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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科教融合理念的研究型本科教育

改革实践 !

刘波!朱郴韦!李礼!刘楠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

摘5要!科教融合是本科教育改革的重要推动力!是国家培养创新型"拔尖型"卓越型人才的重要渠道# 实施科教融

合的实践路径包括构筑学科专业一体化建设与发展模式"实施科教融合的研究性教学改革"健全强有力的外部保障与内

部激励机制等#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通过实施本科生全程导师制"构建以探究为基础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本科生和

研究生教育协同机制"完善教学和科研资源共享共建模式!贯彻科教融合理念!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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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教学与科研是大学的两项基本职能% !,!$

年洪堡在创立柏林大学时#在强调大学要开展高

深学问研究的同时#即已提出要促进教学与科研

的融合#首次提出教学与科研统一的原则% 大学

教师必须进行科研活动#在教学中利用最新的科

研成果来提高教学水平#学生也只有积极参与科

研活动才能进行更加有效的学习#提升研究的能

力&!'

% 教学与科研的融合#在各国高等教育改革

实践中以不同的组织形式表现出来#形成了大学

独有的文化特色#极大程度地促进了现代大学的

快速发展% 但在当前高等教育改革实践中#重科

研轻教学的现象依然存在#教学与科研的融合渠

道仍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基于科教融合理念开

展研究型的教育仍需要持续的研究(实践%

!5促进科教融合的实践意义

!)!5科教融合是世界高等教育本科教育改革的

重要推动力

#$世纪初#美国研究型大学对科研的投入不

断增加#大学的科学研究开始高度的专业化#科研

活动也逐步脱离了教学的过程#开始越来越集中

于专职从事科学研究的国家实验室或大学研究所

中% 美国著名学者伯顿)克拉克称这现象为*教

学漂移+"89:/;(0<&=(>?$和*研究漂移+"@9A9:=/;

&=(>?$问题#即将科研活动从大学的教学单位和中

心课程框架中分离出来#有些大学成为科研中心#

有些则成为教学中心% #$ 世纪下半叶#美国大学

*漂移+现象日渐加剧#教学与科研日渐分离#大

学的教育质量不断下降% !%%, 年#美国研究型大

学本科教育促进委员会发表了,重建本科教育!

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蓝图- "简称*博耶报告+$#

报告呼吁研究型大学给予本科教育更多重视#提

出了本科教学改革十项建议#其中确立以研究为

基础的学习#让本科生参与科研#开展研究性学习

是建议中最受欢迎的方法%

!)#5科教融合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关

键词

新中国初期#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是在仿效苏

联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形成了社会科学(自

然科学(技术科学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 随着国

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大学教育与国家社

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不适应#迫切要求脱离单一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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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传播模式#显现多样化的趋势% !%2% 年#我国

颁布了,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试行

草案$-#其中明确指出大学*既是教育中心#又是

科研中心+#这标志着大学教学与科研的融合成

为国家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 !%,+ 年,中共中央

关于加强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再次强调#高

校应承担起教学和科研双重任务#重点大学应办

成教育中心和科研中心%

#$世纪 %$年代起#伴随*#!! 工程+ *%,+ 工

程+的实施#研究型大学的科研活动得到飞速发

展#但教学质量受到大学扩招(教师投入不足等因

素影响呈现出弱化的趋势% 随后#教育部通过开

展质量工程(本科教学工程建设#实施本科教学水

平评估(审核评估等一系列举措#强化了本科教学

的基础地位#强调科研要反哺教学#鼓励开展研究

性教学与学习#尤其是大规模支持了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项目% 科教融合成为我国教育改革的关

键词之一%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

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提出

要推进教学(科研(实践紧密结合#推动教师把国

际前沿学术发展(最新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融入

课堂教学#将学生参与课题研究(项目实验等活动

认定为课堂学习% 科教融合成为国家培养创新

型(拔尖型(卓越型人才的重要渠道%

!)*5科教融合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必然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审议,统筹推进世界一

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时强调#要推

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

列#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 国家在全面推

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建设进程中#要求

高校要进一步转变理念#坚持*以本为本+(落实

*四个回归+#强调要坚持育人育才的初心#围绕

读书来办教育#坚持教学出题目#科研作文章#成

果进课堂% *双一流+建设工作一定要处理好人

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关系#使人才培养的一流与

科技创新的一流相互融合#这是一流大学(一流学

科的应有之义%

建设一流大学必须建设一流本科#要把提高

教学水平和提高科研创新能力相结合#使一流学

科建设与一流专业建设成为有机统一体#相互融

合(相互支撑(相互促进&#'

% 如何评判大学(学科

是否一流#首要标准是评判人才培养是否一流%

人才培养的一流#需要建设一流的师资队伍#把一

流的学科优势和科研优势转化为本科教育的优

势#促进一流的科研成果及时转化为一流的本科

教育内容#通过政策和制度保障一流的资源配置

到本科教育中去#从而培养出一大批德才兼备的

一流人才%

#5实施科教融合的实践路径

科研与教学深度融合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教育

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集中体现在专业和课程

两个层面#离不开强有力的保障机制建设&*'

%

#)!5构筑学科专业一体化建设与发展模式

发挥学科(科研平台优势#贯彻协同育人理念#

建立学科专业一体化建设模式#实现教学科研的相

互促进作用% 这体现为人才培养模式的深度变革(

教学科研团队的有机融合(教学科研平台的互为支

持% 要在高等教育过程中构建本科教育与研究生

教育的协调机制#实施本科与研究生教育的贯通式

培养#建立畅通的课程设置与人才培养一体实施体

系#形成研究型的本科教育体系% 要强化专业教学

团队与学科研究团队间的相互支撑机制#探索在专

业教学与学科研究融合背景下教研一体团队的建

设路径#尤其要实施好本科生导师制#将优质的研

究生导师资源惠及更多的本科生% 要建立教学平

台与学科平台的互通机制#形成教学资源和学科资

源共享模式下教学科研平台的共建路径#努力促进

科研成果向教学资源的转化#以高水平的科研平台

支撑高质量的教学平台建设%

国家正在全面实施的*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突出强调了科教融合建设一流专业的重要

性% *新工科+建设要深化产学研合作办学(合作

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布局建设一批集教育(

培训及研究为一体的共享型人才培养实践平台.

*新医科+要瞄准医学科技发展前沿#对接精准医

学(转化医学(智能医学新理念#培养多学科背景的

复合型高层次医学人才.*新农科+要突出学科交

叉融合(体现现代生物科技的新发展#用农林业发

展的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更新教学内容#实施农

科教协同育人工程.*新文科+要促进跨学科(跨专

业(跨院系横向交叉融合#及时融入技术变革新趋

势(学科建设新动向和行业发展新动态.*拔尖计

划+强调要开展研究性教学#鼓励学生参与科研项

目训练#进入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等参与科技创新实践#大胆探索基础学

科前沿#科教协同培养高水平人才%

#)#5实施科教深度融合的研究性教学改革

发挥大学科研的教育特性#将学科科研资源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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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教学资源#实现研究成果有效地融入课程教

学% 这体现为基于研究性教学的课堂教学改革(基

于开放式探索实验的实践教学改革#基于本科生科

研的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建立现代教育理念与信

息技术融合背景下研究性教学模式#探索研究性教

学理念下科研成果与课堂教学的融合路径#广泛开

展新生研讨课(混合式在线课程等研究性课程改

革% 推进科研实验室面向本科生开放的管理模式#

探索基于科研成果的实验平台与实验项目开发路

径#实施以鼓励学生开展自主性(创新性实验为核

心的实践教学改革% 落实好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

才培养方案的改革模式#实施好本科生参与科研课

题(融入科研团队#尤其要开展好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项目(科研型毕业设计"论文$等工作%

国内外知名大学已经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研究

性教学改革#如柏林大学 *研讨制+(哈佛大学

*D9E(0:=+制(斯坦福大学*导读制+(香港城市大

学*重探索求创新课程+等.广泛实施本科生科研

项目#如FG8*本科生研究机会项目+(伯克利大

学*本科生科研学徒计划+(香港大学*本科生研

究奖助计划+等.开设基于研究的顶峰体验课程#

如FG8*本科生高级项目+#斯坦福大学*四年级

顶峰体验课程项目+等% 国内*双一流+大学也开

展了大量的探索#如清华大学*D@8计划+ "学生

研究训练计划$(H

4

I:J 计划"创意创新创业生态

系统$.上海交通大学*特色实验项目+*暑期科研

见习岗项目+.华中科技大学*C(:0团队+"基于导

师制的本科人才孵化站$.浙江大学*本科生导师

制+.复旦大学书院制与通识教育新生研讨课.武

汉大学*三创+"创造(创新(创业$教育等#取得了

显著的成效%

#)*5健全科教融合的外部保障与内部激励机制

保障机制作为大学教学管理活动的精神和物

质支持#是促进大学教学质量的重要保障% 要促

进科研与教学深度融合#需要从理念(方案(制度

三个层面进行有效的保障%

!$形成科研与教学融合的办学理念% 与时

俱进的现代大学理念是科研与教学深度融合的前

提%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改革实践都是由发展理

念来引领的% 在*重科研(轻教学+思想影响下#

需要高校教育主体自上而下转变教育理念#坚定

*育人与科研并重+的研究型大学理念#以科研促

教学#以教学带科研#才能推动科研与教学深度融

合#相得益彰%

#$建立科研与教学融合的顶层设计% 科学

可行的顶层设计方案是科研与教学深度融合的关

键% 顶层设计是*理念+的具体化#是改革的具体

行动方案% 科研与教学深度融合是一项复杂的系

统工程#科学设计教学改革的思路和方案#发挥好

资源配置和优势资源利用对科教融合的作用#以

确保实现教研相长的目标%

*$强化科研与教学融合的考核奖惩机制%

合理有效的考核奖惩机制是科研与教学深度融合

的保障% 考核和奖惩是对改革方案具体实施的过

程管理% 有效的考核奖惩机制有助于调动教师投

入的积极性#推动科研成果(科研课题融入课堂教

学#增强学生参与科研创新的主动性%

*5开展科教融合的实践成效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充分发挥学科和师资优

势#以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为目标#全面深化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实现导师指导全程贯穿(创新训练全员

覆盖(教学与科研全方位融合的创新人才育人体系#

创设师生学习(科研和生活经验的互动空间#帮助大

学生健康成长#促进每个学生的全面发展&3'

%

*)!5全面实施本科生全程导师制

学校在 #$!3 年试点基础上##$!+ 级开始实

行*本科生全程导师制+#新生入校配备导师% 构

建以导师为主导#研究生协助(高年级本科生参与

的学习科研团队% 导师针对学生学业(创新创业

等开展个性化指导#引导本科生早入实验室(早入

课题(早入科研团队#鼓励学生围绕学术问题进行

自主学习(实践#通过言传身教实现对学生的感染

熏陶和德行养成#加强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培养#

促进教研融合(师生相长% 构筑以导师为核心#博

士生(硕士生(高年级本科生为支撑的圈层结构#

形成了独特的*智力生态环境+% 本科生全程导

师制全方位服务学生健康成长#有力地提升了学

生深造率#增强了就业竞争力% 学校本科生升学

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K以上%

*)#5构建以探究为基础的人才培养模式

学校本科培养方案设立*创新教学环节+#全

面强化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

培养% 实施了覆盖所有本科生的学生创新训练项

目#构建起*体验(训练(超越+相融合的创新训练

模式#强化以问题和课题为核心的项目式(研究

型(个性化培养机制% 学校第一学年开设全员必

修的,科研导论课-#帮助学生了解科研工作% 开

辟智慧学习空间#建设研讨式教室#向全体师生开

放#供教师进行教学和学业辅导% 鼓励教师依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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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开设选修课程和探索性实验项目#推行

混合式在线研究性课程改革#强化实践教学工程

和科研背景% #$!+L#$!,届本科生中平均每 " 名

学生发表 ! 篇学术论文#每 3 名中有 ! 名在省部

级以上学科竞赛获奖%

*)*5探索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协同机制

学校积极推进本研贯通式培养#统筹考虑和

设计本科与研究生阶段的课程与教学体系#建立

本研分段衔接的培养模式和管理机制#推进培养

方案贯通(管理模式贯通(导师培养贯通% 建立推

免生接续培养机制#实现基础理论和科研素养提

前培养#推免生提前修读研究生课程和参与教师

课题研究% 鼓励知名教授和研究人员走进本科生

课堂#指导学生科技创新#明确教授(副教授(具有

博士学位教师均应担任本科生全程导师% 学校在

校两院院士(长江学者(杰青等高层次人才均担任

本科生全程导师&+'

%

*)35完善教学和科研资源共享共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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