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在校园



（一）课堂讨论

1、学校有哪些重要创新创业竞赛或活动？

2、上海高校创新创业大赛实力分析，华师大处于什么水平？



（一）课堂讨论
上海高校创新创业大赛实力分析，华师大处于什么水平？



（二）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1、训练层次

分国家级和上海市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两个层次，分别由

教育部高教司和上海市高教处组织实施，学校教务处、创新创业

学院负责具体遴选和管理。

2、项目分类

实行项目式管理，分为创新训练项目、创业训练项目和创业实践项目三类。

（1）创新训练项目是本科生个人或团队，在导师指导下，自主完成创新性研究项目设计、研究条件准备和项目实施、研

究报告撰写、成果（学术）交流等工作。

（2）创业训练项目是本科生团队，在导师指导下，团队中每个学生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扮演一个或多个具体角色，完成商

业计划书编制、可行性研究、企业模拟运行、撰写创业报告等工作。

（3）创业实践项目是学生团队，在学校导师和企业导师共同指导下，采用创新训练项目或创新性实验等成果，提出具有

市场前景的创新性产品或服务，以此为基础开展创业实践活动。

3、项目团队

项目团队成员原则上为全日制普通本科在读学生， 鼓励跨学科、跨院系、跨专业的学生组成团队。



（二）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4、项目选题

鼓励面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选题，鼓励直接来源于产业一线、科技前沿的选题；选题具有创

新性或明显创业教育效果。 鼓励项目团队积极参加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创新创业赛事和“青年红色筑

梦之旅”等活动。

5、项目资助

创新训练项目和创业训练项目获得

经费支持平均不低于2万元/项，创

业实践项目获得经费支持平均不低

于10万元/项。

6、发展规模



（三）主要创新创业和学科竞赛：
1、本科生创新创业及学科竞赛类别

2014-2018年列入排行榜的竞赛名单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公布的《中国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暨学科竞赛评估结果》中34项在国内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本科生竞赛。

序号 列入时间 竞赛名称 主办单位

1

2012-2016、
2013-2017

年排行榜列
入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教育部

2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团中央
3 “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 团中央
4 ACM-ICPC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 国际计算机协会（ACM）

5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CSIAM)

6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教司

7 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邀请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化学教育研究中心

8 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临床技能竞赛

9 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10 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

11 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高校新闻传播学类教指委、中国、高教学会广告教育专业委员会

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自动化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12

13 全国大学生交通科技大赛

14 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商务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15 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能源动力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

16 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

17 全国大学生物流设计大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物流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18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联合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
和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19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只纳入高职排行

https://baike.baidu.com/item/ACM/64774


（三）主要创新创业和学科竞赛：
1、本科生创新创业及学科竞赛类别

2014-2018年列入排行榜的竞赛名单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公布的《中国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暨学科竞赛评估结果》中34项在国内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本科生竞赛。

序
号

列入时间 竞赛名称 主办单位

20

2014-2018排
行榜新增

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年会展示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21 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RoboMaster 团中央、全国学联？

22 “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

23 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中国化工学会化学工程专业委员会、教育部和中国化工教育协会

24 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

25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大学生组）

26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软件工程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等

27 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 ？

28 中国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创业大赛 ？

29 两岸新锐设计竞赛“华灿奖”

30 长江钢琴·全国高校钢琴大赛

31 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大数据挑战赛

32 世界技能大赛
只纳入高职排行

33 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选拔赛

34 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RoboTa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8C%96%E5%B7%A5%E5%AD%A6%E4%BC%9A/3122736


（三）主要创新创业和学科竞赛：
2、中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赛

(1)中国研究生智慧城市技术与创意设计大赛

(2)中国研究生移动终端应用设计创新大赛

(3)中国研究生未来飞行器创新大赛

(4)中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5)中国石油工程设计大赛

(6)中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

(7)中国研究生石油装备创新设计大赛

(8)中国研究生公共管理案例大赛

(9)中国MPAcc学生案例大赛

(10)中国研究生创“芯”大赛



（四）学校主要创新创业实践载体

1、大学生创业训练营（学部院系、学校，以色列、新加坡等）

2、创新创业教育周系列活动

3、大夏杯等各类校赛

4、创客空间（院系、学校）

5、创新创业实验室

6、学校创新创业孵化基地（闵行校区学生之家基地、中北校

区河口大楼基地——印刷厂新基地）

7、华东师大国家大学科技园

8、市内外创业实践基地



（五）创新创业激励机制

1、学分认定、休学创业等

2、竞赛获奖激励（包含以上各类项目）

3、各类评奖评优（校长奖学金、优秀毕业生）及升学（直升研究生）激励；

4、基金支持

（1）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华师大分基金

（2）华师大“创智汇”大学生创新创业基金

（3）上海市觉群大学生创业基金

以上具体信息均可分别从创业学院、教务处、学工部等部门网站查询



二、主流创新创业赛事介绍



（一）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1、基本情况

教育部等十三个部委联

合举办，地方政府和高

校具体承办，首届大赛

于2015年在吉林大学举

办，每年举办一次，已

累计举办了五届，大赛

吸引了来自全球五大洲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4000所院校近千万大学

生、230万个团队参赛。



（一）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2、赛道组别



（一）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3、参赛对象

（1）全日制在校生（含本科、硕士、博士生，不含博士后）及毕业五年内校友，均可参加；

（2）毕业校友不能参加主赛道创意组比赛，其他赛道均可参加



（一）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4、项目类型



（一）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5、竞赛规则

（1）大赛采用校级初赛、省级复赛、全国总决赛三级赛制。

（2）在校级初赛、省级复赛基础上，按照组委会配额择优遴选项目进入全国网评，大约四分之一项目

通过网评进入全国赛现场决赛，最终决出各赛道金奖（约10%）、银奖（约20%）、铜奖（约70%）。

比赛设有复活赛制。

校赛 省/市赛 国赛



（二）“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1、基本情况

是由共青团中央等4部委和地方政府共同主办的全国竞赛活动。1989年举办首届竞赛，已累计举办16届，从最初的19所

高校发起，发展到1000多所高校、200多万大学生参赛的竞技场，大赛每两年举办一次。

2、参赛对象：

举办当年7月1日起前正式注册的全日制非成人教育的各类高等院校的在校中国籍本专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均不含在职研究生）都可申报参赛。

3、作品分类：

一般分为三大类：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科技发明制作

4、竞赛规则

（1）“挑战杯”已经形成了国家、省、高校三级赛制

（2）每个学校选送参加竞赛的作品总数不得超过6件（每人只限报一件作品）、作品中研究生的作品不得超过3件，其

中博士研究生作品不得超过1件。

（3）各类作品先经过省级选拔或发起院校直接报送至组委会，再由全国评审委员会对其进行预审，并最终评选出80%

左右的参赛作品进入终审，终审的结果是，参赛的三类作品各有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且分别约占该类作

品总数的3%、8%、24%和65%。



（三）“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

1、基本情况

是由共青团中央等4部委和地方政府共同主办的全国竞赛活动，在原“”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基础上，增

设“创业实践挑战赛”和“公益创业赛”两个类别，每两年举办一次，“”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已累计举办

了十一届。

2、参赛对象

决赛当年7月1日以前正式注册的全日制非成人教育的各类高等院校在校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均不含在职研究生）都可参赛。

3、类别组别

分创业计划赛（未注册）、创业实践挑战赛（注册并运营企业）、公益创业赛三个比赛类别；

项目按分农林、畜牧、食品及相关产业，生物医药，化工技术和环境科学，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材料，机械能源，

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等七个组别比赛。

实行分类分组报名参赛。

4、比赛规则

（1）采取学校、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全国三级赛制，分预赛、复赛、决赛三个赛段进行。

（2）全国评审委员会对各省（区、市）报送的参赛作品进行复审，评出参赛作品总数的90%左右进入决赛。竞赛决赛

设金奖、银奖、铜奖，各等次奖分别约占进入决赛作品总数的10%、20%和70%；各组参赛作品获奖比例原则上相同。



（四）其他创新创业大赛或活动

1、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年会展示（全国）

2、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全国）

3、中国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创业大赛（全国）

4、“汇创青春”大学生创意大赛（上海市）

5、“创青春”中国青年创业大赛（社会青年）

6、各地、各类行业创业大赛（地方、行业）



三、创新创业竞赛和我们的关系



（一）课堂讨论 ：

1、创新创业大赛的特点：

参赛项目、评审标准、比赛过程

2、什么样的项目或团队才能胜出？

(1)优秀项目案例:张逸中、赵文祥等互联网+、外研杯、优秀论文等

(2)优秀项目特征:市场可信、技术可信、产品可信、模式可信、团队可信、未来可信



优秀项目标准



优秀项目标准



（二）创新创业竞赛离我们有多远？
1、从垫底到突破再到领先的过程



（二）创新创业竞赛离我们有多远？
1、从垫底到突破再到领先的过程



（二）创新创业竞赛离我们有多远？
2、我校大赛获奖项目分布情况

第三届“互联网+”市级及以上获奖情况

第四届“互联网+”市级及以上获奖情况



（二）创新创业竞赛离我们有多远？
2、我校大赛获奖项目分布情况



（二）创新创业竞赛离我们有多远？
3、创新创业大赛和我们

课堂训练：

（1）根据自己的特点、可能创业的项目，结合优秀项目必须具备

的条件及可能遇到的挑战进行SWOT分析。

（2）分析自己的性格特征、适合的角色定位，并展示自己的优势。



（二）创新创业竞赛离我们有多远？
4、学科竞赛和创新创业

（1）以赛促学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创新思维、创业意识、沟通和表达能力、团队合作、责

任担当、敢于竞争、现场反应能力、融资能力、组织和领导力等；

（2）以赛促创

A、促进成果转化、创业带动就业、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

B、大赛促进创业成功的典型案例：从大赛走进创业的张逸中；大赛推动创业

发展的赵文祥、袁哲栋、袁帅、谢世鹏等。



四、结论

1、创新创业和竞赛活动并非仅适合特殊群体，不同群体、不同时机、

不同类型都有成功的可能，创新创业实践和竞赛是团队活动，关键是

要找准定位、时机和项目，提高自己的素质和能力——自我效能。

2、创新创业实践活动是各类大赛的基础，大赛又会进一步促进创新创

业实践走向成功，两者相互促进、相互依赖。



五、课外作业

1、分析获奖项目共同特点和创业成功校友成功的原因；

2、进行市场调研，发现新的创新创业机会，策划相应的实

践或参赛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