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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 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联合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

设实施办法》，我国高等教育自此进入冲刺国际前列、提升整体水平的新时期。此后各高校、各地区的“双一

流”建设方案也陆续出台，各项举措也相继实施。本期专题围绕“双一流”背景下的高等院校生物学教育教

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刊发人才培养体系、理论课与实验课教学改革的相关文章，以供交流互鉴。

“双一流”背景下对生命科学领域拔尖人才培养体系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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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针对如何在国内创建国际一流的办学条件，培养生命科学领域拔尖人才的问题，总结了厦门大

学生命科学学院近几年在师资、教材、培养平台和培养方式等方面所开展的改革探索。为了在国内培养国际

一流的科研创新人才，我院成立了由诺贝尔奖获得者亲自负责的博伊特勒书院，建设了一支由国内外著名科

学大师组成的多层次、交互共融的强大师资队伍，打造了一个多层次、多平台、多学科交叉、符合人才成长

规律、高效运转的拔尖人才培养体系，从科研训练、课题研究和国际交流三个层次全面提升学生的科研创新

能力，在国内本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生命科学领域拔尖人才，符合“双一流”建设中关于师资建设和人才培

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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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党中央、国务

院在新形势下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提升我国

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实现从高等

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建设若干一流大学和一批一流学科是教

育强国的重要标志，其主要任务包括建设一流师资

队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升科学研究水平，传

承创新优秀文化，着力推进成果转化等 5 方面［1］。

其中，人才培养是学校的根本任务，人才培养质量

关系学校的声誉，关系国家的未来［2］。

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自成立以来就非常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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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人才的培养。为配合国家“科技兴国，人才强

国”的战略，2012 年我院正式启动“生物科学拔尖学

生培养试验计划”，从师资、教材、培养平台、培养

方式等多方面进行深入改革，大胆创新，开展国际化

办学，建立了一个多层次、多平台、多学科交叉、符

合人才成长规律、高效运转的拔尖人才培养体系，并

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国内本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生命

科学领域拔尖学生。2012—2016 年，已有 43 名拔尖

计划培养的本科毕业生被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世

界排名前 40 名的名校录取，继续深造，这些学生

将来有望成长为生命科学领域的领军人才和学术大

师。总结近几年我院在拔尖人才培养方面的成功经

验，可归结为“和世界一流高校接轨，开展国际化

办学，在本土培养一批生命科学的杰出人才”这一

办学宗旨。

1  建立书院培养模式，打造国际一流的办
学条件

为培养知识结构合理、视野开阔、勇于开拓创

新的生命科学领域拔尖人才，学院组织力量对国内

外著名研究型大学的生物学科课程设置和培养体系

进行了调研，并邀请多位国际著名高校的教学主管

分析和讨论改革方案［3］，最后由诺贝尔奖得主布鲁

斯·博伊特勒（Bruce Beutler）教授亲自建立了以培

养生命科学领域拔尖人才为目的的博伊特勒书院，

确定了“打破院系壁垒，突破校级围墙，和世界一

流高校接轨”的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开创了跨高

校的拔尖人才培养机制。进入博伊特勒书院拔尖计

划的学生来自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医学院、药

学院、公共卫生学院以及细胞信号网络协同创新中

心成员高校（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

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等），由博伊特勒教授亲

自选拔，参考美国荣誉学生的选拔和培养经验［4］，

主要从学术动机、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三个方面甄

别和遴选优秀学生，为他们量身打造国际一流的办

学条件，突出个性化培养，使他们在本土就能接

受国际一流教育，成长为生命科学领域的国际拔

尖人才。

1.1 整合优质资源，搭建先进的教学科研平台

书院依托生命科学学院成立，除了利用学院的

理科基地（生物学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

才培养基地、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实习实训基地开展教学

外，还整合细胞信号网络协同创新中心成员的 3 所

高校、厦门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和厦门大学医学院、药

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等相关院系的优质教学科研资源

和师资开展教学，形成书院拔尖人才培养的四大平

台。在充分发挥各平台优势功能的基础上，构建了符

合人才培养规律的“四层次”培养体系（图 1）。如，

图 1 博伊特勒书院人才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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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学校通识教育中心的优秀资源和师资对学生开

设通识课程，开展相关通识教育、博雅教育；利用

两个理科基地的资源，为学生打牢基础理论知识和

基础实验技能；利用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及实

习实训基地，全面深化专业理论，提高专业素养，

强化实践动手能力；利用协同创新中心和细胞应激

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雄厚科研平台，开展科研

训练、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大创项目）等本

科生科研探究项目，全面提升科研创新能力。

1.2 汇聚国内外顶尖名师，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为建设国际一流

的师资队伍，诺贝尔奖获得者布鲁斯·博伊特勒教

授、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家淮教授和执行院

长“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周大旺教授，积极

邀请包括美国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院院士、中

国科学院院士，及国家“千人计划”特聘教授和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等在内的世界一流科

学家来书院授课，建立了书院多层次、交互共融的

强大师资队伍。由博伊特勒教授本人及其邀请的包

括美国科学院院士及英国皇家学院院士在内顶尖科

学家组成第一层次的师资队伍。目前已有 20 位在美

国、英国、澳大利亚、比利时、新加坡等国家一流

高校任职的海外顶级科学家为书院学生授课，日常

固定授课师资包括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获得者 1

人，美国科学院院士 3 人，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 3

人，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 1 人，欧洲分子生物学组

织会士 1 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教授 1 人，牛津

大学教授 1 人，加州大学教授 1 人，布鲁塞尔自由

大学教授 1 人，分别承担了高级遗传学、高级免疫

学、细胞信号转导和英文科学写作与报告等课程

的日常教学，开展全英文授课。由细胞信号网络协

同创新中心成员高校及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

的院士与各种高层次人才组成第二层次的师资队

伍，其中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 3 名，国家“千人计

划”入选者 3 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2 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7 人，“青

年千人计划”入选者 10 人，中国科学院“百人计

划”入选者 2 人，“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

者 5 人，分别承担核心选修课程的教学，开展双语

授课。厦门大学其他中青年骨干教师组成第三层次

的师资队伍，其中包括“闽江学者”特聘教授 10

人，“厦门大学”特聘教授 6 人，分别承担必修课

和选修课的教学。

诺贝尔奖获得者、院士和国内外著名的科学家

除了在课堂上传授国际前沿的学科知识和动态外，

还为学生开设“科学与人生”系列讲座，分享自己

的科研经历和人生感悟，并和学生讨论人生目标，

引领学生解决心中的困惑，有效激发了学生科研探

究的兴趣，并为学生们的成长提供了榜样力量。在

课下，科学家们还向学生传授自己在科研和生活中

的一些独门秘诀，为学生解决问题提供了多角度的

思维方式和经验技巧，极大地启发了学生的批判性

思维和创新思维。在这些世界著名科学家的培养下，

学生们成长迅速，在解决问题时经常能出其不意，

独辟蹊径。

1.3 采用世界一流高校教材，开展全英文授课

为了让课程体系能符合国际学科前沿的发展，

书院在经过多方比较后最终决定普通生物学、生物

化学、遗传学、免疫学、细胞生物学、微生物学、

发育生物学、神经生物学、生物信息学、细胞信号

转导和癌症生物学 11 门必修和核心选修课的教材采

用剑桥大学、耶鲁大学、牛津大学、加州大学等世

界一流大学使用的最新版教材，并开展全英文授课

和考核。学生刚接触全英文教材时，感觉学习很吃

力，但是坚持一个学期后，阅读专业英文文献的能

力突飞猛进。坚持两年后，学生能用流利的英语开

展学科专业陈述。到了大学三、四年级，学生能在

国际学术会议上提问，和各国科学家畅通无阻地交

流学术问题。这些英文教材的使用，在潜移默化中

提高了学生对专业英语的应用能力，为他们在国际

学术交流中畅所欲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突出个性培养，多方位提升学生科研创
新能力

生命科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学生除了

要具备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外，还需要掌握较强的

实验技能，才具备开展科研的能力。但仅凭实验课

程开设的实验内容，不能满足科研创新培养的需求。

为了全面提升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为生命科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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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培养世界一流的人才，书院采取了“科研训练—

课题研究—国际提升”的培养方案，从三个层次全

面提升学生的科研实践和创新能力，并取得了可喜

成绩。

2.1 开展科研训练，掌握基本技能

从本科二年级开始，学生可在学院所有课题组

和国家、省级科研平台、重点实验室开展科研训练。

学生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选择相应的实验室，在老

师和研究生的指导下开展为期 1 年的科研训练。学

生们能在实验室接触到和平时实验课中完全不同的

实验，从实验设计、药品准备和配置到实验操作全

部过程都由本科生自己独立完成，老师和研究生只

是从旁指导。经历这个阶段，学生的基础科研能力

得到很大锻炼，其科研思维变得更具体，实验操

作能力也突飞猛进，真正开始步入生命科学的研究

之门。

2.2 申请探索创新课题，培养综合科研实力

到本科三年级，学生根据自己在科研训练期间

的成果和发现的问题，可提出相应的研究课题，申

请大学生“探索·创新”计划，开展科学研究。本

阶段主要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整体科研

规划的能力，为将来担任科研 PI、开展科研课题研

究奠定基础。2015—2016 年两年期间，学生共主持

大学生创新计划国家级项目 63 项、省级项目 14 项、

校级项目 105 项、院级项目 136 项。通过主持课题

研究，学生感受到了科研的艰辛和研究的不确定性，

培养了他们坦然面对挫折、百折不挠的精神，锻炼

了他们的课题规划能力、实验操作和应变能力以及

数据处理与分析能力，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科研综合

实力和科研思维敏锐感。

2.3  跨学校、跨国界开展毕业论文，提升科研创

新能力

到学生本科四年级，书院定期选派拔尖学生参

加国际学术会议，拓宽其国际视野。另外，还选派

一些拔尖学生到世界各地的一流高校交流学习，开

展毕业论文设计与研究。2015—2016 年两年期间，

学院选派了 24 名学生分别前往剑桥大学、耶鲁大

学、洛克菲勒大学、德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加州

大学等十余所世界著名高校参加毕业论文的科研训

练。另外，学生还可以选择在上海交通大学、浙江

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台湾大学、

台湾“清华大学”等书院协同单位开展本科毕业论

文设计与研究。在不同文化、不同思维方式的冲击

下，学生的思维方式发生多元化、多角度的转变，

尤其是在批判性、创新思维方面得到了强化，科研

创新意识和能力也得到很大提升。

经过上述三个层次的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能

力大幅度提升。自 2012 年以来的四届拔尖班毕业生

以第一作者或共同第一作者身份在国际 SCI 期刊上发

表影响因子 IF>5.0 论文 12 篇，其中 IF>10.0 以上论

文 10 篇；获得国际遗传工程机器设计大赛（iGEM） 

金奖 2 项；参与“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和中国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创业大赛共获得包括

一、二等奖在内的 6 项奖项。

3  建立健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改革教学
模式

由于书院的师资来源广泛，为了建设和完善教

学质量保障体系，书院制定了一系列“本科教学工

作规范”文件，严格实施新教师试讲、优秀教师听

课、学生评教等一系列教学过程管理制度，形成 “书

院、教学部、课程组”三级教学管理体制。为了提

高教学效果，书院大力改革教学模式，推进小班研

讨式教学、头脑风暴式授课，以及开展慕课和微课

建设，有力地提升了教学质量。目前，已建设了 2

门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慕课）、2 门国家级精

品资源共享课程和 6 门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慕

课），形成了完善、先进的课程体系。

由此可见，在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

经验，在遵循教育规律和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我院

成立的博伊特勒书院真正实现了在本土打造国际一

流的办学条件，建设顶尖的师资队伍，培养生命科

学领域国际拔尖人才的目的。这和国家“双一流”

建设的宗旨和任务不谋而合，是“双一流”背景下

拔尖人才培养体系的一次成功探索，今后也将进一

步扩大拔尖人才培养的辐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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