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5

2024 年湖南省普通本科高校教育教学改革

优秀典型项目成果简介

项目名称：生物科学强基人才培养模式的探讨和实践研究

单位名称：中南大学

项目主持人：李善妮

团队成员：吴坤陆、周叶方、李家大、唐彬

一、项目研究背景

生物科学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领域，特别是在生命科学领域的新

发现和技术革新，如基因编辑、细胞疗法、生物信息学等，对科研、

医疗和产业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培养能够适应这些新挑

战和需求的生物科学强基人才成为了教育和科研机构的重要任务。

二十世纪中生物科学和技术的快速进步，尤其是在分子生物学、

基因组学、生物信息学等前沿领域，对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出了更高要

求，需要人才具备更强的基础理论知识、实验技能和创新能力。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和公共卫生挑战的增加，对于能够在医药开

发、疾病防治、健康管理等方面作出贡献的生物科学人才需求日益增

加。



传统的生物科学教育模式可能难以满足新时代的需求，需要进行

教育理念、内容和方法的创新，以培养具有坚实理论基础、强大实践

能力和良好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生物科学领域的国际竞争和合作日益加剧，

培养能够在国际舞台上进行交流和合作的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生物科学的发展也带来了伦理和社会责任方面的挑战，如基因编

辑的伦理争议、生物安全等问题，这要求生物科学人才不仅要有专业

能力，还应具备良好的伦理观念和社会责任感。

综上所述，生物科学强基人才培养模式的探讨和实践研究，旨在

应对新时代生物科学发展带来的挑战，通过创新教育模式，为社会培

养能够引领生物科学发展、解决复杂生物问题的高素质人才。

二、研究目标、任务和主要思路

（一）目标：坚持立德树人，以建设健康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发挥中南大学世界一流大学建

设优势，发扬百年湘雅早期顶尖人才培养的优良传统，精英教育，大

师引领，个性化发展，学科交叉、科教协同、国际化办学，培养医学

背景突出、系统掌握生命全周期生物学基础理论与技能以及前沿进

展，受到良好的科研训练、富有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在生物医学等

理医工多学科交叉领域承担基础性、前沿性科学探索与创新实践重

任，引领新医科发展的国际化、复合型的生物科学杰出创新人才。

（二）任务：整合一流的教学科研资源，营造一流的学习环境，

促进学科高度交叉融合，科教协同，国际合作，构建培养在生命科学



等理医工多学科交叉领域承担基础性、前沿性科学探索与创新实践重

任、具有国际竞争与国际合作能力的生物科学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体

系。

（三）思路：以立德树人培养家国情怀、使命担当精神，塑造高

尚品格和人文素养。发挥中南大学综合大学优势，通过理医工多学科

交叉、厚实知识基础。以中科院及多所双一流协同高校开展科教协同

加强创新能力培养、以国际一流学科竞赛等引领驱动创新教育。以创

办国际学院、国际联合研究院、国际办学及联合培养拓展国际视野。

修订培养方案、实施本博衔接培养，深入落实导师制，以名师引领、

个性化培养强基人才。

三、主要工作举措

（一）以思政教育为魂，搭建思政育人创新“立体网”

思政与专业培养、思政与课程、思政与实践、思政与教学管理的

融合模式创新。优化课程设置，修订专业教材，完善教学设计，将思

政元素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建立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激励制度，

整合各类实践资源，利用校外生物医药企业实训基地、中科院平台及

学科重点实验室助管助教等岗位，构建多层级、富有生物学科特色的

实践育人体系。鼓励和帮助学生党支部与地方基层党支部结对共建、

互学互访，组织学生参加暑期社会实践和红色实践教育。开展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支教实践活动，提升学生的教学专业技能，坚定其理想信

念， 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真正做到思政与专业培养全过程真融合，

“剧本杀”、“沉浸式情景剧”等思政教学形式形成中南新模式，此模



式被《半月谈》等国家相关媒体推送。

（二）多维度集聚优质教育资源，不断完善协同育人机制

1. 科教协同育人：每年选拔 15 名强基学生和 15 名拔尖基地学

生组成“汤飞凡菁英班”，进入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学习，联合遴选知

名专家及学术骨干组成导师组，统筹双方资源，互选课程、共同指导；

联合培养强基生科研课题和毕业论文论文；结合重大科研项目，选取

在本学科领域具有前沿性和尖端性的重大课题，开展科研合作。根据

学生个性特长、导师团队国内外合作研究方向，制订有个性化培养方

案，共同培养强基生，探索本博一贯制高水平创新人才多方联合培养

的新模式。科教协同育人举措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的高度肯

定。

2. 校际协同育人：我校与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

中山大学等五所国内一流高校，以及美国耶鲁大学等三所名校合作成

立的遗传与发育协同创新中心，定期举办生物科学本科生科研体会交

流会，开展听院士报告，与名师名家座谈，优秀论文评选等活动。

3.校企协同育人：与金域检验、、湖南圣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华大

基因等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基地，每年送强基班的学生前往企业进

行订单式培训，锻炼其社会适应能力、良好的人际关系、领导能力、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技能。

（三）项目设计、轮转教学、交叉融合

秉承厚基础和重创新的原则,着力拓宽学生知识结构、夯实学生

专业理论、提升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学院着眼新医科及生物医学发展



新方向，在我校优势学科与重大科研领域，整合学校优质资源，跨学

院推动生物学学科之间、生物学与与化学、生物学与医学、生物学与

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等等理、医、工多学科交叉融合发

展。建设临床遗传学与精准医学、神经科学与脑科学、生物医学材料

等多学科交叉的高水平本硕博导师团队，打造拔尖人才培养一流科研

创新大平台。

同时学院以项目形式，改革专业课程实验，教师全程指导学生完

成课题的设计、实施和成果总结全过程，注重提升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和独立从事科研能力，实现探究性学习综合素质的培养。与此同时，

在大二学年强基学生可选择在各专业实验室轮转，得到权威教授的悉

心指导，完成不同实验技能的学习，提前了解和感受不同的课题组氛

围，展开科研思维和想象力的翅膀。

（四）提升国际化办学水平，促进国际合作与竞争能力培养

构建国内外双向互动、合作共赢的人才培养长效机制。引进国外

一流大学的优质教育资源，组织国际学术周等系列活动，邀请活跃于

学术前沿的著名教授与青年学者，与强基计划学生面对面，鼓励同学

们和导师们建立学术联系，自由交流、探索。学生在毕业论文期间进

入国内外实验室，跟随全球科学家从事前沿的科学研究。通过海内外

学术大师、行业领军人物的潜移默化和精神引领，引导学生产生为国

家与人类科技发展而努力的“使命担当”。

通过研修实习、暑期学校、短期考察等方式，提升学生国际文化

理解能力。支持学生赴海外学习交流、参加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合



作研究和各类国际学科竞赛等活动，提升国际竞争力。建设国际协同

创新团队、打造学术共同体，为学生接触世界科学文化研究最前沿、

融入国际一流学术群体创造条件。

（五）采用本硕博衔接培养模式，注重长周期培养

本科三年级结束后，结合考核情况与个人志愿，对于学业优秀的

学生可获推荐免试研究生攻读硕士学位，对于其中具有较强研究潜力

和创新意识的学生，可获推荐直博攻读博士学位。本科阶段的培养主

要夯实学科基础，提高实践动手能力，培养创新意识，在满足其本科

培养方案的基础上，由导师团队与学院共同制定个性化的培养计划，

允许选修硕士生、博士生课程，所修学分可作为博士研究生学习阶段

的学分。进入导师团队科研实验室，培养学生独立从事创新性研究的

能力。硕博阶段的培养突出提升创新能力、领导力及国际胜任力培养，

在导师团队的指导下，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博士生阶段到国外一流大

学或顶尖科研院所联合培养 1-2年（由学院与导师团队确定本学科合

作机构，对国际知名专家学者可适当放宽学校学科要求）。

（六）实行全程序通、多导师联合培养体制

学院选拔学业导师、科研导师、思政导师、校友导师、企业导师

等组成的导师团队，在全程全方位指导学生的学业知识和科研创新能

力的同时，注重学生的思想品德和创业能力的培养，鼓励学生原始创

新和解决卡脖子问题。强基班大一学生开始双向选择导师组，导师组

有 1+1+X 组成，1为本院教师，1为临床教师，X 为其他院外或者教

师，可以为计算机、统计学、材料学等方面的教师。导师组主要是负



责提出并调整学生的培养计划，指导学生在科研实践、课程选修、学

术讨论等方面的开展。

（七）以学科竞赛为抓手，促进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以训促创，实现大学生创新项目和学科竞赛的“全员覆盖”、创新过

程的“全程覆盖”和创新教育的“全方位覆盖”。以国际基因工程机

器大赛（iGEM）为抓手，拓展学术视野，开拓强基生国际视野，激

发学生参与未来国际竞争的学术志趣与勇气。提供创新创业教育课

程，建设创新创业平台，为学生的创新想法和创业项目提供指导和支

持。建立与产业界的联系，为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提供实践机会和市场

导向。

（八）建立完善的评价与激励机制

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体系，不仅评价学生的学术成绩，还包括实验技能、

科研能力、创新创业等多方面的表现。

设立奖学金、科研奖励、创新创业支持等激励机制，鼓励学生积极参

与科研和创新活动。

四、取得的工作成效

（一）学生的“双创”能力明显提高。近三年来我院学生在国际

国内学科大赛中成绩一直位居前列。全国基础医学实验创新大赛获得

一等奖、国际遗传工程机器大赛金奖、湖南省“挑战杯”全国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特等奖等等。

（二）强基生的实验技能显著提高

强基生通过实验室轮转、实验项目式、订单式培养，其实验设计、操



作和数据分析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能够独立完成复杂的生物科学实

验。2022-2023 年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科研论文 6篇、专利 4 项。

（三）该项目得到了政府、社会、同行等有关主管部门的认同和

赞扬。刘延东副总理视察湘雅医学院时，对于我院与中科院武汉病毒

所的“科教协同计划”联合办学，给予了高度肯定。人才培养模式多

次在学校及兄弟院校进行推广和被借鉴。

（四）发表系列教改论文,总结了强基人才模式培养经验。

在课程教学体系改革和建设的过程中，团队教师就课程思政、实验改

革、教学模式探讨等主题在《高等医学教育教育》、《中国细胞生物学

学报》等国内外期刊上发表教改论文 20余篇。

（五）总结教学成果，获得 3项校级教学成果奖励、2项教育部

教学改革课题立项。将教学-科研-竞赛三者紧密结合，建立了以能力

培养为导向，培养实践创新人才的新教学体系，“立德树人强化基础

一流本科专业及拔尖人才培养基地建设”等 3项成果获校级高等教学

成果二等奖 2项、三等奖 1项。“思政教育+科教融合+竞赛实践”的

交叉型生物科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探索与实践”等 2项成果获

教育部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立项。

五、特色和创新点

（一）特色：

1. 构建点-线-面多维度人才培养模式

以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生物科学人才为目标，推进点-线-面多

维度人才培养模式，重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并通过解决教学团队建



设，联合国内和国际顶尖大学共同培养，创新教学管理模式，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就业优势明显，就业率和毕业生满意度达到 95%以上。

探索出生物学强基人才培养模式，做国际化办学模式，为我国高等教

育大众化时期实施精英教育，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质量保障模式，对同

行具有榜样和示范作用。

2. 组建了跨学科教师团队。利用综合性大学优势，建设跨学科

课程体系、跨学科教学团队、设立交叉学科研究课题，培养医工理交

叉领域的国际化、复合型杰出常新人才

（二）创新点：

1. 教学理念创新：以学生为中心、整合学科知识、构建跨学科

课程体系、教研相长，通过基础与临床、科研教学、学科竞赛、理工

医交叉融合等途径，有效提升了学生创新能力和促进学科交叉，以此

新建成以 5门国家金课为代表的一流课程群，获生物科学教育部拔尖

学生培养计划 2.0基地。

2. 培养模式创新：以“教学科研竞赛”的培养模式构建全员全

程全方位覆盖创新教育模式，实现大学生创新项目和学科竞赛的“全

员覆盖”、创新过程的“全程覆盖”和创新教育的“全方位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