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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技术赋能的“挑战杯”竞赛获奖高校
空间分布及主题演变识别

徐　 浩, 张　 泳, 梁慧云, 郑杏冉, 刘明锦

(南京工程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211167)

摘要:“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是我国最重要的大学生科技学术竞赛之一,是引导和激励大学

生参与科技创新的重要形式,构成衡量一个高校或地区科技创新教育工作成效的重要指标。 基于 30 余年来 17 届

“挑战杯”竞赛第一等次获奖项目及其关联信息,借助数智技术识别“挑战杯”获奖高校、区域等空间分布以及获奖

作品主题演变情况,刻画“挑战杯”竞赛发展的动态图谱,结果表明:高水平院校是竞赛获奖的主力军,近年来普通

高校获奖数量呈增长趋势,辐射效应较为明显;竞赛获奖数量区域间差异较为明显,由东部、北部沿海地区向西南

地区、南部沿海地区扩散;获奖作品主题集中于“三农”“智能科技”等主题,持续且稳定。 “挑战杯”竞赛日益成为

开展大学生科技创新教育的重要载体,成为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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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以下简称“挑战杯” 竞赛) 由共青团中央、中国科

协、教育部、全国学联和地方政府共同主办,自 1989
年首届竞赛举办以来,每两年举办一次,截至 2023
年 5 月,该竞赛已举办 17 届。 随着参赛高校数量、
参赛人数的显著增长以及赛事规模不断扩大,该竞

赛已成为一项具有导向性、示范性以及群众性的全

国竞赛活动,被誉为当代大学生科技创新的“奥林

匹克”盛会[1] 。 广大高校以“挑战杯”竞赛为龙头,
把创新教育纳入教育规划,使“挑战杯”竞赛成为大

学生参与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要平台。
一所高校或一个地区获得“挑战杯”竞赛奖项

的数量和所获奖项等级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出其

科技创新教育水平、实践水平及其全国竞争力,第
一等次奖项是“挑战杯”竞赛的最高等级,更是衡量

高校、地区科技创新教育工作成效的重要指标之

一。 本研究着眼于“挑战杯”竞赛获奖作品的第一

等次项目及与之关联的获奖高校、获奖地区、高校

类别等关联信息,借助定量统计、主题识别等数智

技术揭示 30 年来“挑战杯”竞赛第一等次获奖项目

的空间特征及主题演变,描绘竞赛发展的动态图

谱,把握其演进特征和发展趋势,供政府、高校等主

体制定创新创业政策,为促进我国科技创新教育全

面发展提供参考。

一、研究现状

　 　 当前,“挑战杯”竞赛的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三

类:一是“挑战杯”竞赛的效应分析。 研究者采用

实证、思辨等方式,评估“挑战杯” 项目对大学生

创新能力以及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作用。 如杨胜

刚[2] 对“挑战杯” 竞赛的意义作了分析,认为“挑

战杯”竞赛对大学生参与学术科技活动起到了积

极作用,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创造性;张睿等[3] 借

助问卷调查法对比发现“挑战杯” 竞赛获奖者创

新素养等十五个因子的得分上均高于未获奖者,
以此说明“挑战杯”竞赛能促进创新素养的提升,
同时,他将“挑战杯” 竞赛与高校科研育人、拔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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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人才培养工作相结合,提出依托“挑战杯”竞

赛提升高校科研育人工作实效的建议。 郑剑虹[4]

借助历史测量法对部分“挑战杯” 竞赛获奖者进

行研究后认为他们属于潜在的科学创造人才。 二

是“挑战杯”竞赛获奖作品关联信息的特征分析。
一方面,研究者对获奖高校进行了高校层次、地区

分布分析。 如聂亦慧等[5] 对挑战杯获奖情况进行

地区分析,发现竞赛获奖区域和高校分布不平衡,
存在省际获奖项目数量差距显著,奖项集中于高

水平大学等情况;另一方面,研究者聚焦获奖作品

内容,分析挑战杯获奖作品的研究热点、发展趋

势。 如马宏等[6] 借助词频分析及地理空间信息方

法对 8 096 件挑战杯获奖作品开展了分析,认为追

求技术创新和关注社会变革是大赛的主要特征。
三是“挑战杯” 竞赛的组织机制研究。 学者通过

对“挑战杯” 竞赛的政策文本[7] 、历程回顾[8] 、组
织管理模式[9] 等进行分析,提出竞赛在实践中存

在的问题及面临的挑战,并提出完善建议。
总体来说,围绕“挑战杯”竞赛研究主题的相

关探索目前尚处于初始阶段,对“挑战杯”竞赛发

展特征的系统梳理涉及较少,尤其是缺乏对最高

等次奖项的关注与挖掘。 本研究一方面对获奖单

位进行区域的比较分析,探索我国科技创新教育

发展的空间特征;另一方面借助文本挖掘分析等

数智技术对获奖作品的主题开展挖掘及词频分

析,探究大赛的重点关注与发展趋势,从院校分

布、区域分布、主题演进等多维度描绘“挑战杯”
竞赛发展的动态图谱。

二、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融合“挑战杯” 竞赛官网[1] 、高校官方

网站、2019 年团中央青年发展部和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联合出版的《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三十年足迹》 《挑战筑梦
 

科创报国》
等内部资料、前人研究数据[6] 等结构化及非结构

化数据,多维度采集、人工二次核定历届 “ 挑战

杯”竞赛获奖项目及其参赛作品明细、获奖作者等

关联信息,最终形成“挑战杯” 竞赛基础数据集,
数据来源及采集过程如图 1 所示。 “挑战杯”竞赛

第 1 届至第 6 届未评选特等奖,第 7 届后评选产

生特等奖,为更好地揭示奖项的时间特征,本研究

将第 1 ~ 6 届的一等奖以及第 7 ~ 17 届的特等奖作

为第一等次奖项进行分析研究,共计 430 项。

图 1　 研究的数据来源及其采集过程

(二)分析方法

研究将历届“挑战杯”竞赛第一等次奖项共计

430 项作品作为基础数据来源,与获奖高校的地

理位置信息加以融合后,发现获得第一等次奖项

的高校共有 143 所,覆盖 4 个直辖市、1 个特区和

21 个省份。 本研究以“ 985 工程” 高校、 “ 211 工

程”高校、普通高校等学校类型作为高校类型分析

的关键维度之一,以分析挑战杯第一等次获奖高

校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国家统计局对我国八大经

济区的划分为区域统计口径,探索不同经济区在

大赛获奖中的差异;通过人工标注及词频分析的

方式对获奖作品进行主题切分、关键词提取并辅

以定量特征加以刻画。 为更好地分析大赛项目的

发展趋势,本研究将“挑战杯”竞赛 30 年历程划分

为三个阶段:第 1 ~ 5 届、第 6 ~ 10 届、第 11 ~ 17
届,分别统计获奖单位在各阶段的获奖比例及作

品关键词频次及其占比,以进行纵向比较分析。

三、获奖项目特征分析

(一)总体趋势

历届“挑战杯”竞赛第一等次奖项数量结果如

图 2 所示,总体呈上升趋势。

图 2　 “挑战杯”第一等次奖项数量变化趋势

第一等次奖项数量由首届的 6 项发展至第 17
届的 50 项,增加了 7 倍之多,表明“挑战杯”竞赛规

模不断扩大,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广受关注,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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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号召力不断增强,也反映出我国对科技创新教育

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强,各类高校对学生科技创新教

育的投入逐渐增加。 第 1 ~ 5 届“挑战杯”竞赛第一

等次奖项数量增加迅速,在第 10 届之后,“挑战杯”
竞赛第一等次的获奖数量始终保持在 20 项以上,
增长速度变缓,表明“挑战杯”竞赛从最初的迅速发

展阶段逐步过渡到平稳成熟阶段。
(二)高校特征

1. 高校获奖频次特征:“985 工程” “211 工程”
高校是获奖主力军

在“挑战杯” 历届竞赛中,来自 143 所高校的

430 件作品获得第一等次,其中,“985 工程”高校占

57. 14%,“211 工程” 高校占 16. 16%,普通高校占

26. 70%。 “985 工程”高校占“挑战杯”竞赛第一等

次获奖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是竞赛获奖的主力

军。 获得第一等次奖项前十的高校为:清华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大学、复旦

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浙江大学、南
京理工大学、苏州大学,其中,8 所学校是“ 985 工

程”高校,2 所为“211 工程”高校,无普通高校进入

前十,“985 工程” 高校、“ 211 工程” 高校在“挑战

杯”竞赛中占据绝对优势。
2. 高校获奖趋势特征:由高水平大学向普通高

校辐射

“985 工程”高校、“211 工程”高校以及普通高

校在三个阶段第一等次获奖比例及其数值变化如

图 3 所示。

图 3　 各类别高校第一等次获奖情况变化趋势

在“挑战杯” 竞赛的初级阶段(第 1 ~ 5 届),
“985 工程”高校以第一等次获奖数量 72. 2%的比

例高居首位,其次为“211 工程”高校,占 20. 83%,
普通高校仅占 6. 94%;至第二阶段(第 6 ~ 10 届),
普通高校获奖比例有所提升,已超过“211 工程”高

校;在第三阶段(第 11 ~ 17 届),普通高校的获奖比

例继续攀升,达到 32. 80%,在第一等次获奖数量方

面彰显竞争力。 总体来看,“985 工程”高校目前依

然是“挑战杯”竞赛重要奖项的主要获得者,但随着

普通高校涌入“挑战杯” 赛道,其获奖比例也在提

升,表现出获奖对象由“ 985 工程” 高校、 “ 211 工

程”高校向普通高校辐射的趋势,这不仅表明“挑战

杯”竞赛机制的不断完善,也表明包含高职、大专院

校等在内的普通高校对大学生科技创新教育的重

视,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的人才培养效应正在逐步

由“高峰”过渡至“高原”。
(三)区域特征

1. 区域获奖数比较分析:区域间差异显著

获得第一等次奖项的 143 所学校来自 4 个直辖

市、1 个特区和 21 个省份。 目前,我国有 34 个省级

行政区域,有 8 个省级行政区的高校获奖数尚未获

取。 本文以我国八大经济区域为统计口径,分析“挑
战杯”第一等次奖项区域获奖数量比例分布,结果见

图 4。 统计结果表明,“挑战杯”第一等次奖项存在着

巨大的区域差异。 东部沿海地区获奖数量超过了总

数的三分之一,而获奖数最少的西北地区仅仅占获

奖总数的 0. 72%,两者相差比例达 37. 7%。 同样,沿
海地区获奖数占总获奖数的 73. 27%,而内陆地区总

获奖仅占 26. 73%,两者相差比例达 46. 54%。 地区

间巨大的差异还体现在同一区域内的各省份间,如
同处于北部沿海地区的四个省市之间,差异比例达

到 70%以上。 此外,同一省份内,获奖情况区域分布

也存在较大差异,如在获奖大省江苏省内,苏南地区

获奖数占该省获奖总数的 85%以上。

图 4　 不同区域获得第一等次奖项比例情况

2. 区域获奖趋势特征:由东部、北部沿海地区

向西南地区、南部沿海地区扩散

为进一步了解各经济区域在“挑战杯”竞赛中

的实际竞争力及其动态变化,本研究计算出各区域

三个阶段“挑战杯”竞赛第一等次获奖比例及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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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变化,如图 5 所示。 在“挑战杯”竞赛第 1 ~ 5 届

中,获第一等次奖项排名前三的分别为北部沿海地

区、东部沿海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在第 6 ~ 10 届竞

赛中,东部沿海地区超越北部沿海地区跃居第一,
与此同时,西南地区由上一阶段的排名第五跃至第

三;在第 11 ~ 17 届竞赛中,东部沿海地区继续领跑,
排名第二的依然是北部沿海地区,但其与第一名的

差距越来越大,长江中游地区与南部沿海经济区并

列第三名。 从三个阶段“挑战杯”竞赛获奖数量的

变化趋势来看,获奖区域由东部、北部沿海地区逐

渐向西南地区、南部沿海地区扩散。

图 5　 不同区域获奖情况变化趋势

(四)研究主题特征

获奖作品的主题特征分析主要借助文本分析

方法加以开展,本研究以历届挑战杯作品名称为数

据源,经过中文分词、停用词过滤、同义词归并、上
下位类关键词合并等自然语言处理后,删除“研究”
“模式”等无实际意义的词,形成历届“挑战杯” 第

一等次作品的高频主题词,位于前 10 的高频主题

词及其所占项目总数的比例如表 1 所示。

表 1　 “挑战杯”竞赛高频主题词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占比 / %

1 三农(农村、农业、农民) 46 10. 70
2 系统 31 7. 21
3 技术 22 5. 12
4 学生 21 4. 88
5 材料 13 3. 02
6 医学 13 3. 02
7 智能 11 2. 56
8 纳米 11 2. 56
9 生态 11 2. 56

10 机器人 8 1. 86

　 　 1. “挑战杯” 竞赛第一等次作品高频主题词

分析

主题词的频次变化能够反映出第一等次作品

的重点关注,结果表明“三农” 类主题词在“挑战

杯”竞赛第一等次奖项中的总频次最高,达到 46
次:其中,“农村” 主题为 17 次,“农民” 主题为 14
次,“农业” 主题为 15 次。 “三农” 主题占比最高,
说明“三农”问题是历届“挑战杯”竞赛第一等次作

品的关键议题,一定程度上表明大学生对于“三农”
问题的重视。 我们进一步研究发现:此类获奖作品

多为大学生通过实地调研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农
民教育等情况,探索“三农”领域的实际问题,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才智,依托的方法多借助调查

问卷等社会学分析方法,以调研报告作为主要呈现

方式。
其次,“系统”“技术”“智能” “纳米” “机器人”

等关键词也是“挑战杯”竞赛第一等次奖项历年来

的关注重点。 随着科技的进步,大学生作品与时俱

进、不断创新。 另外,“学生”这一关键词也是较为

重要的高频词,作为“挑战杯” 竞赛开展的重要主

体,大学生显示出对自我身份的关注,相关研究内

容包含了学生心理健康、就业、创业、休闲生活等诸

多方面。 除此之外,新型材料、医药、生态环保等纷

纷与新兴技术融合,成为“挑战杯” 竞赛的又一焦

点。 总体来看,“三农”主题是挑战杯竞赛的热点,
就行业领域来看,“挑战杯”竞赛主要聚焦民生、智
能科技、生命科学、能源化学等几个领域。

2. “挑战杯”竞赛第一等次作品主题演进特征

分析

为了解“挑战杯”竞赛热点主题的演进方向和

变化规律,本文将 17 届“挑战杯”竞赛分为三个阶

段,分别提取出每个阶段频次位于前 10 的主题词,
并计算此主题词的项目数占所在阶段项目总数的

比例,绘制趋势图(见图 6)。
(1)“挑战杯”竞赛第 1 ~ 5 届的高频关键词前

三位是“三农”“系统”“技术”,占四分之一,显示出

“三农”等民生问题以及科技问题的相关研究在“挑
战杯”竞赛初始阶段关注度较高;同时,“激光” “企

业”“软件”“生物”“工艺”“机器人”“法律”等词也

位列高频词前十位,涉及智能科技、生物、法律等多

个领域,反映出“挑战杯”竞赛开展初期研究主题较

为分散。
(2)在“挑战杯” 竞赛第 6 ~ 10 届中,“系统”

“三农”仍然得到“挑战杯”竞赛获奖作品的重点关

注,位居高频词前两位。 其中, “系统” 的占比由

8. 33%上升至 10. 68%,超过“三农”议题,发展势头

迅猛。 研究发现,含有“系统”类的作品在学科分类

上多隶属于自然科学类,如机器人系统、计算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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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系统、智能控制系统等,“系统”一词的出现表明

自然科学类作品占据了“挑战杯”竞赛第一等次获

奖赛事的主题。 与此同时,关键词“纳米”跻身高频

词前三位,可能的原因是该阶段纳米技术逐渐成

熟,大学生将纳米技术运用到实际研究中,成为该

阶段大赛作品的一大特色。 与第一阶段相比,高频

关键词前十位新增了“学生”“材料”“基因”“数字”
等主题,这说明大学生开始关注自身发展,开展朋

辈研究,在技术引领方面出现了新型材料、基因等

新的研究方向。 总体来看,在“挑战杯”竞赛发展的

第二阶段,智能类、科技类主题开始展现出发展潜

力,更容易得到大赛的肯定和青睐。
(3)在“挑战杯”竞赛第 11 ~ 17 届中,高频主题

词的前两位依然是“三农” “系统”,且“三农”的占

比高达 11. 37%,超出排名第二的“系统”约 6%,表
明其在大赛中具备持续、稳定的高关注度。 “医药”
也成为该阶段重点关注的主题词,相关作品运用新

技术探索医学领域的实际应用。 “生态”一词首次

进入高频词前十位,“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落实到竞赛中,引起各方关注。 与第二阶段相

比,大学生对智能科技类选题的研究关注热度不

减,将“新型”“智能”等主题纳入研究中,丰富了创

新技术的内容,该类主题依然是大赛第一等次奖项

的主要内容。
首先,从纵向看,在“挑战杯”竞赛第一等次奖

项的高频主题词中,“三农” “系统” “技术”等词在

三个阶段均有出现,是大赛反复讨论、具有持续的、
稳定的高关注度,特别是“三农” “系统” 这两个主

题在大赛中持续占据第一等次奖项作品的前两名;
其次,第一阶段大赛的第一等次奖项主题呈现多样

化特征,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的主题呈现平稳过渡

的趋势,以智能科技为主题的作品更受大赛青睐;
最后,在智能科技作品“称霸”大赛第一等次奖项的

局面下,不可忽视的是“挑战杯”竞赛中人文社科的

学术作品弱势地位日趋明显,此类主题在第一等次

奖项中的占比较少,竞争愈加激烈。

图 6　 “挑战杯”竞赛高频主题词演变趋势图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借助网络信息采集及官方出版的内部

文件,融合多维异构数据,采集了 30 余年来 17 届

“挑战杯”竞赛 430 项第一等次获奖作品名称、获奖

作品高校等关联数据,借助数智技术赋能第一等次

获奖作品的空间分布及重点关注领域的细粒度分

析,研究结论与讨论如下:
其一,“挑战杯” 竞赛影响力不断扩大。 当前

“挑战杯” 竞赛参赛高校数量比首届增长超过 17
倍,参赛学生增长了 6 000 多倍。 第一等次奖项获

奖数量由首届的 6 项增至第 17 届的 50 项,增长了

7 倍之多;获奖高校由“985 工程” “211 工程”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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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普通高校、独立学院、高职院校等辐射;获奖区域

由东部、北部沿海地区向西南、南部沿海地区逐渐

发散;研究内容紧扣时代热点,由单一、独立领域转

向多融合跨领域研究。 “挑战杯”竞赛日益成为开

展大学生科技创新教育的重要载体,成为培养科技

创新人才的重要平台。
“挑战杯”竞赛的发展不仅符合国家战略,满足

社会发展需求,同时也持续推动着高校教育体系改

革。 首先,在宗旨定位上,“挑战杯” 竞赛以“崇尚

科学、追求真知、勤奋学习、锐意创新、迎接挑战”为

宗旨,符合国家发展战略,契合“双创”教育的战略

规划。 “挑战杯”竞赛作为培养、提升大学生创新意

识和能力的重要阵地,在促进青年创新人才成长,
推动大学生成为创新创业的生力军中发挥出关键

作用。 其次,在经济发展中,“挑战杯”竞赛满足社

会发展需求、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挑战杯”竞赛项

目凝结了师生的创新智慧,对于解决市场难题、满
足市场需求起着重要作用。 社会各界以此为契机,
举办各类衍生活动,搭建企业与高校互动、互助平

台,例如部分地区通过设立项目转化基金促进、推
动市场转化,举办交流论坛、交易会等,促进产学研

结合,促使“挑战杯” 竞赛成为激发市场的重要因

素。 再次,在促进高等教育改革方面,“挑战杯”竞

赛能深化高校素质教育,推动教育体系改革。 “挑

战杯”竞赛不断适应高校育人要求,把人才创新意

识的培养作为竞赛的首要目标,鼓励高校完善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和创新型人才激励机制,推动高校把

创新教育纳入教育规划,竞赛融入教育,教育提升

竞赛,推动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推动第一课堂与

第二课堂的融合,实现“双促进双提升”。
其二,“挑战杯”竞赛获奖项目在高校、地区层

面发展较为不均衡,但辐射面呈扩大趋势。 在高校

分布上,“985 工程”高校、“211 工程”高校是“挑战

杯”竞赛第一等次获奖的主力军,获奖数量约是一

般院校的 3 倍,地方一般院校在“挑战杯”竞赛中劣

势较大。 但随着竞赛机制体制的不断完善,普通高

校的参与数量及获奖比例均有所增加,获奖高校向

普通高校辐射。 在区域分布上,经济发展水平高的

东部沿海地区及北部沿海地区是竞赛的获奖高地,
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差距也较为明显,同一经济

区的不同省份间也存在较大差距。 获奖高校多集

中在北京、上海和南京等地,西部地区部分省份从

未有高校获得过第一等次,而获得奖项的高校多位

于省会城市,这与地区所属高校的数量和质量相

关,随着普通高校的参与度与获奖率提升,区域间

的获奖情况也呈现扩散趋势。
在“挑战杯”竞赛中,经济发达地区的名牌高校

具有绝对优势,偏远地区的普通高校获奖难度较

大,充分显示出经济实力、高校实力影响创新训练

项目的发展,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影响科技创新教育

水平,科技创新教育水平影响获奖能力,说明经济

发展水平是制约科技创新教育投入的关键。 偏远

地区普通高校对科创教育“有心无力”,在高级别竞

赛的高等级奖项上很难占有一席之地。 随着“挑战

杯”竞赛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获奖辐射面将逐步

扩大。 一方面,竞赛形成了完善的校级、省级、国家

三级赛制,自下而上推选具有竞争力的项目,增强

了竞赛的群众性;另一方面,竞赛项目分类评选、分
立奖项,对于符合竞赛宗旨、具有良好导向的开设

专项奖,设立“累进创新专项奖”,这为普通高校获

奖提供了机会;同时,竞赛开设专门赛道,推动高职

院校参与“挑战杯”竞赛,进一步扩大了竞赛的覆盖

面和辐射性。
其三,“三农”与“智能科技”是历届“挑战杯”

竞赛的关注重点,持续且稳定。 “三农”主题在历届

“挑战杯”竞赛中占据绝对的热点地位,该主题获得

第一等次奖项的比重较大。 “三农”问题关乎国计

民生,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关于“三农”问题的

创新讨论更容易受到大赛的欢迎和肯定。 另外,
“智能科技” 是“挑战杯” 竞赛主题发展的主要趋

势,创新技术与其他领域的融合成为大赛的关注重

点,这一发展趋势契合“挑战杯”竞赛中科技作品的

主旨,也符合时代发展特征,这一导向充分激励高

校重视大学生科技创新教育,推动教育体系革新。
“挑战杯”竞赛的项目主题具有较强的时代性,

竞赛作品能够牢牢把握时代发展趋势,紧跟国家大

政方针,服务国家战略,将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转

化为竞赛内容。 “三农”问题是党和国家一直以来

极为关注的重点问题,自 2004 年到 2023 年,国家

连续发布“一号文件” 指导“三农” 工作,提出社会

主义新农村、数字乡村战略、农业现代化、乡村振兴

等等有关“三农”工作的国家战略。 “挑战杯”竞赛

中“三农”问题广受关注,且不断与其他创新科技的

主题加以融合,创新发展。 除此之外,“智能科技”
主题在“挑战杯”竞赛中显示出强劲活力,新技术、
新材料成为参赛者重点关注的对象,这对于激发市

场创新起着重要作用。 但人文社科类作品如何抓

住时代热点、激发新观点和新思维、跻身大赛第一

等次奖项是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科技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在当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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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设中起着中坚作用。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

“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

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大学生是科技创新和拥

有较大科学研究潜力的重要群体,高校是培养优秀

人才的摇篮,科技创新教育正是当今大学教育的重

要内容。 科技创新竞赛作为科技创新教育的主要

形式,日益受到全世界各国的关注和重视。 本研究

基于历届“挑战杯”竞赛第一等次获奖数据,将科技

创新教育水平这一概念量化,对获奖作品进行横向

地区分布、纵向时间序列比较分析,描绘“挑战杯”
竞赛的获奖高校、地区发展以及主题演进的变化图

谱,在衡量各高校、区域科技创新教育发展水平的

同时,把握大赛发展规律,为国家监测科技创新发

展程度与方向, 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提供数据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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