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llege and Job 职业教育发展, 2025, 14(7), 195-200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ve 
https://doi.org/10.12677/ve.2025.147318  

文章引用: 彭晓乐. “四位一体”实践育人工作法在研究生双创过程中的效能研究[J]. 职业教育发展, 2025, 14(7): 195-
200. DOI: 10.12677/ve.2025.147318 

 
 

“四位一体”实践育人工作法在研究生双创 
过程中的效能研究 
——以“智能垃圾分类系统研发”与“新能源材料创新研究”项目为例 

彭晓乐 

河南理工大学财经学院，河南 焦作 
 
收稿日期：2025年5月25日；录用日期：2025年7月2日；发布日期：2025年7月10日 

 
 

 
摘  要 

本文聚焦“四位一体”工作法在研究生创新创业实践育人中的应用，通过分析其理论基础、模型构建、前

期基础与现状、案例分析以及数据分析，深入探讨该工作法对研究生“双创”能力提升的作用机制，旨在

为高校研究生实践育人与创新创业教育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助力培养更多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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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Four-in-One” working method in the practice-oriented 
talent cultivation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By analyzing its the-
oretical basis, model construction, previous foundation and current situation, case studies, and data 
analysis, it deeply explores the mechanism of this working method in enhancing postgraduate stu-
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apabilities. The aim i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inspirations for the practice-oriented talent cultivation an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
neurship education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in universities, and to help cultivate more high-quality 
innovative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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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国家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生作为创新创业的生力军，其创新创业能力

的培养至关重要。研究生是我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高层次人才，在其专业领域具备较强的学习、认知和

应用能力，构成了我国创新型人才的重要储备。然而，当前研究生培养存在实践能力薄弱、创新成果转

化率低等问题[1]。《“双创”与“新经管”背景下研究生创新能力评价及提升路径研究》对 76 份调查问

卷进行数据分析得出，参与调查的研究生创新能力普遍偏低，创新能力百分比集中于 15%~45%区间，远

低于合格线 60% [2]。实践育人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在资源整合与协调联动方面存在明显

短板。高校需立足实际，深入地剖析问题、解决问题[3]。在此背景下，探索实践育人的新途径已成为研

究生教育改革的关键[4]。“四位一体”工作法通过融合政府、学校、企业及社会各方资源，构建起协同

育人的机制，为研究生“双创”实践育人开辟了新方向。同时，该工作法将思政教育元素融入其中，对促

进研究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2.“四位一体”工作法的内涵与理论基础 

2.1. “四位一体”工作法的内涵 

“四位一体”的研究生实践育人机制包含研究生“实践育人”总体维度，以及与创新创业赛事相结

合的“项目育人”、与指导教师队伍建设相结合的“团队育人”、与开放平台相结合的“平台育人”、与

团队内及团队间多专业兼容互动相结合的“专业育人”四个子维度[5]。以立德树人为目标，以科技学术

创新活动为抓手，以实践育人为方向，开展研究生第二课堂教育实践工作，建立完善的实践育人机制，

促进研究生全面发展[6]。 

2.2. 理论基础 

该工作法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协同理论等为基础。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学习者在实践中主动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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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知识，“四位一体”工作法注重对研究生创新创业的思维和理念与专业素养教育融合，让研究生在创

新创业实践中不断探索、学习和成长，培养更多具有创新创业能力的综合性人才；协同理论认为系统内

各要素协同作用能产生更大效能，“四位一体”工作法中各子维度相互配合、协同发力，形成强大的育

人合力，推动研究生“双创”能力提升[7]。 

3. 研究生“双创”工作前期基础与现状分析 

3.1. 前期基础 

“项目育人”方面，学校团委除组织参与国家、省级课外科技学术创新竞赛活动外，还开展校内“步

步高”大学生科技攀登计划。以 2023 年为例，参与该计划的研究生项目达 120 个，通过项目培养了学生

克难攻坚精神与集体协作能力；“团队育人”方面，校团委成立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指导中心，聘请学

科专业指导教师，推进“朋辈引领”的学长导师制。目前已组建 50 人的导师团队，开展项目研讨会、“一

对一”经验交流等活动 80 场次，有效引导培养参赛项目学生创造性思维；“平台育人”方面，推动“智

慧团务暨第二课堂成绩单”系统平台建设，优化科技创新竞赛、社会实践活动管理等板块功能，为学生

创新创业活动提供平台和场地支撑。截至目前，该平台已服务 3000 人次研究生创新创业活动；“专业育

人”方面，校团委组织科技创新类和学术类学生社团开展创新创业交流活动，并邀请优秀指导教师和项

目团队负责人做专题培训。累计举办交流活动 60 次，培训覆盖 1500 名研究生，促进了不同领域学术交

叉与思政引领下的专业育人(数据来源于校团委统计)。 

3.2. 现状分析 

近年来，我国高校十分重视研究生“双创”教育，通过优化课程、组织竞赛、支持科研项目等方式，

积极培养研究生的创新精神与创业能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数据显示，高校研究生参与创新创业竞赛

的比例持续上升，科研论文发表数量和专利申请量也显著增长，反映出研究生“双创”教育的良好发展

态势。尽管现阶段我国研究生培养的规模和政策走在了世界前列，但在科研素养与创新能力方面与发达

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8]。如部分研究生对创新创业赛事参与积极性不高，在 2023 年的校内赛事中，仍

有 30%的研究生未参与任何创新创业项目；导师团队指导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通过问卷调查发现，仅

有 65%的研究生认为导师指导能满足项目需求；开放平台的资源整合与利用效率不足，平台上的实验设

备预约使用率仅为 50%；专业间的兼容互动深度不够，跨专业合作项目仅占总项目数的 20%，这些问题

和不足制约了研究生“双创”能力的高效能释放。 

4.“四位一体”工作法模型构建 

4.1. 模型设计 

基于“四位一体”工作法的内涵，构建“四位一体”助力研究生“双创”模型(见图 1)。该模型以研

究生“实践育人”为核心，“项目育人”“团队育人”“平台育人”“专业育人”四个子维度围绕核心协

同运作。在“项目育人”中，研究生通过参与各类创新创业项目提升实践能力；“团队育人”依靠导师团

队和朋辈引领提供指导与经验分享；“平台育人”借助系统平台提供资源与场地支持；“专业育人”促进

不同专业间的学术交流与融合。四个子维度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研究生“双创”能力提升。 

4.2. 模型运作机制 

该模型的运行基于协同、反馈及优化三大机制。其中，协同机制确保各子维度在育人实践中紧密协

作，例如项目育人借助平台育人所提供的资源得以开展，而团队育人则对项目育人的执行提供指导。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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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机制通过评估研究生在“双创”实践中的表现和成果，及时向各子维度反馈信息，以便相应调整工作

策略。优化机制则依据反馈信息，持续改进各子维度的工作内容与方式，从而提升模型的整体效能。 
 

 
Figure 1. The “Four-in-One” model design 
图 1.“四位一体”模型设计 

5. “四位一体”工作法案例分析 

5.1. 案例一：“智能垃圾分类系统研发”项目 

在 2023 年“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生团队凭借“智

能垃圾分类系统研发”项目脱颖而出。在“项目育人”维度，该团队借助校内“步步高”大学生科技攀登

计划，历经 10 个月的项目研发与实践，顺利斩获全国二等奖。在“团队育人”维度，导师团队提供了坚

实的专业支撑，累计开展 12 次专题辅导，学长导师也通过 8 次“一对一”经验交流，助力团队攻克技术

难关、优化项目方案。在“平台育人”维度，“智慧团务暨第二课堂成绩单”系统平台为其提供了 15 次

实验场地和 20 次数据资源支持，为项目的稳步推进筑牢根基。而在“专业育人”维度，团队积极与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团队展开 6 次深入的学术交流，实现了专业知识的互补，最终成功将项目孵化，与

3 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预计为企业创造 200 万元的经济效益。 

5.2. 案例二：“基于多学科融合的新能源材料创新研究”项目 

在 2022 年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由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化学学院和物理

学院组成的跨学科团队充分展现了“四位一体”工作法的优势。在“项目育人”维度，团队依托创新创业

项目明确目标，积极开展创新实践活动，显著提升了团队的创新能力与协作效率。在“团队育人”维度，

来自不同学科的导师团队联合指导，充分发挥各学科专业优势，共开展了 15 次跨学科研讨会，为团队提

供了全面而深入的专业指导。在“平台育人”维度，借助开放平台，团队能够及时获取前沿技术与市场

信息，并通过平台参与了 8 场行业线上讲座，拓宽了视野，增强了对行业的了解。在“专业育人”维度，

团队成员间的专业融合与创新思维碰撞频繁，不同学科背景的成员相互学习、相互启发，有效推动了项

目的进展。最终，该项目不仅荣获省级金奖，还发表了 5 篇相关学术论文，并申请了 3 项专利，充分证

明了“四位一体”工作法在促进研究生“双创”能力提升方面的显著成效。 

6. “四位一体”工作法助力研究生“双创”的实施路径 

6.1. 项目育人：以创新创业项目为载体 

项目育人作为“四位一体”工作法的核心抓手，通过双创项目来培养研究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与创

新思维。以校内“步步高”大学生科技攀登计划为例，近 5 年来，参与该计划的研究生团队平均每年产

出创新成果 15 项，项目参与率高达 80%，这一比例在同类竞赛中，相较于未参与项目的同学获奖比例，

优势显著。同时，在省级以上创新创业竞赛中，参与项目的研究生团队获奖比例达到 40%，远高于未参

与项目团队的 15%。充分体现了项目育人对于提升研究生实践能力与创新素养所发挥的巨大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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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团队育人：构建多元化的导师团队 

团队育人是“四位一体”工作法的关键支柱。通过建立专业指导教师与学长导师共同参与的导师团

队，为研究生提供全面的指导。以某高校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研究生科技创新团队为例，该团队实施

“朋辈引领”的学长导师制后，新成员的科研技能掌握速度提高了 30%，团队在省级以上竞赛中的获奖

数量同比增长了 25%。此外，得益于导师团队的指导，研究生团队在项目申报、实施及结题等环节的成

功率提升了 35%。 

6.3. 平台育人：打造开放的实践平台 

平台育人是“四位一体”工作法的重要保障。通过构建“智慧团务暨第二课堂成绩单”系统平台等

开放平台，为研究生提供了充足的实践资源与场地支持。平台使用数据显示，注册学生参与创新创业活

动的活跃度达到 70%，申请科研场地和设备的频次每月增长 20%，有效满足了学生的实践需求。此外，

平台上线后，学生参与创新创业活动的报名效率提升了 25%，活动组织成本降低了 20%。 

6.4. 专业育人：促进多专业融合与创新 

专业育人作为“四位一体”工作法的重要拓展，主要通过促进不同专业团队间的交流与合作来实现

知识融合与创新。比如在某跨学科研究生创新创业交流活动中，参与的学生反馈其创新思维活跃度提升

了 20%。同时，跨专业合作项目的成功率也较以往提高了 15%。除此之外，跨专业合作项目的平均创新

成果产出量要比单一专业项目高出 25%。这表明专业育人对于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以及提高合作项目的

成功率和成果产出量都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7. 结论与建议 

7.1. 结论 

本文的“四位一体”工作法通过将创新创业赛事、指导教师队伍建设、开放平台以及专业兼容互动

有机结合，形成了有效的研究生实践育人机制，对提升研究生“双创”能力具有显著成效。该工作法在

实践中通过各子维度的协同运作，为研究生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与指导，促进了研究生的全面发展与创

新创业成果的产出。 

7.2. 建议 

为进一步发挥“四位一体”工作法的作用，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与完善。首先，加强顶层设计，

完善跨部门协同育人机制，明确各部门职责与分工，形成育人合力。其次，提升导师能力，建立导师培

训与激励机制，定期组织导师参加专业培训和交流活动，提升导师团队的指导能力。再次，优化平台功

能，引入智能化管理系统，提高平台服务质量，优化开放平台的功能与资源整合。此外，深化专业融合，

设立跨专业合作项目专项基金，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创新，进一步深化专业间兼容互动。最后，强化效果

评估，建立动态监测机制，加强对“四位一体”工作法实施效果的跟踪评估，及时调整工作策略，不断完

善该工作法。综上所述，“四位一体”工作法作为一种创新的实践育人模式，在研究生“双创”能力培养

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持续探索与完善该工作法将为高校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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