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８卷第３期
２０１５年９月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３８，Ｎｏ３
Ｓｅｐ２０１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８－１１

基金项目：河北省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课题（ＧＪＸＨ２０１３－１３７）；河北医科大学教育科学研究课题（２０１２ｚｄ－１３）

作者简介：李　昂（１９９３－），男，江苏徐州人。河北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２０１２级预防医学专业本科生。

“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学生自主管理模式

李　昂１，陈雅洁２，詹官凯１，牛玉杰３，郭会彩３

（河北医科大学　１．公共卫生学院；２．基础医学院；
３．卫生毒理学教研室，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１７）

　　摘　要：以学生的视角重新审视 “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中现存的问题，介绍改革设想，

并以研究人员所在小组为例，介绍在实施 “大学生创新实验计划”过程中的思考与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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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背景下，科技创
新力已成为衡量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国家

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明确指出高等教育要深化教学改革，实现创

新型人才的培养目标［１］。为在高校中形成创新氛

围，促进创新文化的发展，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

能力、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２００７年
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提出，支持在校大学生开展

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 （下文简称 “实验”）［２］。

这种以问题和课题为核心的研究性学习和个性化

培养的教学方式，是培养创新人才的有效措施和

重要载体［３］。通过对 “实验”现行的管理模式进

行分析、思考、总结，将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参与

度，激发学生的科研热情，从而进一步落实创新

型人才培养战略。

　　一、“学生自主管理模式”的提出

背景

　　 “实验”在实施之初就已经明确提出：“兴趣

驱动、自主实验、重在过程 ”的原则。这一原则

的最终落脚点是大学生主体性的发展［４］。然而，

我国的 “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尚处于起步阶

段，大部分科研工作都是在教师的主导下进行的，

学生的主体作用尚未完全体现。尽管现阶段该问

题受到了许多学者的重视，但大多停留在教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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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改革的层面，缺乏从学生的视角审视现存问题，

导致改革结果不理想，收效甚微。价值引导方面，

导师过度强调结果的重要性 （如实验成果的好坏、

是否发表论文等），导致学生徒增过多的外在压

力，甚至造成学生的畏难情绪，丧失了对科研本

身的兴趣。

二、“学生自主管理模式”概述

笔者既是本科生，又是 “实验”的直接参与

者，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该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的

现存问题。通过与所在团队和指导教师的沟通、

协商，进行了一系列的管理模式改革，积累了丰

富的改革经验，并从学生的视角提出了优化方向，

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

学生自主管理模式探索》改革方案获得河北省

２０１５年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特等奖。

在该模式下，学生是 “创新实验”的核心，

从课题的选择与申报，到实验的开展均应由学生

承担。学生首先组建科研团队，共同完成实验设

计、实验管理、实验论文撰写等一系列科研活动。

本文以笔者所在课题组为例，介绍我们在该模式

实施过程中的一些心得体会。

（一）申报阶段

１．项目的选题
学生应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现有知识体系，

查阅文献把握学科研究进展，开动脑筋主动参与

到选题过程。导师应从专业层面对项目选题进行

筛选把关，以保障课题的创新性、探索性、可

行性。

２．团队的组建
教研室在２０１４年河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立项

项目 （项目编号：２０１４１００８９０４８，２０１４１００８９０１５，
２０１４１００８９０６４）的实施过程中尝试开展 “学生自

主管理模式”。

笔者所参与的 “萝卜硫素对阿霉素所致心肌氧

化应激的保护作用”为河北省级大学生创新性实

验计划项目，团队成员共计４人，其中大四１人，
大三１人，大二２人。为方便后续管理，团队成员
不宜过多，一般３～５人为宜。同时成员应涵盖多
个年级组别，以保障实验的传承与长期开展。

３．团队的管理理念
先进的管理理念能够使每一位团队成员的能

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团队组建初期，我们并没有急于开展实验，而是

将如何增强团队凝聚力作为第一要务，在这一方

面我们倡导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的团队

精神。通过开展户外的素质拓展以及学习资料共

享等一系列活动，让学生真正认可自己所在的团

队，真正把团队成员当做自己的朋友。这一点对

于后续实验的开展是非常有利的，防止因成员内

部矛盾导致实验无法顺利开展。受传统观念的影

响，很多学生在发现了小组出现的问题后，碍于

面子，不愿意提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团队

的科研能力。因此，在实验项目开展阶段，鼓励

团队的每一个人勇做 “进谏者”，指出实施过程中

的每一个瑕疵，经过内部成员集体的讨论和争辩，

提出解决方案。在学术观点方面，鼓励 “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针对不同的理论和

观点，不论资排辈，均会予以充分的重视，这使

得小组的学术氛围非常浓厚，更是从另一个侧面

提升了团队凝聚力。

４．团队的分工
在团队组建的初期，根据小组成员的知识背

景、个人特点等进行任务分工。其中，主研１名，
主要负责实验开展过程中的整体规划；组织主管１
名，负责与小组成员、指导教师进行沟通协调，

确定每周实验进度安排；实验主管１名，负责安排
小组成员进行动物饲养、试剂配制、材料准备等

工作；教学主管１名，负责确定每周学术研讨会内
容，并组织小组成员积极参加。这样分配的优点

在于每个学生都有一项职责，均作为项目的主人

出现，增强了参与者的责任心和积极性。同时，

这里的项目分工并非仅由一名同学完全独立完成

该项任务，而是要求每一位负责人将任务具体化，

小组成员分工合作，共同完成一项任务。团队分工

可以根据实验进行的实际进展加以调整。

（二）实施阶段

１．规章制度的制定
在科研工作中，严格的实验规章制度是实验

顺利进行的基本保障，它规定了操作者的行为规

范，可以有效地减少实验过程中的人为误差。通

常情况下，实验室的规章制度均是由老师制定而

成的，学生进入实验室之后，刻板的文字描述并

不能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本组的改革当中，

由学生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制定规章制度。例如在

以往的实验中，研究组发现小鼠的垫料对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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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有一定的影响，如果小鼠长期生活在被污染

的环境中，会降低其活跃程度。通过自主文献查

阅和实践后，发现规定小鼠两天换一次垫料，保

证食物和水充足，可以尽量减少无关变量所带来

的误差。虽然这仅是科研中 “微不足道”的一部

分，但对刚刚接触科研的学生来说有助于他们增

加自信、培养科研兴趣。这种通过学生自主探索

来制定实验规章制度的模式，有助于培养学生严

谨的科研态度，增加了他们对这方面知识的理解，

有利于知识的广泛积累；除此之外，由学生亲自

参与到规则的制定中来，保障了规则的严格遵守。

２．实验技能的规范化培训
实验技能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在理解理论内容

的同时一定要掌握操作技能才能保障实验结果的

准确性，因此应对新进实验室的学生进行实验技

能规范化培训。实验室已有实验基础的学生担任

老师的角色，根据导师所制定的实验技能培训标

准对新成员进行规范化培训。除此之外，针对较

难掌握的实验技术 （如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心脏体外灌
流实验），我们录制了微型视频，用简短的时间和

多样的形式，使新成员能够更加直观地掌握。导

师需对视频的品质进行审核和校对，以此来提高

质量。录制结束后，将视频放到网上共享，团队

成员能够随时随地进行自主学习，便于对相关内

容进行探究和复习。

３．实验的准备与开展
国外的本科生创新实验计划非常注重培养学

生严谨细致的科研习惯。以日本为例，日方教师

对学生的实验计划、实验记录要求极为严格，要

求学生在实验前制定出非常细致的实验计划和实

验操作步骤，并经常检查学生的实验记录［５］。借

鉴以上经验，我组要求在实验之前均需阅读操作

手册，理解实验原理，熟悉实验操作流程，熟记

注意事项，对于操作步骤之中不清晰的地方，查

阅资料、研讨解决。组织主管根据团队各成员的

时间进行统一规划与安排，同时应留出一定机动

时间，保障实验顺利开展。实验开始前，实验主

管应进行实验器材准备 （例如手术器械的高压蒸

汽灭菌）和相应药品的配制。

在实验进程中，应严格遵守实验操作规范和

步骤要求，绝不擅自更改实验步骤，以防实验结

果出现偏差。为了确保实验过程严谨可靠，项目

负责人应对实验流程进行监督与后续跟进。应对

实验过程进行详细记录，以备后续查验。实验完

成时，及时将实验数据进行整理、分析与比较，

并对整个实验过程进行分析总结。

４．学术研讨会的开展
科研小组要求参加创新实验计划的学生每周

进行一次学术研讨活动。开展此项活动的目的在

于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同时解决小组成员在科

研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我们着重对研讨会的

内容与形式进行整体设计，根据团队成员各阶段

的实际情况有所侧重。通过实践经验，我们对学

术研讨会各阶段的要求总结如下：查阅和阅读文

献是科研活动的基础，在开始阶段应为学生介绍

文献检索的基本方法，阅读外文文献的辅助工具

等。第二阶段主要是学术报告和学术交流，可就

小组集体阅读的文献进行剖析和讨论。这一阶段

需达成的目标是，使学生对该研究领域有进一步

的了解，培养学生正确的科研态度和方法，营造

良好的学术氛围。达成查阅文献的目标后，撰写

科技论文成为最后阶段的重点。由于医学论文有

其自己的规范表达方式，有明确的专业术语，而

且不同的期刊有不同的格式要求。这一点对本科

生来说，有一定的难度，只能在平常不断地练习

中，在指导教师多次的修改后才能逐步提高。因

此，最后阶段应是导师参与的写作实践指导。研

讨会开展结束后应积极组织学生进行总结和反

思，并以书面报告的形式上交给指导教师。这样

做的目的既加深了学生对于实验的领悟和认识，

同时也方便指导教师实时掌握团队动态，为下阶

段对学生的进一步指导奠定基础。

三、可行性建议

（一）教师角色的转换

“学生自主管理模式”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和期待。导师应实时掌握团队的研究动态，以

便在技术和学术思维上对学生给予科学的支持。

同时，生命科学实验因其复杂性决定了实验难以

一帆风顺，教师应密切关注学生的心理变化，鼓

励学生独立思考，自主发现、解决问题。培养学

生严谨细致的科研习惯、勇于面对挫折的韧劲，

避免急功近利的思想。在管理方面，教师应做好

学术伙伴和监督者的角色扮演，对于学生出现的

问题应及时指出，并进行严格的训导，引导学生

成长成为一名合格的科研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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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英语的学习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与其他国

家在科学、技术、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往也不

断深入。英语作为２１世纪全球通用的交流语言，
是我们在科学研究领域走出国门、了解世界的基

本工具。而本科生仅通过课堂的专业英语学习是

远远不够的，医学生需要进行大量的课后学习。

本小组在医学英语学习方面采取的是以文献为基

础的共同学习模式。教学主管根据指导教师的要

求和实验的相关内容选择一篇难度适中的英文文

献，小组成员先自主进行文献全文阅读。之后，

每个成员将负责一段文字的讲解工作，利用每周

学术研讨会的一段时间进行授课、讲解。通过这

种模式，我们在学习中既是学生，又扮演教师的

角色，增强了交流沟通的能力。同时，先要求小

组成员阅读全篇文章，保证了阅读内容的完整了

解。在讲解内容上每人仅分到一小段的文字讲解

工作，减轻了小组成员的负担。

（三）团队后续力量的选拔

由于学制所限，很多大学生创新实验在团队

成员毕业之前尚未完成，导致实验无法进行深入

的研究，有时还会有课题无法顺利完结的情况。

因此，科研团队需要不断引入优秀人员，以保障

创新实验的持续开展。我组通过一系列审评机制，

对申报者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医学专业课程的学

习，是学生本科阶段的核心任务，而大学生创新

实验更适合于学有余力的学生参加，因此优异的

学习成绩将作为进入本组的基本条件。实验的顺

利开展离不开团队成员的通力合作和严谨认真的

科研态度，因此人际交往与沟通能力、求真务实

的科研精神作为进入本组的必备素养。

具备以上基本素质的学生，我们将对其进行

实验技能规范化培训，在进行规范化培训之后，

达到选拔标准的学生将正式进入科研团队，成为

团队正式成员。以本组为例，由于本组的课题多

需进行生化实验，因此我们要求学生进行一次简

单的蛋白定量实验，通过观察其操作过程及完成

质量，考察参选人员实验操作能力与团队合作能

力，择优录取。以上选拔流程能较全面地考察参

选人员的各方面素质，实现人员的准确定位，为

后续个性化人才培养奠基，最大程度地保障实验

的长期开展。

（四）科研协会的建立

美国早在１９７８年就成立了本科生科研理事会
（ＣＵＲ），目的是加强教员与本科生之间的高质量
合作、理事会成员间的交流和促进全社会对本科

生科研的认识从而增加对本科生的科研投入［６］。

然而在我国，尚未对本科生的科研协会建立引起

重视，导致学术交流严重不足，科研信息严重滞

后。根据对当前形势的分析，笔者建议在校园内

建立科研协会。希望通过各学术团队的共同努力，

构建本科生科研交流平台，以增进学院之间本科

生的联系与交流，提升学校的学术氛围。

提高学生科研能力是造就创新型人才的重要

途径。学生作为 “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的主

体，应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在 “学生自主管

理模式”中，从项目立项到开展和最终的成果汇

报均由学生共同承担，这种自主的学习模式，在

增强学生科研素养的同时达到了增强学生沟通交

流能力的目的，为学生今后的科研之路铺平了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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