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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技竞赛可有效激发学生的创新热情，强化学生实操技能、团队合作精神及问题解决能力，探索科技竞

赛与工程管理专业教育的深度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通过总结国内外研究现状，并深入探讨融合科

技竞赛的工程管理专业人才培养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完成“赛证课”三位一体的工程管理专业人才培养

体系构建，并从完善课程体系、改进证书考评方案、规范竞赛方案三个方面深入分析实施方案。本研究

核心思想为通过“赛证课”的融合，提升工程管理专业人才的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为工程管理专业人

才培养提供优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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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chnology competitions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students’ innovation enthusiasm, strengthen 
their practical skills, teamwork spirit, and problem-solving abilities. Explor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competitions and engineering management educ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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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summarizes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explores in depth the chal-
lenges and problems faced by the training of engineering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competitions. It propos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petition-Certifica-
tion-Course” integrated talent training system of engineering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implementation plan is carried out from three aspects: improving the curriculum 
system, improving the certificate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plan, and standardizing the competi-
tion plan. The core idea of this study is to enhanc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practical ability 
of engineering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Competition-Certification-
Course”, and provide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engineering management pro-
fessi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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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突出强调学生实践与创新能力的培养。《中国制

造 2025》进一步明确了工程管理领域加强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力求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专业人

才。科技竞赛，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模式，可有效激发学生的创新激情，强化其实操技能、团队合作精

神及问题解决技巧。部分高校已探索科技竞赛与工程管理教育的深度融合，不仅可显著提升学生的创新

潜力、实践本领与协同作业能力，更能确保所培育人才更加契合社会与市场的真实需求，助力国家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的落地生根。 
融合科技竞赛的工程管理专业人才创新培养体系在国内也得到较多关注。李琦等(2015)提到大学生

在各类竞赛中培养创新、实践和应用意识，做到“以赛促教，以赛促改，以赛促学”[1]。国内的高校和

企业开始积极参与各类科技竞赛，如“挑战杯”“创青春”等。一些高校也在探索将科技竞赛与工程管理

专业教育相融合的方式，例如开设相关课程、组织校内竞赛等。杨莉琼等(2020)指出科技竞赛作为课堂教

学和专业知识的延伸与实践平台，有助于提高和锻炼学生综合能力[2]。国内学者针对融合科技竞赛的工

程管理专业人才创新培养体系也展开深入研究。张云志等(2023)指出当前国内地方高校普遍存在师生参

与积极性不高、素质拓展形式单一等问题[3]。李梦丽等(2022)认为科技竞赛可转化大学生的兴趣和潜能，

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的重要建设内容[4]。易全勇等(2024)基于实证调查数据，剖析当前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背景下学科竞赛机制的实践困境[5]。詹洪陈(2024)将实验课程、学科竞赛、科创训练有机融合，分

阶段层次化递进式培养本科生的工程应用、创新实践和科研能力[6]。 
国外融合科技竞赛的工程管理专业人才创新培养体系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实践。美国麻省理工

学院的“黑客马拉松”活动，鼓励学生通过竞赛形式解决实际问题。英国剑桥大学则通过“剑桥创新竞

赛”等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Zhang 等(2023)指出技术是工程科学学习模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7]。Xiong
等(2021)指出随着课程的深化和拓展，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教育成果逐渐显现和丰富。在欧美等发达国

家，科技竞赛与工程管理人才培养的结合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体系[8]。Sang 等(2022)提到学校管理机

制、导师管理机制和自我管理规划相辅相成，保证团队创新能力的持续发展[9]。国外的研究还关注工程

管理教育模式的创新和改革。Zhang 等(2023)提出只有通过综合改革和不断探索，提高专业和英语应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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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培养跨文化视野，才能满足国际舞台人才的需求[10]。 
总体来看，国内研究聚焦地方高校融合科技竞赛培养人才的现实问题，如师生参与度低、素质拓展

形式单一，明确科技竞赛对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重要性，日益重视科技竞赛在工程管理教育中的核心作

用，并致力于探索竞赛与教学的有效融合途径，提出实验课程、学科竞赛、科创训练融合的培养方式，

具有实践指导意义。但在解决现存问题上探讨不足，理论阐述多，实证研究少，缺乏融合效果的数据支

撑。国外研究已构建完善实践体系，注重竞赛对学生创新能力、实践技能以及团队协作等方面的影响。

理论上重视技术在工程学习中的作用，强调多种管理机制对团队创新的保障，指明教育模式改革方向。

但因国内外教育体系和文化有别，其经验在国内的适用性存疑，且研究多侧重宏观教育改革，少涉及具

体教学操作。鉴于此，国内应强化实证研究，收集、分析数据，量化评估学生参与竞赛前后专业能力与

创新思维变化，夯实理论基础。借鉴国外经验时，充分考量国内教育体制、文化及学生特点，本土化改

造，如调整国外竞赛规则和时间。针对国内问题，构建全面方案，建立激励机制提升师生积极性，形成

产学研用一体化模式，加强高校、校企合作，完善人才创新培养体系。 
本文总结国内外关于工程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研究现状，提炼已有成果与经验，剖析存在的问

题与挑战，进而提出“赛证课”三位一体的工程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研究目的为深入探究工程管理

专业人才的培育机制，特别是在如何创新性地融入科技竞赛元素，以构筑高效且前沿的专业人才培养体

系方面，为工程管理领域的人才培养体系优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思路，促进教育实践的革新。 

2. 科技竞赛视角下工程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现存问题分析 

1) 教学内容与竞赛标准不匹配。科技竞赛通常要求学生具备较高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而传统的

体系往往更侧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和应试技巧的训练。这种不匹配使得学生在面对竞赛时难以将所学知

识有效地应用于实际问题中。 
2) 缺乏专门的辅导和支持。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参加科技竞赛是一个新的挑战，学生需专业的指

导来帮助他们理解竞赛要求、制定参赛策略以及解决竞赛中遇到的问题。目前很多学校在这方面的支持

并不足。 
3) 学业与科技竞赛在时间安排上存在冲突。学生面临着繁重的课业任务，而科技竞赛要求大量的时

间和精力投入。如何在确保学业不受影响的前提下，为竞赛做好充分准备，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4) 课程评价与科技竞赛评估存在机制上的差异。学校的课程评价体系一般依赖于考试成绩和课堂表

现来评定学生的学业水平，而科技竞赛的评判准则更加侧重于实践成果和创新能力的展现。这种不一致

使得学生难以通过竞赛来检验和提升自己的学习成果。 
5) 专业教师指导不足。没有足够的专业导师，学生们在遇到技术难题时感到无所适从。学生可能花

费大量时间在网络上搜索答案，或者试图自行摸索解决之道，这往往效率低下。有的教师不能够及时给

予参加科技竞赛学生的支持，也造成了学生难以在科技竞赛中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6) 缺乏长效激励机制。在融合科技竞赛的工程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中，长效激励机制的缺失将会导致

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果难以持续提升。部分高校在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管理与运作上尚未建立起完善

的制度，存在各自为政、缺乏协作的问题。 

3. “赛证课”三位一体的高校人才培养体系构建 

“赛证课”三位一体的高校人才培养体系将岗位需求、竞赛规程和证书标准有效整合到人才培养方

案中，通过这种综合育人的方式，提升教育的质量和适应性。“课”，作为整个体系的基础，课堂教学提

供了系统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培训。“证”，职业资格证书是评价学生专业能力和技能水平的重要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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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在“赛证课”体系中，职业资格证书的考取被纳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赛”，技能竞赛是检验学生

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有效手段，参与竞赛能够增强自身的实践操作能力与团队协作技巧，洞察行业最

新科技进展和市场发展趋势，从而拓宽认知视野与知识储备。基于能力本位教育(Competency-Based Edu-
cation, CBE)理论对“赛证课”三位一体人才培养体系进行理论分析框架构建。CBE 理论的关键要素包括

明确的能力目标界定、以能力为导向的课程开发、基于能力表现的评价体系以及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

旨在使学生能够快速适应职业岗位需求，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赛证课”三位一体人才培养

体系首先强调竞赛与能力培养。在 CBE 理论框架下，竞赛能够让学生在真实或模拟的职业情境中运用所

学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锻炼团队协作、沟通交流等综合能力，与 CBE 理论强调的实际能力培养

高度契合。例如，学生在竞赛中面对复杂的项目任务，需要自主分析、制定解决方案，这一过程就是对

其职业能力的直接锻炼。其次强调证书与能力认证。在 CBE 理论中，证书成为衡量学生是否达到相应能

力标准的直观依据，获取证书的过程促使学生系统学习和掌握相关职业技能，符合 CBE 理论以能力目标

为导向的理念。三是强调课程与能力塑造。基于 CBE 理论的课程设计应紧密围绕职业能力需求，将理论

知识与实践技能有机结合，通过精心设计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在课堂学习中逐步构建起职业

所需的能力体系，为参加竞赛和获取证书奠定基础。 
 

 
Figure 1. “Competition-Certification-Course” integrated talent training system 
图 1. “赛证课”三位一体人才培养体系 

 
基于 CBE 理论，构建“赛证课”三位一体人才培养体系，涵盖目标层、要素层、支撑层、反馈层四

个层次。其中，目标层以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具备综合职业能力的工程管理专业人才为总体目标。根

据不同职业岗位的能力要求，细化为具体的能力目标，如项目管理能力、技术应用能力、创新思维能力

等。要素层包括“赛证课”三个核心要素。竞赛模块涵盖各类与工程管理相关的科技竞赛，为学生提供

实践和展示能力的机会；证书模块明确与专业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种类和获取路径；课程模块则围绕职

业能力需求设计课程体系，包括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和实践课程。支撑层由师资队伍、教学资源、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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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评价体系构成。优秀的师资是实施 CBE 理论和“赛证课”体系的关键。充足的教学资源，如实验

室设备、企业案例等，为教学和实践提供保障。完善的教学管理确保体系的有序运行，而基于能力表现

的多元化评价体系则准确衡量学生的学习成果和能力提升。反馈层通过对学生竞赛成绩、证书获取情况、

课程学习效果以及就业后的职业发展状况进行跟踪和分析，及时反馈人才培养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为持

续改进提供依据，形成一个不断优化的人才培养闭环。如图 1 所示。 

4. “赛证课”三位一体的高校人才培养体系实施方案 

4.1. 完善课程体系，促进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 

完善课程体系，促进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是“赛证课”三位一体高校人才培养体系成功实施的

关键。通过课程与竞赛、证书的紧密结合，以及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促进，培养出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和较

强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首先，课程设置应紧密围绕竞赛和证书要求。工程管理专业竞赛中常涉及项目规划、团队协作等实

际操作，课程体系就应增加相关实践课程比重，如项目管理实践、工程模拟竞赛实训等。这些课程模拟

真实竞赛场景，让学生在实践中运用理论知识。同时，参考职业资格证书考试大纲，优化专业课程内容。

比如注册建造师考试涵盖工程法规、项目管理等内容，课程设置中就应强化这些科目的教学深度和广度。 
其次，加强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的衔接。打破传统理论与实践课程分离的模式，在理论课程教学中

融入实践案例，引导学生思考理论知识在实际中的应用。例如在工程力学课程中，引入建筑结构设计案

例，让学生运用力学原理分析结构稳定性。同时，实践课程要以理论知识为指导，避免盲目操作。在项

目管理实践课程中，学生依据项目管理理论制定项目计划、安排进度，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行动，实

现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促进。 
第三，建立课程动态调整机制。根据竞赛反馈和行业证书要求的变化，及时调整课程内容和教学方

法。若竞赛中出现新的技术应用或管理理念，课程应迅速跟进，更新教学内容。行业证书标准更新后，

课程体系也应做出相应调整，确保学生所学知识和技能始终符合行业发展需求。 

4.2. 改进证书考评方案，构建专业化的人才培养途径 

在“赛证课”三位一体人才培养体系中，证书考评方案是决定人才培养专业化程度的关键。科学改

进这一方案，能有力推动该体系实施，构建更专业的人才培养路径。 
证书考评需紧跟行业前沿需求更新考评内容。随着建筑行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工程管理领域不

断涌现新技术、新理念。比如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在工程全生命周期管理中应用愈发广泛，证书考评

就应加入 BIM 相关知识，包括模型搭建、碰撞检查、进度模拟等实际操作考核，确保学生所学与行业发

展趋势相符。 
证书考评需强化专业实践过程性考核。传统证书考评侧重结果，难以全面评估实践能力。引入过程

性考核，对于参与实际工程项目管理的学生，从项目投标阶段的文件编制，到施工阶段的现场管理，再

到竣工验收阶段的资料整理，全程记录学生的工作表现，如资源调配能力、风险应对能力、沟通协调能

力等，综合评定其实践能力，激励学生重视实践环节。 
证书考评需建立专业领域专家深度参与的考评团队。邀请建筑企业项目经理、行业协会专家与高校

工程管理专业教师共同组成考评团队。企业项目经理能从项目实际运作角度评价学生，比如对项目现场

管理的合理性、资源利用效率等方面进行评估；行业协会专家则能从行业标准、发展趋势等宏观层面提

出意见。多方融合使考评更专业权威，为学生专业发展提供针对性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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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规范竞赛方案，强化评价与反馈机制 

“赛证课”三位一体的高校人才培养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强化评价与反馈机制是确保教育质量持续

提升、学生学习效果不断优化的关键环节。评价机制的构建需要全面。在竞赛方面，除了设立明确的竞

赛目标和评分标准外，还应注重对学生团队协作、创新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的评估。为确保评价的全面

与公正，采取专家评审、学生之间互评及观众投票等多重方式。竞赛结束后，及时公示获奖者及佳作。

评价机制须与行业标准及国家职业资格要求紧密相连，评价涵盖专业知识运用，考查学生对工程管理知

识的掌握与应用，如成本预算、进度计划的合理性；实践操作技能，评估学生在模拟项目中对 BIM 技术

及项目管理软件的操作能力；团队协作能力，观察任务分配、信息共享及冲突解决能力；创新思维能力，

关注学生面对复杂问题时提出的创新性管理思路或技术应用方法。实施严格的考试监督制度以保障考试

的公平与规范。认证成绩将作为学生学业的重要部分，记入档案与成绩单，为其未来职业道路奠定坚实

基础。在反馈机制的构建中，赛后组织总结会议，评价主体提供全面反馈报告，包括整体表现、各项指

标得分与分析、改进建议等。同时，将竞赛中暴露的问题反馈给课程教学部门，推动课程内容与教学方

法优化，如学生 BIM 技术应用不足，课程便增加相关实践课时。通过这样的反馈机制，实现竞赛、课程

与证书的良性互动，持续完善“赛证课”人才培养体系。 

5. 案例分析 

5.1. 案例一：浙江树人学院工程管理专业实践 

2024 年 11 月，在浙江省大学生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大赛中，浙江树人学院管理学院学生在“虚拟仿

真赛道”荣获省一等奖 4 项、省三等奖 1 项，并成功晋级全国赛。学院自项目启动便积极筹备，组织校

赛选拔和赛前模拟赛。全国大学生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大赛已被列入《教育部评审评估和竞赛清单(2021
年版)》，是教育部认可的 84 项全国大学生学科竞赛中的 A 类竞赛之一。该竞赛致力于推动以赛促学、

以赛促教、以赛促改、以赛促建。 
从“赛证课”三位一体角度分析，竞赛方面，通过组织和参与这类高规格赛事，为学生提供了将理

论知识应用于实践的机会，锻炼了学生的工程实践和创新能力，符合CBE理论中对实际能力培养的要求。

课程上，浙江树人学院管理学院日常教学为学生参赛奠定了知识和技能基础，而参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又反馈到教学中，促使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不断优化。证书层面，学生在竞赛中积累的能力和经验有助

于他们未来考取相关职业资格证书，比如注册建造师、造价工程师等。 

5.2. 案例二：MPM 认证在工程建设领域的应用 

美国项目管理学会的国际注册资深项目经理(Master Project Manager, MPM)认证在国内工程建设领域

得到广泛应用。MPM 认证包括项目管理知识考试、实践经验审核和口试等环节，对申请人的项目规划、

执行、控制等能力进行全面考核。国内大型建筑公司重视 MPM 认证，拥有该认证的项目经理更受青睐。 
在“赛证课”体系里，MPM 认证是对专业能力的权威认可，符合 CBE 理论以能力为导向、以证书

衡量能力标准的理念。为了获取 MPM 认证，相关人员需要系统学习项目管理知识，这类似于课程学习

过程，通过知识学习构建能力体系。而在实际工作中应用所学知识，参与项目管理实践，不断提升项目

管理效率、质量和风险管理能力，形成“赛证课”相互促进的闭环。 

6. 结论 

本研究构建了“赛证课”三位一体的工程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体系。该体系目的在激发学生的创新思

维，进而提升其实践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并增强其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重点从完善课程体系、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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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考评方案、规范竞赛方案三方面对“赛证课”三位一体的高校人才培养体系实施方案开展分析，并

开展案例分析。本研究的开展为优化工程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强化跨学科融合与创新创业教育，以

及完善实践教学体系与校企合作模式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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