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reative Education Studies 创新教育研究, 2022, 10(7), 1648-1652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7262   

文章引用: 李法宝, 冯鑫媛, 王兴宇. 基于实验室建设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J]. 创新教育研究, 2022, 
10(7): 1648-1652. DOI: 10.12677/ces.2022.107262 

 
 

基于实验室建设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

实践 

李法宝*#，冯鑫媛，王兴宇 

湖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2022年6月23日；录用日期：2022年7月14日；发布日期：2022年7月21日 

 
 

 
摘  要 

自十八大提出“创新驱动发展”以来，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提上重要议程。创新型人才作为科技创新的源

动力，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要条件。在学科建设–实验室建设–实验教学的闭环纽带中，实验室建设、

实验教学深刻影响着创新型人才培养。本文通过剖析现行高校教育体系中实验教学的不足，以湖北大学

富勒烯功能分子合成与应用实验室为例，探索出了实验室建设的相应对策，促进创新型人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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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ut forward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has been put on an important agenda. Inn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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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ve talents, as the sourc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re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realization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In the closed-loop link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laboratory 
construction-experimental teaching, laboratory construction and experimental teaching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In this paper, by analyzing the deficien-
cies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in the current college education system, taking Hubei University 
Fullerene Functional Molecular Synthesis and Application Laboratory as an example, it explores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for laboratory construction and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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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

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激发人才创新活力[1]。创新人才的培养已经提上日

程，通过人才驱动推动创新驱动，这不仅是国家战略，更是我们实现民族复兴的必要条件；高校作为这

一战略实施的主要阵地，肩负着培养促进经济发展，引领社会、科技进步的创新型人才的历史使命[2]。
建立相应的教育教学体系，探索符合当前形势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是目前大学教育、高等教育的主要

方向。 
学校教育体系主要涉及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重视理论教学建设，边缘化实验教学建设是目前普遍

存在且亟待解决的问题。实验教学作为提高学生发展水平的重要途径，对学生基本素养的培养具有重要

作用。因此实验教学工作的成效高低影响着能否培养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创新型人才。 

2. 实验教学实施中出现的问题 

随着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各高校实验教学工作得到了长足发展，尤其体现在提高学生创新意识、

创新能力，巩固学科知识以及实践动手能力等方面；但在实验教学工作实施的进程中仍有不足： 

2.1. 人才培养理念模糊 

尽管目前许多高校将实验教学归入课程体系，但是大部分学生甚至包括教师在内，对于实验教学的

理解认识还不够全面、不够深刻；实验教学浮于表面，内容单一，注重结果，轻视过程，忽略了学生创

新意识的培养。在以教师为主导的课堂，只关注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过多关注共性而忽略学生的特

性，不利于学生创新素养的提升；而对于有创新能动性的学生，则没有提供足够的空间。 

2.2. 人才培养缺少整体布局 

实验教学培养创新型人才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作，需要与学校专业学科建设相联系。目前大多数学

校实验教学仅仅围绕专业课程设立，目的多是巩固学生专业知识，掌握基础实验技能，对创新人才的培

养缺少系统性的方案规划。实验教学深受实验室建设影响，而多数实验室的建设通常以某一个人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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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布局，制约了学生个性的发展，同时缺乏整体性，实验室间联系较为疏远，不利于整体布局，学生

局限于单一学科或专业，不能与其他专业知识及专业特点进行逻辑关联，发散思维发展受限，跨学科能

力发展受阻，限制了学生创新思维的发挥。 

2.3. 实验教学缺乏完善的质量监督机制 

完善的评价体系，有效的质量监督是反馈教学效果，提高教学水平的重要举措，能够有效提高创新

型人才的培养水平[3]。一方面，由于多数学校评价体系不够完善，只局限于学生评教，教师的教学质量

无法得到有效保证。并且实验教学具有更强的复杂性及操作性，而不具备理论教学完善的质量监督，教

学反馈机制，对于教学质量的把控往往取决于教师的负责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师的积极性，不

利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由于相对松散的管理，某些学生自制力不强，不利于主动创新的氛

围形成。学生在疏于指导的情况下，没有积极好学的心向，即使有创新性想法，也很难进行实验操作验

证，评价机制的不完善，学生的学业质量难以保证，创新型人才发展受阻。 

3. 基于实验室建设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学科建设影响实验室建设，继而影响实验教学，在这一系列的建设过程中，实验室建设至关重要。

高校实验室作为科研产出，成果转化的重要平台，是创新人才的“产地”，也是学生进行科研训练的重

要支撑。作为学科建设–实验室建设–实验教学这一纽带中的核心环节，高校实验室建设的好坏与否，

直接影响学科建设，间接影响创新人才培养。 

实验室建设在创新人才培养的环节中至关重要。首先，依托实验室的主体地位，引导学生利用理论

知识进行实验实习，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实验过程中培养学生较强的自主性，以抓“过程”代

替抓“结果”，鼓励利用新途径对以往课题进行研究，实行自主创新。这些研究以实验教学中的实际问

题为依托，形成适应学生学习的实验模式，对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从某种程度上推动

了相关学科的改革发展。下面，以湖北大学富勒烯功能分子合成与应用实验室为例，介绍基于实验室建

设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3.1. 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以生为本的教育管理思想[5] 

思想高度决定行为高度，培养理念的高度决定人才培养的高度[4]，理念的不清晰乃至落后就会导致

以结果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出现问题，需要站在理论高度上联系实际，建立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

体，实验室平台为依托的培养机制。 
实验室建设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以生为本的教育管理思想，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理论与实

验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5]。在符合实验室研究方向的大框架下，给予学生充分的学术自由，定期

开展座谈会，交流想法，促进学生的生成性发展。 
实验室建设对于人才选拔要“严进严出”，采用以科研训练为主，文献阅读为辅的培养模式，通过

人才推动创新发展。学生通过自由阅读相关文献，研究分析，培养自己的兴趣。学生每个人的基础不同。

未来职业规划不同，导师根据学生的个性发展，因材施教，为学生制定不同的培养方案，分层培养。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化

学实验技能竞赛等，这些项目与赛事为学生的创新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极大提升了学生科研训

练的有效覆盖面，增强学生查阅文献，提取有效信息的能力，提升学生对于科技前沿的敏感度，促使学

生积极思考，实验探究，社会调研，努力促进科研技术在生产实际中落地，为科技成果转化成社会效益

做出贡献，实现科研创新人才向企业创新人才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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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导师制为主的整体性人才培养机制 

完整的模式，成熟的体系是人才培养的关键要素。以导师制为主，团队合作制为辅建立完整的人才

培养体系，通过不断的修正，建立起标准化、规范化的人才培养模式。 
导师统筹协调实验室整体规划，建立完善的实验教学人才培养体系。在兼顾学生个性发展的同时，

进一步深化实验教学改革创新，将理论知识与实验学习紧密结合，将课程体系与实验教学体系有机联系，

总结、改良教学方法并将其统一纳入实验室整体规划及教育体系当中。结合实验教学实际，将实验创新

点进行合理延伸，形成创新性、综合性实验课题，指导学生进行实验，在此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和实践能力，逐步加大学生进入实验室学习的引导力度。 
在导师指导下，通过合作性学习，探究性学习等，参与开展多个科研任务与创新项目，科研训练对

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价值。通过美国波杜大学的万科特和奥雷维克孜研究评估，可以得出进行

适当的科研训练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实验能力、创新能力，特别是项目设计和按时完成任务的能力，并

且撰写科研报告可以练习学生的写作能力[6]等等，教师可以随时关注到学生的学业质量发展，及时进行

指导与评价。 

3.3. 平等友好的育人环境 

多数实验室在本质上忽略学生创新力的培养，难以满足学生进行实验训练的需求。学生大多只知道

照本宣科，按照课本选择实验方案，学到的只是表面性知识，而对于本质知识却一概不知，在实验室的

学习效果无法最大化，学习效率降低。湖北大学富勒烯功能分子合成与应用实验室为学生提供完善的设

备、丰富的资源、更多的实操机会，在学生拥有一定知识储备的前提下，鼓励学生对以往已经成功完成

的实验体系进行创新，包括但不限于改变合成方法等；同时鼓励学生开展自己的科研项目，并且导师在

实验项目中进行指导，帮助获得技能性知识，掌握实验技能，形成实验思维，促使学生将内在的学习动

机转化为外在行动力，为学生的创新思维的发展提供平台。 
平等的师生关系是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条件，以学促教，教学相长应成为实验室交流的主要模式，

组织头脑风暴等活动进行思维碰撞，在互帮互助的激烈氛围中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训练学生的发

散思维；采取优胜劣汰的良性竞争制，促进师生，生生的双向交互，增强学生学习的原动力，树立自由

开放，友好竞争的学习氛围，为创新人才的培养提供有利环境。 
实验室平台及时关注专业前沿，适应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引导学生树立前瞻意识，以最新的教育

理念为指导，以创新人才的培养为着力点，以科研项目与经典赛事为载体，以同伴评价与教师评价为反

馈，促使创新人才向科研型，企业型的转化。 

3.4. 完善的评价体系 

为深入贯彻《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高人才质量，切实推动创新型人才发展。建立完善实验教

学评价机制，督促教师提高实验教学积极性。同时，建立健全学生实验水平综合评价制度，监督学生高

质量完成实验学习，切实推进实验教学水平的提高，促进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发展。 
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实验室应专业领域与教育领域并重，不断更新教育理念，充分运用教育评价

思想，将同伴评价与教师评价相结合，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关注学生本人的自身成长过程；

通过个体内差异评价，表现性评价等教育评价方式，制备量表，评估学生的发展质量，促进学生思维的

多元发展，理论能力与动手实践能力的多重发展；不仅关注学生知识技能的提升，也更加强调创新力创

新思维的培养，素养的提升。 
创新是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命脉，人才竞争已经成为了国家、地区发展的主旋律。自十八大提出“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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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驱动发展”以来，出台了大量创新发展及人才培养的政策[7]。实验室建设深刻贯彻各种完善的创新型

人才培养模式，能够培养出更多有意识、有才干的创新型人才，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4. 结语 

实验室建设作为学科建设–实验室建设–实验教学这一纽带中的核心环节，以学科竞赛为抓手，在

基础课程之外，为培养化学学科创新型人才构建稳固渠道，以科研训练为基础，在学生锻炼实践技能的

同时，培养学生创新意识，为学生毕业后进一步深造奠定了坚实基础。 
以湖北大学富勒烯功能分子合成与应用实验室为例，通过实施本文提出的人才培养模式，近七年内，

实验室不断获得省级或国家级等相关学科竞赛奖项、多项研究成果陆续发表在国内外知名的有机化学期

刊上、多名学生保研或考研至国内外知名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均能够独立开展科研；实践证明，这种

人才培养模式对于学术创新型人才培养作用明显，效果显著，也为人才日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强大的

基石。 
人才培养高度的提升，要求高校实验室在总结现状的基础上优化措施，具体应该从学生的学情出发，

以实验室条件为基础，以培养学生的创新创造力为核心，围绕学生或是教师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科学

研究与实践。 
创新人才培养是教育改革的重点，创新能力也是卓越人才的核心竞争力之一，随着国家工程教育改

革的深入，面向新工科领域的创新人才培养更为迫切。创新人才的培养不仅要完善其知识储备，更要强

调其基于实际创新解决问题的能力，实验室建设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一环，自然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在

建设实验室过程中通过及时更新教育教学理念、设立专门的导师制对学生学业实行管理，创设平等的育

人氛围促进思想的沟通与交流以及建立合理的评价体系促进双向的反馈。在此基础上，更加强调了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问题解决能力、科研探索能力、动手实践能力、实践结果转化为学术成果的能力；突

出学生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创造性思维的发散，更好地实现人才培养与科技进步。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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