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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科研公共服务体系在高年级本科生和 

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中的作用 

陶俊勇，任志乾，蒋 瑜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 本文针对我校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中创新思维与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要求，探讨了如 

何充分发挥我校科研公共服务体系在交叉学科领域的科研优势，利用科研公共服务体系的优势资源积极开展高 

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为综合高效利用学校公共科研资源开展创新科研，以及学 

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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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nction of the Public Research Service System of NUDT in the Innovative and 

Practice Ability Training of the senior Undergraduates and the Graduates 

TA0 Jun—Yong，REN Zhi—Qian，JLANG Yu 

(College ofMechatronicEngineering andAutomation，NUDT，Changsha410073，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demands of innovative and practice ability for the senior undergraduates and the graduate 

students， this paper an alyzes the function of public research service system in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Then the concrete idea and suggestions ale put forward to use the advantages of public rlesear℃h service system 

for promoting the innovation and practice ability of the senior undergraduates and the graduate students．Consequently，the 

l-eseal℃h results provide the beneficial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the inn ovative research and students’ innovative ability 

based on the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public research service system in the un 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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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随着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目标的提出，我国研究生教 

育越来越强调创新思维与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各高等院 

校分别有针对性地建设了若干个面向高年级本科生与研究 

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培养基地。我校也不例外，先后成立了 

机器人技术创新实验基地、电子技术创新实践基地、物理 

创新实践基地、数学建模创新实践基地等高年级本科生创 

新实践平台。我校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则主 

要依托各学科方向进行 ，这些基地在我校学生创新思维和 

创新实践能力培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在近年来全国 

举办的各类大学生知识与实践能力大赛中取得了显著的成 

绩，但仍不能满足全校广大学生在创新实践能力培养方面 

的需要。同时，随着学校高水平科研项 目和重点型号研制 

任务的不断增加，学校在 “十五”、“十一五”期间分别有 

针对性地重点建设了四个科研公共服务体系，即质量与可 

靠性保障中心、物质与材料科学实验中心、信息科学与技 

术综合实验中心、高性能计算应用研究中心，这些研究中 

心汇聚了学校公共科研的优势资源并涉及多个交叉学科领 

域，是面向全校科研服务和交叉学科领域研究的公共科研 

创新与服务平台。 

因此，为更好地满足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创新思维 

与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的需求，如何充分发挥我校科研公共 

服务体系的作用，将高水平科研项目研究和学生创新实践 

能力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以便形成校科研公共服务体系、 

本科生创新实践基地、三室一队的不同层次的高年级本科 

生和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体系成为我们急需思考的问 

题。本文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为综合高效地 

利用学校公共科研资源开展创新科研与高年级本科生和研 

究生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提供了借鉴。 

二、依托科研公共服务体系加强我校学生创新 

思维与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 

(一)依托科研公共服务体系指导本科优异生和高年 

级本科生毕业设计 

为进一步落实个性化培养方案，我校实施了本科优异 

[收稿日期】 2011-03-29 

【作者简介] 陶俊勇 (1969一)，男，河北沧州人，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副教授
， 博士。硕士生导师。 



106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2011年第4期 (总第 164期) 

生培养计划，即从大学二年级以上本科生中遴选学习成绩 

优异、综合素质全面的优异生进行导师一对一的培养 ，并 

在优异生培养中保持较高的淘汰率，使得这些学生在本科 

阶段就能够参与科研工作，为其进一步深造奠定基础。因 

此，在优异生培养过程中选择适合他们的科研课题至关重 

要。课题难度太大会导致优异生压力过大，既不利于课题 

研究也必将影响其正常的课程学 习；难度太小又达不到锻 

炼他们科研能力的 目的。由于本科生优异生还处于基础课 

程学习阶段，他们还没掌握从事科研工作的具体方法，也 

缺乏科研工作经验，因此本科优异生选题应更多地体现在 

开拓科研思路、锻炼科研能力方面，同时应尽可能地涉及 

多学科，而不局限于优异生所学专业方向，以便引导他们 

从多学科的角度处理问题 ，启发优异生的创新思维意识， 

培养他们的创新实践能力。 

校科研公共服务体系的职能之一是为全校科研和型号 

任务提供技术服务 ，其中部分任务介于科研课题与工程应 

用之间，这些任务的难度和工作量不足以支撑研究生的科 

研工作，但却十分适合本科优异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的毕业 

设计。同时科研公共服务体系 目前也处于不断完善中，其 

中的许多工作也很适合作为本科优异生和高年级本科的毕 

业课题，如学校 “质量与可靠性保障中心”从事的新型可 

靠性强化试验设备设计研发，其 中试验箱箱体设计、激振 

源气路设计、系统温湿度振动控制软件设计等工作较适合 

本科毕业设计选题 ，并涉及到多个学科。但 由于科研公共 

服务体系隶属于不同学院，导致一些跨专业的毕业设计课 

题往往无人选 ，并且由于科研公共服务体系主要从事科研 

和型号任务 ，在 日常工作中与本科生接触少 ，相互之间缺 

乏经常性的沟通渠道，不利于充分发挥科研公共服务体系 

在本科生培养中的作用。为有效改变目前的现状，可具体 

开展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 

(1)科研公共服务体系自身需对其所承担的科研和试 

验任务进行梳理、分类，筛选出不同类型和难度的课题作 

为本科优异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的毕业选题，充分利用自身 

的科研优势，结合本科生的需求，建立本科生科研工作基 

地 ，为本科生提供一个长期、稳定的开放式科研平台。 

(2)学校主管部门可进一步加强统筹规划，促进相关 

学科的交叉融合，尝试将科研公共服务体系的毕业选题面 

向全校本科生开放，从而充分利用科研公共服务体系交叉 

学科的优势及其所具有的优势科研资源，发挥科研公共服 

务体系在本科生创新思维和创新实践能力培养过程中的平 

台作用。 

(二)依托科研公共服务体系培养研究生创新思维与多 

学科交叉科研能力 

现代产品的技术集成度、系统复杂度急剧上升，其研 

发往往需要不同领域的技术方法，因此多学科交叉已成为 

科学研究的一个必然趋势。任何重大科研成果的取得、重 

点工程型号的完成都不可能是单一学科体系所能够支撑的， 

而是广泛涉及到理学、工程学，甚至哲学等社会科学。为 

顺应这种要求，我校作为研究型大学，在研究生培养中必 

须十分注重提高学生的学科融合意识，培养研究生主动应 

用多学科知识开展科研工作，这也是培养研究生创新思维 

和创新实践能力的基础。 

现代高等院校的教育十分注重以 “学生发展为中心” 

的教育理念，即从学生的心理和兴趣等人性化角度为基本 

出发点，建立起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思想。因此，要使研 

究生在科研工作中体现出创新性，就需要充分调动其主观 

能动性、行为积极性和思维创造性，培养他们的科研兴趣， 

使他们养成主动思考的习惯，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导师的观 

点，这样才能促使学生从多学科的角度、从新的视角思考 

问题和解决问题，不断提高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创新实践能 

力。创新能力是建立在掌握大量的科学知识，以及具有开 

阔的思维能力基础之上的，知识可以通过学习不断地积累， 

而开阔的思维则需要对前人的成果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探究， 

是一个思维升华、推陈出新的过程。 

我校科研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 目标是服务于学校各学 

科方向的科研任务，为学校科研提供多学科交叉融合、开 

放式的科研公共服务平台。如学校的 “质量与可靠性保障 

中心”主要从事装备的环境与可靠性工程领域的教学、科 

研、试验与技术支持工作，其科研涉及到物理学、材料学、 

力学、航空航天、机械工程、电子科学、控制科学等多个 

学科方向；为支持多学科方向的研究与技术服务，中心也 

建成了配套的力学试验环境、气候试验环境、空间试验环 

境以及特殊试验环境 (如盐雾、沙尘、太阳辐射等)，这些 

试验环境本身又提供了机械、航天、电子、控制等多学科 

交叉融合的科研实践平台，为我校研究生的多学科交叉研 

究创造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此外，科研公共服务体系承担 

的课题往往既与工程需求紧密结合，又涉及挑战性的科学 

问题研究 ，这些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往往能激发广大学生 

的探索兴趣和研究热情，而兴趣和热情正是激发学生创新 

欲望的源泉，也是学生主动思考的基础；同时科研公共服 

务体系承担的课题也多具有多学科、交叉课题研究的特点 ， 

不同学科的交叉往往带来不同思维方式和方法结合，其不 

但能开阔学生的视野和见识，也能为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 

新实践能力培养提供支持。但是，目前科研公共服务体系 

在研究生培养中发挥的作用还仅限于所在学院，外院的研 

究生对其缺乏基本的了解，更不用说利用优势科研资源开 

展创新性研究了，难 以有效发挥科研公共服务体系在研究 

条件和环境方面的优势。因此，为进一步发挥科研公共服 

务体系在研究生培养中的作用，可以开展以下几方面的工 

作： 

(1)充分利用科研公共服务体系承担重要科研任务和 

重点型号试验的优势，在相关专业的研究生课堂教学中， 

将其承担的科研与试验任务解密处理后作为研究生的课堂 

教学案例，将多学科解决科研问题的新方法、新思路通过 

教学实践的方式传授给学生，让学生了解科研公共服务体 

系在做什么、怎么做的。使研究生在课程学习时能够更多 

地了解科研公共服务体系的科研情况、设备体系以及所从 

事的相关研究领域。此外，针对感兴趣的问题在教学过程 

中开展课堂讨论，对于科学问题和技术难点，引导学生主 

动思考，逐步培养其对科研的兴趣，激发他们的研究热情。 

(2)充分利用校科研公共服务体系开放式科研平台的 

优势，形成对研究生的定期和不定期开放机制，邀请相关 

学科不同学院的专家教授结合型号背景开展系列专题学术 

讲座，并与研究生进行专题学术研讨与技术交流，加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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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科、不同专业学生之间的交流。使感兴趣的研究生尽 

早对相关学科的研究进展，为研究生后期的论文选题与研 

究提供帮助。 

(3)充分利用科研公共服务系统面向全校科研服务的 

优势，针对部分实践性强、安全性高、易于操作的科研与 

型号试验任务，组织相关学科方向感兴趣的研究生共同参 

与完成这些试验任务。使研究生能够较早地参与相关交叉 

学科的科研实践活动，深入了解相关课题的背景、掌握研 

究方法、激发研究生的创新思维、培养研究生的创新兴趣 

和热情。 

(4)充分利用科研公共服务体系的科研环境与设备体 

系，为不同专业方向的研究生课题提供设备支持与试验服 

务，将其作为培养研究生创新思维和创新实践能力，以及 

研究生开展课题研究的基地。同时，在同一科研平台上不 

断加强不同学科方向研究生科研活动的交流，将研究生课 

题研究中的问题通过不同专业同学的集思广益，从不同的 

学科、不同的专业角度探讨问题 ，启发研究生解决问题的 

新思路、新方法。 

三、科研公共服务体系在我校学生创新思维与 

创新实践能力培养中的自身建设 

科研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之初的定位是服务于全校重要 

科研项目和重大型号任务，由于其承担的科研工作与试验 

任务相当繁重，因此在研究生培养方面的作用尚未形成有 

效的机制，有待进一步加强。为应对科研公共服务体系在 

研究生创新思维和创新实践能力培养方面的新需求，结合 

其自身特点，建议重点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建立科研公共服务体系与学员队之间的联系，形 

成定期的交流机制，建立科研公共服务体系与学生的交流 

直通车。科研公共服务体系应注重自身职能和功能的宣传， 

积极接待新人学研究生参观，向他们介绍科研公共服务体 

系的目标定位、职能任务、设备体系和科研情况等基本信 

息，使新人学的研究生对我校的公共科研资源有一个全面 

清晰的了解。 

(2)加强科研公共服务体系的开放型实验室建设，力 

争面向全校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开放，使学校公共服务 

体系的优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支持学生的新想法、新设 

计的实验验证，充分发挥科研公共服务体系在学生科研素 

养、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培养方面的作用。同时，进一步 

加强科研公共服务体系管理规章制度的建设，避免出现混 

乱现象，干扰科研公共服务体系正常的教学科研工作和试 

验任务。 

(3)加强科研公共服务体系自身的日常性宣传工作。 

借鉴国外相关经验，定期和不定期举办科研公共服务体系 

开放日，在开放 日可安排相关专家教授和研究生展示科研 

成果、进行现场学术交流与讨论，通过这些活动充分体现 

科研公共服务体系的科研能力和科研成果，并了解各方面 

对科研公共服务体系的新需求，以便进一步完善其职能和 

机制。 

(4)充分利用网络等信息化平台建立科研公共服务体 

系网上交流平台。如建立其民网和军网网站，通过网站发 

布科研公共服务体系概况、设备介绍、研究领域等公开信 

息，建立研究工作开放式资源库和专题技术论坛。通过科 

研公共服务体系与学生的网上交流平台，可有效促进与相 

关学科领域科技人员的学术探讨和技术交流。 

四、结束语 

我校科研公共服务体系不应仅局限于自身的科研任务 

和试验服务，而应充分发挥其巨大潜能，让我校广大师生 

共享教学科研的优势资源，更多地承担我校高年级本科生 

和研究生创新思维和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的任务。围绕这一 

主题，本文首先探讨了校科研公共服务体系如何结合 自身 

的优势，在本科优异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的毕业设计选题、 

研究生的多学科交叉课题研究，以及研究生创新思维和创 

新实践能力培养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其次讨论了为应对 

科研公共服务体系在学生培养中的新职能和新需求，如何 

加强其自身建设，进一步完善科研公共服务体系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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