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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 era” and “double top class” are two important background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iming at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urgent need of social innovative talents and the 
lack of scientific and systematic mechanism in colleges, we explored a new model of “innovation 
and pioneering” ability cultivation, with the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fice as the unit, the core cur-
riculum "instrumental analysis" as the center, the analysis test method as the means, developing 
and utilizing of raw materials, designing and manufacturing of downstream products. This mode 
preliminarily implements the following cultivation mode: the combination of students’ innovative 
consciousness,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innovative skills with teaching. And this mode also im-
proves students' ability to innovate and start businesses and the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em-
ployment. We can initially explore a way to popularize “innovation and pioneering” ability cultiva-
tion. It provides reference basis for other related courses and has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innovation practice of college students'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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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和“双一流”是目前高校学生培养需要考虑的两个重要背景。针对目前社会对创新人才需求

迫切与高校“双创”能力培养缺少科学系统机制的矛盾，结合成都中医药大学双一流建设对一流本科建

设的要求，我们探索了以教研室为单位，核心课程《仪器分析》为中心，分析测试方法为手段，进行上

游原料的开发利用、和下游产品设计制作的“双创”培养模式。该模式初步实现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创

新思维和创新技能在教学中相互融合的培养模式，提升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和大学生就业质量，初步

探索出一条易于推广的“双创”人才培养之路，为其他相关课程的“双创”能力培养提供了可参考的依

据，对大学生课程的创新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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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随着经济体量的变

大，新时代经济表明目前经济发展已经不可能保持高速增长，对经济发展的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新时

代高质量的经济增长迫切需要一大批具有创新能力的合格大学毕业生[1] [2] [3] [4]。“双一流”建设将为

新时代提供创新支撑，成都中医药大学中药学学科进入“双一流”学科建设专业，以“双一流”建设为

契机，学校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考虑到目前高校大学生“双创”能力培养中存在的缺少科学系

统的机制及创新能力培养参差不齐等问题，作为在“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中的非双一流专业的任课教

师，为了提高我院在校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充分利用与发挥教研室和核心课程在大学生创新创

业过程中的引领与示范作用，本文拟以我教研室现有的专业核心课程《仪器分析》为依托，立足于本教

研室现有的教学、科研格局，和开放实验室已有的成熟管理机制，初步探索本学院各专业本科学生“双

创”人才培养的新模式。我们以核心课程《仪器分析》为依托，分析测试方法为手段，进行上游原料的

开发利用、和下游产品的设计制作。该模式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实现《仪器分析》课程内容的实践价值，

提升学生动手能力和创新意识，另一方面也促进大时代背景下教师的专业素质和“双创”能力的提高。

该模式初步实现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技能在教学中相互融合的培养模式，提升学生“创

新创业”能力和大学生就业质量，初步探索出一条易于推广的“双创”人才培养之路，为其他相关课程

的“双创”能力培养提供了可参考的依据，对大学生课程的创新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作为国家科

技创新人才培养基地，高校被寄予厚望。“双一流”建设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要为“新时代”提供经济可

持续、高质量发展的保障——创新。而创新之根源在于实践，实践的基础归根于实验。相比一般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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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项目，结合核心课程的创新创业类实验项目的开展，对学生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实践技能和创新

品格的培养和提高，显得尤为重要[5] [6] [7] [8]。 

2. 现状 

成都中医药大学医学技术学院现开设了医学检验技术、卫生检验与检疫、生物科学及生物技术四个

本科专业，培养的学生以“应用”为主旨，要求学生要掌握较强的实践技能。仪器分析教研室是承担学

校核心专业课程《仪器分析》，目前具有教师 7 人，涉及物理学、医学检验、卫生检验、分析化学等专

业。拥有研究生以上学历超过 85%。也已获得国家级、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课题多项，有课题和经费

的教师占 85%，教学科研经验丰富。目前教研室内的科研大多以教师自己的项目为主，教改课题大多为

常规实验教学改革，因课题需要，指导和培养了部分学生，但还未涉及到学生“双创”的指导工作中来。

因此，结合学校对“双一流”建设中本科教学提升的要求，如何整合和利用好强大的师资力量，参与到

大学生“双创”人才的培养中来，是亟待认真考虑、解决的问题。 
课程中的基本技能训练和技能大赛集训的开放实验室模式中，实验项目的训练大多参照实验指导或

技能大赛的指导性文件设置，学生也只是反复熟练的过程，提高了基础操作技能，但并没有涉及到创新

思维的构建。科研创新模式的开放实验室大多限于少数教师或研究生科研使用，教师课题招募个别学生

参与实验，在项目申请书的框架之下，学生参与课题中很小的一部分，难以达到创新思维的培养。因此，

如何在大力推进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视角下，拓展开放实验室或者实验中心的功能定位和教学科研水

平，以促进学院“双创”活动的蓬勃发展，提升教师的指导能力，是目前学院教学深层次改革面临的一

项重要课题。 
目前医学技术学院学生参与“双创”培养具有以下问题：1) 学生参与“双创”活动较多，特别是竞

赛多：竞赛项目的训练大多参照实验指导或技能大赛的指导性文件设置，学生也只是反复熟练的过程，

提高了基础操作技能，但并没有涉及到创新思维的构建；2) 学生选题一般以者某位同学的爱好为主：学

生为参加“双创”活动，一般会在已有题目的基础上按照参赛人数要求邀请其它同学加入，但是缺乏相

应的讨论基础与过程；3) 指导老师挂名现象多：因“双创”活动一般要求具有指导老师，学生一般倾向

于需找认识的老师作为指导老师，而不是课题来源于老师的灵感或项目，这类指导老师参与项目指导的

时间相对较少；4) 结合专业的“双创”题目较少：通过社会、学校等动员与支持，目前参与“双创”的

项目较多，但是结合专业与课程的“双创”题目较少。相比一般的创新创业项目，结合核心课程的创新

创业类实验项目的开展具有针对性、科学性、实践性、创新性相融合的特点。《仪器分析》及其应用课

程是医学技术学院四个专业的重要专业基础课或专业课，仪器分析技术是一切分析测试的基础和重要手

段。根据学院四个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学生将在二年级的时候进行《仪器分析》这门课程的学习，此

时学生经过了一年的基础课学习，逐渐进入专业课程学习阶段，初步具备相关专业的初级技能，并逐渐

构建专业思想和初步的专业认同感，对本专业的工作任务和前景满怀憧憬，部分同学还对“双创”保持

着较高的兴趣。学生是“双创”教育的主体，建立机制遴选出合适的学生，既具有较坚实的学习基础和

吃苦耐劳的毅力，又具有活跃的思维和敏锐的观察力，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投身“双创”实践活动并

取得一定的成绩，是决定性的环节。 

3. 《仪器分析》“双创”新模式体系初探： 

1) 提升教师的“双创”教育意识和能力 
通过教研室各项活动和研讨会议，加强对教师的创新意识、对学生“双创”教育意识和能力的构建

和培养。教研活动不再仅局限于常规教学教改研讨，可通过教师集体对当前政策、信息的解读，促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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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思维发散、视野开拓；追踪学科前沿和社会经济发展脉搏，在教研室内部建立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

力的教学科研团队；充分发挥教研室优秀老教师的传、帮、带作用，多渠道、多途径提高全体教师的“双

创”教育意识和能力。 
作为仪器分析教研室的老师，要善于利用《仪器分析》课程的特点，发扬自身学科的优点，以仪器

分析测试为手段，将教师科研项目所需的测试项目与“双创”课题相结合，往上下游拓展，既完成自身

科研项目所需的测试内容，又培养了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达到双赢的效果。 
2) 建立学生遴选模式 
建设初期，由于实验室的规模和教研室教师人数的限制，只能接受有限数量的学生参与创新创业项

目中来，通过小规模的尝试再进行大规模的拓展。学生应是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参与到“双创”课题

中来。遴选可通过辅导员推荐、学生报名、指导教师面试三结合的方式，筛选出成绩优异、思维活跃、

知识面宽广的学生。 
3) 构建“双创”活动的考评检查制度 
“双创”实践活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且在实施过程中，还必须不断修正方

向，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此对于项目的分期检查就显得尤为重要。可通过分期报告、答辩、结

题等模式，建立起一套动态学生考评制度，进行阶段性评价，对学生和项目进程起到监督作用，并对项

目思路定期进行修正。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new mode of “innovation and pioneering” training 
图 1. “双创”人才培养新模式示意图 

 
4) 初步培养效果 
目前，课题组已经通过与辅导员和部分学生的接洽沟通，在 2018 年秋季学期伊始便遴选出了 16 位

学生进入“双创”实践项目，并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顺利的完成了文献检索和课题思路的基本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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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学生完成“成都中医药 2018~2019 年大学生科研实践创新课题”重点项目立项 2 项：《油橄榄果核

中角鲨烯的提取与测定》和《石榴皮中黄酮的提取及提取液免洗面膜的制备》，项目目前也已进入到了

初试阶段。目前学生已在着手申请专利两项，撰写文章两篇。 
学生在此过程中，已逐步表现出了不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极强的求知欲和浓厚的兴趣，

能力提升极快，在班上有引领示范效果，不断有学生来咨询教研室老师是否还有机会参与到其中。目前

在《仪器分析》这门比较难学的课程中，项目实施的学生也明显比其他班上同学更容易进入学习状态，

还可以辅助教师完成课堂教学。该模式初步探索出一条易于推广的“双创”人才培养之路，为其他相关

课程的“双创”能力培养提供了可参考的依据，构建完善了“双创”人才培养新模式，对大学生课程的

创新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5) “双创”培养新模式的初步探索实例——《石榴皮中黄酮的提取及提取液免洗面膜的制备》 
学生经过《仪器分析》课程为载体的大学生“双创”新模式的培养申请的《石榴皮中黄酮的提取及

提取液免洗面膜的制备》项目得到“成都中医药 2018~2019 年大学生科研实践创新课题”重点项目立项

支持。在这个项目中，项目初期选题是因为教研室老师做某个茶产品的横向项目，掌握了某些中药活性

成分的提取方法，联系上生活实际中石榴被人们食用后，石榴皮大多会作为废弃物丢弃，经学生查阅文

献之后发现，其实石榴皮是属于中药材中的一种，富含氨基酸、蛋白质、糖及其苷类、酚类和鞣质、有

机酸、黄酮类、生物碱、挥发油等化学成分，具有杀菌、降血糖、抗癌、免疫调节、改善心血管系统等

作用，并能杀灭精子、防治性病传播、抗菌、抗病毒、抗癌等独特的活性。现在将其活性成分进行提取，

可实现废弃资源的再利用，既有经济价值又有社会意义，还能促进中药材的现代化发展。基于此，我们

利用在《仪器分析》课程中一章重要的高效液相色谱的知识内容，引导学生利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石

榴皮中的黄酮，并以此为拓展，对石榴皮原料进行黄酮液的提取，利用黄酮所具有的抗氧化等生理活性，

将其制作成面膜，实现下游产品的开发。在此过程中，老师指导学生完成文献查阅、标书撰写等基本工

作，基本的科研素养已形成。学生在课余之时，充分利用实验室空闲时间来做属于自己的创新小课题，

锻炼了动手能力，获得了课堂学习之外的知识，并且带动了班上其他同学的效仿，来咨询是否还有机会

进行此类的小课题训练。并且每月汇报一次实验进度，及时与老师探讨实验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想办法

解决，大大提升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老师们通过与学生的沟通，也能进一步探索学生平时在

实验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思维方式，并且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针对性的对某些知识点进行强调和深化，

不断地沟通、互动和反馈，能让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不只是单纯的灌输知识，单一方面的输出，而是了解

到学生的实际情况之后再进行教学。 
很明显，从 2018 年秋季学期伊始遴选了 16 位学生进入“双创”实践项目之后，这些学生所在班级

在上《仪器分析》该门课程时，进入状态很快，与任课老师之间有很好的互动，能帮助班上成绩差的同

学很快跟上节奏，普遍掌握《仪器分析》课程知识较好，并且应用课程知识解决生活问题的能力较强，

就高效液相而言，基本能根据实际需求，独立进行文献查询和实验设计，方案通过之后也能自行进行实

验方案的实施。 

4. 创新之处 

1) 以教研室为单位，核心课程为中心，分析测试方法为手段，进行上游原料的开发利用、和下游产

品的设计制作，对学生进行“双创”能力的培养，赋予传统课程以新的实践内涵和创新价值，有效利用

了学院的现有的师资力量、实验室资源和仪器设备；在高素质人才培养的标准下，降低人才培养的费用； 
2) 建立和完善一套“双创”人才培养的新模式，对其他课程中展开“双创”能力培养提供可参考的

依据。相比一般的创新创业项目，结合核心课程的创新创业类实验项目的开展具有针对性、科学性、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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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性、创新性相融合的特点。该模式初步实现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技能在教学中相互融

合的培养模式，提升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和大学生就业质量，初步探索出一条易于推广的“双创”人

才培养之路，可以增加既有开放实验室的内涵和价值，又可极大地提升我院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为新

时代下人才的培养模式拓宽了道路。 

5. 结语 

在学院现有的开放实验室管理制度下，通过对本教研室老师“双创”教育意识的激发，完善学生遴

选制度和“双创”活动实施保障制度，以《仪器分析》为依托，分析测试方法为手段，进行上游原料的

开发利用、和下游产品的设计制作，探索医学检验、中医药、食品、卫生保健等健康促进类领域的“双

创”人才培养的新模式，相比一般的创新创业项目，结合核心课程的创新创业类实验项目的开展具有针

对性、科学性、实践性、创新性相融合的特点。该模式初步实现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技

能在教学中相互融合的培养模式，提升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和大学生就业质量，初步探索出一条易于

推广的“双创”人才培养之路，为其他相关课程的“双创”能力培养提供了可参考的依据，对大学生课

程的创新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为新时代“双创”背景下学生的培养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以此实

现大学生就业质量的本质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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