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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以下简称“大创计划”) 项目是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其中一系

列项目的实施，体现了华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在人才培养方面的重要举措。华南农业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不断深化教学改革，建立了具有特色的“大创计划”项目实践教学新模式，积极引导大学生

参与。目前，从四个方面体现了实施“大创计划”项目实践教学改革的举措和成效，促进大学生创新

创业素质的培养和能力的提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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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关于做好“本科教学工程”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
( 教高函〔2012〕5 号) 中明确提出，各高校在“十二

五”期间实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 以下简称
“大创计划”) ，并提出以创新创业教育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的培养目标，为创建创新型国家储备人才［1－3］。
“大创计划”项目是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不仅要重

视创新教育，培养学生科研能力，同时也要将创业教

育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努力培养大学生的

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4－6］。积极深入探讨“大创计

划”项目实施的教学改革理念和改革教育模式，构建

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平台，并积极引导大学生参与
“大创计划”项目，通过“大创计划”项目的实施，加强

学生参与科研实践活动，促进学生提高创新素质，培

养创新人才。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改革探索，目前已

经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1 “大创计划”项目实施的新模式
1. 1 建立和完善“大创计划”项目实施体系

为了深入开展基于项目的创新实践育人机制改

革，更好地实施“大创计划”项目，华南农业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近年来不断深化教学改革，逐步构建了“院

级—校级—省级—国家级”的四层次“大创计划”项

目实施体系，形成链条式递升的创新创业实践教学体

系，不断完善并形成了具有本院特色的“大创计划”
项目教学新模式。“大创计划”项目流程包括了解项

目→申报项目→成立项目→参加项目→开展项目→
项目中期汇报→项目结题和答辩→完成项目。“大

创计划”项目的实施都是以学生为主体，学生自主申

报项目参与方式和立项。在这期间成立导师制，导师

负责学生对“大创计划”项目申报的指导和培训工

作，负责制定“大创计划”项目评审标准，负责“大创

计划”项目的立项评审、中期检查、结题验收等工作。
2014—2016 年，华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大创计

划”项目总数达到 108 项( 见表 1) ，学生参与人数众

多，其中以创新训练项目为主。这些不同级别的训练

计划项目，体现具有本院特色的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

的专业教学理念。因材施教，加强实践教学，提高学

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能力［6－7］。这些项目涵盖

了不同层面学生的创新创业实践需求，给予学生更大

的空间和自由度，让学生从简单的项目入手，由易到

难，激发学生创新创业的兴趣和求知欲，在学生心中

播下创新创业的种子，培养具有创造力的新型人才。
学院领导和教师探索和不断完善四层次“大创计划”
项目教学新模式，使更多学生参与“大创计划”，全面

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应用能力。
1. 2 项目教学法新模式的实施

在四层次“大创计划”项目实施过程中，学院领

导和教师从更新创新型人才培养理念、机制、模式等

方面着手，项目导师引导学生展开各项“大创计划”
项目的计划和实践。同时，将创新项目与相关实践教

学内容相结合，即“大创计划”中的不同项目与本学

院开设各种类型的实践课程相结合。本院开设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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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4—2016 年华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

“大创计划”项目统计结果 项

项目分类
级别

国家级 省级 校级 院级
总数

创新训练 7 9 41 26 83
创业训练 2 4 7 3 16
创业实践 2 2 4 1 9

业实践教学课程( 见表 2) 分为四类实训项目，从简

单到复杂、从基础到综合、从专业到创新，全方位培

养学生各项创新创业实践技能，从而改变目前高等

教育培养过程中实践教学环节薄弱、动手能力不强

的现状。这些课程与本院的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

专业相匹配，属于专业基础和专业技能训练课程。

学生带着项目，在这些课程的学习和实训过程中，

使所学知识和项目内容有机结合，有效激发学生的

学习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被动学变为主动学，培养

学生动手能力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

时，指导教师将项目中相关内容与平时实践教学课

程相结合，甚至把部分优秀的结题项目直接转换为

不同课程中的开放性、综合设计性和创新性实验内

容，使实践教学内容得到补充、更新和完善。参与

项目的学生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向教师提出个性

化培养方案，加强在某个领域或者技能的训练以及

大型仪器的使用。教师采用多渠道加强学生个性

化培养的教学方式，注重培养学生科学研究与发明

创造的素质和能力［8］。

表 2 华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开设的专业实践教学课程

训练项目 课程数 课程名称

基础课程 9
植物学实验、生物化学实验、动物学实验、植物生理学实验、动物生理学实验、微生物学实验、免疫学基础实

验、植物学实习、动物学实习

基础技能 6 生物化学研究技术、植物生理研究技术、微生物学研究技术、酶工程实验技术、细胞生物学实验、遗传学实验

专业技能 5 现代生物技术实验、发酵工程实验技术、基因工程实验技术、植物细胞工程实验技术、生物工程下游技术

创新创业 5 学科训练、竞赛项目、创新创业实践项目、毕业实习、毕业论文

1. 3 学院创新创业中心建设新模式的实施
“大创计划”项目教育实施是一项系统工程，高

校要不断完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扎实推进创新创业

工作［2，9］。因此，本院成立了创新创业中心 ( 以下简

称“中心”) 。“中心”主要以本院的“大创计划”项

目、创新创业比赛、创新创业交流会、创新创业成果协

助转化以及创业类实践活动等形式来实现“中心”的

服务功能，旨在更好地整合学院资源、推动科研创新

和技术转让、帮扶本院各团队、协助本院创新创业相

关工作开展，为本院学生提供全方位、深层次、宽领域

的创新创业服务。“中心”各部门分配见图 1。“中

心”的运作主要由学生负责，教师协助。“中心”的建

立使学生的创新实践导向性明显增强，使学生走出课

堂，以学生为主体，加强创新创业实践意识的培养。
同时，对学生团队合作各种运营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

养起到重要推动作用［10］。
1. 4 学校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建设新模式的实施

高校“大创计划”项目应该纳入学校人才培养体

系和课程体系，应该和专业教学、创新训练与实践能

力训练紧密结合在一起［3］。为了做好“大创计划”项

目的实训工作，加大对大学生创业的扶持力度，整合

学校资源，通过与校企密切合作，引进社会资源，于
2015 年 3 月份创建了校级孵化基地。学校孵化基地

总面积超过 2 000 m2，有 103 个学生创业工作室。孵

化基地以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与创业精神、增强学生

的创业能力为目的，以营造校园创新创业氛围，加强

图 1 “中心”构架图

创新创业服务能力建设为重点。因此，孵化基地起到

三方面的作用，即创新训练基地、创业体验实践基地

和创业孵化实践基地。通过 3 批遴选，孵化基地有
97 个创业团队，经过 1 年多的实践锻炼，华南农业大

学评选出优秀创业团队 26 个( 见表 3) ，进一步培育

具有创新力、竞争力的大学生创业团队。目前，正在

遴选第 4 批优秀创业团队。本校创新创业学院定期

遴选优秀创业团队，并做好各项创业指导和服务工

作，帮助创业学生顺利度过成长期，促进创业团队孵

化成功。参与创新创业实践的学生，在孵化基地中得

到专业化和个性化的指导、学习和实践。同时，加入

孵化基地的团队结合本校农业特色，以高校为依托，

充分利用了农学、生物、工程等学科优势和技术专利，

如把农业、生物、教育以及电子商务等相结合，彰显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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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创业团队的大胆创新创业思维和能力。

表 3 孵化基地中的团队数及

优秀团队数的统计结果 个

批次

团队数

( 2015—2016 年)

优秀团队数

( 2016 年)

学校 生命科学学院 学校 生命科学学院

第 1 批 55 5
第 2 批 24 1 26 3
第 3 批 18 1

注: 学校的 26 个优秀团队中，一等奖 5 个，二等奖 10 个，三等奖

11 个; 生命科学学院的 3 个优秀团队中，二等奖 2 个，三等奖 1 个。

2 “大创计划”项目实施的成效

本校高度重视“大创计划”项目的工作，在政策

上大力支持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生命科学学院领导和

教师积极响应并总结经验，在教学中实施创新教学模

式，使本院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得到很大提高。笔者

抽查和调研了参加四层次“大创计划”项目负责人和

主要参与学生共 30 人，从四个方面对学生进行调查

后对结果进行统计，见表 4。在“大创计划”项目实施

过程中，学生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提高了分析问

题的综合能力，培养了敢于提出问题和严谨求证的科

学精神，提高了表达和沟通能力，增强了团队合作的

精神和意识，提高了考研、出国留学或者就业、创业的

竞争力。同时，本院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各种学科竞

赛，在近 3 年的国家级和省级赛事中，取得了非常可

喜的成绩，国家( 省) 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等共 30
多项。多年来本院一直承办广东省大学生生物化学

实验技能竞赛( 每年一届) ，引导大学生自主学习生

命科学专业知识及技术应用，培养创新意识及团队精

神。作为主赛场，本院学生积极参与，学生自主组队

报名参加，申请参赛作品达 60 多项，入选学校级别的

生物化学实验技能竞赛分别获得校级比赛一、二和三

等奖共有 30 多项，最终进入决赛并获奖的有 3 项或
4 项。众多参赛的学生通过各种级别的竞赛实践，学

生创新能力得到普遍提高，效果显著。

表 4 生命科学学院学生参与“大创计划”项目收获主题统计结果

“大创计划”收获主题 大三人数 大四人数
总数

人数 百分比 /%
对实践技能、科研技能、创新技能、创业技能等的培养 8 22 30 100
对科研工作的综合素质培养 7 21 28 93. 3
对就业工作的综合素质培养 5 21 26 86. 7
对创业工作的综合素质培养 2 15 17 56. 7

3 结语

经过几年来不断深化改革，与传统的教学模式相

比，从四方面对“大创计划”项目实施进行教学改革，

即建立和完善“大创计划”项目实施体系、实施项目

教学法新模式、实施学院创新创业中心建设新模式和

实施学校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建设新模式等，创建了提

升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实践教学改革新模式，在

实践过程中，强化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业精神，培养

了学生的实践、科研和创新创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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