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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工科建设与高等教育改革双重驱动下，本文探索材料专业人工智能与学科竞赛深度融合的专创融合

育人体系，为打破传统工程教育中理论与实践脱节、创新能力培养不足等核心问题。研究揭示了智能技

术赋能、竞赛平台驱动与专业教育的协同创新机制，明晰“需求识别–动态优化–资源匹配”的闭环培

养框架。构建了数据驱动的“AI+创赛”融合育人模式及“需求识别–动态优化–资源匹配”闭环框架，

通过搭建智能虚实平台、重构“赛创研”联动课程体系、深化产教协同、完善多维评价等路径，形成了

理实交融的“教、学、做”一体化机制。通过智能画像、资源匹配系统等技术应用，已显著提升学生工

程实践与技术创新能力，同时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为材料专业“新工科”人才培优、教育数字化改革及

产教生态重构提供了一套系统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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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dual-driven context of New Engineering Education construc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re-
form,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materials discipline to explore an integrated education system that 
deeply converges professional education with innovation-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through the 
fus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academic competitions, aiming to resolve core issues in tradi-
tional engineering education such as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insuffi-
cient innovation capability cultivation. The research reveals the synergistic innovation mechanisms 
among intelligent technology empowerment, competition platform-driven initiatives, and profes-
sional education, proposing a closed-loop cultivation framework of “demand identification-dynamic 
optimization-resource matching”. We have established a data-driven “AI + Innovation Competition” 
integrated education model and a “demand identification-dynamic optimization-resource matching” 
closed-loop framework. By building an intelligent virtual-physical platform, reconstructing a “Com-
petition-Innovation-Research” linked curriculum system, deepening industry-education collabora-
tion, and refining a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mechanism, we have created a theory-practice in-
tegrated “teaching, learning, and practice” mechanism. Employing intelligent profiling and resource 
matching systems, this approach has significantly enhanced students’ engineering practice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while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out-
comes. It offers a systematic solution for cultivating excellence in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talent in materials science, advancing digital educational reform, and restructuring the industry-
education 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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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背景下，以学科竞赛为载体的育人模式已成为教育改革的重要突破口。2024
年教育部专项工作座谈会明确指出，需充分发挥科技竞赛在培育学生创新思维、促进产教融合中的引擎

作用，特别是在前沿技术领域构建新型实践育人体系。材料专业作为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基础支撑，

其专业人才培养急需突破传统实验教学模式，培养完成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深度融合的新型培养机

制。当前理工科实践教学改革研究多在两个方面：以大学生创新竞赛为抓手的实践育人体系已形成较为

完善的理论框架，其在跨学科协作和成果转化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方法。在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在

教育场景中的多重应用正引发教学模式的变革，其在学习行为分析、教学模拟等地方展现出独特优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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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将人工智能技术与专业创新的融合育人体系仍面临显著挑战，现有研究多体现在单一维度教学改

革，缺少人工智能与竞赛实践驱动的协同作用研究。在实施层面，还没有完整可行的专业教育与创新创

业教育融合发展的系统化方案[2]。针对上述的需求，本研究立足材料专业发展需求，着力构建人工智能

驱动与创新创业竞赛支撑的专创融合育人新模式，为突破传统工程教育中理论与实践脱节、创新能力培

养不足等关键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2. 创赛驱动材料专业“专创融合”实践育人路径分析 

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产物，虽然许多高校已开始关注“专创融合教育”

模式，并尝试将两者融合[3]。以创新创业竞赛为驱动的专创融合实践育人模式已成为高校教育改革的重

要方向。各高校通过构建“赛创研”三位一体的实践教学，将创赛深度与专业教育融合，推动课程教学

模式创新[4]。我校积极探索以创赛为抓手的“专创融合”育人路径，通过重析课程体系、加强校企合作、

强化专业与创赛实践等方式推动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创新融合。 
创赛在有效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促进专业知识向实践能力的转化、提升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展现

出独特价值[5]。但是当前创赛驱动的专创融合实践仍面临许多困境。材料类专业人才培养仍面临传统模

式与需求的脱节。专业与创新创业课程体系的结构性矛盾明显。多数高校虽在培养方案中增设创新创业

类课程，但存在“两层皮”现象：专业课程创新元素不够，滞后于产业发展，而独立设置的创业课程又缺

少专业相关的支撑。其师资队伍的双创指导能力薄弱。具有工程实践背景的教师仅占少数，多数教师仍

沿用理论灌输模式，难以完整指导学生完成从技术研发到商业转化的全过程。实践平台的作用未得到完

全释放[6]。校企合作多停留在实习基地建设层面，零星企业实质性参与创赛项目指导，产学研用协同创

新作用尚未形成[7]。此外，当前创赛需求评价体系仍停留在传统框架，绝大部分的高校仍以创赛获奖数

量作为主要考核指标，未有真正意义上对学生的创新需求，忽视其创新思维培养。 
更深层次的矛盾体现在育人机制的数字化转型滞后。现有教学模式难以识别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求，

当下超过一半的竞赛团队存在研究方向与成员能力错配问题。创赛实践过程缺少动态监测手段，创赛项

目无法量化评估。仅有部分高校建立竞赛数据管理系统，导致优质项目资源无法形成可复用的教学案例。

同时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更加剧了这些问题，现有成果多聚焦理论探讨，对于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不足，

这些无不制约了育人模式的改进。这些瓶颈的突破急需构建人工智能驱动的育人改革创新，通过智能化

手段实现需求识别、过程监测、资源匹配的优化调整，为专创融合提供精准化支撑支持[8]。 
上述瓶颈的突破亟需引入智能化手段，构建以数据驱动为核心的育人机制创新。本研究提出的“AI+

创赛”融合驱动模式，正是基于 OBE、建构主义、协同创新及教育数字化等理论框架，旨在通过人工智

能技术实现需求精准识别、过程动态监测、资源智能匹配与评价实时反馈的闭环优化，为专创融合提供

精准化、个性化的支撑。 

3. “AI+创赛”融合驱动下材料专业“专创融合”实践育人建设 

3.1. 研究意义 

为突破传统实践教学的理论框架。通过解析科技创新赛事与专业课程体系的互动机制，系统了解竞

赛资源与教学改革的反响，为构建融合实践教学模式提供理论依据。研究数字化技术在教学设计、过程

管理中的具体应用，完善实践教学数字化改革的方法论体系，以完成理论建设。为形成双向联动的改革

效应。教师团队借助人工智能进行分析，可明晰学生在科研训练、创赛与实践中的能力发展，再进行优

化课程模块设计和教学方法。学生通过参与创赛项目，有效提升自身实践能力和技术创新意识与思维，

完成专业知识迈向应用能力的一步。通过 AI 技术深度融入实践教学过程，培养具有数字化素养和创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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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复合型人才，既为突破材料专业教育关瓶颈，储备创新型力量，也为高校对接产业需求、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搭建了有效通道，为切实支撑高水平科技完成自立自强目标的实现。 
“AI+创赛”的深度融合，为专创融合实践育人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与人工智能驱动的变革。人工智

能技术下的动态优化培养，不仅能够精准匹配创新产业需求与创新教育资源，通过智能化的创新创业教

学支持，为培养适应新质创新需求发展的复合型创新人才开辟新路径。路径的探索与成功实践，将为高

等教育改革提供重要参考。 

3.2. 机制研究 

在国家大力推进“双创”教育和新工科建设的背景下，材料类专业教学正面临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

传统教学模式中，传统教学模式偏重验证性实验，企业反馈表明毕业生工程实践能力存在不足，教师面

临科研成果有效融入教学的挑战。针对这些痛点，探索出一条将人工智能技术、学科竞赛与专业教育深

度融合的改革路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创新教学方案。 
本研究构建的“AI+创赛”融合驱动机制，其理论基础融合了 OBE 理念(目标导向)、建构与体验学习

(实践核心)、协同创新(生态保障)及教育数字化(技术赋能)，核心在于发挥 AI 在数据智能处理与决策支持

方面的优势，与竞赛在创设真实情境与驱动实践创新方面的价值，二者协同作用形成“识别–优化–匹

配”闭环，共同推动材料专业专创融合育人目标的实现。 

3.2.1. 理论探索 
为构建坚实的理论基础，本研究深度融合了成果导向教育、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体验式学习理论、

协同创新理论以及教育数字化转型理论的核心理念，以系统支撑“AI+创赛”驱动材料专业专创融合的育

人机制。 
以国家战略与产业需求定义材料领域“新工科”人才核心能力(如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技术创新、跨

界协作)，反向设计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及课程体系，确保育人过程始终锚定最终成效。AI 驱动的需求识

别模块正是 OBE 理念的技术实现，通过分析产业人才需求大数据与学生学习行为画像，精准定义动态培

养目标。学科竞赛作为高强度体验式学习载体，通过设定材料研发、工艺优化、产品设计等真实问题情

境，驱动学生将专业知识(建构)应用于解决复杂问题(体验)，在“做中学”中深化理解、激发创新思维。

智能技术支撑的虚实结合平台则极大地扩展了安全、高效的沉浸式体验边界，赋能高频次、低成本试错

学习。通过建立“赛创研”联动机制与深化产教融合，将企业真实技术难题、高校科研前沿转化为竞赛

项目与课程模块，吸引企业工程师、科研人员深度参与教学与竞赛指导，形成“产业需求–科研探索–

竞赛驱动–教学反哺–成果转化”的闭环创新生态。AI 赋能的资源匹配系统在此过程中优化校企导师、

项目与学生的精准对接。基于大数据的智能画像技术实现对学生个体能力、兴趣的精准刻画；动态优化

算法依据学习行为数据实时调整教学策略与资源推送路径；多维评价系统整合过程性学习数据与结果性

竞赛/项目成果，实现数据驱动的精准反馈与持续改进。这些智能化手段显著提升了材料专业实践育人的

效率与个性化水平，有效应对了传统模式中“千生一面”、反馈滞后的痛点。 
综上，AI 技术的核心作用在于通过数据智能赋能需求精准识别、育人过程动态优化及资源高效匹配；

学科竞赛的核心价值在于提供真实情境驱动、知识整合应用及创新能力淬炼的实践场域。二者深度融合，

在理论指导下形成“识别需求–创设情境(竞赛)–智能支持(AI)–实践体验–动态反馈–能力提升”的协

同增强回路，为材料专业破解专创融合瓶颈提供了系统化的理论支撑与技术路径。 

3.2.2. 运行机制 
如图 1 整个改革方案的核心是五个相互衔接的智能模块，形成完整的培养链条：在需求分析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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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了智能化的兴趣识别系统。通过分析学生在实验报告、竞赛方案中的专业术语使用频率，结合行业人

才需求大数据，系统能自动生成个性化的学习建议。并推荐相关的前沿论文和企业实践项目。学生能力

评估采用动态画像技术。除了考试成绩，系统还会记录他们在创新竞赛中的答辩表现、科研项目中解决

的问题难度等成长轨迹。教师发展方面，建立了数字教学能力档案。每位老师的在线课程点击量、指导

学生竞赛获奖情况等数据都会进入评估系统。通过分析“虚拟教研室”互动数据，发现学生在课程中存

在的理解盲区，及时调整了教学策略。在趋势预测方面，开发了技术热点分析平台。通过挖掘近几年“互

联网+”大赛中材料类项目的关键词，我们发现部分材料的关注度年均增长。这些洞察不仅指导竞赛选题，

还反哺到课程内容更新。 
 

 
Figure 1.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embedding “AI+ Innovation Competition” into the practical education of materials-
related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图 1. “AI+创赛”嵌入高校材料类专业课程实践育人运行机制 

3.2.3. 实践验证 
本模式于 2024 年 9 月至 2025 年 3 月在河北工程大学复合材料与工程 2021 级学生中实施(实验组)。

选取同年级平行班级作为对照组。前测在工程实践、创新思维等关键指标上无显著组间差异(p > 0.05)。
将“提升快充锂电负极材料稳定性”难题融入《材料前沿进展》和《复合材料表界面工程》课程。前者强

化复合锂负极设计、制备与性能表征理论；后者聚焦锂–电解质界面 SEI 膜优化实践。以此形成核心项

目包，组织学生团队参与“互联网+”、“挑战杯”等创新创业大赛。AI 资源匹配系统依据学生画像优化

团队组建。其中一个项目“新型高比能固态锂电池”获省级“互联网+”银奖、“挑战杯”一等奖。该项

目关键发现形成核心教学案例资源。 
实验组工程实践能力后测平均分(85.6 ± 4.0)显著高于对照组(78.2 ± 5.1, p < 0.001)。实验组在省级及

以上创新创业大赛获奖 10 余项(涵盖“互联网+”、“挑战杯”竞赛等)，显著高于对照组。基于平台数据

(如学习行为、项目产出)和学生/教师/企业问卷(回收率>95%)的综合评估显示，融合新能源电池材料与表

界面知识的项目式学习，显著提升了学生解决复杂材料问题的综合能力(满意度>90%)。经过实践检验，

这套方案在多个层面显现出改革成效。参与过“AI+创赛融合”培养的学生，在工程实践能力评估中平均

得分比传统模式培养的学生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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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2677/ces.2025.137506


贺禹森 等 
 

 

DOI: 10.12677/ces.2025.137506 132 创新教育研究 
 

当然，改革过程中也存在需要完善之处。例如虚拟仿真系统还不能完全替代高危实验的实操训练，

部分传统实验室的数字化改造成本较高等。未来我们将重点攻关虚实结合的混合式实训模式，同时探索

更经济的数字化解决方案。 
这项改革的价值不仅在于技术层面的创新，更重要的是构建了产教深度融合的新生态。通过 AI 技术

赋能，创新创业竞赛不再只是少数学生的“精英游戏”，而是成为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的实践教学主渠

道；企业需求不再是模糊的用人标准，而是转化为具体的教学指标；教师的教学创新也不再是单打独斗，

而是形成了可复制推广的系统方案。这种“专业教育打基础、双创实践强能力、智能技术提效率”的三

维育人模式，为新材料领域人才培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4. 结语 

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新工科建设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本研究通过“AI+创赛”双轮驱动的专创

融合育人体系，构建了智能技术赋能、产教协同育人的材料学科人才培养新生态。研究不仅突破了传统

工程教育中理论与实践割裂的瓶颈，更通过数据驱动的动态优化机制，实现了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

的深度互嵌。该模式通过智能画像、资源匹配等技术手段，有效激活了学生的创新潜能，强化了技术研

发与产业需求的对接能力，为新材料领域“新工科”人才培养提供了可推广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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