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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师科研成果转化为

本科教学资源的形式 ①

周智华，李国斌，唐安平，刘立华，徐国荣
（湖南科技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化工与材料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如何促使科学研究成果转变为本科教学资源，提高教学与人才培养质量，是高等学校教学过程中普遍存在

和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对高校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的重要性与转化形式的探讨和分析，可以为寻找科研成

果转化为教学资源的途径提供借鉴参考。

关键词：科研成果；本科教学资源；转化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２．４２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７）０１－００６５－０３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对高等学校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

求［１，２］。现代大学中教学与科研之间孰重孰轻的矛盾与争论一直在持续，如何构造科研成果通向教学

资源的桥梁，更有效地促进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本科教学资源，服务于本科教学和人才培养，是高校教

学过程中普遍存在和急需解决的难题［３，４］。近年来我校化工与材料实验教学中心在理顺教学与科研的

关系方面开展了有益的工作，通过不同方式将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本科教学资源，创新了本科教学体

系，探究了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１　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的重要性
大学专业理论课程教学过程中部分教师按照教材进行备课，一味地照本宣科；或有教师查阅相关文

献，但由于是他人的学术成果而无法深入理解、消化、传授，往往只能一带而过，学生印象也很模糊。如

果教师能将自身科研成果作为知识形态纳入到教学内容，不仅可以丰富课程内容，同时能使学生近距离

感受所学专业的学科前沿进展，并且教师可以结合自身的科研特点设计课程体系与课程内容，形成自己

的特色。

将教师的科学研究成果融入本科专业课程，使专业理论知识和科学研究有机结合，能拓展本科教学资

源，架构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的新模式。科学研究能提供学生动手能力的训练，并能训练其科研思维和创

新思维，培养自身的创新创业能力。将科研与课堂教学、创新性实验等教学环节紧密结合，使学生将理论

知识和实践密切结合，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创新创业能力，为今后的创新实践打下了基础。

２　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的形式
２．１　将科研成果融入理论教学过程

专业理论课程教学过程中，如果仅仅生搬硬套讲授书本内容，必会单调、枯燥甚至索然无味，学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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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积极性会受到打击。教师可以将最新科研项目的成果或与企业合作解决的实际问题等提炼，在理论

课教学过程自然地引入，真正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阐述解决某一科学或生产实际问题所需要用到的

理论知识，将深奥的专业理论知识落到应用的实处，可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直接感受到专业

理论知识的作用，并能增强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感性认识，增强学生的求知欲望和创新创业意识。同时也

将提高学生对专业知识进一步的求知欲望，调动学生去实验室开展创新性实验的积极性，提高其动手

能力。

２．２　遴选部分科研成果设计为本科生创新性实验
化学实验主要以验证理论、掌握基本实验技能为主的验证性、综合性和设计性实验（“三性”实验）

为主，而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的实验较少。近年来学院进行了实验教学改革，建立了化工与材料类

专业多层次、特色突出的“一条主线、三个层次、五个平台”实验教学体系。中心采取措施激励教师及时

将科研项目或企业技术服务成果设计为本科生专业创新实验和课外创新性实验项目，组织学生进行讨

论，拟定实验方案，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实验内容。近年来中心教师积极开展科研成果转化为本科实验内

容，新增由科研成果转化而来的创新性实验项目达６５个。目前基础实验内容以开设“验证性、综合性
和设计性”等“三性”实验为主，占８８．８％，而以创新性实验为辅，占１１．２％；专业实验内容则增加突出
创新性实验比例，约占５４．１％，“验证性、综合性和设计性”等“三性”实验约占４５．９％（见表１）。通过
优化教学体系和创新实验内容，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立了以创新性实验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实验教学体

系，学生创新创业和实践能力获得了很大提高。

表１　实验教学改革前后“三性”实验与创新实验开设情况

项目类别 实验项目总数 三性实验总数 三性实验比例／％ 创新实验总数 创新实验比例／％

改革后基础实验 １２５ １１１ ８８．８ １４ １１．２

改革后专业实验 ２０９ ９６ ４５．９ １１３ ５４．１

改革后实验体系 ３３４ ２０７ ６２．０ １２７ ３８．０

改革前实验体系 ２６３ ２１９ ８３．３ ４４ １６．７

２．３　积极引导和鼓励学生从事科研创新活动
中心积极引导和鼓励学生加入教师科研团队，与教师、研究生一起从事科学研究活动。中心开展了

“学生学术精英培育工程”。在新生第一学年结束后，中心对学习成绩好或对科研有较大兴趣的同学进

行遴选，入选的学生参加学术精英培育工程培训，内容包括科研项目的选题、科研项目的前期准备、学生

科研申报书和结题报告的写作、科研论文的写作、科研方案设计及科研数据获取及处理、专利申报、湖南

省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项目、校级科研创新项目的申报与撰写等多个方面。学生培训后，中心负责把学生

推荐给各个教师科研团队，实行双向选择。学生进入教师科研实验室后，先从担任老师的科研助手开

始，让其熟悉教师的科研工作，并让其自学相关的专业知识和实验技能。

学生申报的科研创新项目包括四种类型：教师自主设置项目、中心创新性实验项目、校级科研创新

计划项目和湖南省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项目。教师将自己主持的科研项目分解成若干子课题，每个子课

题提供一定的研究经费，由学生自由申报。学生在查阅文献的基础上，自主拟定实验方案，教师指导并

全程跟踪学生的项目进展，可实现学生自主创新与教师科研有机结合。如于贤勇教授将自己主持的省

教育厅平台项目“基于肿瘤细胞粘蛋白特异性识别的糖肽基过氧钒配合物合成与构效关系研究”分解

成为“牛血清白蛋白与螺杂环化合物的相互作用”“牛血清白蛋白与 ＮＣＰ相互作用”和“过氧钒化合物
的设计合成”等３个子课题，由学生自由申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中心创新性实验项目由实验示范中
心设置，每年设立１０～１５项，鼓励动手能力强、科研兴趣较大、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在科研经验丰富的教
师指导下积极申报，教师全程负责项目的指导。校级科研创新计划项目由学校团委设立，学生自主联系

指导教师，采取自由申报的方式，学院（中心）负责遴选。湖南省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项目则由校教务处

组织申报，各学院（中心）负责遴选，导师全程跟踪指导。

学生在完成主要课程学习的同时，参与各种形式的创新性实验，由过去的被动灌输知识转变为积极

主动探索与学习知识，有效提高了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和科研思维能力，激发了其科研潜力。近５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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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学生承担国家级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８项，校级与省级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６７项；
校级科研创新项目１１８项；发表学术论文７７篇，其中ＳＣＩ／ＥＩ收录３２篇；获得授权发明专利２６项，其中
日本发明专利１项。
２．４　教师指导学生参与学科竞赛

学科竞赛是面向高校本科生在课余时间所开展的学术研究、创新创业的竞赛活动，目的在于激励学

生的创造意识，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在高校的人才培养过

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化工与材料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成立了化学实验技能竞赛、大学生挑

战杯、化工设计竞赛等课外训练室，遴选科研素质和能力强的博士或教授指导学生参加学科竞赛的训

练。该训练室面向二、三、四年级本科生开放，支持大学生开展课外科技创新及竞赛活动，培养学生的综

合能力。近年来中心教师共指导学生在省级及国家级化学实验技能竞赛、大学生挑战杯、全国化工设计

大赛等各项比赛中获奖３１项，其中获国家级奖达１０项。
２．５　加强自制仪器设备的开发

教师在科研过程中根据实际需要对部分仪器进行改进或自制，可保证科研项目的顺利实施。将科

研项目中改进或自制的仪器应用于本科实验教学，可促进实验教学的进一步改革与创新，且改进或自制

的设备能够满足科研项目的需求，具有较强的先进性，应用于本科实验教学后，能有效实现科学研究成

果向本科实验教学资源的转化［５］。近年来中心教师在科研过程中开展了对仪器设备的改进和开发，并

将其应用于本科实验教学，共自主研制或改进了自卸式高压反应釜、煤干馏实验装置等实验教学设备

１１种，共２９台套，目前已全部用于本科实验教学（见表２）。
表２　中心自制或改进相关仪器设备

序号 设备名称 台套数 金额 （万元） 生产日期

１ 饱和蒸汽压测定实验装置 ４ ２．２０ ２００１．４

２ 原电池实验装置 ４ ２．００ ２００５．９

３ 碳钢在碳酸铵溶液中极化曲线测定实验装置 ４ ２．２０ ２００５．９

４ 双液系气液平衡相图实验装置 ４ １．００ ２００５．９

５ 氨基甲酸铵平衡常数测定实验装置 ４ ２．４０ ２００５．９

６ 凝固点测定实验装置 ４ １．６０ ２００５．９

７ 萃取过滤釜 １ １．００ ２００９．２

８ 自卸式高压反应釜 １ ４．９９ ２０１３．９

９ 煤干馏实验装置 １ ２．３０ ２０１３．９

１０ 水煤浆制备实验装置 １ １．８４ ２０１３．３

１１ 模具型腔抛光机 １ ３．０８ ２０１４．７

３　结语
科学研究成果向本科教学资源转化的形式多种多样，其最终目标均是为了有效发挥高校教师的科

学研究优势，将科学研究成果服务于本科教学，促进创新创业型人才的培养，也有利于科学研究与本科

教学的有机结合，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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