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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是高等教育在新时代义不容辞的使命。探索人

才培养和课程教学的高效模式，是教学改革的首要任务。应用型高校长期以来面临着实现培养创新人才，

提升学生科研创新能力的困阻。文章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目标，面向全校理工及医学类本科选拔优秀学

生组建“树人登峰班”为试点，探索交叉学科视域下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登峰班依托交叉

学科优势，从基础实验知识体系构建、科研思维模式拓展和科研创新实践能力强化等方面构筑科研实践
培养体系，从广度科研认知到深度科研实践，贯穿创新人才培养过程。经过初步的探索与实践，在培养

学生的创新思维、科研能力方面已经初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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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novation is the first driving force for development. It is the bounden mis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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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new era to train students’ innovation ability. It is the primary task of teaching reform to ex-
plore the efficient mode of personnel training and curriculum teaching. Applied colleges and uni-
versities have long been faced with the difficulty of cultivating innovative applied talents and im-
proving students’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bility. With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innovative 
talents, this paper selects excellent students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al undergraduates 
and sets up “Shurendengfeng Class” as a pilot project to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training syste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disciplines. Re-
lying on the advantages of cross-disciplines, Dengfeng Class constructs a scientific research prac-
tice training system from the aspects of basic experimental knowledge construction, the expan-
s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thinking mode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practice ability, and runs through the training process of innovative talents from the breadth of 
scientific research cognition to the depth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actice. After preliminary explo-
ration and practice, it has achieved initial results in cultivating students’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and innovative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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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是我国的一个历史性问题。应用型高校长期以来面临着实现培养创新型应用

人才，提升学生科研创新能力的困阻。因此，如何培养高素质、创新型的本科生已成为教学改革的一项

重要内容[1] [2]。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国内名校均继制定了本科生科研训练计划，

本科生的科研活动已经实现制度化和规范化，形成了科研训练、创新能力培养的综合体系，实现培养创

新型人才的社会需求。例如，浙江大学化学系的“求是化学班”，以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为培养目标，

注重提升本科生科研能力，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在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创新思维等方面已经成绩

斐然[3]。 
交叉学科培养模式有助于打破学科壁垒，促进学科知识的融合，优化大学生的知识结构，改善学生

的学习思维方式，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是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路径[4]。为推动人才个性化培养，

推进研究型教学开展，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浙江树人学院交叉科学研究院以综合创新能力培养为核心，

以“自主学习能力强、实践创新能力强”双强人才培养为抓手，重点打造依托“树人登峰班”的科研人

才。登峰班以培养多学科交融的复合型创新人才为目标，依托浙江省污染暴露与健康干预重点实验室的

科创平台，在本科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提升方面开展了有益的探索。 
交叉科学研究院每年在浙江树人学院全日制在校理工及医学类本科选拔 30 名左右学生，组建覆盖生

物与环境工程学院、树兰国际医学院、信息科技学院和城市建设学院的“树人登峰班”，促进学科交叉

融合，形成良好的校内辐射；培养方案从科研基础知识体系构建、科研思维模式拓展和科研创新实践能

力强化等方面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构筑并完善了由广度到深度逐级加强的多层次科研实践体系。以学

生为中心，以导师为引领，实行“一人一方案”的科研实践训练，实施开放式个性化培养，鼓励学生进

行实验室轮转，拓宽学术视野和知识框架；引导学生申报创新训练项目和学术竞赛，培养学生创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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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学生的科研创新实践能力；以浙江省污染暴露与健康干预重点实验室、CMA 为科创高地和实训场所，

提升学生科研创新和应用实践能力，使学生逐步具备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 

2. 构建科学实验知识体系 

以高校创新型应用人才培养为目标，以“夯实实验基础，强化实践技能，全面提升创新素养”为基

本理念，从优化课程体系为切入点，强化学科交叉融合，优化育人模式，促进学科交叉融合。 
为构建本科生科研训练的基础知识体系，浙江树人学院交叉科学研究院以“加强基础、注重能力、

引导创新”为核心目标，按基础实验、应用实训和科研创新三个层次组织实验实践教学活动。例如在化

学基础实验的教学中，学院以打破化学分支学科之间的壁垒，实现化学实验课程的交叉融合为导向，采

用专题模块为主要形式，将相同原理、相似操作的实验进行归类统一，系统化培养化学实验技能。为了

更好促进专业之间的交叉融合，在开设综合性、创新性实验时，以“检测”为共性着重考虑覆盖多学科

的内容。为了更好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新意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综合运用知识、提出问题和

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实验课均包含设计型实验。此外，基础实验课程依托中心的科研项目，以科研反

哺教学的方式，增加了以探究型实验为主的选修实验课，进一步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学生

创新能力的培养及提升各专业的工程认证能力达成打下坚实基础。 

3. 拓展科学研究思维模式 

在培养学生科学研究思维模式方面，浙江树人学院交叉科学研究院为“树人登峰班”开设个性化培

养模块及培养计划，包括增设跨学科课程和实验、开设科学思维和训练教育课程等，致力于为“树人登

峰班”学生提供更具挑战性和实践性的教育内容(见表 1)，以激发他们的创新潜力和能力。面向大一同学

开设《科研思维与训练课程》，使学生树立基础科学研究的思想观念，引领学生科研入门。“树人登峰

班”大二学生必修的《环境与健康研究前沿》邀请生物/化学/化工/材料/环境/健康/食品/医药/大数据分析

等领域的优秀老师为学生做学术报告，该课程要求学生至少有 1 次对特别感兴趣的研究领域，结合文献，

进行书面评述。通过系学术讲座的大师引领，使学生对学科各个方向的前沿领域有一个更为全面系统的

认识，极大拓展科研视野，并借助书面评述和口头报告等考核形式强化学生查阅、归纳、表达文献的综

合能力。 
 
Table 1. Curriculum schedule of training plan of “Shurendengfeng Class” 
表 1. “树人登峰班”培养计划课程表 

课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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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

别 课程名称 
学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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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考试

/考
查 

建议修读学期 

讲

课 

实验

/上
机 

第一学

年 
第二学

年 
第三学

年 
第四学

年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必

修 

理工类 科研思维与训练 2 32 32  考察  2       

理工类 环境与健康研究

前沿 
1 18 18  考察   1      

理工类 研究方法与论文

写作 
1 32 32  考察     1    

选

修 

理工类 现代仪器分析 1 32  32 考察    1     

理工类 学科竞赛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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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仪器分析》主要通过多门实验课程中的探究性实验环节，进一步培养学生的科学研究思维和科

学研究的能力。《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主要面向“树人登峰班”大三学生开设，主要讲授如何进行规范

的科学研究、如何撰写和凝练学术论文以及如何发表学术论文。通过本课程，让学生完整和系统地了解从

科学研究、论文写作到论文发表的全过程，并且掌握正确的方法。同时，引领登峰班同学在学业导师指导

下，积极参与国内各类科研项目和实践创新项目，进一步强化学生的科研创新实践能力，使学生逐步具备

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因此，通过从“科研思维”到“科研实践”系统性的前瞻研究训练，使学生对

科学研究领域有一个初步系统的了解，并初步具备科研思维和科研能力，构筑优秀创新型人才培养摇篮。 

4. 完善政策保障激励体系 

4.1. “树人登峰班”学业导师制度 

交叉科学研究院将以学生为中心，为“树人登峰班”同学配备“一对一”的学业导师。学业导师来

自不同领域和专业，为学生提供学业和科研的个性化指导，发展好奇心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学业导师与

学生定期见面，导师职责包括指导规划、指导学习、指导研究、立德树人。导师根据学生的知识水平、

能力特长和发展方向，使学生明确发展路径，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意识、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促进学生

的创新和成长。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根据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制定相应的科研训练计划，完成至

少一项科研实践项目。 

4.2. “树人登峰班”奖学金激励政策 

多层次的科研实践培养体系，从广度到深度的科研训练，有效地开拓了学生的科学思维和视野，激

发了学生的科研热情，使学生逐步具备独立开展科研工作的能力，为其今后的学习和科研打下良好基础。 
“树人登峰班”现已面向全体理工及医学类本科 2020、2021、2022 级选拔近 90 余人，开展个性化培养。

成立近 2 年来，登峰班同学在学业导师指导下，积极参与竞赛和教师的科研项目，如“中国国际互联网+创
新创业竞赛”、“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并取得显著成绩；近 1 年来，指导登峰班学

生获得省级以上科技竞赛获奖 17 项，主持国家级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 8 项，登峰班学

生参与发表核心期刊以上论文 9 篇(含学生以第一作者发表中科院一区 SCI 论文 1 篇)，参与申请专利 9 项。 

5. 结语 

通过构筑多层次科研实践体系，浙江树人学院“树人登峰班”在创新型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初步成

效。面向“树人登峰班”的课程在不断优化，各种政策制度也在不断完善，构建的“应用型高校创新人

才教育体系”辐射到校内不同学院的环境检测、食品检测、化学品检测、医学检验技术等不同领域的应

用型人才培养，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形成良好的校内辐射，可以充分发挥拔尖学生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促进浙江树人学院人才培养整体质量的提高。“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继续完善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

模式，探索更加有效的创新培养机制将是浙江树人学院交叉科学研究院始终努力的方向。 

基金项目 

浙江树人学院化学与生物基础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2022 年教学质量工程资助项目(项目编号：

202207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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