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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简要概述学科竞赛对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重要作用的基础上，从建立学科竞赛体系、

竞赛团队、课程体系、工程实训体系、组织管理体系、考核评价体系等六个方面，阐述了我校基

于学科竞赛构建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的一些具体方法和措施。通过把学科竞赛纳入正常教学计划，

形成较为完整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和良好的教育教学秩序，为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提供了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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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团中央、全国学联、教育部等各级行

政机关和教育管理部门相继开展了各级各类学科竞

赛，得到了越来越多高校和在校大学生的积极响应，

取得了较好的竞赛成绩和社会效果。我校参加或举

办各类学科竞赛已多达几十种，并多次获得国家级

及以上奖项。如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ROBOCON），

2018 年获得全国比赛亚军，之前曾两次进入全国八

强；全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也于 2016年取得总

分第九、2017 年总分第七的好成绩。然而，随着学

科竞赛的种类不断增多、规模不断扩大，导致一些

问题也愈加突出，如竞赛与教学的关系、竞赛的组

织与管理、学生成绩评定与考核、资源利用与后勤

保障，等等。这些问题如不能及时研究解决，不仅

会影响学生参赛的积极性也会影响学校正常的教学

秩序，顾此失彼甚至得不偿失。因此，必须把学科

竞赛纳入正常教学计划，形成完整的创新创业教育

体系和良好的教育教学秩序，以培养创新创业人才。 

一、建立学科竞赛体系，实现学科竞赛常规化 

鉴于学科竞赛种类繁多，也为了便于组织协调

和管理，我校将学科竞赛划分为校级、省级、国家

级三个层次和基础课程类、专业基础类、多学科综

合类三个类别。在组织学科竞赛活动中，我校采用

了“学校领导、学院管理、专业实施”的三级管理

体系，在广泛宣传动员的基础上，由指导教师或竞

赛团队先期论证、申报，再综合专业布局、人才培

养、竞赛特点及举办优势等因素，由学校统筹兼顾，

合理设立学科竞赛项目并划拨相应的活动经费。项

目一旦确立即被纳入学校的竞赛管理与评价体系，

实行项目负责人制，专款专用。这样既可防止偏冷

专业的竞赛出现空缺，又可避免出现项目重复设置；

既能保证一定的竞赛规模，又能保证收到好的实际

效果；既能积极培育那些对教学支持力度大、学生

参与度高、收益面广的项目，又能重点扶持那些专

业性强、技术含量高、特色比较明显的项目，特别

是能着力打造一批竞争力强、影响力大的精品项目，

从而使学科竞赛在立足校内的同时，选拔出优秀团

队或选手走出校门参加更高级别的同类比赛。 

二、加强竞赛团队建设，实现指导教师专业化 

竞赛团队建设是实施学科竞赛的前提和基础，

在实践中应根据学科竞赛的性质和特点构建竞赛团

队。对于以校级为主的基础课程类竞赛，如机械制

图大赛、计算机绘图大赛等，各专业都是紧密结合

课程教学，由任课教师兼指导教师，从自己的班级

中推荐学生参加比赛；对于专业基础类竞赛，如机

械创新大赛、程序设计大赛等，则由本专业教师担任

指导教师，从本专业或相近专业选拔学生，通过师生

双向选择构建竞赛团队；对于多学科综合类竞赛，如

机器人大赛、方程式汽车大赛等，则由跨学院或跨专

业的若干名教师组成指导团队，每年通过竞赛、面试

等多种途径面向全校招收竞赛团队的新队员。 

指导教师肩负着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光荣使

命。近年来，学校和二级学院都选派了相当一部分

教师外出学习和培训，使指导教师真正理解并把握

课堂教学、学科竞赛、创新创业与人才培养的关系，

掌握必要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方法，使自己成为指导

学科竞赛、培养双创人才的专家能手。其次，通过

学习和研讨，帮助指导教师及时转变教育观念，更

新教学模式，结合竞赛题目采用案例教学、讨论式

教学等开展创新创业教育。 

三、调整优化课程体系，实现课程设置科学化 

课程是实施人才培养的载体。高质量的学科竞赛不

仅引领着高等教育中的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方向，而且

能够丰富课程教学内容，改变教学的形式和手段。反过

来，通过优化课程设置，可以更加凸显学科竞赛在人

才培养中的作用。为此，学校在 2017 年新修订的各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把《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

学生创业基础》、《创业管理实战》、《创业创新领导

力》、《创业创新执行力》、《创业精神与实践》等多门

课程正式纳入本科生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把与专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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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学科竞赛、专业训练项目、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等

也纳入了培养方案中的创新创业能力拓展模块，实现

了创新创业教育全覆盖。同时，学校还加快了课程信

息化建设，积极建设创新创业在线开放课程，加大了

编写创新创业课程教材的支持力度等。 

对于多学科综合类竞赛团队来说，由于队员人数

较多，又分别来自不同的专业和年级，他们与其他类

型的参赛队员相比则需要掌握更多更先进的交叉学科

知识和工具，因此还要附加一部分自选自修课程。 

四、建立工程实训体系，实现教学资源共享化 

学科竞赛作为一项锻炼综合能力的实践活动，

因此在构建课程体系的同时，还必须建立相应的工

程实训体系，以保证为学生提供足够的实践活动空

间和实操实训机会。⑴在新修订的人才培养方案中，

明显加强了实践教学环节。如适当减少纯理论课时，

增加了部分实验内容；把部分属于知识验证、再现

的实验课程改为设计性、综合性实践环节。⑵淡化

课堂与实验室之界限，增加学生参与实践的机会，

让学生在做中学、在学中用、在用中创。⑶将现有

的实验中心、实习实训基地进行必要的扩展或改造，

增设学科竞赛项目，使之成为竞赛实训基地。 

为了满足多学科综合类竞赛的实训需要，学校

还专门建立了机器人创新创业基地、方程式赛车实

验实训基地等。这些基地不仅拥有完备的基础设施

和齐全的机电装备，而且拥有稳定的项目经费和有

力的政策支持。基地采用学生自主管理模式，并通

过建立一系列规章制度和良好的工作机制，形成了

基地内部独特的实训体系。 

五、建立组织管理体系，实现过程管理规范化 

围绕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学校成立了以校长为

组长、分管校领导为副组长、教务处及学生处（学

工部）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创新创业教育工

作领导小组，负责决策统筹协调学校创新创业教育

工作；各学院也成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对于任何

一个竞赛，无论项目大小，也无论是组织者和参赛

者，都落实到具体单位和个人，从项目审批、经费

使用、系统填报到竞赛时间及场地安排、作品与成

果展示、结果发布等一系列环节都有严格的规则和

程序，从而使竞赛过程做到了严格管理、规范管理。 

六、构建科学评价体系，实现评价机制长效化 

2016 年，学校出台了《关于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

革的实施方案》、《本科生学科竞赛和创新学分管理办

法》等系列文件，依据学科竞赛的级别、性质和对专

业人才培养的支持力度等，将其分为以客观评价为主

和以主观评价为主的两类、五个等级，分别对应不同

分值实行量化考核；明确将包括学科竞赛在内的创新

创业教育纳入各学院年度考评体系；将教师指导创新

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学科竞赛等纳入教师绩效考核内

容；建立创新学分累积与转换制度，把学生学科竞赛

成绩计入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学分；设立创新创业奖学

金，把学生创新创业成果纳入学生评优评先范筹等，从

而保障学科竞赛沿着公平公正、可持续化的方向发展。 

综上所述，创新创业教育是一种素质教育，它以

培养创业基本素质和开创型个性的人才为目标，分阶

段分层次地进行创新思维培养和创业能力锻炼的教

育，其基本特征是创新性、创造性和实践性。因此，

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则应当树立“教学是基础，双创是

核心，实践是关键”的理念，进而在思想方法上，需

要立足学科竞赛，坚持教赛一体，以赛促教、以赛促

学、以赛促创；在具体做法上，应该明确培养目标、

转变教育观念；根据竞赛特点，结合专业要求和学生

的兴趣爱好，采取“政策引领、制度保障，构建团队、

分类指导，共享资源、强化实践，广泛参与、分级管

理”的方式方法，并通过形成科学的教育体系和良好

的工作机制达到培养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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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important role of discipline competition in cultivating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this article expounds some concrete methods and measures of constructing education system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based on discipline competition in our university according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discipline 
competition system, competition team, course system, engineering training system,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system and evaluation system. By incorporating the discipline competition into the normal teaching plan, a 
relatively complet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system and a good education teaching order have 
been formed. So a strong guarantee is provided for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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