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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研育人作为高等院校适应新时代发展的育人模式，是落实“三全育人”教育理念的重要手段。将科研

育人和课程教学有机结合，以科研促进教学，以教学推动科研，有助于高校实现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

局。本文以应用型民办本科高校南宁学院《食品生物技术》课程教学为例，论述青年硕博教师在以科研

促进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青年硕博教师应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实现以

科研促进教学，从而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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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mode of education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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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fic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implement the educational concept of 
“Three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curriculum 
teaching, the promotion of teaching by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he promo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by teaching, is conducive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whole process and all-round education pattern in 
universities. Taking the teaching of Food Biotechnology in Nanning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eaching by scientific re-
search and how the young teachers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their own advantages, combine teaching 
with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realize the promotion of teaching by scientific research, so as to im-
prove the teaching level and teach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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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培养创新型人才是新时期高校的重要职责，其中，科研育人是我国高等教育落实“三全育人”(全员、

全过程、全方位)的重要手段，是高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有效途径[1]。科研育人是以科学研究活动为载

体，在进行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科学素养和学术精神，从而实现育人的功能[2]。随

着中国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民办高等院校开始大力引进优秀青年硕博教师，致使师资队伍逐渐年轻化，

刚毕业或毕业不久的青年硕博教师成为师资队伍中的主力军和民办高校科研发展的中坚力量[3]。笔者所

在南宁学院作为应用型民办本科高校，自有全职专任教师 749 人，其中 35 岁及以下具备硕士及博士学位

的青年教师 289 人，占比 38.58%。 
大力引进优秀青年硕博教师给应用型民办本科高校科技创新和教学带来了新活力，他们具有扎实的

专业理论基础，经历过系统的科研训练，拥有较强的创新思维和实践动手能力，在科研项目申请、研究、

成果运用及转化等方面具有一定经验和优势。但是，青年硕博教师在教学方面仍存在一些普遍问题，如

教学经验不足、模式单调；教学态度不端正，内容陈旧；考核和晋升压力大，重科研、轻教学等。因此，

应用型民办本科高校应在鼓励青年硕博教师发挥自身优势开展科研活动的同时大力培养和提高其教学能

力和水平，以实现科研反哺教学、教学启发科研的良性互动。笔者以《食品生物技术》课堂教学为例，

就青年硕博教师如何以科研促进教学进行探索实践，以期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培养出更加“懂理

论、熟技术、善应用”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食品生物技术(Food Biotechnology)与现代食品产业紧密相关，是生物技术在食品原料生产、加工及

制造中应用的一门重要学科，是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农产品加工与贮藏等相关专业学生

的专业选修课[4]。现阶段，“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建设要求《食品生物技术》课程教学在理论讲

授基础上，需与时俱进地将食品生物技术最新前沿动态及科研成果融入课堂，并及时把握食品生物技术

最新发展趋势[5]。因此，青年硕博教师需不断革新和调整教学内容，使课程教学充分体现科学性、先进

性与前瞻性[5]。同时，青年硕博教师需改革课堂教学模式，用科研、实践等方式促进教学，以适应学科

发展的需要。这些举措不但可以推动青年硕博教师的教研水平，也能提高学生专业知识水平，激发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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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意识，培养学生科学素养和学术精神。 

2. “以科研促进教学”的意义与作用 

作为国家首批应用技术大学试点高校和广西新建本科学校转型发展试点学校，南宁学院学生的

创新力培养和工匠精神培育是打造应用技术大学高素质创新应用型人才的必然需求[6]。学校重视

开展应用研究工作，以科研育人为抓手，构建“教师 + 项目/赛事 + 学生”的师生共生共长模式。

食品与质量工程学院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笔者所在专业)学生在 2020~2023 年共计 143 人次获国家

级和自治区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立项、119 人次在学科专业竞赛中荣获自治区级及以上

奖励。 
但是，南宁学院作为一所非营利性应用型民办本科高校，其整体师资队伍水平较公办院校偏低，具

博士学位的自有师资力量不足，仅占全职专任教师总人数的 5.47%，其中青年博士教师更是稀缺，导致

缺乏高水平的教学科研团队，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学校的长远发展。因此，在不断引进高层次人才的

同时需充分发挥现有青年硕博教师的科研和教学潜力，“以科研促进教学”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

果，促进教育发展和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青年硕博教师“以科研促进教学”的具体的意义和作用主要

有如下几点： 
(1) 深化教师专业知识、提升教师专业素养：科研能够促使青年硕博教师深入学科领域的研究，增进

对所教学科知识的深入理解。通过申报和参与科研项目，教师能够不断学习和更新最新的教学理论和实

践，掌握最新的科研成果和教学方法，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和水平、提高教学质量。 
(2) 促进教学方法的创新：青年硕博教师在科研的过程中不仅能够通过实践和实验寻求到解决问题的

方法，还能够不断尝试和改进教学方法与策略。通过科研实践，教师可以发现更有效的教学策略和教学

资源，提高教学的灵活性和多样化程度，为学生提供更多元化和个性化的学习体验。 
(3) 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创新意识：科研教学可以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科研活动，培养学生的科研能

力和创新意识，帮助学生加深对学科知识的理解和掌握。通过科研实践，学生能够培养问题解决和创新

思维的能力，提高学科综合素养和学术研究能力。 
(4) 促进教学与科研的双向融合：教学和科研的互动可以形成良性循环，共同推动教育的发展。科研

可以为教学提供实践基础和实证数据，提升教学的科学性和实效性。同时，教学实践也可以为科研提供

课堂观察和反馈，推动科研结果的应用与推广。 
(5) 促进学科交叉和协同发展：通过跨学科合作和交流，教师可以打破学科壁垒，获得来自不同领域

的专业知识和理念，促进学科之间的融合和发展，提升学科综合能力。 
(6) 促进学校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声誉：积极开展科研活动可以提升学校的学科建设水平和学术声誉，

吸引优秀的教师和学生的加入。同时，科研成果的发表和转化可以为学校带来良好的社会影响和可持续

的发展。 
综上所述，“以科研促进教学”的意义和作用不仅体现在教师和学生个体层面的发展，还关系到学

校整体的教育质量和学术影响力。通过科研，教学可以更加富有创新性和针对性，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

育体验和发展机会。 

3. “以科研促进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青年硕博教师作为高校课程教学的主力军，站好讲台、站稳讲台是其第一要务；此外，他们同时是

科研育人的主力军和中坚力量，教学之余需积极参加各类科研活动，提升自身科研水平和科研能力。以

《食品生物技术》课程教学为例，青年硕博教师在以科研促进教学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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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经验不足，教学模式单调，缺乏科研与教学的有效衔接 
《食品生物技术》课程属于纯理论教学，课程学时相对偏少(32 学时)，但其课程内容丰富、综合性

强且琐碎抽象，导致学生在有限的课堂学习中很难真正理解和消化课程内容。其次，青年硕博教师教学

经验不足，导致备课过程过分看重教学内容的完整性讲述，教学方法常限于课堂讲授、案例分析和随堂

作业等传统模式，缺乏与学生的良性互动和多样的教学方式，常见的“填鸭式”教学使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减弱，绝大多数学生课中忙于记笔记，丧失自主学习原动力，导致学生虽在认真听课、但课堂活跃度

和主动参与度不高。此外，科研活动与教学工作之间的衔接和融合可能存在不足，导致教师无法将科研

成果有效地运用到教学实践中，这使得科研成果无法更好地转化为教学的实际效果。 
(2) 职称晋升压力大，教师对教学的重视度不够 
青年硕博教师面临的最大压力就是绩效考核和职称晋升，在此背景下，教师往往更加看重科研成果

的产出，因此教师需要进行科研活动，但科研工作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这可能导致教师感到压力

过大，难以兼顾科研与教学工作。从而影响到教学质量和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导致自身对教学的重视度

不够，认为“达标”即可，不主动、及时地更新教学内容。此外，青年硕博教师缺乏团队协作和沟通意

识，容易闭门造车，导致教学效果欠佳。重科研、轻教学心理使科研活动和教学过程不能有机融合、共

同进步与发展。 
(3) 民办高校科研工作起步难，学校重视程度不够 
“三全育人”背景下的科研育人，应坚持人才培养、学术团队、科研创新“三位一体”，其中持久

稳定的科研团队是根本[7]。民办高校科研实力相对较弱，青年硕博教师要想在科研上取得一定成绩并反

哺教学，通常需要自行组建科研团队或者加入现有科研团队。然而，南宁学院对科研资金的主动投入力

度不足、对每年新引进的青年硕博教师在加入或组建科研团队上的重视度不够，考核激励机制不完善，

久而久之，青年硕博教师失去科研热情。此外，民办高校师资队伍不稳定，教师缺乏职业归属感、流动

性较大。 

4. “以科研促进教学”的探索实践 

(1) 转变传统教学观念、将科研成果引入教学 
理工科青年硕博教师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均接受过长时间不间断的系统科研训练，有自己的研究方向

和研究课题，从查阅文献到选题，再到科学研究、论文写作和毕业答辩，这些经历使青年教师已具备快

速获取并掌握各领域最新前沿动态的能力。因此，在教学内容上，青年教师需打破传统思维、摒弃按章

节内容授课模式，理清各章节主要知识模块，以“文献阅读”思维模式进行课本内容的重解读、根据国

际最新研究进展合理把握教学重点和难点。例如，《食品生物技术》课程面向工科专业学生，内容丰富

且抽象、理论性和综合性较强，学习难度大。笔者以基因工程技术为主线，围绕“切、接、转、增、检、

表、纯”这一基因重组后蛋白的表达纯化经典步骤开展基因工程技术(切、接、转、增、检)、细胞工程技

术(转、增)、发酵工程技术(表)、蛋白质(酶)工程技术(纯)的教学联动，在主线基础上再补充相应章节的知

识内容，这将便于学生的整体理解和记忆。同时，这一技术主线也是相关科研文献中的重要步骤，笔者

向学生提供相关科研文献进行阅读学习，以培养学生的文献阅读能力和科研思维。 
在课堂教学中，青年硕博教师还可以引入自己的一些科研心得和体会、介绍自己多年来在本研究领

域获得的科研成果，或者将自己经历的一些科研趣事适当穿插在教学过程中，这样有利于拉近教师与学

生之间的距离，增加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度和认同感。如在《基因工程技术与食品工业》一章中讲授

《重组体的筛选与鉴定》内容时，课本上通常只介绍经典的原核细菌蓝白斑筛选方法，甚至少有图片展

示，但是笔者主要研究对象是丝状真菌，隶属真核生物，在进行重组体或突变体筛选时无法通过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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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鉴别。因此，笔者可以直接将本领域通过“水解透明圈”法鉴定重组体的筛选图片展示出来，让学

生直观的看到基因重组后带来的宏观改变(图 1) [8]，这些调整有利于将课本的有限知识延伸化、将抽象

的内容具体化。再如，在介绍《生物技术与食品综合利用》中的《柑橘皮渣的综合利用》内容时，可结

合笔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超声波辅助木聚糖酶法提取沃柑皮果胶的工艺优化》进行沃柑皮果胶提取

的技术讲解[9]。通过将学科最前沿的研究方法、科研成果引入课堂，能够开拓学生的视野，增强学生的

科研兴趣。 
 

 
Figure 1. Demonstration of hyaline circles of Penicillium oxalicum mutants in microcrystalline cellulose medium [8] 
图 1. 草酸青霉突变体在微晶纤维素培养基中的水解透明圈展示图[8] 

 
(2) 探索多种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科研活动积极性 
多种教学模式并重，能够使学生沉浸式学习、激发学生科研活动的积极性。如主讲教师在通过课堂

讲授和视频辅助教学时，若涉及介绍具体生物技术所需仪器和设备时，可与实验室实践教学相结合，采

用移动课堂模式，带领学生进入实验室进行参观学习，切实感受科研环境和书本中介绍的仪器设备。此

外，《食品生物技术》课程教学还可以邀请校外科研院所研究人员给学生开办主题科研讲座，拓展学生

的科研知识、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在《食品生物技术》课程学习中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如开展“各

生物技术(如基因工程技术)在食品中的应用”主题 PPT 展示，可激发学生学习的原动力、增加学生对所

学知识的认同感，同时加深理解各生物技术在食品工业中的应用。课堂辩论赛的举办如开展“转基因生

物和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辩论赛，也能够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同时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这些教

学模式的选择，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科研活动积极性、还能帮助青年硕博教师提升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 
(3)正确处理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关系 
青年硕博教师不仅是科研活动和科技创新的主力军，也是本科教学的主力军，如何正确处理教学与

科研之间的关系是每一个青年教师需要思考的问题。其中，课程教学可以为科研活动提供扎实的理论基

础，同时教师还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发现问题，捕捉灵感，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加强科研的创

新性；此外，最新科研成果引入课程教学能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学习积极性，同时有助于学生对书本

理论知识的更深刻理解。例如笔者在讲授《酶工程技术与食品工业》章节时对葡萄糖耐受性 β-葡萄糖苷

酶在甘蔗榨糖工业链中的蔗渣水解环节十分感兴趣，为此笔者查阅大量相关文献，撰写了一篇题为《耐

糖 β-葡萄糖苷酶基因的挖掘、突变及应用研究进展》的综述文章[10]，并组织学生开展“高产耐糖 β-葡
萄糖苷酶菌株的筛选与鉴定”科学研究工作。因此，青年硕博教师须正确处理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关系，

确保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中心地位和以青年教师为引导的科研先导作用，形成以科研促进教学、以教学

启发科研的良性互动。此外，学校领导层需加大对青年硕博教师科研的重视度和科研投入力度，完善科

研管理制度和考核激励制度，鼓励青年硕博教师走“教学科研并重型”职称评定体系，加强教师科研训

练，激发教师的科研热情，提高教师的学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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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立科研支持体系 
民办高校科研工作起步难，其中持久稳定的科研团队是根本，学校可以建立科研支持体系，通过相

应政策鼓励、帮助新青年硕博教师加入现有科研团队，形成团队老成员带领新成员或者帮扶新青年教师

组建科研团队的模式，如此往复，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帮传带”师–师体系，维持科研团队的持久性。

如笔者作为新进青年博士教师，和本文其他作者组成了一个“食品酶资源开发利用”团队，在完成教学

工作之余，团队成员之间会互相交流，力保朝着同一大研究方向开展科研工作。现阶段，南宁学院科研团

队建设的重心在于团队成员本身，而团队成员几乎全是青年硕博教师，从而忽略了育人的基本对象——学

生。但是，一个科研团队的稳定性，除了教师本身，还需要源源不断的学生力量。因此，可开启“导师

–学生”科研团队核心体系，通过科研团队导师成员与学生的双向选择，吸引部分优秀学生尽早尽快加

入科研团队，开启科学研究和科研活动。笔者所在食品与质量工程学院已实行“导师制”，青年教师可

鼓励、引导学生做项目负责人积极申报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参加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素质拓展赛事，这些科研活动将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科研精神和科

研实践能力。目前，笔者已指导学生申报两项 2023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其中“高品质 β-
葡萄糖苷酶在产糖工业的应用”获自治区级一般项目立项、“土壤中的小生命——产纤维素酶及果胶酶

菌株的挖掘”获国家级一般项目立项。 

5. 结语 

应用型民办本科高校的高水平发展离不开科研项目、科研成果和教学成果等外在评价指标，青年硕

博教师作为高校科技创新的主力军，他们有着良好的科研背景和基础，要想充分发挥青年硕博教师的科

研优势和科研潜力，助力高校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学校层面、教师层面和学生层面的共同努力。此外，

青年硕博教师科研水平和科研能力的提升将助力教学的高质量发展。但是，只有做到将教学和科研有机

结合，以科研促进教学，以教学启发和推动科研，才能真正实现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加快科研育人和

课堂教学改革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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