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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职业技能竞赛可从多个层面提升学生综合能力，研究职业技能竞赛对提升学生创新能力的作用具有重要

意义。基于对江西省高校调研数据的量化评估，依托350份有效调查问卷，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收集的

影响因素得分进行建模，分析职业技能竞赛对提升学生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职业技能竞赛作为

一种具有创新性的重要教育手段，通过多元途径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创新能力。本文研究结果证实职业技

能竞赛对提升高职学生的创新能力具有重要作用，可为高职院校依托技能竞赛提升学生创新能力的改革

与发展方面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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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ocational skill competitions can enhanc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capabilities on multiple levels. 
A thorough exploration into the role of vocational skill competitions in improving students’ innova-
tion capabilities holds profound academic significance. Based on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survey data from a certain institution in Jiangxi Province and relying on 35 valid questionnaires,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method is employed to model and analyze the collected score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with the aim of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vocational skill competitions on the en-
hancement of students’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vocational skill 
competitions, as an extremely innovative and significant educational approach, have effectively and 
tangibly enhanced students’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through diversified pathways. The outcomes of 
this study fully confirm that vocational skill competition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enhancing the inno-
vation capabilities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and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innovation ca-
pabilities by relying on skill compet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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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职业技能竞赛是一种提高职业技能水平的方式，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关注职业技能的重要性，并为

从业人员提供一个展示自己技能和水平的舞台。竞赛通常模拟真实工作环境中的挑战，要求参与者运用

技术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竞赛可以在多个层面上提高高职学生的创新能力，包括实践经验、解决

问题的能力、团队合作和竞争意识和动力。通过参与竞赛，学生能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中，提高专

业技能；解决复杂问题需要创造性地思考和解决问题；团队合作有助于学生学习如何有效沟通、协作和

分工；竞争意识和动力可以促使学生寻找新方法和技术来提高自己的表现。同时竞赛有助于学生接触新

技术和趋势，保持创新思维并适应未来工作环境。竞赛的评审过程提供专业反馈，学生可从中学习如何

改进工作并应用经验教训。职业技能竞赛对高职学生创新能力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1) 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通过参加职业技能竞赛，学生可以面对各种实际问题和挑战，运用自己

的知识和技能进行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培养他们解决问题和创新的能力；(2) 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通过参

与职业技能竞赛，学生可以进行实际操作和实践训练，提升自己的实践能力，更好地了解专业实际应用，

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3) 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职业技能竞赛通常是以团队形式进行的，学生需要相

互协作、分工合作，共同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沟通能力，提高他们在团队中的协作能

力和创新能力。职业技能竞赛还可增强学生竞争意识和自信心，激发其积极性和主动性，进而提升其创

新能力。对学生创新能力的研究具有重要社会意义：在人才培养方面可满足社会对创新人才的需求，为

经济发展输送高素质人才，同时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在教育改革层面推动教育理念更新，从知识传授转

向能力培养，促进教学方法改进，如采用项目式、探究式、合作式学习等，激发学生创新思维与实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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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从社会发展来看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可促进科技创新与社会进步，其创新成果能转化为实际价值，且

有助于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优势。 
当前，探讨职业技能竞赛以及其对创新能力影响的研究分为以下几类：在有关职业技能竞赛的研究

方面，王丙龙等[1]研究了基于学科竞赛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在职业技能竞赛中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的实践；唐燕妮等[2]依托技能竞赛平台培养高职学生创新能力的研究说明职业技能竞赛具有创新教育的

功能；在有关职业技能竞赛对创新能力的研究作用方面，路影和郝风田[3]探析职业技能竞赛对高职院校

创新型人才培养影响，并由此提出提升高职院校创新型人才培养实效的建议；王思敏和赵萍[4]在“企业

沙盘模拟经营”技能竞赛对于提高职业院校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作用的研究中，探讨了高职院校通过

竞赛提高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具体方法；马旭和于萍[5]通过对土建类学生技能竞赛的研究，探讨各类职

业技能竞赛如何提升学生创新能力；刘心瑶[6]通过对江西省高职院校技能培养质量和研究因素的研究，

提出了提升江西省高职院校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的建议。在利用主成分分析对技能竞赛的研究方面，胡喻

乔和丁华[7]利用主成分分析多元评价师范生教育技能；姜悦[8]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实证研究青海省农业经

济影响因素；更多关于此方法的研究可参阅王松等[9]、蒋江照等[10]、史星雲等[11]。在有关学生创新能

力研究的背景现状方面，杨建军[12]探讨了如何通过职业技能竞赛提高高职院校教师创新教育能力和促

进创新人才培养的管理制度建设；孙艳平[13]分析了如何基于竞赛平台提升电商专业学生创新能力；更多

有关此方面的研究可参阅李锋等[14]、常文利等[15]、陆紫生[16]、陈豆[17]。还有一些学者对竞赛评价方

面进行了研究，例如，邓玮等[18]构建质量评价体系和第三方量化评估模式进行研究；相关文献还可参阅

刘锡赟[19]、黄鲁成等[20]。现有文献中，对创新能力影响的研究以定性方式为主，量化评估没有更加深

入地体现，基于此，本文从量化评估与主成分分析入手，探究技能竞赛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以及

从得出的主成分结果中分析成因，最后提出未来技能竞赛何以提高创新能力的展望。 

2. 职业技能竞赛提高学生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2.1. 实践经验的积累 

职业技能竞赛在提升参赛者的实践经验方面显示出显著的益处，具体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1) 竞赛

促进了技能的实践提升。参赛选手须在实践中展现其专业能力，促使在准备过程中进行密集训练以增强

操作技能。(2) 竞赛鼓励创新思维与解决问题的策略，为参赛者提供了锻炼创新技能的平台。(3) 时间管

理是竞赛中的一项核心技能要求，参与者需在有限时间内完成任务，从而培养有效的时间管理能力。(4) 
面对竞赛环境中的压力，参赛者需学会在紧张氛围下保持镇定，这是职场上常见的应对策略。(5) 通过参

与竞赛，参赛者得以深入了解行业的标准化标准、发展趋势及最佳实践，为未来职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6) 竞赛有助于参赛者明晰个人兴趣和专长领域，进而做出更为明智的职业规划决策。(7) 优秀表现的参

赛者有机会吸引相关企业人员关注，赢取实习乃至就业机会。 

2.2. 问题解决与创新思维的培养 

职业技能竞赛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展示其问题解决技能与创新思维的平台，这一过程促使他们在限定时

间内解决实际问题，从而最大化地评估和发展这些能力。具体而言，这种提升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 实
践性问题解决职业技能竞赛往往围绕实际问题展开，参赛者需运用已学知识与技能求解。通过参与此类竞

赛，学生能锤炼解决问题的技巧，包括分析问题、拟订方案并实施之，这一过程有助于他们更有效地面对

现实世界中的挑战。(2) 自信心和自主性的增强参加职业技能竞赛能够显著提高学生的自信心和自主性。在

竞赛中，学生不仅要展现自己的能力与成就，还必须主动策划和行动，这一过程促进了他们的自我意识和

决策能力。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学生逐渐增强自信心，并在思考与创新方面变得更加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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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激发学习兴趣和动力 

职业技能竞赛旨在提升学生的能力，并由此增强其学习兴趣和动机。具体而言，该竞赛具有以下几

个显著特征：(1) 它为学生提供了明确的目标，要求他们通过学习与实践达到既定标准，这激发了学生对

学习的兴趣与热情；(2) 实践性学习要求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情境中，这种方式深化了学生对所学

内容的理解，增加了学习的实用性与吸引力；(3) 竞赛的竞争性本质促使学生之间形成竞争，以争取最佳

成绩和排名，这种压力进一步增强了学习的积极性；(4) 优秀的成绩获得可以为学生带来成就感与认可，

竞赛结果成为对学生学习努力的反馈与肯定，进而强化了持续学习的动力；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学生在

参与职业技能竞赛的过程中不断进步，从而更加投入地学习和参与。 

2.4. 团队合作能力的加强 

职业技能竞赛以组建三人团队的形式达成目标，旨在培养学生团队合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比

赛促进了学生团队合作能力的提升，让他们对团队合作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并为未来各种合

作模式提供了初步框架和准备。比赛培养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团队协作、角色分工、沟通与协调、解

决冲突与合作决策。通过竞赛，学生们能发展出优秀的团队协作能力，包括倾听、尊重以及有效地分配

工作责任。角色分工有助于发挥每个人的优势，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沟通与协作是关键领域，学生必

须与团队成员进行有效沟通，共享信息、思想和策略。解决冲突和合作决策也很重要。职业技能竞赛能

提供处理内部冲突的机会，引导学生找到共同解决方案并做出合作决策；这些经验让学生具备解决问题

和冲突的能力，提高团队合作的效率和质量。 

2.5. 对前沿技术和新趋势的接触 

在当代社会，中国职业技能竞赛不再局限于传统形式，而是随社会技能需求变化不断进步完善。竞

赛有以下显著特征：一是学习新技术，聚焦科技前沿与行业动态，让学生接触先进技术、了解行业趋势，

提升专业素养与技能。二是注重实践应用，要求学生将理论知识用于解决实际问题，锻炼实际应用能力，

强化对前沿技术的理解与运用，利于未来在职场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三是激发创新思维，面对前沿技

术，促使学生提出新理念解决方案，培养创新思考能力，推动技术在更广领域应用。四是创造职业机会，

参与竞赛可获行业认可，为学生提供与专家、企业交流合作机会，把握行业动态趋势，拓展职业发展道

路，增加接触前沿技术的深度。 
由以上分析，可得创新能力影响因素模型见下图 1 所示。 

 

 
Figure 1. Model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tudents’ innovation ability 
图 1. 学生创新能力影响因素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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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影响因素模型分析 

3.1. 模型分析步骤及方法介绍 

3.1.1. 分析步骤 
关于职业技能竞赛何以提高高职学生创新能力的研究，本文是从上述的 5 大影响因素来进行建模分

析，分别是增加实践经验、培养问题解决能力和创新思维、激发学习兴趣和动力、培养团队合作能力、

接触前沿技术和新趋势对职业技能竞赛何以提高高职学生创新能力的影响，在分析 5 个影响因素的时候，

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出这 5 个影响因素是否存在一些联系，以此决定主成分，在对调研数据量化评估

时，注意到许多数据并不能达到主成分分析法的要求，所以需要进行进一步数据处理，以便求出准确的

研究结果。 

3.1.2. 方法介绍 
主成分分析是一种常用的降维技术，用于将高维数据转化为低维数据，同时保留原始数据的主要信

息，其主要分析过程如下。 
数据标准化：将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使得每个特征的均值为 0，方差为 1。标准化的公式为 

( )X
X

µ
σ

∗ −
=                                    (3.1) 

其中，X*表示标准化的数据，X 表示原始数据，μ表示均值，σ表示标准差。根据标准化后的数据，计算

特征之间的协方差矩阵。协方差矩阵计算公式为 
*Cov T X= ×                                     (3.2) 

其中，T 为标准化后的数据的转置矩阵，X*表示标准化的数据。得到协方差矩阵之后，再对协方差矩阵进

行特征值分解，根据公式 
Cov V Vλ× = ×                                    (3.3) 

得到特征值和对应的特征向量。按照特征值的大小，选择前 k 个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作为主成分。

再根据公式 
P T V= ×                                      (3.4) 

计算出主成分矩阵，将原始数据投影到选定的主成分上，得到降维后的数据。 

3.2. 数据收集 

为了深入分析职业技能竞赛在提升学生创新能力方面的作用，本文设计了提升职业技能竞赛中学生

创新能力方法的调查问卷，该问卷面向江西省范围内的高职及本科院校学生开展。调查问卷涵盖五个关

键因素，包括实践经验的积累、问题解决与创新思维的培养、激发学习兴趣与动力、团队合作能力的加

强以及对前沿技术和新趋势的接触。通过微信、QQ 等即时通讯软件发送二维码链接进行调查。本文共向

高校收集调研数据 368 份，排除其中 18 份无效问卷，实际有效问卷为 350 份，实际有效回收率为 95.1%。

再通过 Excel 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和分析，以评估这些数据对研究结果的影响；这些分析将用于模型分析，

以揭示职业技能竞赛在促进学生创新能力提升过程中各因素的作用。 

3.3. 数据准备 

本文构建了一个由五个维度和 17 个要素组成的模型，用以探究职业技能竞赛如何提升高等职业教育

学生创新能力。这五个维度包括：实践经验的积累、问题解决与创新思维的培养、激发学习兴趣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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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合作能力的加强以及对前沿技术和新趋势的接触。在每个维度中，我们考虑了一系列自变量，涵盖

了具体的影响要素。在增加实践经验方面，考虑了技能提升、创新能力、时间管理、压力应对、行业认

知、职业规划和职业机会等七个要素；而在培养问题解决能力与创新思维层面，则涉及实践性问题解决、

自信心及自主性的提高两个关键因素。此外，激发学习兴趣和动力的层面包含了实践性学习、竞争与激

励、成就感及认可三个因素；团队合作能力培养方面，重点在于角色分工、沟通与协调以及解决冲突与

合作决策三个要素；至于接触前沿技术和新趋势，则包括了学习新技术、应用创新思维及职业机会三个

方面；通过对这些维度的分析，本文旨在揭示职业技能竞赛如何成为提升高职学生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

并据此构建模型以探索相关结果。 

3.4. 数据说明 

本模型分析采用了 5 个自变量，自变量为上述的 5 个影响因素，对这 5 个变量进行设置，保证在代

码中用字母变量能成功运行，得出相应的结果，因变量为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影响程度，代码最后结果中

呈现的数据需要进行分析才能真正得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结果程度。5 个变量的解释见表 1 所示。 
 
Table 1. Explanation of the meaning of the variable 
表 1. 变量含义解释 

变量 含义及解释 

X1 实践经验的积累 

X2 问题解决与创新思维的培养 

X3 激发学习兴趣和动力 

X4 团队合作能力的加强 

X5 对前沿技术和新趋势的接触 

 
对于调查问卷而言，本模型采用赋分制，“大”记作 5 分，“一般”记作 3 分，“不相干”记作 1

分，表示相关程度的递减，分别算出每个自变量的得分，每个自变量有它每个问题的相应得分，也有总

分汇总，所有自变量的得分数据由 Excel 进行统计，通过 Excel 导入数据到 MATLAB 进行模型构建，再

用相关方法得出模型分析数据。 

3.5. 对数据进行预处理 

主成分分析要求原始数据的质量达到一定的标准，以避免所得分析结果的显著偏差。为此，在执行

主成分分析前必须对数据进行恰当的预处理。首先，数据标准化是必要的步骤，因为主成分分析结果会

受到指标量纲影响而发生变化。若不进行标准化，分析结果可能因数据值的大小不一而出现不准确结果。

通过标准化，可将所有指标的数据转换为统一标准，确保分析的精确性。在本文案例中，数据中涉及多

个不均等指标，因此在分析前需对这些数据进行标准化，以防止最终结果产生不必要的偏差，进而丧失

实际意义。完成数据标准化后，即可进入模型构建与分析阶段。借助主成分分析，可以从原始数据中提

取关键信息，为决策过程提供坚实支撑。标准化结果保存在 data 中。 

3.6. 主成分分析(PCA)模型建立 

3.6.1. 引用 PCA 函数进行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法作为 MATLAB 中的一个内置函数，其应用需结合对方法的深入理解及对数据结果的

预期评估。通过精确的函数使用和方法论的掌握，可以编制出适用于特定模型研究的程序代码。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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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标准化之后，所获得的标准化数据的相关系数矩阵被存储于 r 中。该矩阵表征了各指标之间的相关

性强度，其中绝对值的大小反映了相关性的高低。由于相关性较高的变量往往存在信息量的重叠，这种

重叠可能会严重影响分析的客观性。因此，相关性矩阵能够有效地证明主成分分析的必要性。图 2 展示

了变量之间相关系数未呈现显著高值的现象，这进一步证实主成分分析对本模型具有良好的适宜性。见

下图 2 所示。 
 

 
Figure 2.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esults between variables 
图 2. 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结果 

 
依据相关系数矩阵可以计算出特征值与特征向量，计算得到与指标数量 n 相等的 n 个待选主成分。

n 个特征值代表了 n 个主成分对最终评价结果的贡献程度，特征值保存在 lamda 中，从大到小排列。主成

分的特征向量为 n * n 的矩阵保存在 vec1 中，表示主成分和相应的原始数据的相关关系，其绝对值越大，

则主成分对该指标的代表性越大。为了方便计算，修改特征向量的正负号，使得每个特征向量的分量和

为正，即为最终的特征向量，特征向量保存在 vec2 中，每一列代表一个特征向量，对应一个主成分，得

出的结果见下图 3 所示。 
 

 
Figure 3. Correlated results with the eigenvalues lamda and the eigen-
vectors vec1 and vec2 
图 3. 特征值 lamda 与特征向量 vec1 和 vec2 相关结果 

3.6.2. 确定主成分的数量 
主成分分析的优势在于可以将许多变量转换为较少的变量，并从中得出较少的新变量，更好地表示

分析结果。选取主成分时，需要考虑特征值大小，通常特征值大于 1 的主成分更具代表性，舍弃小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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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成分。为了确保分析的准确性和成功率，选取所有特征值大于 1 的主成分，选取所有特征值大于 1
的主成分，选取的主成分个数保存在 num 中，一共有 2 个。见表 2 所示。 
 
Table 2. Eigenvalues and contribution rates 
表 2. 特征值和贡献率 

主成分编号 特征值 lamda 贡献率 rate% 累计贡献率% 

1 2.496 49.918 49.918 

2 1.142 22.846 72.764 

3 0.721 14.412 87.175 

4 0.427 8.534 95.709 

5 0.215 4.291 100.000 

 
第 1 主成分对应的就是 vec2 中的第一列特征向量，以此类推，由于主成分数量偏少，所以直接用 Excel

将特征向量列出来，具体见表 3 所示。 
 
Table 3. The eigenvectors of the first two principal components of the raw data 
表 3. 前两个主成分在原始数据上的特征向量 

原始指标 第一主成分的特征向量 第二主成分的特征向量 

X1 0.432 −0.555 

X2 0.428 0.341 

X3 0.535 0.231 

X4 0.510 −0.401 

X5 0.290 0.601 

 
通过分析，我们得到了两个主成分以及这两个主成分相关的数据指标，此时将特征贡献率作为系数，

对应的指标作为自变量，可以得出每一个主成分的计算表达式。由于上文将自变量字母化，因此将标准

化数据 Xi 代入表达式，可以得到对应的主成分值和表达式(公式 3.5 和 3.6)。形如 
1 0.432 1 0.428 2 0.535 3 0.510 4 0.290 5F X X X X X= + + + +                   (3.5) 
2 0.555 1 0.341 2 0.231 3 0.401 4 0.601 5F X X X X X= − + + − +                  (3.6) 

这两个式子说明了主成分与各个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与每个自变量的正负相关关系，而后将特

征值 lamda 作为系数，对应的主成分作为自变量，可以确定综合评价值的表达式，形如 
1 1 2 2F L F L F LkFk= + + + ，即， 

0.499 1 0.228 2F F F= +                                 (3.7) 

此公式用的各个特征值占所提取主成分总的特征值之和的比例作为权重的，即各个主成分的贡献率，

此式说明了因变量提高学生创新能力的影响程度的综合评价值与模型分析选取的两个主成分的相关程

度，然后代入之前求得的主成分值，得到每个样本的综合评价值。综合评价值体现的是每份有效数据经

过数据标准化后，对最终结果的反应程度，正负号的关系体现出每个样本数据对结果的影响是正相关还

是负相关的，此图可以看出大多数样本数据提供的价值是相同的，代表此问题得到的调研结果具有可研

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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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了解主成分对原始数据的解释能力 
如表 2 所示，我们观察到第一主成分在最终评价中的贡献达到了 49.9%。这一主成分显著的特征是

其特征值达到 2.496，在五个变量分析中尤为明显，体现了对指标解释的重要性和代表性。同时，第二主

成分贡献了 22.8%，对应于两个主成分的相互作用。因此，我们可以推断第一主成分对各指标的解释具有

较高的代表性，并且在实际应用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虽然第二主成分 22.8%的贡献度可能并不显著；然

而，当这两个主成分联合考虑时，总贡献率达到 72.8%，进一步证明了它们对最终结果的代表性与解释

力。总的来说，这两个主成分构成的线性函数为本模型提供了极为强有力的解释。 

3.7. 解释主成分 

在上述分析结果中，第一主成分通过其对各变量的载荷近似一致，数值稳定在 0.29 至 0.54 之间，表

明该主成分具有显著的稳定性和正向相关性。因此，可以认为第一主成分为五个主影响因素的综合指标，

这五个主影响因素包括职业技能竞赛如何提升高职学生的创新能力。第二主成分显示出在变量 X5 中的高

正载荷，值为 0.6，但在变量 X1 和 X4 中存在高负载荷，分别为 0.5 和 0.4，而 X2 和 X3 则显示轻微的负载

荷。根据综合评价值分析，编号 1、4、5 三个自变量分别代表实践经验的积累、团队合作能力的加强、

对前沿技术和新趋势的接触。这 3 个影响因素从现实层面来看表示对个人未来就业的影响，此外，第二

主成分的数值提供了模型分析结果的代表性信息。结果表明，五个影响指标均充分解释了职业技能竞赛

对提高高职学生创新能力的作用。主成分分析法揭示的主成分解释在现实中也具有明确意义。例如，在

第一主成分的相关系数数值上，职业技能竞赛对提升学生创新能力的五个影响因素影响显著，因为职业

技能竞赛本质上是一个评估学生综合能力的平台，其目的在于突出每位考生在特定领域的专长，从而在

个别影响因素上可能存在更大的相关系数。然而，核心目标仍然是培养考生的综合素质。 

4. 模型结果分析与讨论 

为助力加速解决职业技能竞赛何以提高高职学生的创新能力的难关，本文旨在推动高职学生的创新

能力向高质量方向发展，以更好地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本模型通过分析 350 份有效问卷收集的数据，

量化了五大影响因素对职业技能竞赛如何影响学生创新能力的效果，并构建了一个量化模型来衡量这些

因素的影响。研究的主要结论有：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模型确定了两个主成分。第一个主要成分涵盖了

五大影响因素：实践经验的积累、问题解决能力与创新思维的培养、激发学习兴趣和动力、团队合作能

力的加强以及对前沿技术和新趋势的接触。这一成分的评估可视为对高职学生创新能力综合提升的度量；

其与实际情况紧密相关，因为创新能力的提升不仅仅是创造新颖事物的能力，还包括在提升过程中的能

力素养和知识积累。第二个主成分则涵盖三个影响因素：实践经验和团队合作能力、对最新技术趋势的

了解，它反映了高职学生未来就业所需的能力。这两个主成分的权重表明，第一主成分的贡献率高达

49.918%，与第二主成分合并后的贡献率为 72.764%，显示出它们在解释技能竞赛对创新能力提升作用上

的一致性。 
总体而言，模型中接触前沿技术和新趋势对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特别是在两个主

成分中都表现出较高的正载荷值。而实践经验和团队合作能力在模型中的载荷矩阵呈现负相关性，暗示

着高职学生的创新能力与高职院校内的竞赛文化密切相关，同时也受到社会新兴技术和趋势变化的影响，

从而影响到其发展。 
本文采用了主成分分析(PCA)方法，以提高研究的便捷性并确保数据与事实的紧密关联。然而，本文

也必须指出 PCA 在以下方面的局限性：首先，PCA 假定数据间存在线性相关性，但实际数据可能具有非

线性结构，导致 PCA 难以捕捉到数据的内在复杂结构。案例研究中关于实践经验增长和团队合作能力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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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的线性关系就是一个复杂的例子。其次，PCA 通过最大化方差来提取主成分，这可能会遗漏关键的数

据信息。由于问卷获取的有效数据较少，分析过程中可能丢失部分数据，进而影响最终的贡献率。此外，

当数据高度重叠时，方差最大化过程可能错误地排除非重叠部分的数据，从而使模型无法识别出新数据

对其影响。最后，PCA 提取的主成分在高维数据中通常难以解释，且可能不直接反映任何具体特征。这

表明第二主成分无法有效概括直接相关因素来指导实际应用方向。 

5. 总结 

本文基于江西省某院校调研数据的量化评估，依托 350 份有效调查问卷，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收集

的影响因素得分进行建模分析，分析职业技能竞赛对提高学生创新能力的影响。本文通过主成分分析法，

对职业技能竞赛对高职学生创新能力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为该领域的研究添砖加瓦；本文研究结果证实

了职业技能竞赛对提升高职学生的创新能力具有重要作用，可为高职教育在职业技能竞赛方面的未来发

展提供如下建议：(1) 跨学科竞赛模式：预计未来的职业技能竞赛将更强调跨学科融合，促进不同领域知

识与技能的整合应用，激发创新思维及问题解决新策略，从而培养多学科融合的复合型人才。(2) 企业参

与和案例导向：企业将参与竞赛命题设计，并提供真实行业案例，帮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增强

创新能力。同时，企业参与也将为学生提供更多实践和就业机会。(3) 教育体系整合：高等职业院校将职

业技能竞赛与教学体系紧密结合，竞赛准备和参与被纳入课程中，以此提高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创新能

力。(4) 创新创业教育结合：竞赛活动与创新创业教育相融合，鼓励学生将竞赛成果转化为创业项目，培

养从技能转向创业的能力，培育创新创业精神。 
总结而言，职业技能竞赛作为实践教学和能力评价的重要工具，未来将更注重创新能力培养，为学

生提供实践、学习和展示创新成果的平台。通过优化竞赛内容和形式，竞赛将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创新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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