概念起源于哈佛大学教育改革学院学者 William Heard Kilpatrick，其理论依据可以追

溯到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进步教育思想，他主张学生应该通过参与现实世界中的经验来获得知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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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项目式教学是一种基于实践、团队合作和解决问题的教学方式。项目式学习的实践理论主要来源

于建构主义学派，还借鉴了社会认知理论、情境学习理论等多种理论，强调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学习，

通过合作、交流和反思来促进自我学习和认知发展。学生通过参与具体的项目活动，探究问题、解决问

题和创造新知识，从而积极地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6]。 
该模式教学方法的特征是：以项目为主线，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营造了学生主动参与、自主

协助、探索创新的教学情境[7]。通过将项目分解为多个步骤，并解决相应的问题，最终达到完成整个项

目的目的。该模式受到国内外教育机构的广泛应用，辽宁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等都采用该模式进行教育

实践；另外，该模式受到德国职业实践教育的欢迎和推崇。 

4. “项目模式”培养学生创新综合能力探究的实施 

4.1. 实现对象 

该项目旨在引导学生参与 iGEM 活动。国际遗传工程机器设计竞赛(iGEM)是合成生物学领域的国际

顶级大学生科技赛事，也是涉及数学、计算机、统计学等领域交叉合作的跨学科竞赛[8]。该大赛是由美

国麻省理工学院于 2003 年创办，2005 年发展成为国际赛事，吸引全球各大高校参加，目前每年全球接

近 400 支队伍参赛。整个赛事时间跨度长，工作复杂，非常适合作为研究对象。 
2023 年项目组注册 HUBU-WUHAN-CHINA 队伍参赛，整个项目围绕杨树生物抗虫主题，队伍学生

15 人，指导老师 3 人，项目顾问 3 人。 

4.2. 实施方法 

4.2.1. 项目任务确定 
第一步是明确项目并进行分解，使之成为分散的、可行的小项目。目的是使所有的学员都能够基于

自身优势与特点，明确自身任务，并承担相应的角色。其中，带队教师需要完成的是发布项目、布置项

目的工作。参赛学生则需要报名参赛、接收项目。师生双方通过沟通，明确每名学员的具体任务。 
实践过程中，项目组首先进行分工，分工的明确，是项目的细化前提。整个项目学生分为“干队”

与“湿队”。“干队”主要负责的是人类综合实践，教育推广，wiki (网页)的搭建，美工修饰、答辩等；

“湿队”主要负责项目实验的推进，model (模型)的建立，hardware (硬件)装置的完成等。指导老师也进

行分工，一位老师负责指导项目实施，一位老师负责项目整体英文的翻译，另一位负责整体指导。 

4.2.2. 项目讨论交流 
学生需要明确自己的任务，而教师则需要及时与每名学生沟通交流，确定他们的对应计划。教师

引导学生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相应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一边推进项目进度，一边形成较好

的习惯。这种体验将会给他们带来额外的收获，为他们以后的生活带来意义。同时，通过讨论交流，

团队也避免因个人承担不同的任务，造成项目的割裂，模糊了整个项目的主要任务。团队通过每周固

定时间的工作汇报交流(线上，线下形式)，大家更加明确自己承担的小项目是围绕大项目哪个部分，其

作用是什么，也明白其他小组的进行情况，也会相互激励和提出相关建议，整个项目推进更为顺利，

学生积极性也得到提高。 

4.2.3. 项目任务实施 
项目细化后，学生明确分工后，每个学生明确自己将要“干什么”。展开来说，学生应当对自己现

有的能力基础有清晰地认识，同时清楚完成项目需要学习的技能知识，以及整个过程的基本思路等。项

目方案推进过程中，教师和学生双方从各自定位出发，围绕项目解决一系列产生的问题。学生需要完成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5254


王青海 等 
 

 

DOI: 10.12677/ces.2024.125254 85 创新教育研究 
 

项目，主要工作包括收集整理资料、制订合理方案、团队分工协作、共同实施方案等。教师则提供项目

完成所需要的资源和环境，具体工作包括辅导学生、启发思路、引导帮助、指导实施等。教师对学生在

项目实施中遇到的问题，要给予恰当的点拨，鼓励他们主动、大胆地去解决面临的困难，当然也要注意

及时纠偏。 
例如，在人类综合实践分组中，那组学生明白自己要调研生物抗虫相关社会情况，于是他们分为两

个小组，一个负责调研当地一个大型农药生产公司，另一个负责调研我省最大的一个种植杨树的林场(图
1)。学生知道自己的任务后，他们积极主动申报学校及学院的暑假实践活动，获得相关政策及资金支持，

而指导老师也积极与学院负责老师沟通，为项目获批争取支持；同时，同学与老师都会利用自己的社会

关系，积极联系相关的企业和单位，获得相关资源；最后，在整个为期一周的调研过程中，学生自行组

织开展活动并协调行程中的各种问题。整个项目的完成期间，每周的工作汇报讨论中，整个团队也会给

出许多建议和帮助，学生针对自己完成的任务，会遇到很多问题，他们又把问题分成一个一个小问题，

通过解决一个一个小问题，进而推进工作的完成，如申请暑假实践项目支持时，他们将工作进一步细化，

有的同学负责申请书的撰写，有的同学负责答辩，有的同学负责宣传等。完成项目的同时，学生也学习

了大量的东西，也极大提高了沟通能力、组织能力、抗压能力及社会实践能力。 
 

 
Figure 1. Integrated human practices. Investigation in the pesticide production company (left); Investigation in the forest 
farm (right) 
图 1. 人类综合实践调研。左图为农药生产公司调研，右图为林场调研 

 
整个 iGEM 参赛期间，团队以参赛研究内容作为一条主线，整个团队围绕这一主要任务进一步分工

细化。每个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兴趣，都会承担一个个小的任务即小的项目，通过小的项目完成，学

生得到锻炼，个人的创新综合能力得到提高。 

4.2.4. 实施结果 
当学生完成整个项目后，将他们的成果展示出来也是十分重要的。教师应当引导学生将他们的成果

写成书面材料、做出 PPT 课件，并限定时间，应将个人汇报与小组汇报相结合。最终形成完整的竞赛材

料，完成竞赛目标。 
iGEM 需要将整个项目全部用英文以 wiki (网页)的形式展示 

(https://2023.igem.wiki/hubu-wuhan-china/index.html)，同时要求做英文展示、宣传两个视频，全程英文答

辩(图 2)。团队通过“项目模式”，解决一个一个小问题，完成整个项目。在此期间，学生的综合实践创

新能力得到了提高。他们不仅获得了丰富的知识，而且形成了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整个项

目的实施实现了育人中的立性和德性，为党和国家培养人才的根本目标。另外，伴随项目的实施，可提

高学生在学科竞赛活动中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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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Wiki of the iGEM (up); the live scene of iGEM (down) 
图 2. iGEM 参赛 Wiki (上)，iGEM 参赛现场(下) 

5. 问题与思考 

当学生依靠科技竞赛中以“项目模式”培养自身创新综合能力时，虽然每个人都目标明确、分工清

晰，但基于目前大学生创新实践活动中学生的科技创新竞赛都是以学生小组为单位，学生并不是一个专

业和年级。团队成员跨了四个学院，有生命科学学院、艺术学院、数计学院以及外语学院，因此作为一

种课余活动，学生时间整体难以协调。同时，iGEM 又是一个复杂且时间跨度非常长的赛事，各个体之

间还是存在分工不清晰、付出时间不平衡等问题，进而影响部分学生活动参与的积极性。另外，小组成

员完成进度不一致，而最终参赛展示中，每个部分都缺一不可，不积极的同学会拖慢整个项目的进度，

因此也会造成一些不和谐的声音，进而影响团队的团结。这些问题的发生，需要团队进一步协调和沟通，

也需要团队约定一些规章与制度，同时也要为团队成员制订相关进入、退出及激励考核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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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束语 

以“项目模式”培养学生的方法充分展现了基于问题本身、以项目为导向、借助任务点驱动学生主

动求学的特点。这种以实践性为主的科技创新活动(即 iGEM)，提高了学生求知求学、沟通交流、处理问

题的能力。同时，引导学生以发展眼光看待问题、解决问题，是一种很好的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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