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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高等教育在经历注重规模和数量的快速发展后，进入注重结构和质量的内涵式发展，和经济领域类

似，高等教育领域也需要供给侧结构改革。以科研促进教学是提高理工类高校教学质量、推进人才培养

模式供给侧改革的重要途径。强化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深化教学供给侧改革，科学设置化学类教

学的内容和考核模式，将科研前沿引入课堂，加强科研训练，重视科普教育，提升科学素质，培养学生

的科研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有助于提高教学品质，提升学科的实力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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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ale and quantity,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has entered the con-
notative development of structure and quality. Similar to the economic sector, supply-side struc-
tural reforms are also needed in higher education. Promoting teaching by scientific research is an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universities and pro-
mote the supply-side reform of talent training mode. Strengthening the student-centered teaching 
concept, deepening the supply-side reform of teaching, scientifically setting up the content and 
assessment mode of chemistry teaching, introducing the frontier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to the 
classroom, strengthening scientific research training, paying attention to popular science educa-
tion, improving scientific quality, cultivating students’ scientific research consciousness, innova-
tion spirit and innovation ability, will help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enhance the 
strength and competitiveness of the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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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概述 

习近平总书记 2015 年 11 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改革的

重点是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不仅是经济领域需要

供给侧改革，高等教育领域同样面临类似的问题[1]。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

的发展，高等教育的总规模位列世界第一，高等教育的发展在量上取得显著突破。我国高等教育在经历

注重规模和数量的跨越式发展，需要以注重结构和质量的内涵式发展，急需高等教育领域的供给侧改革

[2]。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结构性问题，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供给侧。化解当前的

高等教育供需矛盾需要结构调整，不断优化高等教育供给结构，以前瞻性供给引领需求结构，提供更多

精准性、有效性和引领性教育供给。要着力改善供给数量，创新供给方式，提高供给质量，满足我国高

等教育需求的新情况、新要求[3]。 
近年来，为深化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改革，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国务院和

教育部相继印发文件，加快开展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一流专业和一流课程建设。2015 年 11 月，国务

院发布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加快建成一批世界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4]。2019 年 4 月，教育部发布《实施一

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的通知》，2019~2021 年，建设 10,000 个左右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点和 10,000
个左右省级一流本科专业点。推动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做强一流本科、建设一流专

业、培养一流人才，坚持“以本为本”，全面振兴本科教育，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能力，实现高等教育内

涵式发展[5]。2019 年 10 月，为了全面振兴本科教育，教育部印发《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

提出，实施一流本科课程“双万计划”，经过三年左右时间，建成万门左右国家级和万门左右省级一流

本科课程，形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课程体系，构建更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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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研促进教学，提升教学品质 

高校既是教育教学中心，又是科学研究的中心。教学工作是学校的中心工作，教学和科研是高等学

校发展的永恒主题。以科研促进教学是提高理工类高校教学质量、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途径。

科学研究不仅可以增强教学的深度和广度，而且可以促进教师知识结构的更新、提高教学效果。教师是

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基础，教师只有不断地进行科学研究，才能拓展学科知识，提高教

学水平[7]。 
传统型教学模式重视知识的传授，在教学方法上强调“以课堂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以教科书为

中心”，课堂角色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地位，在知识应用与实践过程中动手能力

差、创新能力弱。科研服务教学，科研促进教学作为新的教学模式，教学活动由教师为中心向学生为中

心转变，强调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教学过程离不开学生的主动参与和积极的探索活动。 
为提高化学类课程的教学质量，培养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理工科高素质人才，将科研素质培

养引入化学课程教学中，通过师资培养的加强、课程体系的建立、教学内容的选定、教学形式的多样化、

教学方案的制定、创新能力培养体系的完善等方面，不断提升教学品质。以科研促进教学培养体系的构

建，丰富教学形式，提高学生的科研思维能力，强化学生的科研训练，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3. 科研促进教学的供给侧改革路径 

强化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深化教学供给侧改革，科学设置授课内容和考核模式，及时更新课

件，将科研前沿引入课堂，加强科研训练，重视科普教育，提升科学素质，注重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

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3.1. 把握科研前沿，融入课堂教学 

理工科高校化学类专业课选用的教材一般都是规划教材，给高校教师的教学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但

是我们知道，教材从编写到出版都需要数年的时间，即使是最新的教材，内容上也有一定的滞后。如何

把最新的知识、科研的前沿融入课堂？这其实对任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任课教师在授课时需不断

搜集科研前沿信息等科研资料作为教学素材，及时更新课件，做到课件与教材相辅相成。讲课内容源于

教材，并适度高于教材。坚持科研服务教学，将科研成果、科研前沿融入到实际教学中，不断提高教学

质量。 
教师要转变教学观念，积极拓展研究型教学观念。在传统教学观念影响下，“重教师传授，轻学生

研究”“重学习成果，轻学习过程”“重理论知识，轻实践操作”“重考试成绩，轻整体素质”等“四

重四轻”现象在高校的教学实践中普遍存在[8]。实施研究型教学模式改革，教师的教学观念至关重要。

教师应当深刻认识到传统教学模式的局限性，意识到只有改变教学观念，深化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改革

才能培养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创新型人才。 
科研的过程是追踪世界前沿信息，补充和更新知识的过程。鼓励教师把科研与教学结合起来，把科

研前沿融入课堂教学、实验教学、实践教学以及课外科技活动，尽自己所能把最新的知识传递给学生，

促进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用科研促进教学、以教学带动科研，实现教学相长、研有所成[9]。当今世界

科技发展的前沿，在化学领域有量子化学、宇宙化学、基因编辑、粒子结构、功能材料等。教师可根据

授课内容融入化学前沿领域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我国化学家在近些年取得的代表性成果。 

3.2. 加强科研训练，培育创新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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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基础研究要勇于探索、突出原创，推进对宇宙演化、意识本质、物质结构、生命

起源等的探索和发现，拓展认识自然的边界，开辟新的认知疆域。”宇宙演化、意识本质、物质结构、

生命起源这些领域都离不开化学。化学领域要加强原创性基础研究，弄通“卡脖子”技术的基础理论，

培养创新人才和后备力量，需要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和引导，在科研训练中促使青年学生有志气、有底气

从事基础前沿探索和关键技术突破。 
教师在教学中需改变传统的“满堂灌”的教学方法，多采用研究型教学方式，以启发式、研讨式、

案例式为主，调动学生主动参与、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增强科学兴趣、创

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活动，针对文献中的科学研究成果进行批判性、创造性

地学习，培育科学思维方式，改变以往学生只能被动接收、只会死记硬背、缺乏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

状况。教师积极从事科研活动，将自己在科研过程中所遇到的科学问题、取得的科研成果融入课堂教学，

在授课过程中把学生带到科学研究的第一线，开阔学生的学术眼光和视野。教学与科研相互渗透，通过

科研不断丰富和更新教学内容，从而持续推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教师对学生的学习评价宜采用多元

化评价形式，重视过程考核，重视学习能力和思维能力的考核，减少甚至取消死记硬背的知识点考核，

增加非标准答案的考核题，鼓励学生通过查阅数据、文献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提高学生综合

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复杂科学和工程问题的能力。 
要使学生真切学到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科学精神，还需要教师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和指导教师的科研课题。通过指导教师的引导和传授，学生参与课题讨论，开展系统的科研训练，

锻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实践体系中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化学

本身就是一门实验科学，更需要学生在实验中学习，在实践中锻炼，培育学生的科学思维，培养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专业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生动直观，有利于创新思维能力的建立和创新型人才的培

养。教师的科研能力反映的是学科的发展状况，作为快速发展的化学学科，积极组建教学和科研团队，

凝练与学科建设及课程建设相关的科研方向；努力打造高素质、高学历、热爱教学与科研的师资队伍；

提倡教学与科研融合，教学与科研并重，持续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学科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9]。 
笔者在课堂教学和指导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时，积极将科研融入教学，加强学生的科研训练。通过

设计研究型作业和创新实验项目，学生们更加主动地参与科研训练，积极思考并设计新的实验方案；坚

持科学思维，理论联系实际，通过查找文献和数据解决研究中遇到的问题，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得到很

好锻炼，主动学习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得到很大提高。近三年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组成员申报中

国发明专利 3 项，已授权 1 项，学生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北京化工大学、中国石

油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科研院所及高校继续从事化学方面的研究。 

3.3. 重视科普教育，提升科学素养 

2016 年 5 月，习近平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中

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

没有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 
2021 年 6 月，国务院印发《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 年)》[10]，指出要“推进高等教

育阶段科学教育和科普工作。深化高校理科教育教学改革，推进科学基础课程建设，加强科学素质在线

开放课程建设。”科学素质是国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通过深入实施大学生

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支持大学生开展创新型实验，积极参加各类科技创新实践活动，提升高校青年学生

的科学素质，激发好奇心和想象力，增强科学兴趣、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培育具备科学家潜质的青年

群体，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奠定人才基础。坚持立德树人，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将科学精神融入课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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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课外实践活动，树立科学思想，培育理性思维，养成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科学生活方式，培

养学生的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实施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和全方位育人。 
笔者在讲授全校通识教育课《化学与生活》时，重视科普教育，积极指导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融合不同专业学生特长。通过化学与环境、化学与能源的学习和讨论，增强了学生的环保意识，帮助学

生养成垃圾分类、节约能源和水资源的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在教师指导下，学生们自

主设计了以果蔬废弃物为主的有机垃圾作为发酵材料的环保酵素肥料(“Green Enzyme”)，不仅有助于解

决果蔬垃圾带来的环境污染，也能为土壤提供新型有机肥料，而且通过后续的投入，能吸引农村剩余劳

动力参与环保酵素肥料的生产过程，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助力乡村振兴。该项目帮助学生树立

了科学思想，弘扬了科学精神，也体现了新时代大学生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2021 年项目获得河南

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暨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河南赛区选拔赛主赛道

一等奖。 

4. 总结与展望 

理工类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供给侧结构改革重点在于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全面提高教学质量，

全面贯彻“三全育人”。以科研促进教学，科研服务教学，有助于构建教学培养新体系、开启教学培养

新形式、提升教学品质，同时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科学思维，弘扬科学精神，提高学生的实践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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