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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对某医学院校本科生申报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的基本情况进行调查，评估项目实施情况，
为医学本科生创新能力训练实施提供建议。方法　调查某医学院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的立项情
况，对不同年份、性别、专业、级别等项目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共调查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４０９项，总体申
报立项率不足１％，但每年申报立项数量和立项率逐步提高。不同年级、学科、性别的立项数量及立项率均存在
差异，近三年大二年级立项数量和立项率均为最高；重点学科的立项数量及立项率明显高于其他专业；不同性别

间立项数量及立项率呈现波动趋势，２０１９年女生立项数量及立项率明显高于男生。在立项方向的选择上，基础
与临床科学研究明显高于其他学科。大创项目资助发表论文数量也在逐年增多，其中医药卫生科技类论文所在

比例最高（７３．５３％）。结论　医学院校可根据学生性别、专业、爱好等引导不同学生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
目，以便提供充足条件保障项目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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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是教育部于
２００７年启动实施的“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计划”，以提升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１］。实施以

来已有超过千所学校的９０万名大学生参与，该项
目是目前高校大学生参加的一项重要课外活动。

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以下简称大创）是本科生个

人或团队，在导师指导下，自主完成创新性研究项

目设计、研究条件准备和项目实施、研究报告撰写、

成果（学术）交流等工作［２］。大创主要反映学生的

创新和学术科研能力水平，实施以来各高校一直不

断摸索实践，探索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的方法。

本研究基于某医学院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实施大创
项目申报，对申报情况进行统计，获取医学院校本

科生申报大创立项情况现状，以便对今后项目的改

革实施提供建议。

１　对象与方法

某医学院自２０１５年起在大一至大四本科生中
开始申报大创项目，每位学生同一学年原则上只能

申请参与一个项目，大五学生原则上不参与。本次

研究调查了该校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每年本科生申报大
创项目的课题立项情况，共计４０９项，学生共计参
与１８５９人次。

调查收集了申报课题的学生性别、专业等情

况，同时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中对标有某医学

院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课题编号的已发表论

文进行检索，共检索到论文１３６篇进行统计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近五年大创项目立项情况
２０１５年为第一年申报，２０１５年申报立项数最

多，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每年的申报立项总数量和总立项
率均显示在逐年提高。从总参与人次和平均课题

人次来看每项课题项目学生参与情况较好，每年平

均课题参与人数在４人以上，尤其是２０１９年每项
课题项目参加人数均达到满员５人。校级项目数
量及立项率由２０１６年开始逐年升高，国家级项目

立项数量及立项率呈波动，２０１９年共立项１３７项，
因政策调整且实行限额上报，立项省级课题６１项，
省级课题中推荐立项国家级课题项目１７项。见表
１。

表１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大创立项课题数量
及立项率（１／１０００）分析

年份
总立

项数

总立

项率

总参

与

人次

平均

课题

人次

项目级别

校级

／％
立项

率

国家级

／％
立项

率

２０１５ ９５ ６．５６ ４１１ ４．３３ ４８／５０．５３ ３．３１ ４７／４９．４７ ３．２４

２０１６ ４０ ２．８２ １７１ ４．２８ １４／３５．００ ０．９９ ２６／６５．００ １．８３

２０１７ ５５ ４．００ ２２５ ４．０９ ３３／６０．００ ２．４０ ２２／４０．００ １．６０

２０１８ ８２ ５．７７ ３６７ ４．４８ ３４／４１．４６ ２．３９ ４８／５８．５４ ３．３８

２０１９ １３７ ９．２３ ６８５ ５．００ ７６／５５．４７ ５．１２ １７／１２．４１ １．１５

合计 ４０９ ５．７２ １８５９ ４．５５ ２０５／５０．１２ ２．８７ １６０／３９．１２ ２．２４

　　注：立项率＝立项数量／当年大一至大四总人数

２．２　不同年级的立项情况
大四整体参与立项数量较少。大二年级所立

数量在全校当中所占最多，立项率也在逐年上升，

其次为大三年级。见表２。

表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不同年级大创立项数量
及立项率分析（ｎ／‰）

年份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２０１５ ３０／８．４３ ４０／１１．３９ ２３／６．１６ ２／０．５４

２０１６ ３／０．８８ ７／１．９７ ２１／５．９８ ９／２．４１

２０１７ １１／３．３６ ２６／７．６６ １８／５．０６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９／２．２６ ５２／１５．９１ １９／５．６０ ２／０．５６

２０１９ ２５／５．９６ ８９／２２．３４ ２１／６．４２ ２／０．５９

合计 ７８／４．２３ ２１４／１２．０８ １０２／５．８４ １５／０．８４

２．３　不同专业、性别的立项情况和研究类型分布
根据学科不同对重点学科专业及其他专业情

况分别进行统计，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不同学科专业的立
项率均在逐年提高。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男生立项率较
高，女生课题立项率逐年增加，２０１９年女生立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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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超过男生。将大创项目按照学科方向分成了基

础与临床科研、药物与食品等开发研究、管理人文

与实验教学研究、发明与设计４种类型，根据分布
做成百分比条图，可以看出在所有研究当中每年基

础与临床科学研究所占的比例最高。详见表３、图
１。

表３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大创项目参与学生的专业

和性别分析（ｎ／‰）

年份
学科专业 性别

重点学科 其他专业 男 女

２０１５ ６３／５．６１ ３２／９．７９ ４９／９．９７ ４６／４．８０

２０１６ ３４／３．１２ ６／１．８１ １６／３．２８ ２４／２．５８

２０１７ ４５／４．３２ １０／３．０１ ３１／６．２４ ２４／２．７４

２０１８ ７０／６．４９ １２／３．５２ ４６／８．６５ ３６／４．０５

２０１９ １１５／９．９９ ２２／６．６１ ５１／８．８６ ８６／９．４７

合计 ３２７／５．９６ ８２／４．９３ １９３／７．４７ ２１６／４．７３

图１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不同学科的大创项目分布

２．４　大创项目发表论文情况
通过对某校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至 ２０１９年 ７月

３０日期间大创项目基金支持的论文进行检索，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间共发表论文１３６篇，按照医药卫生
科技类和其他两类进行统计，每年的发表论文数量

逐渐增多，医药卫生科技类论文在总论文发表当中

所占比例最高，其他项目主要包括教育教学改革、

管理体系建设、发明设计等。结果见表４。

表４　大创项目立项基金发表论文情况分析（ｎ／％）

年份 医药卫生
教育教
学改革

管理体
系建设

发明设计 合计

２０１６ １０／６６．６７ ３／２０．００ １／６．６７ １／６．６７ １５

２０１７ ２２／６４．７１ ５／１４．７１ ６／１７．６５ １／２．９４ ３４

２０１８ ３９／７５．００ ５／９．６２ ７／１３．４６ １／１．９２ ５２

２０１９ ２９／８２．８６ ２／５．７１ ３／８．５７ １／２．８６ ３５

合计 １００／７３．５３ １５／１１．０３ １７／１２．５０ ４／２．９４ １３６

３　讨论

３．１　大创立项率逐年提高，整体水平偏低
调查显示，２０１６年以后，立项数量及立项率逐

年增加，显示了目前本科生参与大创项目的积极性

正在逐步提高。学生总体参与立项情况还是属于

少部分人群，学生参与课题的立项率不足百分之

一。有兴趣申报大创项目的学生能够积极带动周

围同学，特别是大创项目列入学分制后申请的项目

组成人员均达到满员情况，对学生课题负责人可以

重点关注进行前期培训。

一项高校调查显示学生的大创知晓情况还有

待提高，与学生的性别、年级和学习成绩有关［３］。

因此在今后的大创申报宣传动员工作中应该积极

思考如何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提高学生参与科

研的兴趣，做好宣传教育，普及学生对大创项目、挑

战杯项目及其他课外学术活动的知晓率，多方面开

拓学生早期接触科研的途径。

３．２　大创项目需根据年级、专业性质等不同提供
不同支持

在今后的大创项目申报中可以为大二学生提

供更广阔的接触科研能力的平台，为大三年级的学

生已立项目提供支持保障其顺利完成，在大一新生

当中积极宣传，提高大一学生对大创项目的认识和

了解程度，指导其适应学习生活环境尽早开展能力

提升训练。已有高校提出针对低年级学生的大创

训练计划，为低年级学生配备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

教师，完善激励制度，开展大创项目实验培训等措

施［４］。

重点学科立项率由较低到较高的变化反映出

目前地方院校越来越重视重点专业学科的建设。

地方院校为实施一流学科的建设，目标是为了提高

整体科研水平，培养创新人才，推动成果转化。大

创项目的实施可以提高本科生创新创业能力，是一

流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根据立项大创项目的分类情况可以看出，医学

院校学生专业特色明显，所申报的项目以科学实验

为主，特别是基础性研究和与临床结合紧密的课题

学生更加感兴趣，实验性研究对学生要求更高，需

要为学生提供充足的实验条件如开放型实验室，可

以充分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创新能力。充分发挥

医学专业特点的同时还应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学

校可提供相关资源为不同的项目提供多元教育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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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一项关于学生对大创项目的期待调查显示较

多的学生希望从学校获得相关制度和流程的培训

指导，从校外引入专业科技咨询公司的支持［５］。

本文调查结果显示，男生在往年的立项申报上

立项率高于女生，２０１９年女生立项率提高，超过男
生，说明女生在申报大创项目上的主动性有所提

高，学校应该进一步鼓励学生尤其是调动女生参加

课外活动、创新训练项目的积极性，针对不同性别

的学生爱好兴趣不同，提供充足条件如实验设施、

实验指导教师等，满足学生自主创新的环境。

３．３　大创项目应注重过程监管，提高项目产出
大创项目坚持以学生为中心，重在培养学生的

兴趣和自主能力，关注学生参与的过程。目前结题

的方式有提交已发表论文、获得专利或结题报告

等。通过对近几年学生的论文情况进行统计，学生

发表的文章数量在不断提升，但从总体水平看学生

发表核心期刊论文较少，已发表的论文也存在诸多

问题。由于影响大创项目结题是多因素的［６］，因

此，在大创立项后应重点加强过程监管，提高论文、

发明专利等项目的产出。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

具体困难及时解决，根据进展情况进行约谈，不合

格项目终止资助等［７］。

学校及项目指导教师需做好项目保障，为学生

树立科学的研究方法，指导学生查阅文献，培养基

本的实验技能等。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定期开展课

题汇报，及时进行反馈，避免出现如学生缺乏自主

性，课题完全照搬导师自身的课题，或者团队成员

参与申报后仅有一人实施，缺乏团队精神等［８］现

象。

目前根据科技部对于一流学科建设及“唯论

文”清理的要求，除鼓励学生多发表高质量论文

外，结题形式还应该注重学生的创新实践过程，积

极帮助学生申请发明专利，推动成果转化，真正将

大创项目用于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在大创

申报、实践过程及立项结题后需要对大创项目进行

科学评价，可以通过构建评价指标系统，通过不同

的权重来对大创项目进行论证［９１１］。通过系统总

结，结合学校自身的特点，同时根据教育部印发的

大创管理办法，广泛征集学生意见，对本校的大创

项目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许多高校目前已有大创

的管理办法，下一步需要对于课题的过程监管及结

题要求还应根据项目特点进行调整，对于大创项目

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也要尽可能地完善措施。

本次项目中未对项目结题率及其他专利等成

果数据进行调查，是此次研究的不足之处。

参考文献：

［１］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专家工作组．国家
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工作手册：试行［Ｍ］．南
京：东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６．

［２］　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练计划管理办法》的通知［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０７１０］．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９０７／３１／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４１７４４０．ｈｔｍ．

［３］　潘承谕，周淼，黎创，等．海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计划的知晓率分析［Ｊ］．新西部，２０１８（３）：５４５５．

［４］　朱晨晨，江皓男，李凯全，等．关于低年级医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计划＂的感悟与思考［Ｊ］．教育教学论坛，
２０１９（２１）：２１８２１９．

［５］　张静怡，祁峰．医学生对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
目认知与态度的调查与研究［Ｊ］．中国高等医学教
育，２０１９（８）：２９３０．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６／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７０１．
２０１９．０８．０１５．

［６］　陈钧宇，何亮余，江美春，等．医学院校大学生创新创
业训练计划项目实施效果调查分析［Ｊ］．科教导刊，
２０１９（１０）：１８９１９０．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００／ｊ．ｃｈｋｉ．ｋｊｄｋｓ．
２０１９．０４．０８４．

［７］　杨芳，韩雷，尹辉．中南大学扎实推进大学生创新创
业训练计划［Ｊ］．中国大学教学，２０１４（１０）：３３３５．

［８］　孙铭娟，王梁华，焦炳华．医学院校大学生创新课题
的实践与效果评价［Ｊ］．中国医药科学，２０１３，３（１０）：
１３８１３９，１４６．

［９］　刘迅，林陵娜．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实施效果综合评
价研究———以苏州科技大学为例［Ｊ］．价值工程，
２０１９，３８（０２）：１９４１９６．

［１０］赵璐，曹以，李洪涛，等．基于ＡＨＰ的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计划项目评价研究［Ｊ］．实验室科学，２０１９（１）：
２３３２３６．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４３０５．２０１９．０１．
０６６．

［１１］冯小平，邹昀，陈颖龄，等．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
多层次灰色评价［Ｊ］．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２０１５（１１）：１９８２０３．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１８／ｊ．ｃｎｋｉ．ｘｓｘｂ．
２０１５．１１．０３４．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１０３０）
（本文编辑：甘慧敏）

·４４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