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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培养创新人才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迫切需要，也是国家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

程的根本目的所在，更是研究型综合性大学的根本任务和历史使命。 为此，大学尤其是高水平研究型综合大学必

须从自身的定位和目标出发，全面构建人才培养的学科平台、科研平台、研究型课程平台、国际化平台以及拔尖创

新人才培养平台、校园文化等平台，建立健全创新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从而实现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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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出一大批创新人才，是我国真正建设成为

创新型国家的决定性因素，也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

和发展刻不容缓的重要战略任务，更是国家实施高

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根本目的所

在。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中心工作和根本任务，一流

大学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对培养和造就创新型人才

肩负着义不容辞的时代重任。 因此，构建科学完善

的人才培养平台体系，创新人才培养体制机制，是我

国研究型综合性大学实现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新突破

的重要途径。
一　 培养创新型人才是一流研究型大学的根本

任务

研究型综合性大学是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的

主要基地，也是培育创新精神和培养创新人才的摇

篮。 据统计，１９４６—１９８１ 年间，荣获诺贝尔奖的科

学及理论成果有 ７０％是在大学特别是在一流大学

中产生的［１］。 目前，世界一流大学大多以培养高素

质创新人才作为自己的目标。 例如，耶鲁大学的目

的就是要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领导型人才，哈佛大

学强调培养的人才应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分析能力、
批评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高度发展的人才［２］，法
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目标是“培养能改变世界的

人” ［３］，等等。 总之，一流的研究型大学都把培养创

新人才作为自身的人才培养目标。
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任

务对研究型大学培养大批创新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而我国大多数研究型综合大学经过“２１１ 工程”
和“９８５ 工程”的重点建设，尽管与世界一流大学还

有一定的差距，也已经具有了开展精英教育、全面培

养创新人才的基本能力。 例如，北京大学明确了要

加速培养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浙江大学确定了重点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

和国际竞争力的精英人才，等等。 因此，在我国高等

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教育的新阶段，研究型综合性

大学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应进一步强调精英教育，使
自己的毕业生要能突破狭隘的谋生的视界，更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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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民族的兴衰、国家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使学生

掌握全面的、系统的、扎实的知识，具备从事创新活

动的前提和基础；使学生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具有

一种充溢好奇、发现问题、积极探索、不拘常态的心

理趋向和主动改变自己、积极改变环境的应变态度；
使学生具备强烈的全球态度、国际意识及较强的国

际性活动能力，在知识、素质和能力上与国际接轨。
建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模式是一项长期而又艰

巨的任务，同时也是一项系统工程。 研究型综合性

大学必须根据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目标，改变传统的

以系统传授既有知识为主的教育教学体系，改变长

期以来形成的以校园为边界、以教师为主体、以课堂

为中心、以教材为依托的人才培养旧模式，建立融知

识传授与探索研究为一体、学校与社会互动、国际与

国内结合的研究型大学的本科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

体系和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①，构建以研

究创新为导向的新型人才培养平台体系，建立健全

以教育质量为核心、以学院为基础、以教师为主导、
以学生为中心的创新型人才培养体制机制。

二　 构建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平台体系，全面提

高学生的创新素质和能力

培养创新型人才，最重要的是营造有利于人才

成长的条件和环境。 哈佛大学原校长陆登庭说，最
令哈佛大学骄傲的，不是培养了 ６ 个总统和 ３６ 个诺

贝尔获得者，而是为每个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充分的

发展平台［４］。 因此，要实现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目

标，就必须全面整合资源为学生塑造一个以研究创

新为导向、以研究创新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的科学

完善的教育平台体系。
第一，构建多学科平台，以综合性大学多学科交

叉融合的优势推动创新型人才培养。 学科交叉是产

生新学科的源泉，是获得原创性科学成果的重要途

径，是解决重大技术、社会问题的必然选择，更是创

新型人才培养的有效依托。 因此，研究型综合性大

学就应充分利用自身学科门类齐全、实力雄厚的优

势，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形成综合化的学科环境。
美国以交叉学科促进人才培养已形成一套相对完备

的体系，据统计，美国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学年学位授予总

数及交叉类学科群所占比例中，“交叉学科”学科群

授予的学位占 １．８％，“文理综合”学科群授予的学

位占 ２．４％，合计占 ４．２％［５］。 我国研究型综合性大

学应当进一步打破专业和学科壁垒，调整专业设置

和课程体系，围绕主要的学术领域建立交叉学科机

构和交叉学科新专业，鼓励跨学院、跨学科联合招收

并培养学生，开设团队教学课程和公共平台课程，以
多学科的优势来强化学生的人文底蕴和创新意识及

能力。
第二，构建学生科研平台，把研究型大学的雄厚

科研实力转化为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核动力”。 只

有将科研同教学紧密结合，使学生学会探索研究新

知识而不是仅仅学习既有知识，才能培养出创新型

人才。 为此，研究型综合大学应当从三个方面构建

学生的科研平台：第一是以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

为龙头构建具有强烈创新意识、创造能力和丰富科

研经验的教师队伍，以教师的创新精神激发学生的

创新意识；第二是科研实验室全面向学生开放，尤其

是向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开放，使学生在直接参

与科研实践的过程中与导师共同探求未知世界；第
三是设立学生创新基金，提供研究工作机会②，使学

生在本科学习阶段就能够进入课题组进行研究学

习。 据统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③等 ９ 所“２＋７”高
校在 １９９９—２００５ 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中，
九校共入选 ２４０ 篇，占到了全国总数的 ３５％④。 这

充分体现了这些大学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成果与水

平。 因此，研究型大学必须要把提高学术和科研水

平作为重要内容，鼓励学生参与科学研究，通过参与

科研加强学生的创新能力。
第三，构建研究型课程平台，以研究性教学加强

创新型人才培养。 课程是人才培养体系的中心，而
构建研究型课程平台、实施研究性教学是创新型人

才培养能否成功的关键。 目前比较有影响的课程体

系有美国哈佛大学实行的 ６ 大领域 ８ 门核心课程、
斯坦福大学实施的 ４ 大领域 ９ 门综合教育课程和麻

省理工学院实施的研究性课程体系⑤。 研究型大学

应根据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规律，推行研究性教学，将
单纯讲授、验证式教学转变为知识讲授、课程讨论、
实验（实践）训练、课题研究相结合的教学，教学过

程按科学研究的基本程序设计，依专题讲座及问题

提出、文献检索、确立假设、实验（研究方法）设计、
开题、预实验（调查）、论文撰写和答辩逐次展开，使
学生在教学中真实地经历和体验一次科学研究过

程。 同时，建立以创新意识和能力为导向的新的考

核办法，制定包括学生学习态度、基本理论知识及文

献检索能力、实验（调查）设计能力、科研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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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协作能力和论文质量等一些列指标体系的量化

标准。
第四，构建国际化平台，以国际优质高等教育资

源来提升创新型人才培养。 在日益全球一体化的今

天，让学生按照国际标准在国际体系中成才是我国

创新型人才培养的一条重要途径。 研究型综合大学

应尽可能地面向全球招聘教师；与国外一流大学开

展“２＋２”制或“３＋１”制的本科生联合培养项目，合
作建立国际研究中心，通过这些平台，让国际一流大

学的学生到本校与自己的学生一起从事科研和交

流，促进思想和观念的碰撞；让自己的学生到国际一

流大学利用他们的资源学习、交流，提高他们参与世

界一流水平竞争的勇气和面向世界的胸怀。
第五，构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平台，以“特区”

政策引领创新型人才培养。 整合资源组建基地班、
创新班等，运用“人才培养特区”来培养拔尖创新人

才，是我国创新人才培养的有益探索和成功路径。
例如，四川大学成立了吴玉章学院，作为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的平台，近 ５ 年来，学生发表的 ＳＣＩ 论文 ６
篇，核心期刊论文 ５５ 篇，获得了 ４ 项国际奖项和

１３２ 项国家级奖项。 由此可知，研究型综合大学通

过体制机制创新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创造了更有利

的成长条件，已成为我国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引领者。
第六，构建校园文化平台，以具有鲜明特色的校

园文化支撑创新型人才培养。 校园文化的熏陶、引
导和感染是使大学生真正成为创新型人才的重要因

素，这甚至比单纯传授给他们一种专业知识或技能

更为重要。 因此，研究型综合大学应进一步弘扬

“学术自由、服从真理”的科学传统，倡导敢为人先、
宽容失败的精神，使学生能够锲而不舍对关心的问

题一直去探索，有探求真理、坚持真理、捍卫真理的

勇气，有自由的意志和完善的人格。
三　 建立健全创新型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为

创新型人才培养提供长效保证

管理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是实现创新型人才培

养目标的保障。 研究型综合性大学必须要充分把握

时代特点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通过改革调整与

造就创新型人才不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才有可能真

正实现自身的人才培养目标。
第一，打造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学院基础⑥。 学

院是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前沿阵地”，是学校创新型

人才培养目标、政策和措施的执行者、落实者，可以

说只有学院充分发挥热情和积极性，才能培养出创

新型人才。 基于此，我国研究型综合大学应当在借

鉴世界一流大学学院设置和建设规律的基础上，探
索实施“以学院为重心”的管理运行新机制，为创新

型人才培养奠定坚实的组织制度基础。 一是以学科

门类为基础，以具有较强优势和共同学科基础的若

干个一级学科共同组成学院，增加学科专业容量和

集约化功能，形成较宽领域的人才培养平台；同时，
借鉴国外一流大学的通常做法，组建大学科门类的

研究院和交叉学科的研究中心，发挥学科间拔尖创

新人才培养的组织、协调职能。 二是探索实行学院

分类建设管理模式，对“研究型学院、科研教学型学

院、教学科研型学院、教学型学院”四种学院类型⑦

制定不同的人才培养目标和考核办法。
第二，构建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教师激励约束机

制。 拥有一支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高水平师

资队伍是构建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的先决条件，这
需要构建与其相适应的人事制度。 首先要求研究型

综合性大学的教师要具备创新精神，有强烈的进取

心、旺盛的求知欲、好奇心和独创精神，以自己的创

新精神培养学生敏锐、流畅、变通、开放的创新意识

和创新能力，以自己勇于创新的人格魅力来感染、带
动学生去创新。 同时，学校要加强教师职位聘任标

准对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导向作用。 上世纪 ９０ 年代

末以来，西方一流大学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教学

学术运动⑧，提出教师的教学本身是一种学术活动，
研究学术与教学学术具有同样的地位。 那么，研究

型综合大学对教师高级职位聘任既要坚持高的学术

质量标准，也要提出高的研究性教学质量标准，要考

察应聘者以往本科教学评价的纪录而不仅仅是上过

课和课时数量的要求。
第三，建立健全以学生为中心的学生工作管理

机制。 创新意识和能力来自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和自主精神的树立及发挥，没有自主精神的学生，是
不可能成为创新型人才的。 而要培养学生的自主精

神，必须在学生工作管理中真正以学生为中心。 这

就需要着力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研究型的辅导员队

伍，引导学生在课外活动中增强自主意识、创新意识

和协作精神。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一流的创新型

人才，这才可能去建成真正的一流大学。
第四，建立健全以创新为本的人才培养质量控

制体系。 教学质量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出发点，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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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型综合大学应当真正建立起以创新为本的人才培

养质量控制体系。 一是抓生源质量，保证创新型人

才培养的高起点；二是抓专业评估，制定并出台具有

梯次的优秀专业标准，同时制定限期整顿和停办专

业的警戒底线，这是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战略重点；三
是建立科学的教学质量监督考核机制，特别是制定

完善的科学合理的教学质量评价标准；四是加强人

才质量信息反馈，完善毕业生质量跟踪调查制度。

国以人兴，政以才治。 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创

新型人才。 研究型综合大学必须要抓住创新型国家

建设、高等教育新一轮发展和国家实施本科教学

“质量工程”的重大机遇，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实现

人才培养模式的新突破，不断提高创新教育水平，为
创新型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良好的条件，从而为祖

国建设做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注释：
①“研究型大学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意在根据人才强国战略中创新人才的层次定位，将本科生培养的重点定位在高素质创

新人才的培养，而研究生的培养重点定位在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
②ＭＩＴ 开展的较重要的教育改革中，有一项被称为本科生研究工作计划（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简称 ＵＲＯＰ）。 在

该计划中，学生可以学到什么是真正的研究，以及关于挫折或者发现的直接体验。
③清华大学目前已经拥有除军事学以外的 １１ 个学科门类，包括文、史、哲、经、管、法、教育学等人文社会学科，并且实力雄厚，

成为一所研究型综合大学而不再是单一的工科大学。
④资料来源于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网站《历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结果》（２００５⁃０１⁃０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ｄｇｄｃ．ｅｄｕ．ｃｎ ／ ｊｓｐ ／ ＳｈｏｗＳｅａｒｃｈＡｌｌ．ｊｓｐ？ ｂｉｄ＝ ５５４２５０２＆ｇｊｚ＝历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结果 ＆ｔｉｔｌｅ ＝ ．
⑤美国哈佛大学实行的 ６ 大领域 ８ 门核心课程是指：１９８５ 年后哈佛大学将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分为 ６ 类，即外国文化、历史研

究、文学与艺术、道德思考、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哈佛要求本科生修满 ３２ 门课程方可毕业，其中 ８ 门课程为核心课程，必须

在 ６ 个领域的通识核心课程中每领域选修一门以上。 斯坦福大学实施的 ４ 大领域 ９ 门综合教育课程包括人文概论计划、自
然科学、应用科学、工程科学与数学领域、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世界文化、美国文化和性别研究等。 麻省理工学院实施的

研究性课程体系是一种以特定研究课题、研究项目为对象，以学生的研究性学习为实践活动方式，以培养学生的探究意识、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目标取向的课程体系。

⑥我们将学院作为大学实施人才培养的具体单位，主要基于目前国内的研究型综合大学已基本取消了系的实体性建制。
⑦四川大学对学院的这种分类是借鉴了武书连提出的将大学分为研究型大学、研究教学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

学的分类方式。
⑧教学学术是指教与学的学术，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前主席厄内斯特·博耶在其著名的报告《学术的反思———教授的工作

重点》中指出，教授的工作应该包括四个不同但又相互重叠的功能，即发现的学术、综合的学术、应用的学术和教学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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