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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的实施为地方本科高校打破身份壁垒、改善教学环境、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文章重点介绍了长春工业大学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化学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改革思路和做法,从强化思政教育、优化课程体系、深化“双创”教育、融合教学科研、打造优质

团队和完善政策机制六个方面,探索建立了化学专业“六位一体”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并从人才培养

质量、专业建设水平和示范辐射作用三个方面总结了改革成效,以期为其他地方本科院校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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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implementofBasicSubjectTop-notchTalentTrainingPlan2.0bringsopportunityandchallenge

forlocalundergraduateuniversitiestobreaktheidentitybarrier,improveteachingenviornmentandthequality

oftalentcultivation.Thispapermainlyintroducesthemainideasandpracticesofthereformofcultivatingtop-

notchinnovativetalentsforchemistryoftheCollegeofChemistryandLifeScienceofChangchunUniversityof

Technology.Fromthesixaspectsofstrengthening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optimizingthe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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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deepeninginnovationeducation,integratingteachingandresearch,creatingahigh-qualityteamand

improvingthepolicymechanism,the"sixinone"top-notchinnovativetalenttrainingsystemforchemistry

specialtywasestablished,andtheremarkableteachingeffectsintalentcultivatingquality,specialtyconstructing

levelanddemonstrationrediationhasobtained.Itisexpectedtoprovidereferenceforthereformofcultivating

top-notchinnovativetalentsinotherlocal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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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教育部启动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

生培养试验计划”(简称“拔尖计划1.0”),其目的

是为基础学科领域培养一流的拔尖人才,从而提

升我国基础科学研究水平,并为其他学科的快速

发展提供动力和源泉[1-2]。针对化学专业,北京大

学、南京大学和四川大学等18所高校参与实施了

化学学科的“拔尖计划1.0”,随后,各校均开展了

化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卢嘉锡化

学科技英才班”“唐敖庆班”“伯苓班”“求是化学

班”“致远化学班”“清华学堂”“元培学院”“泰山学

堂”“弘毅学堂”“逸仙学院”等相继成立。总体来

看,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参加“拔尖计划1.0”的高

校已基本形成了基于“一制三化”的化学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和机制,通过实施多元化的课程体

系,制定了以强化科研训练为核心的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方案,并在生源选拔、动态进出、激励奖励

等方面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管理制度,培养了一大

批学术领军人才,取得了显著成效[3-5]。“拔尖计

划1.0”的实施对于提升高等院校人才培养质量、

推进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6]。然而,“拔尖计划1.0”的覆盖范

围较小,参与主体仅为少数教育部直属的“211”工

程和“985”工程高校。为了进一步加快培养基础

学科拔尖人才,2020年教育部实施了“基础学科

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简称“拔尖计划2.0”),

为地方本科高校打破身份壁垒、争取相关支持、培

养创新人才提供了新的机遇。地方本科高校如何

进行化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值得深入研究。

  一、国内化学专业拔尖人才培养概况

  截至目前,教育部共启动实施了两轮“基础学

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通过实施“拔尖计划

1.0”,各入围高校培养了一大批学术领军人才,

人才培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与“拔尖计划

1.0”相比,“拔尖计划2.0”提出了提质、拓围、增

量、创新的目标,所覆盖的学科范围和实施高校数

量都有所增加。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共有23所学

校的化学学科入围“拔尖计划1.0”与“拔尖计划

2.0”,分别是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兰

州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中山

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清华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大连理工

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福州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

湖南大学。

  二、长春工业大学化学专业拔尖人才培养实

践探索

  (一)目标定位与基本思路

  结合我校应用研究型大学的办学定位,综合考

虑社会需求和学生情况,化学专业重新梳理了人才

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形成了“以理为主,理工结

合,注重学科交叉和科教融合”的鲜明办学特色。

本专业立足吉林,面向全国,以服务国家特别是吉

林省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工业建设为办学宗旨,以

培养具有深厚家国情怀和人文情怀,富有创新精

神、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在碳纤维材料、生物医用

纳米材料以及有机和无机功能材料等方面能够取

得突破性进展的拔尖人才为目标,坚持“学生中心、

产出导向和持续改进”的基本理念,遵循教育教学

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借鉴国内一流大学拔尖人才

培养的成功经验,充分利用优质教育资源,从强化

思政教育、优化课程体系、深化“双创”教育、融合教

学科研、打造优质团队和完善政策机制六个方面,

开展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化学专业“六位一

体”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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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化学专业“六位一体”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二)实施举措

  1.深入开展课程思政教育,引领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

新时期,立德树人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的根本

任务,而课程思政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

要手段。近年来,本专业以吉林省学科育人示范

课程食品化学、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无机化学

和仪器分析为引领,积极开展以课程思政为目标

的课程教学改革,组织专业课教师参加教学研讨

会,开展教学培训与交流。授课教师通过教学观

摩和集体备课等活动,不断挖掘课程中蕴含的思

政元素,精心设计思政教学案例,将爱国主义教

育、价值观教育、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教育等内容

融入课程目标、教学大纲、教案课件、教学内容和

课程考核等各个方面,使思政教育贯穿课堂教学、

实验教学、实习实训、作业论文和科技创新活动

中,推进正确的价值观念、优秀的传统文化、以爱

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

时代精神“入耳、入脑、入心、入行”,培养学生深厚

的家国情怀、人文情怀和科学精神,实现化学专业

课程思政全覆盖。

2.优化课程体系,推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本专业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主要目标,遵

循“启发引导、循序渐进、创新发展”的原则,优化

图2 思政教育引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人才培养方案,将课程整合为通识课程、专业课程

和实践课程三大类,按照“理论学习—实践应用—

能力提升”的培养阶段,构建了知识体系完整的渐

进式、立体化“三横三纵”课程体系(见图3),并通

过基础理论模块化、专业实践综合化、科创活动项

目化,培养大学生的科研素养和创新能力。其中,

通识课程包括思政课、体育课、“双创”教育基础

课、数学、外语、物理、生物和计算机类相关课程;

专业核心课程包括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

学、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和结构化

学等;专业选修课程以激发学生专业兴趣和培养

专业人才为导向进行设置,包括碳纤维材料、复合

材料、微孔和中孔材料、生物医学纳米材料、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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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材料、环氧树脂应用原理与技术、环境化学、

电分析化学、化学生物学和天然产物化学等。同

时,本专业还通过实施课程“四化”建设(专业课程

“标准化”建设、课堂教学“思政化”改革、核心课程

“过程化”管理、智慧教学“信息化”变革),不断提

高课程质量和水平。本专业以教学内容为轴,持

续深化课程改革,优化内容体系,将思政教育元

素、教师科研成果和学科前沿动态带进课堂(即

“三进课堂”),厚植科学精神,激发科研兴趣,启迪

科研思维;以教学方法为本,围绕知识目标、能力

目标和情感目标,充分利用雨课堂、学习通等智慧

教学手段,优化教学设计,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课

堂互动积极性,形成包含知识驱动讲授式教学、问

题驱动研讨式教学、成效驱动翻转式教学(即“三

驱教学”)的课堂教学方法体系,将科研创新能力

培养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

图3 化学专业“三横三纵”课程体系

3.深化“双创”教育,助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本专业贯彻“把本科生当研究生培养”的理念,

以学科竞赛、“大创”项目和科研课题为载体,依托

国家级和省级教学科研平台、专业实验室、教师科

研工作室和实践教学基地,积极开展针对不同年级

学生的科研创新训练活动,构建了立体化的本科生

科创能力培养体系(见图4)。我们针对一年级学

生,以打牢基础、强化意识、激发兴趣为目标,开展

知识性与趣味性有机结合的“双创”教育基础课教

学和化学知识竞赛;针对二年级学生,开展以培养

专业兴趣和科研思维为目标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练计划项目和导师科研项目研究;针对三年级学

生,开展以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检验创新创业

教育成果为目标的“挑战杯”“互联网+”等各类创

新创业大赛;针对四年级学生,开设为期14周的毕

业设计(论文),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此外,

我们还面向所有年级学生,开展“竞赛达人”“校友

论坛”“名师讲坛”和“双创之星”等社团活动和学术

报告活动,最大限度地培养大学生的自主学习能

力、工程实践能力和研究创新能力。

4.融合教学科研,支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高水平的教学离不开科研实践,出色的科研

成果也离不开教学。在高校,教学与科研相辅相

成、相互促进,共同服务于人才培养。长期以来,

本专业以科研项目和成果为着力点,始终坚持科

教融合,不断地将教师的科研优势转化为育人优

势,弘扬科学精神,倡导创新文化,培养大学生的

科学思维方式,提升其学术能力和水平。一方面,

我们将教师的科研成果转化为专业实验、毕业论

文、“大创”项目和学科竞赛的内容,融入课堂教学

和实践教学环节。如在创新综合实践课程教学

中,教师将获得吉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的

项目“年产5000吨聚丙烯腈基碳纤维原丝开发及

产业化”和获得吉林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一等

奖的项目“多功能分子成像探针的设计及生物安

全性研究”的部分内容分别改造为“高分子量聚丙

烯腈的合成”和“稀土掺杂氧化锌量子点的制备”

综合实验项目,充分体现了本专业的特色和优势。

另一方面,我们加大实验室开放力度,通过“学分

制”和“导师制”积极引导学生参与教师科研项目、

“大创”项目和学科竞赛,依托文献查阅、项目选

题、方案制定、路线确定、实验操作、数据处理、结

果分析、PPT制作、答辩研讨、论文撰写和成果发

表等多个环节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把科研优势

转变为人才培养优势,使科研活动成为学生创新

精神培育的载体。

5.打造优质团队,保障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21世纪最激烈的竞争当属人才的竞争,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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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立体化本科生科研训练体系

学术水平高、教学能力强、道德品行高尚、勇于创

新的师资或许是一个专业发展壮大所不可或缺的

重要因素。近年来,学校通过修订职称评定条例、

改革人事考核方式和奖励绩效发放模式、提高新

进优秀人才的待遇和条件、为年轻博士提供科研

平台和启动经费等措施,加大人才引进力度。自

2014年以来,本专业新引进专业教师12人,其中

海外高层次人才6人,中科院院长特别奖获得者

1人。目前,本专业现有专任教师45人,其中教

授19人,博士生导师21人、硕士生导师35人,50
周岁以下的教师全部具有博士学位。此外,本专

业拥有全国优秀教师、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候选人、

国家百千万工程人才、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

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吉林省最美教师———

黄大年式好老师等国家级和省级人才称号40余

项,拥有省级化学优秀教学团队、碳纤维开发与应

用吉林省“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和高性能纤维及其

复合材料创新团队等3个省级教学与科研团队。

在高水平师资的引领下,本专业建立和实施了以

全程导师制为特色的学生创新能力培养路径(见

图5),全面指导学生的职业规划、专业学习和科

技创新活动,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培养贯穿人

才培养全过程。此外,学院注重名师引领,定期组

织学术交流与研讨,先后邀请中国科学院院士刘

忠范,教育部“长江计划”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获得者贺鹤勇,国家青年千人计划入选

者刘会贞等国内学术大师来校报告,拓宽学生的

学术视野,激发学生对化学科研工作的热情,坚定

学生从事科研工作的信念。

6.完善政策机制,引导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近年来,学校正在全面推进、全力保障拔尖创

新人才培养计划的落实。2014—2019年,学校共

制定和修订创新人才培养改革相关制度18项,修

订本科人才培养方案3次。在经费保障方面,学

校设立了“拔尖人才培养基地”“拔尖学生创新创

业教育”专项资金,每年各投入10万元,支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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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化学专业全程导师制特色的学生创新能力培养路径

生开展创新训练活动。在组织保障方面,学校成

立了由教学指导委员会、督学工作办公室和教学

工作委员会等组成的专家组,负责对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的

制定等工作进行指导,并成立由教学院长、系主任

和教学秘书参与的项目工作小组,负责项目的具

体实施工作。在平台保障方面,学院将省级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的优质教学资源、碳纤维应用与开

发重点实验室以及吉林省长白山动植物资源开发

与利用产业公共技术研发中心的优质科研平台有

机地结合起来,扩大实验室开放力度,为学生参与

科研创新训练活动提供平台。

  三、实施成效及思考建议

  (一)实施成效

  1.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

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化学专业初步形成

了层次清晰、措施有效、保障有力的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体系,学生的科研能力显著提升,人才培养质

量明显提高,学生在学科竞赛和各类科创活动中

取得了较好的成绩。2018—2020年,本专业学生

共获批82项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本科

生参与教师科研项目178人次,参与度达95%以

上;以本科生为前三作者公开发表学术论文45
篇,包括SCI/EI论文4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4

篇;学生在“互联网+”“挑战杯”“创青春”和全国

大学生生命科学创新创业大赛等多项学科竞赛中

荣获国家级奖项32项、省级奖项33项;先后有

35人次本科生荣获长春工业大学“双十佳大学

生”、长春市百优大学生、吉林省“双创之星”等校

级及以上荣誉称号。此外,2018—2020年,化学

专业毕业生就业率始终保持在95%以上,70%的

学生选择继续深造,约40%的学生考入或保送至

中科院长春应化所、吉林大学、英国利兹大学等国

内外知名高校。2020年,化学专业考研率高达

48.75%。目前,化学专业在校本科生195人,硕

士生252人,博士生12人,本专业多年来为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人才,已成为吉

林省重要的化学创新人才培养基地。

2.专业建设水平不断提高

在化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质量得到提升的基

础上,我校化学学科和专业建设也取得了显著成

效,教学研究水平明显提升,课程建设取得了长足

的进步。2017年以来,本专业先后获批化学一级

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017)、吉林省特色高水平

学科(2018)、吉林省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

(2019)和国家级本科一流专业建设点(2019)。近

三年,本专业教师承担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

项目以及吉林省教育厅、教科院、高教学会等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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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2018—2020年化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生科技成果统计表

期刊论文(篇) “大创”项目(项) 学科竞赛(项) 其他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10

16

19

国家级

省级

校级

8

17

57

国家级

省级

一等奖:7
二等奖:15
三等奖:10
一等奖:9
二等奖:14
三等奖:10

参与导师科研项目

校级以上荣誉称号

平均考研率

178人次

35人次

35.7%

合计 45 82 65 —
级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21项,发表教研论

文15篇,荣获省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1项。在课

程建设方面,本专业形成了以有机化学省级精品

课、物理化学和无机化学省级优秀课、食品化学省

级学科育人示范课为引领的专业课程群,本专业

的专业核心课程仪器分析和专业选修课程食品化

学于2019年获批吉林省“金课”建设项目。

3.示范辐射作用明显增强

本专业通过实施“六位一体”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对学生的家国情怀、人文情怀和创新

精神进行了培养,有力地提升了学生的科研创新

能力。中央电视台、吉林电视台、长春广播电视

台、科技日报社、新华网等媒体对我校化学专业科

学技术研究、创新人才培养和科创实践活动等进

行了专门报道。学校教师在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

学术年会、全国大学化学教学研讨会等国内有关

教学会议上宣传和推广了我校化学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的理念和做法,被同类院校广泛借鉴,对推动

地方兄弟院校化学类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改革起

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二)思考建议

  通过化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我们在专业人才培养中不仅更新了教育观念和办

学理念,升华了对拔尖创新人才的认识和理解,而

且强化了学生的科研素养和创新能力,提高了人

才培养质量。培养一流的拔尖人才对有效提升专

业办学声誉、引导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储备优

秀校友资源具有重要的意义[7-8]。然而,我校作为

普通本科院校,在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和考核

等方面还有很多不足,尤其在人才甄选、教学管

理、国际化培养方面还有进步空间。接下来,我们

将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充分结

合学校办学定位综合考虑社会需求和学生情况,

在拔尖人才培养方面逐渐形成自身的特色,以期

为地方院校拔尖人才培养探索出一条可借鉴、可

复制的成功道路。 (责任编辑:李丽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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