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创赛事引领下的创新人才培育模式探索 
 

摘要:随着当今知识经济社会的发展，创新创业教育已成为当前高

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具有创新创业精神、意识和能力的优秀

人才是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双创竞赛作为高校

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核心环节，是推动高校人才培养向应用型、创新

型转型，以及实现学生“专业学科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提升”双目标

的关键，本研究以此作为切入点，在学校现有双创教育平台基础上，

通过以科研兴趣培育计划、创新训练计划、创业训练（实践）计划、

专业技能提升计划为支撑，以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营、创新创业俱乐

部学院分中心为依托，学校、政府、企业、社会等多方发力，研究构

建起“双创育苗启蒙、竞赛联动赋能、多维融合铸魂”创新创业实践育

人体系，全面提升双创项目核心竞争力和创新人才培养质量，真正实

现创新创业竞赛育人功能。 

1.综述 

创新作为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近年来国家创新创业相互促

进，取得了瞩目成就，创新驱动发展已上升为国家竞争战略[1]。在 2012

年，党的十八大就首次明确提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创新摆

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随后在 2014 年第八届达沃斯论坛上，

李克强总理首次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思路；2015 年全国两

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双创”又被提升到中国经济转型和保增长的“双

引擎”之一的高度[2-5]。 



1.1 创新创业竞赛是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核心环节 

大学生作为纵深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力军，是我国应对全

球人才竞争、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关键环节之一[5]，这就使

加强对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和实践本领的培养成为了当前高等教

育的迫切需要。高校作为培养大学生成长成才的摇篮、创新创业的孵

化器，近年来国家对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给予高度的重视[6-7]，相继制

定了《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

〔2015〕36 号）、《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

的意见》（国发〔2018〕32 号）、《关于进一步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

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1]35）等政策、规划持续推进高校创新创

业教育发展。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开始向纵深发展，

已基本形成创新创业课堂教学、创新创业竞赛实训、创新创业孵化的

链式创新创业教育体系[8]。 

其中，创新创业竞赛（“双创”竞赛）作为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通过依托双创赛事，将科与双创教育结合，让学生充分

释放创新活力，激发创业激情，这不仅是学生专业知识掌握情况和运

用能力的一次检验，也是对创新创业实践能力的一次提升[9]。因此，

创新创业竞赛是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核心环节，是推动高校人才

培养向应用型、创新型转型，以及实现学生“专业学科能力”和“创新创

业能力提升”双目标的关键[10,11]。 

经过多年耕耘，我国已形成以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和创业计划竞赛



等三大赛事为领衔的世界综合度最高、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学

生创新创业竞赛体系[12,13]。其中，“互联网+”大赛始于 2015 年，由教

育部主办、省级人民政府承办，被誉为“总书记亲自回信，总理亲自

倡议，副总理每年出席”的全国最高规格的双创竞赛，也是全球规模

最大、参与人数最多、影响最广的双创赛事，2021 年第七届互联网+

比赛中，全球有 121 个国家和地区的 4347 所院校、228 万余个项目、

956 万余人次报名参赛[14]；“挑战杯”竞赛始于 1989 年，具有 33 年办

赛历史，被誉为当代大学生科技创新的“奥林匹克”盛会，全国超过

2000 所高校，300 万大学生同台竞技。当前，“互联网+”“挑战杯”两

大竞赛已成为国家引导下高校深化双创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获奖已是学科评估、教学审核评估、一流专业和一流课程建设中，人

才培养标志性成果的重要支撑[15]。 

1.2 双创竞赛教育实践体系面临的问题 

通过“互联网+”“挑战杯”等双创竞赛，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投身创新

创业实践，如“互联网+”大赛七年来，累计已有 603 万个团队 2533 万

名大学生参赛，前六届大学生中新增创业者 54.1 万人，400 多个金奖

项目就带动就业超 50 万人[16]。因此，可以说十年来蓬勃发展的“双创”

竞赛为后续国家高质量全面发展提供重要的科技和商业人才储备，然

而在取得重大成果的同时，“双创”竞赛体系的发展参差不齐，也存在

一定的偏离教育本旨的偏颇之处，如：双创竞赛在大学生中普及不高，

主要集中在少数优秀突出的大学生群体中，未能向大部分大学生普及

[10]；在竞赛中老师完全“放养”学生、缺乏对学生体系培养指导[9,10,13]；



学生参赛事项目缺少科研背景支撑，科技含量低、缺乏竞争力是较普

遍的现象[9]；“双创”竞赛为赛而赛，与市场脱节，投入实际运用的较

少等[17]。开展双创赛事引领下的创新人才培育模式研究，让双创竞赛

更好赋能创新创业教育迫在眉睫。 

1.3 我校创新创业教育基本情况 

学校作为首批四川省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示范基地，近年来创新创

业教育方面成绩较为突出。学校创新创业俱乐部获批省级示范性创新

创业俱乐部，并获得省科技厅苗子工程重大项目支持；学校大学生创

业孵化园获得省级创业孵化园称号。近 3 年来，我校获“挑战杯”“互

联网+”等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省级以上奖项 217 项，其中获省级

金奖及以上奖项 53 项；3 次以仅次于川大全省第二的成绩捧得“挑战

杯”优胜杯，6 次获评四川省“挑战杯”“互联网+”优秀组织奖，2 次获

评“挑战杯”“互联网+”全国优秀组织奖；学校创业成功典型不断涌现，

近五年刘一盛等 10 余名学子获评“全国大学生创业英雄 100 强”“大学

生返乡创业 10 强”，他们毕业后主动投身自主创业，促进科技转化和

产业化发展，并带动就业，实现多地农民增收致富。 

综上所述，基于学校现有双创教育成绩和平台基础，本研究紧密

结合学校“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实施方案中“构建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工

作体系”的工作思路，以“挑战杯”“互联网+”等创新创业龙头赛事为牵

引，研究构建“双创育苗启蒙、竞赛联动赋能、多维融合铸魂”创新创

业实践育人体系，真正实现创新创业竞赛育人功能。 



2 构建基于双创竞赛的多维度赛事育人模式 

针对双创竞赛体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双创竞赛中老师完全“放养”

学生、缺乏对学生体系培养指导，学生参赛项目缺少科研背景支撑、

缺乏竞争力是较普遍的现象，项目与市场脱节、投入实际运用的较少

等问题，学校通过整合资源、内外联动，逐步构建形成了以科研兴趣

培育计划、创新训练计划、创业训练（实践）计划、专业技能提升计

划为支撑，以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营、创新创业俱乐部学院分中心为

依托，学校、政府、企业、社会等多方发力的“项目+赛事+平台”多维

双创育人新模式，不断为学生双创项目提质、扩面、赋能。 

2.1 搭建“科研+”的双创实践育人支撑平台 

通过国家和省级相关部门科研项目支持搭建双创项目支撑平台，

以参与科研项目为切入点，让同学们在科研项目的参与中培养科研探

索精神、提升专业知识水平和创新创业意识；以四大计划的项目申报

为衔接点，让同学们在项目申报中掌握发现问题、构思方案、设计方

案、检验方案的创新能力和水平。一是依托专业技能竞赛项目，年均

立项 65 项，提升学生专业兴趣和专业技能；二是依托科研兴趣培养

项目，年均立项 800 项，培育学生科学素养和科研能力；三是依托创

新创业训练计划，年均立项 300 项，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四是依

托科技创新苗子工程项目，年均立项 120 项，选拔和培养优秀科技创

新人才苗子；五是依托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年均 4000 余人参与，

培养学生创业意识和创业实践能力。 

项目以“聚焦产业问题和社会需求”为导向，通过有效对接创新创



业训练计划、科研兴趣培养计划、科技创新苗子工程四大实践育人平

台，100 余个科创项目通过项目培育、创新创业赛事提升实现滚动孵

化，项目质量持续提升。在 2021 年全国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

作品竞赛中，参赛作品形成调研报告 100 余份，学生专利授权 100 余

项、发表 SCI 等收录论文 600 余篇；学校培育推荐的 10 个项目全部

荣获省赛奖励、5 项荣获国家级奖励，其中挖掘的重点培育项目《纸

能鲜生-新型淀粉抗菌纸》获评全国“星系级”奖（最高等奖励）。 

2.2 构建分类分级递进培优体系 

组建由校内专家、校外创投、国家省级双创导师、创业校友共同

组成的“多元导师团队”，成立“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营”，针对教师和学

生分别开展“科普、提升、卓越”不同层级的培训和指导。项目立项以

来，学校新增聘请双创校外导师 20 人，组织开展创业指导培训 80 余

次，培训师生 3000 余人次，不断提高导师指导创新创业的能力和学

生创新创业素养，教师指导竞赛和学生参赛获省级及以上奖励人次分

别增长 142%、137%，分别达 311 和 1219 人次（表 1）。 

表 1  2020-2022 年期间教师指导竞赛和学生参赛获奖情况 

类别 时间 国家级 省级 校级 总计 

教师指导竞赛获奖

人次 

2020 22 106 240 368 

2021 25 286 524 835 

学生参赛获奖人次 

2020 69 444 1170 1683 

2021 89 1130 2238 3457 



2.3 积极与企业深化协同育人 

与德康集团等龙头企业共建“优+”青创班，不断拓展育人新途径，

促进创新成果孵化落地，如《麻味蜀香——把控生产源形成销售制高

点》项目成功落地并荣获“创青春”大赛全国金奖。 

3.完善的双创赛事运行体系 

3.1 打造“三层递进，氛围浓厚”双创教育活动体系 

以“互联网+”和“挑战杯”等国际级赛事为牵引，厚培创新创业教

育文化沃土。针对全体学生，以双创赛事政策宣传为切入点，通过“一

展、一讲、一沙龙”开展双创主题月，线上线下巡展优秀项目，开展项

目路演、双创比赛政策宣讲、实验室体验、企业走访参观，邀请双创

典型沙龙分享等活动，让学生对双创赛事有清晰认识和定位，培养学

生的创新创业兴趣。针对大多数，以双创竞赛为抓手，联动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计划，健全第二课堂创新创业实践体系，搭建分层次实践

平台；针对少数，为有意愿、有潜质的创业者提供创业孵化。 

项目立项以来，举行创客大讲堂、创新创业成果展等双创相关活

动 30 余场，吸引学生参与达 2 万人次，在浓厚创新创业氛围的同时，

不断促进学生从兴趣启蒙走向实践成长。 

3.2 构建校内赛与项目培育一体化组织体系 

将“互联网+”、“挑战杯”大赛前置一年启动，按国赛、省赛时间节

点倒排安排校内初赛、复赛、总决赛时间。校、省、国赛备战期间，

对标省赛、国赛要求，针对参赛项目开展“提升、卓越”不同层级，全

程安排训练营与项目跟踪辅导，实行车轮滚动培育孵化，促进项目持



续提升。项目立项以来，60 余支重点项目通过专家团队“N+1”“1+1”

跟踪指导，全程精细化打磨提升，训练营项目获省奖率达 90%以上。 

3.3 探索“思政+”的专创融合育人体系 

作为农林类高校，学校始终坚守强农兴农使命担当，将思政教

育、专业教育有机融入双创教育，逐渐形成“专业+创新+思政”的融合

育人机制。通过比赛组织端口前移，双创、实践、公益类赛事互通，

项目互育，破解双创项目培育、社会实践、公益项目三者之间的脱节

问题。结合学校学科专业特点，瞄准增强学生强农兴农使命担当和提

升学会爱农兴农创新本领，培育更多能在国家级获奖的“互联网+”“青

年红色筑梦之旅”项目，将大赛红旅赛道项目培育与学校社会实践“百

千万工程”实施和优秀公益实践项目培育提升的“青苗计划”有机结合，

将思政教育、劳动教育、耕读教育、美育融合于“双创赛事+社会实践

+公益服务”三者联动中，形成学生“做中学、学中思、思中创”的认知

到能力提升再到认知升级的教育循环，实现更大范围、更深程度、更

高层次的“思政+双创实践”的双创实践育人的“课程思政”创新。 

项目立项以来，通过利用日常和寒暑假社会实践，组织 1452 支

团队，约 1.7 万名学生参与此次“挑战杯”红色专项活动和“互联网+”青

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300 余名专业课、思政课、辅导员、校外双创

导师共同组成教师团队全程指导。团队将实践活动与参与红色专项紧

密结合，通过重走红色足迹、追溯红色记忆、挖掘红色故事、体悟红

色文化等多种形式，线上线下深入开展红色创新活动，形成成果近 2

万余份，包括 1.7 万份心得体会、600 余份调研报告及 200 余份短视



频，荣获；团队主动把握新形势下的“三农”方向，结合科技成果助力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借我校农、林、牧、副、渔等优势专

业，以乡村振兴战略思想为指导，协调整合校内外资源，构建了我校

科技资源与特色农业相结合的纽带，并深入红色革命老区、城乡地区，

点对点实打实地进行项目化、专业化、精准化的助力乡村振兴。如：

“情系三农”团队组建高校师生团队，在联合扶贫企业的基础上，定期

深入 15 个深度贫苦县乡开展农业技术培训、产业指导等系列扶贫活

动 130 余个；“青贮饲料”团队将核心种植技术与因地制宜的产销方式

相结合，有效地解决藏区冬春季牦牛饲草匮乏问题等。通过这一模式

体系，培育孵化的项目荣获“挑战杯”“互联网+”大赛省奖 157 项（其

中，一等/金奖 23 项）、国奖 23 项，辐射带动 3 万余名青年学子，共

上一堂集党史教育、创新创业、乡村振兴为一体的有温度、有深度、

有广度、有高度的思政课。 

3.4 构建全方位覆盖的双创育人支撑体系 

建立全员参与双创工作机制。以学科专业为依托，将创新创业俱

乐部建立在每个学院，将创新创业工作室建立在每个专业，校、院、

系共同发力，形成了全员参与、分工协作的工作机制，打造全员参与

工作格局，为创新创业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完善双创工作管理制度。通过制定、修订完善学校创新创业组织

管理办法、奖励办法等相关文件，配套双创竞赛专项经费，与教师发

展支持各项计划、学生奖励保研各项政策有机结合，增强有效激励，

有力激发师生积极参与双创教育、双创实践、双创比赛的内生动力。



一是针对本科生参加双创活动有政策激励。新修订的推免政策、学生

荣誉与体系、学风评价体系、第二课堂成绩单管理体系中，学生双创

方面的表现均占有重要权重，有效提升学生参与双创活动和竞赛的覆

盖面和质量。二是对教师指导学生双创比赛获奖有一定激励政策。在

专业支持计划、认定性职称评定中，教师指导学生获“互联网+”“挑战

杯”省级金奖及以上奖励作为条件之一；除教职工奖励办法中奖励外，

由校团委针对教师指导学生竞赛获国家级、省级奖在单理设置 0.1-2

万元的奖励。三是有专项经费投入。学校设“互联网+”“挑战杯”竞赛专

项经费 80 余万，用于优质项目的滚动培育和赛事组织。 

项目立项以来，累计吸引全校 2.9 万余名师生、9 千余个项目参

加双创赛事，实现学校 27 个学院全覆盖，创新创业呈现出繁荣发展

的势头。 

4.打造多维创新创业育人模式下的创新创业案例 

自立项以来，课题组依托多维创新创业育人模式，成功实现了项

目双创赛事、4 大计划、创新创业训练营的有机融合，打造出《情系

三农-卓牧助农计划》公益创新创业项目（图 1），不仅助力帮扶地养

殖户人均增收超 1 万元，带动了地区经济发展，涌现出西南高校唯二

入围 DVM 中美联合职业兽医培养项目的郑艺蕾、李丹钦等知农爱农

人才，还培养出毕宏煜等 20 余名保送至中科院、复旦大学、武汉大

学、西安交通大学等多所知名高校攻读硕士研究生；此外，同时也荣

获第十三届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省级金奖、“全国‘四个 100’先进典型

最佳志愿服务项目’”，被人民日报等报导 200 余次。 



 
图 1 情系三农团队合影 

4.1 创新创业案例打造 

在构建多维创新创业育人模式过程中，课题组联合动物医学院，

“聚焦产业问题和社会需求”，针对当前畜养殖中出现的严重缺乏专

业养殖能手、特色产业建设发展滞后、抗生素滥用、畜禽产品食品安

全保障低等制约现代养殖业发展问题，依托学院家畜养殖课题，设计

《绿壳蛋鸡体外抑菌中药组合物研究》等科研、创新训练计划项目，

通过招募形式吸引学生毕宏煜等 20 余人，组建包含本硕博成员的绿

壳蛋鸡、天府乌骨蛋鸡无抗养殖科研兴趣小组，成功申请学校科研兴

趣培养计划、省科技计划项目，期间团队成员发表论文 10 余篇、《一

种治疗绿壳蛋鸡鼻气管鸟疫杆菌病的中药喷雾剂》等 7 项专利。同时，

为将研究成果应用于生产实践，项目成员依托寒暑假社会实践（图 2），

走进马边、雷波等欠发达县市一线地区养殖户中推广团队技术，成功

帮助当地 1000 余户养殖户实现了增产增收这也让学生团队产生了进



一步推广项目技术、服务更多养殖户的项目的想法，看到了技术的经

济价值，于是在课题组的联合兴趣项目小组指导老师的指导下成立了

“情系三农-卓牧助农计划”公益创新创业项目，并参与了 2021-2022

年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 

 
图 2 情系三农团队实验（左）和社会实践指导农户养殖生产（右） 

依托赛育合一组织体系，在参赛过程中项目成功进入学校“挑战

杯”创新创业训练营，期间为帮助支持团队落地孵化，聘请教育部首

批创业导师、投资人方铭洋等 5 人全程进行创业指导；聘请学校家畜

养殖课题组专家团队作为团队专业指导老师，为项目提供技术指导和

支持，帮助团队针对养殖户的养殖问题建立了信息库，打造出以“中

医农业”为特色的情系三农“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一站式帮扶计划，

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助力帮扶地人均增收超 1 万元，辐射超 3 万人，

保障了脱贫攻坚成果。同时，在第十三届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中，项

目团队取得省级金奖并入围国赛的好成绩；团队主要成员不仅荣获了

团中央全国社会实践优秀团队、四川省优秀志愿者、青年志愿标兵等

100 余项校级及以上表彰，其中 2019 级成员根据修订最新创新创业

相关政策，全部获得推荐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资格，并因为在创新创

业经历中所提升的综合素质，获得包括中科院、复旦大学、武汉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等多所知名高校的 offer，更是涌现出西南高校唯二入

围 DVM 中美联合职业兽医培养项目的郑艺蕾、李丹钦等知农爱农人

才。 

4.2 项目基本情况及主要成效 

情系三农-卓牧助农计划依托四川农业大学专家团队家畜养殖课

题组的成果、发明专利为技术支撑，以“中医农业”特色，根据在读

研究生、本科生组成的高校团队的专业知识、技术、病例积累，针对

养殖户的养殖问题建立信息库，将线上与线下深度融合，将最新种养

殖及无抗养殖技术为防止返贫注入核心燃料。 

线上重在通过专家技术入驻指导、在线答疑、网课培训结合等方

式解决养殖户们实际养殖问题，进而规范养殖过程；线下基于“高校

+政府、志愿者+农村、技术+产业”模式，依托学校优势学科，引入中

医农业 8 项发明专利，在联合企业的基础上，定期进村开展中医农业

技术培训班、微捐赠等各类活动，以智志双扶培养中医农业养殖人才，

助项目地区实现增产增收良性循环。通过整合高校、政府、企业等各

界优质资源，打造情系三农“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一站式帮扶计划，在

带动地区经济的同时，保障脱贫攻坚成果，严防返贫。 

项目形成“雷波黑猪”、“巴山土鸡”、“仁寿鹌鹑+梨”、“天府绿壳

蛋鸡”4 个中医农业子项目，定期开展各类服务活动 170 余个，助力帮

扶地人均直接增收超 10000 元，助力 2140 余贫困人口脱贫，辐射超

3 万人。同时，项目社会影响良好，获中央宣传部等 14 个中直部门联

合评选的“全国‘四个 100’先进典型最佳志愿服务项目’”“挑战杯”



省级金奖等 30 余项省级及以上表彰，获人民日报等报导 200 余次。 

5.多维创新创业育人模式成效显著 

5.1 学生参与双创赛事人数显著提升，创新创业能力不断加强 

参与双创赛事人数显著提升。通过开展“三层递进”式的双创教育

活动，项目立项以来累计吸引全校 2.9 万余名师生、9000 余个项目参

加“互联网+”、“挑战杯”等双创竞赛，参赛师学生人数较去年增长 37%

（图 3）；通过实施“科研+”的双创实践育人和分类递进培优体系，教

师指导竞赛和学生参赛获奖人次均显著增长（省级以及上获奖人次分

别增长 142%、137%，达 311 和 1219 人次）。 

 

图 3  2020-2022 年期间师生参赛人数 

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不断加强。学生通过参与两大双创赛事，创新

创业能力得到有效提升，项目立项以来我校学生(含研究生)以第一作

者发表 SCI 收录论文 600 余篇，CSCD 收录论文 600 余篇，CSSCI 核

心库收录论文 40 余篇，获得专利授权数 100 余项；180 余个项目获

得国家级、省级表彰，学生对学校创新创业工作满意度超过 96%。 

5.2 创新创业典型不断涌现，双创项目数量、质量双提升 

2021 年，学校在全国、全省创新创业大赛中斩获省级奖项 157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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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奖项 23 个（其中，国家级一等/金奖 2 个、省级一等/金奖 27

个），分较去年增长 156%、185%，获奖数量和质量均创新高（图 4）；

以全省第三荣获挑战杯“优胜杯”，“”获评“挑战杯”省级、国家级优秀

组织高校和“互联网+”主赛道、红旅赛道省级优秀组织奖；同时，在

今年被四川省推荐进入全国创新创业实践基地。 

 
图 4  2020-2022 年期间双创竞赛荣获省级及以上奖励情况 

王玥等 5 名学子获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杨海等 2 名学子

荣获“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王玥等 2 名学子获“全国向上向善好

青年提名”，杨喜堤等 1 名学子被四川省组织部授予“乡村振兴——

畜牧人才”专项公派研究生人才，并荣获成都青年五四奖章；在第八

届“创青春”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中，毕业生阿力日哈赢得总冠军并荣

获金奖。他们毕业后主动投身自主创业，促进科技转化和产业化发展，

并带动就业，实现多地农民增收致富、为助力乡村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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