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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高校青年学生是科研创新的有生力量。由于种种原因，我国高校青年学生科
研实践工作存在管理体制落后、组织程度偏低、制度建设不完善、科研成果水平不高等问题，故应进一步深化对“有组织

科研”的系统认识。共青团作为知青年、懂青年的组织，通过调研高校青年学生课外科研实践的现状，对推动高校青年学

生有组织开展课外科研实践，强化使命导向，实现“四个自我”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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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深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认真落实全国教育
大会精神，积极发挥共青团科研育人功能，给青年

学生课外科研实践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湖南团省

委、省学联、青联高度重视大学生创新创业问题，组

织了一系列课外科研实践活动。鉴于研究青年学

生有组织开展课外科研实践情况对实际工作具有

良好导向性，本课题组设计教师、学生两份不同版

本的调查问卷，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出发，更加全面、

详细地了解青年学生在有组织开展课外科研实践中

出现的问题，并通过对两版调研报告的数据进行分

析和总结，制定出更适应青年学生的调整方案，从而

推动青年学生有组织地开展课外科研实践。

１　研究背景
有组织科研发端于以任务为导向的技术研发

项目，用于支持具有战略性的政府目标［１］。２０２２
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推动

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强调高校要充分

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有组织科研，着力提

升自主创新能力，更高质量、更大贡献服务国家战

略需求。２０２２年 ５月 １０日，在庆祝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总书记
也专门提到：“过去、现在、将来青年工作都是党

的工作中一项战略性工作。”［２］近年来，随着我国

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和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国

家对人才培养质量和目标提出了新要求，明确提

出了要加快推进素质教育改革进程，把培养具有

创新意识、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创新型

人才作为新形势下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不

断提高人才的科学素养和综合素养。

２　关于青年学生有组织开展课外科研实
践的研究设计

２．１　研究对象
本次调研对象为湖南科技大学师生，通过调

查问卷并结合对部分师生的专项访谈，了解师生

对“青年学生有组织开展课外科研实践”的看法。

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 １１００份，实际填写人数
１００７人，其中青年学生填写人数 ９０５人，教师填
写人数１０２人，有效问卷率９１．５４％。考虑到２３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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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为新生，对科研认知尚浅，因此本次研究对象

集中在２２级学生。对调查所获数据按调查对象
的性别、年级、学科以及教师的职称、年龄和研究

的专业领域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分析。结果如表１
和表２所示。

表１　基于青年学生的样本基本情况

样本类别 人数／人 比例／％

性别
男生 ４５７ ５０．５

女生 ４４８ ４９．５

就读年级

２２级 ８００ ８８．４

２１级 ９０ ９．９４

２０级 １５ １．６６

学科分布

自然科学 ４４ ４．８７

工程技术 ５８８ ６４．９７

社会科学 ２０６ ２２．７６

人文艺术 ６７ ７．４

表２　基于老师的样本基本情况

样本类别 比例／％

职称

助教 １０

讲师 ３５

副教授 ３０

教授 ２５

年龄范围

２５—３５岁 ３５

３５—４５岁 ４３

４５—５５岁 １８

５５岁以上 ４

专业领域

自然科学 ２５

工程技术 ６０

社会科学 １５

２．２　样本分析
２．２．１　青年学生对科研实践的了解途径和参与

程度

科研实践能够激发学生创新思维，突破思维

惯性，改变思维方式，锻炼思维的流畅性、灵活性

和想象力。调查发现，在“是否参与过课外科研

实践项目”的回答中，７８．５６％的青年学生未参加
过，２１．４４％的青年学生参加过（见图 １）。在“了
解科研立项途径”的回答中，４６．０８％的青年学生
是通过专业老师推荐得知，而有２７．０７％的青年学
生完全不了解科研立项的途径（见图２）。这表明
该校学生在科研实践的参与度上还有很大的提升

空间，对科研实践的了解形式也需多样化。

图１　对科研实践的参与率对比

图２　了解科研活动的形式

２．２．２　青年学生对学校科研现状的思考
进行课外科研实践，学生是第一主体，调查发

现，在“影响青年学生科研质量的因素”的回答

中，课业压力大、时间不充足和科研资源稀少为主

要因素，分别占比为６３．９８％和５５．４７％。在“如何
提升我校科研成果质量”的回答中，有６１．４４％的
学生主张多参与相关科研兴趣类活动，提高兴趣；

５５．５８％的学生倾向于多参与科研讲座学习，这表
明学生具有开展科研实践的积极性，但学校应为

其作好时间、资源上的保障（见表３）。
２．２．３　青年学生对指导老师的需求

在科研项目中，指导老师可以引导学生在科

研活动中锻炼实践能力，激发创新热情，以科研活

动的开展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问卷显示，

３６．８％的学生更期待老师以开展组会的形式进行
指导，４３．５６％的学生更注重指导老师的科研方式
和科研思路，４０．８８％的学生希望老师能指导自己
的科研课题以及科研论文，２３．３２％的学生希望老
师带领自己参加前沿的跨学科性会议和讲座，而

学生对老师的学术成果相对来说并不看重，这表

明学生更想要通过老师的培养，使自己获得相对

独立的学术能力（见表４）。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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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对科研的思考

选项 人数／人 比例／％

影响科研质

量的因素

课业压力大，时间不充足 ５７９ ６３．９８
科研资源稀少 ５０２ ５５．４７
科研指导老师的指导较少 ４１７ ４６．０８
没有兴趣，仅完成任务 １８６ ２０．５５
科研技术难度高 １９５ ２１．５５
缺乏参与科研的政策支持 １３１ １４．４８
学术交流机会少 ２４７ ２７．２９
其他 ４１ ４．５３

如何提升科

研成果质量

参与科研讲座学习 ５０３ ５５．５８
参与相关科研兴趣类活动，提高兴趣 ５５６ ６１．４４
将科研成果纳入学生重点考核内容 ４１４ ４５．７５
建立与企业交流的平台，了解企业真正需求 ３７３ ４１．２２
制定指导老师的考核制度 １７６ １９．４５
制定学校相关政策 １３３ １４．７

表４　对指导老师的需求

选项 人数／人 比例／％

指导形式

开展组会 ３３３ ３６．８
一对一沟通，解决科研问题 ２１１ ２３．３１
了解学生未来规划 １１０ １２．１５
引导青年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２５１ ２７．７３

选择理由

指导老师的科研方式和科研思路 ３９５ ４３．５６
知识和经验的传授及方式 ２５６ ２８．２９
创新科研成果和论文的数量及质量 １１０ １２．１５
指导老师的价值理念和研究方法 １４４ １５．９１

渴望得到的帮助

指导科研课题及撰写论文 ３７０ ４０．８８
带领参加前沿的跨学科性会议和讲座 ２１１ ２３．３１
指导研读跨学科专业文献和科研任务 １８４ ２０．３３
提供科研渠道和跨学科研究平台 １４０ １５．４７

２．２．４　教师对青年学生的指导倾向
教师在科研中对学生的指导，于学生了解和

开展科研项目有着重要意义。调查显示，８５％以
上的教师都指导过自己的学生开展学术研究，

７５％的教师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认真努力，踏实
钻研，这表明教师普遍认为自己的学生应是一个

实事求是、有踏实学风的人，并愿意指导他们在学

术上更进一步（见表５）。
表５　对青年学生的指导倾向

选项 比例／％

指导频率

１—５次 ８０
６—１０次 １５
１１—１５次 ０
１６次及以上 ５

注重学生的能力

学分绩点高 ０
沟通能力强 ０

认真努力，踏实的钻研能力 ７５
逻辑思维清晰 ２５

２．２．５　对青年学生的科研兴趣培养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对“您认为提高学生

在校研究兴趣的方式是什么”的回答中，４９．５８％
的学生认为应该通过往届优秀成果展示的方式来

提高兴趣。除此之外，提高学生科研兴趣的途径

是多样化的，采取高年级学生动员、开展科研大型

校园活动和展览活动等都是学生乐以接受的形

式。在“您希望学校相关政策制定更偏向于哪种

科研激励”的回答中，４０．４４％的学生希望能以发
放科研奖金这种更为直接的方式激励学生科研

（见表６）。这表明学校应全方位考虑学生的实际
需求，将学生组织起来，更好发挥学生开展课外科

研实践主观能动性。

２．２．６　教师对有组织科研的思考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国家

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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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攻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３］。在对“您认为有

组织开展科研具有哪些优势”的回答中，８０％的教
师认为可以统筹资源配置、形成创新合力。这表

明有组织科研更利于强化任务导向，统筹各方资

源。在对“您认为学校有组织开展科研应该着力

从哪方面下功夫”的回答中，１０％的教师认为应该
在实现重大原始创新突破上下功夫，２５％的教师

认为应该在攻克“卡脖子”问题的基础理论和关

键技术上下功夫，２０％的教师认为应该在服务国
家区域创新发展战略上下功夫，４５％的教师认为
应该在提升行业产业发展核心竞争力上下功夫，

这表明核心技术攻关对于开展科研实践具有重要

意义（见表７）。

表６　对青年学生科研兴趣的培养

选项 人数／人 比例／％

如何提高学生科研兴趣

高年级学生动员 ３６６ ４０．４４

班级内部动员 ３０７ ３３．９２

优秀成果展示 ４４８ ４９．５０

建立科研专题论坛 ３２６ ３６．０２

开展专题讲座、报告 ２１０ ２３．２０

开展科研大型校园活动和展览活动 ３５６ ３９．３４

如何激励学生科研

发放科研奖金 ３６６ ４０．４４

提高实验室科研条件 １７８ １９．６７

获得荣誉表彰，综合测评加分 ２２０ ２４．３１

获得参与高水平学术会议的机会 １４１ １５．５８

表７　对有组织科研的思考

选项 比例／％

有组织开展

科研的优势

打破学科壁垒 ６５

统筹资源配置 ８０

强化力量集成 ５０

形成创新合力 ８０

畅通转化链条 ５

有组织开展科

研的攻关重点

在实现重大原始创新突破上下功夫 １０

在攻克“卡脖子”问题的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上下功夫 ２５

在服务国家区域创新发展战略上下功夫 ２０

在提升行业产业发展核心竞争力上下功夫 ４５

３　关于青年学生有组织开展课外科研实
践的反思

湖南科技大学是以“科技”命名的院校，是一

所综合性大学，科研创新气氛浓厚，科技育人成果

颇丰，培养了许多优秀学生，如李明睿、王等。

但从调研结果来看，也呈现出一些需要改进的地

方，较为突出的是以下三个方面。

３．１　科研相关机制不健全
学生对科研体制的要求呈现新的特点。调查

发现，我校半数以上学生认为应该创新科研管理

机制，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保障。第一，教学管理

体制方面。学生了解科研立项的途径少、方式单

一，缺乏专业措施来统一协调学生的科研活动，学

生科研活动未在教学中落实到位，不利于学生的

全面发展。第二，激励机制方面。学校未建立专

门的学生科研成果评价制度，科研成果界定模糊，

部分学生所产出的科研成果得不到肯定，缺少及

时有效的精神和物质反馈。第三，监督机制方面。

学校缺乏针对学生科研的监管机制，一部分学生

进行科研出于功利，弄虚作假、抄袭等违规行为未

能及时监察和解决。

３．２　师生主观意识不成熟
师生对课外科研实践的相关认识有待优化。

第一，科研意识的培养是学生进行科研的先决条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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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４］。目前来看，高校教师普遍采取“一套课件

按到底”的传统 ＰＰＴ教学模式，长期采用以教室
为中心、教师为中心、课本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

式，重视对学生基本知识和技能的灌输，对学生科

研能力培养的意识却不足。第二，学生缺乏科研

实践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其原因一是学生对科研

实践的认识过浅，认为科研是难度高、复杂度强的

实践，参与科研实践的热情度低；二是学生习惯于

书本知识、课内实践、社会实习这样按部就班的培

养方式，学习任务重，大部分学生因课业压力难以

进行科研或致科研质量降低；三是学生科研创新

能力存在差异，大多数学生缺乏科研意识和独立

思考能力，少数具备科研能力的学生在开展研究

时也存在片面性。

３．３　科研硬件软件不完备
开展科研实践可利用的科研资源不丰富。第

一，科研条件相对简陋。学校在科研经费、师资力

量、场地设备和参与人数等方面的投入尚未完全

满足学生需求，学校在科研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

仍有欠缺。第二，科研形式过于单一。查阅文献、

撰写论文等传统形式仍是学生进行科研的主要形

式，少数学生参与科研项目仅是挂名或是进行简

单重复的机械工作。第三，科研合作层次尚浅。

仅有少数院校与企业进行合作，多数院校仍然依

赖学校自身的财政拨款以及国家项目资金来建构

科研平台、组织科研。第四，科研创新平台较少。

开展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必须以学校的科研平台

为依托［５］，目前较为成熟的科研平台数量仍然不

足，且仅少数学生有机会参加竞赛，其产出的科研

成果也需要进一步深化。

４　关于推动青年学生有组织开展课外科
研实践的建议

４．１　做好制度保障，搭好科研平台
要从体制机制上建设让一切创新创造活力源

泉充分涌流的环境。第一，建立科学公正的评价

机制。在考核过程中，实行差异化评价的原则，在

科研实践中对一些能够研究出创新性成果、有能

力解决一些具有高复杂性和高难度任务的成员要

进行特别评价。第二，建立覆盖广泛的宣传机制。

使学生知道有哪些科研项目或学校取得了哪些科

研成果，知道这个项目应如何展开或这个科研成

果从立项到结项的过程中采取了哪些行动，以此

让学生在脑海里有一个科研流程，让学生有路可

循。第三，建立振奋人心的激励机制。高校应制

定相应的奖励方式，定期对在科研领域有创新能

力、有创新成果的青年学生予以表彰和奖励，形成

常态化、制度化的表彰模式。第四，建立谨慎恪守

的监督机制。对学生进行科研底线要求，对在科

研过程中违背制度规范标准、抄袭作假的学生和

行为给予及时的纠正与处理。第五，建立先进一

流的科研平台。学校应当将科研实验平台对全校

有意向进行科研的学生开放，比如湖南科技大学

将海牛楼、土木楼等的实验室对学生全面开放，并

与企业合作，为学生创造科研平台。

４．２　组建名师队伍，打造卓越团队
组建一支高水平、具有专业能力的科研团队

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培育学生的科研素养。要建设

好这支队伍，既要注重思想、业务方面建设，又要

注重管理方式、管理水平建设［６］。教师需要具备

根据学生知识结构和个性专长对科研目标细化到

具体人员的能力，并努力形成导师指导博士、博士

指导硕士如此层层迭代的教学关系链。具体来

说，第一，形成自上而下的创新意识。创新是一个

团队进行科研的内在要求与灵魂，一个团队的整

体能力主要体现于创新上。第二，建构民主的学

术风气。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引导学生敢于提问、敢于质疑、敢于发

表自己的观点，不断深化学生对研究的探索，提高

认知。第三，增强团队合作精神。合作就是手拉

手站在一起成为强者［７］，是一个团队成功的必要

保障。同时要选择优秀的学术带头人作为师生共

建科研团队的领航者［８］，聚焦人才这一科研发展

的核心要素，发挥“人才第一资源”的杠杆作

用［９］，在教师的统领作用下，打造科研过硬的优

秀团队。

４．３　强化学生自主，激发创新活力
推动学生有组织开展科研实践，要发挥学生

主体性作用。第一，契合自身兴趣。兴趣是意志

对理性原则的依赖［１０］，是最好的老师，是自主性

的最大动力，要利用好自身兴趣点，将生活体验与

学术研究一体化［１１］，个性化、多维度、全方位地发

掘自身创造力。第二，明确自我目标。思想是行

动的先导，青年学生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为自己

设立合理的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以目标激励自

身独立自主。第三，提高自身能力。做好科研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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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硬实力要过关，要勤学好问，有出类拔萃的专

业能力；要开动脑筋，有别出心裁的创新能力；要

磨练意志，有百折不挠的攻坚能力；要脚踏实地，

有实事求是的调研能力；要勇挑重担，有舍我其谁

的担当能力。第四，把握时代潮流。科研实践，归

根到底是为社会、为国家服务的，要把握国家发展

的大环境，把国家发展的外在需求转化科研实践

的内在动力，坚持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相统一。

第五，发挥学生组织的带头作用。将学生的科研

实践与学生管理组织相融合，不断创新大学生科

研方式，把学生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

育、自我监督的功能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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