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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科研训练，促进创新人才的培养 

——以武汉大学药学院为例 

杨婷婷 

(武汉大学药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摘要] 培养创新型人才已成为世界各国适应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创新性教育也越来越受到国内 

外高校的普遍关注。创新型国家的建设，需要在高等教育阶段不断强化创新教育理念，努力培养创新型人才。在 

分析武汉大学药学院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基础上，从通过树立创新意识来营造创新氛围，通过引入科研成 

果来优化教学内容，通过搭建科研平台来倡导科研活动等方面进行探讨，提倡通过加强对本科生多方面的创新性 

科研训练来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提高他们的创新能力，培养出高素质、强能力的创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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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教司 2007年 1 号文件精神指出： “大 

力加强实验、实践教学改革，推进高校实验教学内 

容、方法、手段、队伍、管理及实验教学模式的改 

革与创新……实施大学生创新性试验计划，激发大 

学生的自主创新兴趣和潜能，培养大学生的团队协 

作意识和创新精神。 ”综合性大学应肩负起培养创 

新拔尖人才的重任，尤其是要大力加强学生的科研 

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2006年，武汉大学成为首 

批  10 所国家大学生创新实验计划试点高校之一， 

并于 2007 年列入开始实施的“质量工程” ，之后， 

每年均能获得国家高额的创新实验计划项目资助， 

并且学校在此基础上继续扩大原已开展多年的大 

学生业余科研活动，使学生的创新兴趣和科研热情 

高涨 [1] 。 

科研实践活动是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 

部分，我院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科研实践活动首先要 

在师生中树立创新意识，逐步营造感染学生的创新 

氛围； 其次， 鼓励教师在课堂授课中引入科研成果， 

以科研成果为背景，引导学生掌握科学研究的方 

法；最后，从多渠道搭建科研平台，激励学生积极 

参与科研实践活动。 

一、树立创新意识，营造创新氛围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而创新型教师将 

自己和他人的最新研究理论、成果或独特见解积极 

运用于教学实践中，才能培养和造就高素质、创新 

型的学生 [2] 。 

1. 在教师中树立创新教育理念 

学校应该把创新精神作为支柱，牢固树立创新 

意识，营造创新氛围，鼓励每位教师、管理人员参 

与到创新教学中，推进教学内容、手段、方式等方 

面的创新改革；树立人人都能创新的理念，鼓励教 

师挖掘学生的个性特长和创新潜能，唤起学生对科 

学研究的兴趣和激情，激发学生探索真理的欲望， 

营造勇于创新的学风、校风。 

2. 在学生中加强科研训练的教育 

在大学四年的时间中，应该针对不同年级学生 

开展不同层次的科研活动主题讲座，让所有学生都 

参与到科研训练和创新人才培养的实践中。大一是 

高等教育的基础与关键时期，是大学生理想意思形 

成、思维方式转变、基础知识积累、个性发展重塑 

的时期，有意识的对学生进行启发式的创新教育， 

为今后培养学生成为具有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创 

新能力的创新型人才奠定基础 [3] 。 在新学生入校时， 

借助学生对科学研究满怀憧憬和渴望，积极开展系 

列科研训练宣传活动，如：介绍学院大学生科研创 

新活动进展和成果的展示会、科研训练普及教育讲 

座、参观教授博导的科研实验室等活动，让学生一 

入校就感受到浓厚的学术气息和创新氛围，树立其 

创新意识，为今后开展科研训练打下良好的基础； 

聘请不同专业方向的教授为大二、三年级学生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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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讲座，每次介绍一个专业方向或者一个科研实 

验室的研究内容、最新的科研发展动向和科研成 

果，如：DNA骨架的磷硫酰化硫修饰、海洋微生物 

药物发现等；大四的学生在开展毕业论文实验前开 

设专题讲座，介绍毕业论文实践环节对学生科研能 

力和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要作用以及在整个教学环 

节中所必须掌握的知识和技能。 

二、引入科研成果，优化教学内容 

1. 优化课堂教学内容 

大学的目的及精神就是要追求真理 [4] 。当今的 

学生兴趣广泛、知识面宽、获取知识的方法也多， 

教师在组织课堂教学过程中，如果只是一味的照本 

宣科，那将很难满足学生的获取知识的需求，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探索真理的激情。我院要求教师 

要有创新意识，提倡启发式教学，注重因材施教， 

理论联系实践、联系现实生活，将课堂教学内容建 

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把自己的科研成果引入课 

堂教学，把本学科及相关学科发展最前沿的知识充 

实进课堂教学，把当前社会有关药品、生物制品、 

食品安全等方面的热点话题穿插入课堂，并介绍当 

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检测手段和方法，扩大学生的知 

识面和视野，与学生共同分享自己的科研方法、科 

研心得和科研乐趣，加强与学生思想上、感情上的 

沟通和共鸣，潜移默化的向学生灌输科学研究中的 

严谨、求实、不言放弃的科学探索精神，使课堂教 

学活动充满新意和活力，强烈激发学生献身科学研 

究、追求真理的热情。如《生物化学》课程中教师 

在讲解脂肪酸的合成机制及应用时，介绍了自己的 

科研项目，解决未来世界能源问题的发展趋势—— 

利用生物合成柴油，使学生了解了科研的基本方 

法，激发了学生的科研热情和对本专业的热爱。 

2. 优化实践教学内容 

实验教学环节是药学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通过实验教学能培养学生的“坚定自信、严谨 

求实、精益求精、锲而不舍、坚忍不拔、以人为本” 

的人文精神和“探索求真、严谨务实、批判质疑、 

开拓创新、团结合作、自由竞争、敬业献身”的科 

学精神，在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有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 [5] 。 

我院鼓励教师对旧的实验内容进行改革，减少 

验证性实验，增加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实验， 

每年更新部分实验教学内容，用科学研究的思维方 

式来组织实验教学活动，将科学研究的方法和过程 

引入实验教学活动，将最先进的实验技术纳入实验 

操作技能训练，将科学研究的新成果转化为实验教 

学内容，从而激发学生对科学研究的浓厚兴趣，提 

高学生实验技能，培养学生初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 

能力。鼓励实验教学的个性化，通过开放学科研究 

平台，开设科研立项形式的设计性实验，提出若干 

实验选题方向，由学生自由选择、成立实验小组， 

独立查阅文献资料，确立实验题目，设计实验方案 

和实验过程，组织指导教师、实验技术人员、学生 

评委进行开题答辩评判，并就评委提出的意见进一 

步完善实验方案，然后展开实验操作、进行结果分 

析，最后撰写科研论文形式的实验报告。设计性实 

验的开设改变了过去传统实验的教学方式，变学生 

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激发学生科研兴趣，启迪科 

研思维，让学生通过发现问题和探索问题，自己找 

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来培养学生进行科学研究所需 

的探索、发现和创新能力，以及科研道德和团队协 

作精神。如《药学综合实验》以心血管药物盐酸普 

萘洛尔为实验对象，开展包括药物合成、原料药的 

工艺、质量标准的制定、片剂的加工和质量评价及 

动物抗高血压药效评价在内的实验内容 [6] ；《药理学 

实验》转变为《实验药理学》，教师将自己的《抗 

肿瘤辅助治疗中药复方新药研究》《甘草次酸微乳 

凝胶制备及脂解作用研究》等科研项目引入设计性 

实验教学，并指导学生公开发表科研论文 1 篇。 

三、搭建科研平台，倡导科研活动 

1. 建立项目制的业余科研管理模式 

在大学二、三年级学生中广泛开展业余科研活 

动，引导学有余力的学生早期参与科研创新活动， 

鼓励教授、副教授指导学生开展科研训练，尤其是 

开展学科交叉的科研项目，对全面提高学生自主创 

新能力大有裨益。 

我院规定，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特长， 

选择适合自己的研究方向，采取梯队合作的方式由 

不同年级学生组成项目团队，进入老师的科研实验 

室，在老师的指导下自主选题、查阅文献、撰写项 

目申请书、参与学院组织的申报答辩、开展科研实 

验、撰写科研总结等一系列科研活动。学院对所有 

申请项目均予以立项，给予相应经费资助，并对指 

导教师也给予相应奖励政策，大大提高了学生参与 

热情和教师的指导热情，使大学二、三年级学生参 

与业余科研活动的比率达到 50%。在学生开展业余 

科研活动过程中，教师实行全程指导，学院加强监 

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到指导教师科研实验室开展 

科研实验，参加课题组的科研例会，每 2 周汇报一 

次实验进展， 每 6个月学院组织一次实验进展检查， 

对检查不合格的团队提出整改意见并责令限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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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整改。 
2006~2012 年我院本科生获得国家级大学生创 

新计划项目  12 项，校级大学生科学研究和创新性 

实验训练项目  42 项，院级大学生科学研究和创新 

性实验训练项目 16 项，结题 46 项，在研 22 项， 

终止 2 项（校级项目）。 

2. 建立导师制的毕业论文管理模式 

毕业论文教学环节在本科生人才培养过程中 

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在学生学习基本理论知 

识、基本实验技能之后，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进 

行综合应用，展开科学研究性的教学活动，对于培 

养学生的科研素质、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有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 [7] 。 

我院在大学四年级开展毕业论文实践教学活 

动，采取一对一的导师制，导师和学生进行双向选 

择，鼓励个性化培养；对导师进行遴选，规定指导 

教师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具有博士学位或副 

教授以上职称；第二，每位指导教师指导学生不超 

过 5 名；第三，一个学生一个选题，每个选题必须 

是源自于教师在研的科研项目，并为新题或改进 

题。 

教师在整个毕业论文指导过程中采取周汇报 

制，实行全程指导，不断向学生传授科研理念、科 

研文化、科研方法、科研精神和价值，让学生从科 

研选题、文献调研、研究方案设计与实施、数据处 

理、结果分析讨论、论文撰写、论文答辩等各个环 

节得到一次较为全面的科学研究思维和方法的训 

练，为今后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走上工作岗位奠 

定良好的基础。2008 届和 2010 届毕业生各有 1 篇 

论文发表于 Sensors  and  Actuators  B：Chemical 和 
Chromatographia 杂志，并分别荣获了 2010 年湖北 

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和  2011 年湖北省大 

学生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四、结论 

经过从2006~2011年的科研训练探索， 我院428 
名毕业生中共获得湖北省优秀学士论文  29 项，本 

科生发表学术论文 15篇，其中 SCI 2 篇，核心期刊 

论文 4 篇，国际国内会议论文 7 篇；获湖北省大学 

生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3 项，获武汉 

大学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1 项；本科生获批 

发明专利 2项。 

总之，经过多年的创新实践教育探索，我院教 

职工已全面树立了培养创新人才的教育理念；教学 

过程中，在加强基础理论知识传授的同时，将培养 

大学生创新思维的内容逐步融入到课堂教学环节， 

将提高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内容贯穿到实验教 

学环节；打通实验教学中心各实验室之间壁垒，建 

立实验教学综合平台，打通教学与科研之间壁垒， 

建立科研训练平台；大力倡导和组织学生参与多种 

形式的科研训练活动，培养学生独立分析、思考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团队协作精神和严谨求实的 

学术作风，全面提高学生的科研素质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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