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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工科背景下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已经成为衡量高校优质高等教育的重要指标之一。为了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和良

好职业发展前景的高素质人才，创新教育已经成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内容。开放的学习环境、导师的指导和榜样作用、

创新思维和精神的培养是学生创新能力的关键。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价值导向、社会视野和思维工

具。文中在新工科的背景下通过发掘工科类本科生创新训练培养过程中的思政教育元素，然后言传身教和实践，以此来让学

生树立正确的创新思维、端正学习动机、敢于创新，从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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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on abilit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gineering disciplines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indicators for measuring high-quality higher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In order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talents with global competitiveness and good career development prospects, innovative educ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educa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An open learning environment, the guidance and exemplary role of mentor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spirit are the key to students' innovation abilit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an provide value 
orientation, social perspective, and thinking tools for cultivating students' innovative abiliti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ngineering 
disciplines discipline,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lements in the innovative training and cultivation 
process of engineeri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nd then teaches and practices through words and deeds, in order to help students 
establish correct innovative thinking, correct learning motivation, dare to innovate, and cultivate talents for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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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代大学本科生是文化水平较高和知识较丰富的青

年群体
[1,2]

，他们将是我国科学研究的重要后备力量和未

来国家建设的生力军与中坚力量
[3]
。随着国内经济的腾飞

和教育改革的深化，国内的本科生队伍迅速庞大
[3]
，同时

国内“985”高校、“211”高校创建“研究型大学”的浪

潮也使高校内本科生参与创新训练的比例逐渐提高
[4]
，特

别是如今的“双一流”和“新工科”“新农科”“新文

科”“新医科”的建设，对本科生的质量更是提出了进一

步的要求
[3]
。新工科背景下，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

等新兴的领域得到了迅猛发展。这就需要培养具备创新思

维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来满足需求
[4]
。只有着重培养

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才能够顺应时代的发展

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需求。而学生创新教育正是为了满足社

会需求而开创的一种教育方式，培养出更多具备创造力、

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人才
[5]
。在学生创新教育的过程中，

思想政治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新工科背景下，思

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意

识，使他们成为具有现代意识、创新意识和国际视野的复

合型人才。在学生创新培养过程中，思政教育扮演着重要

的角色。例如，学生创新教育应关注的是国家的发展方向

以及行业领先技术的开发，同时注重学生创新实践的成果

能运用到国家和社会层面上。思政教育能够向学生宣传国

家的优美和美德，帮助学生感知到自己作为一个个体与众

不同之处，尽可能的让学生认识到自身的责任和使命感。

创新本身是一种自觉进取的精神和能力，可以用来解决重

要问题以及创造新的价值。思政教育带动学生去探索世界、

学习发现、运用思维去做思想上的洞察，激发出学生的努

力、自控、赋能、创造等心智特质，推动创新能力的提升。

思想政治教育在应对新工科需要多样化能力的情况下，积

极培育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尤为重要。通过找到全国同学

协作的共同体，使得学生在志同道合的圈子中，能够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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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信任、互相学习和共同奋斗的良好氛围。本文在新工

科的背景下通过发掘工科类本科生创新训练培养过程中

的思政教育元素，然后言传身教和实践，以此来让学生树

立正确的创新思维、端正学习动机、敢于创新，从而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  

1 新工科背景下学生创新培养过程中思政元素

的发掘 

在新工科背景下，学生创新教育需要思政教育的有机

结合。思政教育在学生创新教育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在

推动国家战略上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完善与学生创新培

养相对应的思政课程，帮助学生领悟创新和创业的精神浪

潮，缓解学生的学业压力和工作压力。为了让学生在学习

时间之外可以有更多的自由发挥能力的机会，思政教育可

以打造一些活动平台来让学生自由发挥。如：创意设计展、

技能比赛、企业创意解决方案等，可以让学生利用自己的

专业技能发挥实际核心价值，在团队中调节整合肢体语言

与沟通能力，同时学习如何发挥其所特有的超卓聪明才智。

学生创新教育的重要环节就在于发挥团队精神的发挥，同

时思政教育也是学生们精神和其他学生的交流沟通的介

质。因此，建立循环反馈的互动机制是培养创新能力和思

政教育有效结合的基础。可以建立学生创新委员会、创业

指导小组等特殊的领导学生机制，增强学生的责任感以及

团队协作意识。因此，笔者结合自身的实际，就新工科背

景下学生创新培养过程中思政元素的发掘
[6]
从以下三个

方面进行。 

1.2 发掘导师授业过程中的“影子”作用 

梧州学院近些年实行学业导师制度。从学生入学就开

始介绍老师的科研方向和专长，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

爱好选择学业导师。导师可以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学

生的创新思维方式和行为，这在促进学生创新创业中起到

重要作用。此外，老师在教学中注重师生互动，倾听学生的

心声，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及时指导学生的成长，帮助学

生锻炼自身的思维能力和创新精神，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与技

术教育的有机融合。因此，发掘导师授业过程中的“影子”

作用有利于引导学生敢于创新、踏实做事、端正思想。 

1.3 发掘实践过程中的科研精神 

导师们时刻铭记“实践出真知”和“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并想尽办法让本科生进入实验室参与老

师们的课题研究。努力的做到让学生进入实验室开展创新

研究不是少数优秀学生的“专利”，和响应国家号召把实

验室打造为开放性实验室，让学生能创新和敢于创新。因

此，课题组建立了以学业导师为核心的创新研究团队，做

好“传、帮、带”，为本校本学生营造出良好的科研创新

训练氛围
[7]
，促进他们走出课本，踏足实验室。以此培养

所带的本科生在探究中学习，能利用实验室宝贵的资源来

检验课本的理论知识。让本科生感受到自然科学多数是需

要通过实验、实践才能弄懂的学科；而且通常实验探索的

过程中必定不可能一帆风顺、朝着开始的预期发展，这往

往是一个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过程。在这样不断的实验

创新培养训练中，就慢慢地能培养学生们的抗压能力、不

服输的精神和坚韧不屈的毅力，进而逐步形成科研品质和

科研创新精神。因此，发掘实践过程中的科研精神有利于

学生敢于探索、敢于检验知识。 

1.3 发掘科研训练过程中的团队协作文化 

科研训练是培养科研人才的重要环节，而团队协作在

科研训练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发掘科研训练过程中的

团队协作文化，有助于提高科研训练的质量和效果，培养

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创新精神。因为，团队协作可以整

合团队成员的智慧和力量，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科

研训练的效率和质量。通过分工合作，团队成员可以在各

自的领域深入研究，同时相互交流和协作，共同解决科研

训练中遇到的问题，从而推动科研项目的顺利进行。此外，

科研训练不仅是培养学生科研能力的过程，也是培养学生

团队协作能力和综合素质的过程。在团队协作中，学生需

要学会与他人沟通、协调和合作，学会倾听他人的意见和

建议，学会承担责任和分享成果。这些能力和素质对于学

生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 新工科背景下学生创新培养过程中思政教育

的实践 

新工科强调创新教育，是一种具有时代特征的教育模

式。在新工科背景下，我们可以将思政教育与创新教育结

合起来，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和良好道德素养的创新人才。

通过创新教育的方式，在学生自主探究中融入批判性思维、

逻辑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对其产生积极的教育推动作用。

因此，在新工科的背景下学生创新培养过程中进行思政教

育，兼顾专业训练和道德素养培养，为学生提供全面的培

养。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2.1 提高自身的素养和进行创新思政教育 

要提高自身的素养和进行思政的言传身教需要我们

不断地进行思政教育实践和总结，需要不断的刻苦努力和

自我修炼。提高自身思政素养的手段有很多
[8]
，本人主要

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首次，通过阅读相关思政书籍、

杂志、报纸等，关注时事政治，扩宽视野，加强自我思考。

毕竟多读书、多读文献、多读思政教育论文可以扩大自己

的知识面，有助于提高自身素养和思想觉悟。其次，本人

非常乐意的去参与思政活动（例如，思政教育交流会、思

政教育座谈会、思政教育培训会等）。通过参与各种思政

活动，不断锤炼自己的思想政治素养。最后，努力培养团

队合作意识。通过与他人进行沟通、交流，并注重团队协

作，锤炼与他人协作的意识和能力。在新工科背景下，给

学生进行创新思政教育需要发挥我们授业过程中的“影

子”作用。因此，在新工科背景下，创新思政教育应当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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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实践、知识技能、职业素养相结合，注重学生的实践

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同时紧密结合新时代的要求，为

学生提供更广阔的思维空间和更多的实践机会。所以，我

们团队进行创新思政教育
[2,9,10]

，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

行。首先，鼓励学生自主学习。我们团队教师鼓励学生参

加竞赛（全国化工设计比赛、挑战杯、互联网+）和项目(全

国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让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和实践探

索，通过实践促进其创新思维的发展。其次，借助技术手

段引领创新教育。我们团队老师积极引入先进的技术手段，

如虚拟仿真、交互式课程设计、在线学习等，扩展创新教

育的形式，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再次，培养人文关怀意

识。我们团队老师，在新工科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人文关怀

意识，注重关注人的发展、生态、环境等问题，把思政教

育贯穿到各个方面。最后，注重工程实践与社会实践。我

们团队的教师注重学生的工程实践、社会实践的教育，每

一个学期均安排有实践教学和社会见习课程，努力提高学

生负责任的精神和创新思维的能力。 

2.2 引导学生加入创新团队和培养科研精神 

表 1  学生获批的国家级和省部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序

号 

团队成员 获批项目名称 级别 

1 黄凤兰、梁桂春、彭慈宇、

韦玉彩 

羟基调控 MOFs 光催化性能的

机理研究 

国家

级 2 卢惠萍、黄玉春、刘志君、

许舒萍、陆燕活 

梧州西江复合污染的形态和转

换条件研究 

省部

级 3 刘振蛰、蒙巧 LaxY1-xVO4Bi
3+,Dy3+的水热合成

及荧光性能研究 

省部

级 4 卢丽妃、韦秀英、周雨霏、

屈树敏、杨焕锐 

羟基修饰二维 Cu(I)/Cu(II)

光催化剂的设计合成研究 

省部

级 5 梁桂春、颜睦伦、韦承婷、

陈海燕、蒋琼瑞 

绿色合成羟基修饰 MOFs 光催

化剂：性能和机理 

国家

级 6 韦秀英、卢丽妃、周雨霏、

屈树敏、杨焕锐 

氰基桥联 Cu(I)/Cu(II)光催

化剂的合成与光催化性能 

国家

级 7 唐艳莹、龙诗茵、黄婷婷、

韦春成、钟鹰 

磁性纳米复合吸附剂的制备与

性能研究 

省部

级 8 贾冰婧、陈天焕、罗韩、

宋廷彩、刘鸿林 

镉离子探针的合成、性能和机

理 

省部

级 9 陈瑜欢、吴丽春、区瀚木、

廖小青、曹宇政 

二维光催化剂的绿色合成和性

能研究 

国家

级 10 曹宇政、黄东贤、黄定琛、

盘树生、黄飞俊 

绿色合成氰基桥联

Cu(I)/Cu(II)光催化剂的研究 

国家

级 引导学生加入创新团队和培养科研精神，关键在于激

发学生的创新潜能和创造力，努力的为他们提供相关的机

会和平台，以及给予必要的支持和肯定。本团队的老师从

教育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资源等方面进

行改革，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和条件。例如，本团

队的老师在教学中强调实践与理论相结合，注重学生对课

题的独立思考。通过课后讨论、实验探究、科技新闻等方

式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在

新生入学的第一个学期，分配学业指导老师，让学生选择

和加入感兴趣的学业导师团队，引导他们加入不一样的创

新团队。当学生加入创新团队之后，就积极的培养他们的

科研精神。例如，激发他们的创新兴趣。通过引导学生对

各自所学的专业进行探索和思考，让他们了解到这些专业

的应用实际和前沿技术的发展，不断激发其求知的欲望和

好奇心。通过科普文章、实验和学术讲座等，让学生了解

到学科的前沿内容和应用场景，提高他们对学科的兴趣；

提供学术科研的实践机会，如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参加

各类学术比赛、缩小研究范围，从而逐渐培养出学术思维

方式和专业技能。经过五年的不断努力，已经有多个团队

申请国家级和省部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得到了资助

（表 1），他们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表现出良好的团队合作精

神，在参加专业比赛和课外学术比赛中屡获佳绩（图 1）。 

 
图 1  学生参加比赛获得的部分荣誉 

2.3 打造团队文化和发挥团队协助精神 

本团队的老师长期从事功能环境材料的合成和废水

处理的研究。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工业废水的排

放量也日益增加。废水中含有多种化学物质和有机物质，

对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和危害。因此，废水处理工作显得

尤为重要，需要强有力、专业的团队来完成。而一个好的

团队需要有一种共同的文化，以此凝聚力量，形成强大的

团队力量。当把本科生引入到本团队之后，本团队老师就

积极的让学生融入团体的文化和发挥团队协助精神。因为，

废水处理工作需要多个环节和人员的配合，非常要强调每

个人的工作都紧密相连，只有每个人都完成好自己的工作，

整个团队才能高效协作、有效处理废水。所以，在创新培

养训练过程中，本团队树立了共同的价值观：保护环境，

减少污染，做出环保贡献。团队中的每个成员都认同和秉

持这种价值观，将其内化为自己行为的准则，以此推动工

作更有效率，更协调。仅仅只有团体的共同价值观还不够，

还需要发挥团队协助精神。毕竟，废水处理是一项重要的

环保工作，需要专业、科学的技能和精神面貌。由于废水

处理涉及到多种污染物质的处理，一般需要多个专业的团

队协同合作才能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在这个过程中，借

助于废水处理团队的协助精神，不仅可以促进合作，提高

效率，更能够实现协同治理的目标。由于本团队的老师和

学生有做材料合成的、有做吸附的、有做光催化降解废水

处理的、有做类芬顿催化降解有机污染物的、有做活性污

泥法处理废水的。所以，要完成整个工程的废水处理需要

团队的协助和努力。例如处理高 COD 的制药废水，需要先

采用芬顿法去降解有机污染物，降低毒性之后才可以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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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污泥法降解废水，废水经过生化处理后尚未达标排放，

就又需要采取吸附或者光催化的方法去处理尾水，使之达

标排放。所以，发挥废水处理团队协助精神，是实现协同

治理目标的重要手段。团队协调、交流沟通和跨团队合作

是实现该目标的关键要素，所以本团队非常推崇废水团队

成员之间的协助精神，尊重他们的专业能力，在团队工作

的过程中建立信任、沟通、协作和高效的合作，推动废水

处理工作的快速而顺利的推进。这也将有助于落实“绿色

发展”的口号，推动中国环保事业健康持续发展。 

3 结论 

学生创新教育是提升高校教育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工科背景下，学生创新教育需要思政教育的有机结合。

本文围绕在新工科背景下学生创新培养过程中思政教育

的发掘与实践，主要探讨了学生创新教育的意义和特点，

以及思政教育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方面的角色。通过完善

课程体系、打造活动平台和建立互动机制等措施，可以发

掘和实践思政教育在学生创新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希望本

文对于学生创新教育的发展有所启示。 

基金项目：梧州学院 2024 年教学改革项目

（Wyjg2024A036），面向再生资源产业构建区域融合发展的

新工科现代产业学院探索与实践（桂教高教〔2022〕4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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