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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赛结合”驱动创新实践环节教学模式构建 

——以重庆科技大学创新实践教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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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专业创新实践大赛是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重庆科技大学焊接技术与工程专业基于“专赛结合”理念，以

分层次多维度创新大赛为驱动，深入开展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搭建“教、学、赛”递进式框架，建立创新实践专业教学团

队，优化大纲，拓宽创新实践环节教学平台，提炼出适用于焊接领域创新实践的基础教学内容，构建“专赛结合”为驱动的

创新实践教学模式，推进专业教育与创新实践深度耦合，培养学生兴趣，激发创新能力，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多元能力，

助力创新型人才培养，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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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a Teaching Model for Innovative Practice Driven by the "Combination of 
Professional Competitions" 

——Taking Innovation Practice Teaching at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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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fessional innovation practice competi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cultivate innovative talents in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combination of professional competitions", the welding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major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riven by multi-level and multi-dimensional innovation competitions, conducts in-depth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eaching reform, builds a progressive framework of "teaching, learning, and competition", establishes an innovative 

practice professional teaching team, optimizes the outline, expands the teaching platform for innovative practice, extracts basic 

teaching content suitable for innovative practice in the welding field, constructs an innovative practice teaching model driven by 

"combination of professional competitions", promotes the deep coupling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innovative practice, cultivates 

students' interests, stimulates innovation ability, improves their diverse ability to 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 and helps cultivate 

innovative talents, achieving good teaching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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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国家对高等教育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越

来越重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
[1]
；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中明确指出促进科研与教学互动和创新人才培养相结合，

着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实践创新的能力
[2]
；2020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

将指导学生毕业设计、创新创业、竞赛展演等计入评价体

系。越来越多的高校意识到创新实践大赛对学生实践能力

培养的作用，着力开展了多种创新实践的教育探索，并取

得了一定实效。重庆科技大学焊接技术与工程专业结合大

学生创新大赛、“互联网+”、大学生实践创新项目等多重

耦合方式，持续将“一专一赛”引入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

养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学生创新实践培养模式单一、

平台匮乏等问题，逐步形成了焊接专业创新创业能力的培

养模式与实践体系。 

1 创新实践教学研究基础 

按照重庆科技大学提出的“一专一赛”的创新实践教

学要求，各学院参加各类专业知识创新大赛如火如荼：如

冶金专业炼钢技术大赛取得国际冠军的好成绩、材料专业

金相大赛也多次获得国家级的各类奖项，焊接专业学生创

新大赛也在逐年优化。2010 年首届“全国大学生焊接创

新大赛”在南昌航空大学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

学教授潘际銮在闭幕式上发表感言：中国为焊接大国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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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强国。目前国家对焊接的需求十分迫切，但我国很多

焊接技术如核电工业、高铁等关键焊接技术仍然依赖于进

口。焊接专业要注重自主创造、自力更生，重视和培养学

生的创新能力、综合科技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为中国焊

接的明天培养高素质的人才
[3]
。2016 年机械工业教育协会

焊接学科教育委员会年会在沈阳召开，决定在 2017 年在

河北工业大学举办第二届全国大学生焊接创新大赛，为重

庆科技大学焊接技术与工程专业首次参与全国大学生焊

接创新大赛。2018 年重庆科技大学承办了第三届“全国

大学生焊接创新大赛”。 

表 1  2017级与 2022人才培养方案部分实践类课程对比 

分类 
2017 级 2022 级 

课程名称 学分 课程名称 学分 

专业

教育

实践

类课

程 

* 焊接专业综合

实验 
3 * 焊接专业综合实验 2 

* 焊接创新实验 1 / / 

/ / 
* (焊接技术与工程）创新实

践环节 
2 

焊接技术与工程专业的实践类课程比重逐年增加并

不断调整、如《金属组织与性能表征实验》《焊接专业综

合实验》《认识实习及认知训练》《焊接技术创新实验》等

课程大纲进行了多次优化调整，并加入了思政元素。对比

焊接专业 2017 和 2022 级人才培养方案可以看到：2017

级人才培养方案中实践类约占总学分的 30%，实践创新能

力培养方面仅有创新创业类 2 学分、焊接技术创新实验 1

学分，且实践类课程多以专业基础验证实验、课程设计为

主，而创新培养实践类的课程远远不够。在 2022 级人才

培养方案调整中，新增了 2 学分《创新实践环节》课程。

该课程以“焊接创新大赛”“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项目”等一专一赛项目为基础，是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实践

能力的有效补充。此外还新增了大学生创新项目、IWE 焊

接工程师培训等实践类辅助培训，共同推进学生创新实践

能力的培养。但由于课程为首次设置开课，在授课中逐渐

发现教学资源不足、指导教师经验不足等问题亟待优化解

决，因此本文以“专赛结合”的（焊接技术与工程）创新

实践环节课程为基础，进行专项的教学研究和实践。 

2 创新实践教学问题分析 

随着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的深入推进，焊接技术

与工程专业创新实践教育系建设中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

愈发明显：如创新实践教育体系欠完善、跨学科资源创新

实践教学团队师资不足、产教融合不够深入、创新创业教

育保障体系不健全等
[4]
。 

2.1 创新实践课程体系建设有待升级 

创新创业教育的逐步开展，但对该课程体系还没有引

起重视，对创新创业只是作简单的阐述，质量不高，内容

贫乏，缺乏动手实践，课程内容脱离实际，没有行之有效

的课程体系建设。因此，推动创新实践课程的建设必须通

过推进人才培养、课程大纲、授课计划、资源整合等多重

抓手，如何有效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都是实践教学中教

师需要解决的问题。 

2.2 创新实践教学效果亟待提高 

焊接技术与工程专业知识要求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

结合度非常高，内容多且繁杂，涵盖了冶金、加工、结构

设计等多行业专业知识，学生难以理解且不容易掌握。在

创新实践教育中，教学实验以验证实验为主、学生被动接

受授课内容，缺乏兴趣、参与度低，教学效果不佳，影响

创新实践教学效果。 

2.3 创新实践教育资源有待整合 

创新实践与科技发展密不可分，对实践教学的要求

高
[5]
。因此对各种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资源的整合显

得尤为重要，需要多维度融合、全方位拓展，积极引导学

生全面参与学科竞赛和创新实践项目训练；加强学科竞赛

与创新实践教学，构建“院-校-区-省-国家”层级递进的

创新实践基础；突出学科协同发展优势，促进跨学科、融

校企、多平台教学资源的融合，协同促进创新实践教学质

量的提高
[6]
。 

为解决上述传统教学存在的不足，以焊接创新大赛为

导入手段，以创新团队为活动平台，以开放式实践教学为

纽带，将创新设计引入人才培养当中来，实践优化的教学

模式及方法，为培养应用型创新型人才进行基础探索。 

3 创新实践教学实施 

借力于创新大赛契机，进行实践教学模式的探索，促

使理论学习与创新实践教学相辅相成，适应学校应用型科

技大学发展和专业人才创新能力培养的需求。通过建立创

新大赛指导教师团队、搭建创新实践教学平台、优化开放

式实验教学管理模式、拓展校企合作渠道等方面的建设，

构建“专业核心能力-综合实践能力-科技创新能力”三能

一体的实践创新体系。主要方法如下： 

3.1 优化课题体系建设 

 
图 1  “专赛结合”创新实践教学理念 

2018 年起焊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将创新实践课程从

选修课程转为专业教育必修实践课，基于焊接创新大赛的

要求，围绕学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定位，课程学分从 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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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为 2学分，从大纲、授课计划、课程内容到授课过程进

行全面整合优化，激发学生探索实践的积极性。鼓励学生尽

早参与科学研究与实践创新，用理论学习的知识来分析解决

实际问题，同时为解决问题而去自学一些新的知识。 

3.2 培养创新实践指导教师团队 

教师的教学科研水平影响着学生的创新思维。因此，

指导教师需要具有较强的科研和创新能力，发挥科研优势，

才能引导学生创新意识，激发创新思维
[7]
。指导教师通过

指导学生积极参加各级各类创新实践大赛、参与校企融合

项目，加强自身对实践教学环节的重视。在指导过程中寻

找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总结创新人才培养的经验，提

升专业教育的能力，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推动课程体系和

教学内容推陈出新，确保创新型人才培养指导教师团队的

可持续发展。 

3.3 打造创新实践大赛学生梯队 

鼓励学生参与各类创新实践大赛，参与指导老师的各

级各类课题，对科技前沿有所了解，有利于培养学生科研

兴趣。在打造创新实践学生梯队中，从不同年级吸纳成员，

依据学生特点组成团队，设计实验流程及工艺、完成方案、

总结分析数据、得出结论。有效引导学生们运用专业知识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增强团队协作精神，激发创新思维

和创新意识，分层次多维度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积极追求达到更高、更新的目标要求。打造出有创新能力，

实践经验丰富的参赛梯队。 

3.4 优化开放式实践教学管理模式 

创新实践各类大赛由教师辅助，在明确实验目的要求、

提供实验设备器材和满足实验安全的条件下，以学生为主

导，由学生自行选题、自拟方案、自选仪器、自主进行实

验设计与操作，以申请方式灵活进入实验室进行实验，优

化开放式的实践教学管理模式。培养学生工艺设计、独立

实践和自主创新的能力。 

3.5 拓展教学资源搭建多维度实践教学平台 

以创新实践大赛作为大学生的科技创新实践活动的

载体，从不同年级吸纳成员，依据学生特点组成团队。整

合现有实践教学内容，深挖学校资源，把创新实践平台作

为开放性的实验场所，通过创新实践锻炼培养学生严谨的科

学态度、培养团结合作的“团队”精神，促进优秀人才和优

秀成果的出现。通过参与创新实践项目、参加不同层次创新

实践大赛来检验学生的创新水平和实际应用的能力。 

重视企业在创新实践教学中的作用，为学生们确定企

业导师。学生在参与指导教师项目以及校企合作项目的具

体实践过程中结合理论教学的内容进行相关实践环节，加

深与现场企业导师沟通交流，利用企业导师丰富的现场实

践经验，创新大赛及创新实践环节进行过程指导，并对其

效果进行监督。 

 

图 2  多维度线上教学资源 

利用线上虚拟教学资源，弥补校内实践教学资源不足，

有效利用线上教学资源，如各类高校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共

享服务平台、线上公众号、学习通 APP 线上教学资源、小

视频等多维度融合、全方位拓展。现在的大学生主体是

00 后，是互联网的原住民，课程内容的更新必须强调适

应学习者互联网原住民特点，注重信息技术植入，线上和

线下指导实践“混合联动”，积极引导学生全面参与学科

竞赛和创新创业训练，促进学生多元知识构成及视野拓展

和职业能力塑造。 

3.6 多元化考评机制 

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创新实践课程目的是让

学生们在学习掌握专业知识的基础上，鼓励和支持学生尽早

参与科学研究与实践创新，通过创新实践过程，激发学生学

习的主动性，拓宽学生的专业视野，培养分析总结能力，从

而达到提高创新思维、科学和实践能力。原有的考评机制过

于单一，通过“多元化考核机制，多环节考评混动”，如表

2 所示，通过各类参赛、项目、论文等多元化的考评机制，

加强对相应能力的考核，最终达到形成创新思维的目的。 

表 2  多元化多环节考评混动机制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 
学生当次考核得

分 

目标 1：各类

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培

养劳动精神，

做到知行合

一；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嘉克杯”国际焊接大赛、中国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获奖 

2 学分/次； 

大学生创业训练（实践）计划项目、

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优秀创

新人才培养资助计划等顺利结题 

2 学分/次； 

全国大学生焊接创新大赛获奖 2 学分/次； 

目标 2：参与

导师科研项

目、参加各种

专业相关的

校级、省部

级、国家级竞

赛，扎根中国

大地，在实践

中增长智慧

才干； 

以本人为第一作者，重庆科技学院

为第一单位发表中文核心论文； 
1 学分/篇； 

以本人为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作

者、本人第二作者，重庆科技学院

为第一单位发表 SCI 论文； 

2 学分/篇； 

参加各类竞赛获奖 

获校级二等奖及

以上：0.5学分/

次，获省部级奖

项：1 学分/次，获

国家级奖项：2 学

分/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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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更加注重思维的创新，突出对知识

的应用能力和转化能力的培养，这与逻辑思维训练和辩证

思维培养相比更加讲求创新思维的训练。 针对学生来讲，

需要培养他们对事物的批判精神，建立对问题的思考习惯，

形成设计的行为习惯，构建“专赛结合”的创新实践体系，

通过项目参与、校企融合，学科竞赛、虚实结合的多驱混

动，打破思维定式，实现学生理论知识的有效迁移，也有

利于学生视野的开拓，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深度参与

并主导创新实践，提升学生专业自信，对应用型设计人才

培养有明显的探索价值。 

基金项目：重庆科技学院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基于“专赛结合”的（焊接技术与工程）创新实践环节课

程教学研究，项目编号：202227；重庆市教育科学规划课

题，基于产教融合的应用型本科创新创业型焊接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与实践，编号：2021-GX-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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