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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等医学院校是人才培养的执行者，学生是受益者。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是高等医学院校本科生教

育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塑造高素质医学专业人才的主要途径。科研创新班的构建有利于提高实践教学效果和学

生的科学研究能力。本文探讨了新乡医学院医学检验学院科研创新班的构建背景和成立目标，具体阐述了科研创

新班的实施办法，探索了一套效果良好的适合科研创新班学生的教学方法，旨在将科研创新人才培养教学过程中

的体会与大家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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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edical college is the executor of talents cultivating, and the students are the beneficiaries. To

cultivate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bilities of medical students is one of the key elements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medical universities and also a main way to model high-quality medical talents. Constructing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class is an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teaching effect and raise students’competence of scientific re-

search ability. This article has discussed the construction background, the objectives of its founding, and the implement-

ing measure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class, and reported a set of good teaching methods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class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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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医学院校就像摇篮，培养当代优秀的医学专

业人才 [1-3]。医学专业人才的教育包括理论学习和实

践教学。理论学习(课堂教学)是最基本的教学过程，

学生通过在理论课堂和实验课中的学习，能够比较系

统地掌握基本专业理论知识、基础实验的操作技能、

从事实际工作的初步能力；实践教学包括科研创新能

力的培养，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教师合理引导学生

尽早接触科研工作，参与科研项目的选题、实验设计、

试剂购买、耗材准备、预实验和精准实验的实施、统计

数据、结果分析及论文撰写等工作，使得医学专业的

本科生在掌握书本知识的同时及时合理地实际运

用。不断提高医学专业人才素质是高等教育的热点

问题，各个高等医学院校都将培养本科生科研创新能

力作为实施全面素质教育的重点工作，以科研促教学

是打造拔尖医学人才的重要手段，为高等医学院校创

新型人才的培养指引了方向[4-5]。

构建好高等医学院校的科研创新班是培养创新

型人才的具体途径，有助于培养医学专业学生的逻辑

思维拓展能力、收集和分析资料的科研基本功以及人际

交往能力，从而提高整个高等医学院校本科生的科研创

新能力，大大提高医学专业人才的综合素质[6-7]。在此

背景下，新乡医学院医学检验学院为了更好地向国家、

社会和业界提供适应社会发展方向的拔尖创新和全面

发展的医学专业人才，在深化教学改革的同时培养学生

的科研创新能力，以适应时代发展的标准积极探索，在

适应学生的兴趣、扩大学生知识面以及就业需求的原则

下因材施教，设立了高素质人才培养的科研创新班教学

模式，提供了一个医学检验专业学生可以自主学习和性

格发展的良好教学实践平台，旨在全面提高高等医学院

校医学检验专业本科生的培养质量。

1 准确把握目标，精心设计思路

只有全民健康，才能早日实现全面小康。今年突

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

发事件之一，广大医学专家以高度的责任感为疫情防

控做出重要贡献。医学专业人才应牢记习书记的嘱

托，推进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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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高等医学院校

医学检验学院的临床检验技术专业是为了培养适应

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掌握基础医学检验专业的知

识和技能，能够从事医疗卫生以及科研机构的医学检

验工作的应用型医学检验专门人才[8-9]。

医学检验学院的科研创新班以“道德为先，能

力为重”的理念为培养目标，发掘具备自主学习能

力、批判性思维和良好职业素养的现代医学检验专

业人才 [10-12]。经过四年的学习和锻炼，科研创新班学

生初步具备进一步学习和研究能力，能从事医学相关

学科的科研工作，可以顺利进行医学检验及其交叉学

科的进一步学习深造。

基于培养具有健全积极人格、独立学习能力、扎

实基础知识和初步科研素养的医学专业人才的原则，

科研创新班需要先建立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和

平台，充分合理地利用各种资源[13-15]。结合新乡医学

院的实际情况，医学检验学院依托河南省省级免疫与

靶向药物重点实验室为科研创新平台，设立了校级大

学生科研创新班，积极进行实践教学的人才培养模式

的教学改革，在实施过程中不断积累宝贵的实战经

验，以期对新乡医学院本科创新人才的培养起到良好

的推动和示范作用。科研创新班负责人王辉教授在

2014级首届科研创新班开题报告会上指出：科研创新

班是医学检验学院和分子诊断与医学检验技术河南

省协同创新中心的一项重大本科教学和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旨在构筑灵活多样的培养途径，加大检验专

业本科生科研思维及实践操作能力培养，培养基础扎

实、科研能力强的复合型医学检验专业本科毕业生，

充分体现我校医学检验专业办学定位与办学特色。

2 教师引导学生，具体实施方法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科研创新班

这一教学模式的实践教学一经启动，医学检验学院立

即制定了规范以及实施性强的管理办法，准确设计了

实施方法。教师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准确把握科研创

新班特点，将理论教育与实践教学相结合进行具体实

施。在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方面探索了一套较好的

适合科研创新班学生发展的教学方法，具有很强的应

用价值。具体实施措施如下：

2.1 科研创新班学生的遴选 科研创新班学生

的遴选工作开始于第一学年的第一学期，医学检验学

院分别在 2014—2018 级本科生中每年遴选 20 名学

生，遴选时结合入学英语成绩、文献翻译能力和面试

成绩，每一期遴选不超过20人，以科研兴趣为导向，进

行持之以恒的四年培养，同时设置了退出机制。

2.2 科研创新班的教学方法和日常管理细则 医

学检验学院为了贯彻和落实以上目标和思路，精准实

施课程改革和科研实践管理办法。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严格按照教学大纲进行授课，精心设计理论课和实

验课授课过程，一目了然的知识不再反复讲解，适当

调整课堂时间讲授医学专业课程与科研和临床的最

新相关进展，使授课效果最大化。医学检验的一级学

科已由“临床医学”变为“医学技术”，侧重于医学检验

技术，根据这种变革，医学检验学院在科研创新班增

设了《医学检验技术研究进展》、《基因诊断学》、《流式

细胞技术应用及原理》等三门课程，这三门课程切合

精准医学诊断的前沿技术和进展，以讲授医学检验专

业的检验方法、原理和临床应用为重点，具有更新速

度快且章节与章节之间又各成独立体系的特点。教

师在理论课堂上留一些作业和任务，让学生利用课余

时间对这些问题有针对性的进行解决，同学们通过图

书馆和网络资源查找理论文献、实验依据、样品准备

以及实施方法，既能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又拓

宽了知识面，进一步激发了本科生对科学研究的兴

趣，增加学生的实用技术能力。科研创新班学生的日

常管理采用导师制的培养模式，实行严格的“一对一”导

师制进行“研究生式”的带教培养。选拔的导师大多数

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历，具有较高的科研水平和责任

心，既可以培养学生的系统性思维，又能开发其创新性

思维。医学检验学院本科生的临床实习期限为一年，科

研创新班学生的临床实习期限适当缩短为半年，同时增

设24周的科研培训期，时间安排在第四学年的第一学

期，有利于科研创新班学生有足够的时间可以静下心来

进行科学研究实验和创新思维培养。

2.3 科研创新班学生的考核办法 新乡医学院

医学检验学院改变医学检验专业本科毕业生的考试

形式，率先将科研创新班学生的毕业考试改为论文答

辩的考核模式。同时，学院给科研创新班的每位学生

配备 5 000元的科研经费，要求学生毕业时发表中文

核心论文1篇。通过科学实验实施、数据统计分析、论

文撰写投稿、论文答辩考核等环节的培养，拓展了学

生知识面的深度和广度，也考察了学生综合运用所学

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充分锻炼学生独立

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

3 做好工作总结，启迪探索思维

截至目前，新乡医学院医学检验学院科研创新班

已经遴选了五届近百名学生，学生们已经初步掌握了

分子生物学技术、免疫学技术等常规实验技术，并且

取得了一系列优秀的成绩：累计获得全国大学生“挑

战杯”三等奖、河南省一等奖等荣誉 4项；科研创新班

学 生 以 第 一 作 者 在《J Cell Mol Med》 (IF=5.0)、

《Oncogenesis》(IF=6.0)、《中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

志》等国内外权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和科研论文 8

篇。第一届学生已经于2018年毕业，学生考研上线率

为67%，录取率为50%，远大于同期非科研创新班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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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生考研录取率(29.6%)。总之，医学检验学院科研创

新班的理论教学结合科研实践，大大提高了医学检验

专业人才的质量，为我国的学术科研界提供具有科学

研究潜质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有效解决医学检验行

业发展速度快、科学技术更新周期短等问题。

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施，医学检验学院科研创

新班的建立起到了榜样作用，在高等医学院校创新

人才培养方面收获了丰富的经验和一定的成绩，带

动了整个学校良好的学习气氛。取得成绩之时也面

临着一些问题：例如本科生导师制度、实验室开放制

度、文献检索培训制度、实验操作和记录培训制度、

文献汇报制度等一系列常规制度需完善，确保学生

得到更加实质性和系统的科研训练；其次，高等医学

院校本科生的学习任务较重，科研实践占用了一定

时间，这对一名本科生能否坚持四年是一个严峻的

考验，各位导师应根据学生的差异性因材施教，有效

的识别科研型人才；另外，科研创新班的遴选工作开

始于大学一年级的第一学期，学生缺乏实验室基本

常识和理论基础，导师要加强对学生的基本操作、工

作节奏以及面对实验失败的心理素质等能力的培

养，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启迪学生的探索思

维。以上环节的问题还需要更为仔细的梳理，确保

今后高等医学院校本科生的科研创新能力培养的探

索工作顺利开展。

以上就是新乡医学院医学检验学院在科研创

新班的构建过程和本科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过程

中的一点体会。总之，作为教师应该遵循教学大纲

的基本要求积极备课，在教学过程中更应勇于探

索，有针对性的利用各种不同的教学方法培养能够

从事医疗卫生以及科研机构的具有创新精神的应

用型医学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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