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大学教学  2014 年第 11 期 

 35

刘    艳，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高级工程师。 

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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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生物学、药学、医学、化学、工程学等优势交叉学科资源为基础，以课程改

革与人才培养方案改革为重点，以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机制为引导，以培养生物新药研发、成

果转化及创业、经营管理的高端人才为目标，将创新创业教育理念融入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专业课程和专业实践教学之中，强化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

从而构建学科交叉、研究与应用结合、教学与创新创业内容相衔接的新体系，培养具备较强

的创新精神和创业潜力的高层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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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是高等教育面向社

会、面向市场经济办学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党和国

家高度重视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教育部先后启动了

“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训练”、“大学生人才培养模式创

新试验区”等建设项目，以促进创新、创业和管理高

层次人才的培养。为此，我们以生物学、药学、医学、

化学、工程学等优势交叉学科资源为基础，以课程改

革与人才培养方案改革为重点，以创新创业人才培养

机制为引导，以培养生物新药研发、成果转化及创业、

经营管理的高端人才为目标，将创新创业教育理念融

入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专业课程

和专业实践教学之中，强化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

的融合，从而构建了生物学与药学学科交叉、研究与

应用结合、教学与创新创业内容相衔接的新体系，提

升了大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就业竞争能力和持续发展

潜力。2014 年“构建高校与社会协同实践育人新模式”

入选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候选项目。 

一、创新创业教育与人才培养体系深度融合 

1．建立“三个融合”人才培养体系 

多年实践证明，生物制药创新人才培养应遵

循以下规律：一是要强化学科交叉。坚持学研结

合、学产结合、上下游结合的原则，调整学生知

识结构，强化生物、医药、化工、信息等多学科

交叉，拓宽专业口径，提升与开发其发展潜质。

二是强化创新创业教育。在教学内容中融入创新

创业教育内容，并与生物医药产业及生物制药重

大攻关课题的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产品研发、

技术转化和创业管理能力。三是强化实践教学。

加强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建立适应创新创

业人才成长的实践教育体系与方法，加强学生应

用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为此，我们按照“学科

交叉、共建共享、模块设课、分类培养、教研贯

通”的原则，进一步整合教学、科研及社会优质

资源，优化课程内容，建立融业务培养与创新创

业教育为一体、融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为一体、

融教学与科研生产为一体的“三个融合”人才培

养体系，培养具备生物产品的研究与开发、生产

与管理、创业与经营等的高层次人才。 

2．创新创业实践教育贯穿大学教育全过程 

创新创业实践是提高大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重

要途径，需要贯穿大学实践教育始终。大一学生通

过校内外认知实习，了解生物制药产品研发、生产

和经营管理的过程，激发学生对生物制药专业的兴

趣；大二开始综合实验，培养学生综合运用交叉学

科知识、技术与方法，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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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始校内产学研结合训练，启迪学生创新思维，提

高综合分析解决科研生产实际问题的能力；大四开始

研发生产实习基地实际训练，强化与科研、生产相结

合，提升学生实践创新和社会适应能力、团队合作和

爱岗敬业精神，逐步强化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 

二、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课程教学内容深

度融合 

1．构建“3 个平台、6 大模块、多向选择”

的课程体系 

按照生物制药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目标，打

破原有的分段式教学模式，实现课程计划内在

的融通，增加交叉融合课程学时比例，体现文、

理、医、药、工等多学科交叉渗透，实现知识

的整合。将课程分为基础、专业和拓展 3 个平

台，设人文社科基础课、自然科学基础课、专

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拓展课、能力拓

展课 6 大模块，实现必修、选修课程的多向选

择。三年修完基础、专业课程，注重知识、能

力、素质的协调发展。最后一年深入企业、科

研院所实践实习和毕业设计，着重强化应用开

发、生产工艺、应用设计和经营管理能力训练

以及创业潜力培养（见下表）。 

生物制药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课程体系表 

平台 课程模块 课程名称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社会 

科学 
选修 

中国传统文化、医药伦理学、形式逻辑、西方哲学史、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概论 

必修 经济学导论、管理学导论、市场学导论 经济与

管理 选修 技术经济学导论、中国商法、创业理论 

体育 体育 

人文社科 

基础课 

外语 大学英语 

数理基础 高等数学 I、II，物理学 

基础 

平台 

自然科学 

基础课 信息科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计算机技术基础 

专业基础课 
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生理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药学

概论、化工原理、生物学基础实验、化学综合实验、仪器分析 
专业 

平台 
专业核心课 

基因工程、发酵工程、细胞工程、分离工程、生物技术制药、生物药学、药理学、药物分析、药

剂学、生物制药设备、生物制药专业综合实验、生物制药校内实训实验、新药研究与开发、生物

制药车间设计、研究创新实验、创业计划训练 

医学基础 

选修课 

医学导论、病理解剖生理学、病理生理学、诊断治疗学概论、免疫学基础 

专业拓展课 

专业选修课 
生物合成与调控、药物动力学、制药过程自动化、生物药剂学、微生物药品新

品种筛选、海洋生药学、药物设计概论、药物代谢化学、药物生物利用度控制

必修课 
生物医药企业现状与发展系列讲座、药品质量管理、药事法规与管理、药厂

GMP、生产实习实践、毕业设计 

拓展 

平台 

能力拓展课 

选修课 创造学、企业文化学、电子商务、企业经营与管理、SIYB、KAB  
  

2．建立与创新创业教育融合的课程群 

围绕专业核心课程体系，开设项目研发与设

计训练的专业必修课程。如新药研究与开发、生

物制药车间设计、生物制药设备等课程，从学科

专业与科研生产需要的关联入手，引导学生掌握

项目研发、企业设计的路径与方法，参与基于专

业的创新创业实践，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围绕专业课程体系，开设交叉学科选修课程。

在人文社科基础课程中开设经济学导论、管理学

导论、创业理论等经营管理课程；专业基础课中

开设化工原理、仪器分析等课程；专业拓展课中

开设制药过程自动化、创造学、电子商务、企业



 

 37

经营与管理等课程。引导学生在跨学科专业知识

学习中，获得创新创业必备的交叉学科思维方式、

发现问题的视角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教育活动深度融合 

1．构建课内外相结合的创新创业实践教育体系 

围绕创新创业实践，开设“四个一”的创

新创业实践必修课程，实行开放式教学。即开

设一门基于综合运用生物学知识、技术和方法

分析解决药学问题的“生物制药专业综合实验”

课程；开设一门基于模拟科研生产实际训练的

“生物制药校内实训实验”课程；开设一门基于

生物制药专业项目的市场调研、创业计划书撰

写的“创业计划训练”课程；开展一套创业技

能实训体系，选拔具有创业兴趣与愿望、激情

与潜质的学生参加基于创业实际情境下的

SIYB、KAB 创业培训课程，帮助学生系统学习

创业知识与技能，培养创业精神与素质，了解

创业过程与模式，掌握创业方法与步骤，提高

自主创业意识与创业成功率。 

2．建立符合学生认知规律的创新创业实践

教育方法 

建立包括选题、搜集资料、设计方案、方案

评审、方案实施、总结讨论、撰写论文、成绩评

定、总结交流等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实施的 9 个

程序，逐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及科学

思维；构建以技能竞赛、创新实验大赛、创业大

赛为内容的学科竞赛体系，激发学生创新兴趣和

潜能。目前，共举办省级竞赛 4 届，覆盖 21 所高

校，1700 多名师生参加，极大地激发了师生参与

创新创业实践的积极性，对于促进创新实践教育

的推广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通过积极与社会

建立“产、学、研”全面合作联盟，吸引政府、

企业和科研院所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场地、项

目、经费、政策等支持，为学生提供更多参与应

用创新和创业项目的锻炼机会，提高学生创新精

神、创新思维和创新创业能力。 

通过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深度融合体系

的建立，在专业方向、课程层次、学习进度等方

面，突出以学生为主体的个性化教学，通过学生

的自我设计和跨专业选课，促进学生知识结构的

文理渗透、理工结合、多学科交叉复合。并建立

了课内外相结合、实践创新与专业实践教育融合

的实践教学模式，积极推进高校与企业联合培养，

学生实践创新能力显著提高。本科生承担创新创

业训练项目 271 项（国家级 64 项），发表论文 132

篇（SCI、EI 索引 54 篇），参加申请发明专利 41

项，获创新创业奖 204 项。 

创新创业教育是提高大学生社会适应和持续

发展能力的必由之路，需要高校与社会协同创建

互惠互利、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机制，共同营

造有利于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良好环境。更需要

教育工作者进一步转变教育观念，不断加强教学

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打破学科壁垒，实现课

程内在的融通及立体化教学，将创新创业教育与

专业教育深度融合，强化创新创业的实践训练，

为大学生提供优良的创新创业发展空间，推进学

生知识、能力和素质全面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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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63 页）刻苦钻研精神、团结协作精神、

锐意进取精神、勇攀高峰精神，有利于增强学生

的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荣誉感，这些都是

法律职业所需要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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