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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教结合”模式下应用创新型本科人才培养的实践教学改
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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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已逐渐从传统的知识型人才转向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创新型人才。
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应用创新型本科人才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将基于“赛教结合”的教学模式，深入剖析当前实践教
学中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改革策略，以期在培养本科人才的过程中更好地强化其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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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rapidly changing technology, the demand for talents in society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traditional knowledge-
based talents to applied innovative talents with innovative spirit and practical ability.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cultivation of applied innovative undergraduate talent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is article will be based on the teaching model 
of "combining competition and education", deeply analyze the problems in current practical teaching, and propose targeted reform 
strategies, in order to better strengthen the practical ability and innovative spirit of undergraduate talents in the process of cultivating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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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科技的日新月
异，社会对应用创新型本科人才的需求日益增
长。然而，当前的高等教育在实践教学方面仍
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脱节、
实践教学内容单一、缺乏创新性等。这些问题
制约了应用创新型本科人才的培养质量。因此，
对实践教学进行改革，探索新的教学模式，成
为当前高等教育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

“赛教结合”模式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模
式，将比赛与教学紧密结合，强调学生在实践
中的学习与创新。该模式在培养学生实践能力
和创新能力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因此在应用创
新型本科人才培养中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本
研究将对“赛教结合”模式下应用创新型本科
人才培养的实践教学改革进行深入探讨。

一、研究现状

在国外，关于“赛教结合”模式的研究和实
践已相当成熟。许多知名高校通过与企业和行
业的合作，将比赛纳入课程体系，为学生提供
了丰富的实践机会。这些实践不仅锻炼了学生
的专业技能，还提高了他们的创新能力和团队
合作精神。同时，国外高校还注重实践教学与
理论教学的融合，使两者相互促进，形成了较
为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

相比之下，国内关于“赛教结合”模式的研
究和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虽然一些高校开始
尝试将比赛引入教学，但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
一定的困难和问题。首先，实践教学与理论教
学之间存在明显的脱节现象。部分高校过于强
调理论教学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实践教学的独
特作用，导致两者无法有效衔接，影响了人才
培养的整体效果。其次，实践教学内容相对单一，
缺乏创新性和实用性。许多实践教学项目往往
停留在对基础知识的简单应用层面，缺乏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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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世界紧密联系的综合性、创新性实践项目，
难以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最后，实践教
学师资力量相对薄弱，缺乏具备丰富实践经验和
教学能力的优秀教师。这些问题不仅制约了实践
教学的深入开展，也影响了应用创新型本科人才
的培养质量。因此，对“赛教结合”模式下应用
创新型本科人才培养的实践教学改革进行深入研
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二、“赛教结合”模式的内涵与特点

（一）模式的内涵
“赛教结合”模式的核心在于将传统的课堂

教学与实际的竞赛活动相结合，形成一种互动、
互补的教学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课堂教学不再
是单一的知识传授过程，而是融入了实践元素和
竞技挑战的学习平台。

具体来说，“赛教结合”模式通过引入竞赛
机制，让学生在参与竞赛的过程中，不仅巩固和
深化了课堂上学到的理论知识，还能够通过实际
操作和团队合作，锻炼其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
同时，竞赛活动还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
力，提高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模式的特点
实践性强：在“赛教结合”模式下，学生参

与的竞赛活动往往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
通过这些活动，学生能够接触到真实的工作场景
和实际问题，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所学知识。

互动性好：与传统的单向传授式教学不同，
“赛教结合”模式注重师生之间的互动和学生之
间的合作。在竞赛过程中，教师需要给予学生及
时的指导和帮助，而学生之间也需要相互协作、
共同进步。

竞技性突出：竞赛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竞技活
动，具有很强的竞争性和挑战性。在“赛教结合”
模式下，学生通过参与竞赛，不仅能够展示自己
的才能和实力，还能够培养竞争意识和团队合作
精神。

创新性显著：由于竞赛活动往往涉及到一些
创新性的项目或问题，因此学生在参与过程中需
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不仅能够
锻炼学生的创新思维，还能够为他们的未来发展
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实践教学改革的具体举措

（一）强化实践教学，提升创新能力
高校应加大对实践教学的投入，增加实践教

学的课时和学分，使实践教学成为培养学生创新
能力的重要途径。同时，应结合行业发展和企业
需求，设计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的实践教学内容，
使学生能够在实践中锻炼技能、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

（二）推动跨学科融合，拓宽学生视野
应用创新型本科人才的培养需要具备跨学

科综合能力。因此，高校应推动跨学科融合的

教学模式，鼓励学生选修跨学科的课程，培养
他们的跨学科思维和创新能力。同时，应加强
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设计综合性
实践教学项目，使学生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
解决实际问题。

（三）推进项目驱动的学习，培养团队合
作能力

项目驱动的学习是一种注重学生自主学习
和团队合作的教学方法。高校应通过开展各类
实践项目，鼓励学生主动参与项目研究和实践
活动，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团队合作能力。
同时，应建立完善的项目管理制度和评价体系，
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和有效评价。

（四）完善实践教学评价体系，激发学习
动力

实践教学评价体系的完善对于提高实践教
学的质量至关重要。高校应建立多元化的评价
体系，包括学生自评、互评、教师评价等多种
形式，以全面反映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水平。
同时，应注重评价的反馈作用，及时向学生提
供评价结果和建议，帮助他们改进学习方法和
提高学习效果。

（五）加强实践教学师资队伍建设，提高
教学水平

实践教学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
水平。因此，高校应加强对实践教学师资队伍的
建设和培养，提高他们的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
可以通过引进具有实践经验的教师、开展教师培
训等方式，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和素质。

四、实施“赛教结合”模式的策略

（一）整合赛教资源，构建协同育人机制
高校应与企业、行业组织等建立紧密的合

作关系，共同开发实践教学项目和比赛。通过
整合校内外资源，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和创新平台。同时，
可以邀请企业专家和行业领袖参与教学活动和
比赛指导，为学生提供更贴近实际的专业指导
和建议。

（二）优化课程设置，将比赛融入教学体系
高校应根据比赛的特点和要求，优化课程设

置和教学内容。可以将比赛项目作为实践教学
的重要内容之一，将比赛要求融入课程教学中。
通过比赛与教学的有机结合，使学生在完成比
赛任务的过程中学习和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
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

（三）注重学生个体差异，实施个性化教
学

在实施“赛教结合”模式时，高校需要关
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实施个性化培养策略。每
个学生都有其独特的兴趣、特长和发展潜力，
高校应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为他们提供个性
化的实践机会和比赛项目。这不仅可以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还能帮助他们更好地发
挥自身优势，实现个性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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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过程管理，确保比赛与教学的
有效结合

为了确保比赛与教学的有效结合，高校需要
加强对比赛和教学过程的管理。可以建立专门
的管理团队，负责比赛的组织、实施和评估工作。
同时，需要制定详细的教学计划和比赛方案，
明确教学目标、任务和要求，确保比赛与教学
的紧密衔接。此外，还应建立完善的评估和反
馈机制，对比赛和教学效果进行定期评估和反
思，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改进措施。

五、应用案例

广东科技学院是一所应用型民办高校，致
力于应用创新型本科人才的培养。2022-2023 年
其机电工程学院电工电子教学实验中心就“赛
教结合”模式下应用创新型本科人才培养的实
践教学进行了一些改革试点。

（一）改革内容
基于赛教结合教学模式与提升人才培养质

量的要求，从目标地位、培养方向、培养模式，
以及环节与课程设计、教材开发与教学内容选
择等方面，对赛教结合教学模式与人才培养提
出思路与措施；归纳与提炼赛教结合教学模式
的规律与实施路径，探索出以学科竞赛为平台，
赛教结合教学模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保障机制，
以项目教学法为基础建立“专项比赛学习班模
式”、“专业兴趣业余学习班模式”的创新能
力培养教学方法。根据学生的情况组织形成各
类项目团队或班级，在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和
手段、评价方法、制度环境等方面，都采取针
对性措施。

（二）改革成效
采用专项比赛学习班模式、专业兴趣业余

学习班模式成功将创新能力培养扩展到电类的
电子信息工程、自动化、电气自动化等专业教
学中去。让所有电类专业学生都能通过自主选
择实践班的学习提高自身专业实践能力。同时，
促进了学科竞赛及课外科技活动的广泛开展，
全面培养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加强了学生实践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在普及工
作的基础上，选拔、鼓励优秀的学生参加了各
级各类学科竞赛，在全国及省级比赛中获得了
比改革前更好的成绩，也进一步提高学校的知
名度。另外，通过比赛让学生掌握了“智能制
造”、“人工智能”等一些关键前沿技术的应用，
也为学生就业及将来创业提供了帮助。

六、结论与展望

“赛教结合”模式为应用创新型本科人才培
养的实践教学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通
过构建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创新实践教学内
容和方法、加强实践教学师资队伍建设以及完
善实践教学管理和评价机制等措施的实施，可
以有效提升实践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培养出更

多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创新型本科
人才。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社会的不
断发展，对于应用创新型本科人才的需求将会
更加迫切。因此，高校应继续深入探索和实践“赛
教结合”模式下的实践教学改革，不断完善人
才培养模式，为社会输送更多高素质的应用创
新型本科人才。

此外，随着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不断加强，
高校还可以借鉴和吸收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和
实践经验，进一步优化和完善自身的实践教学
体系。同时，加强与企业、行业的紧密合作，
共同开展实践教学项目和研究工作，也是提高
实践教学水平的有效途径。通过这些努力，相
信高校能够在培养应用创新型本科人才方面取
得更加显著的成果。

总之，“赛教结合”模式为应用创新型本
科人才培养的实践教学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高校可以逐步建立起
符合自身特色的实践教学体系，培养出更多具
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优秀本科人才，为社
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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