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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校本科学员参加创新活动的调研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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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军校学员是未来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创新发展的骨干力量，对他们创新能力的培
养尤为重要。针对长沙某军校本科学员，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从他们对创新活动的了解渠道

和主观态度、参与科研活动的目的、组织形式及面临的困难等５个方面进行了问卷调查，在对
问卷结果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改善本科学员参加创新活动实施效果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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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校学员是未来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创新发
展的骨干力量，对其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尤为重

要。教育部提出 “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和机制改革，

着力培养学员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要求，针

对大学生推出了 “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

目。［１］军校本科学员的创新能力培养面临着新的机

遇和挑战。目前针对地方大学生参与科研创新活动

（以下简称创新活动）的研究不在少数，而对军校

学员这一特殊群体的报道却比较少见。相对于地方

大学宽松自由的氛围而言，军校有着较为严格的管

理。本文针对某军校本科学员参与创新活动的情况

进行了调查和分析，提出了军校本科学员参加创新

活动的改进措施。

一、问卷调查基本情况

测试样本为长沙某军校本科学员，采用随机抽

样法，以学员队为单位，抽取技术类、合训类两种

类别的学员队，共发放问卷３００份，１００％回收。
问卷内容包括：军校本科学员对创新活动的了

解渠道和主观态度、参与科研活动的目的、组织形

式及面临的困难等５个方面。问卷基本内容确定后，
针对问卷的信息模块及选型设置的科学性、文字表

达等咨询专家，结合调研对象试做问卷等形式收集

修改意见，最终确定问卷题目为 《军校本科学员参

加创新活动调查问卷》，包括１５道问卷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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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了解创新活动的方式

对军校学员了解创新活动的方式调查如表１所
示。结果显示，军校本科学员主要通过学校通知来

了解创新活动 （占４６９％），表明在军校这个相对
闭塞的环境中，学校在引导创新活动方面具有无可

取代的地位。通过队干部传达了解的占 ２４７％，
与通过教员 （占 １０５％）、同学和家长 （占

１３０％）了解创新活动的人数之和基本持平，这
表明本科学员了解创新活动的渠道较为单一。大部

分授课教员都从事着科研工作，但未对学员了解创

新活动提供明显便利，未能很好地鼓励学员参加创

新活动，引导作用不明显。此外，学员通过网络等

了解创新活动的仅占４９％，这反映了本科学员的
信息化素质较弱，不能很好地适应时代发展，自主

获取信息的能力有待加强。“通过何种方式和导师

建立联系”的调查结果显示，６３０％的学员自己
联系导师，其余是在他人帮助下联系，说明多数学

员对参与创新活动比较积极。

表１　了解创新活动方式调查统计表

问卷项目 选项 问卷统计

１．你通过什么
渠道了解本科

生创新活动的

相关信息？

学校通知 ４６９％

队干部 ２４７％

授课教员 １０５％

同学、家长 １３０％

网络等信息资源 ４９％

２．你参加创新
活动是通过何

种方式和导师

建立联系？

导师找自己 ９４％

自己找导师 ６３０％

队干部帮忙 １２３％

学长、同学帮助联系 １５２％

（二）参加创新活动的态度

创新活动的开展需要抽出课余时间，学员处理

不好可能会影响课程学习。因此，学员对创新活动

的态度会直接影响其参加的积极性，本文对此也进

行了调查 （表２）。

表２　参加创新活动态度的调查统计表

问卷项目 选项 问卷统计

３．你觉得参加
创新活动会不

会影响文化课

成绩？

把时间安排好，不会影响 ４４１％

课余时间少，会有一定影响 ５０３％

无法抽出时间参与 ５５％

４．你 主 要 利
用什么时间参

加创新活动？

课余和自习时间 ５６７％

周末参加 ３２０％

占用一定的正课时间 １００％

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 １３％

５．你 每 周 能
够投入多少累

计时间进行创

新活动？

半天 １３３％

一天 ４２７％

两天 ４６０％

三天 ８７％

６．你 觉 得 在
什么时候参加

创 新 活 动 合

适？

大一 ４２％

大二 ４３０％

大三 ３１０％

大四 １４％

视个人情况而定 ２０４％

　　结果显示，４４１％的学员认为安排好时间就不
会影响文化课学习，但是过半数学员认为对学习有

一定影响 （占５０３％）或根本无法抽出时间参加
（占５５％）。这说明课余时间的多少对学员参与创
新活动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关于时间安排 （第３、
４项），８８７％的学员认为课余时间或者周末参加
创新活动比较好，只有１００％的学员觉得可以利
用正课时间，这说明课程学习在绝大多数学员思想

中占主导地位。学员在时间安排上差别较大，高年

级学员普遍觉得一周可以花２－３天甚至更多时间
放在创新活动上，而低年级学员则认为一周只能抽

出半天或者一天时间。访谈发现，高年级学员队对

学员的管理相对低年级学员队来说较为宽松，低年

级学员队主要以作风养成为工作重点，给学员的自

由时间也相对较少。进一步调查发现也有大二低年

级学员队在创新活动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其中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队干部管理较为灵活，在时间上为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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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提供了保障。这说明学员队的管理模式对学员

参加创新活动的时间保证和积极性具有重要影响，

灵活、科学的管理方式可以提高学员的积极性。

关于 “你觉得在什么时候参加创新活动合

适？”，４３０％的学员选择大二，３１０％的学员选择
大三，仅小部分选择大一 （占４２％）和大四 （占

１４％）。大部分学员认为大一自身对专业知识掌
握不足，大四则面临毕业事务繁杂且可能无法在毕

业前完成项目。基于这种考虑，多数学员选择大

二、大三参加创新活动。这项调查表明大部分学员

对参加创新活动的时机把握较为理性。

（三）参加创新活动的目的

参加创新活动的目的直接影响到科研创新的过

程及结果，对此的调查结果如表３所示。７４２％和
１５５％的学员分别选择了 “锻炼动手能力，培养

科研素质”和 “学以致用”，这表明大多数学员愿

意通过参加创新活动提高科学素质。选择 “追求

荣誉”等三项的一共占１０３％，认为创新活动取
得优异成绩是一项荣誉，也有利于保研，应该树立

这种正确的业绩导向。随后对创新项目的专业相关

程度问卷结果表明，４５５％的学员认为创新活动是
否结合自身专业不重要，主要看个人兴趣。同时也

有３９８％和１４７％的学员认为 “有一定联系”和

“联系密切”，若是能结合自己的专业和兴趣爱好，

就更容易提高科研创新的深度，取得成果的可能性

也就越大。

表３　参加创新活动目的调查统计表

问卷项目 选项 问卷统计

７．参 加 创 新
活动的目的是

什么？

锻炼动手能力，培养科研素质 ７４２％

学以致用 １５５％

追求荣誉 ４５％

响应学校号召 ２６％

为读研打基础 ３２％

８．指 挥 类 学
员是否有必要

参 加 创 新 活

动？

有必要 ８８８％

没有必要 １１２％

９．所 参 与 的
创新活动与自

己的专业结合

程度如何？

密切结合 １４７％

有一定联系 ３９８％

是否结合不重要，主要根据个

人兴趣
４５５％

　　合训类学员的培养目标是新型高素质初级指挥
军官。８８８％的调查对象认为有必要参加创新活
动，这样才有助于培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而不是单纯从课本学习理论知识。进一步的访

谈表明，多数学员认为创新活动有助于培养思维创

新能力，对日后的任职教育乃至在今后岗位的发展

都非常有益。这也说明多数学员对知识和能力的关

系具有较清醒的认识，即：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基础

上，培养、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２］

（四）理想中的创新活动组织形式

军校本科学员理想中的创新活动组织形式调查

如表４所示。９２４％的调查对象希望在教员的指导
下选题，只有２９１％的学员希望自主选题，剩下
５７％的学员希望教员选题。从客观角度看，教员
的经验比较丰富，在其指导下选题和开展研究可以

少走弯路，当然这也必须建立在自己有独立的想法

以及与教员充分交流的前提下。这样有益于科研活

动按照科学发展规律进行，避免盲目性，把有限的

时间和经费用在 “刀刃”上，通过实践提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加深对课题理论问题的

理解，为日后熟练应用现代化装备或独立开展科研

工作打下基础。在活动的完成方式上，９２４％的学
员倾向于团队合作，这说明军校学员的团队意识普

遍较强。

表４　理想中的创新活动组织形式调查统计表

问卷项目 选项 问卷统计

１０你希望从事
的创新活动的

选题方式是怎

样的？

自己选题 ２９１％

教员选题 ５７％

在教员指导下自主选题 ６５２

１１你希望从
事的创新活动

的完成方式是

怎么样的？

独自完成 ７６％

和他人协作完成 ２３６％

在教员指导下完成 ９７％

在教员指导下和他人协作完成 ５９０％

（五）参与创新活动面临的困难

军校本科学员参加创新活动面临的困难调查如

表５所示。“时间得不到保障”、“获取文献来源不
畅”、“担心自己知识储备不够”和 “缺乏实验条

件”是主要困难，涉及到学员队的管理模式、学

校的教学保障以及自身的学习基础。这表明学校在

本科学员进行创新活动的保障方面还有待完善，包

括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对激励机制的调查结果显

示，学员队干部灵活的管理方式是非常重要的激励

措施，比追加资助经费更能激发学员参加创新活动

的积极性。３２１％的调查对象认为，参加科研创新
所占综合考评的比重需要提高，以达到激励大家积

极参与的效果。这说明学员非常注重精神层面上的

奖励，符合正确的价值观。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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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参加创新活动面临的困难调查统计表

问卷项目 选项 问卷统计

１２完成创新
活动存在什么

困难？ （可多

选）

缺乏资金支持 １３９％

时间得不到保障 ２０９％

获取文献、资料来源不畅 １８７％

缺乏相应的场地、仪器、实验条件 １７２％

缺乏老师的悉心指导 １０９％

担心自己知识储备不够 １８３％

１３完成创新
活动现有的激

励机制还需要

在哪些方面加

强？（可多选）

队干部管理灵活性 ３７７％

活动完成优秀时，追加资助经费 ３０２％

参加科研创新所占综合考评比

重需要提高
３２１％

（六）对科研创新成果展示方式的意见

创新成果的展示方式调查结果如表 ６所示。
２８６％的学员认为需要发表论著或申请专利，
１７０％的学员觉得应该以实物形式展出，只有
７５％的学员认为成果可有可无，还有接近一半的
学员认为需要根据研究进展和实际情况确定如何展

示成果。谈及创新活动对自己的影响，有一半学员

认为会激发对科研的兴趣，为读研究生做准备。接

近四分之一的学员认为读研究生与创新活动并无直

接关系，另外近四分之一的学员觉得科研活动可以

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在进一步的访谈中发现未计

划考研的部分学员仍有意向参与创新活动，他们认

为尽管不继续深造，但参与创新活动会对自己能力

的提高和将来的学习深造打下基础。

表６　对科研创新成果展示方式意见调查统计表

问卷项目 选项 问卷统计

１４参与创新
活动取得的成

果应该以那种

形式展示？

发表论著或申请专利 ２８６％

实物 １７０％

可有可无 ７５％

根据进展和实际情况而定 ４６９％

１５若参加了
创新活动，在

临近本科毕业

时 是 否 会 考

研？

活动激发了科研兴趣，想继续

深造
５５７％

没想过考研，考研与创新活动

没有直接关系
２１４％

活动提高了科研能力，但想工

作一段时间再考研
２２９％

　　三、改善本科学员参加创新活动
实施效果的建议

　　 军校学员既要参加日常课程学习，同时也要

进行系统的体能训练、军事技能训练以及承担各种

公差，时间紧，任务重。如何培养他们的科研能力

与创新思维，使之成为我军现代化建设的栋梁之

才，这是本次调查的主要目的。针对调查结果，本

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拓宽本科学员了解创新活动的渠道

１学员队干部积极传达政策。作为学校政策
的传达者，队干部首先应该熟悉创新活动的政策及

运行方式，使每名学员都能了解创新活动，积极营

造好的氛围，为学员提供参与的机会。其次，针对

创新活动的具体流程，队干部应该多跟学员沟通交

流，引导学员从不了解到熟悉乃至参与。

２授课教员主动宣传引导。作为学员头脑里
火种的点火者，教员在教学过程中，尤其是介绍课

程相关内容的最新进展时，可以展示创新实验计划

的成果，以此激发学员参与创新活动的热情，启发

思考。［３］根据不同类型的课程特点，可以要求学员

结合学科发展现状，以撰写小论文、读书报告、文

献综述等形式，组织学员开展讨论，分组报告。可

以借助全程导师制的模式，对学员制定切实可行的

指导计划，引导、督促学员开展创新活动。

３本科学员自觉获取相关信息。学员要增强
主体意识，主动提高获取和应用信息的能力，可以

从局域网获取创新项目的有关信息，第一时间了解

情况。也可以从图书馆的杂志文献、食堂宿舍周围

的宣传展板中得到有用信息。此外，亲朋好友的介

绍也是了解情况的一个重要渠道。

（二）完善本科学员创新活动的相关规定

１完善保障制度，促进创新。“军校教育要为
学员丰富知识、增强能力、提高潜能提供平

台”［４］，这自然包括创新能力的培养。为确保学员

参与创新活动的自主性、连贯性和指导教师的有效

指导，学员参与创新活动应当有校、院两级的制度

保障。管理层面适当放宽对参与创新活动学员的管

理，保证他们有充足的参与时间。

２拓宽信息渠道，保障创新。建立本科生使
用科研教学设施细则，在此基础上，对有需要的学

员开放实验室，在遵守保密禁令的前提下开放民网

网吧，以方便下载资料，为其参加创新活动提供保

障。

３提高创新认可度，鼓励创新。要将创新活
动纳入学员综合测评体系，建立相关规定，设立科

研学分、科研创新专项奖学金等，鼓励本科学员参

加创新活动。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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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构建基层学员队科学的管理模式

１缓解时间冲突，让创新灵活机动。本科学
员队实行军事化管理，而参与创新活动需要一定的

自由时间，处理不好就会与学员队的日常安排冲

突。学员队干部作为学员的 “父母官”，直接影响

着学员参与创新活动的热情与质量。队干部在对待

学员参加创新活动这一问题时应多给予鼓励和支

持，给予学员开展活动的自由支配时间，不能为了

便于管理而简单粗暴干涉。尤其是对于一些兴趣浓

厚、比较有潜力的学员，更应科学管理，提供便

利，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２减轻学员包袱，给创新热情保鲜。参与项
目的学员本身就承受着学业和科研的双重压力，若

还需面对来自学员队的阻力，势必打击其参与活动

的积极性。甚至也会打消那些尚处观望态度学员的

参与热情，影响科研创新的氛围，使大多数学员对

创新活动望而却步。只有破解基层学员队管理的掣

肘，学员才能放下包袱，没有后顾之忧，以饱满的

热情大胆创新，勇于探索。

（四）提高本科学员对创新活动的关注程度

１加强宣传报道，营造创新氛围。院、校两
级应提高对本科学员创新活动的关注程度，可以针

对创新活动，开展面向全体学员的创新成果、论

文、作品展示，举办学术研讨会等活动，扩大创新

活动的影响力和获奖学员的知名度，鼓励广大学员

积极参与。

２优先评功评奖，鼓励大胆创新。对创新活
动取得较好成绩的学员，在年终评功评奖时予以倾

斜。只有重视学员的科研成果，才能激发学员参加

科研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可以让他们走上领奖台，

在全体学员面前亮亮相。对指导学员取得显著成果

的教员，校、院两级在优秀教师、教学能手和职称

评定等方面适当给予政策倾斜，以提高教员的热

情。对创新活动取得优异成绩的学员队干部，应在

年终评奖时予以重点考虑，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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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建立必要的激励机制，鼓励跨学科合作行
为的产生。ＳＩ随着合作超额收益的增加而减小，合
作行为向Ｄ（１，１）方向演化的概率增大，最终导
致合作行为能够持续下去。因此可以在高校建立跨

学科合作交流的激励机制，进而增加合作带来的超

额收益，使得跨学科合作行为能够产生并且持续发

展。激励机制可以分为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精神

激励方面可以设置面向跨学科合作的奖项，也可以

在成果的署名权方面给与支持。物质奖励方面可以

根据合作所带来的效益增幅承担而给与额外资助。

３．建立必要的惩罚机制减少合作过程中的背
叛行为。在合作过程中，如果一方采取了不合作行

为 （背叛），那么ＳＩ随着背叛方通过获知合作方的
知识和技术手段而获得的背叛收益的增加而增加，

合作行为将 Ａ（０，０）方向演化的概率增大，最
终导致合作行为持续下去的概率减小。因此有必要

在高校建立跨学科合作交流的惩罚机制，减少由于

背叛行为而令合作方产生的损失，使得跨学科合作

行为能够持续下去。

四、结束语

跨学科研究在推动科技进步、解决人类文明和

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的过程中，已经不以人们的意

志为转移地成为科学家群体科学研究的主要方式，

成为产生原创性科学成果的动力之源。高校作为知

识创新的重要载体，高校教师作为知识创新的重要

主体，必须顺应这一发展趋势，分析影响跨学科合

作的影响因素和影响规律，建立良好的高校跨学科

合作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进而提高高校的教学

科研的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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