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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创新活动专辑

（一） 

 

[编者按]：

从 2007 年上海市实施大学生创新活

动计划以来，我校依托特色学科，积极实

施大学生创新活动计划项目。迄今为止，

受资助项目 70 个，参加活动计划的大学

生达 293 名，覆盖了理、工、农、文、经、

管等多个学科门类，其中还有一些交叉学

科项目。同时，我校自 09 年开始加大资

助范围，形成院级、校级、市级三级培育

体系，让更多的学生在本科阶段得到科学

研究的锻炼和训练。 

2009 年 5 月 30 日，我校来自生命学院、

海洋学院、食品学院、工程学院、信息学

院、人文学院和外语学院的 10 个项目、

三十多位同学参加了在同济大学举行的

首届上海大学生论坛。通过亲身参与大学

生创新，同学们收获很多，也感慨良多，

在此我们撷取三个同学的材料与大家共

享。 

 

教务处  闫大伟

 

我校学生踊跃参加首届上海大学生创新活动论坛

 
为了倡导加强对学生个人科学兴趣

的培养、对学生课外探究性学习的指导和

以学生为主体的创新性实验改革，进一步

推动教学管理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改

革创新，上海市教委于 5 月 30 日在同济

大学举办首届上海市大学生创新活动论

坛，来自 17 所高校的 170 个优秀项目参

与经验、成果交流，其中 32 个项目在四

个分会场参加大学生学术交流会议，来自

上海市各高校的 16 位专家参与现场点评

和交流活动。 
上午在同济大学综合楼前举行了简

短而热烈的开幕仪式。开幕式由上海市教

委高教处处长田蔚凤主持，同济大学常务

副校长李永盛和上海市教委副主任王奇

致辞并为《成果展》揭幕。

 

我校来自生命学院、海洋学院、食品

学院、工程学院、信息学院、人文学院和

外语学院的 10 个项目、三十多位同学参

加了该项活动，其中生命学院王侦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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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学院杨铭霞同学分别代表课题组成

员参加了综合组和理工组的分组交流活

动。我校学生会主席王乐冰同学参与大学

生学术交流活动的策划、筹备和组织工

作，得到好评；周应祺教授应邀作为专家

参加了大学生学术交流会议的点评工作。 

 

许多同学放弃休息时间，精心准备成

果展展板和寄语牌的制作，并于 29 日主

动配合教务处做好布展工作，论坛期间积

极参与各项活动，与兄弟高校的学生开展

交流，展示了我校大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

风貌。有的同学感叹道：研究不同于上课、

考试，自申报开始，我逐渐明白了一个课

题从开题到结题该是怎样一个过程，明白

了研究方案该怎样写、结题报告又该怎样

写；我学会了如何与陌生人打交道、取得

他们的信任；我知道了该怎样录入数据、

处理数据、分析数据；我开始用课堂上学

到的知识和方法来观察和分析周围的世

界，不再是单纯的为了学习而学习……而

更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体会到了思

考的乐趣，体验到了发现的乐趣，更感到

学习的紧迫性。有的学生表示通过交流学

习，在研究思维和研究方法上受到启发之

余，也明显感觉到差距，需要更多的、全

方位的锻炼。 

 
下午，上海市教委副主任王奇主持了

创新教育高峰论坛和闭幕式，教育部高教

司副司长刘桔宣读教育部贺信，中科院院

士、上海市科协主席沈文庆，中科院院士、

同济大学校长裴钢，振华港机（集团）总

裁管彤贤，香港瑞安集团董事长助理周永

平作主题报告，上海市教委主任薛明扬在

闭幕式上发表讲话。 

海大学子在首届上海大学生创新活动论坛开
幕式上的合影

 
裴钢在大会报告中说，培养大学生是

大学的重要功能，而培养创新性人才是其

根本。同济大学将继续结合自己的办学特

色，充分利用国际交往优势，努力培养大

批具备世界眼光、创新思维和工程素养的

创新性人才。他还以一名科学家的身份对

青年学子创新成才提出了建议。 
薛明扬在讲话中说，上海市大学生创

新活动计划实施两年来，已取得重大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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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产生了许多创新性成果。加强创新型

人才培养，对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实现

上海“四个率先”的目标有着十分重要的

意义。 
论坛期间还为通过大学生投票推选

出了“我印象最深的十佳上海大学生创新

活动项目”和入围徽标的设计者进行颁

奖。 
作为进一步加强创新人才培养的重

要举措之一，“上海市大学生创新活动计

划”自 2007年启动以来，已累计资助 1971
个大学生创新活动项目，每个项目给予 1
万元资助。该计划旨在以兴趣驱动来调动

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学

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意识，在实施过程中

逐渐掌握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提

高其创新实践能力。 
我校于 2007 年被列入首批实施大学

生创新活动计划的 16 所高校之一，迄今

为止，受资助项目 70 个，参加活动计划

的大学生达 293 名，年级分布分别是 05
级占 16.4％、06 级占 34.5％、07 级占 28.7
％、08 级占 19.5％，覆盖了理、工、农、

文、经、管等多个学科门类，其中还有一

些交叉学科项目。同时，我校自 09 年开

始加大资助范围，形成院级、校级、市级

三级培育体系，让更多的学生在本科阶段

得到科学研究的锻炼和训练。

 

参加上海市大学生创新活动论坛的感想

 
参加此次创新活动论坛，我们感受颇

深，所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的道理

我们终于理解了。当我们走进展厅，上海

各大高校的项目展板和实物一一映入眼

帘，让我们眼花缭乱！很多项目都是那么

的新颖和创新，涵盖了土地规划、工程建

筑、智能机械、软件设计、节能设备、就

业服务、医学病理、视听教学、创意设计、

排污处理、便捷农业、调查论文、水质检

测、文化交流等等，他们的实物真实而有

震撼力！ 
通过下午的学术交流会，我们学会领

悟了创新学习的含义。以往的教学就是两

点式的学习加考试，即授之以鱼。而创新

学习则能主动学习与发现问题，并激发情

趣，通过自主研讨与交流解决问题，从中

掌握程序与正确的方法，即授之以渔。 

 

创新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创新是历史

的要求，是社会的要求，也是企业的要求。

可是创新归根结底是要求有创新型人才。

“毛主席说：未来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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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归根结底是你们（年轻人）的。”我们

大学生要做创新的典范。 
创新活动论坛会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创新交流的机会，我们要创新也要交流，

我们共同进步，因为我们都是年轻人！我

们恰逢其时，我们责无旁贷。 
王侦  水产与生命学院 06 级水族科

学与技术 2 班 

 

参加上海市大学生创新活动论坛的体会

 

参加了上海市首届大学生创新活动

论坛，我深得体会。大学生创新活动论坛

是大学生自己的活动，以学生为中心，是

一次学生组织、学生参与、学生交流全面

的学生活动盛典。作为上海 17 所高校之

一的学生我能有幸参加此次盛典，在精神

上给予了我很大的触动。无论是活动的前

期准备，还是活动中，处处都在锻炼了我。

如何编写参加活动的材料，如何将自己的

作品充分的展示给大家等等，这都是在活

动前要做的准备。在现场解说、演示自己

的作品以及与别的学校的同学进行交流

探讨的过程中，我得到的不仅仅是学术上

的交流，丰富了自己，更是精神内涵得到

了进一步的升华。我感受到了大学生思维

的活跃，动手能力的强势，每个团队都是

那么团结有力。尤其是那些项目完成的很

出色的团队，给了我们很大的视觉冲击

力，引发了我们深刻的思考。大学生创新

活动论坛是一个大学生展示自己风采，展

示自己才华的广阔舞台，应与之，融之，

感之！ 

 

    杨铭霞  海洋科学学院 07 级海洋渔

业科学与技术 1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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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以致用，实践科学发展观 

——参加上海市首届大学生创新活动有感

 

“以时入山林，才木不可胜用也；数

罟不入於池，鱼鳖不可胜食也…”，可持

续发展的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作为环境

工程专业的学生，专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促使我们对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倍加关注。                     

一、兴趣引导，学以致用 

磷是一种不可更新、难以替代的资源,

磷的资源危机将对我国社会可持续发展

乃至人类的生存构成严重威胁。我国现有

磷矿储量能够维持再使用 70 年左右的时

间,富磷矿储量仅能维持使用 10～15 年。 

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如果任由有限

的磷资源从污水中流失，将不符合上海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实现从上海市

城市污水处理厂回收磷，不仅可以满足上

海市污水磷排放标准日益严格的这一需

要，而且还可以为实现我国磷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做出重要贡献，对保障我国国民经

济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我们阅读了大量的国内外相关研究

文献，在阅读中学习了很多关于磷回收的

工艺、实验方法、不同工艺条件对磷回收

的影响，并最终选取以鸟粪石形式从污水

中回收磷。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经历了

由对课题的不了解，对试验方法的不熟

悉，到后期熟练操作，对专业知识深入学

习的过程。实践了大学期间学到的专业知

识，学以致用，并且对专业学习产生了新

的看法，对专业前景充满信心。 

 

二、团队协作，自主实践 

在创新项目活动中，我们充分发挥了

团队精神，分工协作。组长统筹规划，组

员专人负责调查、取样、实验、分析的各

个环节，组员间相互协调、配合。 

活动初期，我们对于实验操作比较生

疏，通过老师的指导，组员的练习、反复

操作，提升了实验操作能力，从而保证了

数据的准确性。由于实验数据多、工作量

比较大，所以实验操作持续时间长，但是

大家都坚持自主实践，认真操作。环境工

程的试验操作需要严谨的科学态度，规范

的试验操作，耐心细致的分析试验结果。

由于实际水样中的水质情况复杂多变，往

往一次试验耗时数日，数据结果却很不理

想。这时需要组员间发挥团队作用，相互

鼓励，使大家团结一致努力完成创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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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三、勤于思考，大胆创新 

创新活动实施期间，层出不穷的问题

困扰着我们、阻挠我们的进度，从活动初

期采样难、采样点的变更到活动中期实验

方法的一改再改，至活动后期实验仪器、

药品的短缺等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学术

问题，有的是试验操作条件的问题，也有

的是人为因素。如何妥善解决这些问题，

影响到整个创新活动的实施情况和活动

成功。一路走来，倍感艰辛，随着研究的

深入，问题的逐步解决，我们真正的成长

了。 

挫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遇到挫折就

放弃了。在发现问题并通过老师的指导、

启发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学会了分析

解决问题的方法，培养了勤于思考并解决

问题的思维习惯，形成了勇于实践解决方

案、大胆创新的理念，提升了实际应变能

力。这些能力都是通过参与创新活动，从

实践中学习掌握的本领，引导我们走不断

学习、创新的科学发展之路。 

四、勇于实践，贵在坚持 

创新项目活动不同于专业课的学习，

主要靠个人兴趣引导。参加项目研究需要

占用大量的课余时间和精力，需要一定人

力、物力的投入，而实践过程也并非一帆

风顺。很多原因可能导致参与者中途放

弃，因此，创新项目的成功贵在坚持。只

有坚持自主实践，自主创新，才能体会成

功的喜悦。失败是良师，是指引我们走向

成功的灯塔。只要坚持不懈的尝试新的方

法，终究会找到打开成功之门的钥匙。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实

践才能对知识有感性的认识，并激发我们

探索真理的兴趣。在整个创新项目研究过

程中，我们不仅增加了专业知识，还锻炼

自主实验操作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更重

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培养了创新思维，

提高了解决实际问题和钻研创新的能力。 

张何欢    海洋科学学院 05 级环境

工程 2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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