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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对人才质量需求的不断提高，高校也在不断更新人才培养模式。校企合作是一种注重培养质量，

通过学校与企业资源、信息共享，优势互补的“双赢”模式。药学分子生物学是药学专业重要的一门基础

课程，其研究内容是基因、蛋白质等分子基础的内容，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当前，高校在对学生进行技能

培养的同时，也注重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采用“七分实践，三分理论”的教育模式，逐步形成校企合作

人才培养新模式。本论文通过了解产教结合校企合作模式，分析大学生实践能力提升的必要性，探索药学

分子生物学专业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并针对人才培养机制推进方法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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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society’s demand for talent quality, universities are 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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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tly updating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l. Pharmaceutical molecular biology is an important ba-
sic course for pharmaceutical specialty. Its research content is molecular basis content such as 
gene and protein, which has strong application. At present, while cultivating students’ skills, col-
leges and universities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quality education of students, adopting the educa-
tion mode of “seven points of practice, three points of theory”, and gradually forming a new mode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talent training. Through understanding the mode of cooperation 
education and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cessity of improving col-
lege students’ practice ability, explores the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talent training mode for 
pharmaceutical molecular biology specialty, and discusses the promotion method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talent training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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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校企合作”是通过深度融合高校与社会企业双方的资源优势，弥补高校教育自身功能的欠缺，逐

步将传统的以学校和课堂为中心的单一人才培养模式，拓展为“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

发展”综合教育机制体制，在改革创新传统教育模式、强化应用型人才培养、符合创新型国家需求等方

面尤为重要[1]。 
分子生物学是从分子水平研究生命现象的科学，是现代生命科学的“共同语言”。其核心内容是通

过生物的物质基础——核酸、蛋白质、酶等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功能及其相互作用等运动规律的研究来

阐述生命分子基础，从而探讨生命的奥秘[2]。 
药学分子生物学则是由于分子生物学的新理论、新技术渗入到药学研究领域，从而使药物学研究以

化学、药学的培养模式转化为以生命科学、药学和化学相结合的新药模式。药学分子生物学作为本科药

学专业的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是药学专业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3]，其研究内容是核酸、蛋白质等

生物大分子基础的内容，具有很强的应用性。目前药学分子生物学教学现状主要有以下几点问题： 
1) 在实验教学中，学生仍旧按照教师给出的实验步骤和要求进行实验，缺乏个人主动性和创新意

识。 
2) 药学分子生物学实验需求的设备要求高且试剂费偏贵，受实验经费的限制，学生实践机会少，部

分学生甚至无法顺利完成实验。 
3) 缺乏有效的考核方式，学生考核往往只局限于理论考试和实验报告，不能反应学生的真实水平，

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4]。 
4) 教学内容往往不结合企业需求，与社会发展脱节，无法从本质上满足人才培养的需求。 
传统的单一教学模式极大地限制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因此，在新的形势下，需要通过与企业联合合

作，充分利用高校与企业的设备和资源，结合企业与高校的双重优势积极进行教学，不断提高学生质量，

培养出符合社会实际需求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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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机制推进方法 

2.1. 更新教学内容，与企业生产、研发相关联 

学校教学模式一般依托于课程教材以及视频的讲解，然而由于教材不能及时更新，课本内的一些内

容可能会跟不上实际研究发展，学生掌握的课程知识较现实落后，导致与社会前沿科学发展脱节。例如

DNA 聚合酶是 PCR、DNA 测序等技术的核心工具，一直是分子生物学研究的热点。众所周知，DNA 聚

合酶不能够从头合成 DNA。需要一段 DNA 或 RNA 引物，然后在其基础上延伸 DNA 链。然而，这一基

本常识后来被一项研究成果所颠覆。2017 年 3 月 7 日，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在线发表了华中科技大学

朱斌课题组与哈佛大学和日本地球海洋科技局合作完成的最新成果：Deep-sea vent phage DNA polymerase 
specifically initiates DNA synthesis in the absence of primers。该研究从海底火山病毒中发现了一种新的

DNA 聚合酶，它与任何已知的 DNA 聚合酶都没有同源性，却能识别特定的模版序列，可在没有引物的

情况下专一性的用脱氧核糖核苷三磷酸从头合成 DNA [5]。 
这一特点不仅在 DNA 聚合酶进化研究中有重大意义，而且还蕴藏了在核酸合成和测序技术中的应用

价值。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推进，课本中一些传统观念不断被打破。因此，教学不能止步于传统知识的

传授，更需要我们关注科学发展，结合企业需求，及时更新知识储备。 

2.2 协同企业丰富高校课程内容，完善师资队伍建设 

聘请企业优秀管理者或技术人员到学校授课，老师带领学生到企业实践学习。学生可以在实践应用

中更加透彻地掌握课程知识，同时加强实验操作、技能训练、问题解决能力等方面的培养，有利于学生

提高学习效率，缩短知识消化的时间。药学分子生物学知识大多与实验技能挂钩，如聚合酶链式反应，

其知识点比较抽象，学生仅靠课本、视频的讲解学习，不仅花费时间，而且效果也不理想。进入企业学

习，通过企业技术员工利用设备仪器实际操作示范，则会更有利于学生深刻理解其原理及流程。此外，

多元化的教学模式更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单一的课堂模式过于单调，学生亲身实践的同时也感

受到了知识的趣味性，更加积极主动参与老师教学。同时也鼓励高校教师去相关企业挂职锻炼，切身体

会企业对人才的需求，这不仅能提高教师实践教学水平，而且能按照企业需求去培养社会需要的实践型

人才[6]。 

2.3. 整合企业与高校资源，实现优势互补 

校企合作是一种“双赢”模式。药学分子生物学实验需求的设备要求高且试剂费偏贵，学校往往受

实验经费的限制，安排实验课时少，学生缺乏实践机会，部分学生甚至错过参与实验。对此，校方可以

引进企业资源，聘请企业专家指导建设实训基地，依据专业人才岗位的工作环境，对实训中心环境的布

置、设备仪器使用的规范、记录填写的要求，都按照企业真实的要求进行设计[7]。让学生在贴近未来工

作的环境中进行实践，并开展项目教学等实践教学活动，帮助学生了解社会发展需求，针对性地训练，

使学生毕业后能及时适应企业工作。另一方面，也可采用工学交替的学习模式，在完成基础课堂教学后，

教师安排学生在企业完成不同岗位的实习工作，促进学生全面了解企业工作，让学生在校学习与企业实

践有机结合，同时学习企业的优秀先进技术，实现学校的人才资源和企业的设备、技术实现优势互补，

节约了人才培养成本。 

2.4. 改进学生考核方式 

在采取校企合作模式的背景下，高校药学专业对学生的教学目标要求也与传统教育方式的教学目标

不同，校企合作模式应更加重视药学专业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而不仅仅只限于理论知识停留在脑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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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到实践[8]。针对学生的考核方式也有所改变，在这种模式下，学生们是否能够进行更加严谨的生产

实习成为学生综合能力考核中更为重要的一部分，调整实践考核的比重也更有利于学生在心理上重视实

践操作。同时理论知识考核也同为重要，因为如果没有理论知识作为实践操作的基础，学生们就不会有

更好的动手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这就需要高校对学生的管理模式进行相对应的调整以让学生们适应这

样的新模式。 

3. 结语 

我国推动校企合作培养模式时间尚短，目前高校与企业合作大多局限于“横向课题”的合作，企业

需要技术创新，高校则提供智力资源。但利用企业资源实施产学结合人才培养机制方面做得不够，缺乏

理论支撑和实践经验，尤其本科阶段学生更多局限于见习或顶岗实训环节，随着各项工作的不断深入进

行，各种问题仍不断浮现，这仍需要学校和企业不断根据实际情况改革探索[9]。 
校企合作办学模式是一种较新的探索，其目的是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综合素质与实践能力，节约

教育成本[1]。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迫切需要具有实际专业技能的人才，而不是仅限于学习理论知识的

学生，传统的教学模式培养的学生注定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企业要发展，就必须不断引进新鲜力量，而

高校学生就是最好的选择；同时企业的壮大也有利于学校培养人才。校企合作，不仅能够提高教育培养

人才的质量，也有利于企业的发展成长，这种“双赢”模式注定在中国发展壮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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