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古诗、读古籍、练古琴……我们通过

多种方式了解古代中国的历史环境。”中国

人民大学 2020 级本科生李天珺通过二次选

拔，成为学校国学—古典学实验班首届学

生。能进入这个文史哲融会贯通的跨学科

人才培养项目学习，她感到十分幸运。

在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像 李 天 珺 一 样 在 本

科阶段就接触跨学科学习的学生有很多。

目前，中国人民大学已设立包括基础学科

拔尖人才培养项目、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

才培养项目等在内的 39 个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项目。

“一本证书，两个学位，多专业学习，跨

学院培养”是中国人民大学对于复合型拔尖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中国人民大学

教务处处长吴健介绍，2020 年，学校依托 14
个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双一流”建设学

科，打破学科与专业壁垒，以人文大类和理

工大类为书院制试点，分别成立明德书院和

明理书院，实行第一年书院管理、第二年起

学院管理的“1+3”协同育人机制。

与育人组织模式改革同步推进的是授

课 方 式 的 调 整 。“ 经 济 学 是 一 种 思 维 方 式

吗？”在哲学院开设的《“哲学+”的视界》系列

对谈课程上，不同领域的学者围绕学术热点

问题进行跨学科、多视角诠释。“生动的教学

方式，学科间的思想碰撞，让我们更加理解

学科间的交叉与融通。”2019 级 PPE（哲学、

政 治 学 与 经 济 学 专 业）实 验 班 学 生 周 诗

颖说。

“这门课程一推出便成为大家争相推荐

的‘网红课’。”哲学院院长臧峰宇介绍，为推

动跨学科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升级，学校实

施“123 金课计划”，重点建设 100 余门跨学

科融合课程。

3 个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2

个主辅修创新型人才培养项目、1 个跨校国

际性人才培养项目……新闻学院多样化特

色 人 才 培 养 项 目 也 为 学 生 提 供 了 更 多 选

择。新闻学院副院长李彪介绍，学院人才培

养体系类别多元、层次丰富，今年还与北京

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专业共同开设“国际新

闻与传播+西班牙语联合学士学位”跨校人

才培养项目。

记者了解到，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复合

型、应用型、创新型、国际化人才，是中国人

民大学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学校

2009 年起创办的国际小学期，目前已有超过

4 万名学生参与。

吴健介绍，“打破学院、专业、学校、地域

等多重壁垒，都是在给予学生更广阔的平台

和更多元的选择。未来，学校还将继续通过

专业、课程、教材、教学和平台建设，培养复

合型拔尖创新人才。”

中国人民大学—

交叉融通，培养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
本报记者 闫伊乔

“欢迎你，未来的卓越工程师！”回忆入学

时在校园中看到的横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22级硕士研究生赵俊博依然心潮澎湃。作

为北航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首批学生，他正

在校企导师组的联合培养下开展学习研究。

近年来，北航不断深化产教融合，着力

构建具有典型行业特色的卓越工程师和高

水平复合型工科人才培养体系。

在《航天工程实践讲堂》课堂上，站上讲

台的不是校内教师，而是航天工程技术研究

和应用领域的权威专家。课上，曾任长征一

号火箭总体设计员的老科学家韩厚健讲授

了“我亲历和了解的航天火箭的发展”。“讲

述自己的经历、追忆钱学森先生的事迹时，

老师的眼角泛起泪花。我深深感受到老一

辈航天人对航天报国的执着，以及我们肩负

的重任。”宇航学院学生赵泽林说。

北航注重将行业前沿技术融入专业课

教学，已打造 60 余门校企共建的工程实践课

程，不仅培养学生爱党报国、敬业奉献的情

怀，也提高了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

“发射成功！”去年 10 月，北航牵头开展

的亚太空间合作组织大学生小卫星项目主

星“北航亚太一号”成功发射。“实践课堂上，

北京航天动力研究所的企业导师分享了型

号研制和应用过程中的知识与经验，启发我

们 解 决 小 卫 星 设 计 研 发 过 程 中 的 技 术 难

题。”“北航亚太一号”推进分系统学生负责

人吴坤隆说，“老师们还带着同学们在总装

车间开展现场教学及实习实践，为我们提供

理论与工程实践结合的锻炼机会。”

如何培养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

力？北航注重产教精准对接、构建实践平

台，建立校企双导师制度，指导学生瞄准工

程实践问题开展研究、产出成果。

“校企导师的联合指导让我受益匪浅！

我运用生产设备开展了工艺优化和电路设计

工作，提升了产品性能。”殷加亮是集成电路

科学与工程学院首批工程博士，依托学院平

台赴集成电路企业实习实践。“我意识到，要

想解决实际工程问题，仅靠书本知识是不够

的。理论结合实践，才能学以致用。”他说。

北航校长王云鹏表示，今年以来，学校

联合领军企业成立了卓越工程师产教联合

培养研究中心，举办了首届卓越工程师培养

高峰论坛。学校将建好国家卓越工程师学

院，积极推动构建国家卓越工程师培养产教

联盟，不断创新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和组

织机制，持续探索新时代卓越工程师自主培

养之路。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产教融合，提高学生创新与实践能力
本报记者 吴 月

古生村的年轻人突然变多了，村子也热

闹起来。

走在路上，随便偶遇一人，就可能是硕

士、博士。秋燕小吃店的杨老板笑称：“我们

村的教育水平，一下子提高了不少！”

今年 2 月，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

市湾桥镇古生村科技小院正式揭牌，这是全

国首个流域农业绿色转型的科技小院，重点

关注洱海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农业高质量

协同发展，也是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育人

模式壮大成熟的重要标志。

2009 年，中国农业大学在河北省曲周县

创建第一个科技小院。如今，科技小院已从

曲周走向全国各地，在解决农民实际问题的

同时，也培养了 1800 余名学生。

“新农科人才的培养，要放到农业生产和

科技前沿一线。”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

院副院长王冲，是北京几家科技小院的负责

人。一年中，王冲超过 1/3 的时间和学生们

蹲在田间地头，解决农业生产一线问题，着力

培养知农、爱农、兴农的拔尖创新人才。

“要发自内心地去为农业、为农村、为农

民做点事。”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林万龙说，

情怀是新农科人才最重要的素养。中国农

大汇聚名师开设了“大国三农”精品在线课

程，打造 2 万亩耕读特色劳动教育基地，将课

程“教学大纲”转变为“育人大纲”，开启“专

业课发挥思政教育功能”专项教改，奠定知

农爱农情怀教育基石。

面向农业科技前沿和产业前沿，中国农

大开设了一批全国首创专业，从课程体系重

构、传统专业改造、新型专业布局等方面着

力，逐步完善新农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

系。学校对 2021 届本科毕业生去向统计显

示，89%的涉农专业毕业生选择在“农业+”

领域深造或就业。

“走上农业这条路，你动摇过吗？”

传统观念中，从事农业工作约等于收入

差，面朝黄土，人辛苦。采访中，中国农大学

生们回答：

“深山石头窝，出门就爬坡，我没有丝毫后

悔。”动物医学专业 2015届毕业生李康灵，放弃

高薪，“扎”进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探索“五

方联动”建设产业园区，带动村民致富增收。

“农学发展前景十分广阔。”种子科学与

工程专业大四学生徐圆荃，寒暑假和同学们

自行组队，走进陇亩阡陌，了解乡情。在她

眼中，广袤农村已一改从前面貌，风景优美，

农业机械化程度显著提升。

在云南古生村的科技小院，在甘肃石羊

河的实验站，在吉林梨树县的黑土沃野，在

海南崖州湾的育种基地……大江南北，知农

爱农的中国农大人，迸发着以青春之力投身

乡村振兴的兴农热情。

中国农业大学—

厚植情怀，造就知农爱农新型人才
本报记者 吴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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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副教授

安青松来到修园 11 斋 429 宿舍，与 2022 级智

能制造与建造大类的几名本科新生交流生

活状况、提供专业指导、分享科研心得。安

青松有一个新身份——429 宿舍的“师友”

导师。

“我们刚进入大学，对所学专业、所需

素养技能以及大类分流等情况，都缺乏系

统了解。有了‘师友’导师，心里就踏实多

了，许多疑问迎刃而解。”429 宿舍学生韦春

云说，“智能制造与建造大类涉及 4 个学院、

11 个专业，科研发展趋势如何、未来学业道

路怎么选，安老师给我们提供了很细致的

指导。”

“作为一名教师，教书育人是本职，陪伴

学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在与学生深入交

流中，安青松尽自己所能帮助新生扣好第一

粒扣子，让他们尽快完成角色转换、融入大

学生活，继而培养学术志趣、做好人生规划。

在天津大学，“师友计划”已经从最初

的跨学院大类本科新生，推广到了全体本

科生。学校在专业教师中选聘了 730 位师

德师风高尚、教学科研能力和专业指导能

力较强的教师担任“师友”导师，以学生宿

舍为单位，每间宿舍选配 1 名导师。选聘的

导师将在两年聘期内与所带学生定期面对

面交流，从思想引领、专业认知、学业指导、

生涯规划等角度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学生确定专业后，

导师还将继续跟踪指导学生，为学生答疑

解惑。

“在本科生大类招生背景下，人才培养

面临新形势与新挑战。‘师友计划’正是提升

跨学院大类本科生思政工作精准度和针对

性、推进各育人队伍有效衔接的一个重要抓

手。”天津大学学工部部长赵欣介绍，目前学

校已构建起辅导员、班主任、“师友”导师协

同配合、优势互补的全员育人体系，并在不

断构建完善通专融合、本研贯通的本科生人

才培养体系。

本科阶段是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的关键

时期，既是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成型期，也

是知识架构、基础能力的形成期，更需要高

素质专业化教师的引导。在此前 2022 级本

科生“师友”导师培训会上，天津大学党委书

记杨贤金为导师们讲授“第一课”，希望导师

们能够全面深入了解学生，潜移默化引导学

生，成为让学生想得起、信得过、找得到的良

师益友。

杨贤金表示，“师友计划”是学校推进人

才培养综合改革、完善卓越人才培养体系的

重要举措，今后要继续推动学校资源向本科

教育汇聚，打造一流本科教育，培养一流本

科人才。

天津大学—

“师友计划”，帮助新生扣好第一粒扣子
本报记者 丁雅诵

“一待就是一整天，一遍遍调试参数，记

录动态数据。”为做好科研项目“介孔硅纳米

胶囊负载贵金属催化剂”，兰州大学 2019 级

萃英学院化学萃英班学生任炫光和团队成

员泡在实验室里，潜心钻研。

有时为了求证一个结论，他们要翻阅大

量文献，尝试不同实验条件，经历上百次失

败。“每一次失败，都是发现问题的过程，意味

着离正确答案更近了一步。”项目负责人任炫

光深有感触，“作为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

划的一员，应该厚实专业知识，增强科学思

维，在科研训练中大胆尝试、小心求证。”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他们的科研项

目荣获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金奖。

团队成员刘云帆说：“从确定项目选题

到开展科研实验，都离不开化学化工学院董

正平教授的帮助。”

“鼓励学生进实验室，有利于激发学生

创新潜能，提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对有志趣的本科生到实验室参

与科研，董正平一直很欢迎。

这是兰州大学萃英学院营造创新环境，

厚植人才成长沃土的一个缩影。

兰州大学作为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

计划的实施高校，于 2010 年成立萃英学院，

专门负责该计划的实施。萃英学院执行院

长贺德衍介绍，萃英学院不断优化人才培养

模式，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专业学院

共同推进“院院协同，合力育人”机制，设立

萃英学生创新基金项目，鼓励学生开展科研

探 索 ，实 现 专 业 学 习 和 创 新 实 践 能 力 双

提升。

眼下，萃英学院毕业生田恩麟正在北京

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进入萃英学院的第一

个学期，我就申请了萃英基金项目。结项

时，被评为优秀项目。这坚定了我投身基础

学科研究的信念。”回忆起本科时光，田恩麟

依旧难忘。

打开萃英学院学生的“成长档案”系统，

田恩麟和同学们的发展之路清晰可见——

萃英学院从学生一入选，就为每名学生

设立“成长档案”。目前，已收录 1100 多名学

生的“成长档案”，包含科创项目、发表论文、

第二课堂成绩单等内容。毕业之后取得的

成果和荣誉也会更新进档案“数据库”，持续

追踪学生发展全过程。

“萃英学院是兰大探索本科生培养模式

改革的试点学院，是拔尖学生自主学习、个

性发展和创新培养的重要基地。”兰州大学

校长严纯华说，兰州大学高度重视基础学科

人才培养，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

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为学生成长成才厚植

土壤。

兰州大学—

鼓励探索，让学生在基础学科“扎”下去
本报记者 金正波

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 提

出 ，“ 我 们 要 坚 持 教 育 优

先 发 展 、科 技 自 立 自 强 、

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

教 育 强 国 、科 技 强 国 、人

才 强 国 ，坚 持 为 党 育 人 、

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

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

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

才 而 用 之 。”对 全 体 教 育

工作者而言，筑牢人才之

基 是 必 须 承 担 的 重 要 任

务和光荣使命。

千 秋 伟 业 ，人 才 为

先 。 中 央 人 才 工 作 会 议

上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强 调 ，

“ 我 们 必 须 增 强 忧 患 意

识，更加重视人才自主培

养，加快建立人才资源竞

争优势。”“我国拥有世界

上 规 模 最 大 的 高 等 教 育

体系，有各项事业发展的

广阔舞台，完全能够源源

不 断 培 养 造 就 大 批 优 秀

人才，完全能够培养出大

师 。 我 们 要 有 这 样 的 决

心、这样的自信。”

提 高 人 才 自 主 培 养

质 量 ，高 校 特 别 是“ 双 一

流”大学使命在肩。作为

培 养 基 础 研 究 人 才 主 力

军 和“ 卡 脖 子 ”关 键 核 心

技术攻关的国家队，广大

高 校 应 当 不 断 深 化 对 人

才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

增 强 自 主 培 养 拔 尖 创 新

人 才 的 自 觉 与 自 信 。 要

充 分 认 识 到 走 好 高 水 平

人才自主培养之路，应主

动 适 应 党 和 国 家 事 业 发

展需要，聚焦国家重大战

略需求，把发展科技第一

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

源、增强创新第一动力相

结合，推进高质量人才培

养 和 高 水 平 科 技 创 新 联

动发展，同向同行。

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高校应高度重视基础学科

的发展，全方位谋划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培养高水平复合

型人才。纵观当下科技发展，关键核心技术的发展往往

依靠基础研究的积累和突破。提高对基础学科和基础研

究的重视与投入，鼓励广大学生保持好奇心、保持求知

欲，给予基础研究人才更大的发展空间，方能吸引更多优

秀人才投身基础学科，提高基础学科发展水平，提升“从

0 到 1”的原始创新能力。

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还需要高校积极强化交叉

融合、协同创新。面对未来竞争，符合国家需要的高水平

人才应该是具备国际视野的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国

际化人才，这就需要高校用好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剂”，

以更加科学的设计、更加灵活的机制，精心设计人才培养

方案，打破学科壁垒，提供交叉平台，提高人才视野的高

度和广度，充分激发人才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

军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创新之道，唯在得人。我们欣喜地看到，提高人才

自主培养质量，各高校精心谋划、系统推进。有的从打

破院系藩篱，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入手；有的积极推进产

教融合，下大气力破解“两张皮”难题，切实提升学生解

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有的在厚植情怀上动脑筋、想办

法，引导学生知行合一，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还有

的积极推进“从游”“同游”文化，引导师生教学相长，继

承创新。

济济多士，乃成大业；人才蔚起，国运方兴。期待广

大高校培养造就更多兼具家国情怀和创新精神的拔尖人

才，为民族复兴伟业筑牢人才之基、汇聚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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