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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在应用型本科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方面探索出“课外—课内—课外”和

“全员—拔尖—全员”的“双回归路径”。 该培养路径能够以点带面、以老生带新生、以优秀学生带动普

通学生,旨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提高学生创新实践的主动性和参与面。 “双回归路径”的构建:一是从

顶层设计入手,科学创建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二是为学生搭建合理有效的

赛教相融的创新平台,促使创新能力培养由课内向课外延伸;三是优化选拔机制,分类培养学生的实践

创新能力,确立学生在创新实践中的主体地位,保障培养效果。 以台州学院建筑工程学院为例,从学生

的竞赛获奖、创新成果质量和数量、就业率、用人单位满意度反馈和毕业生满意度调查等方面,阐述“双

回归路径”对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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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一个时代国家和地区的核心竞争力。 随着知识经济与科技革命的到来,国际竞争不断

加剧。 高校作为创新型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需要努力走在科技前列,持续向社会输送新知识,培
育服务经济社会建设和发展的创新型人才。 我国本科生占全部高等教育人数的 48. 8%[1] ,其中大

部分都在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 量大面广的应用型本科院校,担负着为工程一线输送适应社会发

展人才的重任,因此应不断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完善实践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着力培养和锻炼

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 但是目前一些应用型本科院校对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缺乏有效的措施

和抓手,学生的创新目的不明确、创新自信心不足、创新渠道不清晰,在创新能力培养中学生的主动

性没有发挥出来[2] 。 古希腊学者普罗塔戈( Plutarch)曾言,学生的头脑不是用来填充知识的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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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一支需要被点燃的火把。 高校学科竞赛就是点燃火把的“火种”,是激发学生创新热情的有效

手段[3] 。 笔者通过十多年的探索,针对当代大学生所具有的“数字原住民”的特点[4] ,将竞赛与教学

相融合,把第一和第二课堂相结合,以优秀学生带动普通学生,以点带面,激发学生的创新激情和创

新内驱力,提高学生的创新积极性。 实践证明,“课外—课内—课外”和“全员—拔尖—全员”的“双

回归路径”是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

一、基于“双回归路径”的实践创新培养体系构建

应用型创新人才应该是一种“具有多元化交叉的知识结构、精深的专业技术能力、强烈的社会

责任感、富于批判精神和创新的研究意识,能够综合运用所拥有的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创新品质和

相应的知识,在社会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实践创新活动过程中,为推动整个社会的顺利转型作出突

破性贡献的人才” [5] 。 近些年来,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改变了大学生的学习方式,课外学习、自主

学习和课外实践成为学生获取知识和能力的重要环节[6-7] 。 在十多年的探索实践中,笔者针对应用

型本科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的难点,以学生为主体、以竞赛为引线、以教师为主导,通过第一和第

二课堂的结合,以及竞赛与教学的融合,按照“课外—课内—课外”和“全员—拔尖—全员”的“双回

归路径”,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着力提高学生创新实践的主动性和参与程度,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

新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培养体系的构建和实施路径如图 1 所示。

图 1　 内外结合、赛教融合、全员参与的“双回归”创新实践体系

(一)“课外—课内—课外”回归路径构建
 

提升大学生的职业竞争力,合理增加大学本科课程的难度,拓展课程的深度,扩大课程的选择

性,进而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动力和专业兴趣,真正把“水课”变成有深度、有难度和有挑战性的“金

课” [8] 。 目前在应用型本科学生培养过程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学生学习主动性不够,学习投入度不

高,教师在教学中缺乏成就感和满足感,具体表现在以下 4 个方面:
 

(1)学生在课外投入学习的时间

少、效率低;(2)学生对难度较大的课程有畏难和退缩情绪;(3)学生对有挑战性的任务和作业有排

斥心理;(4)部分学生怠于思考,无法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对师生互动的热情明显低于教师的预期。
造成这种现象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学校和教师对学生课外学习管理缺乏抓手,相比研究型大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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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应用型本科学生本身学习自觉性较差,学生在课堂之外投入学习的时间很少。 据调查,部分二

本院校的学生每天课外投入学习的时间少于 1 小时。 课外如不及时复习巩固所学知识,将严重影

响学习效果。 研究显示,一名普通学生对课堂讲授具体内容的记忆,在一堂课结束后只能维持 15 分

钟,95%的内容会很快被忘记[9] ,因此打造“金课”绝对不能仅注重课堂教学,还应把更多的注意力

放在课堂之外学生的学习投入和学习效率上[10-11] 。 总之,重视“课外—课内—课外”回归路径能够

有效保障学生对学习的投入,提高成效。
“课外—课内—课外”回归路径的关键环节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课外:校园创新氛围的营造。 从大一新生入校开始,由优秀老生对全员新生介绍经验,开展宣

讲和培训,启发创新思想。 课外老生的言传身教和现身说法比课堂教师的教育和灌输更有说服力。
课内:创新类课程设置创新思维课堂教学内容。 在培养计划中设置创新类选修课,对有初步创

新启蒙思想,且有兴趣和有想法的学生进行强化训练,培养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 同时在专业课程

教学中融入创新思想,把专业知识与创新实践结合起来,将课程作业与课外竞赛及创新活动项目结

合起来,引导学生运用课程知识进行创新实践,把被动应付完成作业,变为主动探索和创新的过程。
此外,在课堂上教师结合学生创新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引导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课外:创新型竞赛和创新项目训练。 遴选合适的学生参与院级、校级、市级、省级、国家级五级

制学科竞赛和科研创新项目,由教师引导组织学生积极参与,通过层层选拔的竞争机制,激发学生

的参与热情,将学生由被动转变为主动参与,把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索行为,变为自觉的有目的的培

养创新实践能力的行动。
实践证明,“课外—课内—课外”回归路径能很好地激励学生的理论学习和实践创新热情,为了

设计一个合理的方案、一个优秀的模型,师生之间以及学生之间常常为一个问题争论不休,学生的

学习热情空前高涨。
(二)“全员—拔尖—全员”回归路径构建

创新能力培养的目标对象不是少数优秀学生,而是所有学生。 但目前应用型本科高校创新能

力培养主要针对部分优秀学生,对全体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还面临许多难题。 为此构建“全员—拔

尖—全员”回归路径,将学生分层次个性化的培养和全员培养提高相结合,扩大学生接受创新培训

的参与面。
“全员—拔尖—全员”回归路径关键环节在以下三个方面。
全员:优秀老生组建创新社团,对全员新生进行创新启蒙教育。
拔尖:选拔优秀本科生进科研工作室。 根据学生个人兴趣,让学有余力且创新能力强的学生进

入教师科研工作室,并配备科研导师,由科研导师对优秀学生进行个性化重点培养,帮助优秀学生

迅速成长成为带领全体学生创新的排头兵。
全员:将拔尖学生组成竞赛小组和科研小组,由优秀学生任组长,组织带领全体学生参与创新

训练和竞赛。 在训练和竞赛过程中,通过发现问题、主动思考、相互探讨、请教老师等一系列环节,
着力强化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综合素质。

上述“双回归路径”的构建,将传统知识灌输型教学方式中的“教师→学生”互动机制,变成了

“学生⇆学生⇆学生”的互动机制,不仅显著提高了学生的积极性,而且能够真正把小组学习和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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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落到实处,使每一个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都能得到培养。

二、基于“双回归路径”的实践创新培养模式实施方案

该方案的顺利实施关键在于解决了以下三个问题:(1)科学构建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的

人才培养体系;(2)搭建合理有效的赛教相融创新平台;(3)确立学生在创新能力培养过程中的主体

地位。
(一)顶层设计:科学构建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目前各高校人才培养方案通常情况下没有明确设置课外学时,这一点与国外很多同类型的大

学不一样,例如德国的莱比锡应用技术大学(HTWK)土木工程专业 2015 年的培养方案中,核心课程

钢筋混凝土结构 5 学分,对应 150 学时,在课程大纲中就明确规定了其中 59. 2 学时为学生自学时

间,27 学时为学期论文(或课程设计大作业)时间,而课内时间包括研讨课、讲座、答疑共 60. 8 学

时[12] 。 学生在课外用于自学和大作业的时间超过总学时的一半,并被明确规定。 同时通过严格的

淘汰制度确保学生课外学习时间和精力的足额投入。
针对我国现行的大学学业考核制度,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就应全面考虑、顶层设计,通过设

立创新学分和考核制度,以成果为导向,引导学生把课内教学与课外自主学习探索结合起来。 具体

做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 设置必修的课外创新学分

以培养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精神为目的,完善分层次、课堂内外相互衔接的“通识+专业+
创意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在培养方案中设置专门的必修创新学分。 该学分不需要学生修读具体的

课程,只要求学生在课外完成。 学生可以选择科研创新项目、学科竞赛、专业考证、开放性实验等内

容,完成 2 个必修的创新学分。 通过给学生以适当的压力,鼓励学生充分利用课外的时间,巩固课

堂知识,创造性地运用专业知识进行创新活动。 同时在培养计划中对通识课、专业课提出创新导

向,在教学大纲中将创新能力的培养落到实处,确定课内、课外各教学环节在实践创新能力培养中

的预期目标和教学手段。
2. 设置核心能力考核学分

为保障学生课外学习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和学习效果,切实提高学生实践创新能力。 经过对用

人单位和毕业生的调研,并组织专家论证,学校最终筛选出力学分析、工程图学、工程造价、工程测

量等四项学生必须具备的最基本核心能力,并在培养计划中设定核心能力考核的必修学分。 通过

采取这一考核措施,保证学生毕业时能具备基本的实践创新能力,以满足工程一线对应用型人才的

需求。 在此基础上,对学有余力的优秀学生进行个性化培养。
(二)搭建平台:保证实践创新由课内向课外延伸

为保证顶层设计方案的顺利实施,必须为学生搭建必要的平台,提供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的现实

环境。 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开设与创新和竞赛相关的选修课

根据学生需求,在全校范围内开设创新类选修课,针对各工科专业特点,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和创新实践能力。 同时在全院范围内开设专业性更强的竞赛类相关课程,学生通过这些课程的学

习能快速入门,以更高的热情投入学科竞赛或创新实践中。 学生在创新实践和竞赛过程中所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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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会反过来促使他们回顾并巩固深化所学专业知识,进而主动进行深度学习,创新地解决复

杂问题。 对于学生来说,攻克一个难题,往往意味着由此获得一项新技能,掌握和精通某方面的专

业知识。
2. 设立“三位一体”的创新工作室

根据学科方向组建由学院教师、校外专家、学生三方加入的“三位一体”的创新工作室,对拔尖学

生进行分层次培养。 学院融合专业课教师、校外专家、学生三方:(1)组建科技创新教师指导团队;(2)
成立由专业教师、校外专家、优秀学生组成的创新工作室;(3)由学生自由组建大学生科创工坊。

从大二开始,根据学生自愿报名的原则,教师遴选学有余力的优秀学生进入创新工作室,直接参与

教师的科研项目,真题真做。 教师和校外专家手把手指导学生进行创新实践,促使学生实践创新能力

迅速提升。 而这批迅速成长起来的优秀学生又作为学生创新团队和学科竞赛小组的负责人,对其他学

生进行指导,他们所起的示范作用,能以点带面地迅速带动一大批学生投入实践创新活动中。
(三)优化选拔机制:分层、分类培养实践创新能力

在创新能力培养过程中,充分挖掘学生的潜力,进行分类培养,这就必须要有一个好的选拔机

制。 好的选拔机制可以让学生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既能充分激发学生的斗志,又能让学生在适合

的项目中互帮互动,共同学习进步;既能体现教师的主导作用,又能确立学生在创新实践中的主体

地位,使学生在创新实践过程中有成就感和价值感。 选拨机制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1. 全面参与、重点培育

设立专门的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基金,任何学生只要有想法都可以自愿组队、自由申报,学校

安排教师全程指导学生发现问题、自主设计研究方案,最终创新地解决问题。 学院本着公开、公正、
公平的原则,通过学生公开答辩、教师点评等环节,每年对大学生创新项目进行遴选、培育和资助。
被资助的项目经过 1 年左右的培育,取得初步的成果后,即可申报省级或者国家级的大学生科技创

新项目。
此外,学院还筛选与专业和创新能力结合紧密的 10 余项院级竞赛项目,鼓励学生根据自身的

兴趣和特长,选择参与适合的竞赛项目。 据统计,大学四年内有 80%的学生至少参与了一次竞赛项

目,参与竞赛和科技创新项目的学生人数则达到了 100%,实现了全覆盖。
2. 逐层选拔、优生拔尖

在团队和项目中,没有竞争就没有活力。 对学科竞赛队员的选拔,采用三级择优选拔机制,鼓
励学生广泛参与校赛;采用积分制进行末位淘汰,通过 PK 赛环节着力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火花;在
省(国)赛中引导学生突破定势思维,完善作品,提升创新及应变能力。 以浙江省大学生结构设计竞

赛为例,普通本科院校参数组数为两组,但是在学校教师的引导和老生的示范作用下,学生参与竞

赛的热情很高,在校赛阶段,参赛队伍往往达到 40 组以上,尤其是大一的新生,参赛率超过了 60%;
校赛后留下最优的 30%,经过 2~ 3 个月的末位淘汰赛,最终留下两组学生参加省赛,而参加国赛的

学生最终只有一组。 PK 赛激发了学生的活力,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同时也让学生找到了差距,
获得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对大部分学生来说,重要的不仅仅是获奖,而是参与的过程,这才是他们

最大的收获。
3. 以老带新、团队传承

在各级竞赛和科研创新过程中脱颖而出的优秀学生,是非常宝贵的资源。 他们不但有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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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实践能力,而且有很好的组织能力和团队协助能力。 此外他们对其他学生的影响也是比较突

出的,应充分利用这一资源。 在结束竞赛和科研项目研究后,将优秀学生组成学生指导团队和科创

工坊,对其他学生特别是刚入校的新生进行培训,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和示范带动作用,形成整个

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的良性循环。

三、基于“双回归路径”的实践创新培养成效

2010 年开始学院采用“双回归路径”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经过十余年的探索,截至 2019 年,
建筑工程学院面对全校开设创新类课程 12 门次,主办院级竞赛 80 余次,承办校级及以上竞赛 40 余

次,学生参与各类竞赛和创新活动达 100%。 学生的创新能力以及自我评价和社会评价都有了很大

的提高。
(一)学生创新能力

近年学生主持完成国家级和省级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24 项,以学生为第一作者发表科技论文

17 篇,获得授权专利 34 项。 与土木工程专业相关度最高的两个竞赛:大学生力学竞赛和大学生结

构竞赛,学院学生积极参与,并都取得了良好成绩。 其中 2019 年浙江省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学院

仅有两个参赛组名额,两个组都获得了一等奖,总成绩名列浙江省全省第一。 在浙江省大学生力学

竞赛中,学院学生成绩连续多年名列全省本科高校前茅,其中 2013 年、2015 年、2016 年和 2018 年四

届总成绩全省排名第一。
(二)学生自我评价和社会评价

近三年建筑工程学院学生就业率达到 97. 45%,远高于浙江省平均水平。 由第三方进行的浙江

省高校毕业生对母校满意度调查表明,学院毕业生对母校的培养方法、教学方法等,满意度都非常

高,2018 届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专业、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生总体满意度分别为 97. 4%和 94. 52%,远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86. 38%。 同时学院对近五年的毕业生进行跟踪调查,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满意

度较高,尤其是对学生创新能力和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企业满意度高达 98. 5%。 近几年学院举行

校园招聘会,用人单位响应积极,学院毕业生供不应求。

四、结语

在应用型本科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过程中,采用“课外—课内—课外”和“全员—拔尖—全

员”的“双回归路径”,从构建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的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入手,搭建课内培

养向课外培养延伸的赛教相融创新平台,建立分层、分类、个性化培养和选拔机制,使学生在创新实

践中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人才培养效果得到明显提升。 从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反馈来看,“双回

归路径”的实施对于提高学生实践创新能力效果良好。 “双回归路径”并不需要特殊的硬件或者软

件的支撑,具有可复制、可操作性,能为同类型的应用型本科高校人才培养提供一种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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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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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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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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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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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curricular – in-class –

extracurricular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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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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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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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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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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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implement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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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dual
 

return
 

path
 

in
 

cultivating
 

innovation
 

ability
 

is
 

reflected
 

in
 

students
 

awards
 

in
 

competitions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innovation
 

results 
 

employment
 

rate 
 

employer
 

satisfaction
 

feedback 
 

and
 

graduate
 

satisfaction
 

surveys.
 

Key
 

words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practical
 

innovation
 

ability 
 

integration
 

of
 

competition
 

and
 

education 
 

dual
 

return
 

path

(责任编辑　 王　 宣)

5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