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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校生物实验教学与学员创新能力培养 

李韵秋，朱凌云，张东裔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 宄竞什么是仓】新能力?创新能力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或者手段得到培养及加强?创新能力如何 

反映到学员培养的实践中?本文从创新能力的内涵出发，探索生物实验教学与创新能力培养间的内在规律，进 
一 步提升军校生物学科实验建设的水平、更好地服务于国防科技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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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ideration on Teaching Biological Experimentation in the Military 

University and the Cultivation of the Cadets’Innovative Capacity 

LI Yun—qiu，ZHU Ling—yun，ZHANG Dong—yi 

(College ofScience，National University ofDefense Technology，Changsha 410073，China) 

Abstract：What does the innovative capacity mean．'?How to cultivate and strengthen it?How does it show in the 

students’cultivation?We try to explore the intrinsic relation between the teaching of biological experimentation an d the 

cultivation of Inn ovative capacit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biological experimentation and better serve the 

cultivation of personnel for national defense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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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务之一。我国的 

高等院校在经历了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迅速扩 

张后，在办学规模、毕业生数量等量化指标上已经 

接近甚至超越了西方科技发达国家。然而，数量的 

增长并没有改变我国在人才培养质量方面与国外的 

差距。与国外高等学校相比较，我国高校毕业生的 

整体竞争力明显不足，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在于所 

培养的毕业生在创新能力方面的明显缺乏，创新人 

才的缺失。钱学森先生曾经如此评论过我国人才培 

养的现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 

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 

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 

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 

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钱老的思 

考，既谈及了中国传统教育理念给现代人才培养观 

念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更涉及到一个目前得到国家 

高度重视的问题，即如何培养创新人才，如何提高 

创新人才的质量? 

实验教学是高等学校整个教学过程的重要组成 

部分，直接影响学生的综合素质与能力的培养，其 

基本任务是向学生传授实验技术理论，培养学生的 

观察动手能力、分析问题能力以及创新能力，使学 

生养成理论联系实际、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生命 

科学是一门实验陛科学，在生命科学领域几乎所有 

的新发现都来自实验研究。生物学基础课程需要结 

合实验课程，才能真正让学生了解生物学知识的真 

实面目。国内很多一流高校都在非生物专业开设了 

与生命科学理论课相配套的实践课程。生物实验教 

学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军校学员的实践能力和 

创新能力的培养，关系到学员知识体系的构建。 

二、生物学实验与创新人才培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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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新人才的涵义 

创新人才应该是全面发展、综合素质超强的人 

才，需要有良好的多学科基础知识，为学科交叉奠 

定基础。早在1989年，南京大学就开始实施 “大 

理科”人才培养模式，如：开设生物学课程，生 

命科学、化学专业的学生可以学，物理、天文专业 

的学生可以学，给学生提供自由选择的机会。 

(二)生物学实验对创新人才培养的益处 

20世纪5O年代以来，以分子生物学为代表的 

现代生命科学的迅速发展，使得生物学成为21世 

纪最为活跃的学科领域之一。生物学的理论和技术 

成果，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得到 日益广泛的应用， 

生物学知识已经成为现代科技创新人才知识体系不 

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首先，创新人才是知识面广、 

基础扎实的人才，·生物学是学科基础之一；其次， 

生物学教学可以提供生物学科研思路，启发学生的 

科研能力和素质培养；最后，促进交叉学科融合， 

拓宽学生发展方向。生物学的讲授为具有该方面兴 

趣爱好的创新人才提供机会，经过创新的机制将其 

培养成相关领域的创新人才。 

而科学的精髓是实践。通过实验，把实验操作 

和理论的学习结合起来，不仅能够培养学员的观察 

能力、动手能力，以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同时还能培养和增进学员对生物学科 

乃至自然科学的兴趣。 

三、目前高校生物学实验教学中存在的 

问题 

国内对于实验教学的研究日趋激烈，根据 

CNKI数据库检索的结果，1997年至2009年期间， 

以 “实验教学”为关键词的学术论文数量达到三 

万篇以上，但是其中生物学实验教学相关的文章几 

乎为零。而在众多实验教学的研究中，绝大部分是 

单纯站在实验的角度来探讨实验中诸如实验器材老 

化，实验室管理制度不合理，实验教学方法不先进 

等问题，停留在表面研究，而未从创新人才的能力 

构成、培养理念上设计和构建生物学实验课程体 

系。 

(一)生物学实验教学体系缺乏层次性和系统 

性 

现行生物实践教学主要是常规的验证性实验， 

不能够体现实验课程设置的新颖性、现实性、系统 

性、连贯性、综合性和层次性的原则。随着学科的 

发展，当前生物基础课程内容已经广泛覆盖包括生 

物、医药、农学、畜牧、水产等多个领域，而与之 

配套的生物实践教学设计上过于单一，学员对生命 

现象缺乏整体和系统认识，对模式生物、基因组与 

生物信息学等生命科学的前沿发展缺乏了解，已经 

无法适应社会对学员实践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的要 

求。 

(二)生物学实验教学理念陈旧 

传统的生物实验教学理念是依附于理论教学 

的，对于实验课程体系的设计主要参考理论书本知 

识，学员大多已经知道最后的结论，所以实践性不 

强，只能达到学员动手能力的培养，深层次的挖掘 

学员思考问题能力和创新能力没有作用。 

传统的生物实验教学中，老师是主体，学员简 

单的模仿，极为被动。按照现有的实验教材，在老 

师的指导下，学员自己动手，完成预期的实验结 

果。此过程中，未锻炼学员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没有达到学员创新能力的培养。 

四、构建生物学实验教学创新体系的指 

导思想和基本思路 

(一)构建生物学实验创新体系的指导思想 

实验教学体系的改革与创新必须以培养具有创 

新能力的人才为目标和指导思想，强调以学生为主 

体，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在 

构建新的实验教学体系的时候，首先应该转变教育 

思想和教育观念。具体来说就是要逐步实现由专业 

对口教育向通识素质教育、由注重知识传授向注重 

创新能力培养、由注重共性教育向注重个性教育、 

由注重学科理论教学系统性向注重理论应用综合性 

的转变。 

(二)构建生物学实验教学创新体系的基本思 

路 

要按照学员创新能力形成的规律来建立实验体 

系。通过 “知识的掌握与深化——基本实验能力 

的形成— 创新精神的培养”来逐步实现由理论 

到实际的过渡，促进知识、能力的协调发展与提 

高。通过改革实验室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加强实 

验室技术队伍的建设，改革实验教学内容方法和手 

段，通过对生物实践教学体系的课程设置，质量评 

价体系及激励机制的构建与优化，循序渐进地使学 

生得到系统的科学训练，从而使学生由 “被动式” 

实验变为 “主动探索式”学习，可有效激发学生 

探究生命科学知识的兴趣和积极性，而且让他们强 

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得到满足，敏锐的洞察力和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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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想象力得到发挥，创新能力得到提高。 

五、构建生物实验教学创新体系的方法 

(一)建设基础生物实验平台 

主要针对非生物专业的学员，以达到通识教育 

的结果。了解有害的微生物和动植物、了解可利用 

的生物资源、了解多发的疾病、了解环境因素对人 

的影响，是每一位学员必须具备的常识，以应付复 

杂多变的战场环境和基本人员防护保障。 

(二)建设综合生物实验平台 

主要针对对生物学科有兴趣的学员，以达到生 

物学或者涉及生物学交叉学科专业教育的效果。通 

过综合生物实验，加深学员对生物学知识的感性认 

识，促进学员掌握传统的和现代的生命科学研究手 

段，通过实验教学，促进学员对生物学理论和原理 

的理解和掌握，培养学员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 

通过观察性实验从宏观、微观等不同尺度向学 

员展示多姿多彩的生物世界，通过验证性实验指导 

学员了解动、植物及微生物基本结构与功能，通过 

综合性实验，让学员从个体、细胞和分子等不同水 

平掌握生命的物质组成和运动规律，从而激发学员 

对生命现象的好奇心和对生命科学的研究兴趣，加 

深学员对生命现象特征与本质的理解。通过观摩式 

实验教学，使得学员对现代生物技术研究手段有直 

观的了解。 

(三)建设创新生物试验平台 

主要针对生物专业学员开设，以达到生物学深 

入研究的目的。通过设计性实验，让部分学员在开 

放性生物技术研究中心运用多种技术手段，通过问 

题凝练、实验设计、具体操作、数据分析和处理等 

过程，发现、分析和解决生物学问题，增强学员的 

自主创新能力。 

六、结束语 

江泽民同志 1995年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指 

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 

达的不竭动力。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 

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一个 

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 

林。”而胡锦涛总书记在 2010年的全国人才工作 

会议上强调：到 2020年培养规模宏大素质优良人 

才队伍，为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人才 

基础。两代领导人都提出了培养创新人才对国家发 

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国要到 2050年左右 

赶上或超过世界发达国家，成为具有高度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数量庞大 

的创新人才。世界环境复杂多变，全球局势动荡不 

稳，急需大量的创新国防人才。生命科学处于21 

世纪 自然科学的前沿，正在成为发展最快、应用最 

广、潜力最大、竞争最为激烈的科学领域，也是最 

有希望孕育关键性突破的学科之一。知识全面、创 

新能力突出的综合科技人才是时代对人才的要求， 

生命科学素养已成为新世纪人才科学素质结构中不 

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实际出发，围绕国家和军队 

的目标，结合管理体制改革，本着资源共享、优化 

配置、集约化管理的原则将生物学实验室建设成环 

境安全、总体布局合理、多功能、多层次、高水 

平、高效益、开放式的实验室体系；加强实验队伍 

建设，建立实验技术人员的学习培训机制；加大实 

验教学改革力度，从实验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 

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上突破传统的模式，形成以培养 

学员的创新意识、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为主线的实 

验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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