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天学院“天巡杯”本科生创新实践竞赛

培育项目基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天巡杯”本科生创新实践竞赛旨在营造学院创新实践氛围、

提高本科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本科生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同时也

是落实本科生导师制导学、导研具体工作的重要途径。为鼓励和资助

学院本科生进行创新实践，方便本科生导师开展对学生的教育和指导，

学院依托中国航天基金会-航天奖学金等基金特设立航天学院“天巡

杯”本科生创新实践竞赛培育项目基金，用于支持项目立项、评审、

奖励、管理以及本科生创新实验室基础实验设备、耗材购置。为保证

基金的合理使用和项目的顺利实施，现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章 管理机构与职责 

第二条 依托航天学院本科生导师制和本科生创新实验室，成立“天

巡杯”本科生创新实践竞赛管理委员会，由航天学院团委、教学办、

各系主任、导师代表和学生科协组成。 

第三条 各系负责组织本科生导师、专任教师发布项目并指导学生申

请立项，组织系内立项项目的月度汇报组会正常开展；导师具体负责

学生项目的全方位、全过程指导，包括项目立项申报、日常开展和完

成，负责安排至少1名研究生参与指导项目具体工作；本科生创新实

验室和学生科协作为“天巡杯”创新实践项目的培育和管理平台，负

责组织竞赛培育项目的评审、中期考核和竞赛展示，向竞赛培育项目



提供实验场地、常用试验设备支持。 

第四条 设立“天巡杯”本科生创新实践竞赛工作组，负责组织协调

竞赛的各项工作，包括竞赛宣传、竞赛培育项目的管理和竞赛组织等。 

第三章 申报要求 

第五条 竞赛培育项目以团队申报，以本科生二、三年级为主，实行

项目负责人制，项目第一主持人必须是航天学院在校本科生。 

第六条 鼓励本学院跨年级、跨专业组队，允许跨学院组队申报。 

第七条 项目研究的预期成果应体现创新实践竞赛的特点，具有创新

性和可展示性。 

第八条 多个相关联项目可围绕专题进行组团申报，比如微小卫星创

新应用、深空探测机器人、遥感与光学工程等方面。组团申报的项目

将进行集中组织管理，如评审验收表现优异，可酌情增加项目支持经

费，并参与下一届“天巡杯”持续资助、深度培育。 

第四章 管理办法 

第九条 每年10月，竞赛工作组组织项目申报，项目由各系专业教师

指导本科生填报，鼓励以本科生导师和所带学生来匹配。申请人填写

《航天学院“天巡杯”本科生创新实践竞赛培育项目申报书》进行项

目申报。 

第十条 每年12月，竞赛工作组组织由管理委员会成员等参加的专家

组对项目进行立项评审。 

第十一条 学院根据中期考核结果决定是否对项目进行资助。资助经

费主要用于元器件及实验材料购买、模型设计加工、专利申请、与项



目工作相关的调研费用等。资费在中期评审和最终竞赛结束时分别发

放。 

第十二条 各系负责组织对项目的过程考核，可通过指导本科生项目

参与研究生课题组会议汇报或本科生项目公开汇报形式；各系本科生

项目组开展公开汇报每学期不低于 1次，本科生创新实验室和学生科

协负责组织低年级学生观摩学习。 

第十三条 每支项目设立 1 名研究生，作为创新实践项目研究生助理

导师参与指导和管理（如无研究生可不配备）； 

第十四条 项目获批立项后的次年5月，竞赛工作组组织项目中期考核，

中期考核采用答辩和现场展示相结合的形式。考核结果分为项目终止、

项目结题和继续资助三类。考核结果为项目终止者，学院不予以任何

资助；考核结果为项目结题者，仅拨发前期资助经费，项目予以结题；

考核结果为继续资助者，学院将先拨发前期经费，项目结题后给予后

期经费，以便支持该项目进一步研究和完善。 

第十五条 获继续资助的项目，必须参加学院组织的“启明·天巡杯”

本科生创新实践竞赛，进行现场演示竞赛。 

第十六条 未获继续资助的项目也可参加“天巡杯”本科生创新实践

竞赛，竞赛评奖不受中期考核影响。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航天学院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