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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intellec-
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this paper, we analyze 
the cultivation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 personnel training links, professional 
teachers’ lack of relevant knowledge, simple course assessment methods, stu-
dents’ weak application ability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o on, of intel-
lectual property awareness training in current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
ties from teaching teachers, school curriculum offering, assessment and so on. 
Then, based on specialized courses, combined with general courses of intellec-
tual property, and by means of practice,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to stimulate 
students’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improve their ability of intellectual proper-
ty extraction and writing, so as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innovative ability and improvement of their awareness of intellec-
tual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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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教育部于 2019 年介绍了支持应用型本科高校发展有关工作情况。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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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等 20 多个省(区、市)出台了引导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文件，

300 所地方本科高校参与改革试点[1]。新工科的建设、创新创业教育是我国

当前高等教育发展改革的新措施，是适应和推动国家发展创新的重要战略支

持。肖睿阳等[2]通过调查发现，学生有一定的知识产权知识的需求，但是由

于部分学校没有开设相关的课程或专题培训。因此，很多学生对知识产权相

关知识的了解比较少。高校知识产权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严重脱节，导致综

合高素质人才缺失[3]。通过胡梦澜的研究发现，当前一些大学生对知识产权

的相关法律、法规了解较少，申请的专利质量不高，创新意识培养不够。需

要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建立多层次、全过程的知识产权意识的培养[4]。部分高

校开设了知识产权课程，但是选用的教材过于理论化，与学科专业直接相关

性比较弱，学生实践能力不够[5]。刘霞以美国圣克拉拉大学为例分析了美国

的大学培养学生知识产权意识和创新能力培养模式，从学校师资、学校培养

环境等方面指出了我国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存在的一些问题[6] [7]。杨喜军等

[8]从理工科的视角下分析了现代化教育中如何在课程中引导学生加强创新

能力的培养，并通过案例的方式演示了申请专利的过程以及对国家发展战略

的意义。 
因此，很多高校都在尝试提升大学生的知识产权意识培养。一些“双一

流”高校联合企业建立了知识产权展示平台，能够较好地为学校、企业、学

生提供服务。例如，上海交通大学建立了知识产权信息管理平台(网址：

https://ip.sjtu.edu.cn/)，深圳市深圳大学高校建立了深圳市高校知识产权大数

据平台(网址：http://www.lib.szu.edu.cn/)。但是，一些地方性应用型高校在这

方面的建设还相对较慢。应用型高校更应直接与市场、企业相对接，能够产

生更多实用的知识产权。同时，需要从学校环境、师资力量、学生能力等方

面进一步培养学生的知识产权意识。 

2. 目前高校大学生知识产权培养存在的一些问题 

虽然互联网已深入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中，但大部分学生利用互联网学习

更多的是在专业课程方面，提升专业实践能力，而学校课程中又缺少知识产

权相关课程。同时，大学课程排课紧密，课后作业多，压力较大，课余时间还

需要参加一些社团活动等。因此，较少学生会主动关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信

息。目前，学生参与教师的项目还不多，也较难从教师工作中了解到相关的信

息。大学生知识产权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与校内课程考核方式、人才培养

方案的设置、以及专业教师本身知识的局限性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关系。 

2.1. 课程考核方式简单 

高校中很多专业课课程考试形式以笔试、机试、课程设计为主(见图 1)，
还包括一些小组讨论、期末学习成果展示等方式。其中，考试是以考察学生

对课程本身基础知识理论的掌握情况，考核试题以选择、填空、判断为主，

而着重考查学生专业知识迁移应用的综合题却较少涉及，尤其是考查学生发

现–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综合型题目较少。课程设计类的考核方式要求学

生具有一定的知识综合能力，但是也只是对本课程知识的综合，少部分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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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简单地结合其他的专业基础课。大型的跨学科、跨专业的综合性设计项

目很少，导致学生对本专业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较弱，无法贯通自如。 
 

 
图 1. 课程考核方式 

2.2. 学生专业知识应用能力弱 

考核是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指挥棒。长期以来，大学教育与社会需求

脱节，导致学生学习仅是应付考核，而当前考核方式又较单一，考核内容基

本关注课程基础知识，无法促进课程学习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导致学生的专

业知识应用能力较弱。例如：PLC 课程的考核，只是简单的笔试，考察一些

基本理论知识。这样很难反映出学生对 PLC 的应用掌握情况。部分学校可能

只是让学生对 PLC 控制板进行简单的电路连接和模拟，然后简单地把 PLC 控

制板与传感器相联，编程读取传感器数据，实现开关控制。因此，在该门课

程实验过程中，可以以小型项目的形式或通过企业项目部门的大型系统的部

分模块发布，以完成项目的进度和正确性等进行该门课程的考核。还有 JAVA
编程课程的考核，通常只是考察学生的基本语法掌握情况以及简单的编程。

若前序课程已开设传感器等专业课程，则可以与其相结合，以项目的形式开

展考核。 

2.3. 高校人才培养课程不完善 

目前，一些高校的人才培养方案主要是把课程集中在专业课程，包括专

业基础课、专业选修课程，也包括一些公共选修课程。公共选修课也主要是

基本的人文素质培养，例如音乐欣赏、书法等，但是知识产权的通识教育课

程很少。很多高校即使开展了知识产权课程，也是相关法学专业教师教授的

《知识产权法》课程，课程过于理论化、形式化，对于非法学专业学生，特

别是理工科学生理解有一定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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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专业教师缺乏相关知识 

很多教师的专业理论学习好，但是与市场存在一定的脱节。而知识产权

申请的种类繁多，很多专业型教师也只是申请过其中一两种类型，对知识产

权的了解并不是十分全面，对知识产权相关的书写规范、知识产权保护法的

理解不够深入。若仅仅通过专业课程教师对学生的知识产权意识进行培养，

无法从一定高度上指导学生熟悉知识产权方案的提取、申请、写作等全过程。

例如，由于部分高校资金紧张，购买的数据库不够全面，有时教师发现新课

题以后，受限于可获得的信息以及自身知识水平，而无法撰写高水平的专利

申请报告，进而出现了教师申请知识产权失败的现象，这也会进一步导致教

师难以有效地传授学生知识产权的相关知识。 

3. 大学生知识产权意识提升对策 

大学生知识产权意识提升和创新能力培养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学

校、教师、学生三方共同协作，从创新型人才培养、课程建设、教师及学生

的知识产权意识等方面营造知识产权申请氛围。应用型地方高校更需要强调

专业知识与实际产业的结合与应用，引导学生利用所学的专业知识指导实践，

提升实践创新能力，在解决实践中所遇到问题的同时，进一步提升专业知识

理论水平。其中，利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产业中的问题，也可上升到知识产

权的范畴，加强对创新方法与创新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但是，在大学生培

养过程中，部分学校人才培养方案中可能没有相关的课程，且教师对培养学

生创新意识引导不足。同时，学生觉得存在知识产权离他们很远、学习难度

大等问题，使学生学习的热情不高。其实知识产权的提取与专业学习密切相

关，相辅相成，在很大程度上有一定的关系(图 2)。 
 

 
图 2. 培养过程 

 
专业课程是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在今后的实践中更是理论指导和

实践的基本功底，在实践项目实施过程中，非常检验专业知识掌握程度，也

检验了学习的能力和态度。知识产权意识的培养必须贯穿所有阶段。从专业

课程学习、训练创新思维到实际项目中提炼问题、给出解决方案，将问题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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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成科学的表述形式，以及从这些解决方案中抽取成知识产权，并书写相对

应的文本的整个过程中，都需要加强对学生的指导。 

3.1. 完善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开设知识产权通识课程 

高校人才培养课程体系主要是基于社会需求设置的，通常包括了专业课

程主干课程、专业选修课、公共选修课几大部分。当前，一、二线城市的很

多高校都专门为大学生创新发展开发了相应的知识产权融合平台，同时把知

识产权课程作为全校性的公共选修课程，甚至设置为理工科专业的公共必修

课程。而应用型地方高校很少将知识产权课程作为通识教育课程。因此，开

设相关的通识课程是最有效的途径。若在讲授过程中，能结合实际案例进行

讲解，才能更有效地提高大学生知识产权意识。 

3.2. 以专业课程为基础，提升知识产权写作能力 

学生在校期间，大部分精力主要用于专业能力素养的培养方面。在各类

课程考核过程中，也会发现部分同学有主动创新的意识，做了一些较好的、

具有一定新颖的项目，但无法将项目创意转化成自主知识产权。因此，教师

在教授相关专业课程过程中，需要指导学生锻炼知识产权文案的写作方案。

例如：PLC 课程考核可以是实现应用性项目为主进行课程设计，同时把课程

设计表达形式、转换成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等的撰写。写作能力培养需

要贯穿在整个课程过程中，用与课程相关的专利案例作为实例，指导学生有

意识地模仿与学习，同时教师需要花部分时间和精力指导学生进行文案修改

与完善。 

3.3. 以社会实践和实习为手段，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就大学生知识产权意识培养而言，更需要跟企业合作，以企业项目为出

发点，解决实际工程项目中遇到的问题。因此，大学生可以以社会实践和专

业实习为基础，利用专业知识解决实践、实习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例如，

当前钦州泥兴陶产业还处于手工制作阶段，信息化管理程度低，在泥兴陶产

品的生产、管理过程中，可以利用 3D 建模建立泥兴陶产品的模型、计算出

相应的参数、估算出需要的泥料等。这些过程中可以产生较多的专利。泥兴

陶产品的管理，可以产生相应的软件著作权。利用 3D 建模估算泥料的用量

的方法，可以尝试形成实用新型专利，甚至发明专利。 

4. 小结 

大学生更是创新创业的生力军，提高大学生知识产权意识非常重要，通

过课程设置、教师指导、项目引导等过程加强引导大学生从专业学习、实践

实习中培养知识产权意识，提升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不足指出，在对学

生知识产权能力培养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分析还不够深入，研究对策还不够

具体。在今后的研究过程，可以进一步分析更深层次的问题，以及更好的解

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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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应用型高校学生知识产权意识培养策略探究 

摘要：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知识产权保护显得尤为重要。

该文从教学师资、学校课程开设与考核等方面分析了当前应用型高校知识产

权意识培养中存在的人才培养环节缺失、专业教师缺乏相关知识、课程考核

方式简单、学生专业知识应用能力弱等问题，并提出了通过以专业课为基础、

结合知识产权通识课程，以实习实践为手段，激发学生创新思维，提升学生

知识产权提取与写作能力等策略，以期为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和提升知识产

权意识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应用型高校，创新人才培养，创新能力，知识产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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