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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基础》课程建设对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 的几点启示 

刘齐军，柳 珑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 什么是拔尖创新人才和怎样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是当前教育界重点研究的两个问题。本文从生 

物学基础公共课程的建设出发，深入分析了拔尖创新人才的内涵，给出了该课程的建设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 

关系，从创新意识的养成、创新精神的培养和创新能力的提高等几个方面提出了一些生物学基础课程中应注意 

的问题，对如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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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Views on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on—major Course“Essentials of Biology” 

LIU Qi—jun，LIU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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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What is innovative talent?’’and“How do we cultivate innovatiVe talents?”a two key problems for 

educators．Here。we explain from the~msl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on—major course“Essentials of Biology”．We 

analyse the connotation of the innovative talent，and then point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tlrse construc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the talent．Fu~hermom，We p nt out the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in nurturance of 

innovative consciousness，the training of inn ovative quality and improvement of innovative capacity，which call be used as 

referenc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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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确立了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提出了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要求。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涉及 

整个教育体系的问题。目前，教育部门已就基础学科的拔 

尖创新人才培养开展筹备工作，选择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等十多所大学的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和生物学五个 

学科率先试点，力图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有所突破。 

在试点的五大基础学科中，生物学是一个既古老又新 

型的学科，其研究热度最高，当前有待解决的科学问题也 

远远超过了其他学科⋯ (1998年我国118位科学家系统提 

出的100个科学难题中，生物学领域的问题共44个)，俨 

然已经成为自然科学的前沿学科。因此，新时代拔尖创新 

人才不能不了解生物学基础知识，同时，考虑在该领域中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模式与方法有利于为其他领域提供强 

有力的支持和借鉴，有利于高等教育工作者更加深刻、具 

体地理解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工作的内涵和意义。 

根据国家科学技术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军队重大需求， 

围绕学校创建具有我军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基于 

“只有在基础学科上突破，才能掌握关键技术，也才能推动 

原始创新”的理念，生物学科建设是我校学科建设中重要 

的组成部分，是完善理科学科群的一项重要的举措，是培 

育创新性人才必需的一环。在学科建设中，本科层次专门 

人才的培养，是高等学校学科、专业建设的重要内容，也 

是拔尖创新人才孕育的摇篮，不仅如此，它还为高层次生 

物学科研人才的选拔提供储备。 

《生物学基础》课程承接普通高中生物学知识，为本 

科毕业学员提供更深入、更全面、更新的研究成果和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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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常识。通过该课程的讲授和训练，不仅要掌握生物学基 

本的知识体系，还应该具有文献查询能力，生物学论文研 

究成果、方法等的阅读和理解能力，初步的写作能力等综 

合素质，为以后参与国防与军事应用中生物学相关的工作 

做出更大、更突出的贡献。 

二、拔尖创新人才的内涵 

近年来，我国教育界在创新人才的基础上提出了拔尖 

创新人才的概念。我们认为，理解拔尖创新人才的概念， 

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拔尖创新人才首先一定是创新人才。我 国的 

“985”高校以向世界一流大学冲击为目标，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则是人才培养的具体要求。 “拔尖”的概念表明，该 

类人才来自于创新人才，是创新人才中的佼佼者。然而， 

这两个概念也存在明显的不同。我们认为，创新人才是针 

对大众化的培养目标，高等教育应该更加注重整个大学生 

群体甚至整个社会的创新思维和能力，努力构建创新型社 

会。实际上，创新型社会人才队伍中，也一定要有合理的 

梯度结构，拔尖创新人才即为各个领域 (或学科)内的带 

头人，其综合素质和能力有更高的要求。教育部高等教育 

司司长张大良2010年3月在教育部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出， 

要从学生的遴选上进行制度改革，将优秀的学生选人拔尖 

创新人才培养计划中，充分体现了 “拔尖”的概念。 

(2)拔尖创新人才应具备强烈的创新意识。作为各个 

领域内的领军人物，拔尖创新人才肩负着一个领域的未来 

发展，势必应该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具体表现在对待创 

新问题的敏锐性和对待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各种工程 

领域的好奇心和梦想。以自然科学研究为例，多少次伟大 

的发现都来源于对问题的敏锐察觉，又有多少次擦肩而过 

的成就与科学家洞察力的小小失误紧密相关。 

(3)拔尖创新人才应具有良好的创新精神。拔尖创新 

人才只有创新意识还是远远不够的，要想在各自领域内有 

大成就，就必须具有刻苦钻研的精神；批判和怀疑的精神； 

严谨的治学精神；团队协作精神。 

(4)拔尖创新人才的创新能力应十分突出。是否能做 

出创新型的成果，创新意识和精神最终落到实处是创新能 

力，包括知识获取能力、知识体系构建能力、知识交叉融 

合能力、提出问题的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 

能力、交流表达能力等。 

(5)拔尖创新人才是全面发展、综合素质超强的人 

才。除了以上意识、精神和能力，拔尖创新人才还需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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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的可以学，给学生提供自由选择的机会。 

良好的个性品质对于拔尖创新人才也是非常重要的， 

创新之路是艰苦的，是需要不断奉献的，大多情况下是长 

期的，没有良好的人文素质修养难以有所成就。 

总而言之，拔尖创新人才一定是具备强烈的创新意识， 

良好的创新精神，综合素质非常强，创新能力突出的新世 

纪人才。 

三、生物学基础课程建设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满足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对人才知识结构的要求， 

《生物学基础》课程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我们认为，全 

体本科生都学习生物学基础知识，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益处： 

首先，拔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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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基础课程的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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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尖创新人才。 

生物学是一个前沿学科，是21世纪自然科学发展新的 

增长点。在生物学科中，生物学基础是大学本科非生物专 

业最基本、包含专业知识最多的一门学科，该课程的建设 

与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工作密切相关。 

(一)创新意识的养成 

生命是自然界最复杂的系统之一，人类对生命体、生 

命活动的掌握还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存在大量的 (甚至 

当前情况下都无法估计的)问题等待科学家们去发掘、研 

究和解决。在生命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尤其需要创新 

意识，要有敏锐的观察力、分析能力、综合比较能力和假 

设验证能力 (后三者为创新能力范畴)。 

作为最基础的入门课程，《生物学基础》担负着将未 

来的拔尖创新人才带人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的重任，对创新 

意识的影响不可忽视。为了培养具有敏锐创新意识和对事 

物具有好奇心的创新人才，我们对该课程建设有以下几点 

建议：(1)教材选用要十分注意。教材的选用关系到学生 

学习生物学的学习质量、兴趣和效果，甚至关系到他们对 

整个生物学的理解，因此我们应该选择版次新、内容全、 

知识点深人浅出、表现形式直观 (例如多用彩色插图)的 

教科书； (2)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在知识讲解过程 

中，应该注重解释各种创新性发现的来龙去脉，不要让学 

生感觉到各个伟大的发现是偶然的、碰运气的，其实，一 

切创新性成果都是非常自然的过程，科学发现并不遥不可 

及，只要我们有敏锐的洞察力；(3)授课课件、课堂讲授 

要生动，利于培养学生对生物学问题的好奇心，从而树立 

拔尖创新人才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梦想和追求。 

(二)创新精神培养 

创新意识是在潜移默化中养成的，而创新精神则带有 

更多的主观意愿，是人才对各种工作原则的坚持以致最终 

形成的个人品质。 

鉴于生命体和生命活动的复杂性，生物学研究需要大 

量的实验和分析工作，这就要求研究人员具备刻苦钻研的 

精神，为各种生命过程的解析付出更多的、艰辛的劳动。 

通过生物学基础课程对各个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中科学家的 

钻研过程的讲解，培养各方面 (不仅是学术上的)创新人 

才的刻苦钻研精神。 

与其他自然科学研究方向一样，批判和怀疑的精神在 

生物学研究中也大量存在。因此，在生物学基础课程中讲 

授各个生命研究的发现都是建立在对前人工作的怀疑之上 

的相关内容，有利于激发学生该方面的品质。在表现形式 

上，我们可以在课堂上请学生陈述对某些已被否认假设的 

看法，也可以对最新的科研成果进行分析以期发现其中的 

问题，以此达到对学生进行批判和怀疑精神的训练。这些 

方式还可以作为成绩考核的内容之一。 

严谨、周密的分析问题方法在生命科学研究中随处可 

见，每一个生物学发现的产生过程都是异常严谨的。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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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个知识点来龙去脉的讲解，不仅可以潜移默化地培养 

创新人才的敏感洞察意识 (上-／b节中提到的)，更能说 

明创新过程所应具有的严谨治学 (或治事)精神。另外， 

我们还应该在培养机制上进行改革，在一定比例的学生中 

实施导师制度，给拔尖创新人才选择导师的机会，将优秀 

导师的严谨治学精神 (也包含其他精神)传承下去。 

近年来，诺贝尔奖越来越倾向于由多人分享一个奖项， 

这说明了创新精神中团队协作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生物学是一个体系庞大、涵盖知识面宽的学科，其科学研 

究更需要团队的力量。因此，在生物学基础课程中，培养 

团队协作精神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学生们可以通过组成 

兴趣小组共同完成一项个人难以完成的任务，通过适当的 

分工合作机制达到培养创新人才的团队协作精神。 

(三)创新能力的提高 

全面发展的拔尖创新人才，除了具备强烈的创新意识 

和良好的创新精神以外，一定要有全面的创新能力。 

1、知识获取能 力 

在当前知识爆炸的局面下，新的知识层出不穷， “灌 

输”式教学无法培育出创新型人才，传授的知识永远滞后 

于科学发展。“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高校教育应该更 

多地关注学生的知识获取能力。生物学基础课程正好是一 

门优越的锻炼知识获取能力的课程，我们可以通过讲授信 

息查询技巧、指定待查作业考核学生的知识获取程度等方 

法对创新人才进行知识获取能力的培养。 

2、知识体系构建能力 

知识体系由知识领域、知识单元和知识点三个层次组 

成。一个知识领域可以分解成若干个知识单元，一个知识 

单元又包括若干个知识点。在前面部分中，我们已经提到， 

生物学知识是非常宽泛的，完全理解各个详细的信息是近 

乎不现实的。因此 ，学生最重要的学习内容是建立知识体 

系。如何教授学生使其建立该体系呢?这是教员需要考虑 

的首要问题，一个方案是：首先介绍知识体系框架，然后 

对其中重要的知识点进行详细的授课 ，最后跳出该细节内 

容，将重要的知识点串联起来，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以 

点带面的方式为学生知识体系建立一个直观的印象。结合 

知识获取能力，拔尖创新人才应该具备构建知识体系并根 

据知识体系中知识点获取相关领域中的详细知识的能力， 

完成自主学习的全过程。 

3、知识交叉融合能力 

创新是一个利用已有知识进行新知识的创造活动，因 

此知识之间的交叉融合在创新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虽 

然 《生物学基础》课程仅仅是一门课，但其包含了生物学 

所有的相关知识领域，是一个大综合，包含了基础生物化 

学，细胞生物学，遗传学，发育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 

微生物学、免疫学和生物技术等。充分理解这些二级学科 

之间的关系，用知识点将它们融合起来，以期在生物学研 

究中交叉运用，从实践中提高拔尖创新人才的知识交叉融 

合能力，例如生物学与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知识交叉。 

4、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到最终解决问题是创新实践活动 

中最主体的部分，这三个方面的能力直接关系到创新成果 

的产出与否。生物学的发展史就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过程。当前，该领域中有大量的问题有待人们 

去发现，利用超强的洞察力 (创新意识)和合理的怀疑精 

神，拔尖创新人才应该具备提出问题的能力。在课程实施 

中，该方面能力可以结合创新意识的养成和怀疑精神的培 

养制定合理的授课方式和内容来得以提高。 

相比于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任务就更加具体 
一 些。综合运用各种学科知识，不断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 

演绎和归纳这两种主要的分析问题方法，并提高实践动手 

能力，建立创新活动的一般步骤和流程。 

5、交流表达能力 

创新活动绝不是 “闭门造车”，而且越来越讲究团队 

的合作，这就为拔尖创新人才提出了另外一个能力的要求 
— — 交流表达能力。该能力不仅有利于将自己的成果推广 

出去，而且还有利于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分享得到更好 

的创新方法 ，甚至找到更有意义的问题或者提高知识的交 

叉运用进而解决现有的问题。在创新人才的培养中，该方 

面的能力培训也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可以通过邀请各学生 

兴趣小组做关于某个问题或研究方向课堂学术报告的形式， 

集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知识获取能力、团队协作精神和表达 

交流能力于一体。 

(四)创新人才的 “拔尖”培养 

不是所有的创新人才都是拔尖的，因此在培养创新人 

才的同时还需要在教学制度、内容上为优秀人才的 “冒 

尖”服务。这就需要教育管理部门设计更灵活、体现学生 

自主性的制度。例如在 《生物学基础》 中，我们不仅要制 

定适用于普通创新人才的教学措施，还要制定一套更有益 

于提高其中拔尖创新人才的教学方法，让那些在教学过程 

中表现出的拔尖人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培养和提高。 

四、结束语 

拔尖创新人才的内涵丰富，其培养过程是一项长期的、 

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创新意识的养成、创新精神的培 

养和创新能力的提高等方面的众多内容。作为全校的公共 

课程，也作为理科学科群中生物学部分的基础综合课程， 

《生物学基础》课程建设与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密切相关。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需要在教学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和教学评估体系中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改革，按照培养科学 

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实施，为培养生物学领域中拔尖 

的、符合国家科技发展要求和国防建设需要的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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