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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学科竞赛培养创新人才 
以全国大学生物联网应用创新设计大赛为例 

张效义，陈安平，李 青，张大龙，李 鸥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信息系统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 

[摘 要] 针对高等教育中的创新人才培养问题 ，以全国大学生物联 网创新应用设计大赛为依托 ，紧密 

结合科研基础、课程设置等环节探 索了创新人才培养的实践教学模式，分析 了科研环境的基础性作用，与课程 

设置的有机结合方式，竞赛的组织环节等关键问题，并针对实施效果提出了需改进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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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n the training of innovative talents depended on discipline contest 

ZHANG Xiao—yi，CHEN An—ping，LI Qing，ZHANG Da—long，LI Ou 

(College ofInformation System Engineering，University ofInformation Engineering ofPLA，Zhengzhou 450002，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taking part in the whole nation lOT application innovation design mega 

game，the idea is proposed that discipline contest should be the terrace，combined with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foundation in 

order to form an efficient practice training mode1． Furtherm ore，some detailed processes and significant effects are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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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人才培养是高校 

面临的重要教育理论课题，同时也是教师在实践中不断探 

索和努力的方向。作为一线教师要想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首先要完成ca身教育思想和教学观念的转变，把 自身定位 

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指导者和科技创新活动 

的导演，继而把课堂教学中的 “仓库理论”转变为科学精 

神和创新思维培养。各高校针对这一问题均结合自身特色 

开展了系列研究与探索。 以中国电子学会 2011年开始 

举办的全国大学生物联网应用创新设计大赛为契机，结合 

我院人才培养中重视工程实践能力的特点，经过三年的努 

力，初步探索了以创新型学科竞赛为依托，紧密结合科研 

基础、合理设置课堂教学、配合开展暑期学校、学生俱乐 

部等环节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三年来，先后有 130人次 

参加各环节的培训并受益 ，13组学生参赛，3组荣获一等 

奖，5组获二等奖 ，4组获三等奖，另有两组同时获最俱创 

意奖与 ARM企业特别奖。 

一

、 创新型学科竞赛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 

全国大学生物联网创新应用设计大赛是伴随着国内外 

“物联网”概念的提出与发展以及国内教育部陆续批准 700 

多所高校传感网、物联网专业的建设而产生，并由电子学 

会主办的创新型学科竞赛。大赛的口号是：“创新，物联未 

来 !，’其价值观与核心理念是 “创新”。大赛 比拼的是参赛 

者的 “idea”，即创新的想法。对于学生，创新未必都是开 

天辟地式的革命 ，更多的来 自 “与众不同”的新视角。而 

创新的实用价值又在 “应用”这里得到充分的重视 ，即作 

品一定要贴近实用，能够成为现实生活中确实被需要的一 

部分。最后的 “设计”则体现了其可实现性要求。大赛要 

求参赛选手既要具有科学家的品质，又要具有市场人员的 

敏锐，还要具有工程师的才干。 

我们在组织实施中一般分为五个阶段：(1)创意论证： 

采用海选方式进行创意讨论。 (2)方案设计：进行详细实 

现方案设计与器件选型。 (3)项 目实施：制定详细可行的 

工作计划，根据计划组织节点检查。 (4)作品提交：撰写 

论文、技术文档、设计制作视频材料。(5)现场答辩：进 

入复赛后准备答辩 PPT、制定现场演示方案。上述 5个阶 

段在人才培养的不同侧重点上发挥着各 自作用，如图 1所 

示。其中两点对于人才培养有着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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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竞赛各环节对人材培养的作用 

(一J创意论证激发创新精神 

创新精神是创新的灵魂与动力。物联网竞赛最大的一 

个特点就是要有自己的创意。创意论证阶段就是帮助学生 

把一些萌芽状态的想法，通过深入讨论变成作品的可实施 

性的方案。这一环节也是激发创新精神的最佳契机。每次 

组队参赛在将近一个月的创意论证中，我们始终坚信 “创 

造性是人所普遍具有的潜能”，而 “教育的功能就在于使这 

种潜能转化为现实的创造力 JI’。所以，对每一个学生要做 

到 “开放、赏识”；对每一个想法，不轻易否定，更不能批 

评，形成了 “一肯定、二商榷、三建议”的讨论模式，并 

由此营造头脑风暴式的宽松氛围。这样 ，学生的想法越来 

越多，问题越来越多，争执越来越多 ，作品的轮廓却逐渐 

明晰。坚持到最后的学生所表现出的追求创新的强烈意识 、 

对未知事物的敏感和好奇、对新事物价值 的准确认识、对 

新知执著的探究兴趣、追求新发现和新发明的激情以及百 

折不挠的毅力和意志，正是创新人才培养所追求的创新精 

神。“一个具有创造精神的人 ，一定是敢想、敢干 ，有勇气 

独辟蹊径，有能力开拓新的领域 ，敢于创新，想前人所未 

想、做前人所未做的事。” 在创新型学科竞赛 中，通过师 

生之间密切的情感交流、思想交流，激发其创新潜能和创 

新精神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二l作品实现提升创新能力 

参赛作品的实现是个不小的系统工程。参赛小组要完 

成前端信息采集器件选型、购置；器件与通信套片接口开 

发、联调 、测试 ；前端数据 回传、存储 、使用 ，直到用户 

端软件开发等一系列工作。这些工作 ，既涉及学生个人的 

观察能力、思维能力、动手能力 ，又涉及表达能力、团队 

协作能力。可以说，整个过程既体现了人 的认知能力和实 

践能力的有机结合，又体现了人自身的创造智力和创造品 

格的有机结合。所以，学生在这一系列活动中表现出的各 

种能力及各种技能的综合 ，体现了创新人才的另一个核心 

内容，即创新能力。 

指导老师在这一过程 中要始终坚持做到 “耐心、信 

任”。由于作品差异性大，涉及知识面广，不可能集中辅导 

或统一解决。所以，老师一定要换位思考，站在学生的立 

场上耐心听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和他们一起想办法、 

指思路 ，只有老师有耐心学生才会更认真。信任是个法宝， 

老师的信任就是学生的信心。很多事情要大胆放手让学生 

去做 ，能不干涉的决不干涉，比如分工 、协作、排序 、宣 

传等细节。 

二、构建多方位创新人才培养环境 

创新型学科竞赛只是为创新型人才培养提供了一个好 

的切入点，要切实发挥更大作用，还需要建立能够长效持 

续运行的人才培养环境。深厚的科研积累是这一环境的有 

效支持，为创新人才培养提供源泉 ；相关课程及第二课堂 

的开设作为竞赛的预备和后延决定了创新人才培养的持续 

性和长效性。 

(一)科研积累为创新人才培养提供源泉 

深厚的科研积累是创新型学科竞赛中取得良好成绩的 

根基、也是创新人才培养的源泉。科研项目尤其是来自国 

家层面的各类重点研究项 目紧跟国内外各学科领域的最新 

研究方向，代表着本领域的最高学术水平。通过高水平的 

科研项 目可以锤炼一支过硬的学术团队．使研发人员具有 

开阔的学术视野、正确的学术价值观，具有对新问题 、新 

事物的敏感性和良好的价值判断能力。在取得丰硕的研究 

成果的同时，还可以积累丰富的工程实践、项 目开发、组 

织实施经验。这些都将为学生的自主性科技创新活动提供 

直接资源。此外，从这样的学术团队中选拔竞赛指导老师， 

能够在组织参赛和实施人才培养过程中引领学生直接面向 

学科方向的最前沿，实现学术眼界的跨越式发展；而其学 

术气质和学术修养对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将成为学员创新 

精神和创新能力培养的直接推动力。 

基于以上认识，鉴于自组网与传感网学术团队十余年 

从事无线移动 自组网、无线传感网领域的研究，先后承担 

并完成国家 863项 目、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国家发展 

委 CNGI重大专项项 目、新宽网重大专项等重大项 目的积 

累，组建了以青年教师为主，以教授为辅的指导教师团队。 

参赛作品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学术团队的影响，在组网 

技术、近距离无线传输、节点定位等关键技术方面的突破 

充分体现了学术团队的优势。如作品 《机场电磁卫士》其 

关键技术的突破得到了新宽网重大专项项 目的重要支撑； 

而作品 《星夜护航》的创意受国家863项目 “室内多用户 

高速可见光通信系统”的启发，其定位算法还申请了国家 

发明专利。所以，创新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科研直接 

或间接地为创新提供了不竭的源泉。 

(二)丰富课堂确保创新人才培养长效运行 

很多竞赛，获奖时刻也就是学生参赛的终点。结合物 

联网竞赛的创新性、实用性特点，如何在创新人才培养中 

更好地发挥大赛的长期效益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从竞赛本身做好纵向延伸虽然受益面有限，但却能对 

学生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目前，参赛作品已有两项 申 

报国家发明专利，同时尝试与公司的产品研发合作。同时， 

从横向延伸，充分利用参赛器材，有效扩大学生受益群体。 

在科研项 目资助下采取由学生 自行组织 、老师辅助指导的 

形式成立了学生民间组织 “薪火物联俱乐 (下转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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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方面深度有限，所以并不适合直接作为研究生的论文选 

题，仅适合作为一个过渡环节。 

(二)可以把历史上的专业竞赛题目作为早期的专业综 

合练习 

在研究生课程学习阶段，有一个明确的综合任务可以 

大大提高课程学习的效率，而已有的专业竞赛题目可以充 

当这样的角色。典型的处理方案是在研究生课程学习开始 

阶段，就布置一道历史上的专业竞赛题 目，在课程学习阶 

段结束后，学生提交并报告结果 ，并组织小组讨论和提高。 

(三)应该组织教员、博士生和硕士生的联合团队参加 

专业竞赛 

竞赛需要争先，从这个角度来说，为取得好名次，就 

应该选择和培养最有经验的人参赛。但是学校是培养人才 

的地方，必须要让新手能够适应和提高。另外，仅为 了参 

赛名次而参赛 的意义本身也不大 ，不值得长期投入人力。 

因此 ，在组团时，应该 以教员为指导，以博士生和高年级 

硕士生为主力 ，以低年级硕士生为辅助构成梯队化结构的 

团队，合理分工，实现参赛与人才能力训练的有机结合。 

如本团队2010第一次参加竞赛时以博士生为主，但有机搭 

配了硕士研究生，当年参赛的硕士生经过锻炼后成为2012 

年夺冠的主力队员。 

(四)要建立有效的团队技术积累和传递模式 

专业研究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一定基础上 的提升 ， 

对团队已有资源的掌握和运用能力是团队能力的重要体现。 

这个前提就是团队应该有一套合理的技术积累模式和技术 

传递模式。这里所说的技术包括研究方法、研究程序 、研 

究经验等等，技术积累和传递的手段可以采用文档管理、 

人员交流等不同的方案，由团队在实践中凝练。本团队在 

研究过程中，积累了大量优化程序库 J，为历次竞赛提供 

了有效的工具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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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学生 自觉 自愿地开展活动。 

作为对新技术的跟踪介绍 ，结合科研成果的积累，针 

对本科生开设了新生研讨课 《与物理世界的零距离接触》， 

专业研讨课 《感知世界与物联天下》，专业拓展课程 《传 

感网原理》及 《传感网与物联网》等课程。这些课程放弃 

了传统的更多关注知识的授课模式 ，而是以能力特别是创 

新能力的培养为首要教学 目标。正如著名物理学家劳厄所 

说，重要的不是获得知识，而是发展思维能力，教育的成 

果无非是将一切已学过的东西都遗忘后还留下的东西。 

首先在专业研讨课的开设过程中，得益于校教育转型 

创造的宽松环境，大胆压缩课堂授课时间，引入 “基于任 

务的协作学习”。 以三人学习小组为单位承担某个研讨主 

题并主持课堂研讨环节。这些研讨主题均来 自科研项 目的 

实施过程，保证 了 “任务”的真实性、具体化、可实现。 

其次，充分发挥物联网大赛基础功能齐全、开发灵活的特 

点，借助实验室的实验器材与开发环境，进行以三人学 习 

小组为单位的任务设计与实现。小组长担任课题组长，组 

织成员构思作 品、论证方案 、制定进度计划 、协调分工。 

组员担任模块负责人，对工作进行详细设计并负责实施 ， 

构成了 “以任务为主线、教师为主导 、学生为主体”的教 

学活动，实现了以课程为桥梁的科研与教学资源的有效流 

通 。 

过具体实施论证探索了其可行性和有效性。通过分析各个 

环节的作用和实施方法，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思路。为使 

学科竞赛达到预期人才培养效果，在今后的实践过程中还 

需做好以下三项工作： (1)加强科研与教学深度结合。科 

研向教学的转化不应只停留在教学内容、教学设施的直接 

转化上；而要以提升科研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影响力为 

目标实现深度结合。(2)重视科研队伍与师资培养。注重 

指导教师 自身发展 ，不断探索优秀科研人员向教师的身份 

转变的有效途径，是创新人才培养中不可忽视的问题。(3) 

营造氛围与创新文化。积极健康向上的校园创新文化环境 

和学术氛围可以激发学生的各种兴趣 ，为学生个性 自由发 

展创造足够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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