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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学科竞赛高质量发展的

校院两级制度体系建设
邱剑勋

（烟台大学环境与材料工程学院 山东·烟台 264005）

摘 要 学科竞赛对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创业能力、运用知识能力以及相互学习能力具有显著作

用，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途径。在学科竞赛快速发展的形势下，指导教师积极性不高、经费支持不足、竞

赛组织运转不顺畅的现象依然存在。论文分析了学科竞赛制度体系的缺失，并提出从学校、学院两个层次进行

制度体系建设，以促进学科竞赛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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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and School to Promote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 Competition
QIU Jianxun

(School of Environment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Yantai University, Yantai, Shandong 264005)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way to reform the personnel training mode, discipline competitions have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developing college students' abilities of innovation, practice, entrepreneurship,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and mutual learning.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 competitions, many problems have emerged, such as instructors with low enthusiasm

for competitions, insufficient financial support and unsmooth organization of competition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lack of

discipline competition system and puts forward the idea that the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from school authority and

subordinated institutes, so a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 competitions with high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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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和

教学改革工程》（教高[2007]1 号）中提出继续开展大学生竞

赛活动，明确把学科竞赛纳入实践教学和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创新中来，[1]各高校都认识到学科竞赛对培养学生的重要

性，开始组织和举办各类学科竞赛，并鼓励和引导大学生广

泛参与。《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的意见》（教高〔2019〕6 号）要求引导学生理性

参加竞赛，达到以赛促教、以赛促学效果，2019 年、2020 年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发布全国普通高校学科竞赛排行榜，进

一步巩固了以“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大学

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挑战杯创业计划大赛等三大赛

事为引领的一系列水平较高、规模较大、对学生培养质量促

进较明显的学科竞赛的重要地位。

1 学科竞赛对学生全面发展的促进作用

在中国高校常规的教学模式下，人才培养的主阵地是

课堂。教师在课堂上讲授课程，大学生坐在课桌前洗耳恭

听。知识的传授主要依赖课堂学习质量。每学期特别是低

年级学期需要完成将近十门课程的学习，长期以来形成了

“重理论轻实践”“课堂学习课下复习”的培养模式。习近平

总书记在天津和高校毕业生座谈时提出的“做实际工作情

商很重要”的讲话，深刻体现了学生的全面素质培养的重要

性。《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践的通

知》（教高司函（2017）6 号）中提出对工程科技人才的新要

求，需要中国高校加速培养创新型、应用型和复合型人才。

学科竞赛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2-4]

1.1 学科竞赛促进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

学科竞赛需要大学生运用课本知识与课堂所学进行作

品设计和制作，锻炼了大学生应用知识的能力。大学生数

学建模竞赛、电子设计竞赛等都需要学生在熟练掌握、充分

吸收课本知识后，用理论指导实践，完成实际的或实物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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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与制作，充分培养了学生“学以致用”的应用能力。

1.2 学科竞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创新”是大学生学科竞赛的主要目的之一，几乎所有

竞赛项目都追求设计新颖、作品创意、思路创新。在逐级推

荐和评选过程中，全面形成了“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竞争

创新氛围。学生如想在竞赛中获得好成绩，必须要在掌握

相关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努力钻研，敢于想象，勇于突破，最

大限度的发挥创新意识，挖掘创新思维，从而达到了培养学

生创新能力的目的。

1.3 学科竞赛锻炼学生实践操作能力

学科竞赛是磨炼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重要平台。全国

普通高校学科竞赛排行榜中不乏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机

器人大赛之类以学生实际操作为内容的竞赛项目。在理工

科学生的培养方案中，均设置了大学物理实验、四大化学实

验、电工电子实验、专业实验和工程实践等课程，其中大部

分实验也需要学生动手操作。但这些实验项目大多是为了

验证课本中学到的一些知识点，操作步骤固定，实验现象唯

一，对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作用有限。实操类学科竞赛是

对学生实验实践课程的高度提升，以追求作品的质量更高、

效果更完美为目标。学生在训练和比赛过程中必须充分发

挥主观能动性，将头脑思维、身体协调性和仪器设备操作高

度统一和融合，锻炼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实现了培养实践操作能力和磨炼意志力的目的，为打造

大国工匠的奋斗精神和精湛技艺奠定了基础。

1.4 学科竞赛提升学生的创业能力

以“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创业计划大赛

为引领的各类大学生创业大赛呈现快速增长的大好局面。《加

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提出实施高等学

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计划，提升大学生的创业能力。大学

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服务外包创新创业大赛、

工业设计大赛等也深入大学校园，与大学生深度对接。各类

创业大赛的举办，使大学生在读书期间就可以接触商业世界，

学习创业技能，培养创业意识，训练创业思维，为日后创办自

己的企业打下坚实的基础。事实证明，创业大赛点燃了具有

优秀创业底蕴学生的创业火花，各高校都涌现出在校期间或

毕业后马上就创办了企业的优秀毕业生。在“互联网+”大赛

的省赛和国赛上出现许多年营销额过亿的年轻企业，足以证

明创业类学科竞赛对培养学生创业能力的巨大作用。

1.5 学科竞赛增强学生相互学习和交往能力

学科竞赛是一个大舞台。各类学科竞赛少则几十所、

多则几百所高校同时参与，“互联网+”、挑战杯更是创造了

上千所高校参赛的壮观数据。比赛过程中，来自天南海北

诸多高校的大量优秀学生汇集在一起同场竞技。大家既是

战友，又是对手，为了同一个目标相互竞争又相互促进。志

同道合的各校学生汇集一堂，为大家促进了解和相互学习

提供了机会，增强了学生交往和交流的能力。

2 学科竞赛组织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5]

2.1 学生参赛积极性较高，指导教师的数量较少、指导

愿望不强烈

在各类学科竞赛的大力宣传和广泛渲染下，大学生已

经认识到学科竞赛对学生自身发展的帮助和促进作用，学

生自发参赛的积极性很高。相对比的，教师指导学生比赛

的愿望并不强烈，经常会出现无人指导学生项目的困境。

究其原因，一般有两个。一是教师认为指导学生竞赛的付

出与收获不成比例。当前，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在高校中

依然存在，各高校对科研项目、科研成果和科研论文有较高

的奖励，在职称、岗位评聘时科研工作也是主要的衡量和指

标。指导学生竞赛，需占用较多时间与学生一起打磨高质

量作品，而各高校对一般级别学生竞赛的获奖奖励较低；对

于奖励较高的“互联网+”大赛，则需进行层层选拔，如能获

得国奖，也可谓万里挑一。指导学生竞赛的获得感较低减

小了教师的积极性。二是学生竞赛内容超出教师的专业范

围，教师指导有难度。对于创业类比赛，最终获奖的一般是

创新性、实用性和商业推广、运营计划完美结合的项目。对

于理工科教师来说，能够指导专业领域内的产品与技术创

新，对于商业推广和企业计划往往是盲区。对商业领域的

陌生感也降低了教师的积极性。

2.2 经费不足，学生的训练和作品质量无法保障

对于实操类学生竞赛，作品的质量和水平完全取决于

日常的训练程度。相关设备的购置、训练材料的消耗必然

存在。对于创新、创业类学科竞赛，涉及产品创新和推广的，

也需要实物作品进行反复设计、组装和制作，其中不乏昂贵

的高科技产品。学科竞赛需要有足够的经费支持。各高校

的经费支持情况不尽相同。少数高校能对学科竞赛全数支

持；有的高校会对竞赛划分级别，只支持级别较高的竞赛；

有的高校会从学院角度进行支持；也有的高校则完全没有

经费支持，由指导教师协调解决。充足的支持经费是学科

竞赛获得优异成绩的前提，经费不足将影响学科竞赛的可

持续发展。

2.3 学科竞赛组织不系统，运转不顺畅

学科竞赛是一套复杂工程，涉及前期宣传、学生招募、

教师指导、创新设计、操作训练、作品升华、训练场地、经费

保障、设备维护、耗材管理、校级预赛、学生安全、交通差旅

等一系列琐碎的环节，与学校主管部门、二级学院、实验中

● 科教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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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专业教研室均有业务联系。目前，多数高校并没有围绕

学科竞赛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运转系统，一定程度上还在

依赖竞赛发起人的个人协调组织，容易导致竞赛运转不流

畅，增加了竞赛可持续发展的难度。

3 校院两级制度体系建设

学科竞赛在组织与运转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因

为制度体系不健全。[6-11]在期刊数据库中，近十年针对学科

竞赛进行研究的论文有四千余篇，其中对制度体系进行独

立研究的论文不足二百篇。这从侧面也反映了百家争鸣的

学科竞赛背后，多数高校缺少对制度体系的建设。作者将

结合烟台大学的一些有效做法提出校院两级学科竞赛制度

体系的建议。

3.1 校级层面制度体系

在学科竞赛的组织和推进过程中，学校扮演着指挥、策

划和后勤保障的角色。学校层面的制度体系可以包含如下

三个方面。

3.1.1 教师激励政策

学科竞赛是以大学生为主体的比赛，但大学生毕竟还处

于学习知识和消化吸收知识的成长阶段，教师的指导水平起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互联网+大赛中已经设立了“师生共创

组”。为了激励教师踊跃的组建队伍和指导作品，高校应制

定明确的制度文件。烟台大学制定的《科研教研量化计分办

法》中，对教师指导学生竞赛获奖给出了详细的赋分。对于

“互联网+”、挑战杯等三大赛事，按校级、省级、国家级获奖给

予不同奖励；对于其他竞赛，则按照省级、国家学会级、国家

级获奖给予奖励。《科研教研量化计分办法》的推出，使大家

看到指导学生竞赛也能像科研工作一样获得认同感，从而推

动更多教师愿意用专业特长来指导学生，进而提高作品质

量，促进竞赛水平上升。另外，在《职称评聘办法》中，将指导

学生作为必须具备的基础条件，加大职称评聘时向教学工作

的倾向。学科竞赛作为指导学生的重要组成，必然会吸引更

多优秀教师的参与，提高学科竞赛的整体水平。

3.1.2 经费支持政策

面对种类繁多的学科竞赛，高校应结合自身情况，制定

明确的经费支持文件。为了让学科竞赛在学生培养过程中

发挥更大作用，高校应尽量提高经费支持力度。烟台大学

在《大学生学科竞赛管理办法》中详细的规定了经费支持情

况。对于国家级赛事，由承办学院核算比赛预算，学校和学

院按一定比例共同承担比赛费用。对于国家学会级及以下

级别的竞赛，承办学院承担比赛费用。明确的经费支持政

策对二级学院参加和承办赛事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各学院

可以结合实际，精心挑选水平较高、影响较大、培养学生作

用明显的赛事，让有限的经费发挥更大的效果。

3.1.3 组织运行管理制度

学科竞赛的流畅运转，离不开成熟的组织管理文件。

烟台大学在《大学生学科竞赛管理办法》中对领导小组、主

办机构、承办单位、组织运行方式、经费使用、指导教师选

拔、参赛学生管理等方面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并约定了各方

的职责。教务处作为学科竞赛的主办方，代表学校实施组

织管理工作。二级学院作为各类赛事的承办方负责比赛具

体工作。在《大学生学科竞赛管理办法》的指导下，大家各

司其职，确保了各项赛事运转流畅，为争取更好的竞赛成绩

奠定基础。近两年，烟台大学在学科竞赛中不断取得突破，

在全国普通高校学科竞赛排行榜中的位次也逐年上升。

3.2 院级层面制度体系

二级学院作为学科竞赛的具体承办和执行方，为了担

负校级管理办法中的职责，推动竞赛的顺利进行，应结合赛

事特点，制定院级层面的指导文件。

3.2.1 实验场地使用制度

大多数创新类、实操类学科竞赛需要一定的场地和设

备支持。二级学院可以制定《开放实验室管理办法》，为竞

赛提供硬件支持。该办法中应明确指导教师、参赛学生、实

验员等人员的工作与职责，并对实验室安全、设备操作、水

电管理、实验员权益等给予详细说明。[12]

3.2.2 指导教师训练制度

教师指导质量是获得奖励的基本保障。为了提高教师

指导水平，特别是扩展教师的指导范围，使教师具备所学专

业范围外的商业企划知识，二级学院可以制定《指导教师培

训制度》，组织教师定期参加培训，提高指导学生的专业化

水平，甚至考取“创新创业导师”合格证。

3.2.3 院级竞赛管理制度

按照校级管理制度的指导，二级学院可以制定更细化、

更具体的竞赛管理办法，明确院级竞赛领导小组、负责科

室、赛事程序、经费使用等内容。二级学院可以结合实际，

在管理办法中制定院级的竞赛奖励条款，在校级奖励的基

础上扩大受奖面，以激励教师和学生积极参与学科竞赛。

4 结语

本文分析了学科竞赛在组织和运转过程中出现的问

题，结合所在单位的一些有效做法，提出为了保障学科竞赛

高质量发展，应从校院两个层面进行制度体系建设。校级

层面的制度应包含组织管理、教师激励和经费支持，院级层

面应制定运行实施、实验场地和教师培训方面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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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9 页）社会对从业人员的职业能力要求越来越高，

所以我们必须要定期更新相应的教学计划。在证书制度的

改革要求下，伴随着新的行业升级和产业升级，高等职业院

校需要完善证书的考核要求，以最新的市场需求来指导教学

评估，不断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高教学的质量，促进高

等职业院校的教学能力提高。这样不仅是提高学生职业能

力的关键途径，而且也是提升教师专业化水平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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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所有家长均对该模式持肯定态度，并表示希望能

够增加模式开展的次数。模式开展以来，也由于形式深受

家长和孩子们的喜爱，多次被省市级新闻媒体报道。

从高校职能视角来看，该模式的施行还依赖于大学生

志愿者的参与，满足了当代大学生在实践中成长成才的需

求，是对高职院校三全育人机制的一种补充和完善。该模

式整合了高职院校的功能资源，融人才培养、文化传承与社

会服务为一体，是高职院校能力延伸的有效探索，并对于打

造地区文化资源集聚地提供了有利平台，对于提升高职院

校的办学内涵具有现实意义。

有条件的高职院校还可通过该模式进行探索和功能的

延伸，开展中医药文化传承教育模式的进一步探索。比如，

有的院校可以在校园内建立中医药博物馆或文化馆并对外

开放，成为中医药文化的有力展示平台，还可以通过校企合

作的方式，在附属医院或企业开展中医药文化传承活动，从

而提升中医药文化传承教育模式的广度。再如，各院校还

可借助自己的科研平台，开展地区特色中医药文化的研究

和探索，为中医药文化传承的深层探索提供支撑，提升中医

药文化传承教育模式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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