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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生 科 研 一 体 化 的 探 索 与 实 践  

曾宪军 
(重庆工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重庆 400050) 

摘要：对教师学生科研一体化进行 了探索与 实践。认为教师学生科研一体化是加强工科学生工程素质培养的有效途径之 

一

，对教师学生科研一体化的 目标模式、制度模式、阵地模式和载体模式进行 了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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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在加强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应提倡科学 

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整合观念 ；反映人才整体素质平衡 

发展的追求。具体到工科学生的素质而言，首要任务 

是突出其工程素质的培养和训练，教师学生科研一体 

化正是提高工科学生工程素质的有效途径之一。所 

谓教师学生科研一体化就是学生参与教师科研，以教 

师科研带学生科研，以学生科研和学生课外科技活动 

促进学风建设和学生工程素质的全面提高。 
一

、师生科研一体化的目标 

实施教师学生科研一体化，大力支持学生参加教 

师科研 ，期望达到以下 目标 ：使学生在学习期间进一 

步了解本专业 ，了解实际的生产过程和企业管理的运 

行过程，加深对社会、对国情的了解，这对于增强其事 

业心和责任感大有好处n ；在和教师共同科研的过程 

中，深深感受到教师的坦荡胸怀，认真负责的工作态 

度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这对于其减少盲目性，增强自 

觉性，正确地估量和认识自己十分重要；参加生产实 

践过程，不但可以巩固、加深所学知识，而且使其知识 

结构及对知识的掌握从深广两方面得到扩展，尤其重 

要的是还扩大了其知识视野，使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得 

到充分的发挥，个性和创造性得到发展，极大地培养 

了学生的工程素质和科学素养；教师在实践中也不断 

提高自身素质，实现生产经营、科研、教学互促互进的 

良性循环，实现科研促教学的目的。 

师生科研一体化对培养创新人才具有明显优势。 

我们一直强调对创新人才业务培养的基本要求是“重 

视基础、加强实践”。过去，我们重基础理论轻实践活 

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教育模式的不 

适应、不稳定是其中之一。师生科研一体化在一定程 

度上改变了这种不适应和不稳定 ，师生科研一体化把 

理论学习和实践活动较好地统一起来。它的最大特 

点是充分利用学校与教师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把 

以课堂传授间接知识为主的学校教育环境与直接获 

取实际经验、能力为主的“实践教育”有机地结合。 

同时，面对高等教育的扩招，学生基础参差不齐， 

在逐步完善学分制的基础上，吸收部分学生参与教师 

科研，一方面为教师科研提供了助手，另一方面，也为 

新形势下探索人才分类培养模式提供了平台，为锻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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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支学生科研群体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重庆工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实施教师学生科研一体化两年 

来 ，明确要求教师科研必须要有学生参加 ，逐步实现 

了人才的分类培养 ，形成了学生科研群体、学生考研 

群体、学生干部群体和一般学生四大群体，其中学生 

科研群体的人数大致稳定在学生总人数的 25％左右， 

他们对形成本院浓厚的科技学术氛围，促进良好学风 

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事实表明，科研群体的专 

业思想稳定 ，其实践动手能力、对工程技术的系统分 

析能力、对理论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学习中的创造 

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协作精神、独立工作能力等等明 

显强于其他学生。 

二、师生科研一体化的实施模式 

制度模式 为了为教师学生科研一体化提供制 

度保证，重庆工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先后制订了 

《学生科研学分实施细则》、《学生科研学分考核标准》、 

《学生科研学分考核表》、《材料学研究会管理章程》、 

《材料学院学生科研活动管理办法》、《材料学院学生 

科研助手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大力加强教师对学 

生科研的指导力度，对学生参与科研活动给予一定的 

政策倾斜 ，激励大学生积极参与教师科研，并将学生 

科研纳入人才培养计划之中，将学生取得一定的科研 

学分与授予学生毕业证直接挂钩。 

阵地模式 为了打造学生科研品牌活动，增加校 

园文化活动中的科技含量 ，突出以科技为中心，积极 

营造浓厚的校园学术氛围，增强学生的科研意识 ，培 

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全面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 

质。重庆工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努力积极为学 

生科研活动创造条件，加强了学生科研阵地建设，构 

建了学生科研创业园区(教授、博士研究室)、学生工 

程实践背景训练园区(重庆市快速原型及模具寿命重 

点实验室、重庆工学院模具工程中心、重庆镁业集团、 

东方锅炉集团等)、大学生学术科技论坛和学生科技 

社团等学生科研阵地，大力开展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活 

动，使其成为学生科研活动的主战场，借此培养学生 

的实践动手能力、创新能力和工程素质。 

载体模式 重庆工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以 

“星火计划”学生科研助手活动为载体，充分利用其科 

研条件和科技人才资源优势，以教师科研带动学生科 

研，建立了学生科研导师制度和学生科研助手制度， 

学生科研助手协助和参与教师科研活动，科研导师指 

导学生科研，这样使教师科研和学生科研有机地融合 

在一起，借此增强了对学生科研活动的指导力度，培 

养出了一批学生科研骨干。近两年，学生公开发表学 

术论文 30余篇 ，学生科研立项 28项，参研各类课题 50 

多项。 

三、师生科研一体化的效果 

据调查 ，企业 的高级专业岗位 ，8o％以上需要的 

是应用型人才[ 。脱离培养理论研究能力来培养实 

践应用能力，就会使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缺乏后劲； 

而离开培养实践应用能力来培养理论研究能力，就会 

使理论研究能力的培养脱离社会生产实际。实践表 

明，创造知识和应用知识的能力与效率将成为影响一 

个国家综合 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J。而师 

生科研一体化将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对培养学 

生的综合能力和工程素质大有帮助。重在培养适应 

能力强的应用型人才的高等工程本科教育，必须注重 

学生的科研和科技活动，并把它作为学生第二课堂活 

动的核心，采取有效措施激励和保证学生参加科研和 

科技活动，以培养未来工程和管理人才必备的素质。 

实践证明，学生在校参加科技活动后 ，在工作岗位上 

适应能力得到明显增强；师生科研一体化有利于打造 

学生分类培养模式；有利于学生理论学习、实践锻炼、 

科技能力训练一体化的实施；有利于跨越式培养本科 

学生的工程素质。 

重庆工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实施教师学生 

科研一体化两年多来，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学科专业建 

设 ，成功取得了材料加工工程硕士点 ；而且大力地提 

高了教师科研的水平与层次，近两年他们的到款科研 

经费和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都高居各二级学院榜首， 

获得了学校集体“科研贡献奖”和“开拓杯”；同时，学生 

的综合素质得到明显提高，学风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 

善，本科学生 2003年考上硕士研究生的比例位居全校 

第一，2001级学生四级通过率和 2OO2级学生英语学 

期考试平均成绩位居全校第一，毕业生就业渠道畅 

通，2OO3年有些班级的毕业生签约率达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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