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一流学科”建设的背景下，加强化工相关专业学生

的创新实践能力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大学生科技竞赛是

大学生发挥自主能动性、提升科研水平、建立工科思维、增
强动手实践能力的主要载体和有效途径。本文通过分析近

年来科技竞赛开展过程中的问题和原因，创新建设基于大

学生科技竞赛的多维创新实践平台，助力学生工科思维建

设，拓展学术交流互动，推动“大化工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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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irst-class disciplines", to
cultivate the innovative and practical ability of students faces
new challenges.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etition is the
effective way to give full play to students' initiative, improve
scientific research level, establish engineering thinking, and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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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竞赛是大学生提升创新能力、科研能力的主阵地，

是高校培养创新型专业人才的有效载体。在当今“大众创

新、万众创业”的“一流学科”建设背景下，建立一个符合工

科学生需求，把握学生发展痛点，增强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

科技竞赛平台具有重要意义。

1 新形势下科技竞赛开展的现状及原因
在新形势下，面向低年级本科生开展科技竞赛，对培养

本科生的工科思维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但受困于没有专

业知识支撑、科研水平有限等因素，低年级本科生参与科技

竞赛具有一定的难度和挑战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缺乏专业教师的系统性指导

低年级学生对科研充满好奇，对实践充满热情，但对于

真正感兴趣的科研方向却显得有些迷茫。在课题的选择和

确定上，对导师已有的课题研究以及课题创新的依赖性很

强，缺乏自主思考和创新的能力，需要专业教师引导。另一

方面，科技竞赛种类、学生参赛数量众多，而师资力量有限，

难以对所有团队进行系统指导，存在指导空缺的现象，导致

很多科技竞赛参赛团队因无法得到系统指导而半途而废。
1.2 缺乏实时性师生互动交流渠道

学生在选择课题报名竞赛时，联系导师是必不可少的

环节。但由于师生想法差异、时间冲突、精力有限等客观原

因，使得“生有愿，而师无意”的情况仍然存在。另一方面，有

指导意向的老师没有渠道将自己的课题意向告知学生，存

在“师有想，而生不知”的情况。总体表现为师生之间缺乏交

流渠道，也缺乏消息共享和资源更新的实时性互动[1]。
1.3 学生缺乏朋辈间的互动交流平台

因学生流动性较大，不同年级本科生间缺乏科研经验

交流和传承的平台。很多参加过竞赛的学生因毕业等原因，

无法将经验传承，每年培养参赛队伍，大多需要从零开始。
不同年级的本科生之间缺乏互动交流平台，使得科技竞赛

的经验传承断档。
此外，研究生科研经验丰富，逻辑思维严谨，在科技竞

赛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但因与本科生的交集较少，缺

乏高校内部的“研究生 - 本科生”互动交流平台，使得本科生

与研究生之间的学术交流氛围缺乏活力。
1.4 缺乏理论联系实际的平台

本科生的学习仍以课堂理论学习为主，难有机会在课

余时间开展实验研究，动手实践能力下降，解决实际问题的

独立思考能力弱化，缺乏将理论联系实际的平台。

2 建设多维创新实践平台的必要性
创新实践教育的内涵应包括对于学生思维逻辑引领、

创新意识培养、创新能力提升、实践能力增强等多方面。在

“一流学科”建设背景下，推进科技竞赛的多维创新实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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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建设，对高校培养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具有重大意义[2]。
2.1 能够激发教师指导活力

建设多维创新实践平台能够搭建教师与学生的交流桥

梁，让教师与学生的彼此诉求得到满足。让“联系难”问题得

到解决，激发更多青年教师指导低年级本科生参与科技竞

赛的热情，也为普通学生联系导师提供了便利的途径。
2.2 能够营造良好的学术交流氛围

本科生与研究生的培养机制存在一定差别，建立多维

创新实践平台，充分发挥研究生的引领作用，能够让“教室

中”的本科生与“实验室中”的研究生有机结合，促进学术交

流，营造良好学术氛围。同时，将不同年级的本科生联动起

来，营造良好学习氛围。从学术和学习两个方面，全面培养

学生勤于思考、乐于钻研的探索精神，助力“一流学科”背景

下的人才培养。
2.3 能够培养学生建立工科思维

传统的教育模式侧重于应试教育，学生也注重理论学

习。而从社会对于工科人才的需求来看，工科人才更应具备

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如何培养学生将所学理论转化

为实践应用，成为高校培养工科人才的重点问题。搭建多维

创新实践平台，既有助于学校开发更多校内空间，弥补实验

室设备不足的缺陷，引领学生参与实践，提升工程实践能

力，也有助于学生将理论联系实际，及早树立工科思维，为

科研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3]。

3 新形势下多维创新实践平台建设
多维创新实践平台的建设应立足于学生工科核心能力

提升、把握不同师生群体发展痛点、解决学生参与科技竞赛

的实际问题。北京化工大学化学工程学院(以下简称化工学

院)在多年工作基础上，紧紧围绕“一流学科”建设和工科人

才培养的核心目标，全员、全过程、全方位推进基于科技竞

赛的多维创新实践平台建设，增强学生的科研能力及工程

实践能力。
3.1 在教师维度重指导，搭建教师团队指导实践平台

以往的科技竞赛中，学生参与凭兴趣，教师指导靠热

情。因科技竞赛种类多，课题更新快，缺乏固化指导团队，且

在指导过程中，因指导教师精力有限，难以对每个团队进行

全过程的指导。
化工学院充分聘任具有经验的教师担任竞赛专任教

师，建立“1+1+N”模的指导团队，即：一个竞赛由一位专任辅

导教师牵头，N 位指导教师参与指导的模式。明确竞赛职

能，规范教师指导体系。
建立以科技竞赛协会为载体的竞赛指导队伍，例如成

立化工设计协会、化工小车协会等，以社团的模式，分部门、
分领域进行指导，规范部门职能，明晰部门专业侧重，充分

发挥社团作用，激发学生科研兴趣，同时形成以指导教师为

核心点，各社团部门为依托的多渠道专业指导路径，完成向

广大普通学生的指导辐射。既可以辐射到面，也可以精准到

点，提高了专业教师指导学生的效率，为普通学生的能力提

升搭建了平台。

3.2 在师生维度重交流，搭建线上线下互动实践平台

为促进师生间及时沟通交流，化工学院搭建线上线下

实时性互动交流平台。结合科技竞赛的时间线，在科技竞赛

开展前两周，收集汇总专业教师的相关课题与指导学生团

队需求。依托“腾讯文档”搭建线上双选平台。将汇总资料面

向学生发布，学生可通过查阅，分析自身优势，与指导教师

对接，解决“联系导师靠运气”的问题，促进学生与导师点对

点对接；依托“微信、QQ”等，搭建线上交流平台，解决“两校

区办学交流难”的问题，提高师生交流效率。
开办“化工科学营”大型学术科普交流，以“营”的形式

面向普通学生开放。邀请各课题组带头人面向本科生开展

宣讲，搭建线下大型宣讲科普平台，介绍实验室研究进展与

现状，帮助学生明晰方向，了解课题组研究内容；定期邀请

专业教师，开展行业分享、专题交流等，注重学科交流效果，

搭建线下小型互动交流平台。
3.3 在学生维度重传承，搭建“双渠道”朋辈实践平台

充分调动学生朋辈热情，搭建“本科生 - 本科生”、“研究

生 - 本科生”双渠道朋辈实践平台。依托“创学中心”为载体

的本科生朋辈互助，致力于引导不同年级本科生的学业指

导与竞赛帮扶，依托“研究生助学计划”为载体的研究生 - 本

科生互助，致力于激发研究生热情，指导本科生专业实验能

力。
3.4 在发展维度重创新，搭建工科思维培养实践平台

积极探索校内实践平台，聚焦校内的发展需求，引导学

生发挥专业优势解决实际问题。化工学院结合昌平校区柳

湖的富营养化现状，建立“柳湖环保公益实践基地”，引领化

工、环境工程相关专业本科生发挥专业优势，一方面通过调

研和文献查阅，分析富营养化成因，并以此为研究课题，申

报挑战杯、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等科技竞赛，另一方面通过

实际勘测，建立工科思维，将理论所学转化为实践应用。

4 结语
学科建设的核心在于人才培养和机制搭建，在“一流学

科”建设的时代背景下，高校更要牢牢把握学生发展需求，

以学生为中心，把握科技竞赛这一创新型人才培养主阵地，

积极探索工科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的新模式。
多维创新实践平台能够统筹发挥实验室资源、校内生

态资源等多方资源优势，搭建多元化人才培养平台，能够多

层次、多角度、多维度地解决师生在科技竞赛中所面临的客

观问题，促进校园学风引领，更为新时代大学生创新实践能

力培养提供了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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