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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本科生科研训练平台培养高素质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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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厦门大学化学人才培养基地十分重视本科生科研训练, 依托化学学科优势, 从 2003年

起设立了 化学人才基地育苗基金 , 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学生进入科研课题组, 通过科研训练

发展个性、培养创新能力、提高综合素质,建立了一个较完善的本科生科研训练平台。

本科生参与科学研究和创新活动,有利于通过科研实践来学习和巩固知识, 激发学生的创

造力, 挖掘具有科研潜质的人才;同时通过对学生科技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训练培养,营造

良好的校园科技文化环境,全面提高本科生培养质量。厦门大学化学人才培养基地 (以下简

称人才基地 )积极探索本科生参与科学研究的有效机制, 实施了本科生科研训练计划,为学生

拓展专业领域、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思维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1 激励学生参加科研训练

人才基地充分发挥人才优势,营造浓厚的学术气氛, 定期邀请中国科学院院士、博士生导

师、各学科学术带头人及归国博士为本科生作专题报告。针对不同年级开设了 3个系列的今

日化学讲座,从各个不同的研究方向让学生了解化学学科研究前沿。

黄本立院士、万惠霖院士、赵玉芬院士、郑兰荪院士、田中群院士不辞辛苦到新校区为一、

二年级的学生开设院士讲坛,内容包括化学的前沿研究、科学的道德以及自己成长的经历。学

生们说,院士讲坛风采夺人,不仅学到知识、了解化学的研究前沿, 而且受到一种直击心灵的震

撼。令他们印象最深刻的是院士讲到自己研究时那种执着和沉醉,那种不时洋溢在嘴角的微

笑 ! ! ! 为科学献身无怨无悔的精神。
人才基地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科技活动管理体系,每年举办本科生科研训练报告会,在学生

综合考评中制定相关政策以激励学生参加科学研究。

此外,挂靠在学院有 6个高水平的科研实验室,如固体表面物理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等。

其研究课题起点高,仪器设备先进,为本科生的科技训练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实验教学中心的

开放也为本科生科技活动提供了保证。

浓厚的学术氛围,先进的科学研究实验室,雄厚的科学研究基础,积极进取的优良传统,激

励着学生积极主动参加科学研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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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科生科研训练平台建设

2. 1 设立 化学人才基地育苗基金 

为了促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鼓励学有余力的学生提前进入科研课题组, 人才基地从

2003年起在基地经费中设立科技创新活动专项基金 ! ! ! 化学人才培养基地育苗基金  ,用于

资助本科生参加课外科研训练。育苗基金的宗旨是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创造性、创新能力为

核心, 以激发学生的探索与求知欲、主动参与、自主发展为特征,以查文献、做科学研究、写论

文、参与 挑战杯  竞赛等实践活动为途径,以化学理论知识和综合实验技能为基础, 通过科学

管理, 达到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目的。育苗基金实行学生自主申请, 目

前资助额度为启动费每项 4000元,根据申请者完成课题情况,做得好再追加资助。目前已开

展 6届,共立项 200项, 结题 116项。

本着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育苗基金项目及其内容的安排充分考虑学生个性化特征及其

个人兴趣,突出了 研究 这个主题。课题实行学生与教师双向选择的原则。人才基地为学生

提供优秀的教师、高质量的硬件与足够的课题供学生选择。学生也可以自行提出研究设想,联

系相关方向的导师,在导师指导下申报课题,在进行文献调研的基础上确定最终研究内容。

2. 2 高水平的指导教师队伍和高起点的选项

本科生阶段是学生思维最活跃、最富创造力的学习阶段之一, 但是热情高、经验少,组织他

们参与科研活动,教师的引导作用尤为关键。

人才基地的教师十分支持本科生育苗基金项目,积极参与指导育苗基金的工作, 在指导教

师队伍中既有德高望重的院士,也有化学各个学科的带头人和优秀的中青年学术骨干教师,高

水平的指导教师队伍保证了 育苗基金 的高起点和研究深度。目前 200个立项中,以院士作

为指导教师的有 18项,以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含院士 )为指导教师的有 55项。

高水平的指导教师队伍使学生能够站在高起点上选题立项。目前育苗基金开展的主要研

究方向有:

( 1) 无机化学:原子团簇化学, 配位聚合物化学, 纳米材料化学, 生物无机化学, 固体材料

化学等。

( 2) 有机化学:有机合成 (包括不对称合成、合成方法学 ), 手性药物, 天然产物, 金属有机

化学等。

( 3) 分析化学:原子光谱与质谱分析,分子吸收与发光分析, 分离科学,电化学分析等。

( 4) 催化化学:新催化材料,多相和均相催化, 酶催化与非酶催化固氮,催化剂和催化反应

机理的原位、动态表征和理论模拟,表面吸附和催化,催化反应动力学等。

( 5) 电化学:电化学研究方法, 界面电化学, 谱学电化学, 化学电源,电沉积, 腐蚀电化学,

生物电化学,光电化学等。

( 6) 理论与结构化学:量子化学,计算化学,物质结构、表征与性能等。

( 7) 化学生物学:生物有机磷化学, 药物化学, 药物作用新靶标的发现与确证,新药先导化

合物的合成,生物分子相互作用检测技术等。

( 8) 应用化学:材料的腐蚀与防护、新型化学电源及其相关材料,生物芯片技术及电化学

检测。

( 9) 环境化学:环境分析化学及分子发光分析在环境科学研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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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科研训练实施过程

科研训练同知识掌握一样,也有一个循序渐进、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对学生参加科研,我

们采取 引导、发现、培育、奖励  的原则,做法如下:

( 1) 新生进校后即实行导师制,由人才基地预先安排的导师介绍各学科的研究方向及应

具备的本专业基础知识。

( 2) 一年级短学期开设无机化学课外实践,二年级短学期开设有机化学探索实验,通过选

题、查阅资料、设计实验、完成实验、调查, 写出探索研究报告,使学生初步经历和体验科学研究

过程, 激发学生对化学学科和对科学研究的兴趣。

( 3) 一、二年级开设今日化学, 向学生介绍化学的最新进展及本校化学学科的科研课题,

预先安排的导师指导学生根据自身特点有针对性地选修有关课程。

( 4) 每年二月份征集题目,指导教师将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和创新思维的选题报到人才基

地,四月份公布本年度 化学人才基地育苗基金  申请指南, 学生可按兴趣自主申请, 教师与学

生进行双向选择,鼓励跨学科申请。学生也可以自主选题, 联系相关的指导教师, 在教师指导

下提出申请。

( 5) 人才基地通过评审,获资助的项目每项启动费 4000元, 项目负责人与人才基地签订

项目责任书  。课题完成时间为一年半左右。
( 6) 获资助的学生即进入相应的课题组、科研实验室、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开放实验室, 利

用假期、周末查阅有关文献资料,设计实验方案,在育苗基金导师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

( 7) 在课题进行期间,人才基地注重过程管理,不定期对学生在实验室的表现情况进行跟

踪检查,了解课题的进展情况和问题。

( 8) 课题开展 10个月时,人才基地对课题进行中期检查,根据执行情况,对项目做出评价

(通过、延期、撤销 ) ,并决定是否追加资助经费。

( 9) 课题结题时要进行 化学人才基地育苗基金 结题汇报,学生提供相应的研究成果,

包括研究报告、模型、设计、专利、论文等, 以展板形式展出,育苗基金评审委员会评出优秀项目

并进行公开答辩,从答辩中评出一、二等奖,对学生、导师进行表彰。

2. 4 育苗文化建设

为增加育苗团队的凝聚力,人才基地面向广大学生征集了育苗基金的队徽、口号、队歌等。

为了给学生提供一个相互交流、学习的平台,我们还开设了 育苗沙龙 , 沙龙活动以自由

活泼的座谈形式展开,学生边喝咖啡, 边畅谈做 育苗  过程的努力与收获。不少学生谈到刚
进实验室时,很多东西都不懂, 通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提高了独立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在育

苗沙龙中,教师和学生之间也进行了交流, 从 导师对学生的希望  、学术道德  、学生自主
性  等方面做了建议和要求,并强调一开始要养成正确的科学习惯, 才可以把研究做好。 育

苗沙龙  使大家了解其他课题组的进展情况,增加对课题研究的自信心和紧迫感, 起到相互激

励的作用。

3 本科生科研训练取得的成效

( 1) 通过科研训练,使本科生受到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和技能训练,培养了创新意识和创

新 能力。学生在各自的实验室中了解并学习了前沿的研究项目、研究方法、研究设备及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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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一些最新科研成果,向学生传授科研思路和实验方法中的技巧等。在教学中通过科学思维

方法的启发,培养了学生的创新精神,激发了学生的研究开发热情,增强了学生的市场意识,进

一步提高他们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和竞争力。

3 关注科技发展培养信息调研能力

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精细化工领域也是如此,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不断涌现。据

此,我们除了在每个专题中介绍最新成果和动态外, 还单独设立了高新技术与精细化工这一

章,以此进一步开阔学生的眼界, 激发他们的创新思维。在教学中,要求学生查阅文献资料

(尤其是网络资源 ) ,了解某行业的产品现状,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 高新技术的应用前景等。

要求每个学生在课程结束前写出一篇小论文, 并将撰写的论文上传到精细化工教学平台中,进

行全班交流。许多学生通过查阅资料,对某个行业、某类产品产生了兴趣,为毕业设计、毕业论

文作了资料准备。有些学生在人才市场上,因对企业的产品、市场、动态有较为全面的了解,显

现出较强的竞争实力。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增强也使他们倍受用人单位的青睐。几年

来,有多名学生在全国 挑战杯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大赛及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邀请赛
中获奖。化学与化工类专业已成为我校的热门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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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到了优良的研究氛围,接触到了优秀的科研人才,从而拓宽了自己的知识视野, 增长了知

识,提高了科学素质, 培养了科学精神, 为今后从事更深一步的研究学习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学生普遍反映,实验室创造了一个十分宽松自主的学习氛围, 培养了科学兴趣,提高了做事的

独立性、计划性和条理性, 增强了毅力、恒心和自信。

( 2) 为教师与学生的交流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学生在与导师的接触中,领悟到导师的

科研思路和科学思维,这些也是从书本和课堂上无法学到的。教师对事业的追求、教师对人生

的理解、教师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求实和探索精神, 构成一种重要的人文环境,有助

于培养学生严谨实际的科学精神、敬业奉献的高尚品格和相互协作的团队精神, 相信对本科生

今后的人生道路、职业发展将会产生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 3) 2003年 1月 ~ 2008年 6月,有本科生参与的研究发表的文章 216篇。其中 2005级

本科生刘德宇同学以第二作者在 J Am Chem Soc发表题目为 Ep itax ia lG row th ofH eterogeneous

M eta lNanocrystals: From Go ld Nano- octahedra to Pa llad ium and S ilver N anocubes文章。

( 4) 培养了一批热爱化学、愿意从事化学研究及相关工作的青年学者。受到育苗基金资

助的绝大部分学生本科毕业后都选择攻读化学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 2002级本科生范风

茹,本科期间曾两次得到 化学人才培养基地育苗基金 的资助, 两次获得一等奖。本科毕业

后在田中群院士实验室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由于在本科阶段得到较好的科研训练,很快适应了

研究生阶段学习,一年后即以第一作者在 J Am Chem Soc发表文章,目前受教育部公派留学计

划资助,在 Schoo l o fM a terials Science and Eng ineering∀ Georg ia Institute o fTechno logy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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