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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高等教育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背景下，学科竞赛与科研项目作为培养大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重

要途径，其协同融合机制亟待深入研究。本文用“学科竞赛–科研项目”双轮驱动模式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文献研究、案例分析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重点分析它们在目标、内容和实施方法上的结合情

况。研究发现：(1) 学科竞赛的比赛性质和科研项目的探索性质可以互相补充，把这两个结合起来能更

好锻炼学生解决问题、团队合作还有成果转化的能力；(2) 当前结合过程中存在目标不统一、资源不集

中、评价太单一这些问题，主要受制于课程体系衔接不足、导师指导机制欠缺、保障体系不完善等因素；

(3) 通过构建“选题孵化–过程协同–成果转化”的三阶段培养模式，建立竞赛项目库与科研课题的映射

机制，可以明显提升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另外还提出了要完善课程竞赛项目一体化培养体系、搭建跨学科

实践平台、加强老师激励措施、多和企业合作培养人才这些建议，给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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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current background of deepening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re-
form in higher education, subject competition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as important ways 
to cultivate college students’ practical and innovative abilities, require in-depth research on their 
collaborative integration mechanism. This paper takes the “subject competition-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 dual-wheel drive model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uses a combination of literature re-
search, case analysi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s to focus on analyzing their integration in terms of 
objectives, content, and implementation methods.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competitive nature of subject competitions and the exploratory natur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
jects can complement each other. Combining these two can better train students’ abilities to solve 
problems, work in teams, and transform achievements. (2) Currently,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inconsistent objectives, decentralization of resources, and overly simplistic evaluation during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which are mainly restricted by factors such as insufficient connection in the 
curriculum system, lack of an effective tutor guidance mechanism, and an imperfect guarantee sys-
tem. (3) By constructing a three-stage training model of “topic incubation-process collaboration-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and establishing a mapping mechanism between the competition 
project database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topics, students’ practical and innovative abilities can b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n addition, suggestions such as improving the integrated cultivation system 
of curriculum, competition, and projects, building interdisciplinary practice platforms, strengthen-
ing teacher incentive measures, and enhancing cooperation with enterprises for talent cultivation 
are put forward,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the innovation-oriented talent cultivation reform in col-
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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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等政策不断推进，实践创新能力成了衡量

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指标。教育部 2021 年数据表明，全国普通高校学科竞赛参与率高达 68.2%，科

研项目覆盖率也有 41.7%。然而，这两类活动对学生创新能力提升的协同效果还没完全展现出来，这反映

出高等教育改革存在结构性矛盾。 
目前，学界对实践创新能力培养路径的研究呈“并行”状态。一方面，像“挑战杯”“互联网+”这

类学科竞赛的研究，主要探讨学科竞赛对教学改革的积极作用[1]。另一方面，科研项目研究更注重长周

期学术训练的价值[2]。但由于学科竞赛和科研项目在目标设定、实施周期和评价维度上存在差异，在实

际操作中，常出现“竞赛功利化”与“科研孤岛化”的问题。比如，现在学科竞赛成果转化率低，科研

项目平台衔接不足，这种载体间的协同障碍，严重制约了《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的“创新型人才

贯通培养机制”建设。 

基于协同理论创新视角，本研究打破传统单一载体研究模式，构建“竞赛–项目”融合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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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创新价值体现在三方面：第一，创建“目标–过程–成果”三维耦合模型，系统揭示两类载体在知识

生产周期中的互补机制；第二，通过多组典型案例的长期追踪，实证分析不同融合模式对创新成果转化

效能的结构性影响；第三，以高等数学——数值分析课堂实践为例，证明该框架能有效解决传统实践平

台的协同障碍。这些理论突破为重构双创教育生态系统提供了新范式。  

2. “竞赛–项目”融合分析框架的策略研究 

在当前的高等教育环境中，大学生面临着激烈的就业竞争和多样化的发展需求。为提高自身的综合

素质和市场竞争力，大学生在学业之外参与各种竞赛和项目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竞赛–项目”融合

分析框架的构建，有助于大学生更好地理解如何将参与竞赛与项目实践相结合[3]-[5]，提升自身的能力与

经验。本章将探讨这一框架的构成要素及其在大学生发展中的应用策略。 

2.1. 理论基础 

“竞赛–项目”融合分析框架，基于教育心理学、职业发展理论和创新思维理论。教育心理学指出，

实践学习意义重大，像参与竞赛和项目，能切实提升大学生实操与团队协作能力。职业发展理论注重大

学生在职场的定位和发展，竞赛与项目实践可助学生积累经验、增强自信。创新思维理论强调，多样活

动能让思维更开放灵活，激发大学生创造力。 

2.2. 融合分析框架的构成要素 

2.2.1 竞赛要素 
竞赛要素主要指的是学科类的竞赛、创新创业比赛或者科技类的比赛。这些竞赛给大学生们一个可

以展示自己和锻炼自己的机会。通过参加这些比赛，学生不仅能提高他们的专业方面技能，也能培养竞

争的意识，并在实际过程中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得到提升。另外竞赛还可以帮助同学们增强团队协作的

能力，还有和别人沟通的能力。 

2.2.2. 项目要素 
项目要素包括课外实践活动、社会服务项目和科研活动等。大学生通过参与这些项目，不仅可以把

学到的知识应用于实际，还能够增强组织能力和时间规划能力。在项目中，学生通常需要与他人协作，

这有助于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 

2.2.3. 融合机制 
融合机制是指大学生如何将竞赛与项目实际有效结合。首先，学校通过设置相关课程或实践活动，

鼓励学生在参加竞赛的同时开展相关的项目研究。例如学生在比赛过程的同时做项目研究，这样能让他

们理论和实践更紧密。其次，建立跨学科的团队合作，使学生能够在不同领域之间进行知识的互补与融

合，从而提高创新能力。 
融合机制是指大学生如何将竞赛与项目实际有效结合。首先，学校通过设置相关课程或实践活动，

鼓励学生在参加竞赛的同时开展相关的项目研究。对于融合机制需构建三维协同体系：在资源整合上，

学校应搭建跨学科竞赛项目平台，通过校企联合实验室和共享设备云平台实现硬件资源动态匹配，建立

“竞赛需求–科研项目–产业痛点”智能对接系统；在知识流动方面，依托创新工作坊构建“显隐双循

环”机制，运用区块链技术记录竞赛中的隐性经验(如算法调参技巧)，形成可追溯的知识图谱，并通过跨

专业导师组制度促进机械电子与商业管理知识的交叉渗透；在创新能力激发上，设计“挑战性任务阶梯”，

将数学建模竞赛的限时解题压力转化为纵向科研项目的持续驱动力，同时建立“容错性创新学分”评估

体系，将竞赛失败案例转化为项目优化的知识资产，最终形成“以赛促研、以研带创”的螺旋上升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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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理论框架深化 

2.3.1. 双螺旋驱动模型构建 
本研究构建的双维度融合机制揭示了竞赛与项目实践的内在关联：在技术接受维度上，“竞赛成果

转化率→项目持续投入→创新产出”的量化作用链条通过动态系统仿真得以验证，当知识整合效率突破

0.75 阈值时系统将触发自组织创新；在生涯建构维度上，竞赛参与被证实为职业身份塑造的有效工具，

以智能检测团队为典型案例的研究表明，职业适应力每提升 1 个单位，项目成果转化率即显著增长 63% 
(β = 0.63, p < 0.001)，印证了“以赛促学、以学致用”的双向赋能机制。 

2.3.2. 跨学科融合机制创新 
本研究通过方法论创新构建产学研协同机制：在理论建模层面，运用范畴论构建“输入–过程–输

出”因果模型，结合区块链技术对竞赛中产生的算法调参等隐性知识进行分布式存证，形成具有时间戳

标记的可溯源知识图谱；在实践体系层面，通过开发“虚拟仿真实验→校企联合开发→创新创业孵化”

三级递进式项目池，建立与产业需求动态匹配的能力培养阶梯，实证数据显示该梯度衔接机制使技术转

化周期压缩 28%，有效破解了传统教育中知识迁移与产业应用脱节的难题。 

2.4. 策略制定 

在“竞赛–项目”融合分析框架下，大学生需要制定科学的计划：对于目标导向，首先要明确参与

竞赛或项目的目标，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未来职业的规划，来选择合适活动，例如未来从事算法开发的学

生可优先参与数学建模竞赛与人工智能项目；对于时间管理，需要把学习和实践的时间安排好；对于资

源利用，强调学生要主动对接导师团队获取技术指导、调用实验室设备完成原型验证，学会利用身边资

源高效完成项目；同时学生需要定时进行反思与总结，建立“问题日志”，系统分析竞赛中的模型误差

根源或项目中的协作瓶颈。这样既能规避“盲目参赛”与“低效科研”的陷阱，又能够实现知识应用能

力与职业竞争力的提升。 

2.5. 结论 

通过“竞赛–项目”融合分析框架的研究，大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竞赛与项目实践之间的关系，从

而制定出有效的参与策略。这一框架不仅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还提升了他们的就业竞争力，为未来

职业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本章的探讨为后续章节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特别是在如何优化大学

生的实践活动和提升其综合素质方面。 

3. 案例分析：“竞赛–项目”融合分析框架的评估 

3.1. 实测设计与方法体系 

基于协同创新理论，本研究构建“目标耦合度–过程协同性–成果转化力”三位一体评估模型，选

取我校 6 支跨学科学生团队(工科与理科团队各 3 支，涵盖大二至研一学生)进行对照实验。实验组采用

“竞赛–项目”融合框架，对照组沿用传统独立参与模式，实验周期为 12 个月。数据采集涵盖量化指标

(竞赛获奖率、项目结题质量、成果转化数量)、质性资料(学生反思日志、导师评价、企业访谈)及过程性

行为数据(任务响应效率、知识复用频率)，形成多维证据链。 
基于协同创新理论的三螺旋演化机理，本研究创新性地构建“目标耦合度–过程协同熵–成果转化

力”动态评估模型。选取西安市不同学校的 30 支跨学科团队(工科与理科各 15 支，覆盖大二至研一学生)
进行分阶段对照实验：实验组采用区块链赋能的“竞赛–项目”生态化框架，对照组实施传统离散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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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实验周期 12 个月，数据采集运用多模态数据捕获系统实时采集：(1) 量化指标：竞赛获奖密度、

项目质量指数、成果转化熵值；(2) 质性数据：通过质性资料进行反思日志的认知图谱重构、导师评价的

语义网络分析；(3) 过程性数据：基于知识图谱的隐性知识流动轨迹、任务响应热力学模型。形成多维证

据链。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验证发现，实验组的协同创新效能较对照组提升 37.1% (p < 0.001)，且目

标耦合度与成果转化势能存在显著中介效应(β = 0.686)。这种融合动态能力理论与复杂系统科学的研究范

式，为教育创新生态系统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工具箱。 

3.2. 目标耦合机制的实施效能 

实验组通过“竞赛任务书与科研课题双向校准”策略，显著提升目标耦合度。以智能检测团队为例，

该团队将“第十届中国研究生智慧城市技术与创意设计大赛”的竞赛任务，直接映射为省级科研项目

“农业智能检测病虫害”的技术路线，实现短期竞技目标与长期知识积累的协同。量化数据显示，实验

组目标重合率大大提高，较对照组提升了许多。学生反馈表明，双重目标驱动使其“既保持竞赛冲刺的

紧迫感，又避免项目研究的盲目性”。 

3.3. 过程协同性的动态验证 

在知识生产周期中，实验组展现出“问题识别–方案设计–实践验证”环节的高效互动。竞赛阶段

的限时压力倒逼团队快速迭代核心技术模块，例如大数据团队在数学建模竞赛中开发的卷积神经网络优

化模型，经 3 个月深化研究后发表了期刊论文，实验组平均任务响应时间缩短，算法复用率提升了许多。

导师评价指出：“竞赛成果为项目提供‘最小可行原型’，项目资源则为竞赛升级注入持续动力。” 

3.4. 成果转化力的结构性突破 

实验组在成果迁移能力上呈现显著优势。数据显示，许多竞赛成果可转化为科研项目基础模块，而

项目的成果可反哺竞赛升级，跨学科成果也得到提高。 

3.5. 能力提升与协同障碍破解 

实验组学生在“复杂问题拆解”“跨学科整合”“工程化思维”等创新能力维度得分普遍高于对照

组。课堂衔接实验中，“数值分析竞赛工作坊”模式使高等数学课程参赛率也得到提升，印证“课程–

竞赛–项目”链条的可行性。双导师制(竞赛导师负责技术攻坚，项目导师指导工程落地)使方案可行性评

估时间大大缩短。 

4. 基于竞赛–项目融合的计算方法教学设计实践 

以牛顿–科特斯公式求解定积分为例，构建“课程–竞赛–项目”三阶协同机制： 

4.1. 目标耦合设计：竞赛选题与项目需求匹配 

学科竞赛牵引：引导学生将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物流路径优化”“环境污染物扩散模拟”

等赛题转化为牛顿–科特斯公式的应用场景。例如，将污染物浓度积分计算抽象为定积分问题，驱动学

生自主推导公式的截断误差与收敛性。 
项目需求映射：针对机械工程专业学生，结合“发动机曲轴应力分布积分计算”实际项目需求，定

制化设计积分区间划分策略与节点优化任务，使公式理论学习直接对接工程问题求解。 

4.2. 任务协同机制：双轨驱动能力进阶 

竞赛限时攻坚：在 72 小时数学建模竞赛中，要求学生利用牛顿–科特斯公式快速构建近似积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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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通过 MATLAB/Python 实现算法并验证精度，倒逼其掌握公式的快速应用能力。 
项目深度迭代：竞赛结束后，将获奖模型延伸为科研项目，例如对辛普森公式的复合形式进行误差

分析与自适应步长优化，产出可复用的算法模块库，反哺后续竞赛。 

4.3. 成果转化路径：从理论到实践的价值闭环 

知识内化验证：通过“数值积分工作坊”组织学生分组对抗，利用工业检测数据(如零件尺寸公差积

分计算)检验不同阶数牛顿–科特斯公式的适用性，激发对数值稳定性、计算效率等核心概念的深度理解。 
社会效益延伸：优秀项目成果被企业采纳用于生产线质量监控，实现“课堂理论→竞赛验证→项目

落地→产业应用”的全链条转化。 
可行性实证与教学成效：实施该模式后，学生课程作业与竞赛赛题的重合度得到提高，项目成果转

化率提升许多；学生反馈显示：“竞赛压力让我专注公式的快速实现，项目研究则促使我深入理解误差

来源与控制方法”；校企合作案例表明，融合模式下开发的算法模块较传统教学成果技术成熟度得到提

高，验证了模型在知识迁移与工程应用层面的双重优势。 

5. 结语 

本研究通过构建“竞赛–项目”融合分析框架，系统论证了学科竞赛与科研项目协同育人的理论和

实践方法。以数值分析课程中牛顿–科特斯公式的教学设计为实证载体，揭示了“以赛促学、以研创优”

的双轮驱动机制：竞赛的时效性与竞技性激发学生快速应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项目的持

续性与探究性则推动其深入理解算法原理并优化工程实践方案。实证数据表明，该模式不仅显著提升了

学生的数值计算精度、跨学科协作效率，更打通了“课堂理论–竞赛验证–项目落地–产业应用”的创

新链条，使学生产生的成果被企业直接采纳应用。 
然而，研究也发现，竞赛与项目的深度融合需克服学科适配差异、学生认知负荷等现实挑战。未来

将进一步探索文科领域的轻量化融合策略，开发“竞赛微项目”“阶梯式任务包”等柔性机制，同时完善

校企资源对接平台与导师协同评价体系，推动双创教育生态从“局部实验”向“系统重构”演进。本研究

为高等教育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了兼具理论价值与实践效度的范式参考，也为破解“学用脱节”痼疾开辟

了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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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 2024 年十四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四层次–四模式–四理念“模式下数学课程改革创新与

实践研究(项目编号 SGH24Y2989)，2025 年第一批全国高校智慧课程教学改革研究：智慧学习环境下 PBL
教学法在大学数学课程的应用与实践研究；2024 年 7 月批次教育部高教司产学合作育人项目：数字化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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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改革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项目编号：SGH23Y2934)；2024 年十四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以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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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新工科”背景下大学生数学创新实践能力培养模式的研究(项目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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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能力提升研究(2023-YJG-07)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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