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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科研能力训练的问题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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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科学研究实质性地纳入教学过程，实现优势科研成果和科研资源向教学的转化，达到高等学校教

学与科研的完美有机结合，实现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培养。本文初步讨论了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的现状、理念

以及本科生科研训练计划对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培养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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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国家对

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越来越重视。创新型本科生教

育注重学生的探索意识、科研能力和创新意识的

培养。要给本科生提供更多的训练培训机会，以

期尽早进入科学领域，接触学科的前沿，了解学

科的发展动态，培养学生探索创新能力 [1-2]。高等

教育能否培养出一批真正具有探索意识、科研能

力和创新精神的一流人才，将直接关系到我国人

才素质教育全面推进，关系到科学技术能否在更

高的层次上取得进展，乃至于祖国现代化建设的

兴衰成败 [3-4]。

一、本科生科研能力训练的现状

20 世纪 90 年代初，教育部与国家基金委共同

建立了“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

基地”。基地建立以后，极大地推动了研究型、创

新型高等教育教学的改革与发展。一批大学，尤

其是一些知名大学，教学基本条件和实验设备条

件明显改善。同时，由于科研项目和经费的扩增，

实验室条件大为改善，已经有一批本科生得以与

研究生一道参与课题研究。开放实验室经验较普

遍推行，学生课外科研活动也非常活跃，各校在

学生科研能力训练方面已取得了一些初步经验，

探索到一些初步规律 [1-6]。

但是，在如何把本科人才培养成高素质的创

新型人才，以及如何更为有效的实施本科生科研

能力培训、提高科学素养方面，我们目前仍然还

没有一个成熟的、统一可行的实施模式。这是一

个需要不断研讨的任务，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

这里既有思想观念和精神意识层次的熏陶，也有

科技知识和实际能力层面的训练。比如，确立唯

物主义的世界观，反对愚昧迷信，提倡科学态度，

发扬科学精神；增加当代科技知识，培养理性思

维和定量分析的能力。这些对提高学生科研素质

有重要意义。但是，通过什么样的教学形式与方

式来达到目标，是值得思考和探讨的。通过开设

研究性课程，还是利用第二课堂—讲座、课外

习作、社会实践社团活动、科研小课题的实际实

施等？若要开设研究性课程，开什么样的课，怎

样开课，怎样进行研究性教学，都是需要研究的

问题 [7-9]。

总之，新形势给我们提出的新要求、新任务

可以归结为四个字：深化、拓宽。深化，就是要

进一步深入探索培养专业拔尖创新人才的规律和

经验；拓宽，就是要扩展高等教育的观念，把高

等学校自然科学基础教学的任务揽过来。为此，

我们必须进行新的思考和探索。我们现在处在高

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大好时机，我们应当把握住

这个机遇，把高等教育促上去，为我国科学技术

的跨越式发展，为本科生创新能力的提高做出我

们应有的贡献。

二、本科学生科研能力训练的发展趋势

统计结果表明，在美国 3500多所高等院校中，

大约有 125 所研究型大学，只占总数的 3%，这些

研究型大学科学研究优先，研究实力强大，研究

教育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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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和博士后的数量远超其他类型院校。研究型大学

独特之处也决定了研究型大学的本科生教育特点：

研究型大学本科生教育应具有一种教学与研究相

结合的氛围，教师和学生都是其中的学习者和研

究者，在教学过程中通过优化课程结构建立一种

基于研究探索的学习模式，教师和学生的相互交

流和合作促进学术和智力环境的健康发展 [1-5]。

国内部分高校在培养大学生科研能力上已取

得了一些初步成功经验。近年来，国内清华大学、

浙江大学、西北大学、南京大学等重点高校，在

本科生教育中开展的“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学

生科研能力培训课题研究计划”，经过多年的实践

证明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培养和提高学生科学素养

和科研能力的方法和载体。出发点在于充分利用

学校综合教学资源和雄厚的科研实力，给学生提

供更多的科研训练空间和平台，把学生从“以教

师为中心”的管理模式转化为“学生自主个性发

展”的管理模式。提供给学生科研训练机会，使学

生深入科研与创新的过程，去了解科研的基本理

论和实验技能与方法等，激发他们对科学研究的

兴趣 [6-9]。

目前，随着教育部“大学生创新计划”的推行

和实施，国内开展学生科研训练的高校越来越多，

其实施方法也大体相同。如清华大学、浙江大学

最早分别于 1996 年、1998 年就开始实施，每年一

期，在教师指导下，以学生为主体开展科研训练。

实施方法：学校建立组织机构，制订工作职责，

成立专门的校、院系两级指导工作组，负责项目

的整体规划，并制定了项目审查、验收、评价等

相关标准和规范；教务处对项目实施制订有关政

策、条例、管理目标、工作程序等，确保研究性

教学改革的组织与实施 [6-9]。

学生科研能力培训计划的实施，使学生的科

研素质和能力得到锻炼和提高，学生的学习由被

动变为主动，提高了多方面的能力，如查阅文献

资料的能力、实践操作能力、学习能力、研究能

力、创新能力等，开阔了视野，完善了自己的知

识结构，意志力也得到了磨炼。并使大学生有更

多的时间和机会与导师、博士生、硕士生接触，

在这样充满学术氛围的研究集体中，大学生的个

性品质得到了锻炼，对科学研究的态度、对工作

的认真踏实作风、对事业的敬业精神、对他人和

社会的责任感等方面都得到了培养和提高。另一

方面是教师的教育观念得到了转变。通过本科生

科研能力培训计划的实施，学校教师的教育理念

和对人才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认识，对能力培养和

推进科学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进一步

提高，“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观念进一

步增强，对完善人才培养模式和加强教学与科研

相结合、推进学生科研训练、培养学生创新精神

和实践动手能力更为关注 [6-9]。

三、本科学生科研能力训练计划实施的目标

定位

我国高等教育的核心是要为我国社会主义建

设培养出一批献身事业，富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优

秀人才 , 经过本科阶段的培养，使学生牢固树立热

爱祖国，献身事业的坚强信念，具有扎实的基础理

论知识，宽广的知识面和合理的知识结构，较强的

获取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的中坚力量。在教学实践中如何实现这一目

标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因此，我们应该始终把教育

学生树立远大理想，热爱祖国，热爱专业，献身事

业，报效祖国，不断提高创新能力作为素质教育的

重中之重一抓到底。为了进一步加强本科学生实践

能力、科学研究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将

科学研究实质性地纳入教学过程，我们必须对其规

律进行努力的探索。我们认为，当前本科学生科研

能力培训计划实施的目标应该是：强化学生的开拓

精神和创新意识，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创业精神

和实践能力，使其尽早参与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

社会实践等课外学术科技活动，并得到基本的科研

训练，在此过程中探索 21 世纪创新型一流人才培

养模式与规律。

四、本科学生科研能力训练计划应解决的主

要问题

（1）如何正确处理科研与教学的关系 , 将科学

研究实质性地纳入教学过程 , 使科研成果有效地

转化为教育资源。

（2）高等教育应具有一种教学与探索相结合

的氛围，教师和学生都是其中的学习者和探索者，

如何在教学过程中通过优化课程结构、设立科研

小课题而建立一种基于研究探索的学习模式乃是

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3）教师和学生的相互交流和合作将大大促进

学术和智力环境的健康发展，如何有效地建立“教

师—研究生—本科生”学术群体，是另一个值得探

索的重要课题。

总之，我国高等教育应该对本科生能力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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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Refl ections on the Training of Undergraduates’ 
Scientifi c Research Ability  

LAI  Shao-cong,  HE Xiang,  HUA Hong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To incorporate scientific research into the teaching process to fulfill conversion of competitive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scientifi c resources towards teaching, and to realize combination of teaching and scientifi c research, we can  realize 
innovation talents train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ere we present some discussions and refl ection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training of undergraduates’scientifi c research ability, as well as its promotion role in the high-quality innovative talents training.
Key words: undergraduates; scientifi c research ability; innovation talents 

给予足够的重视。目前，国内部分高校在本科生

科研能力培训方面已经先行一步，并取得了一些

初步的经验。但是，如何把这些规律和经验用实、

用足，还有哪些新的东西需要摸索，有待进一步

的努力探索。这方面的任务将是国家赋予高等教

育的中坚，我们务必切实做好，以提高中国的科

学技术地位，为世界文明做出新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