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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基地建设促进生命科学与技术创新人才培养

刘鹏霞，王迎春，王潇，莫日根( )

内蒙古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呼和浩特，010021

摘 要: 本文以内蒙古大学“国家理科生物学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和 “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

培养基地”的教学改革、平台建设和管理体制等为重点，总结了多年来 “基地”建设的经验，提出以基地建设促

进创新人才培养的模式，即通过提升教学质量和科研能力，突出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实践体系创新，培养学生

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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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大学 “国家理科生物学基础科学研究和教

学人才培养基地”1994 年 由 教 育 部 批 准 建 立，是 全

国 24 所 “生 物 学 基 地”高 校 之 一，1995 年 开 始 招

生。内蒙古大学 “国 家 生 命 科 学 与 技 术 人 才 培 养 基

地”是全 国 首 批 批 准 的 36 所 “生 命 科 学 与 技 术 基

地”高 校 之 一，2002 年 8 月 由 教 育 部 批 准 建 立，

2003 年开始招生。多年来，内蒙 古 大 学 生 命 科 学 学

院坚持以 “基地”建 设 促 进 生 命 科 学 与 技 术 人 才 培

养，以培养高水平、高素质的科研教学人才为目标，

致力于培养学生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训练有素的实

验技能，注意引导学生发展自己的兴趣与特长，积累

了一些经验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1 以 “基地”教学改革促进创新人才培养

通过实施我们承担的自治区 “十一五”高等教育

科学规划项目 “生命科学理论与实践教学新体系建设

( NGZHG06013) ”和 “内蒙古大学生物技术专业本科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 NGYG06021 ) ”，针对原有培

养方案存在的基础课程较弱、实验课课时少、内容陈

旧和专业课过于分散的问题，在学习相关专业建设经

验的基础上［1，2］，我们于 2010 年修订了教学计划，在

新修订的培养方案中增加基础课、综合性课程和实验

课的比例，增加大量的综合性实验、创新性实验和设

计性实验，以拓宽学生知识面，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例如，我们把过去的“生物化学大实验”“基因工

程大实验”、“发酵工程大实验”综合为 “基因工程大

实验”。该实验课程涉及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基因

工程、微生物发酵三个学科和三个实验室的研究型综

合实验课程，由上游、中游和下游三部分组成。上游

内容有: 引物设计、PCＲ、凝胶电泳、质粒提取、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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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粒的构建、原核生物表达、表达产物的检测等一整

套系统的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工程内容; 中游是微生物

发酵，就是把上游构建的菌种进行发酵，大量生产目

的蛋白; 下游内容有: 目的蛋白的提取、分离、纯化、

鉴定、和酶活性测定等典型生物化学实验教学内容。

此外，整合“植物生理学” “植物组织培养”、“植物

基因工程”三门课程开设了 “植物细胞及基因工程模

块化大实验”，整合后的实验内容包括: 植物组织培

养、细胞悬浮培养、原生质体分离和培养、遗传转化

到转基因植物的构建和后续检测。另外，整合 “胚胎

工程”“动物生殖生物技术大实验”和 “发育生物学”

等课程开设“发育生物学大实验”，整合后的实验内容

包括生殖细胞发生、受精、胚胎发育及胚胎移植四个

模块，涵盖了个体形成这一发育过程的主要知识内容。

在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过程中，我们取得了一定

成效。2010 年至 2012 年三年中，在 《遗传》 《生物学

杂志》和《高校生物学教学研究 ( 电子版) 》等刊物

发表教学研究论文 8 篇。现有 1 门国家精品课程、2 门

“国家理科基地创建名牌课程”、1 门 “国家级双语教

学示范课程”、7 门省级精品课程、8 门校级精品课程。

2 加强 “基地”实验教学平台建设营造创新

环境

内蒙古大学 “生命科学本科基础实验教学中心”

是“基地”实验教学的平台，“中心”教学平台的建设

为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了保障。目前， “中心”总面积

2 888 m2，有 12 个教学实验室、2 个标本馆和 2 个专门

用于本科生科研训练的创新实验室，每年开设 22 门实

验课程。为了促进创新人才培养，我们在 2010 年建起

了本科生创新实验室，总面积约 300 m2、购置了实时

定量 PCＲ 仪、蛋白分离系统、凝胶影像系统等仪器，

可同时容纳 10 ～ 15 个创新项目同时开展不同方向的科

研，是集中进行本科生较高层次创新研究的平台。“中

心”2007 年被批准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

位，2012 年通过验收成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此外，我们十分重视实习基地的建设，先后与校

内外 15 个实习单位签订了共建实习基地协议。这些实

习基地设施完善，能够满足 “基地”专业学生的实习

教学需求，形成了富有地区特色的实习教学环节。“内

蒙古大学野外生物学综合实习基地”是国家基金委授

牌的首批 “国家级大学生野外综合实习基地”，2006

年、2010 年和 2013 年三次获得了“国家基础科学人才

培养基金项目”的资助。该 “实习基地”是包括锡林

郭勒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达里诺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锡林郭勒草原毛登牧场等在内的以一条线路、六个基

地和六个考察点辐射周边的生物学野外实习基地。该

实习线路生态环境自然、典型、多样，生物物种极其

丰富，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 其中，2009 年建立的锡

林郭勒盟毛登牧场总面积 5 500 亩，由 2 000 亩大针茅

典型草原样地、1 500 亩羊草杂类草草原样地、1 500 亩

退化草原样地及 500 亩控制实验样地组成，是良好的

草地生态学研究基地。目前，该 “实习基地”接受全

国各高校的师生实习，发挥了广泛的示范辐射作用。

3 改革 “基地”管理体制强化激励机制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 “基地”管理体制改革，在体

制上引导学生，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促进了创新

人才培养。

3. 1 引入激励、循环管理模式

为了鼓励 “基地班”学生自主努力学习，发挥其

示范和辐射作用，引入了激励机制，对 “基地班”进

行定期筛选和循环。“基地班”学生单独招生入学后，

实行两次筛选。前二学年中，每学年第二学期末，对

“基地班”学生进行循环，不符合标准的学生退出 “基

地班”，转入同年级相同专业班级进行学习; 同时，从

同年级相同专业的学生中按学分绩排名择优增补 “基

地班”学生。这样的管理模式有效地发挥 “基地班”

的示范作用。

3. 2 辅导员配合班主任进行日常管理的模式

高校班主任和辅导员队伍的建设和管理对学生的

培养具有重要意义［3，4］。2007 年起，我们在充分利用现

有条件的基础上，对 “基地班”班主任工作制度进行

了一些改革，严格筛选兼职担任班主任的教师，同时

从研究生中挑选优秀学生担任辅导员辅助班主任开展

工作。班主任老师的工作重点是掌握和了解学生的学

习状况和思想动态以及监督和管理辅导员的工作。辅

导员具体参与学生的日常管理，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学

习和生活辅导。研究生担任辅导员，与学生的沟通更

加畅通，提高了工作效率。而这些研究生从事一年的

辅导员工作，既可以完成 3 学分的教学和实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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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个人的管理和工作能力上得到了锻炼，为走上工

作岗位奠定了基础。

3. 3 参与科学研究工作制度

鼓励基地班学生承担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练计划项目”和 “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项

目”。学习成绩优秀或对生命科学有浓厚兴趣的本科生

从二年级开始就可参与具体科研课题，受到系统的科

研训练; 通过这样的科研训练体系，有效地推动了学

生的研究性学习，对提高教学质量、培养高素质创新

型人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5］。此外，学生参与科研工

作还有利于教师水平的提高，这样便形成了教学相长

的良好氛围，促进了学习进程的良性循环。

3. 4 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制度

每年在四年级基地班学生中选拔品学兼优者推荐

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基地班学生保研率约 50%。我

们与全国其他 “基地”兄弟院校，如清华大学、北京

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

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以及中科院等多

个研究机构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每年都有多名基地班

学生被推荐免试到这些高校和科研院所进行进一步学

习深造。

4 创新人才培养成效

2009 年至 2013 年五年中，本科生获批 “国家级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5 项， “内蒙古大学本

科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82 项。此外，借助国家

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项目 (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委

J0730648) ，设立“人才培养基金指南项目”、“人才培

养基金开放项目”，用于科研能力训练。基地班学生

85% 以上都参与了科研项目。
2008 年至 2012 年五年中，本科生作为第一作者或

主要作者发表学术论文 48 篇。荣获第十一届 “挑战

杯”全国大 学 生 科 技 作 品 竞 赛 三 等 奖 二 项，第 六 届

“挑战杯”全区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二

项，三等奖二项，优秀奖一项。
2009 届至 2013 届共毕业“国家理科生物学基础科

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学生 147 人，其中 117

人攻读研究生，升研率 80%。2009 届至 2013 届共毕业

“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学生 150 人，其

中 96 人攻读研究生，升研率 64%。由于基地学生综合

能力强，在攻读研究生、就业、出国等方面一直受到

用人单位的欢迎和好评，为他们进一步深造和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学生中起到了重要的带头作用。

5 展望

我们将继续坚持 “立足边疆、服务内蒙、面向全

国”的基本办学方针，遵循 “以学生为本，个性化培

养，重能力，求创新”的教学理念，发挥 “草地生态

学与农牧业生物技术”的学科优势，依托两个国家级

人才培养基地，培 养 具 有 宽 口 径、厚 基 础、重 实 践、

综合素质高、创新能力强、并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

我们将继续以 “基地”建设为契机，不遗余力地继续

推进“基地”教学改革，加强 “基地”资源投入和政

策引导，促进生命科学人才培养及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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