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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高大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不仅是大学生成长和成才的人生要求，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时代要求。本文阐述了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把提高大学生的实践与创新能力

作为重点，积极探索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新途径和新方法被探索。通过开展一系列科技学术活动，大

学生形成了比较良好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理念。

关键词：大学生；创新能力；创新意识；培养体系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是引导大学生通过对科技

文化知识的学习、转化、运用和自主创造，培养其科

技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教育实践活动，

它是高校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

人才的重要途径。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客

观认识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现状，深刻分析当前影响

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诸种因素，提出相应措施对于

推动大学生科技创新教育，提升高校人才培养质量，

增强高等教育的自主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同时，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时代的到来，既对当

代大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孕育

着培养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的良好契机。随着市场竞

争、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大学生毕业后在走向社会

的过程中也将面临更加残酷的就业竞争和创业风险，

因此，努力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科技创新意识、科技

创新能力和科技创新水平，造就一代能适应未来挑战

的高素质人才，不仅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人生要求，

更成为新世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

一、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要性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是以人的智力

创新活动为中心的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因此，掌握、

运用、发展、创新知识和信息的人就成为知识经济中

最活跃最关键的因素，而知识的创新和信息的利用都

离不开人的创新素质的提高。青年代表未来，青年创

造未来，培养青年工作事关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事

关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

大学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

祖国的未来。借助快速发展的经济和飞速发达的网络

文化，我国逐渐步入科教兴国的正轨。国家高度重视

教育事业的发展，把高等教育作为提高民族创新和提

高国民素质的主要手段。作为未来建设者和接班人的

大学生，在校期间对自己的科研创新和科技创新能力

进行有意识地锻炼和培养，无论对国家、民族，还是

对大学生个人的发展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是培养大学生全面成才的有效途径

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是指以学生个体学习兴趣

为导向，以创新型科技课题为载体，以学生自主学习

和教师指导相结合的方式，以解决实际困难和社会问

题为切入点的科研实践活动。随着市场竞争、社会竞

争的日趋激烈，大学生毕业后在走向社会的过程中也

将面临更加残酷的就业竞争和创业风险，大学生走上

社会的竞争能力，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大学时期的教育

和培养，一个学生的主要竞争能力主要在于专业知识

的掌握和实际动手能力，而更多的则是走上工作岗位

后的综合实力，这主要由学生的创新素质决定的。

因此，大学生能成才的一个关键是具有创新意识

与科技创新能力。而锻炼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

主要途径就是科技创新活动。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不

但能够培养和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更能够很好地促

进大学生创新素质的提高，使学生在实践锻炼中成长

成才。通过大学生科技活动，可以培养学生科学的思

维能力，可以培养学生建立合理的知识体系，锻炼学

生人际交往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2.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

人才培养的主渠道是教学，通过将最新的、系统

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使学生掌握基本的学习方法和形

成完整的知识结构；但是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离不开科

技创新，单纯的课堂教学达不到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目

的。学生获取知识、创新知识的能力只有在科学研究

中才能得到培养和提高。通过科学研究，使学生在科

技实践中掌握研究性学习方法，研究做的越多，学的

东西就越多，进步就越大，培养出来的学生也会更符

合社会发展要求和人才市场的需求。

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时代的到来，既对当代大学

生的科技创新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孕育着培养

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的良好契机。因此，努力培养和

提高大学生的科技创新意识、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创

新水平，造就一代能适应未来挑战的高素质人才，不

仅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人生要求，更是新世纪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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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是高校办学水平的直接体现

20世纪 90年代，面对世界新科技革命和知识经

济的发展，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

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

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提出了科教兴国及可持续发展

等一系列发展战略。

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 100 周年大会上指

出：世界先进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

型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

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

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

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

借鉴的桥梁”。吴邦国在出席复旦大学百年校庆的时

候指出：“一流大学应该成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前沿

领域原始性创新的重要源头”。

放眼全国高校，比较大学的办学水平和大学生科

技创新活动的水平不难看出，办学水平好的高校相应

的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水平较高，而较差的学校的大

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水平比较有限。因此大学生科技

创新活动的水平直接表现出了高校办学水平。

4.是学校优良学风建设的助推力

科技创新活动是产生创造性产品的过程，就是创

造性学习的过程，一是有利于激发学生创造性学习兴

趣，使学生保持旺盛的求知欲；二是有利于培养学生

学习兴趣，使学生在奋斗目标的激励下，形成创造性

学习的意志品质；三是有利于端正学生学习态度，使

学生善于发现，善于思考，增强不放弃、不抛弃的主

观能动性，养成敢破敢立的学习习惯，从根本上促进

学风建设。在学生中大力开展科技活动，有助于营造

培养创新能力的良好氛围，推进校风学风建设。

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是支撑学校发展的脊梁，教师

教学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

习动力，因此也间接的影响到校风学风建设。高校可

以通过积极引进和加强培养等方式，充分利用高等学

校学科门类齐全、学术交流活跃、实验条件完备等优

势，依托各类科研创新平台和重大科研项目，积极组

织、引导教师从事科技创新，使之在科学研究的过程

中，了解学科发展前沿，更新自身知识结构，提高业

务水平和创新能力，进而提高师资队伍整体水平，从

而带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实现科技创新活

动与校风学风建设相互促进。

二、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体系构建

大学生科技学术活动是面向大学生的群众性科

技活动，是培养创新人才、促进高校教育教学改革行

之有效的途径。是指在紧密结合课堂教学的基础上，

以竞赛的方法，激发大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和独立工作

能力，提高自身的实践和创新能力，通过实践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培养大学生的专业学习兴趣、创新意

识的活动。如何以科技创新活动为载体，鼓励大学生

积极、广泛参与科技学术活动，为大学生创新活动搭

建平台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大学生是科技创新能力培养体系的主体，是科技

创新活动的第一资源，大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

培养是进行创新能力教育的重点，创新实践能力培养

方法是实施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举措。为了适应我

校服务国家建材行业发展、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

服务面向，在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的过程中，突出大学生创新素质的培养，提高机械专

业人才培养的质量，积极探索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的途径和方法是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题。

1.精挑细选创新苗子，组建科技活动团体

科技活动项目是集体项目，并非一个人能够独立

完成，科技活动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组建学生科

技活动团体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无形载体。挑选科

技苗子时，把吃苦耐劳、团结合作、诚信度高、责任

感强的品德放在了第一位，让组织管理型、宣传公关

型、工程技术型、理论研究型、后勤服务型等具有科

技创新潜质、不同技术特点、性格特点和特长、互为

补充相互不可替代的学生结成兴趣小组，分工明确又

相互协作，博采众长，从而保证科技活动的顺利开展。

经过几年的实践探索，形成了特色鲜明、形式多

样的人员选拔方式。在每年的上学期，将制作大量的

科技展板，大力宣传取得的科技成果，同时举办专场

选拔说明会，指导老师就选拔条件和过程进行宣讲。

接着由期望加入活动小组意愿的学生提出书面申请，

申请书中包含雏形的科技构想，然后由指导老师从大

量的申请中进行遴选，安排进行面试和创新意识的测

试，最后选出的学生进入创新小组进行预培养考察。

另外，每个大学生都具有科技创新潜质，在不同

场合表现为不同的能力指标，指导老师通过与学生长

期的接触，在课堂上，在实验室，在其他学生活动场

合多观察多交流，鼓励和挖掘大学生的原始创新意

识，发掘每个学生的闪光点，将具有科技创新潜能的

优秀学生选拔出来，创造条件，因材施教。团队老成

员也可以推荐熟知的具有较强团队意识的学生进入

制作小组，这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和集体协作

精神，有利于营造科学研究的良好氛围，实现以优秀

个体带动思想消极同学，实现学生从被动参与向主动

参与科技活动的转变，并勇于承担或参与创新活动，

最终达到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目的。

2.营造浓厚学术氛围，培养学生创新意识

浓厚的学术氛围是学生形成学习互动和产生思

想共鸣及知识创新的关键所在，大学生参与科技训练

活动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合作意识的重要手段。创新首

先要使大学生建立创新意识，增强创新欲望。只有具

备强烈创新欲望的人，才能发现新奥秘，才能探索新

方法，才能拥有刻苦钻研精神，才能不断出现灵感和

思想火花。如果一个人没有强烈的创新欲望，就不可

能为创新而去尽心尽力，就不会费尽心机获取、处理

信息，就不会去联想、类比、创造。



创新能力的培养，主要是把创新的思想和方法介

绍给学生，以便学生掌握创新的钥匙，从而通过一系

列活动，不断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为引导学生增强

创新意识，培养创新兴趣，不定期开设一系列专门的

创新课程，有重点地手把手教给学生一些最基本的科

研和创新方法，诸如如何选题，如何搜集、分析、整

理资料，如何提炼论点（观点），如何安排论文结构，

如何论证阐述等等。同时有意识地给学生布置一些综

合性选题，对学生进行一些科研创新的基本训练，使

学生初步掌握科研创新的方法和途径。

3.散发教师人格魅力，激发科技创新热情

教师创造性人格是指教师性格特征、价值观念、

道德品质等非智力因素的创造性特征。大学教师首先

要具备创造性人格特征。课堂上，教师乐观、自信的

表现必然给学生带来自信心和乐观心态；教师尊重学

生，言谈自由、开放，允许不完美，学生就会获得一

种安全、自由、平等的交流环境，学生参与课堂的主

动性和热情会大大提高；教师对理论或实际问题的强

烈探究欲望与兴趣，必然会激发学生的探究愿望。

教师在指导过程中首先要有创新意识，劲头要

足，精神要饱满，指导要热情，通过教师影响学生，

学生影响学生，达到教与学的互动效果，激发学生强

烈的探索欲望，使学生处于一种积极的思维状态，这

样才能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能力。对于科技活

动中比较抽象的概念和原理，要遵循从个别到一般、

从具体到抽象的人类认识事物的规律，深入浅出，用

形象生动的比喻帮助学生进行分析理解，发挥学生的

主体作用，提高学习兴趣，激发学习热情。

4.组织学术交流活动，拓宽科技创新视野

科技创新活动是一门涉及数学、物理、化学、机

械、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等多学科的综合科技活

动，需要学生系统掌握科技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规律，

将课内外融为一体，为大学生自主开展科学实验和实

践创新思想提供专门场所，为跨学科跨专业学生之间

开展交流与合作提供平台，而参加科技活动的学生大

多来自机制、机电、焊接、模具和材料成型等专业，

知识不够全面，需要通过学术交流获取新知识，加速

科技创新的进程和速度，是进行科技活动的助推器。

聘请学院相关专家定期举办各种学术讲座、学术

沙龙和科技报告会，时刻关注洛阳理工学院、河南科

技大学和各个公司在洛阳举行的各种学术报告会，对

于符合科技创新小组发展的报告会，将组织所有学生

参加，做好记录，写出体会，利用设立的大学生创新

论坛，开展学术讨论，为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学生

构建学术交流和自我展示的平台，形成学科之间相互

交叉、相互交融的学术氛围，激发学生的创造能力。

5.构建指导组织机构，保障团队良性发展

一个人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不是从

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一个激励创新的环境中耳濡目

染逐渐培育起来的，大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是一个长

期的、循序渐进的、复杂的工程。领导始终把科技活

动作为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促进优良教风学风建设的重点，成立了以科研副主任

负责的大学生科技制作的组织机构，指导学生科技活

动的发展规划、活动开展、资金筹集、工作协调。

学生创新实验室是培养创新能力的空间平台，加

强了科技创新基地建设力度，提供了 200m2左右的活

动场地，购买了车床、铣床、钻床、磨床、线切割、

焊接设备、切割设备等活动设备，形成了“一个中心，

两个基地，三大赛事”的科技创新体系。一个中心：

即牢牢把握培养大学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实践能

力这个中心。两个基地：即大学生科技创新制作基地

和大学生机械制作基地。三大赛事：即全国、省机械

创新设计竞赛，全国、省“挑战杯”竞赛和全国、省

职业生涯规划设计竞赛。依托实验室良好的条件和环

境，实现了科技创新活动的长期化、规模化、阵地化。

6.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强化科技活动管理

为了保证课外科技活动向规范化、广度和深度发

展，离不开制度的保障，合理的制度可以激发大学生

创新活动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建立系统化、高效率的

组织管理体系是科技创新进一步规范化和制度化的

关键。结合科技活动的运行实际，制定了一系列的管

理措施和办法，在参加科技活动小组的学生中，选定

责任心强、管理能力好和创新水平高的学生作为科技

活动的总负责人，全面负责小组工作，完成考核考勤、

任务分配、检查进度、工具管理等。

为了确保立项课题的顺利完成，对每一个任务指

定了 1名项目带头人，带头人主管该项目的立项申报、

技术指导、材料撰写、技术协调，团队成员管理等，

项目带头人受总负责人的管理，在每周例会上，在活

动现场向总负责人和指导老师汇报项目进度，提出遇

到的难题，以及下阶段要达到的目标和结果，指导老

师就事论事，针对项目，现场解决技术难题。

7.解决不良思想问题，注入科技创新源泉

学生参加科技实践活动既有热情，又带有自发

性、局限性和一定的盲目性，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许多

困难，出现一定的失误和心理彷徨，有些同学在遇到

困难又不能顺利解决时，也会出现自暴自弃的现象。

指导教师要以奉献精神、敬业精神、吃苦精神和认真

负责的精神给学生作出榜样，带动学生以持久的热

情、契而不舍的精神投入到科技创新中。

在参加科技创新活动的学生中，个别同学往往存

在个人主义思想，瞧不起同组的学生，我行我素，无

法与同学相处。对待这样的学生，要进行严厉的批评

教育，阻止个人主义的滋生，让他认识到团队合作的

力量，对于拒不端正思想的，要坚决除名，取消一切

科技活动的参加，否则，有可能会有其他学生效仿，

不受管束，这严重影响科技创新活动的顺利开展。

另一个存在的严重思想问题就是功利思想，有些

学生参加科技创新活动，整天惦记的是比赛能不能获



得奖金，对评选优秀学生和将来就业有没有用，而对

于科技活动不是很投入。作为指导老师要高度重视这

个问题，科技创新的目的是为国家培养创新型人才，

必须符合国家教育方针的要求。一方面教育学生，竞

赛不是目的，主要是通过竞赛培养和锻炼大家的能力

才是关键，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竞赛观。另一方面，

通过自身无私奉献的事实去影响学生，使学生端正思

想，通过竞赛活动努力锻炼自己。

三、结语

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培养体系的拓展和实践，是

学生创造能力培养的过程，是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

主阵地，大学生的科技意识和科研能力在活动过程中

得到了培养，许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新手段、新

方法、新思想获得了提升，通过系列科技学术活动的

开展，老师影响学生，学生影响学生，形成了比较良

好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理念，更新了知识结构，增加了

实践经验，提高了实践能力、动手能力和科学研究能

力，目前已经形成了以“挑战杯”科技竞赛活动为龙

头，以院系两级学生学术科技管理为依托，以加强指

导教师队伍建设为重点，以群众性科普活动和学生创

新科研基金项目申报为基础的工作体系，成为校内外

颇具规模并有一定影响力的学生学术品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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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ansion and Practice of the Innovative Ability Cultivation System for Students of

Mechatronic Engineering
ZHU De-rong ZHANGWei

（Luoyang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uoyang Henan, 471023）
Abstract:To improve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bility is not only the life requirement of university

students' growth and becoming talent, but also the requirement of the times to realiz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This paper expounds the significance and function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innovative ability.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practice and innov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new ways and methods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innovative ability have been explored actively. University students have formed a better innovative consciousness and
innovative ideas by carrying out lot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ademic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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