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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打造大学生科技实践团队，建立大学生参与教师科研活动机制，激励本科生积极参加科研实践，是提升大学

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针对地方高校大学生科技活动实践参与度不足以及团队缺乏可持续性发展等突出

问题，论文探索了以学生为中心，将课程知识与实践有机合成，采取多元合作等方式，拓展课内课外融合，在“资源

-管理-团队”三个层面实施改革，构建“教学-科研-科技活动”一体化协调发展的大学生科技创新实践团队建设模式。

经过多年的实践，该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为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提供了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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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is important ways to cultivate university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and innovation ability, which includes 

building a technology practice team for college students, establishing a mechanism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eachers' scientific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encouraging undergraduate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scientific research 

practice. Aiming at some outstanding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participation of local university students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tivities and lack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ir teams，this paper explores a new method of 

buildi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novation team based on student-centered and reforms at three levels of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team, which integrates teach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tivities. It constructs 

organic synthesis of course knowledge and practice, diversified cooperation and other ways to expand the integration of 

classroom and extracurricular. After many years of practice, good results have been obtained, which provides beneficial 

referenc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innovation ability. 

Keywords—student-centere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elf-management，innovative practice 

1  引  言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关于深化教学改革，全面

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强调，高等教育机构应注重

提升大学生的创新、实践和创业能力，并普遍增强他

们的人文与科学素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

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要

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以素质教育为核心，以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为重点，以完善条件和政策保障为基

础，推动高等教育与科技、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

加速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勇气的创新创业人才

队伍
[1]
。此外，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支

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也强调了深化高校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必要性
 [2]

。这些政策表明，国家

高度重视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并设定了明确的

发展方向。 

研究显示
[3]
, 为了培养杰出的创新人才，国内的

研究型大学正在积极探索本科生参与科学研究的改

革，已经形成了包括本科生参与教师科研项目、自主

申请科研基金和大学生科技创新团队等三种主要模

式。作为科研训练活动的一部分，大学生科技创新团

队不仅可以通过导师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还可以

组织成员参加各种科技竞赛，正逐渐成为研究型大

学积极探索的创新性本科生科研模式。 

因此，组建大学生科技实践团队，建立促进大学

生参与科研的机制，鼓励本科生积极参与科研活动，

是提升大学生创新和实践能力的关键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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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学生科技创新团队建设的问题和

现状 

近年来，国内大多数高校在建设以本科生为主

的学生科技实践与创新团队方面开展了很多工作，

但普遍效果不理想。主要反映出的问题集中表现于： 

第一，学生科技活动实践参与度不足。一方面学

生的参与人数少、覆盖面较小，大多借助 “挑战杯”

大学生竞赛、大学生科技创新大赛等平台和形式开

展科技创新和实践活动，主要仍由少数优秀的学生

自发组织并参与，绝大多数学生因缺乏训练和引导

而不能参与其中，尤其在地方普通高校更为突出。另

一方面学生参与深度不够，仅有极少数学生有多次

参与学科竞赛、参与项目等经历，超过 60%同学从未

参加过科技活动竞赛或实验室项目。 

第二，学生科技创新团队缺乏可持续性发展。文

献
[3]
的研究表明，大学生创新实践团队的组建往往呈

现出为实现短期目标而形成的临时性合作特点。目

前，许多大学生创新创业团队属于“竞赛型团队”，

通常由技术研发者担任项目负责人，以达成特定的

竞赛目标招募团队成员，这往往导致团队成员的目

标和愿景各不相同。这种以功利主义为指导，专注于

短期目标的行为，无疑会对团队共同愿景的明确性

和持久性带来挑战。一方面，学生科技创新实践团队

没有形成梯队，自主管理性不足，一旦指导教师不监

管，随着团队核心学生的毕业或离开，团队中良好的

理念、思想、方法不能传承下去，很快整个团队就瓦

解了，不能很好地延续；另一方面，以教师为主导培

养学生科技创新实践团队，教师需要投入大量精力，

在科研和教学任务繁重的情况下常常疏于对学生团

队的指导。 

 

 

    图 1  以学生为中心的大学生科技创新团队建设模式   

 

本文针对上述两个主要问题，经过多年的实践，

探索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的大学生科技创新

团队建设模式，结合计算机相关专业不同研究方向，

组建了移动互联网开发团队、Web技术开发团队、软件

测试团队、数据与知识工程团队、ACM团队等多个学生

科技创新实践团队，覆盖学院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信息安全等专业 60%以上学生，以及信息学

院、理学院、制造学院等专业部分学生，不仅在各类

学科竞赛、科技创新项目中取得良好成绩，而且学生

普遍就业情况良好，提升了人才培养质量。 

3  大学生科技创新团队建设改革实践 

大学生科技创新团队通过与外界进行知识、信息

和资源的交流，以及内部的知识反馈机制，保持团队

与环境的开放互动，实现学科知识和专业技能的非线

性融合。当团队在创新创业领域的经验积累和实践深

度达到一定程度时，便能够促进创业项目的实施和创

新成果的转化
 [4]

。 

为解决科技创新团队建设中的突出问题，以工程

教育新理念为指导思想，本文在改革实践中，主要遵

循这样几项原则
[5]
： 

（1）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从学生个人发展需求出

发，力求发掘每位学生的潜力； 

（2）以学生学习为中心，通过团队中学习、项目

中学习，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 

（3）以学习效果为中心，采用产出为导向，及时

反馈，促进团队成员的持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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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些原则，将专业课程知识与实践有机合成，

采取多元合作等方式，拓展课内课外融合，遵从学生

个人发展需求，从资源、管理、团队三个层面实施改

革，构建“教学-科研-科技活动”一体化协调发展的

大学生科技实践团队建设模式，如图 1所示。 

首先，打造团队建设核心资源平台。结合企业需

求、教师科研课题以及专业课程知识，提炼改造不同

训练难度的项目以便学生能力训练。其中，培训项目

主要用于基础技能训练；训练项目主要侧重于模拟项

目研发全过程训练；真实项目即指学生可以参与的创

新项目、教师科研课题等任务。第二，建立创新团队

自主管理模式。学生需要历经学员、见习、实习三个

阶段的训练，从手把手指导到分散指导，直到学生能

够独立开展工作，循序渐进提升团队管理。第三，形

成导师与学生团队协调可持续发展。通过分阶段的项

目制培训、指导和考核，逐步形成学习梯队；团队导

师主要从专业技术引导、管理能力指导两个方面培养

团队走向自主管理，以实现团队的可持续发展。 

具体实施要点包括如下。 

3．1  产教研结合，打造项目训练资源库 

有用性、真实性、挑战性、社会性、互动性，是

激发主动学习的五个基本要素。因此，依托教师团队

科研方向及研究课题内容，结合企业需求、新技术发

展趋势等，从科研课题与项目需求中派生出若干适合

学生训练的小项目，建立不同训练层次的项目资源库。

比如，对已完成的科研课题，可提炼其中的技术问题，

形成基本技能训练项目和综合训练项目；对于在研的

科研项目，部分成熟的方案可改造成综合训练项目，

部分未解决的内容可形成具有挑战性的项目。 

依托教师科研课题派生出若干项目，以实际项目

带动学生自身创新能力的提高。这些项目根植于实践

或科学研究之中，与大多数传统的大学生实践创新项

目不同，它们既可以独立运作，又可以相互关联，有

助于学生将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与科技创新实践相融

合，既能够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又保证了训练的连续

性。 

3．2  项目牵引，分阶段训练，循序渐进 

学生主体参与科研活动的程度是一个循序渐进的

过程
[4]
。这一过程不仅要求学生从基础的科研实践出

发，逐步提升自己的研究能力，还要求他们在实践中

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合作精神。因此，以项目为驱动，

团队采取学员、见习、实习 3 个阶段进行训练，考核

合格后才能进入下一阶段，分阶段、循序渐进地培养

学生突出的创新实践能力和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 

在参与科研实践的初始阶段，学生通常扮演“参

与者”的角色，通过教授辅助进行科研实践。他们通

过由教授主导、以实验室为基础的教学模式接触科研，

并接受初步的科学训练
[6]
。学生通过宣讲了解团队的

研究方向和项目内容，根据自己的兴趣申请加入团队，

进入学员阶段。在这一阶段，学生主要在高年级团队

成员或导师指导下完成集中培训，培训内容包括科研

基础知识、实验基本技能等，培训时间不低于 3个月。

通过这一阶段的学习，学生能够接触科研的各个方面，

接受初步的科学训练，掌握科研的基本技能，并为后

续的深入参与打下基础。 

考核合格后学生进入见习阶段。在这一阶段，将

指派一名导师和研究生对学生进行一对一的学习指导

和监督。见习阶段的学生需要完成模拟项目或实际综

合项目中的模块研发任务。这一阶段的学习不仅要求

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问题，还要求他们学会如

何在团队中协作、共同推进项目进展。见习阶段至少

为 1 个学期，以确保学生有足够的时间来深化他们的

科研技能和团队合作能力。 

通过见习阶段的考核后，学生将进入实习阶段。

在这一阶段，学生将被分配到科研课题的研发小组，

接受研发小组组长的指导和管理。实习阶段的学生将

参与到实际的科研项目中，按照项目研发的要求进行

工作。这一阶段的学习更加注重实践和创新，学生需

要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完成科研

项目的各个环节。实习结束后，学生将获得实习证明，

实习阶段至少为 1个学期。 

除了上述三个阶段的培养，学生在学员、见习和

实习阶段还需参加每月 1 期的“互联网产品经理”主

题活动、每周 1 次的技术研讨会或研究生学术研讨会

等活动。这些活动采取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旨在培养

学生的产品创新意识和相关项目管理能力。通过这些

活动，学生不仅能够学习到最新的科研动态和技术进

展，还能够锻炼自己的沟通和表达能力，为将来的科

研工作和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通过分阶段、循

序渐进的科研培养模式，有效地促进了学生科研能力

的提升。 

3．3  建设梯队，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

实施自主管理 

激发学生的内在动力是提高其参与度和主动性的

关键。因此，从学生的兴趣出发，设计和安排相应的

活动和任务，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激发学生的积极性。

在团队中，每个学生都被赋予与其能力和潜力相匹配

的角色和职责，让学生在团队中发挥自己的优势，为

他们提供成长和进步的空间。例如，可以设立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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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职位，如项目组长、学术秘书、财务管理等，每

个职位都有其特定的职责和要求，既能够让学生发挥

自己的长处，又能够为他们提供成长和发展的机会，

进一步增强学生的参与感和成就感，从而促进团队形

成有效的自主管理。 

另外，在学生创新团队的发展过程中，新成员的

加入和老成员的离开是常态。为了确保团队的持续发

展和创新活力，必须坚持和发扬团队已经形成的优秀

团队文化、组织结构和管理机制，同时还要不断地总

结经验，改进方式方法。除了依靠团队指导教师的支

持和不懈努力，团队的协作精神、自我管理和“传-帮

-带”的培养模式也是至关重要的。这种模式能够促进

知识的传承和技能的提升，形成一种持续进步的良性

循环。对于新加入的大学生来说，他们需要指导教师

的引导，更需要团队中资深成员的支持和帮助，以便

他们能够迅速融入团队，成为创新团队的活跃分子。 

大学生科技创新团队按项目组建成小组，形成“创

新团队—项目小组—学生个人”的组织层次，历经团

队三个阶段的训练，学生从参与项目，到独立申请、

承担项目，通过“做中学，学中做”、项目训练、学

术交流等活动进行充分磨合，逐步建成团队特色和文

化氛围。团队指导老师主要注重专业技术的引导和管

理能力的培训指导，而团队的日常管理全部交给学生

自己组织，传-帮-带，建设学生梯队，自主招新选拔、

入门培训，高年级带低年级、研究生带本科生、毕业

生不定期开展线上线下交流，周例会制等，形成学生

自己的风格和特色。 

目前各个学生团队已形成各自管理特色，比如有

的团队学生还建立了“水果基金”、主动贡献部分创

新经费用于团队的活动开展等。利用教师科研项目，

跨越多个团队合作交流，拓展校企合作，产学研结合，

开展了基于 COOP模式的人才培养，开设了软件开发拔

尖人才实验班，不定期邀请专家开展线上分享和线下

交流活动，既及时把握企业的人才需求，也为团队学

生提供了良好的就业平台，形成了良好生态，实现多

方共赢。 

一旦创新团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团队精神，就会

为其带来稳定性和凝聚力，从而加速团队整体科技创

新水平的快速提升。同时，这种团队精神也会对处于

创新团队之外的学生产生更大的吸引力，吸引更多的

学生参与到科技实践创新团队中，参与到科技实践创

新活动中。这有助于团队不断壮大，实现健康和可持

续的发展
[10]

。 

为了维持这种发展势头，团队还需要持续进行自

我反思和经验总结，不断调整和优化工作流程和方法。 

这种适应性是团队面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和挑战时保持

竞争力和创新力的关键。通过这种方式，团队不仅能

够维持其现有的成就，还能够在未来的发展中继续取

得成功，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5  以学生为中心的科技创新团队建设

成效 

经过多年的实践，结合西南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学院相关专业不同研究方向，分别组建了移动

互联网开发团队、神经网络与医学影像团队、软件测

试团队、大数据技术团队、ACM团队等多个学生科技实

践创新团队，覆盖了学院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信息安全等专业 60%以上学生，以及信息工程学

院、理学院、制造科学与工程学院、国防科技学院等

专业部分学生，不仅在各类学科竞赛、科技创新项目

中取得良好成绩，而且学生普遍就业情况良好，增强

了学生自信心，促进了创新实践氛围建设及团队的可

持续发展。 

（1）团队建设特色鲜明，学生就业优势明显。 

团队学生学习氛围浓厚，能力强，毕业后到腾讯、

京东、阿里、百度等一流企业就职的人数连年上升，

薪资水平高。工作 1-2 年即可在公司和企业承担核心

任务，带动影响低年级学生不断努力，得到用人单位

的好评。同时也增强了学生的团队归属感和自豪感。 

（2）团队学生创新能力强，科技创新成果及获奖

丰富。 

团队学生近 3 年已完成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

目 8 项、四川省 15项、校级 30 余项；本科生公开发

表科技论文 6 篇；参加 ACM、全国大学生软件测试大

赛等各级各类比赛获奖每年近 200 余项；同时，学生

参与教师的课题研究和产品研发，服务区域经济，取

得良好反响；学生自主研发的“i西科”App得到校内

学生的认可，学校市场占有率超过 70%，目前每日活跃

用户数超过 12000 师生。团队每年的毕业生 80%进入

国内一流企业工作或高等院校继续深造。团队学生创

新实践能力得到有效提升，口碑相传，增强了团队学

生的自信心，更促进了创新实践氛围及团队的可持续

发展。 

（3）团队项目和科研成果转化应用于本科教学，

促进教学相长。近 3 年，创新团队的指导老师们完成

省级教改项目 4项、发表教改论文 10余篇、出版规划

教材 6 本、自主研发教学辅助平台 2 套、新开设专业

方向实践课程2门，获得四川省优秀教学成果奖3项，

建设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3 门。教学相长，促进教师成

长和学生成才的协同发展。

以学生为中心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大学生创新实践团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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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在大学生科技创新团队建设方面的探索取得

了良好的成效，获得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结合

专业方向，跟踪技术热点，将教师科研项目分解，指

导学生参与子课题，申报科技创新项目，参加各级各

类竞赛，打通课程知识之间的联系，实现知识与实践

的融会贯通，提升专业技能。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在

项目和团队中学习，构建“创新团队—项目小组—学

生个人”组织结构，教师指导、学生自主学习和实践，

知行合一，多元协同，激发主动学习，解决了学生科

技实践活动参与度不足问题；以学生为主导，导学共

创，引导学生自主管理，以老带新，形成“传-帮-带”

团队文化，建成学生梯队，解决了学生团队可持续发

展问题。 

总之，大学生创新实践团队建设对培养创新型人

才意义重大。在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如何

有效利用 AI技术、引导学生创新、提升学生科技实践

能力，还需校企多方共同努力
[11][12]

，进一步完善管理

机制，激发大学生科技创新的内在潜能，促进大学生

科技创新能力培养工作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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