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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1．成果名称：字数（含符号）不超过 35个汉字。 

2. 成果科类按照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2012年）》（教高[2012]9号）的学科门类分类（规范）填写。

综合类成果填其他。  

    3．成果类别代码组成形式为：abcd，其中： 

    ab：成果所属科类代码：填写科类代码一般应按成果所属学科代码

填写。哲学—01，经济学—02，法学—03，教育学—04，文学—05，历

史学—06，理学—07，工学—08，农学—09，医学—10，军事学—11,

管理学—12，艺术学－13，其他—14。 

    c：成果属普通教育填 1，继续教育填 2，其他填 0。 

    d：成果属本科教育填 1，研究生教育填 2，其他填 0。 

    4．推荐序号由 5位数字组成，前两位为推荐单位代码，按照附件 1

《2014年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各推荐单位代码及推荐限额指标》

中各推荐单位代码填写，后三位为推荐单位推荐成果的顺序编号。 

    5．成果曾获奖励情况不包括商业性的奖励。 

    6．成果起止时间：起始时间指立项研究或开始研制的日期;完成时

间指成果开始实施(包括试行)的日期。 

7．本申请书统一用 A4纸双面打印，正文内容所用字型应不小于 4

号字。需签字、盖章处打印或复印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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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申请书 

 

一、 成果简介 

获 奖 

时 间 
奖项名称 

获 奖 

等 级 

授 奖 

部 门 

2014年 3月 
学科竞赛激发学生活力之浙

江二十载探索实践 
一等 浙江省人民政府 

2001年 6月 数学建模的课程建设与实践 二等 教育部 

2005年 7月 
大力推进 SRTP和学科竞

赛，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 
二等 教育部 

2009年 11月 
构建土建类工程实践平台，

培养大学生创新与实践能力 
一等 浙江省人民政府 

2009年 11月 
面向区域经济发展的电子商

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一等 浙江省人民政府 

成 

果 

曾 

获 

奖 

励 

情 

况 

2014年 3月 
师范生基本教学技能培养有

效机制探索与实践 
二等 浙江省人民政府 

成果 

起止 

时间 

起始： 1994  年 4 月           实践检验期: 10 年 

 完成： 2004  年 3 月 

1. 成果简介及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不超过 1000字) 

本成果主要解决在第一课堂教学改革相对滞缓、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如何

通过第二课堂学科竞赛之“火种”有效引燃学生活力的问题。“学生的头脑

不是用来填充知识的容器，而是一支需要被点燃的火把”，学科竞赛就是点

燃火把的“火种”，是激活学生学习的有效手段。通过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

的探索，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初步回答了：①大学生学科竞赛的内涵和外延

是什么？②如何构建激发学生活力的省级学科竞赛体系和平台？③如何让学

科竞赛引燃学生活力？ 

经过多年探索，我们引入“主题、时间、空间、模式”四

要素区分科研训练、挑战杯、学科竞赛、知识(技能)竞赛 4种

主要大学生科技活动（见右图）：四要素均限定的为“知识

（技能）竞赛”；四要素均不限定的为“科研训练”；“挑战

杯”不限学科（即不限主题），“学科竞赛”则面向特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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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这是两者根本区别但两者均不限模式。进一步，根据“时间、空间”两

要素将学科竞赛分为四类：开放式、半开放式、封闭式、半封闭式，浙江省

20项学科竞赛分类见下表，论文见《中国大学教学》2012年第 10期。 

 

浙江省省级学科竞赛策划于 1994年，开展于 1995年，从 90年代的两

项开始稳步发展，2000年后平均每年增加一项，至 2012年共开展 20项。20

项学科竞赛开放式占一半，其他三类合占一半；分属 9个不同学科和专业；

秘书处分设 4个地市 10所高校，通过省大学生科技竞赛委员会顶层整体设

计，浙大牵头，各校协同，形成了以分类为导向、学科为基础、专业为特

色、地域为纽带的多类型激发学生活力的学科竞赛体系。 

以“做实、做强、做大”省级学科竞赛为枢纽，带动校级竞赛的蓬勃发

展；以国家和国际竞赛为标杆，挖掘竞赛深度、提升档次；与统计局、农业

厅、商务厅、卫生厅、经信委等行业厅局合作主办，实现竞赛横向拓展；浙

江已在国内率先构建了学校、校间、省、省间、国家、国家间、国际的多层

次激发学生活力的学科竞赛平台。 

20年来，我们坚持“展示才华、提升能力、培养协作、享受过程”的竞

赛理念，明确学生是学科竞赛主体，利用心理学需要动机理论，通过一系列

行之有效策略激励学生积极参与竞赛，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内在动机，使学

生的价值、潜能、个性得到充分发挥，以达到实现自我目的。我们力争让一

半在校大学生都有一次参与学科竞赛的经历，近年来每年让 11万余名参赛

学生“鲜活起来”，并有效影响到更多学生。 

20年历程、20项竞赛、百所高校、百万学生，展示了生动、鲜活、壮观

的画面！ 



- 4 - 
 

2.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不超过 1000字)  

(1)竞赛主体兴趣激活的激励策略 

确认学生是学科竞赛主体，通过参赛感受学习知识的价值；通过气氛渲

染激起学生参与欲望，激发学习的内在动机。如浙大摘得程序竞赛全球总冠

军后，参赛人数比以往增加一倍。通过设立第二课堂学分、推荐免试研究

生、获奖奖励、评优评奖、替代课程和毕业设计等措施激励学生参与竞赛；

通过推行校级竞赛升级为省级评审制度、教改立项、纳入全省教学业绩考

核、轮流承办赛事、颁奖会等调动全省高校积极性，让学生时间忙起来、双

手动起来、脑子想起来，真正“活起来”！  

(2)竞赛内容潜移默化的渗透策略 

将学科竞赛内容和方法融入第一课堂教学中，开设与竞赛相关的课程和

模块，增设研究和设计课程；编著《数学建模》等 50多种竞赛教材；将竞

赛内容延伸到课程设计、专业实训、科研训练、毕业设计（论文）等环节；

通过与课堂教学结合，实现专业优化，如浙大以机器人竞赛为主体，融入机

械和电子设计等竞赛内容，改造 1994年创办的工程教育高级班。 

(3)竞赛项目能力为先的遴选策略 

突出知识和能力的综合交叉和实践性设计竞赛项目，竞赛内容紧贴学科

发展前沿，既有理论设计又有制作和答辩测试；既有基本要求又有发挥空

间；能让学生在竞赛过程中得到启迪和培养。数学、英语和力学竞赛多年来

要求列入省竞赛体系，但因“以考代赛”的竞赛形式没得到准许，2010年以

来，力学竞赛在原有基础上增加实际制作和现场测试环节，于 2012年列入

了省级学科竞赛。 

(4)竞赛项目分类管理的提升策略 

通过顶层设计，合理导向四类竞赛数量和分布，突出浙江大学优势，协

同省内高校发展。根据竞赛类型特点强化管理策略：开放式实行过程网上跟

踪反馈、诚信一票否决制度，如生命科学竞赛；半开放式注重集中现场制作

答辩环节，如结构竞赛；封闭式竞赛不“以考代赛”，强调培养能力过程，

如程序竞赛；半封闭式推行随机“飞行”抽检巡视制度，如数模竞赛。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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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发展调整类型，如结构竞赛第十届开始从开放式调整为半开放式。 

(5)竞赛过程教师主导的引导策略 

制定政策给予指导教师奖励和评职晋升等方面的肯定，同时强调教师在

竞赛中的引导作用，强调教师不仅要授予知识还要教会学生怎么去学习。如

财会信息化竞赛从选题开始就让学生关注社会热难点，将现实问题转化为竞

赛命题，在解决问题中培养学生兴趣和能力；强调教师不仅指导竞赛还要教

会学生怎么做人，2013年省内某大学因教师参与学生的全国数模竞赛，被取

消了今明两年全部参赛队评奖资格。 

 

3.成果的创新点(不超过 800字)  

（1）把竞赛当“火种”、为学生搭舞台、构建省级学科竞赛平台体系 

高等教育面对十二年基础教育以高考为“指挥棒”培养出的“考生”，

不应该继续让他们成为“考生”乃至“优秀考生”，我们提出学科竞赛是点

燃学生活力的重要“火种”理念，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策略激励学生参与

学科竞赛，让“考生”变“学生”；让“动笔”变“动手”；让学生享受

“鲜活”的“成长”快乐！ 

浙江省精心培育学科竞赛这一“火种”，发挥浙江大学优势，统领全省

高校协同发展，构建多层次、多类型学科竞赛平台与体系，致力为学生搭建

拓展思维、增长才干舞台。在国内最早成立省大学生科技竞赛委员会，率先

开展 10多项省级大学生学科竞赛，并推广至全国或其它省市，其中有的竞

赛已经吸引国际学生参赛；结构设计、节能减排、电子商务竞赛已是教育部

资助的全国性竞赛项目；化工设计、光电设计、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已经在

全国开展数届。 

（2）建立以第二课堂科技活动分类为依据的长效管理机制 

首次引入“主题、时间、空间、模式”四个要素阐明大学生四种科技活

动即科研训练、挑战杯、学科竞赛、知识（技能）竞赛之间的内在联系，并

厘清四者的外延衔接；更有意义的是我们抓住了学科竞赛的本质和特征，根

据“时间、空间”将其分为开放式、半开放式、封闭式、半封闭式等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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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根据不同竞赛类型特点提出一系列强化竞赛过程管理的机制和措施，强调

契约、诚信精神，降低功利，确保了学科竞赛的公平、公正、健康、可持续

发展。 

（3）形成第二课堂学科竞赛推进第一课堂教学改革有效途径 

学科竞赛在第二课堂四类活动中具有可操作、易量化、易传播的特点，

第一课堂改革受到诸多因素制约，通过学科竞赛搅动了第一课堂教学，促进

了与第一课堂教学改革的良性互动；通过学科竞赛内涵挖掘与外延拓展，固

化新教材、物化新课程、优化新专业，实现了第二课堂与第一课堂的融通；

学科竞赛起到了活化培养过程，让教师、课堂、专业鲜活起来的作用，成为

推动教学改革的有效途径！ 

 

 

4.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不超过 1000字) 

（1）二十载历程、二十个项目、二百届竞赛、二百万参与，学生活了 

最早开展的数模、电子设计等竞赛，至今几乎所有浙江省高校已参赛，

据不完全统计，20年来已举办二百届次省级以上竞赛，共有 28万多队 105

万余人次参加，培训达 180万人次；据 2013年统计，2012届毕业生参与过

学科竞赛人数达 11万余人次，占本届学生 48％。浙江学生活了！如浙大参

赛学生团队能为上海“世博会”研发“海宝”机器人。 

（2）第一与第二课堂融通，教改步伐有序推进，学生学习主动性有效

激发 

学科竞赛内容和方法融入到了第一课堂教学中，实现了第一和第二课堂

的良性互动，推动了诸多专业转型升级和优化。通过竞赛学生从“要我学”

到“我要学”提升到“我爱学”，在离开教师、教材和课堂也能主动学习探

究、自主管理，如由浙江省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学生开发和管理的 ACM竞赛

网站，在全球同类网站中题库和访问位居第一。据统计，省内高校因竞赛而

开设相关课程 280多门，编写相关教材 50多本，销售达 155万余册；发表

相关论文 60余篇，获相关教学成果 10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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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省内广受益，国内创佳绩，国际勇夺冠，竞赛成绩骄人 

近年来，浙江省近一半在校大学生参与了学科竞赛；浙江学生参加数

模、智能汽车、程序、化工等近十项竞赛水平位居国内前列，2次获全国数

模竞赛唯一最高奖“高教社杯”；每年有 3所高校的 3支队代表中国参加国

际程序设计总决赛，约占全球总决赛队伍 3％，约占国内 16％，浙大在 2011

年摘得全球总冠军。 

（4）千所高校、千篇论文、千项专利、千万投入，就业竞争优势明显 

浙江承担六项全国性竞赛已有近千所高校四万多学生参赛。据 2013年

不完全统计，省内高校学生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 4822篇，其中 SCI论文 56

篇，EI收录 267篇；授权发明设计实用专利 1259项；软件著作权 357项；

出现了用人单位到竞赛现场争抢获奖学生情况，如工业设计、师范生教学技

能等竞赛；十年来，教育厅投入竞赛经费二千多万元、高校投入达八千多万

元，建成竞赛实践基地 320余个。 

（5）源于浙江，传遍全国，走向世界，成果辐射效应显著 

在国内率先开展省级结构、机械、程序、多媒体、化工、财会信息化、

节能减排、电子商务、师范生教学技能、中医药等竞赛，并已推广至国内其

它省市；承担教育部 3项全国性竞赛已吸引香港、澳门、台湾、日本、美

国、挪威、法国等境外高校参赛；2006年创建的《浙江大学本科生创新教育

成果展》有近 10万人次参观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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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完成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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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 7 )完成人 

姓   名 
魏遐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64年 12 月 09日 最后学历 博士研究生 

专业技术 

职    称 
教授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教务处副处长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实践教学管理与研究 

工作单位 浙江财经大学 

联系电话 87557058 移动电话 13957133269 

电子信箱 wendy@zufe.edu.cn 

通讯地址 杭州下沙学源街 18号浙江财经大学教务处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13年浙江省大学生科技竞赛组织工作先进个人 

 

主 

 

要 

 

贡 

 

献 

1．组织协调竞赛工作。本人分管全校实践教学工作，组织协调各

类学科竞赛工作，在管理机制方面不断改革创新，推进实施竞

赛项目管理制，积极支持学院开发具有特色的竞赛项目。 

2．协同创新竞赛改革工作。作为省大学生科技竞赛委员会成员，

认真履行职责，积极配合省教育厅及省大学生竞赛委员会，认

真完成竞赛相关工作。积极思考竞赛模式的改革创新，推进竞

赛由半封闭式走向开放式，拓展与企业的合作方式。因良好的

组织管理工作，2013年获浙江省大学生科技竞赛组织工作先

进个人称号。 

3．积极参与竞赛相关教学改革研究。结合实际工作和现实问题，

从实践到理论进行思考研究，申报研究课题，2013年竞赛研

究项目获浙江省教育改革课题立项。 

本  人  签  名：     

2014年 2月 16 日 

 

mailto:wendy@zuf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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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审意见 

评 

 

审 

 

意 

 

见 

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终审委员会主任委员 

签字： 

年    月    日 

 

审 

 

定 

 

意 

 

见 

签字：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