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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科竞赛已成为高校培养具备创新能力的高素质

人才的有效途径之一。教师结合指导本科生学科竞赛和课外

创新项目的实践，提出将学生的课外创新项目和毕业环节与

学科竞赛有机结合，以促进学生创新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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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大学生创新能力总体来说还有待提升， 学科竞

赛已成为高校培养具备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的有效途径之

一[1]，也是实施教育部质量工程项目的必要手段。
一、学科竞赛中存在的问题

近三年来， 浙江工业大学药学院在全国大学生学科竞赛

中获得了八项奖项，如“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三等奖，全国学生制药工程研究征文比赛一等奖等。在

省级大学生学科竞赛中获得了 136 项 奖 项，如“互 联 网＋”浙

江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和浙江省高等数学竞赛一等奖

等。 校级竞赛主要是依托校“运河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开展竞赛活动，已获得了校级学科竞赛奖项 62 项。 为

鼓励教师认真指导学生，以及学生积极参加竞赛，药学院还相

继出台了《浙江工业大学药学院本科生综合导师制实施办法（试

行）（浙工大药〔2016〕13 号）》《药学院、绿色制药协同创新中

心学生科研文体活动奖励办法》等政策和奖励措施，学校也先

后出台了《浙江工业大学大学生学科竞赛管理办法（试行）（浙

工大教〔2017〕15 号）》《浙江工业大学教学奖励办法（浙 工 大

发〔2018〕35 号）》等鼓励政策和措施。 在取得以上可喜成绩的

基础上，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比如，学科竞赛参加的全部过程

相当于完成一个完整的科研项目， 这对学生整体科研能力有

着很高的要求， 但是这些科研能力仅仅依靠日常课程教学是

难以达到的，因此导致学生高水平学术成果数量相对较少。并

且一些学科竞赛难度大，周期长，导致学生参与和专业教师指

导的热情还有待进一步加强等 [2]。
二、将学科竞赛与教学实践有机结合的建议

为了减少上述问题， 可以将学科竞赛和学生课外创新项

目、毕业环节等教学实践进行有机的结合，从而促进大学生创

新能力的提高。
（一）学科竞赛与日常教学环节的有机结合

在日常本科教学环节中， 对学生进行有目的和有意识的

引导，从而产生学科竞争的需求。 例如，药学等专业日常教学

环节中，在文献检索与专利、有机药物实验等与科研实践密切

相关的课程教学过程中，加入学科竞赛的相关内容，并就学科

竞赛的概念、所需的准备，学院、学校的支持、奖励政策等进行

介绍，激发学生对学科竞赛的兴趣。通过构建理论与实践相联

系的课程教学体系，为学生参与学科竞赛提供良好的基础 [3]。

（二）学科竞赛与课外创新项目的有机结合

学科竞赛与学生课外创新计划项目的有机结合， 可以极

大地促进学科竞赛的健康发展。 通过指导本科生申报课外创

新实践项目，促进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 近年来，我指导

本科生主持了八项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七

项浙江省新苗人才计划项目， 八项浙江工业大学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和多项浙江工业大学“运河杯”项目等。 同

时，在这些项目的基础上，指导的本科生共获得了 17 项各级

竞赛奖项，其中包括全国学生制药工程研究征文比赛，全国大

学生制药工程设计竞赛，全国大学生药苑论坛，“绿药杯”国际

大学生学术论文竞赛，浙江省“挑战杯”竞赛和校“运河杯”竞

赛等。

在参加竞赛和项目申请过程中， 优秀的高年级学生作为

项目负责人，可以传授低年级学生一些实践经验，提高团队参

加竞赛和申请项目的信心， 从而激发低年级学生踊跃参与并

成长为新的项目负责人的热情和动力，形成良性循环[4]。

（三）学科竞赛与毕业环节的有机融合

结合浙江工业大学药学院本科生综合导师制度， 导师从

大二、大三期间就开始筛选对学科竞赛感兴趣的学生，采取实

验室全面开放的方式，培养学生专业实验实践能力，为毕业环

节做好初步的准备， 也就是将毕业环节的时间向前进行了推

进，同时也为竞赛打下良好的基础。通过竞赛发现、解决问题，

并对竞赛的成果进行进一步的深入思考、总结与创新，将竞赛

的成果进一步提升为毕业论文（设计）课题[5]。

总之， 如何提升学生创新能力已成为大学教育健康发展

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所以，以上结合指导本科生学科竞赛和课

外创新项目的实践，探讨了如何提高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希望

为进一步提升大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提供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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