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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面介绍了厦门大学化学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的探索与实施，包括：目标定位、生源遴选、导师配备、

课程体系、科研训练、管理机制和实施成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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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summary of the explo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Top Talent 

Training Program of Chemistry” in Xiamen University, including target orientation, student recruitment, tutor allocation, 

curriculum system, scientific research training,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implementa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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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化学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以下简称“化学拔尖试验计划”)于 2010 年正式启

动，几年来，在项目组织与制度建设、拔尖学生选拔与培养等方面进行了各项工作，形成了培养特

色，为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2.0 版的实施与推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  目标定位与毕业要求 
1.1  目标定位 

根据教育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实施办法”[1]，我们结合厦门大学化学学科的优

势和特色，确定了“化学拔尖试验计划”的目标和定位：贯彻实施人才强国战略、遵循拔尖人才成

长规律、发挥化学学科优势、充分利用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以一流的资源配置，实现优质的个性

化培养，造就一批热爱祖国、崇尚科学、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良好科学文化素养的化学及相关学

科科学研究领域的科学家和领军人物，并逐步跻身国际一流科学家行列，促进我国基础科学研究水

平整体提升，为实现国家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战略做贡献。 

1.2  毕业要求 

根据目标和定位，我们将对学生的毕业要求分为 8 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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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热爱祖国、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人格健全、身心健康。 

(2) 掌握本专业所需的数学、物理学基础知识，了解化学交叉学科的基础知识。 

(3) 掌握化学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化学实验技能，了解化学的发展历史、学科前沿和发展动态。 

(4) 掌握资料查询、文献检索方法，并熟练处理和运用所获取的化学及相关学科信息。 

(5) 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具有综合运用化学及相关学科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设计并实施

研究方案、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和归纳、撰写学术论文的能力。 

(6) 具有较高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能够与国内外同行就化学及相关领域的问题采用

书面或者口头的方式进行良好的沟通和交流。 

(7) 具有团队意识，能够在本学科及多学科团队中与其他成员进行有效的协调与合作。 

(8) 具有自主学习能力、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具有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  生源遴选与动态管理机制 
2.1  生源遴选 

为了遴选出对化学真正有兴趣、具有研究潜质的学生，我们成立了由教授组成的生源遴选专家

组，负责对申请学生进行全面考核。 

首先，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提交“厦门大学化学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申请表”。申请

表设计注重突出个性、反映综合素质，内容包括：基本信息、高中及大学学习情况、个人陈述、专

家推荐意见等。专家组对学生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  

学生的基本情况通过审核后，每人进行 8 分钟面试陈述，面试陈述为学生提供了自我展示的机

会；然后，专家组随机提出问题，对学生综合素质进行考查。 

专家组基于学生面试情况，结合学习成绩，对申请人的信念品德、学科兴趣、理论与实践基础、

学习能力、培养潜质和心理素质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确定入选名单。 

为了给学生更多机会，每个年级分别有四次集中遴选，第一次在一年级第一学期末，第二次在

一年级第三学期(厦门大学实施三学期制，第三学期一般是 6 月中旬–7 月下旬，共计 5 周)，第三次

在二年级第三学期，第四次在三年级第三学期；每个年级第一次遴选面向全校理工科专业学生，其

他批次的遴选则面向化学类专业学生。除集中遴选外，对于在学习与科研活动中逐渐突出的优秀学

生，可由导师联名推荐进行个案遴选。 

2.2  动态管理机制 

化学拔尖试验班在一年级第二学期正式组建，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对拔尖试验班学生实

行动态的管理机制。 

(1) 学业情况定期跟踪制度：每学期结束后，对每位拔尖试验班学生的课程修习情况和科研训

练情况进行统计，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 

(2) 学年报告考核制度：为了加强质量监控并发挥导师组的综合指导作用，拔尖试验班学生每

学年须提交一份学年报表，并在导师组会议上就课程学习、学术活动、科研训练和存在的问题与建

议等进行口头报告，并接受导师的集体指导。 

(3) 警示制度：制定拔尖试验班学生化学基础课程成绩、科研训练、综合素质(学年报告)等相关

要求，对未达到成绩要求、学年报告要求、科研训练要求的学生提出警示，警示期原则上为一学期。 

(4) 动态管理制度：连续两次受到警示或主要课程成绩出现不及格的学生将做动态管理处理，

列入观察期。观察期原则上不超过一学期，观察期内经学生本人申请，拔尖计划领导小组审核认为

表现优异的学生可结束观察期，如果仍不符合要求则退出拔尖试验班。 

(5) 毕业汇报制度：拔尖试验班学生在四年级下学期须进行毕业汇报，包括心理、思想、学习、

科研等方面，导师组对学生进行指导，并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价。 

(6) 激励机制：为鼓励拔尖试验班学生努力学习、积极进取，设立了化学学科拔尖试验计划奖学

金及优秀学生奖学金、单科优秀奖学金、鸿志奖学金、科研奖学金、交流学习奖学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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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导师配备 
导师队伍建设是拔尖试验计划的主体工程之一。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化学拔尖试验计划”

形成了“育人导师”“班级导师”和“朋辈导师”相结合的导师制度。 

“育人导师”由院士、千人计划、长江学者、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杰青)、国家及省部级的人才

计划等一流专家学者担任。“育人导师”为学生提供国内外学术资源，指导学生制订学业规划、进

行课程选择、改进学习方法、参加科研训练和学术活动，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科学精神等，并对学

生定期进行过程考核；“育人导师”实行导师–学生双向选择制度，学生须经过在 2–3 个课题组的轮

转后，才能确定“育人导师”。 

“班级导师”由院系领导、教学第一线教师、新进青年教师担任。班级导师从思想、学业和生

活上关爱学生，就课程设置、个性化培养方案制定、思想动态、专业发展规划等方面进行指导。 

“朋辈导师”由拔尖试验计划高年级优秀学生或者优秀直博生担任，可作为低年级课程助教，

也可作为科研训练班级活动组织者，通过同龄人交流、对话，为低年级拔尖试验班学生在学习、生

活等方面提供经验和帮助，彼此促进、共同成长。  

同时，我们实行导师个性化指导和集体指导相结合，定期召开学年报告会、科研训练交流会、

毕业班汇报会等，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思想和科研训练等情况进行汇报，教师集体对学生进行点评

和指导。 
 
4  课程体系 

我们围绕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构建了“化学拔尖试验计划”课程体系，此课程体系体现了道德、

知识、能力、情感、态度的全面育人理念，突出基础课的“厚”、专业必修课的“精”、选修课程

的“广”，重点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具体举措如下。 

4.1  实施个性化培养方案 

我们制定了《厦门大学化学学科拔尖计划学生个性化培养方案制定指导性意见》，要求学生在

“班级导师”和“育人导师”的指导下自主设计制定个性化培养方案，包括：培养目标、课程计划、

本科交流计划、科研训练计划、其他环节、本科后计划等六个方面。在“课程计划”中给学生最大

的自由度和选择权，学生可自主跨学科、跨年级、跨层次修读课程。同时，为了使学生认识到自身

的个性化特征与发展定位，给学生充分的时间思考，个性化培养方案要求在学生入选拔尖试验计划

后一学年内完成，并且可以在三年级进行再次修改。 

4.2  实行多元化课程体系、因材施教 

(1) 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等专业基础课对拔尖试验班独立开班授课，由院

士、杰青、国家教学名师奖获得者等教师担任主讲，授课内容强化基础、拓宽内容，特别是将基础

知识与化学研究前沿紧密结合。 

(2) 采用课堂讲授、论文报告、翻转课堂等多种教学方式教学，重视学生的主体性探究活动，构

建了突出自主性、探究式、分层次、分模块的教学模式。 

(2) 开设了 6 门讨论课程，要求学生查阅文献、提出问题、讲授并讨论。讨论题目由教师或学生

提出，以课程核心知识为基点，向学科前沿、实践应用、交叉学科发散，通过文献阅读、报告、讨

论/辩论等环节，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启发其开放性思维[2]。 

(3) 注重课程的前瞻性和引领性，聘请国内外名校教师为拔尖试验班学生开设学科研究进展和

系列专题课程，提高学生的学术视野、激发学生的科研兴趣。2011–2018 年期间，利用各类资源聘请

国(境)外名校教师共计 233 人次，为学生开设短期课程或讲座。 

(4) 将本科生课程与研究生课程打通，鼓励学生修读高阶选修课程，加深学生对各化学专业领

域的理解。 

(5) 单独开设实验课程，除基础实验和综合实验外，开设“强化实验”和“延伸实验”，强化单

元实验技能训练、对实验内容进行拓展，培养学生会“想”、会“做”、会“表达”的能力，为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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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科研训练打下扎实的基础[3]。 

4.3  注重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 

(1) 开设“诺贝尔奖史话”“化学科研素养与方法”等课程，实施“教授 office time”制度，教

师与学生进行多方位的交流，帮助学生树立明确目标，做好人生规划，给予学生学习、科研上的指

导和帮助。 

(2) 用优秀的化学学院文化引领学生。开设“化院故事”系列讲座，弘扬卢嘉锡、蔡启瑞、陈国

珍等老一辈优秀教师甘为人梯、德育群芳的师者风范，引领学生学习优良传统，传承化院优秀文化。 

(3) 学校通识教育中心开设了“跨界∙对话”“人文经典导读”“艺术的观念”“周游列国：中

国人开眼看世界”等系列核心通识课程，培养学生健全的心智、健康的人格、开放的思维与博大的

胸怀。 

4.4  建立课程免修、免听与分级教学制度 

经过几年的建设，化学拔尖试验计划形成了跨校、跨学科、跨年级、跨层次学分互认的多元化

管理机制。 

(1) 学校对拔尖试验班学生进行特殊管理，拔尖试验班学生可自主跨学院、跨学科、跨年级修课。 

(2) 数学、物理、生物化学开设 A、B 两个等级，学生可根据自身定位选择；也可以选择到数学

学院、物理学院等修读更深的课程。 

(3) 专业课分级教学，如无机化学(二)在第一周采取考试，根据考试成绩确定可否申请免修、部

分免听等。 

(4) 公共基础课程开通免修通道，计算机与大学英语类课程可以根据所获得的水平等级证书申

请免修。 

(5) 学生出国交流，可根据具体情况申请提前修、缓修或免修某门课程。 

4.5  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 

为了拓宽学生视野，使学生在交流中成长，我们选送学生到国内外著名高校交流学习，如与美

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签订协议；同时，在拔尖试验计划经费中设置专项基金，支持学生到国(境)

外著名高校修读课程、参加暑期学校、进行科研训练。2012–2018 年化学拔尖试验计划陆续派出 81

人次到国(境)外名校进行交流学习。 

 

5  科研训练 
科研训练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通过科研训练，可以培养学生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

的基本素质，激发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促使拔尖人才脱颖而出。 

我们依托学院雄厚的科研平台，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氛围，对低年级学生开设了系列前沿讲座课

程、“杰青讲坛”等，鼓励高年级学生参加学院组织的“诺贝尔获奖者系列讲座”“南强系列讲

座”“卢嘉锡系列讲座”等学术活动，为学生开启一扇通向未来的“窗口” 

我们以学院承担的科研项目为导向，以“启发创新意识、注重训练过程、提高综合素质”为原

则，构建了初级–中级–高级三个层次、循序渐进的科研训练平台[4]。在此基础上，制定了系统的拔

尖试验班学生科研训练方案，包括：文献检索、选题、项目申请、设计研究路线、大型仪器使用、

实验操作、分析数据、归纳总结、撰写论文、化学交流表达能力的训练等；设立了不同层次的科研

训练项目，学院“育苗基金”“拔尖计划创新基金”，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基础科

研基金”“校长基金”等，为拔尖试验班学生提供了丰富的科研训练课题；在科研训练中，我们强

化科研方法训练、文献信息能力培养、科研过程管理等，组织多元化、多层次学术交流活动，培养

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为规范科研训练过程，我们制定了具体的政策，每年组织立项、申请、评审、签订项目责任书、

过程检查、中期检查、结题墙报展示、汇报答辩、评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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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培养成效 
经过几年的努力，“化学拔尖试验计划”培养了一批品学兼优的优秀人才，学生综合素质全面提高。 

(1) 学生们学风正、品行优、团结进取、蓬勃向上。 

(2) 学生们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扎实，化学实验动手能力强，知识面宽厚。 

(3) 学生们质疑能力明显提高，敢于提出问题、善于提出问题。 

(4) 学生们自主学习能力、自我规划能力、克服困难勇气、承担责任能力、抗压能力较强。 

(5) 学生们热爱化学、热爱化学研究。目前，拔尖试验班已有七届毕业生，共计 132 人，全部选

择了继续攻读与化学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其中，出国(境) 37 人、国(境)内高校 85 人、国(境)内科研

研究所 10 人。 

(6) 学生初步掌握了化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手段，具有较高的科研素养、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实

践能力。毕业生多数感言：在拔尖试验班的学习生活，特别是受到高水平教师独特的人格魅力、科

学精神的感染，为以后进一步的科研探索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学生本科阶段(2012–2018 年)参

加科研训练发表文章 76 篇，其中文章影响因子在 5.0 以上 34 篇，第一作者 14 篇；国家发明专利

2 项；获得省部级以上学业竞赛奖励 31 项。据不完全统计，学生毕业后(2014–2018 年)深造期间发

表文章 44 篇，其中文章 JCR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一区 27 篇，第一作者 17 篇。如，拔尖试验计

划 2010 级毕业生胡程奕毕业后攻博期间发表论文 9 篇，其中 JCR 一区第一作者 3 篇；2011 级毕业

生倪开元毕业后攻博期间发表论文 6 篇，JCR 一区第一作者论文 4 篇。 
 
7  建设特色 

经过多年的建设，厦门大学化学拔尖试验计划形成了以下特色： 

7.1  建设了以学生兴趣与能力为导向的多元化培养模式 

创立了本科生与导师讨论、自主设计个性化培养方案，建设了突出学生自主性、兴趣与能力的

多元化培养模式。 

7.2  建设了融合国内外优质教学资源的多层次教学体系 

形成了由院士与名师领衔、融合国际资源包括专家委员会、导师、授课教师组成的育人团队； 

形成了由导师个性化指导、导师会议集体指导、学年报告、毕业班汇报相结合的多元化指导体系； 

形成了突出自主性、探究式、讨论式，分层次、分模块的多元化教学模式； 

形成了适应能力趋向、知识积累、发展兴趣多元化的课程教学及其内涵发展机制。 

7.3  建设了分层次、系统规范的科研训练体系 

形成了以育苗基金、拔尖计划创新基金、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等为代表的初级、中级、高

级多层次本科生科研训练平台； 

形成了选题、项目申请、实验操作、数据分析、归纳总结、撰写报告等系统的科研训练过程； 

形成了跨课题组会、学术沙龙、跨校视频学术报告会、国内外学术交流构成的多元化交流体系。  

7.4  建设了柔性教学管理体制和严格的质量保障机制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生源遴选制度和动态管理机制； 

形成了跨校、跨学科、跨年级、跨层次选课以及本研学分互认等柔性教学管理机制； 

形成了培养方案制定、审核、执行，学生学习过程管理、学年报告考核、毕业班汇报考核等各

环节质量控制体系； 

形成了教学督导制、听课制、问卷调查、座谈会等多渠道教学质量反馈体系，并建设了根据相

关意见进行持续改进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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