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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科生实践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对于他们的综合素质提升和未来职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针对大创项

目、科研实训和论文写作这三个方面，探讨了它们作为一体化培养模式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通过文献

综述的方式，阐述了这些实践活动对于本科生的价值以及它们在大学教育中的角色。研究发现，“大创

项目–科研实训–论文写作”的三位一体培养模式能够促进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思维和科学素养的培

养，为本科生的个人发展和社会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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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practical and innovative abilitie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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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ir overall quality enhancement and future career development.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and importance of integrated training models focusing on undergraduate research 
projects, scientific practical training, and academic paper writing. Through a literature review, it 
elaborates on the value of these practical activities for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ir role in university 
educati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show that the integrated training model of “undergraduate re-
search projects-scientific practical training-academic paper writing” can promote students’ prac-
tical abilities,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scientific literacy, providing strong support for their per-
sonal development and meeting societal dem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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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科生是我国高等教育中的主力军，关系着国家科研创新的发展潜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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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要进一步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为国家科技发展储备人才。本科生实践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是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随着信息技术的

快速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变化，本科生需要具备更多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以适应未来职场和社会的发展。

因此，探索一种能够综合培养本科生实践和创新能力的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大创项目、科研实训和论文写作作为三种重要的实践活动，被广泛应用于大学教育中。其中，大创

项目作为一种自主提出并进行创新性研究的实践活动，旨在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科学素养和创新思维，

已经在各个高校得到广泛开展。相关研究表明，大创项目能够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增强他们的问题解

决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和创业意识[1]-[3]。同时，大创项目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多实践机会，提高了他们的

专业素养和竞争力。张士杨等[2]的研究发现，大创项目能够促进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科学素养的培养。蓝

毅等[3]的研究则指出，大创项目在高校人才培养中的应用能够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和竞争力。 
而在大创项目的进展中，科研实训是必要的培养环节。大创项目要求学生从零开始进行科学研究，

掌握科研的基本流程和方法。通过科研实训，学生可以学习到如何提出科学问题、制定研究计划、搜集

和分析数据、总结和归纳结论等科研的基本技能，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精神和扎实的科研能力[4]。其次，

科研实训能够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大创项目要求学生进行实践操作和实验验证，通过亲自动手实

际操作，学生能够锻炼自己的动手实践能力。在科研实训中，学生需要进行实验设备调试、数据采集与

处理、实验结果分析等工作，这些实际操作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理论知识，并将其应用到实际问题

中。 
此外，大创项目作为学生科技创新的实践活动，撰写论文是对项目成果进行系统总结和表达的重要

方式。首先，论文写作可以促进项目的深入研究和思考。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学生需要对已有研究进

行全面梳理和分析，并对自己的项目进行批判性思考。这种深入研究和思考过程能够帮助学生更加全面

地理解和把握项目的内容和意义，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从而加深对科学问题的认识。其次，论文

写作是对学术规范和逻辑思维的训练。撰写论文需要符合学术规范，包括文献引用、格式要求等。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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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的要求可以帮助学生培养严谨的学术态度和纪律，提高学生的学术素养。同时，撰写论文也需要

具备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能够合理组织论文结构，清晰展示研究的过程和结果。 
本科生实践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早已被广泛认可，而三位一体培养模式以大创项目、科研实训和论文

写作为核心内容，被认为是一种全面培养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然而，现行培养模式存在三

位一体培养模式不够完善的问题，尚需进一步探索。 

2. 三位一体培养模式的缺失 

文献研究表明，目前大多数高校的培养模式缺乏大创项目、科研实训和论文写作三者间的紧密结合。

例如，王曦[5]针对大学课程的设计与实施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许多大学注重学术知识的传授，却忽

视了实践技能和创新精神的培养。这导致学生在获得学术知识的同时缺乏实践经验和创新思维能力。潘

小莉[6]探讨了将实践学习融入课程的创新实践。研究发现，许多课程过于侧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忽视

了实践技能的培养。通过引入实践项目和实践性评估，学生能够更好地培养实践能力，并将理论知识应

用到实际情境中。杨阳等[7]对工程教育中培养创新和创造力的研究进行了回顾。研究发现，目前的工程

教育往往过于注重理论知识和技术技能的传授，而忽视了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造力的培养。为了弥补这

一缺失，教育者应引入创新项目、跨学科合作和实践经验，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 
可以看出当前教育体系中确实存在着三位一体培养模式的缺失。存在以下问题亟需解决： 
1) 传统本科实践教学存在“实践脱节、理论脱节、实用脱节”等问题，难以满足学生实践和创新能

力的培养需求。 
2) 学生在实践中往往只注重结果，缺乏深入思考、理论支撑和创新思维的培养，难以成长为具有创

新能力的人才。 
3) 论文写作课程的设置缺乏针对性，学生缺乏文献检索、论证和写作表达等方面的实践能力，难以

为日后科研工作做好充分的准备。 
4) 学生参与科研实验的机会不足，难以培养学生的科研素养和实验能力，影响学生未来的科研发展。 
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改革教育教学方法，引入实践项目、实践性评估和创新性学习活动，以促进

学生全面的发展。只有通过综合培养学术研究、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学生才能更好地应对未来社会和

职业的挑战。 

3. 三位一体培养模式的优势 

“大创项目–科研实训–论文写作”三位一体的培养模式体现在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有机联系，

贯穿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的全过程。 
首先，大创项目提供了学生进行科研实践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在真实的问题和挑战中探索创新的解

决方案。这种实践能够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动手能力，使其在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之间建立联系。其

次，科研实训为学生提供了深入学习和掌握科学研究方法的机会。通过参与科研项目，学生将学习如何

提出科学问题、设计实验方案、收集和分析数据以及撰写报告和论文等重要的科研技能。这些技能对于

学生未来从事科学研究或进入行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最后，论文写作是大创项目和科研实训的重要环

节。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需要将他们所做的研究工作以科学的方式进行总结和归纳，并撰写成学术论文。

论文写作不仅能够帮助学生进一步整合和深化对研究问题的理解，还能够锻炼学生的文献查阅、逻辑思

维和表达能力。 
因此，大创项目、科研实训和论文写作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培养模式。大创项目培养了学生创新意识

和实践能力，科研实训教授了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技巧，而论文写作则是对整个过程的总结和归纳。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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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支持，为学生提供了全面发展的机会。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拟定主要的研究方

案： 
1) 本科生–指导教师科研实训评价模式探索。目前本科生缺乏对科研的切身认识，很难直接融入到

指导教师布置的申请课题中。导致虽然大部分学生能按时完成大创项目并结题，但很难从中获得较高质

量的科研训练。因此，开展本科生–指导教师科研实训双向评价模式。指导教师根据申请的课题布置较

为可行的科研任务，本科生参与实训并根据自身学习的收获对指导教师的工作进行打分；而指导教师在

本科生参与的过程中，指导并完成质量监督，甚至暂停题完成质量较差的科研实训。双向评价模式能促

进本科生与指导教师共同进步，能够完成更高质量的科研实训。 
2) 基于大创项目的论文写作指导模式探索。某一科研课题如果贯穿从大创项目立项到毕业论文，本

科生对课题的认知深入思考时间，指导教师在科研课题投入的精力都会得到提升。提出基于大创项目的

论文写作指导模式探索。本科生通过长时间训练形成完整的学术论文系统，即包含研究背景及意义、国

内外研究现状、研究内容及方法、结论与展望等部分，从论文选题设计出发全面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提

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系统创新能力。 
针对以上研究方案，有如下的实施计划：1) 建立“大创项目、科研实训、论文写作”三者融合的实

践教学模式，构建本科实践教学课程体系，设计多样化的创新创业竞赛项目，完成教学方案的设计和课

程材料的编写。2) 开设“科研实训”课程，为学生提供科研实验机会，引导学生独立完成实验设计、数

据采集、数据处理与分析等环节，鼓励学生开展科技创新实践活动。3) 开展本科生–指导教师科研实训

评价模式，收集学生和教师的反馈意见。开展基于大创项目的论文写作指导模式，并收集学生和教师的

反馈意见。4) 开展实践教学评估和调研工作，收集学生和教师的反馈意见，不断改进和完善教学方案，

推广实践教学模式，促进本科实践教学的改革与创新。项目实施时间为一年，逐月实施不同的教学方案，

逐步完善和深化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 

4. 三位一体培养模式的未来发展及建议 

“大创项目–科研实训–论文写作”三位一体培养模式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科研素养和学术写

作能力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教育环境和社会需求的不断变化，这一培养模式也需要不断

发展和完善。本文通过大量的文献综述，对相关教学实例的学习，探讨三位一体培养模式的未来发展趋

势，并提出相关建议。 
1)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变革，大创项目应注重与时俱进，关注前沿科技和社会热点问

题。学校可以与行业、科研机构等合作，开展与实际需求密切相关的大创项目，为学生提供更具挑战性

和实践性的科研实验环境。此外，鼓励学生参与国际合作项目、创新竞赛等，拓宽视野，培养国际化的

创新能力。 
2) 科研实训应加强对学生科研方法和技能的培养。学校可以开设专门的课程，教授学生科学研究的

基本原理和方法，培养学生的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能力，引导学生进行科学论文的查阅和写作。此外，

学生在科研实训过程中应当注重科学伦理和学术规范，学会遵循学术道德，提高科研的可靠性和可信度。 
3) 论文写作是整个培养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注重学生学术写作能力的培养。学校可以设置论文

写作的专门指导课程，教授学生学术论文的结构、写作技巧以及文献引用和参考文献的规范，帮助学生

提高文献查阅和写作表达的能力。此外，学生还应当学会批判性思维，培养理性思考和判断的能力，以

及撰写学术论文所需的逻辑推理和论证能力。 
为了更好地发展三位一体培养模式，学校和教师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1) 要提供良好的培养环境和支持机制，包括科研实验室的建设、设备和资源的投入，以及科研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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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学术指导的指导和支持。 
2) 要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注重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沟通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 要鼓励学生参与学术交流和成果展示活动，提高他们的学术影响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5. 结论 

“大创项目–科研实训–论文写作”三位一体培养模式是一种有益于学生综合能力提升的培养模式，

对于培养本科生实践和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尽管现有培养模式存在脱节的问题，但通过文献研究可

见，在大创项目、科研实训和论文写作三者有机结合的培养模式下，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得到了显著

提升。为了更好地适应未来的发展需求，我们应不断创新和完善这一模式，注重科技发展的前沿问题，

加强科研方法和技能的培养，提高学生的学术写作能力，并提供良好的培养环境和支持机制。只有不断

创新和改进，我们才能培养出更多具有创新精神、科研素养和学术能力的优秀人才，为社会的发展做出

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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