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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科技活动探讨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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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科生科技活动的内容、形式、成果体现方式等均对科技活动的效果有一定影响，而学校管理部门和指导教
师的投入以及教师对本科生科研兴趣的激发则成为科技活动成败的关键因素。指导教师应激发本科生的科研兴趣，使

其积极参与科技活动，学校应合理安排教学任务，给学生留出足够的、连续的时间进行科技活动，并通过学分、奖学金等

形式加以支持。科技活动的成果应及时采用各种形式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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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培养本科生的科研创新能力，很多高校开展了本科生科技活动。经过多年的实践，本科生科技活

动的质量已经有较大的提高［１－２］。但目前本科生科技活动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如管理体制不健全，科技

活动指导教师配备和激励不足，缺乏相应的硬件支持等［３］。鉴于各高校科研教学条件、师资力量等方

面的差异，各校开展的科技活动形式也不尽相同。本科生科技活动的内容、形式、成果体现方式等均对

科技活动的效果有一定影响，而学校相关管理部门和指导教师的投入以及教师对本科生科研兴趣的激

发则成为科技活动成败的关键因素。

１　科技活动的内容与形式
各校开展的科技活动按其形式、周期大致分为３种：第一种是短期（１～２周）的集中式科技活动周，

科技活动计入学分，在这１～２周内不安排其他的教学或实践环节，学生选做不同指导教师给定的题目；
第二种是利用整个学期或学年的课余时间，安排学生参与科技活动实践，给予相应的学分；第三种是为

期半年或一年的各种级别的科技项目、大学生挑战杯竞赛等，不计入学分。本文所指的科技活动不包括

科普讲座、科技宣传、科技展览等形式。科技活动周这种形式的初衷很好，但效果一般。相比而言，第

二、三种形式历时较长，有助于培养学生参与科研的耐性、热情，更有可能得出有意义的成果。

科技活动的内容主要包含３种形式：一是调研类，包括现场调研和文献调研；二是实验类，包括验证
性实验和探索性实验；三是竞赛类，基于教师或学生以往积累的成果进行包装和答辩，或是新设立一个

题目进行研发比赛，通常要求团队合作。

调研和实验是很多研究的重要环节，在本科期间设置这样的活动有助于本科生对科研工作形成初

步的认识，培养出一些科研能力，这两类科技活动都有助于本科生建立基本的科学素养。竞赛类科技活

动要求参与者有较高的综合素质，特别是语言表达和逻辑思维能力，因此这种形式通常需要本科生自由

申报参与，不宜摊派任务。

２　本科生的科研兴趣
激发本科生的科研兴趣，使其主动、积极参与科技活动，进而养成一定的科研素养，是科技活动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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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重要目标。一个有较高质量的课外科技活动，要有一定的吸引力、创新点。其创新性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科技活动本身的内容是否有创新性，二是科技活动的艺术表现形式是否有创新，即看其是否是一种

全新的表现形式，或者是在原有表现形式上有所改进［４］。科技活动题目有真题、假题之分，按照新旧又

可分为新题、旧题。真题、新题往往能唤起本科生对于未知事物或规律的好奇心，并产生一种急于求解

的冲动。因此，多数学生感兴趣的是难度适中的真题、新题，指导学生进行此类题目的研究，会有较好的

效果。同时，指导教师应合理把握科技活动题目的难易程度，对于较难的题目可以安排研究生进行配

合，否则容易挫伤学生参与科技活动的热情。

学生的科研过程离不开教师的参与。指导教师应当关注学生的研究进度，洞察学生在科技活动各

个阶段的心理过程，适时对学生加以指点，在学生有一定的成绩时给予适度表扬，在学生遇到困难时加

以鼓励。否则当投入太多精力却没有完成任务的希望时，学生往往容易气馁，失掉起初的科研兴趣，并

有可能使其对将来从事科研工作失去信心和兴趣。

３　学校及教师投入方式
本科生科技活动通常需要一定的时间、场地和经费。学校应合理安排教学任务，给学生留出足够

的、连续的时间进行科技活动，并通过学分、奖学金等形式加以支持。由于大多数学校的科研用房较为

紧张，因此通常未给本科生安排专门用于科技活动的实验室或工作室。鉴于此，教师可灵活协调科研用

房。学校相关管理部门也应进一步加强指导协调机构建设，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和完善科技活动的硬

件、软件的建设，加强科技活动激励机制［５］。

有的科技活动需要消耗一定数量的药品、试剂、元器件等材料，需要支出一些交通费、资料复印费、

论文版面费等，因此教师需要有一定的科研经费支持相应的科技活动。这类科研经费可以来自于教师

的横纵向课题或基本教学单位的专业建设经费。近来国家、社会和高校对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提供了

越来越多的条件和支持，如部分省份或高校设立了专门支持大学生科技活动的项目经费。本科生在做

好科研工作的基础上，还可借此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学习如何合理、合规地使用科研经费，从而使其更好

地理解科研过程。

４　成果体现方式
作为教学环节的科技活动，其成果多为总结性的课程论文或调研报告。大学生挑战杯竞赛等科技

活动的成果主要以奖项的形式体现。科技项目的成果则可以科技论文、专利等形式体现。由于本科生

的科技活动周期较短，所以有时较难得出足够的创新性数据和结论来支持论文或专利申请书的写作。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有意识地引导学生避免产生“急功近利”的想法，并使其意识到科研是一种持久性

的工作，而且在科研过程中失败在所难免，需要戒骄戒躁、潜心探索。

当优秀的科技活动成果有望以科技论文发表、专利申请及授权等形式体现时，应引导学生把握时机

将其整理。对于能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科研题目，应鼓励学生继续努力以取得更有价值的成果，以进一步

提升学生的科研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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