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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科毕业生创新能力的高低是本科阶段教育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研究从我国本科生参与化工类科技竞

赛过程中凸显的主要不足以及本科生创新能力提升的客观需求出发，进行相关的主因分析，依此提出对

应的创新能力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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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evel of innovation ability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in the successful process of undergra-
duate education. For the main shortcomings highlighted in the course of Chines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competitions of chem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well as the obj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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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ve needs for improving their abilities, this paper was analyzed for the main impact factors and 
proposed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the undergraduates’ innova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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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1 世纪 20 年代以来，全国性科技类竞赛活动数量呈现快速增长态势。高校应如何更好地通过参与

科技类竞赛，提升本科专业人才的创新能力乃至培养质量，进而实现我国应对全球范围内新科技革命挑

战和科技产业升级发展的双重目标，无疑具有重要的基础意义与研究价值 [1]  [2]  [3]。 
对于普通高校化工类专业本科生而言，应积极主动地参与化工科技竞赛活动。不论获奖与否，均应

视为普通高校师生开展学术交流与培养合作精神的锻炼良机。但是在持续取得优异的竞赛硕果的同时，

在化工科技竞赛过程中也逐渐暴露诸多如化工设备实操技能不足、学术知识缺陷、学术视野狭窄等共同

特征。主要表现为：对竞赛认知的不足或存在认知误区、团队组建不规范、参赛成员的专业素质不过关、

综合素质不全面、竞赛课题(项目)的选择范围有限、原创动力不足等。相对应地，其聚焦体现为创新意识

不强且创新能力偏低，参赛团队(学生)的创新能力训练不足 [4]、创新动机异化、创新意愿不足、创新成

果缺乏以及创新热情欠缺 [5]  [6]  [7]  [8]。省、市级乃至全国性化工类科技竞赛的赛事结果表明，即使是我

国“双一流”高校优秀参赛学生或竞赛团体，仍存在较为明显的创新能力提升空间。 

2. 缺陷形成主因及其分析 

2.1. 竞赛认知不足与误区 

诚然，科技类竞赛的终极目标并不仅是竞赛自身，而应促进与激活参赛高校的新型人才培育机制的

确立、完善与更新，并尽可能为普通高校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提供可行的改革契机 [9]。 
然而，部分高校对其参与化工类科技竞赛的认知不够全面、深刻，甚至存在较多误区，如参与此类

竞赛的目标仅仅着眼于赛事级别、获奖名次与奖项多寡，其根本内因有：缺乏建设性中长期的化工学科

类竞赛规划，未能充分全面了解或考察本校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与化工类科技竞赛活动中参赛学生展现

的创新能力两者之间的达成关联度，更缺乏学科竞赛内容对学生现有的专业知识体系的引导融合作用。

其结果往往是抢数量，争排名，最终形成“逢赛必参”“重在奖杯，志在奖牌”恶性的功利竞争态势；

大赛之前无学术目标，大赛之后无得失总结，即缺乏对化工类科技竞赛活动全程进行复盘与分析得失，

更谈不上为下届竞赛预做准备。 

2.2. 参赛团队组建不规范 

由于竞赛规则、竞赛方式等因素的制约作用，个别竞赛组织者往往对于竞赛团队人员提出诸多限制

条件或者极少限制两个极端，并未认真思考赛事目标与学术义务，却常忽略团队人员专业适配度、团队

结构稳定性、团队活动经费等方面需求，容易导致部分高校组建的竞赛团队呈现出胡乱拼凑、团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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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结构单一以及动手操作能力集体低下等显著特征。尤其是在“非双盲”的竞赛环境下，评审专家们

与竞赛指导教师之间可能隐形存在妥协迎合的互利行为倾向，同时竞赛指导教师与本应作为竞赛主角的

参赛本科生之间往往存在主次角色易位现象，严重削弱本科生的创新能动性 [10]，进而降低了化工类专业

本科生在科技竞赛中的创新贡献量。 

2.3. 参赛学生创新素质偏低 

值得指出的是，化工类科技竞赛对参赛本科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素质应提出较高的标准要求。当然，

也有少数的化工类科技竞赛组委会由于追求参赛人数以及竞赛规模(甚至标注参赛国家数量，以示参赛地

域之广)，导致国际性竞赛的入赛条件门槛偏低、其它国家的参赛学生的人数较少(仅充当点缀效果)，导

致参赛学生的个人素质与团队综合素质整体下移，无形透支了某些赛事的良好声誉，尤其在创新素质方

面团队之间呈显著性差异，集中表现为专业基础知识不扎实以及设计方案(作品)的创新程度偏低。 

2.4. 课题(项目)选择范围狭窄 

在选题方面，多表现为题材脱离科研前沿、选题范围有限或盲目跟从热点。一般来说，本科生涉猎

的科学知识广度及其对科研兴趣浓厚程度，将影响或决定此类竞赛课题项目的自由选择性。至于竞赛团

队对科研热点的盲从性，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热点易受评审青睐，且获奖概率大，即出于竞赛奖项名次的

荣誉功利性心理考虑；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竞赛团队的创新信心与创新能力双重不足，滋生畏难从众情绪，

不愿或无法主动选择具有科研价值的非热点选题。 

2.5. 创新需求的主客观认知 

直面当今客观存在的创新需求，高校本科生作为学科竞赛的主体角色，同时也是我国未来突破西方

高端技术壁垒“卡脖子”的预备队伍，肩负着国家与民族厚望，应主动自觉地承担相应的历史重任。 
此外，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专业人才的创新能力问题，党的十七大就已明确将发展创新驱动战略

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大基础战略之一；随着对改革实践与创新发展意义认知的加深，党的二

十大报告着重阐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理论，表明“必须实施创

新发展驱动战略”，实现可持续全面发展，转变目前低成本、易模仿、附加值低的发展模式，全面实现

产业转型，即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因此，若以此

政策为依据，可知“培养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高端科技人才”是我国当前任务的重中之重，也是化工类

科技竞赛的主旨目标。 
勿庸讳言，如果高校本科化工类科技竞赛背离上述精神，即不以自主创新能力高低作为首要的评价

标准，无疑将失去科技竞赛的根本意义与政策持续支持。因此，应从源头上增强对赛事意义的深层认知，

尽可能摒弃简单低创新化工类科技竞赛模式。否则，“为赛而赛”的此类“仿真”型竞赛，易导致参赛

学生的创新意识与创新潜力“退化”或“钝化”，学生的创新能力提升目标也将难以实现。 

3. 创新能力提升与优化策略 

针对在各级化工类科技竞赛中凸显的参赛者创新意识不强、创新能力不足、创新热情欠缺以及创新

能力有待提升的症结难题，本项研究拟对某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对照分析，依此提出化工类科技竞赛

参与者的创新能力达成策略，设定创新意识启蒙–创新素养形成–创新能力强化的培育路径环节。 

3.1. 创新意识启蒙 

高校本科生创新意识的强弱，是其学识素质的重要体现与非量化指标，同时也是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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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遇到的首要问题。教育就是培养“学会思考、推理、比较、辨别和分析且视野开阔的人”，激活

参赛者的创新意识，才有可能产生优质的创新成果。庄晨忠 [11]比较中美高校创新教育方面的异同，提出

深化我国高校创新创业改革的建议，其中包括加强高校在创新扩散社会体系中的主体作用，以增强学生

创新行为的主体意识。 
国内对高校学生的创新意识领域的研究工作较多，如龚正 [12]等强调大学生是“十四五”规划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培育创新意识与创新激情的生力军。胡瑞 [13]等指出应积极开展“大学生创新意识树立、

创业精神激发、创新能力培养”针对性的工作，并从教育目的、课程设置、教育教学以及创新人才培养

体系的视角，以期实现高校“三创”教育模式的顺利转型。 
据此，作者认为化工类科技竞赛的组织者与参赛者必须树立或培育创新意识，因此应优先做足创新

意识启蒙的“功课”。即参赛高校不搞“帽子人才”或“权威专家”一堂言，不仅需要高度重视并激励

本科生努力培育其自主创新意识，同时更应唤醒与强化其自主创新主体角色意识。 

3.2. 创新素养形成 

创新素养是指自然人通过环境影响与后天教育所获得的稳定且必备的心理品质与知识特征，既包括

创新品质、创新思维及创新能力等，广义上也涵盖创新意识、创新精神与创新人格。例如孙玮 [14]等调查

结果表明我国当代本科生的创新意愿不高、创新知识储备不足及创新能力不强等特征凸显，这也反证了

提升化工类本科生的创新素养的客观必要性，尤其是体现为科技竞赛团队作品的创新成色。以上海 11 所

高校本科生拔尖创新人才作为研究对象 [15]，选取了 19 种影响因子进行分析，其中想象力因子表现的创

新素养评估分值最低，因此作者认为这充分揭示高校学生的创新意识与创新素养的双重缺陷与内生不足；

另一方面，本科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行为和创新人格对其创造力产生直接的正向影响。 
类似地，巨文菁 [16]认为创新素养匮乏是阻碍高校创新人才发展的关键症结问题，并通过文献分析法、

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深入考察典型的制约因素，如创新环境氛围不佳、培养方式单一、创新理念滞后、

专业课程设置不科学以及创新平台缺乏等。 
因此，作者认为参赛本科生的创新素养其真正形成有赖于创新意识的增强厚植，进而才有可能实现

个人创新素养的自我提升。 

3.3. 创新能力培育 

针对于高校学生创新能力的培育路径选择问题并基于全面提高高校学生的综合素养目标，教师应充

分发挥其引领作用，以适应创新人才的培育需求 [17]。 
在强化培育高校学生的创新能力过程中，有学者提出“分时段，分目标”的节点驱动式培养模式 [18]，

即将其细分为不同的培养时间节点进行驱动培养，具体路径有培养预备阶段、基础培养阶段、能力养成

阶段和能力提升阶段等。 
因此，在化工类科技竞赛过程中，应加强参赛学生的创新能力强化培育工作。作者认为普通高校应

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育工作放在高校核心竞争力增强提升的重要位置，同时它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

目标，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4. 结语 

作为强化提升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面向高校本科生的化工类科技竞赛具有其它方式所难以比拟的

传统优势。但在新时代背景下，化工类科技竞赛也存在诸多不足，已难以满足在校本科生创新能力提升

的客观需求。据此，本项研究对化工类科技竞赛的具体表象进行主因分析，并初步提出创新意识启蒙–

创新素养形成–创新能力强化“三步走”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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