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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背景下地方医学院校医学生创新能力调查与分析*

叶 颖1,王 红2,李翔忠3

(1.天津医科大学科技处 300070;2.天津医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300203;3.天津市教育委员会 300070)

  [摘要]  本科生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已成为我国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本研究以天津医科

大学为例,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调查“双一流”背景下医学本科生参加科研训练的现状,针对已取得成效及存

在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提出通过兴趣激发、创新意识培养、科研创新实践和参加学术活动等方法与手段,提高

医学本科生创新能力,以适应未来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需求。
[关键词] 医学院校;本科生;科研训练;科研素质;调查和问卷

[中图法分类号] G717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1-8348(2019)24-4303-03

  医科高等院校是培养医学人才的摇篮和基地,在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
的“双一流”背景下培养新型医学创新人才已成为现

代医学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务。医学专业本科生早期

科研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培养,是提高医学专业大学生

科研素质和培养综合型医学人才的关键[1-3]。“双一

流”建设的内容丰富,可以有效地提高我国医科高等

院校中医学本科生的科研水平,加强医学本科生科研

意识,提高撰写医学论文能力[4-5]。为此,笔者及所在

团队针对当前医学本科生参加科研训练的现状进行

调查研究,旨在了解医学本科生参加科研训练的现

状,针对已取得成效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以
期进一步提高医学本科生的科研素质培养水平。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天津医科大学随机抽取

的475名医学专业在校本科生。男女比例1.0∶2.1,
平均年龄21.6岁。
1.2 研究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调查问卷进行线上无

记名调查,问卷由单选题和多选题组成。问卷由研究

者在参考国内外相关文献后自行设计共20道选择

题,由6名相关领域专家进行评定,预调查证实,该量

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
 

α)
0.845,分半信度为0.624。调查内容包括:参加科研

训练的兴趣及目的、参加科研训练活动的频率和时

间、参加科研训练的课题情况、已具备的个人综合素

质及对学校科研训练方面政策的建议等。同时,对部

分师生进行访谈。本次调研共有475名学生参与,收
回有效调查问卷475份,回收率100%。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0.0软件进行统计学

处理。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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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
2 结  果

2.1 本科生参加科研训练的兴趣及目的 76.8%
(365/475)参加过各类科研训练活动,26.7%(127/
475)对自己的科研素质现状不满意并希望通过系统

的训练使科研素质有所提升。93.7%(445/475)的学

生对科研训练活动感兴趣,97.9%(465/475)的学生

认同医学本科生应该参与科研训练活动。对学生参

加科研活动的主动性调查(多选题),73.3%(348/
475)学生自愿参加,41.5%(197/475)学生是受教师

鼓励参加,56.2%(267/475)学生是受同学的邀请参

加,32.8%(156/475)学生是迫于压力参加,13.1%
(62/475)是其他原因。对学生参加科研活动目的的

调查(多选题),51.2%(243/475)学生是为了提高自

身的竞争力,51.2%(243/475)学生是为读研深造准

备,55.4%(263/475)学生是对科研有兴趣,19.2%
(91/475)的学生是其他原因。
2.2 参加科研训练活动的频率和时间 90.7%
(431/475)学生会关注学校通过官方网站和官方微信

公众平台推送的科研活动信息或学校科研动态。对

学生参加科研讲座、学术沙龙和经验交流等的频率调

查,90.5%(430/475)学生会选择参加学校组织的科

研讲座、学术沙龙和科研经验交流会。33.5%(159/
475)学生认为大一是接触科研活动的最 佳 时 间,
47.2%(224/475)学生认为是大二,15.8%(75/475)
学生认为是大三,2.3%(11/475)学生认为是大四,
1.3%(6/475)学生认为是大五。对于平均每周参加

科研活动时间的调查,59.4%(282/475)学生每周参

加科研活动,41.9%(199/475)学生每周参加科研活

动的时间是1~4
 

h,9.9%(47/475)学生每周参加科

研活动的时间是4~8
 

h,4.0%(19/475)学生每周参

加科研活动的时间是8~12
 

h,3.6%(17/475)学生每

周参加科研活动的时间超过12
 

h。
2.3 参与科研训练的课题情况 35.4%(168/475)
学生是自主选题,24.0%(114/475)学生是教师安排

的课题,16.8%(80/475)学生是与指导老师讨论后设

立课题,8.8%(42/475)学生是参与大学生相关的基

金项目,14.9%(71/475)学生是参与其他类型的科研

课题。对参与什么类型的科研活动更能提高科研创

新能力的调查(多选题),64.8%(308/475)学生认为

学生通过查找资料设立的课题更能提高科研创新能

力,35.2%(167/475)的学生认为参与指导老师安排

的课题更能提高科研创新能力,69.1%(328/475)学
生认为参与指导老师讨论后设立的课题更能提高科

研创新能力。48.8(232/475)学生是参与的课题属于

自己的学科范围,44.0%(209/475)学生是参与的课

题与自己的专业背景有一些关联,7.2%(34/475)学
生是参与的科研课题与自己的专业没有关联。
2.4 大学生参与科研训练活动对个人综合素质的影

响 对于通过参加科研训练活动已具备的科研能力

的调查(多选题),57.7%(274/475)学生通过参加科

研训练活动熟悉了科研的流程和基本方法,39.4%
(187/475)学生具备了自己设计课题的能力,62.1%
(295/475)学生具备了检索查阅中文文献的能力,
59.6%(283/475)学生具备了查阅英文文献的能力,
36.2%(172/475)学 生 具 备 了 撰 写 论 文 的 能 力,
26.3%(125/475)的学生通过参加科研训练活动熟悉

了论文投稿的过程,45.9%(218/475)学生具备了收

集、整理和分析资料的能力。
对于通过参加科研训练活动取得的效果调查(多

选题),69.9%(332/475)学生实验技能得到了提升,
74.3%(353/475)学生理论知识得到提升,71.4%
(339/475)学生合作能力得到提升,60.0%(285/475)
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得到提升,69.3%(329/475)学生

思维能力得到提升,57.3%(272/475)学生组织协调

能力得到提升。
2.5 学生参与科研训练活动对指导教师和高校建议

 对于参加科研训练活动时,学生期望指导教师提供

帮助的调查(多选题),68.0%(323/475)学生期望指

导教师在设计课题方面提供帮助,70.7%(336/475)
学生期望指导教师在实验资源方面提供帮助,50.7%
(241/475)学生期望指导教师在分析数据方面提供帮

助,67.4%(320/475)学生期望指导教师在撰写论文

方面提供指导。
本科生参与科研训练对高校的建议(多选题),

55.4%(263/475)学生认为应改进实验课程的设置,
61.3%(291/475)学生认为应加强科研活动指导教师

队伍的建设,50.3%(239/475)学生认为应提供更多

的图书、数据库等资源,54.7%(260/475)学生认为应

提高每年用于学生的科研经费,54.9%(261/475)学
生认为应加强本科生参与科研训练活动的宣传与动

员,54.5%(259/475)学生认为应提高对本科生科研

的重视程度。
3 讨  论

  在“双一流”背景下培养医学专业本科生早期科

研能力和创新思维,提高医学专业大学生科研素质已

成为医学教育改革的重大课题。本次调查的对象主

要是天津医科大学在读的475名医学专业在校本科

生。97.9%的学生认为医学本科生参与科研活动具

有重要性,表明医学本科生已认识到科研创新能力对

医学本科生的培养的重要意义。93.7%的学生对科

研活动感兴趣,因此,如何正确地引导学生参加和开

展科研训练,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成为亟待解决的关

键问题。针对已取得的成效及存在问题,提出促进医

学本科生参加科研训练活动的策略如下。
3.1 大学生个人应树立科研意识和创新意识 
62.1%学生具备了检索查阅中文文献的能力,59.6%
学生具备了查阅英文文献的能力,利用课余时间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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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猎相关资料,探索发现自己感兴趣的科研方向,为
更好地参加科研活动做准备,用医学专业知识武装自

己头脑,并最大限度地将自己所学的知识应用于创新

实践活动中。此外,还应处理好理论课程学习和课外

参加科研活动之间的关系。74.3%学生理论知识得

到提升,71.4%学生合作能力得到提升,作为医科院

校的在校大学生,端正自身对待科研活动的态度,树
立热爱科学的价值观、正确的人生观和社会责任感,
树立为医学献身的崇高理想,这是创新能力和创新意

识形 成 的 内 驱 动 力,也 是 培 养 严 谨 科 学 态 度 的

关键[6-7]。
3.2 医科高等院校应转变教育观念重视学生科研创

新能力培养 当代医科高等院校不仅应传授给学生

理论知识,更应转变教育观念,以教育部提出的“兴趣

驱动、自主实践、重在过程”为原则,重视培养医学专

业大学生的创新和实践能力[8-9]。鼓励学生积极参加

课外科研训练活动,提高科研意识,经过系统的科研

训练和研究思路的积淀,逐渐形成创新理念,提升创

新能力。通过学校官网、微信、微博、科技社团等途

径,加强科研训练活动的宣传工作,在校内营造大学

生参加科研训练的氛围。邀请科研专家和科研活动

成绩优异的高年级学生或研究生召开科研交流会,激
励大学生对科研创新活动的热情。帮助学生开阔视

野,培养科研兴趣和求知欲。开放部分实验室,支持

学生参与科研,帮助学生掌握必要的实验技能。以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等项目为抓手,以临床技能

大赛、创新创业大赛等活动为契机,加强对师生科研

工作和成果的奖励和宣传,营造一种“有想法、有热

情、有平台、有机会”的科研氛围。
3.3 医科高等院校应加强科研活动指导教师队伍的

建设 70.7%学生期望指导教师在实验资源方面提

供帮助,加强科研活动指导教师队伍的建设,正确地

引导学生参加和开展科研训练,也是激发学生的创新

意识培养科研素养的关键[10]。61.3%学生认为应加

强科研活动指导教师队伍的建设,提供更多的图书、
数据库等资源,并建立和完善科研培养制度是保证学

生开展基础科研训练的前提。包括:科研训练活动计

划安排、科研经费、科研项目验收、科研成果评审及相

关激励机制等措施。学校应安排专门指导教师,负责

组织实施学生的科研训练工作,主要包括课题的申

请、立项、开题、科 研 指 导 及 论 文 的 撰 写、投 稿 等。
54.9%学生认为应加强本科生参与科研训练活动的

宣传与动员,通过制订各项措施,确保充分调动学生

和指导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鼓励学

生科研训练与教研室或指导教师科学研究项目相

结合。
综上所述,医学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进步及知识

的不断创新,创新型人才是科技进步和知识创新的载

体与保证。医科院校应将医学本科学生科技创新能

力的培养纳入重点培养目标。加强医学生科研能力

的培养,既要总结既往工作的不足,也要把握“双一

流”建设形式下的特点,建立完善的科研训练培养体

系,以期培养出具备良好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新型

医学人才,提升我国医学人才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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