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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交通大学在学生科技创新能力培养体系建设中，注重优化顶层设计，通过前端土壤培育和中端

载体的建设，提高创新人才培养水平。通过培育学生科技创新工作室、科技类社团、教授科研团队等学

生科技创新前端土壤，实现学生科技创新工作的面上覆盖；通过整合各类高水平科技竞赛、创新性实验

计划等科技创新中端载体，为学校培养优秀的科技创新拔尖人才；并利用所形成的各类科研成果及创新

人才储备，反哺学校教学科研工作，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系统。不久前落幕的第十二届“挑战

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上海交通大学以总分450分夺得“挑战杯”。 

        一、整合力量，一、整合力量，一、整合力量，一、整合力量，构构构构建建建建创创创创新新新新教教教教育育育育与与与与专业专业专业专业教教教教学学学学科科科科研研研研合力育人平台合力育人平台合力育人平台合力育人平台 

  学校积极探索发挥大学生科技创新实践活动在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上的成效，以及对学校教学、科研

工作的促进作用，努力将学校的科研优势转化为人才培养优势，更好地发挥科研反哺教学、高水平科研

带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作用。 

  学校启动“学生科技创新工作室”的建设项目，以三年为建设期，计划建设40个“学生科技创新工

作室”，基本实现对各主要学科方向的覆盖。“学生科技创新工作室”面向全校科研团队和教师、研究

人员开展创建申报，要求申报单位和个人在现有场地、师资、设备、技术保障等基础上，固定指导校内

高水平学生科技类社团开展工作，或以若干项国内外高水平科技创新竞赛的项目团队作为指导对象。学

校根据申报人（单位）的实际情况，组织召开评审会，择优授予建设资格；为所有科技创新工作室提供

统一标识，并定期组织评估，每年对各工作室的优秀创新成果通过网络平台进行集中展示。三年创建期

完成后，对成效突出的学生科技创新工作室及其指导教师进行表彰和嘉奖，择优推荐参加校长奖、“三

育人”先进个人、“师德标兵”、学生工作特别贡献奖等荣誉称号的评选,发挥示范作用，形成长效机

制。 

        二、打造品牌，培植二、打造品牌，培植二、打造品牌，培植二、打造品牌，培植学学学学生生生生学学学学术术术术科技科技科技科技创创创创新活新活新活新活动动动动土壤土壤土壤土壤 

  学校以“985工程”三期能力建设与人格养成（第二课堂）平台建设为契机，强调以学生为中心，

为大学生提供科技创新和实践平台，通过科技竞赛、学术科技社团活动等各类科技创新实践，培植学生

学术科技创新活动的肥沃土壤。 

  2010年11月，在钱学森逝世一周年之际，学校启动“钱学森杯”大学生科技创新作品竞赛，计划经

过3到5年，有效整合校内各类科技竞赛、PRP、创新性实验计划等科技创新平台，将“钱学森杯”打造

成一项集中展示学校学生科技创新教育各类成果的综合性品牌，成为学校参与各类科技创新竞赛作品培

育的孵化床。学校积极参与“挑战杯”、ACM、iGEM、Robocup等国内外大学生科技创新竞赛，通过专业

教师深度参与学生学术科技作品选拔、培训，以及加强校内部门统筹协调，从作品培育、作品选拔、资

源整合三个方面，提高各项学生科技创新竞赛作品质量，提升创新人才培养水平。学校鼓励和扶持学生

学术科技类社团发展，将学术科技类社团与院系专家、教授和实验室紧密对接，举办各类学术讲座、科

技培训、实验室参观、科研见习、学科竞赛、沙龙交流等活动，对学生的科学素质和学术能力进行系统

培训，在校园营造“崇尚科学、追求真知、锐意创新、博学广识”的良好氛围。 

     三、制度保障，建立三、制度保障，建立三、制度保障，建立三、制度保障，建立学学学学生生生生课课课课外科技外科技外科技外科技创创创创新新新新竞赛竞赛竞赛竞赛分分分分类资类资类资类资助助助助办办办办法法法法 

  学校将大学生科技创新竞赛作为学校创新育人的重要载体，着力构建创新人才培养的长效激励和保

障机制，为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活动提供有力支撑。经广泛调研，成立“上海交通大学大学生科技创新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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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专业委员会”（简称“委员会”），由校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组成；酝酿推出交大学生科技竞赛

分级管理制度，将参与或承办的国内外科技竞赛划分等级，根据不同等级确定资助和奖励方案。 

  委员会挂靠上海交通大学学术委员会，每年定期召集相关专家、教授、学者，召开大学生科技创新

竞赛分类资助评审会，根据不同科技竞赛的主办部门、参赛高校情况、校内参与情况以及竞赛声誉度等

参考因素，将竞赛评定为A、B、C三个类别，学校从“985工程”三期中设立专款，进行分类资助。根据

竞赛类别、学科特点、竞赛成绩、资源配套、赛事举办地点、竞赛参与方式等确定具体资助额度。通过

制度建设，进一步提升了管理及资助各类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导向性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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