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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教育面临培养实践型创新人才的挑战，传统教育模式在提升学生科研创新

能力方面存在不足。本研究旨在探索竞赛与科研融合在高校“三全育人”模式中的应用，通过问卷调查

与数据分析，探究该模式对学生学业成绩和综合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参与学科竞赛和科研项目的学

生在学业成绩和综合测评中表现显著优异，获得高级别竞赛荣誉的同学更加突出。竞赛与科研融合模式

显著提升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思维和团队协作精神，增强了其升学和就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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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college education is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cultivating practical and 

innovative talents, and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mode has some shortcomings in improving students’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bility.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competition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 the “three-dimensional education” model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this model on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comprehensive abilities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data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 in academic competition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perform significantly better 

in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s, with those who have won high-level competition honors 

standing out even more. The integration of competition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significantly enhances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ies,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team spirit, and strengthens their competitiveness in further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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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ﾠ 引言
党的二十大强调[1]“我们要坚持教育优先发

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

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

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在此背景下，培

养创新型人才是国家、民族长远发展的大计，是社

会发展的必要要求。高等学校作为知识创新和人才

培养的重要基地，肩负着培养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

的高素质人才的使命[2]。三全育人，即全员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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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是高校立德树人的重要途

径[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4]：“把立德树人作为

教育的根本任务”、“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

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

求和科技进步的新趋势，传统的高校人才培养模式

亟需创新与突破[5]。

竞赛和科研是高校培养实践型创新人才的重

要方法[6,7]。学生通过参与竞赛和科研项目，可以

在解决实际问题中了解学科前沿知识，培养学生的

科学素养、团队合作精神和领导能力，同时能激发

其创新思维，提高其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从而构

建更加全面、立体的知识体系，为更好地适应未来

的学术研究和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高校应充分发挥竞赛与科研的实践育人功能，

从而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的三全育人目标。

通过制定相关激励政策，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竞赛

与科研活动，形成全员育人的良好氛围；推动教

师将竞赛与科研活动的引导贯穿于教学过程之

中，实现全过程育人。高校还应从课程设置、实践

教学、校园文化等多个方面切入，针对竞赛与科研

活动进行内容创新，构建全方位的育人环境。因

此，研究竞赛与科研融合的三全育人模式，对实

现以学生为中心，以成果为导向的应用研究型创

新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

值 [ 8 ] 。

2ﾠ 赛研融合的三全育人培养体系

学生在大学期间，全方位学习专业知识，夯实

理论基础；参与学科竞赛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培

养其实践能力；投身于科研活动有效提升学生的科

学素养，拓展其研究能力。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

学生通过组队的方式参与相关的学科竞赛和科

研活动，与团队成员共同协作，解决实际问题，

可以全面提升知识的广度与深度、技能的多样性与

专业性，以及个人素质与综合能力，从而培养出复

合型创新人才。

2.1ﾠ “三全育人”的内涵

在当前本科教育中，传统的“以教为中心”的

教学模式已难以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求，而

“三全育人”理念深刻贯彻了全员、全程、全方位育

人的原则，推动了本科课堂由传统的“以教为中

心”模式向更加注重学生个性化发展的“以学为中

心”模式转变[9,10]。三全育人模式的育人目标在

于培养学生的全面发展，即知识、能力、素质三位

一体的综合提升。

在知识方面，充分深入挖掘学生潜能，强化基

础知识学习，利用多元化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学习

积极性，帮助其构建知识框架，实现从标准化教学

到个性化培养策略的转变。在能力方面，为学生提

供更多解决问题的场景，促使理论与应用的有效衔

接，锤炼其创新思维、实践技能及团队协作能力。

在素质方面，通过实际问题的相关背景，引导学生

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其思想道德品质、科学文化素

养、个人心理素质等。

2.2ﾠ 以赛促学的内涵

以赛促学的培养方式是教师引导学生参加学

科相关竞赛活动，促进竞赛与教学融合，让学生

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实践，实现专业知识与

综合素养的双向提升[11,12]。学科竞赛驱使学生

将所学专业知识应用于实际问题，这些竞赛问题

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和技能，需要学生组成

团队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协作，共享所学知识，

积极沟通解决问题。

在竞赛的过程中会面临诸多困难，如时间紧

迫、任务繁重、竞争激烈等，需要团队中的每

位同学发挥自身创造力、创新力和团队协作能

力，进行问题分析、设计可行性方案、数据处

理、实验模拟与验证等一系列实践环节，解答遇

到的问题。学生通过参加学科竞赛，克服困难逐

步解决难题，能够多方面提升自身实践能力、

创新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在整个过程中锻炼

心理素质、提升综合素质、延伸学科交叉与融合

的能力等。

2.3ﾠ 以研促学的内涵

科研活动本质上是一种创新性科学研究的过

程，要求学生对现有知识充分理解并深入思考，

而且也要具备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能力和团

队成员之间密切协作的精神[13,14]。参加科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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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在教师的指导下利用掌握的知识进行理论创

新与实践创新等，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与综合素

质的重要途径[15]。
高校应充分发挥科研活动的育人作用，引导学

生积极参与科研项目。学生在完成科研任务的过程

中，可以逐步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激发自己的

创新思维，更好地学会与团队成员沟通、合作以解

决遇到的各类问题，评估研究结果的意义和价值，

形成独立的观点和判断。通过参与科研项目、开展

创新性实验研究等形式，学生能够深入了解学科前

沿动态，全面提升自的创新能力、团队协作精神、

批判性思维等科研素质，多维度逐步提升自身综合

能力。

2.4ﾠ 竞赛与科研融合的三全育人培养体系

在高等教育框架中，竞赛与科研的深度融合已

成为促进“三全育人”培养体系发展的重要策略。

该体系以全方位、全过程、全要素的育人理念，推

动师生全面参与，通过课堂教学培养多维能力，高

效搭建学科竞赛、科学研究的实践平台，以完善 

“自主学习、全程指导、以赛促学、以研促学、赛

研结合”的培养体系，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培养学生成为复合型创新

人才，体系结构如图图11所示。

图1图1.赛研融合的三全育人体系

三全育人培养体系下，竞赛与科研的深入融合

发展，为学生提供了锻炼自身能力、提高学术素养

的平台，也为教师课堂教学与资源配置的改善提供

了支撑。在教学环节，教师将竞赛与科研相关基础

内容融入教学，使学生在课堂中以更加丰富的形式

掌握实践理论，初步了解实战案例以及专业前沿发

展方向，促进理论与实践交叉融合；在实践环节，

学生参与学科竞赛与科研项目，在教师的个性化

指导下，应对各种难题与挑战，激发探索科研的兴

趣，充分挖掘自身多方面潜力。竞赛与科研的融合

发展促进了教学资源的高效利用，搭建良好的实践

平台，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优化了

现有资源配置。

3ﾠ 科研与竞赛双驱动的人才培养策略

在三全育人机制和科研与竞赛双轮驱动下，为

全面培养学生的创新与实践技能，加深其对专业知

识的理解，应打造多样化的竞赛体系、深入参与教

师的科研课题、建设专业化教师团队，积累宝贵的

实践经验，构造科学的评价体系，激发学生的内在

创新潜能，培育具备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高素质

应用研究型人才。

3.1ﾠ 强化实践-搭建融合行业特色的竞赛平台

评估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的重要策略

就是高水平学科竞赛。为激发学生潜能，锻炼其

实战能力，高校应参与或主办数学建模竞赛、市

场调研大赛等各学科竞赛榜单上的高质量学科竞

赛。此外，高校应与行业、企业深度合作，优化

竞赛环境，打造具有行业特色、紧贴行业需求的

实用性竞赛平台。

3.2ﾠ 科研深耕-素养与创新能力培育之道

深度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或主持校级开放实验

项目是培养学生科研素养和激发其创新思维的重要

策略。为此需要学校构建一个开放包容、倡导探索

的科研生态环境，积极鼓励并引导学生广泛参与相

关的科研活动，涵盖教师主导的前沿课题、学生主

持的开放创新项目等。这个过程促使学生实现了从

理论到实践的跨越，激发他们系统地学习科研方法

的兴趣，锻造严谨的科研思维，丰富实操技能，并

在试错、总结和提升中不断积累经验，最终提升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3ﾠ 双擎领航-导师团队专业指导

在赛研融合驱动的三全育人培养模式中，导师

团队对学生的引领与指导作用至关重要。选拔经验

丰富并且学术卓越的教师担任导师，全方位、多层

次地关注学生成长动态，在学生科研与竞赛遇到困

难时，及时提供针对性的有效解决方案。学生在导

陈怀广等：竞赛与科研融合：高校“三全育人”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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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多样化的指引下自我提升，实现自身综合素养的

全面发展。

3.4ﾠ 理实结合，持续完善赛研融合的评价体系

将理论知识和实际应用问题相结合，从多个

主体、多个角度对赛研融合的三全育人培养成效进

行客观评价。评价体系从科研参与度与产出、竞赛

表现与成绩、创新思维与能力、实践能力等多个维

度，运用多样化的综合评价方式进行评价。此外，

建立评价结果反馈机制，确保评价客观公正，为人

才培养提供理论支撑。

在三全育人背景下，科研与竞赛融合的双擎育

人策略是全面且高效的。它们以学科竞赛为引领，

以科研项目为抓手，以创新思维为导向，以目标性

实训为手段，探索课程、竞赛、科研、创新一体化

的育人模式，实行“ 项目驱动、竞赛引领、教师指

导、学研结合、奖励激励”为总体思路的人才培养

保障体系，调动指导教师和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为

培养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做

出更大的贡献。

4ﾠ 赛研融合的培养模式的实践效果

为探究赛研融合的培养模式对学生综合能力的

实践影响效果，通过问卷星设计调查问卷，面向山

东建筑大学不同学院、不同年级的学生发放问卷，

共回收有效问卷261份，对问卷数据预处理后进行

分析，得到赛研融合的培养成效展示，并对结果进

行相应的讨论。

4.1ﾠ 学生学业成绩方面的培养成效

由数据得出，在所有的受访者中，参加过专业

相关的学科竞赛的人数为101人，占比为38.7%；未

参加过的人数为160人，占比为61.3%。图1明确体

现了学业成绩与学科竞赛参与度的关系。由图图22可
以看出，参加学科竞赛的学生在前10%和10%~30%

的学业成绩排名中占比较高，即学业成绩排名越靠

前的学生，参与学科竞赛的人数也越多。此外，由

图2还可以发现而且随着学业成绩排名的降低，未

参加竞赛的学生人数比例逐渐增加，在30%~60%与

60%~100%的学业成绩排名中，未参加过竞赛的学

生占比更高。

图2图2 竞赛与学业成绩直方图

通过皮尔逊卡方检验结果显示，学业成绩排

名与是否参加学科竞赛之间的卡方检验统计量值为

39.726，存在显著的统计相关性（P<0.05），参加

过竞赛的同学，尤其是那些在学业成绩排名前30%
内的学生，表现出较强的学习能力，拥有更多知识

储备，这使得他们在面对学科竞赛的挑战时更加自

信和有准备，并且通过参与竞赛来检验自己的学习

成果，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揭示了学生在

学业成绩和竞赛动力之间的潜在的相互促进关系。

图3图3 竞赛荣誉与学业成绩直方图

为进一步阐明竞赛的重要性，在图3中给出了

在参加过学科竞赛的同学中，获得不同级别竞赛荣

誉与学业成绩排名的分布状况。由图3图3可以清晰地

看出获得过国家级和省级奖项的学生在学业成绩上

表现同样出色，其中前10%与10%~30%的学生占大

多数，尤其是前10%的学生；而获得校级奖项与未

获奖的同学中，学业成绩排名10%~30%的学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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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其他占比相对较小。由此可知，竞赛荣誉级别

越高的同学成绩排名往往越靠前，体现出学业成绩

与竞赛荣誉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亦说明学科竞赛

对提升学生的学业成绩有较为积极的影响。

图4图4 科研项目与学业成绩排名直方图

另外，由数据可知在所有的受访者中，只有

7.6%的人表示参加过相关科研项目，而92.4%的人

表示没有参加过相关科研项目。为展示参与科研

项目对学生学业成绩排名的影响，图4给出了参与

科研项目与学业成绩排名的直方图。由图图44可知，

虽然参与科研项目的学生数量相对较少，但他们

的学业成绩排名却呈现出较高的趋势，成绩排名

在前10%的学生最多，大部分排名都在前30%之

间，而未参与科研项目的学生学业成绩分布较为

均匀，覆盖了各个成绩段，主要集中在10%~60%
之间。

为更加有效地展示参与科研项目与学业成绩排

名之间的关系，通过皮尔逊卡方检验进行检验，其

结果显示，学业成绩排名与是否参与科研项目之间

的卡方检验统计量值为25.548，存在显著的统计相

关性（P<0.05）。由于参与科研项目培养了学生的

自我驱动力、责任心和团队合作精神等能力，

从而为他们在学业上取得优异成绩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进一步证实了参与科研项目对学生的学业成绩

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4.2ﾠ 学生综合测评方面的培养成效

图图55详细展示了参加学科竞赛与综合测评成绩

排名的关系，可以看出综合测评成绩排名越靠前的

学生，参与学科竞赛的人数比例越大。对于参加学

科竞赛的学生，综合测评成绩排名在前10%的学生

比例最高，其次是10%~30%的学生比例。而未参

加学科竞赛的学生，排名在10%~30%和30%~60%
的学生数量较多，但相较于参加竞赛的学生而言，

综合测评成绩优秀的比例仍然较低，排名在60%至

100%的学生数量也较多，同样印证了未参与竞赛的

学生在综合测评中表现相对较弱。因此可以说明参

加学科竞赛的学生在综合测评中普遍表现较好，尤

其是在成绩排名较高的区间。而未参加学科竞赛的

学生在综合测评中的表现则相对较弱，尤其在成绩

排名较低的区间。

图5图5 竞赛与综合测评成绩排名直方图

皮尔逊卡方检验结果显示，综合测评成绩排名

与是否参加学科竞赛之间的卡方检验统计量值为

43.300，存在显著的统计相关性（P<0.05），综合

测评不仅考察理论知识，还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

和能力，由于学科竞赛通常要求学生将所学知识

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中，过程有助于提升学生的

实践能力和应用水平等各个方面，也说明参与学

科竞赛对于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和测评成绩具有

显著积极作用。

图6图6展示了参加过学科竞赛的学生获得不同级

别竞赛荣誉对综合测评成绩排名的的影响程度。从

图中可以看出，最高获得国家级奖项的学生，在综

合测评中排名前10%的比例相对较高，最高获其他

奖项的学生中，也有一定比例在综合测评中排名靠

前，但相较于国家级奖项，影响力略小。而在未获

奖的学生中，大部分在综合测评成绩的排名相对靠

后，综合说明奖项级别与学生在综合测评中的排名

呈正相关。

陈怀广等：竞赛与科研融合：高校“三全育人”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Huaiguang Chen et.al.:Integration of Competi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Education” Model in Universities



第 3卷第 4期
2025年 4月

 Volume 3, Issue 4
April, 2025

·24·  https://cn.sgsci.org/ 

图6图6.竞赛荣誉与综合测评成绩直方图

皮尔逊卡方检验结果显示，综合测评成绩排名

与获得不同级别竞赛荣誉之间的卡方检验统计量值

为24.865，存在显著的统计相关性（P<0.05），获

得更高级别奖项的学生在学科竞赛中受到多种因素

的影响，如深度参与学科竞赛所积累的专业知识、

实践经验和综合素质的提升等，促使他们在综合测

评中往往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图7图7体现了参与科研项目与学生综合测评成绩

排名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参与过科研活动的学生

在综合测评成绩排名上呈现出较为集中的分布，其

中成绩排名前10%与10%~30%的学生比例显著多于

未参与过科研活动的学生，而未参与科研活动的学

生在综合测评成绩排名上分布较为分散，且排名前

10%的比例相对更低。

图7图7.科研项目与综合测评成绩排名直方图

皮尔逊卡方检验结果显示，综合测评成绩排

名与是否参与科研项目之间的卡方检验统计量值为

33.669，存在显著的统计相关性（P<0.05），参与

科研活动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学生专业知识的掌握

和应用能力的提升上，还涉及创新能力、团队合

作以及培养批判性思维等多个方面，这些因素共

同作用，促使学生在综合测评中能够更加全面地

展现自己的综合素养和能力，从而表现更为出色，

展现了参与科研活动对综合测评成绩排名提升的积

极影响。

4.3ﾠ 学生升学就业方面的培养成效

表表11是学生参加过学科竞赛与科研项目的动机

频率图，间接体现出赛研融合的培养模式对学生升

学以及就业方面的影响程度，通过参与学科竞赛与

科研项目，学生不仅能够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还

能在项目中展现培养巩固自己的专业技能和团队协

作等能力，这些都将极大地增强在升学和就业市场

上的竞争力，这些经历往往能够成为他们简历上的

亮点，受到学校导师或招聘者的青睐。

从表中可以看出，增加个人履历和竞争力这

一动机响应百分比与个案百分比都是最高的，表明

其不仅是一个普遍的动机，而且在个体层面上也有

广泛的分布，这一方面直接关联到学生的升学和就

业。提升自身能力作为参与学科竞赛与科研项目的

重要动机之一，也直接关联到学生的升学和就业，

其次，个人兴趣和爱好作为另一个动机，也对学生

的长远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对学科的热爱和兴趣

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促使他们进行更深入地

探索和研究，从而在学术或职业领域取得更高的成

就。赛研融合新模式不仅影响学生的学术发展，还

会对升学和就业前景产生深远影响。

赛研融合的培养模式将学科竞赛与科研项目深

度融合，为学生提供了提升综合能力和竞争力的

实践平台，通过参与学科竞赛与科研项目，学生

掌握了牢固的专业知识，培养了创新思维和独立研

究等能力。这种培养模式对学生后续的学习与就业

产生了积极影响，竞赛与科研的经历促使学生更加

明确研究兴趣，为学术深造打下基础；参与真实项

目的研究与竞赛，能够积累实践经验，了解市场需

求和行业趋势，在就业市场上更具竞争力，为学生

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赛研融合的培养模式是推

动学生全面发展、提升升学与就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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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高效策略。

5ﾠ 结语
在新时代背景下“以赛促学、以研促学”的 

“三全育人”培养体系通过将竞赛与科研活动融入

教育全过程，把学科竞赛与科研项目的深度融合，

为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创新与实践

机遇。通过构建科研与竞赛并重的教育体系，不仅

能够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与实践潜能，还能在实战

中锤炼专业技能与团队协作能力。这种培养体系帮

助学生培养创新意识、团队合作精神和领导能力

等，以及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增强其解决问题的

能力，更好地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需求，为未来学

术研究和职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通过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验证了竞赛与科研

融合的模式对学生综合能力的积极影响。结果显

示，参与竞赛和科研项目的学生学业成绩与综合

测评成绩表现更佳，获得更高级别竞赛荣誉的学

生学业成绩与综合测评成绩排名显著靠前。赛研

融合模式通过提供学生在团队沟通思考与解决实

际问题的机会，显著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创

新思维和团队协作精神。学生参与学科竞赛和科

研项目的动机之一是增加个人履历和竞争力，竞赛

与科研的经历丰富了自身履历，提高了在升学和就

业市场上的吸引力，为未来的道路提供了有力的支

持和坚实的基础。

在完善发展科研与竞赛双驱动的人才培养策略

的同时，同样需要密切关注学生对赛研融合培养模

式的参与度和反馈。学生对竞赛与科研参与度受欢

 https://cn.sgsci.org/ 

迎方式的调查结果显示，提供资源支持与相关的课

程以及讲座是提高学生参加学科竞赛以及科研项目

意愿最受欢迎的方式，反映出学生期望在学术和实

践领域得到更多的指导和资源。对人才培养策略进

行针对性的改变与发展，有效提高学生的参与度，

确保培养模式能够满足学生的需求，为学生的学术

探索和职业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持和广阔的平台，促

进其全面发展。

竞赛与科研融合的“三全育人”培养体系是

一种高效的教育实践，通过推进竞赛和科研活动

的积极参与，实现学生知识、能力、素质三位一

体的综合提升。这种培养体系全面提升学生自身

知识储备、多维能力和综合素质，对学生的学业

成绩、综合能力和升学就业竞争力产生显著的积

极影响。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方

式为学生的综合素养提升和长远发展提供了有力

支持，育人理念与方法应在高等教育中进一步创

造性实施，为国家培养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

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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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表1 参加学科竞赛与科研项目的动机

响应
个案百分比

N

参加学科竞赛与科研活动的动机

个人兴趣和爱好 55 18.5% 44.7%

增加个人履历和竞争力 100 33.6% 81.3%

提升自身能力 76 25.5% 61.8%

获得奖学金或奖金 16 5.4% 13.0%

参与团队合作的机会 34 11.4% 27.6%

获得他人认可 17 5.7% 13.8%

总计 298 100.0% 2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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