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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in the teaching and edu-
cation of medical schools. To enhance the innovative abilities of medical undergraduate students 
of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elucidates the implementation modes and effects of 
tutorial system, which is an effective model for innovative education and used for training the 
medical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novative abilities in our training platform. During the training, 
the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are focused. And good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Based on the practice, we develop a new educational mode for the innovation and en-
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of medical undergraduate student. And it will further improve the med-
ical undergraduate student’s spirit, awareness, and shills of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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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新创业教育是我国高等医学教育的重要内容。为提高西南医科大学医学本科生的创新能力，本研究以

创新创业平台为基础，采用导师指导医学本科生开展科研项目为实践，着重培养医学本科生的创新思维

和科研能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通过实践构建了适合培养医学本科生创新能力的系统性实践体系，促

进了本校医学本科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关键词 

医学本科生，创新项目，导师制，创新平台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大学生的创新能力是我国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当今医疗技术飞速更新，使得医学院校医学生

创新能力培养显得尤为重要。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大学生自主探索研究的科学精神和创新思维，

最终培养出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目前我国高校培养创新能力的方式包括创新创业课堂教育、创新创业项目

训练和综合实践等[1] [2] [3]，其中开展科技创新训练项目是全面提升医学本科生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之一[4]。 
西南医科大学高度重视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培养，通过增加实践教学内容、组织学生参加知识竞

赛、组织医学生自主申报“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教育项目、成立示范性医学本科生创新创业训练

室平台、综合育人项目等措施，积极探索提高医学本科生创新能力的途径。本文结合西南医科大学示范

性医学本科生创新创业训练室平台的实践经验，以指导医学本科生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以
下简称大创项目)等科研项目为实例，探索适合医学本科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机制[5] [6]。 

2. 导师制指导 

充分发挥本科生导师制的优势，个性化指导调动大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性[7]。创新创业训练室平台(以下

简称双创平台)的指导导师均是由具有硕士以上学历的教师担任，并采取定期遴选的机制，对入驻导师的科

研能力和指导能力进行考核，导师考核优秀方可继续留任[8]。目前本创新创业训练室平台已入驻 10 名优秀

导师。学生与导师之间根据自愿原则，实行以学生为主的双向选择方式。学校根据导师的科研情况建立导师

档案，定期在网上公布导师的研究方向、研究课题(包括科研项目、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结合的融合教

改项目等)，符合条件的医学生本科生根据专业专长、兴趣爱好自由选择导师。考虑到实施效果和导师的正

常教学科研等任务，对导师指导的学生人数实行限额，导师在限额内选择学生。此外，双创平台也接受由学

生自主组成的科研小组和(或)自主设计的科研课题，根据学生的意向和课题方向匹配合适的导师。为了培养

团队合作精神，将学生分成 3~5 人组成的项目小组，原则上每位导师每年负责 1~2 个科研小组。 
导师主要负责学生的科研思维培养、科研技能训练、创新能力培养、论文写作和心理疏导等工作。

导师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兴趣，帮助学生选择合适的研究方向，指导学生自主完成创新性研究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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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并进行大创项目或省、市科技创新苗子培育计划项目等项目申请。本双创平台自设立以来，两年

间已引入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等科研项目和融合教改项目 22 项，指导医学本科生自主申报大创项目

等项目 16 次，共获得省级以上大创项目 8 项和四川省科技厅苗子培育计划项目 1 项。平台的良好运转，

为开展大学生科技创新工作打下坚实基础，有利于培养医学生的创新能力。 

3. 创新思维培养和科研能力训练 

3.1. 创新思维培养 

指导学生自主完成科研项目，激发学生科研兴趣。导师在项目进程中定期召开文献学习和试验讨论

会，把科研小组的成员全部组织在一起，围绕针对科研进展中的困难、问题，鼓励每个学生提出自己的

观点，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导师根据科研项目内容、方向，适时介绍当前学科前沿成果和本研究

领域的最新进展，培养学生的创新理念。此外，通过介绍科学研究中的经典事例，培养医学生自身的创

新人格，促进学生创新情感发展[9]。同时也介绍一些学术不端事例，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培养学生尊

重科学、尊重事实的态度，树立正确的科研世界观和人生观。 
指导学生跟踪、阅读研究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和独立自主的科研能力。导师

根据项目阶段和进度，从以下几个方面培养学生筛选、分析文献的能力：首先，传授学生检索文献的技

能，包括专业的搜索引擎、网站、期刊论文等，让学生对自己感兴趣的科学问题进行文献查询并自学；

其次，推荐研究领域经典的中英文综述和评论性文章，让学生对研究领域有整体把握；其次，要求学生

以制作 PPT 汇报或小组讨论等形式对自己关注科学问题的科研动态和研究现状进行讲解，达到培养学生

自我探索科学问题的能力和培养学生科研思维的目的。在此基础之上，对于文献阅读涵盖量大、前瞻性

强的科研小组，导师鼓励引导小组成员分工协作写作综述文章，并引导科研小组同学进行阅读相关文献

和修改综述论文，并指导他们完成论文投稿至发表，达到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科研论文写作能力。

目前，以科研小组为单位已发表综述性论文 2 篇，在投综述论文 2 篇(其中一篇为英文论文)。 
为发挥大创等项目在培养医学生科研创新思维中的积极作用[10]，由导师引导学生根据选定的研究方向，

通过科研文献等资料的全面收集阅读等方式，对本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和研究趋势产生深刻的认识，再由学

生自主设计创新性研究项目并申请大创等项目，既保证项目的可行性及科学性，又锻炼了学生的科研意识。 

3.2. 科研技能的培养 

学生课外参与科研训练活动，不仅能够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科

研意识[11] [12]，而且能够突破现有医学实验教学模式[13] [14]，为医学生提供将理论、方法和技能综合

应用于科研的实践环节[11]。在项目实施不同阶段采用不同形式来锻炼学生的科研技能：开展项目前，树

立学生的科研意识，着重强化试验方案和试验材料的准备工作；在导师指导下，每个小组组员合作共同

起草包括试验内容、试验方法、所需试验材料及其准备、关键试验步骤和难点等阶段性试验方案，经和

导师讨论后方可执行。科研技能培养方面，通过导师多次举办试验技能培训讲座和实训等形式来实现，

涵盖基因分析、基因序列比对的生物信息学分析技能、医学文献检索的信息检索技能、PCR 和凝胶电泳

等试验技能，数据统计分析和软件使用技能等。对于试验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挫折，导师应加强指导和

思想沟通，协助学生克服困难，提高学生应对挫折和困难的综合素质。导师引导学生学会分析试验结果

和数据，归纳总结问题，使得理论知识的学习和科研能力的培养融会贯通，进一步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 

4. 培养体系的完善制度与实施成效 

西南医科大学将导师指导科研小组工作纳入职称评审条件之一，同时也将指导科研小组工作量化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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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年终考核体系，提高了导师的积极性。为加强导师的责任心和保证科研小组的培养质量，双创平台也

逐步建立完善相应的质量评价体系，不仅包括项目本身及其实施整个过程的评价，也包括学生成长和教

师提高的评价。此外，平台积极构建衡量医学生科研团队培养的考核指标，通过墙报、论文摘要及研究

性论文发表等形式进行评比，从一定程度上对学生起到激励和鞭策作用。除此之外，建立入住平台的导

师考核机制，对导师的科研能力继续评估，同时对其指导学生的科研项目完成情况和培养学生效果进行

评价，定期招募优秀教师进入平台和淘汰不合格的导师。 
双创平台坚持以人才培养为本，建立导师制下的科研项目培养医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体系，将教学、

科研与创新培养融为一体，激发了学生参与创新科研的热情，越来越多的学生报名参加平台入选，同时

创新培养体系下医学生的创新综合素质得到显著提高。目前该平台中已完成大创等项目任务的有 7 组科

研小组，正在独立撰写 SCI 等研究性论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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