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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驱动下，多学科交叉与多技术跨界融合将成为常态，并不断催生新学科前沿、新

科技领域和新创新形态。我国研究生教育正在经历着从大到强的转变，交叉学科人才的培养是一个国家

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论文通过研究当前药学、化学、材料学学科交叉应用的前景，指出了交叉学科人

才培养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分析了完善培养方案和探索创新培养模式的必要性，此外还探讨了人才

培养模式所需的具体措施。在培养目标上，提出了致力于培养跨学科的“全能型”人才，能够有效整合

多学科知识和方法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和挑战。在培养保障方面，建议构建完善的资金、平台和优

秀教师队伍保障体系。在培养方式上，论文提出了结合传统培养方式的创新举措，从理论学习到论文答

辩等方面的创新举措。最后，强调了我国大学在培养交叉学科研究生方面需要实现更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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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iven by the major strategic needs of the country, multi-disciplinary convergence and multi-tech- 
nology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will become the norm, and continue to give birth to new disciplinary 
frontiers, new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fields and new forms of innovation. China’s graduate 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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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ion is undergoing a transformation from large to strong, and the training of interdisciplinary tal-
ents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a country’s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 training by studying the prospects of the 
cross-application of pharmacy, chemistry and materials science, and analyzes the necessity of im-
proving training programs and exploring innovative training models. In addition, it also discusses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measures required by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 In terms of training objec-
tives, it is proposed to train interdisciplinary “versatile” talents who can effectively integrate multi-
disciplinary knowledge and methods to address major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facing mankind. In 
terms of training security, it is suggested to build a comprehensive fund, platform and excellent teach-
er team security system. In terms of training method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innovative measures 
combining traditional training methods, from theoretical learning to thesis defense and other as-
pects of innovation measures. Finally, it emphasizes that China’s universities need to achieve greater 
breakthroughs in cultivating interdisciplinary graduat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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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突破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传统思维，为培养新型人才提供了重要途径，成为高

校教育改革的重要着力点。药学是一个融合了多学科的下游综合性学科，研究范围涵盖十分广泛，包括

新药的发现、合成、机制、制剂和临床使用安全等。随着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对于“药”这一概念

的理解已经大大拓宽，蛋白、多肽、核酸、多糖等等都可以成为药物。随着学科交叉的不断深入，药学、

化学、材料学、计算机科学及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正在加速新药的发现，并促进我国医药创新升级。 
在这一新的趋势下，药学、化学、材料学等学科交叉已成为当今热门，也是近年来国内外最活跃的

研究领域之一。新的医药时代背景下，需要充分发挥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综合运用药学、化学、生

物学、医学、材料学和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理论和技术，研究和解决诸如药物设计与合成、药物作用机

制、医药相关新材料制备以及大数据驱动的药物研发等方面的关键科学问题。 
研究生培养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无论是学科建设工作，还是专业设置、课程建设等一切工作，

都应该以提升研究生综合能力为中心。面对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技术进步、产业格局的变化，人才培养

模式需要改革创新，其目标是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实践能力、跨界能力，且能够适应变化和解决问题的

复合型研究生人才。学科交叉融合成为当前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特征。因此，大力发展交叉学科是培养

复合型人才的必要手段，是高等教育回应社会需求的必然选择。通过交叉学科的设置和建设，可以在一

定范围内有效带动交叉课程的建设和学科交叉研究，对于带动整个学校探索研究生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发展交叉学科也是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实现重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核

心技术革命性突破的必然要求。 
与传统的培养方式相比，交叉学科研究生的培养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突破不同学科间的界限和

束缚，促进多个学科的交叉融合，构建适应时代发展的新知识架构体系，这既是社会发展到当今阶段的

外源性驱动，也是学科发展规律的内源性使然[1]。以国际上颇具影响力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奖成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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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近年来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中学科交叉研究成果占比呈逐渐上升趋势近，25 年来交叉学科合作研究获

得诺贝尔奖的比例将近 50% [2]。基于多角度对学科发展规律和政策环境等的分析，学科交叉已经成为科

技创新的主要源泉，是当今科学时代不可替代的发展方向[3]。 

2. 国内外学科交叉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1. 国内外学科交叉现状 

在国外，学科交叉理念已经得到众多名校的认可，学科交叉意识不断深入，学科交叉改革也正在

不断完善，并逐步走向成熟。美国的学科交叉研究中心仍在不断增加，加州理工学院有 50 多个学科交

叉研究中心，麻省理工学院与哈佛大学合作成立了交叉学科研究所，斯坦福大学也成立了跨学科研究

中心[4]。 
2020 年 3 月，中央编办批准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交叉科学部，标志着自然科学基金委在促进学科交

叉融合方面又迈出新的一步。经中央编办复字[2020] 46 号文件批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 2020
年 11 月成立交叉科学部，负责统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交叉科学领域整体资助工作；组织拟定跨科学部领

域的发展战略和资助政策；提出交叉科学优先资助方向，组织编写项目指南；负责受理、评审和管理跨

学部交叉科学领域项目等。交叉科学部从 2021 年开始建立了凝聚重大类项目科学问题新机制，汇聚了国

内开展交叉科学研究的科学家群体，成功遴选资助了一批具有显著交叉研究特征的重大类项目，为多学

科交叉融合研究的开展搭建了桥梁和平台，取得了良好的反响和成效。 
2021 年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交叉科学部正式受理项目申请的第一年，集中受理期共收到各类

项目 754 项[5]。交叉科学部积极落实自然科学基金委党组关于深化科学基金改革、完善学科交叉融合机

制的决策部署，在完善评审机制方面开展了诸多实践，探索建立符合交叉研究特征的资助管理模式，以

实际行动推动科学基金事业创新发展。2022 年因受理项目类型的增多，交叉科学部收到各类项目申请总

数大幅提升，达到 2115 项[6]。2022 年交叉科学部在自然科学基金委党组和分管委领导的领导下，全面

落实新时代科学基金资助导向，在围绕推动学科交叉融合、构建良好交叉科研生态等方面进行了科学基

金深化改革试点和实践，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国内，很多高校也逐渐意识到了学科交叉的重要意义，走上了学科交叉改革与发展的道路，在人才

培养上提供有效资源和平台[7]。我国老一辈科学家在 1985 年的“全国交叉科学讨论会”上就提出鼓励交

叉科学研究的倡议，在国家科学基金资助机构层面，我国科学技术部 1997 年启动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

发展”计划，支持解决支撑国家战略需求的重大科学问题，以及促进人类对世界规律认识的重要科学前

沿问题[8]。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于 2006 年 4 月 4 日正式成立，在全国高等院校中率先开辟了跨

学科研究的试验田，对北京大学的学科建设、科研发展和人才培养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研

究院已建成具有良好学术交流环境、学科前沿性与学科交叉性相结合、实体与虚体相结合的交叉学科研

究平台，为北京大学的交叉学科研究创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和研究条件，屹立于中国乃至全世界交叉学

科发展的潮头。2020 年 6 月 6 日上午，上海大学举行了“面向未来的医学创新与教育”首届学术研讨会

暨医工交叉研究院成立大会，凭借综合性大学优势，上海大学重点围绕人口老龄化、公共卫生等领域的

重大医学问题，开展医学工程与转化医学研究，为老年医学和公共卫生学科发展提供方案。2021 年 8 月

27 日，中山大学成立前沿交叉创新研究院，校级实体科研创新平台。2022 年 2 月 27 日，中国人民大学

交叉科学研究院揭牌仪式暨首届交叉科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是最早开展跨学科人

才培养的高校之一，至今已有 5 个双学士学位项目，17 个跨学科实验班，18 个荣誉辅修项目，10 个文

理交叉型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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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国内学科交叉发展存在的问题 

在培养实践能力强、创新能力强、具有学科交叉融合特征和国际竞争力人才方面，存在一些共性问

题。例如，没有充分发挥优秀人才和资源的优势，没有健全的资助保障体系；缺乏多学科交流协作共享

平台，学科交叉较为单一，需要打破学科界限，营造多学科交叉的氛围，培养交叉学科学生创新实践能

力；此外，多学科交叉融合，评价标准和评价机制不健全。对于学生能力的评价主要以理论学习为主，

缺乏对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考察，教育模式仍存在思维固化、质量管控不足等问题。 

3. 交叉学科人才培养模式推进方法 

3.1. 为交叉学科人才培养提供高平台保障 

通过构建交叉学科平台，培养学科交叉兴趣点，借助平台交流，发掘提出并解决新问题。 
1) 支持广泛的交叉学科研究。如药学和材料学、化学和生物学、材料学和生命科学等多个学科交叉

的研究[9]。 
2) 提供丰富的理论实践培训，举办跨学科高水平学术会议、定期进行交叉学科学术研讨等来促进交

叉学科研究。 
3) 提供丰富的资金支持，设立交叉学科创新资助项目，交叉学科研究生奖学金，鼓励学生实验实践

创新。 

3.2. 为交叉学科人才培养配备优秀教师队伍 

1) 优秀的教师团队是人才培养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交叉学科学生往往需要花更多的时间与各个学

科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对导师及导师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导师需要在教学和科研实践

过程中进行兴趣引领，让学生第一学年在不同实验室中进行轮转学习，在确定最终实验室之前，可申请

换导师，导师定期组织工作汇报学习讨论，帮助他们找到感兴趣的方向。 
2) 单一导师培养和多个导师联合培养相结合，单一导师培养即由一位导师全面负责指导研究生，包

括安排学生的学习，审查其学业进展及指导其进行学术研究、论文撰写等。多个导师联合培养即两个及

以上不同学科领域的导师联合指导研究生，在交叉学科里的不同领域对学生进行针对性指导，共同指导

学生综合发展[10]。 
3) 理论学习和实践相结合，交叉学科课程焦点集中在问题上，各门学科通过解决问题而相互联系，

高校存在众多优质资源，但是单元化、边缘化。以交叉学科为契合点，突破实验室、院系壁垒，多学科

资源共融才是“交叉”意义所在。在教学过程中，要增强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培养学生的跨专业基础

能力，引导学生主动发现问题并动手解决问题，通过独立思考去运用、组合和发展交叉知识，在科学的

“无人区”不断开拓。同时，注重与企业联合培养，改革创新传统教育模式、强化应用型人才培养，做

到既注重基本理论的学习和应用，又重视与社会实践结合。 
4) 交叉学科的学生研究内容往往涵盖多个不同的研究领域，在毕业答辩和论文评审时就需要不同学

科领域的专家参与，除了组织召开交叉学科学术会议，在论文答辩过程中，也应邀请不同领域的学术专

家参与答辩，并在论文撰写过程中给予跨专业针对性指导。 

4. 结语 

美国大学交叉学科研究生培养起步早，体系较为完善，其培养模式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典型性，正

引领全球交叉学科研究生培养快速发展[11]。学科深度交叉融合是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特征，是新学科

产生的重要源泉，也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有效途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交叉学科研究生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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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当代各国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大势所趋，也是深化我国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全面提升研究生培养质

量的重要突破口[12]。交叉学科在世界以及我国都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培养交叉学科研究生势在必行的

当下，必须继续对交叉学科培养模式不断创新、完善。 

基金项目 

湖北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JGYJS202231, JGYJS20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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