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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专业课程教学，以创新能力培养为目标，以专业竞赛为抓手，“以赛促学”、“以赛促研”、“以

赛促创”，探索基于科技型俱乐部“学、研、创、赛”四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高效达成“知识、能

力、素质”的人才培养目标。以土木工程材料课程教学内容为基础，引导学员根据岗位任职和军事工程

需求提出自主探索课题，依托材料俱乐部和材料实验室开展研究，梳理研究成果申报各类学员创新基金，

撰写学术论文，参加各类学科竞赛，也可以将研究项目作为本科生毕业设计的选题，从而形成“课程–

课题–基金–论文–竞赛–毕业设计”一条完整的创新人才培养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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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professional course teaching, with innovation ability training as the goal and profes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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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promoting learning by competition, promoting research by com-
petition and promoting innovation by competition,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 of “learning, research, 
creation and competition” four-in-one based on club was explored, so as to efficiently achieve teach-
ing goals, resulting in achieving the talent training goal of “knowledge, ability and accomplishment”. 
Based on teaching of civil engineering materials courses,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propose inde-
pendent exploration projects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position appointment and military engineer-
ing, carry out the research in club and labs, apply for various innovation funds, write academic pa-
pers, and participate in various competitions, even choose the research project as the topic of grad-
uation project. Thus, a complete talent training link of “course-subject-fund-thesis-competition-
graduation project” is fo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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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鲜

明指出要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创新能力是“高素质、专业化”重要内涵之一。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明确提出创新人才培养方式，推行多种教学方式和教育模式，培养学生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1]；《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也要求培养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

创新能力”专门人才[2]。指导学生参加各类专业竞赛是培养这种创新能力的一条重要途径[3]。遵循 OBE、
CDIO 等现代教育理念[4] [5]，依托科技型俱乐部和专业实验室为创新平台[6] [7]，组织学员参加各类专

业创新活动，能够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和丰富课程建设，实现人才培养目标[8]。何珺等[9]以材料类学科“专

创”融合实现大学生“知识–能力–素养–责任”工程实践创新能力四个层次的提升，构建了创新创业

人才培养模式。杨健彬等[10]以结构模型竞赛引导学生运用专业知识进行主动创新能力。陈大鹏等[11]以
学科竞赛为导引，学生自主学习，完成实践创新竞赛，促进教学相长。邵晓蓉[12]、薛熠等[13]充分激发

学生的潜能，提高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和做实验的热情，学生从“要我学”到“我要学”。徐美娟等[14]依
托社团，构建了课外专业学习、专业实践、科研竞赛和求职创业“四位一体”的培养平台，形成了课堂内

外相辅相成的有机教学体系。祝彦知等[15]开展专业综合性、设计性实验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实践，使得毕

业生的工程应用能力、创新精神以及综合素质得到了明显提高。李强等[16]将学科竞赛融入创新创业教育

实践环节，构建“赛创融合”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以确保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于大学四年的人才培养全

过程。 

2. 探索基于俱乐部“学、研、创、赛”四位一体人才培养模式 

俱乐部活动是大学人才培养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是培养锻造学员领导力、创新力的重要途径。

以科技型俱乐部为平台，以岗位任职需求和职业发展需求为牵引，以专业参赛为抓手，实现“以赛促学”、

“以赛促研”、“以赛促创”，探索基于俱乐部的“学、研、创、赛”四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引导学

员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发展，实现知识、能力、素质的人才培养目标，促进学员综合素质和个

性特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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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竞赛的选择要紧密结合教学大纲中的教学主题，精心遴选专业竞赛项目，通过学科竞赛实现知

识、能力、素质的人才培养目标，而不是为了竞赛而竞赛。任课教师发布竞赛主题，学员自由组成参赛

小组，可以根据各自的知识结构、兴趣爱好寻找合作伙伴，而志趣相投者的组合则可能碰撞出创新的火

花。 
基于俱乐部的“学、研、创、赛”四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Learning, research, creation, competition” four-in-one talent training mode based on the club 
图 1. 基于俱乐部“学、研、创、赛”四位一体人才培养模式 

2.1. 以赛促学 

2.1.1. 课程知识的学习 
知识是基础，是载体；能力是知识的综合体现；素质是知识与能力的升华。高等教育应在传授知识

的同时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升华其素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知识、能力、素质是进行

创新的基础，是院校人才培养的三大目标，只有将三者的教育与培养结合在一起，并贯穿于教育的全过

程，才能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17] [18]。 
在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围绕教材和课程教学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激发学员创新思想火花，教

员通过对课本知识进行分析、拓展，强化学员对知识、技能的理解和应用，训练学员的创新思维能力；

鼓励学员进行开放性思考和探讨，激发学员自主研究性学习的兴趣和热情，强化对课程知识点的理解和

应用，实现知识内化和迁移，实现“真实地”学习。在土木工程材料课程教学中，拓展介绍材料科学发展

的最新前沿及其在任职岗位中的可能性应用，如泡沫铝、纳米二氧化钛、石墨烯、相变材料、剪切增稠

材料、气凝胶等在军事工程领域应用及其功能开发。例如，获批的大学学员创新基金项目“静态爆破技

术”就是基于土木工程材料教材中石灰和膨胀水泥的特性开发出的成果，因此参与该项目的学员必然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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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深入学习教材中相关内容。 
为了突出专业竞赛在创新能力培养方面的引导作用，专业教员紧前带领学员进入专业学习，并将相

关学术成果纳入课程形成性考核范围，这样不仅能够丰富课程形成性考核的形式和内容[19]，反过来又能

够进一步促进学员参加专业创新的积极性，提高专业课程教学效果，促进大学俱乐部建设和发展。 

2.1.2. 课外知识的自主学习 
以竞赛主题为任务牵引，为了完成任务内容，学员需要以课程知识为基础，自主学习所需各类知识。

学员可以采用自主式或小组式学习，进行查阅资料、观看视频、模拟练习、探索研究、方案设计、模型制

作、实验操作等学习方式。也可以由教员主导，根据研究项目或学科竞赛主题，带领学员集中开展专题

学习，学员通过听讲、思考、讨论、质疑等方式与教员和其他学员进行互动学习。 

2.2. 以赛促研 

2.2.1. 竞赛题目的研究 
选择参加校内外各类专业领域认可度高的学科竞赛，聚焦专业委员会组织的竞赛，实行项目组长负

责制，开展小组研究。学员利用晚自习和双休日、节假日，在专业俱乐部或实验室开展项目研究。如作

者指导的材料俱乐部常态化参加全国大学生混凝土材料设计大赛和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

竞赛等，这些竞赛的主题就是俱乐部自主开展研究的选题。 

2.2.2. 创新基金的研究 
依托自主研究课题，申报校内外各类创新基金，如陆军工程大学学员创新基金等。依托科技型俱乐

部和专业实验室系统地开展基金课题研究，基金研究成果又可以遴选参加相关学科竞赛。 

2.3. 以赛促创 

2.3.1. 创新 
学科竞赛具有专业性，也具有发散性，这就要求学员必须在掌握基础知识与技能的基础上，通过总

结和思考，提出创新思维和实践思路，在对现有技术和理论进行创新过程中，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各类形

式的创新成果。因此在备赛过程中能够产生多种创新学术成果[11] [20]，如新材料，材料设计作品，学术

论文、调查报告、研究报告等。 
创意作品：材料俱乐部主要创新成果就是材料创新，开发研制出新材料或材料结构。 
申请专利：根据研制出的新材料或材料结构，撰写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 
发表论文：根据竞赛主题或基金项目的研究成果，安排学员撰写学术论文，最后由指导教员进行审

查把关，再进行期刊投稿，从而达到培养学员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以及学术论文撰写能力的目的。论

文可以包括科普类论文、学术类论文或社会调查报告。 
获得的以上各类创新学术成果是学员个人综合评定专项加分的重要依据，能够支撑学员个人成长进

步，从而能够从深层次激发学员开展创新实践的积极性。 
毕业设计：从大二或大三开始，在指导教员引导下有意识地独立或以小组形式开展与专业相关的研

究课题，通过 1~2 年的研究积累，到大四时酌情考虑作为毕业设计选题。俱乐部成员也可以选择将各类

研究项目作为毕业设计的选题，这样不仅能够保证毕业设计的进度、也能提高毕业设计的质量，从而探

索出一种全新的本科生毕业设计组织运行模式，作者所指导的毕业设计基本都是按照这种模式进行的。 

2.3.2. 创业 
创客实验室是开展工程教育与学科竞赛的重要平台[21] [22]。利用学校创客中心的平台，依托科技型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5.134218


戴银所 等 
 

 

DOI: 10.12677/ces.2025.134218 75 创新教育研究 
 

俱乐部研究成果与地方相关企业单位协作，加强与地方院校、企业交流，不仅可以获得一定的经费支持，

也为学员后期到该企业进行毕业实习甚至到该企业就业奠定基础[23]。我校“创客”项目正处于起步阶段，

2023 年在材料俱乐部基础上组建了“新材料创新工作室”，俱乐部成员在开展创新实践的基础上就有机

会向就业创业拓展。第一批引入“新材料创新工作室”的两个项目，“静态爆破技术”和“抢修抢建干混

砂浆”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积累。 

3. “学、研、创、赛”对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 

学员在参加俱乐部的实践过程中，通过“学，研，创，赛”四类实践活动实现“知识、能力、素质”

的提升，达成人才培养目标。“学、研、创、赛”对人才培养目标达成度如表 1 所示。 
 

Table 1. The degree to which “learning, research, creation, competition” achieves the goal of talent training 
表 1. “学、研、创、赛”对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度 

 
知识 能力 素质 

课程知识 前沿知识 动手实践 组织管理 人文素质 专业素质 
学 ☆☆☆ ☆☆ ☆☆ ☆ ☆ ☆ 
研 ☆ ☆☆ ☆☆☆ ☆☆☆ ☆☆ ☆☆☆ 
创 ☆ ☆ ☆☆☆ ☆☆ ☆☆☆ ☆☆ 
赛 ☆ ☆ ☆☆☆ ☆☆☆ ☆☆☆ ☆☆ 

注：☆☆☆、☆☆、☆分别表示强、一般、弱。 

3.1. 知识目标 

高等学校学科竞赛必然都与专业相关，目的是促进专业学科的发展，因此竞赛考核的内容必然是相

关专业课程的知识点，其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参赛学员对专业课程进行深入的学习。当涉及到专业课程以

外的相关学科或交叉学科知识时，学员就会积极通过书籍或网络进行前沿知识的自主学习，从而也学会

终身学习能力。同时为了提升专业与新兴技术的匹配度，考虑增设智能建造技术、BIM 技术、工程软件

等相关选课课程，以适应行业数字化转型需求。 

3.2. 能力目标 

为了让学员能够更快地融入社会和岗位，了解并解决现实中的新问题，需要培养学员综合应用专业

知识和实践技能的能力。 
信息获取能力：当今社会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资讯日益发达，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世界中敏锐地

捕获可用信息，并对其进行整合，分析，挖掘，获得有用的知识去解决问题，是衡量创新能力的重要方

面之一。 
设计能力：设计能力是最能体现创新性的能力要素，它基于一定的条件，用概念、参数体系描述某

个能够满足某种需要的材料或产品。 
实践能力：能够按照操作规范使用常规仪器设备，完成材料配制，结构加工、制作，性能测试，最终

形成实物样品的能力。 
管理能力：俱乐部骨干和各项目组组长，需要统筹俱乐部日常活动和项目运行，或开展各项对外交

流活动，从而培养组织、策划、沟通、协调、合作等管理能力和领导素质。 

3.3. 素质目标 

人文素质：在俱乐部创新实践过程中，学员都是发自内心的、目标明确的开展实践活动；学员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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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力、质疑力、协同力、领导力等多种素质都能得到很大提高，在这些过程中也是思政融入，培塑人文

素质的有效阶段。俱乐部为学员提供自由宽松的活动空间，不同年级、不同学科、不同校区的学员组成

默契、高效的团队，充分尊重个体差异，以老带新，项目延续，成果传承；在团队中需要正确对待和处理

好涉及任务的分工，成果的分享，署名等问题，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基础上，要实现与集体价值和社会价

值的统一。在参加学科竞赛过程中必须坚守职业道德，学术道德，保密意识，家国情怀等。俱乐部搭建

了土木工程专业学员进行学习、交流、创新的平台，不仅可以向外界展示军队院校良好的学术氛围和军

校学员的风采，也是军校教育工作者了解地方高校在课程教学、人才培养等方面成功经验的一扇窗口。 
专业素质：很多竞赛的选题是基于实际工程需求或难点，甚至直接发布“挂帅揭榜”项目，一些研

究基金的设立和评审也是基于专业实践或理论需求；结合专业课程教学，需要了解工程背景，岗位任职

需要，解决实际问题，在课堂教学的基础上能够进一步提升学员专业素质。 

4. “学、研、创、赛”“四位一体”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 

我校明确了学员俱乐部活动是大学人才培养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是培养锻造学员领导力、创

新力和战斗力的重要途径，是学员实施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的重要平台[24]。在土木工程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中，明确提出了学员创新能力发展、专业竞赛项目、创新俱乐部平台及相关机制，并进行

创新能力培养方案总体设计，系统规范了相关标准要求。俱乐部常态化开展活动，将学术研究、技术创

新、专业竞赛等课外实践活动，纳入综合实践、毕业设计(论文)等必修课程或选修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将

俱乐部活动固化成为一种教育制度和人才培养模式。 
作者指导的材料俱乐部于 2014 年正式成立，以《土木工程材料》课程理论和实践教学内容为基础，

引导学员根据毕业时岗位任职需求，军事工程建设需求，开展“学、研、创、赛”系列创新活动，从而形

成一条完整的创新人才培养链路[25]。材料俱乐部成立以来，累计 170 余人次获 45 个全国性奖项，100
余人次获 21 个省(军队)级奖项；获批大学学员科研创新基金 24 项，发表学术论文 12 篇，4 人获优秀毕

业设计。俱乐部主任 1 人获大学“精英奖”，1 人获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优秀学士学位毕业设计(论
文)，1 人获“全国优秀共青团员”荣誉称号。同时，这种科技型俱乐部运行模式获学院教学成果一等奖

1 次，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 1 次，2024 年获学院优秀俱乐部。 

5. 结语 

以岗位任职需求和职业发展需求为牵引，以专业竞赛为抓手，构建基于科技型俱乐部为创新平台的

“学、研、创、赛”四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通过教学内容重构、科研赋能、创新孵化及竞赛检验，显

著提升学生的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同时达到师生互促，教学相长，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加强课程建设。

未来需进一步整合数字化技术、深化产教研融合，以应对智能建造与可持续发展的行业变革。 

基金项目 

2024 年度陆军工程大学教育教学立项课题(GJ24ZX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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