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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

教学成果总结报告

（一般项目，项目编号：2019SJGLX293）

项目名称：“科学研究反哺教学及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体系构建研究”

项目负责人：李瑞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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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结果

四、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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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简介

项目主持人李瑞琴，病理学教授，2019 年 12 月立项，河南高等

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一般项目），项目编号：2019SJGLX293，

项目名称：“科学研究反哺教学及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体系构建研究”。

自 2018 年河南中医药大学科研实验中心更名为河南中医药大学

中医药科学院开始，随着更名及职能的转变，学校对科研的投入力度

加大，中医药科学院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已成为全院师生完成科研项

目的主战场，中医药科学院兼有科研服务和科学研究两大职能，拥有

教职工 95人，其中仲景领军人才 4人，河南省千人计划 1 人，博士

50 名，高级职称 20 名。现有科研仪器总值 8908.3 万元，实验室面

积 5402 平方米，构建了“四个大仪共享平台、十个研究团队、一个

协同中心”，承担全院各级各类科研项目 30余项，年科研经费 2500

多万元。拥有充足的研究经费，深厚的科研积累和底蕴，充足的科研

场地。

本项目以实验室为载体充分利用科研平台、科研团队、重点实验

室的优势资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高〔2019〕6 号文《关于

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严格教学管理

第 7条推动“科研反哺教学”为指导思想，基于目前许多学校“学生

创新动手能力差”“教学与科技前沿严重脱节”“科研资源不能被本

科生利用”等问题，立足于本校实际充分利用学校的科研资源招募本

科生实验助理、科研助手；依托教师科研项目，立项大学生创新创业

课题和毕业设计选题；组建科研兴趣小组，开展自主创新实验。2020

年立项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国家级 3 项，省级 8项，校

级 10 项，发表论文 7 篇。进一步推动学校各级重点实验室、科研基

地、大型仪器共享平台更大范围的开放共享，服务于教学，支持本科

生早进课题、早进实验室、早进团队，并将最新科研成果引入课堂教

学，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提高学生创新和实践能力。据此探索出一套可

行的“科研反哺教学”的实施模式、管理办法、考核评价体系，使科

研反哺教学工作更加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提高了学生整体科学

素养及创新创业能力，并在院内及院外（4所院校）推广应用，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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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较好的效果。

二、主要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2.1 指导思想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高〔2019〕6号文《关于深化本科教

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严格教育教学管理第 7条

为指导思想，推动科研反哺教学。强化科研育人功能，推动高校及时

把最新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激发学生专业学习兴趣。加强对学

生科研活动的指导，加大科研实践平台建设力度，推动国家级、省部

级科研基地更大范围开放共享，支持学生早进课题、早进实验室、早

进团队，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提高学生创新和实践能力。

2.2 研究内容

本项目，基于目前许多学校“学生创新动手能力差”“教学与科

技前沿严重脱节”“科研资源不能被本科生利用”等问题，立足于本

校教学与科研的实际状况，充分利用学校的科研资源服务于教学，并

将最新科研成果引入课堂教学。

通过“科研反哺教学”实现科研与教学的相互统一、相互促进，

将最新的科研前沿纳入本科教学以充实教学内容，让本科生尽早参与

科研、了解科研开阔视野、拓宽知识面、激发其学习及科研的兴趣、

增强创新动手能力，巩固课堂基本知识，培养创新意识及创新能力，

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并以学生发表论文、书写专利、申请大学生创

新项目及获奖项目、就业率、考研率等作为考核评价指标；探索出一

套可行的“科研反哺教学”实施的模式、管理办法，并总结经验形成

文件已提交本校中医药科学院，待条件成熟时，逐步推广应用。

2.3 研究方法

围绕培养目标与要求，落实“以本为本”，实现以“研”促“本”。

树立以“研”带“学”的良好氛围，招募学生团队，鼓励更多学生主

动参与到教师新申报科研项目的科研活动中，参与项目的文献查阅、

实验设计等，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将科研项目多

级分解、多层次融合到实践教学体系中，科研实践的成果及时融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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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到理论课程的教学内容里；支持本科生“早进课题、早进实验室、

早进团队”。

2.3.1 召开项目研讨会议

本项目立项后，中医药科学院领导极为重视，指定课题负责人负

责，召开课题组、中医药科学院共享平台、科研团队的相关老师会议，

对课题的实施如：学生实验助理或研究助手的招募、带教老师的聘任、

带教方法、学生的管理、实验室的运行机制等进行多次研究讨论，并

形成初步意见；初步制定了招募学生实验助理、科研助手的相关办法，

遴选带教老师的条件，学生入选后的管理办法等，为项目的顺利进行

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2.3.2 实施过程

方法一：以大型仪器共享平台为依托，招募实验助理、科研助手

河南中医药大学公共服务平台如：电镜中心、医学共享平台、药

学共享平台、实验动物中心已面向校内外开放共享，有完善的实验室

开放共享制度及管理办法，有各种大型仪器及足够的实验室场地。

本项目通过面向高年级（3年级及以上）本科生招募实验助理和

科研助手，接收本科生进实验室，参与实验前期的各项基础性实验或

前期准备工作，学习基本实验技能；参与实验室大型设备的管理，了

解实验仪器原理，参与实验仪器的维护；或学习实验室的各项规章制

度，参与实验室的运行管理；认识实验室危险物品，了解出入实验室

及使用仪器设备的规章制度，培养良好的科研习惯，为以后的科研打

下坚实基础，提高学生科研实验素养。

方法二、依托教师科研项目，立项学生创新创业课题和毕业设计

选题

本院目前拥有中医药免疫国际研究中心、科技部国际合作基地、中医

药防治呼吸病研究团队、退行性疾病研究团队、中医药道地药材研究

团队、中医药转化医学研究、经典名方与大健康产品研发中心、方正

信号转导研究、仲景方药现代研究重点实验室、仲景方药现代研究中

心，每年研究经费 2500 多万元，承担各级各类科研项目三十余项，

可以接纳高年级学生进团队，参与或辅助老师进行科学研究，也可将



6

部分基础性的科研课题融入到学生毕业设计中，参与科研立项、科研

查新、实验设计、实验操作流程全过程等。也可在本科生老师指导下

自发组成研究团队，将学生分成若干个课题小组，根据专业特点，指

派教师负责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全国挑战杯竞赛等学

科竞赛和科研创新活动的辅导。

鼓励资助与人才培养相关的教学、科研活动以及论文发表、专利

申请，促进科研活动向学生实践教学内容转化。

指派教师负责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计划项目、全国挑战杯竞赛等学科竞赛和科研创新活动的辅导。

以教师科研方向作为学生毕业设计选题，建立以指导教师为核心

的论文科研小组等。

方法三、组建科研兴趣小组，开展自主创新实验

以学生兴趣为导向，组建兴趣小组，以中医药科学院为依托，根

据研究内容遴选专家，参与指导学生，开展相关科学研究。

三、研究结果

3.1 实现了本科生 “三早”（早进课题、早进实验室、早进团队）

提高学生的整体科学素养。同时达到了教与学互补，带教老师教

学、科研水平也得到了提升。发表论文 7 篇。

论文题目 期刊名称
期刊

等级

发表

时间

对象（填写主

持人/成员）
作者位次

中医药国际联合实验

室助力创新能力提升

实验室研究

与探索

中文核心 2021-06 郝莉

谢治深

李瑞琴

张振强

第 2名
第 4名
第 5名
通讯

科学研究反哺教学在

药学专业教学中的探

索和研究

中医药管理

杂志

国家级期

刊

2021-10 龚海燕

李瑞琴

张振强

第 1名
第 4名
通讯

探索科研实验平台课

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

提升研究生综合素养

中国中医药

现代远程教

育

国家级期

刊

2021-02 李瑞琴

闫敏

袁永

张振强

第 1名
第 3名
第 4名
通讯

综合设计性实验对医

学本科生实验操作能

力的培养

教育现代化 国家级期

刊

2021-01
郝莉

张振强

第 3名
通讯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db=CJ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9%83%9d%e8%8e%89&scode=36984493&acode=36984493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db=CJ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8%b0%a2%e6%b2%bb%e6%b7%b1&scode=38730663&acode=38730663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db=CJ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6%9d%8e%e7%91%9e%e7%90%b4&scode=35138559&acode=35138559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db=CJ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5%bc%a0%e6%8c%af%e5%bc%ba&scode=34953991&acode=34953991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db=CJ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6%9d%8e%e7%91%9e%e7%90%b4&scode=35138559&acode=35138559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db=CJ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9%97%ab%e6%95%8f&scode=35866542&acode=35866542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db=CJ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8%a2%81%e6%b0%b8&scode=35539925&acode=35539925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db=CJ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5%bc%a0%e6%8c%af%e5%bc%ba&scode=34953991&acode=34953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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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信平台的中医

院校综合设计性实验

教学改革探析_张紫

娟

中国新通信 国家级期

刊

2021-01
郝莉

振强

第 2名
通讯

基于互联网的混合式

教学在人体解剖学循

环系统的应用

中国新通信 国家级期

刊

2021-03
郝莉

张振强

第 1名
通讯

基于科研实验中心的

大学生科技创新培养

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中医药管理

杂志

国家级期

刊

2021-09

张振强
通讯

信息化时代下研究生

创新实践能力提升探

讨

中国新通信 国家级期

刊

2020-12 郝莉

张振强
第 2名
通讯

3.1.1 进入实验室研究及完成毕业设计 300 人。

3.1.2 申请各级各类大学生创新项目、参加大学生挑战杯竞赛、参与

申请发明专利

申请 2020 年河南省高校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3

项，2020 年河南省本科高校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8 项，

2020 年度河南中医药大学大学生创新学习项目立项 10项，直接受益

学生 105 人；获得大学生挑战杯竞赛一等奖 1 项；申请发明专利 9 项，

受益学生 22人次。（详见一览表）。

2020 年河南省高校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名单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带教老师 项目成员

1 202010471022

河南中医药大学菖蒲益

智丸加减对阿尔茨海默

病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创新训练

项目

孙瑞芹

张振强

任裕杰 程威豪

张赤道 曹文佳

徐畅

2 202010471014

病毒、VLP(病毒样颗粒)

和其他未知病原

体超微结构成像关键技

创新训练

项目

孙宁

刘湘花

胡雨荷 李欣欣

李佳梦 李春鹏

魏珂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db=CJ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9%83%9d%e8%8e%89&scode=36984493&acode=36984493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db=CJ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5%bc%a0%e6%8c%af%e5%bc%ba&scode=34953991&acode=34953991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db=CJ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5%bc%a0%e6%8c%af%e5%bc%ba&scode=34953991&acode=34953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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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研究

3 202010471016

基于 OPG/RANK/RANKL

信号通路探讨左归

丸对去卵巢骨质疏松大

鼠的影响

创新训练

项目

孙河龙

尚立芝

闫鸿豪 李耀洋

张光远 毛梦迪

2020 年河南省本科高校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名单

1 S202010471038

基于 NF-κB 的金匮泽

泻汤干预高脂血症

小鼠脂肪性肝炎研究

创新训练

项目

谢治深

徐江雁

梁佳笑 杜月月

关鑫鑫 吴春阳

杨雪明

2 S202010471046
白术内酯体外抗氧化活

性研究

创新训练

项目

王潘

张振强

许梦莎 张增孝

冯研研 任美霖

姬乾

3 S202010471048

基于 NF-κB 信号通路

探究莫诺苷对阿尔

茨海默病模型大鼠的影

响

创新训练

项目

宋军营

张振强

王洪刚 杨欣悦

张心怡 刘欣

闫玲玲

4 S202010471021

基于鼻腔给药策略雷公

藤甲素纳米药物调

控脑部神经炎症的研究

创新训练

项目

曾华辉

王培智

张祎苏 洁欣

荣梦鹏 程相义

任翎嘉

5 S202010471013
河南中医药大学大学生

媒介素养教育研究

创新训练

项目

陈晓辉

裴兰英

于子轩 王选阳

刘钦 李玲玲

冯玉博

6 S202010471003

五行音乐联合金匮肾气

丸合二仙汤加味对

肾阳虚型抑郁大鼠的影

响

创新训练

项目
尚立芝

张光远 李耀洋

孙烁 陈文哲

郭海城

7 S202010471041
河南中医药大学甘露糖

多磷酸化物合成研究

创新训练

项目

董春红

胡玉龙

丁雯昕 王宁

赵林豪 李永正

吴佳洁

8 S202010471045

基于 P-Akt/Akt 信号通

路探讨胆囊收缩素类似

物对帕金森病的神经保

护作用

创新训练

项目

陈晓辉

张紫娟

刘钦 于子轩

王静茹 刘帅旗

李一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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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发明专利 9 项，受益学生 22人次

1. 冬青苷 O在制备防治老年痴呆的药物中的应用

张振强 袁永 谢治深 蒋亚丽 王潘 宋军营 曾华辉 苏运芳 孙丽敏 李中华 马

金莲 赵建平 高改 张俊霞

2. 冬青苷 O在制备抗炎的药物中的应用

谢治深 张振强 袁永 王潘 赵建平 王辉 宋军营 蒋亚丽 曾华辉 苏运芳 李中

华 马金莲 高改 张俊霞

3. 毛冬青皂苷 B1、B2 或 B3 在制备抗炎药物中的应用

谢治深 袁永 王潘 宋军营 张振强 蒋亚丽 曾华辉 苏运芳 李中华 马金莲 赵

2020 年度河南中医药大学大学生创新学习项目立项资助一览表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主持人 带教老师 资助经费（元）

1 CXXM2020021

基于鼻腔给药策略雷公

藤甲素纳米药物调

控脑部神经炎症的研究

张祎
曾华辉 王

培智
3000

2 CXXM2020022

菖蒲益智丸加减对阿尔

茨海默病的作用及

机制研究

任裕杰
孙瑞芹 张

振强
3000

3 CXXM2020014

病毒、VLP(病毒样颗粒)

和其他未知病原

体超微结构成像关键技

术研究

胡雨荷 孙宁 3000

4 CXXM2020016

酸枣仁汤对抑郁模型大

鼠海马内炎症因子

的影响

李耀洋 尚立芝 3000

5 CXXM2020038

基于 NF-κB 的金匮泽

泻汤干预非酒精性肝

炎研究

梁佳笑
谢治深 徐

江雁
3000

6 CXXM2020041
甘露糖多磷酸化物合成

研究
丁雯昕

董春红 胡

玉龙
3000

7 CXXM2020045

基于 p-Akt/Akt 信号通

路探讨胆囊收缩素

类似物对帕金森病的神

经保护作用

刘钦
张紫鹃 陈

晓辉
3000

8 CXXM2020046
白术内脂体外抗氧化活

性研究
许梦莎

王潘 张振

强
3000

9 CXXM2020047
坚持中西医并重，应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王正国 张玉敏 3000

10 CXXM2020048

基于 NF-κB 信号通路

探究莫诺苷对阿尔茨

海默病模型大鼠的影响

王洪刚
宋军营 张

振强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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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平 高改 张俊霞

4. 蒲公英甾酮在制备防治老年痴呆的药物中的应用

张振强 谢治深 袁永 宋军营 陈晓辉 曾华辉 蒋亚丽 王潘 马金莲

孙丽敏 苏运芳 张俊霞

5. 通关藤苷 I或通关藤苷 G在制备抗炎的药物中的应用

袁永 谢治深 王潘 张振强 蒋亚丽 宋军营 曾华辉 苏运芳 李中华

马金莲 赵建平 高改 张俊霞

6.吴茱萸内酯在制备抗炎的药物中的应用

谢治深 袁永 张振强 高改 王潘 宋军营 曾华辉 王辉 苏运芳 李中华 马金莲

赵建平 蒋亚丽 张俊霞

7.新西兰牧荆苷在制备防治老年痴呆的药物中的应用

张振强 袁永 谢治深 付钰 蒋亚丽 宋军营 曾华辉 马金莲 李中华

孙丽敏 苏运芳 高改 赵建平 张俊霞

8.一种茶粕用作 miR-370 抑制剂及用于降血糖的用途

谢治深 张振强 刘佩 蒋亚丽 李宁 赵振彪 宋军营 袁永

9.一种雷公藤甲素-羧化壳聚糖偶联药物的制备方法及应用

曾华辉 张振强 闫敏 张岚 宋军营 袁永 谢治深 武香香

第十五届“挑战杯”河南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

编号 项目名称 指导老师 项目成员 获奖时间

1

六味地黄丸含药血清对β-

淀粉样蛋白损伤 PC12 细胞

中FoxO3a/p-FoxO3a蛋白表

达的影响

宋军营 袁永

房红锴，赵盼盼，陈坤，

田慧宇，安齐文，陈欣怡，

周泓颖，郭凤悦

2021.6

3.2 构建“科研反哺教学”的实施模式

借鉴国内外高校的成功范例，结合本校实际，构建中医院校“科

研反哺教学”的实施办法，并汇集成文件（试行）。

3.3 制定出一套“科研反哺教学”的教学管理文件（试行）

从“科研反哺教学”的实施模式及质量管理办法、规章体系和具

体方法中，探索制定出一套“科研反哺教学”的教学管理制度文件（试

行），提交至中医药科学院，待条件成熟时，逐步推广应用。

3.4 建立“科研反哺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以本科生的参与人数、课业成绩、撰写论文、书写专利、大学生

创新项目、就业率、考研率等作为考核指标进行评价。

附件：01. “科研反哺教学”的实施模式

02. “科研反哺教学”教师岗位聘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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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科研反哺教学”招募实验助理、科研助手方案

04. “科研反哺教学”实验室学生守则

05. “科研反哺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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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科研反哺教学”的实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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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科研反哺教学”教师岗位聘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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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科研反哺教学”招募实验助理、科研助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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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科研反哺教学”实验室学生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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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科研反哺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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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已完成项目立项时确定的研究目标和实施方案。

4.1 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8 篇（中文核心 1篇）

4.2 学生参与授权专利 9 项，立项各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

目项目 21项。

4.3 建立“科研反哺教学”的实施模式及全面质量管理办法；建立

“科研反哺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制定相关管理办法文件 5项。

五、结论、讨论及应用前景

本项目，基于目前许多学校“学生创新动手能力差”“教学与科

技前沿严重脱节”“科研资源不能被本科生利用”等问题，立足于本

校教学与科研的实际状况，充分利用学校的科研资源服务于教学，并

将最新科研成果引入课堂教学。项目充分落实“以本为本”，实现以

“研”促“本”，提高了学生的整体科学素养； 以大型仪器共享平

台为依托，招募实验助理；依托教师科研项目，立项大学生创新创业

课题和毕业设计选题；组建科研兴趣小组，开展自主创新实验。通过

研究改善了目前的状况，实现了科研与教学的相互统一、相互促进，

实现了本科生 “三早”开拓了开阔视野、拓宽知识面，激发了学生

学习及科研的兴趣，增强了创新动手能力，并总结经验探索出一套可

行的“科研反哺教学及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体系”的实施的模式、管理

办法，并形成了值得借鉴的文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本成果已在河南省推拿职业学院、黄河科技大学、郑州树清医学

院、北京中医药大学生命科学院四所学校推广应用收益学生 4000 余

人，对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及充分利用科研资源反哺教学取得了较好

的效果。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研究，不断总结经验，多和相关院校



19

交流，多方听取意见，取长补短，进一步完善该研究的模式、管理办

法、评价体系。尤其是评价体系因为课题实施时间短，评价的远期效

果尚未显现，尚需要进一步完善。

项目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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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中国优秀报纸全文数据库

 互联网学术资源数据库  学术网络文献数据库  中国专利文献全文数据库

 特色英文文摘数据库  中国标准全文数据库

详细检测结果

原文总字符数 7009

检测字符数 6450

原文总段落数 112

相似字符数 622

参考文献相似比 0.00%

辅助排除参考文献相似比 9.64%

可能自引相似比 0.00%

辅助排除可能自引相似比 9.64%

单篇最大相似比 单篇最大相似字符数

3.84% 248

单篇最大相似文献

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

相似片段分布图

 绿色代表参考文献相似比  黄色代表可能自引相似比  红色代表除参考文献及可能自引外的其他相似比

相似文献列表

序号 相似比(相似字符) 相似文献 类型 是否引用

1
3.84%

248字符

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
毛宁波；http://www.sciencenet.cn/（网址：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9326-
1201649.html）；2019-10-12

学术网文 否

2
2.16%

139字符
"科研反哺教学"模式在独立学院的实践与探索
金亮，周亮；《教育教学论坛》；2016-01-14

期刊 否

3
0.36%
23字符

环境类专业"三融合"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潘法康，张瑾，唐建设，伍昌年；《黑龙江科学》；2020-07-30

期刊 否

4
0.33%
21字符

以培养复合型麻醉学人才为目标的生理学教学改革
黄宏平，张环环，郑超，王邦安等；《西北医学教育》；2014-06-21

期刊 否

5
0.33%
21字符

当前高校信息化现状及发展建议
——基于32所高校调查数据
杨志；《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20-09-10

期刊 否

6
0.31%
20字符

提高质量保障就业创业教育带动就业多方合力促进就业
；河南日报；2014-06-03（版次：04版）

报纸 否

7
0.31%
20字符

淮阳"泥泥狗"文化艺术衍生品设计探析
聂守宏；《美与时代（上旬刊）》；2019-11-01

期刊 否

8
0.28%
18字符

机床数控技术课程实践教学探究
王宏涛，陈蔚芳，游有鹏，楼佩煌；《中国科技信息》；2009-10-01

期刊 否

9
0.28%
18字符

《科研思路与方法》课程背景下中医类专业本科生科研现状研究
易怀敏，闫国立，王瑾瑾，王建荣等；《中医药管理杂志》；2019-01-01

期刊 否

10
0.26%
17字符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在高职院校的实践研究——以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为例
狄和双，王利刚，翟晓虎，蒋珊珊等；《黑龙江畜牧兽医（下半月）》；2016-07-18

期刊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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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9326-1201649.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9326-1201649.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9326-1201649.html
http://ne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jyjxlt201602047
http://ne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hljkx202105012
http://ne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xbyxjy201406057
http://ne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nysfxyxb202101010
http://ne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nysfxyxb202101010
http://ne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mysd-s201911013
http://ne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zgkjxx200919143
http://ne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zyyglzz201914009


 

11
0.26%
17字符

南昌航空大学基础化学实验中心
；百度百科（网址：http://baike.baidu.com/view/7726135.htm）；2008-04-20

学术网文 否

12
0.25%
16字符

城镇中学教师信息素养调查研究
谢峰（导师：张小莉）；河北大学，硕士（专业：教育技术学)；2012

学位 否

13
0.25%
16字符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百度百科（网址：http://baike.baidu.com/view/19556184.html）；1900-01-01

学术网文 否

14
0.23%
15字符

高等学校教材：微积分与数学模型
；百度百科（网址：http://baike.baidu.com/view/7870684.html）；1900-01-01

学术网文 否

15
0.20%
13字符

强化农业科技推广应用 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步伐
；安徽日报；2012-05-30（版次：A4版）

报纸 否

相似片段详情

送检文献片段 相似文献片段

1
相似字符数：20

位置

[期刊]淮阳"泥泥狗"文化艺术衍生品设计探析（是否引用：否）
聂守宏；《美与时代（上旬刊）》；2019-11-01

教学成果校外推广应用及效果证明材料。
— 1 —河南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教学成果总结报告（一般项目，项
目编号：2019SJGLX293）项目

河南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2017SJGLX361）阶段性成果。

2
相似字符数：21

位置

[期刊]当前高校信息化现状及发展建议
——基于32所高校调查数据（是否引用：否）
杨志；《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20-09-10

瑞琴，病理学教授，2019年12月立项，河南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
（一般项目），项目编号：2019SJGLX293，项目

河南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重点项目（2017SJGLX128） ；

3
相似字符数：13

位置

[报纸]强化农业科技推广应用 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步伐（是否引用：否）
；安徽日报；2012-05-30（版次：A4版）

共享平台、十个研究团队、一个协同中心”，承担全院各级各类科研项目30余
项，年科研经费2500多万元。拥有充足的研究

全院共承担各类科研项目2000余项，

4
相似字符数：35

位置

[学术网文]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是
否引用：否）
毛宁波；http://www.sciencenet.cn/（网址：http://blog.sciencenet.cn/blog-
339326-1201649.html）；2019-10-12

研平台、科研团队、重点实验室的优势资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高〔
2019〕6号文《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严格
教学管理第7条推动“科研反哺教学”为指导思想，基于目前许多学校“学生创
新动手能力差”“

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教高〔2019〕
6号  ?

5
相似字符数：20

位置

[报纸]提高质量保障就业创业教育带动就业多方合力促进就业（是否引用：否）
；河南日报；2014-06-03（版次：04版）

题；组建科研兴趣小组，开展自主创新实验。2020年立项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计划项目国家级3项，省级8项，校级10项，发表论文7篇。进一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立项高校。

6
相似字符数：40

位置

[学术网文]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是
否引用：否）
毛宁波；http://www.sciencenet.cn/（网址：http://blog.sciencenet.cn/blog-
339326-1201649.html）；2019-10-12

进一步推动学校各级重点实验室、科研基地、大型仪器共享平台更大范围的开
放共享，服务于教学，支持本科生早进课题、早进实验室、早进团队，并将最
新科研成果引入课堂教学，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提高学生创新和实践能力。据此
探索出一套可行的“科研反哺教学”的实

省部级科研基地更大范围开放共享，支持学生早进课题、早进实验室、早进团
队，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提高学生创新和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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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baidu.com/view/7726135.htm
http://ne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D212447
http://baike.baidu.com/view/19556184.html
http://baike.baidu.com/view/7870684.html


探索出一套可行的“科研反哺教学”的实

7
相似字符数：35

位置

[学术网文]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是
否引用：否）
毛宁波；http://www.sciencenet.cn/（网址：http://blog.sciencenet.cn/blog-
339326-1201649.html）；2019-10-12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2.1指导思想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高〔2019〕6号文《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严格教育教学管理第7条为指导思想，推动科研反哺
教学。强化科研育人功能，推动

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教高〔2019〕
6号  ?

8
相似字符数：138

位置

[学术网文]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是
否引用：否）
毛宁波；http://www.sciencenet.cn/（网址：http://blog.sciencenet.cn/blog-
339326-1201649.html）；2019-10-12

意见》严格教育教学管理第7条为指导思想，推动科研反哺教学。强化科研育人
功能，推动高校及时把最新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激发学生专业学习兴趣
。加强对学生科研活动的指导，加大科研实践平台建设力度，推动国家级、省
部级科研基地更大范围开放共享，支持学生早进课题、早进实验室、早进团队
，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提高学生创新和实践能力。
2.2研究内容
本项目，基于目前许

　　7.推动科研反哺教学。强化科研育人功能，推动高校及时把最新科研成果转
化为教学内容，激发学生专业学习兴趣。加强对学生科研活动的指导，加大科
研实践平台建设力度，推动国家级、省部级科研基地更大范围开放共享，支持
学生早进课题、早进实验室、早进团队，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提高学生创新和实
践能力。

9
相似字符数：17

位置

[学术网文]南昌航空大学基础化学实验中心（是否引用：否）
；百度百科（网址：http://baike.baidu.com/view/7726135.htm）；2008-04-
20

趣、增强创新动手能力，巩固课堂基本知识，培养创新意识及创新能力，提高
学生的科学素养；并以学生发表论文、书写专利、申请大学生创

提高学生创新意识和能力，培养学生科学精神和素养，

10
相似字符数：16

位置

[学位]城镇中学教师信息素养调查研究（是否引用：否）
谢峰（导师：张小莉）；河北大学，硕士（专业：教育技术学)；2012

活动中，参与项目的文献查阅、实验设计等，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
维能力；将科研项目多级分解、多层次融合到实践教学

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

11
相似字符数：22

位置

[期刊]"科研反哺教学"模式在独立学院的实践与探索（是否引用：否）
金亮，周亮；《教育教学论坛》；2016-01-14

等，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将科研项目多级分解、多层次融
合到实践教学体系中，科研实践的成果及时融入充实到理论课程的教

科研项目多级分解、多层次融合到实践教学体系中。

12
相似字符数：18

位置

[期刊]机床数控技术课程实践教学探究（是否引用：否）
王宏涛，陈蔚芳，游有鹏，楼佩煌；《中国科技信息》；2009-10-01

目多级分解、多层次融合到实践教学体系中，科研实践的成果及时融入充实到
理论课程的教学内容里；支持本科生“早进课题、早进实验室、早进团

丰富的科研成果充实了课程的实践与理论教学内容，

13
相似字符数：21

位置

[期刊]以培养复合型麻醉学人才为目标的生理学教学改革（是否引用：否）
黄宏平，张环环，郑超，王邦安等；《西北医学教育》；2014-06-21

成果及时融入充实到理论课程的教学内容里；支持本科生“早进课题、早进实
验室、早进团队”。
2.3.1召开项目研讨会议
本项目

支持本科生早进课题 、早进实验室 、早进团队 。

14

相似字符数：36

[期刊]"科研反哺教学"模式在独立学院的实践与探索（是否引用：否）
金亮，周亮；《教育教学论坛》；2016-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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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将学生分成若干个课题小组，根据专业特点，指派教师负责大学大学生创新创
业训练计划项目、全国挑战杯竞赛等学科竞赛和科研创新活动的辅导。
鼓励资助与人才培养相关的教学、科研活

我系就开始指派教师负责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
划项目、全国挑战杯竞赛、全国节能减排竞赛等学科竞赛和科研创新活动的辅
导。

15
相似字符数：28

位置

[期刊]"科研反哺教学"模式在独立学院的实践与探索（是否引用：否）
金亮，周亮；《教育教学论坛》；2016-01-14

竞赛等学科竞赛和科研创新活动的辅导。
鼓励资助与人才培养相关的教学、科研活动以及论文发表、专利申请，促进科
研活动向学生实践教学内容转化。
指派教师负责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

科研活动以及论文发表、专利申请，促进科研活动的同时保障科研项目往学生
实践教学内容转化。

16
相似字符数：53

位置

[期刊]"科研反哺教学"模式在独立学院的实践与探索（是否引用：否）
金亮，周亮；《教育教学论坛》；2016-01-14

促进科研活动向学生实践教学内容转化。
指派教师负责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全
国挑战杯竞赛等学科竞赛和科研创新活动的辅导。
以教师科研方向作为学生毕业设计选题，

我系就开始指派教师负责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
划项目、全国挑战杯竞赛、全国节能减排竞赛等学科竞赛和科研创新活动的辅
导。

17
相似字符数：18

位置

[期刊]《科研思路与方法》课程背景下中医类专业本科生科研现状研究（是否引
用：否）
易怀敏，闫国立，王瑾瑾，王建荣等；《中医药管理杂志》；2019-01-01

高校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8项，2020年度河南中医药大学大学生创
新学习项目立项10项，直接受益学生105人；获得大学生挑战杯竞

2017年度河南中医药大学大学生创新学习项目（项目编号：

18
相似字符数：16

位置

[学术网文]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建筑工程学院（是否引用：否）
；百度百科（网址：http://baike.baidu.com/view/19556184.html）；1900-
01-01

受益学生 22人次。（详见一览表）。
2020 年河南省高校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名单项目编号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带教老师项目成员1202010471022河南中医药大学菖蒲益智丸加减对
阿尔茨海默病的作用及机制研究创新训练项目孙瑞芹张振强任裕杰程威豪张赤
道曹文佳徐畅2202010471014病毒、VLP（病毒样颗粒）和其他未知病原体超微

立项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14项，

19
相似字符数：17

位置

[期刊]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在高职院校的实践研究——以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为例（是否引用：否）
狄和双，王利刚，翟晓虎，蒋珊珊等；《黑龙江畜牧兽医（下半月）》；2016-
07-18

篇）
4.2  学生参与授权专利9项，立项各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21项。
4.3  建立“科研反哺教学”的实施

20
相似字符数：15

位置

[学术网文]高等学校教材：微积分与数学模型（是否引用：否）
；百度百科（网址：http://baike.baidu.com/view/7870684.html）；1900-01-
01

，实现了本科生 “三早”开拓了开阔视野、拓宽知识面，激发了学生学习及科
研的兴趣，增强了创新动手能力，并总结经验探索出一套

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1
相似字符数：23

位置

[期刊]环境类专业"三融合"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是否引用：否）
潘法康，张瑾，唐建设，伍昌年；《黑龙江科学》；2020-07-30

学院、新乡医学院基础医学院得到推广应用，对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及充分利
用科研资源反哺教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研究，不断总

采用科研反哺教学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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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科研资源反哺教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研究，不断总
结经验，

报告指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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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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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网文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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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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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字符

环境类专业"三融合"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潘法康，张瑾，唐建设，伍昌年；《黑龙江科学》；2020-07-30

期刊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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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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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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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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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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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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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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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床数控技术课程实践教学探究
王宏涛，陈蔚芳，游有鹏，楼佩煌；《中国科技信息》；2009-10-01

期刊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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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字符

《科研思路与方法》课程背景下中医类专业本科生科研现状研究
易怀敏，闫国立，王瑾瑾，王建荣等；《中医药管理杂志》；2019-01-01

期刊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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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6%
17字符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在高职院校的实践研究——以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为例
狄和双，王利刚，翟晓虎，蒋珊珊等；《黑龙江畜牧兽医（下半月）》；2016-07-18

期刊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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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奖励及荣誉。

六、省级及以上新闻媒体报道。

七、教学成果校外推广应用及效果证明材料。

— 1 —河南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教学成果总结报告（一般项目，项目编号：2019SJGLX293）项目名称：“科学研究反哺教学及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体系构

建研究”

项目负责人：李瑞琴目录：

1、 项目简介

2、 主要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3、 研究结果

4、 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5、 结论、讨论、应用前景和引用情况

一、项目简介

项目主持人李瑞琴，病理学教授，2019年12月立项，河南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一般项目），项目编号：2019SJGLX293，项目名称：“科学研究反哺教

学及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体系构建研究”。

自2018年河南中医药大学科研实验中心更名为河南中医药大学中医药科学院开始，随着更名及职能的转变，学校对科研的投入力度加大，中医药科学院得到了快速的发

展，已成为全院师生完成科研项目的主战场，中医药科学院兼有科研服务和科学研究两大职能，拥有教职工95人，其中仲景领军人才4人，河南省千人计划1人，博士

50名，高级职称20名。现有科研仪器总值8908.3万元，实验室面积5402平方米，构建了“四个大仪共享平台、十个研究团队、一个协同中心”，承担全院各级各类科研

项目30余项，年科研经费2500多万元。拥有充足的研究经费，深厚的科研积累和底蕴，充足的科研场地。

本项目以实验室为载体充分利用科研平台、科研团队、重点实验室的优势资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高〔2019〕6号文《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的意见》严格教学管理第7条推动“科研反哺教学”为指导思想，基于目前许多学校“学生创新动手能力差”“教学与科技前沿严重脱节”“科研资源不能

被本科生利用”等问题，立足于本校实际充分利用学校的科研资源招募本科生实验助理、科研助手；依托教师科研项目，立项大学生创新创业课题和毕业设计选题；组

建科研兴趣小组，开展自主创新实验。2020年立项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国家级3项，省级8项，校级10项，发表论文7篇。进一步推动学校各级重点实验室

、科研基地、大型仪器共享平台更大范围的开放共享，服务于教学，支持本科生早进课题、早进实验室、早进团队，并将最新科研成果引入课堂教学，以高水平科学研

究提高学生创新和实践能力。据此探索出一套可行的“科研反哺教学”的实施模式、管理办法、考核评价体系，使科研反哺教学工作更加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提

高了学生整体科学素养及创新创业能力，并在院内及院外（4所院校）推广应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二、主要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2.1指导思想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高〔2019〕6号文《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严格教育教学管理第7条为指导思想，推动科研反哺教学。强

化科研育人功能，推动高校及时把最新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激发学生专业学习兴趣。加强对学生科研活动的指导，加大科研实践平台建设力度，推动国家级、省

部级科研基地更大范围开放共享，支持学生早进课题、早进实验室、早进团队，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提高学生创新和实践能力。

2.2研究内容

本项目，基于目前许多学校“学生创新动手能力差”“教学与科技前沿严重脱节”“科研资源不能被本科生利用”等问题，立足于本校教学与科研的实际状况，充分利

用学校的科研资源服务于教学，并将最新科研成果引入课堂教学。

通过“科研反哺教学”实现科研与教学的相互统一、相互促进，将最新的科研前沿纳入本科教学以充实教学内容，让本科生尽早参与科研、了解科研开阔视野、拓宽知

识面、激发其学习及科研的兴趣、增强创新动手能力，巩固课堂基本知识，培养创新意识及创新能力，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并以学生发表论文、书写专利、申请大学

生创新项目及获奖项目、就业率、考研率等作为考核评价指标；探索出一套可行的“科研反哺教学”实施的模式、管理办法，并总结经验形成文件已提交本校中医药科

学院，待条件成熟时，逐步推广应用。

2.3研究方法

围绕培养目标与要求，落实“以本为本”，实现以“研”促“本”。树立以“研”带“学”的良好氛围，招募学生团队，鼓励更多学生主动参与到教师新申报科研项目

的科研活动中，参与项目的文献查阅、实验设计等，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将科研项目多级分解、多层次融合到实践教学体系中，科研实践的成果及

时融入充实到理论课程的教学内容里；支持本科生“早进课题、早进实验室、早进团队”。

2.3.1召开项目研讨会议

本项目立项后，中医药科学院领导极为重视，指定课题负责人负责，召开课题组、中医药科学院共享平台、科研团队的相关老师会议，对课题的实施如：学生实验助理

或研究助手的招募、带教老师的聘任、带教方法、学生的管理、实验室的运行机制等进行多次研究讨论，并形成初步意见；初步制定了招募学生实验助理、科研助手的

相关办法，遴选带教老师的条件，学生入选后的管理办法等，为项目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2.3.2实施过程

方法一：以大型仪器共享平台为依托，招募实验助理、科研助手河南中医药大学公共服务平台如：电镜中心、医学共享平台、药学共享平台、实验动物中心已面向校内

外开放共享，有完善的实验室开放共享制度及管理办法，有各种大型仪器及足够的实验室场地。

本项目通过面向高年级（3年级及以上）本科生招募实验助理和科研助手，接收本科生进实验室，参与实验前期的各项基础性实验或前期准备工作，学习基本实验技能

；参与实验室大型设备的管理，了解实验仪器原理，参与实验仪器的维护；或学习实验室的各项规章制度，参与实验室的运行管理；认识实验室危险物品，了解出入实

PL-
202

201
11-1

9F7
AC8

0-B
Z

PL-
202

201
11-1

9F7
AC8

0-B
Z

PL-
202

201
11-1

9F7
AC8

0-B
Z

PL-
202

201
11-1

9F7
AC8

0-B
Z

PL-
202

201
11-1

9F7
AC8

0-B
Z

PL-
202

201
11-1

9F7
AC8

0-B
Z

PL-
202

201
11-1

9F7
AC8

0-B
Z

PL-
202

201
11-1

9F7
AC8

0-B
Z

PL-
202

201
11-1

9F7
AC8

0-B
Z

PL-
202

201
11-1

9F7
AC8

0-B
Z

PL-
202

201
11-1

9F7
AC8

0-B
Z

PL-
202

201
11-1

9F7
AC8

0-B
Z

PL-
202

201
11-1

9F7
AC8

0-B
Z

PL-
202

201
11-1

9F7
AC8

0-B
Z



验室及使用仪器设备的规章制度，培养良好的科研习惯，为以后的科研打下坚实基础，提高学生科研实验素养。

方法二、依托教师科研项目，立项学生创新创业课题和毕业设计选题本院目前拥有中医药免疫国际研究中心、科技部国际合作基地、中医药防治呼吸病研究团队、退行

性疾病研究团队、中医药道地药材研究团队、中医药转化医学研究、经典名方与大健康产品研发中心、方正信号转导研究、仲景方药现代研究重点实验室、仲景方药现

代研究中心，每年研究经费2500多万元，承担各级各类科研项目三十余项，可以接纳高年级学生进团队，参与或辅助老师进行科学研究，也可将部分基础性的科研课题

融入到学生毕业设计中，参与科研立项、科研查新、实验设计、实验操作流程全过程等。也可在本科生老师指导下自发组成研究团队，将学生分成若干个课题小组，根

据专业特点，指派教师负责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全国挑战杯竞赛等学科竞赛和科研创新活动的辅导。

鼓励资助与人才培养相关的教学、科研活动以及论文发表、专利申请，促进科研活动向学生实践教学内容转化。

指派教师负责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全国挑战杯竞赛等学科竞赛和科研创新活动的辅导。

以教师科研方向作为学生毕业设计选题，建立以指导教师为核心的论文科研小组等。

方法三、组建科研兴趣小组，开展自主创新实验以学生兴趣为导向，组建兴趣小组，以中医药科学院为依托，根据研究内容遴选专家，参与指导学生，开展相关科学研

究。

三、研究结果

3.1实现了本科生 “三早”（早进课题、早进实验室、早进团队）

提高学生的整体科学素养。同时达到了教与学互补，带教老师教学、科研水平也得到了提升。发表论文7篇。

论文题目期刊名称期刊等级发表时间对象（填写主持人/成员）作者位次中医药国际联合实验室助力创新能力提升实验室研究与探索中文核心2021-06郝莉谢治深李瑞琴

张振强

第2名

第4名

第5名

通讯科学研究反哺教学在药学专业教学中的探索和研究中医药管理杂志国家级期刊2021-10龚海燕李瑞琴张振强

第1名

第4名

通讯探索科研实验平台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提升研究生综合素养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国家级期刊2021-02李瑞琴闫敏袁永张振强

第1名

第3名

第4名

通讯综合设计性实验对医学本科生实验操作能力的培养教育现代化国家级期刊2021-01郝莉张振强

第3名

通讯基于微信平台的中医院校综合设计性实验教学改革探析_张紫娟中国新通信国家级期刊2021-01郝莉振强

第2名

通讯基于互联网的混合式教学在人体解剖学循环系统的应用中国新通信国家级期刊2021-03郝莉张振强

第1名

通讯基于科研实验中心的大学生科技创新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中医药管理杂志国家级期刊2021-09张振强通讯信息化时代下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提升探讨中国新通信

国家级期刊2020-12郝莉张振强

第2名

通讯

3.1.1进入实验室研究及完成毕业设计300人。

3.1.2申请各级各类大学生创新项目、参加大学生挑战杯竞赛、参与申请发明专利

申请2020 年河南省高校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3项，2020 年河南省本科高校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8项，2020年度河南中医药大学大学生创新

学习项目立项10项，直接受益学生105人；获得大学生挑战杯竞赛一等奖1项；申请发明专利9项，受益学生 22人次。（详见一览表）。

2020 年河南省高校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名单项目编号项目名称项目类别带教老师项目成员1202010471022河南中医药大学菖蒲益智丸加减对阿尔茨海

默病的作用及机制研究创新训练项目孙瑞芹张振强任裕杰程威豪张赤道曹文佳徐畅2202010471014病毒、VLP（病毒样颗粒）和其他未知病原体超微结构成像关键技术

研究创新训练项目孙宁刘湘花胡雨荷李欣欣李佳梦李春鹏魏珂3202010471016基于OPG/RANK/RANKL 信号通路探讨左归丸对去卵巢骨质疏松大鼠的影响创新训练项目

孙河龙尚立芝闫鸿豪李耀洋张光远毛梦迪2020 年河南省本科高校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名单1S202010471038基于NF-κB 的金匮泽泻汤干预高脂血症小鼠脂

肪性肝炎研究创新训练项目谢治深徐江雁梁佳笑杜月月关鑫鑫吴春阳杨雪明2S202010471046白术内酯体外抗氧化活性研究创新训练项目王潘张振强许梦莎张增孝冯研

研任美霖姬乾3S202010471048基于NF-κB 信号通路探究莫诺苷对阿尔茨海默病模型大鼠的影响创新训练项目宋军营张振强王洪刚杨欣悦张心怡刘欣闫玲玲

4S202010471021基于鼻腔给药策略雷公藤甲素纳米药物调控脑部神经炎症的研究创新训练项目曾华辉王培智张祎苏洁欣荣梦鹏程相义任翎嘉5S202010471013河南中

医药大学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创新训练项目陈晓辉裴兰英于子轩王选阳刘钦李玲玲冯玉博6S202010471003五行音乐联合金匮肾气丸合二仙汤加味对肾阳虚型抑郁

大鼠的影响创新训练项目尚立芝张光远李耀洋孙烁陈文哲郭海城7S202010471041河南中医药大学甘露糖多磷酸化物合成研究创新训练项目董春红胡玉龙丁雯昕王宁赵

林豪李永正吴佳洁8S202010471045基于P-Akt/Akt信号通路探讨胆囊收缩素类似物对帕金森病的神经保护作用创新训练项目陈晓辉张紫娟刘钦于子轩王静茹刘帅旗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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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2020年度河南中医药大学大学生创新学习项目立项资助一览表项目编号项目名称主持人带教老师资助经费（元）1CXXM2020021基于鼻腔给药策略雷公藤甲素纳米药

物调控脑部神经炎症的研究张祎曾华辉王培智30002CXXM2020022菖蒲益智丸加减对阿尔茨海默病的作用及机制研究任裕杰孙瑞芹张振强30003CXXM2020014病毒、

VLP（病毒样颗粒）和其他未知病原体超微结构成像关键技术研究胡雨荷孙宁30004CXXM2020016酸枣仁汤对抑郁模型大鼠海马内炎症因子的影响李耀洋尚立芝

30005CXXM2020038基于NF-κB的金匮泽泻汤干预非酒精性肝炎研究梁佳笑谢治深徐江雁30006CXXM2020041甘露糖多磷酸化物合成研究丁雯昕董春红胡玉龙

30007CXXM2020045基于p-Akt/Akt信号通路探讨胆囊收缩素类似物对帕金森病的神经保护作用刘钦张紫鹃陈晓辉30008CXXM2020046白术内脂体外抗氧化活性研究许

梦莎王潘张振强30009CXXM2020047坚持中西医并重，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王正国张玉敏300010CXXM2020048基于NF-κB信号通路探究莫诺苷对阿尔茨海默病模型

大鼠的影响王洪刚宋军营张振强3000申请发明专利9项，受益学生22人次

1. 冬青苷O在制备防治老年痴呆的药物中的应用

张振强袁永谢治深蒋亚丽王潘宋军营曾华辉苏运芳孙丽敏李中华马金莲赵建平高改张俊霞

2. 冬青苷O在制备抗炎的药物中的应用

谢治深张振强袁永王潘赵建平王辉宋军营蒋亚丽曾华辉苏运芳李中华马金莲高改张俊霞

3. 毛冬青皂苷B1、B2或B3在制备抗炎药物中的应用

谢治深袁永王潘宋军营张振强蒋亚丽曾华辉苏运芳李中华马金莲赵建平高改张俊霞

4. 蒲公英甾酮在制备防治老年痴呆的药物中的应用

张振强谢治深袁永宋军营陈晓辉曾华辉蒋亚丽王潘马金莲孙丽敏苏运芳张俊霞

5. 通关藤苷I或通关藤苷G在制备抗炎的药物中的应用

袁永谢治深王潘张振强蒋亚丽宋军营曾华辉苏运芳李中华马金莲赵建平高改张俊霞

6.吴茱萸内酯在制备抗炎的药物中的应用

谢治深袁永张振强高改王潘宋军营曾华辉王辉苏运芳李中华马金莲赵建平蒋亚丽张俊霞

7.新西兰牧荆苷在制备防治老年痴呆的药物中的应用

张振强袁永谢治深付钰蒋亚丽宋军营曾华辉马金莲李中华孙丽敏苏运芳高改赵建平张俊霞

8.一种茶粕用作miR-370抑制剂及用于降血糖的用途

谢治深张振强刘佩蒋亚丽李宁赵振彪宋军营袁永

9.一种雷公藤甲素-羧化壳聚糖偶联药物的制备方法及应用

曾华辉张振强闫敏张岚宋军营袁永谢治深武香香

第十五届“挑战杯”河南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

编号项目名称指导老师项目成员获奖时间1六味地黄丸含药血清对β-淀粉样蛋白损伤PC12细胞中FoxO3a/p-FoxO3a蛋白表达的影响宋军营袁永房红锴，赵盼盼，陈坤

，田慧宇，安齐文，陈欣怡，周泓颖，郭凤悦2021.6

3.2  构建“科研反哺教学”的实施模式

借鉴国内外高校的成功范例，结合本校实际，构建中医院校“科研反哺教学”的实施办法，并汇集成文件（试行）。

3.3  制定出一套“科研反哺教学”的教学管理文件（试行）

从“科研反哺教学”的实施模式及质量管理办法、规章体系和具体方法中，探索制定出一套“科研反哺教学”的教学管理制度文件（试行），提交至中医药科学院，待

条件成熟时，逐步推广应用。

3.4  建立“科研反哺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以本科生的参与人数、课业成绩、撰写论文、书写专利、大学生创新项目、就业率、考研率等作为考核指标进行评价。

附件：01. “科研反哺教学”的实施模式

02. “科研反哺教学”教师岗位聘任方案

03. “科研反哺教学”招募实验助理、科研助手方案

04. “科研反哺教学”实验室学生守则

05. “科研反哺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01. “科研反哺教学”的实施模式

02. “科研反哺教学”教师岗位聘任方案

03. “科研反哺教学”招募实验助理、科研助手方案

04. “科研反哺教学”实验室学生守则

05. “科研反哺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四、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已完成项目立项时确定的研究目标和实施方案。

4.1  发表相关学术论文8篇（中文核心1篇）

4.2  学生参与授权专利9项，立项各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21项。

4.3  建立“科研反哺教学”的实施模式及全面质量管理办法；建立“科研反哺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制定相关管理办法文件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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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讨论及应用前景

本项目，基于目前许多学校“学生创新动手能力差”“教学与科技前沿严重脱节”“科研资源不能被本科生利用”等问题，立足于本校教学与科研的实际状况，充分利

用学校的科研资源服务于教学，并将最新科研成果引入课堂教学。项目充分落实“以本为本”，实现以“研”促“本”，提高了学生的整体科学素养； 以大型仪器共享

平台为依托，招募实验助理；依托教师科研项目，立项大学生创新创业课题和毕业设计选题；组建科研兴趣小组，开展自主创新实验。通过研究改善了目前的状况，实

现了科研与教学的相互统一、相互促进，实现了本科生 “三早”开拓了开阔视野、拓宽知识面，激发了学生学习及科研的兴趣，增强了创新动手能力，并总结经验探索

出一套可行的“科研反哺教学及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体系”的实施的模式、管理办法，并形成了值得借鉴的文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本成果已在河南省推拿职业技术学院、黄河科技大学、树清医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生命科学院、新乡医学院基础医学院得到推广应用，对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及充分

利用科研资源反哺教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研究，不断总结经验，多和相关院校交流，多方听取意见，取长补短，进一步完善该研究的模式、管

理办法、评价体系。尤其是评价体系因为课题实施时间短，评价的远期效果尚未显现，尚需要进一步完善。

项目负责人（签章）：

年月日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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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反哺教学在药学专业教学中的探索＊

龚海燕　李瑞琴　陈志红　杨文胜　李军　张振强

河南中医药大学中医药科学院　（河南郑州　４５００４６）

摘要：结合河南中医药大学药学类共享平台实际，探索平台大型精密仪器用于药学类专业本科生实验教学的作用，推

进科研资源与本科生教学融合，将科研成果用于教学，提高平台的内涵建设，培养了医学生的科学素养和创新意识。

关键词：药学实验教学；药学共享平台；科学反哺教学；创新人才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　　　　文献标识码：Ａ

　　科研是教学的“源头活水”，没有科研做支撑，大

学的课堂教学就会失去“灵魂”。著名科学家钱伟长

曾指出：“教 学 没 有 科 研 做 底 蕴，就 是 一 种 没 有 观 点

的教育。”多年 来，专 家 和 学 者 对 高 等 院 校 教 学 和 科

研的看法 各 有 不 同。有 人 认 为，教 学 与 科 研 之 间 存

在负相关 关 系。高 校 教 师 时 间 和 精 力 有 限，科 研 型

教师虽然科研成果较多，但教学参与量少；教学型教

师虽然教 学 工 作 量 多，但 科 研 成 果 少。一 些 地 方 院

校还出现“重 科 研、轻 教 学”或“重 教 学、轻 科 研”情

况。教学和科 研 都 是 高 校 的 工 作 重 点，两 者 的 有 效

融合是高校的工作方向［１］。对于中医药院校教师来

说，如何将前沿研究融入教学，依托科研项目提高学

生素养，培养综合能力十分重要。
本科生参与科研活动是高校必须承担的教学义

务之一。然而在我国大多数高等中医药院校的本科

教育中，科研实践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近年来，国

家对高等院 校 的 科 研 投 入 节 节 攀 升，从 中 央 到 地 方

均提供了有大量的经费和项目支持。随之而来学校

各种学术科 研 平 台 和 团 队 高 速 发 展，各 种 高 水 平 论

文和科研成果层出不穷［２］。但其学术科研价值无法

及时在本科生教育中得以充分体现。若能药学的本

科教学能有 效 利 用 这 些 科 研 资 源，不 仅 可 以 提 高 学

生的理论结合实际能力，增强创新意识，还可提高科

研资源，尤其是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这也是对社会

资源的一种利用［３］。

１　平台简介

高校实验室中的大型科研仪器设备是大学生创

新实验、科 研 的 重 要 依 托［４］。药 学 类 共 享 平 台 是 学

校的主要分析型共享平台，有完善的大型分析仪器，
如高效 液 相 色 谱 仪、气 相 色 谱 仪、离 子 色 谱 仪、气 质

联用仪、液 质 联 用 仪、超 临 界 流 体 仪、制 备 液 相 色 谱

仪、超高液相色谱仪、紫外光谱仪、红外光谱仪、荧光光

谱仪、十万分之一天平等。历年来，其对校内师生的开

放度、仪器使用率和共享率都非常高。平台有完善的

实验室开放机制，有能力培育更多的综合性创新性实

验、大学生“挑战杯”、大学生苗圃等等项目。
参与“科 研 项 目 反 哺 教 学”研 究，是 本 科 生 步 入

研究生的良 性 过 度［５］，不 仅 能 拓 宽 科 研 项 目 转 化 的

资源范围和途径，增强实验教学内容的前沿性、新颖

性和 趣 味 性，还 可 促 进 教 学 与 科 研 的 互 助 促 进 和 融

合发展。推 进“科 研 项 目 反 哺 教 学”研 究 成 果 的 应

用，能够强化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独立创新意识，
使学生在项目选题、方案设计、实验技能、结果分析、
论文撰 写 等 方 面 的 综 合 能 力 得 以 明 显 提 升［６］。因

此，其对创新人才培养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２　依托科研项目提升学生毕业设计选题

河南中医药大学中医药科学院药学专业以每年

的本科毕业实习生为对象，以科研项目为依托，从教

师科 研 项 目 中 筛 选 出 可 转 化 的 教 学 实 验 项 目，将 教

师的 国 家 级、省 级 或 校 级 的 科 研 项 目 进 行 多 级 分 解

（若干子课题），以子课题的实验目的为导向，开展本

科生 毕 业 论 文 设 计，以 提 升 本 科 生 的 毕 业 论 文 设 计

能力，自主选择毕业论文实验项目，并在教师指导下

进行实验研究，教师根据实验进度或数据的科学性、
完整 性，指 导 学 生 撰 写 作 为 可 转 化 实 验 项 目 源 的 研

究论文或申请专利等。

　＊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项目编号：２０１９ＳＪＧＬＸ２９３）；全 国 中 医、中 药 学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教 育

指导委员会课题（项目编号：２０１９０７２３－ＦＪ－Ｂ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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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组建科研兴趣小组，开展自主创新实验

从全校招募有科研兴趣的高年级本科生进入药

学类实验体系，让其自主选择感兴趣的实验体系，综

合运用 所 学 知 识，经 过 独 立 思 考，分 析 问 题，在 老 师

的指导下发 挥 自 身 的 能 动 性，自 行 设 计 出 涉 及 多 学

科的综合性实验，并进一步实施，使其初步的科研能

力、科研思维得以培养。

４　科研反哺实例

以教师 的“山 茱 萸 质 量 快 速 评 价 研 究”项 目 为

例［７－８］。学生首先整理实验内容。查阅相关文献，了
解近红外光谱的原理和特点，如适用范围广；绿色环

保；可 测 定 样 品 的 非 化 学 性 质；穿 透 力 强、吸 收 强 度

弱；可使用 光 纤 传 输 等。掌 握 近 红 外 技 术 的 四 个 基

本流程：①收集样品：收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校正和

验证代表 集。②测 定 标 准 化 学 分 析 值：用 标 准 化 学

分析方法测 定 校 正 和 验 证 样 品 集 的 理 化 性 质 数 据。

③建立校正 模 型：将 样 品 中 各 待 测 成 分 的 理 化 性 质

数据与通过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获得的图谱相关联

建立定 量 模 型 以 及 进 行 模 型 优 化。④预 测 未 知 样

品：对建成 的 校 正 模 型 进 行 实 际 预 测 分 析。⑤可 使

用光纤 传 输。了 解 近 红 外 光 谱 在 中 药 中 的 应 用 研

究。对山茱萸 名 称、产 地、真 伪、性 味 功 用 等 方 面 进

行文献考证。了解中国药典中如何对山茱萸药材进

行质量分析。
然后学生分两组设计实验方案，做成ＰＰＴ进行

小组汇 报，老 师 进 行 点 评 和 引 导，根 据 实 验 目 的，得

到最终合理的１～２个 实 验 方 案。之 后 学 生 写 出 具

体实验步骤，开始实验前期的准备工作。
根据山茱萸的产地分析收集样品。扫描样品的

近红外光 谱 图。参 考 药 典、相 关 文 献 确 定 山 茱 萸 中

马钱苷、莫 诺 苷 的 高 效 液 相 色 谱 测 定 方 法。并 对 其

进行方 法 学 考 察，对 方 法 的 精 密 度、线 性 关 系、重 复

性考察、稳 定 性 实 验、加 样 回 收 率 进 行 考 察，计 算 其

相对标准偏差ＲＳＤ值来确定方法的可靠性。测定样

品中的马钱 苷、莫 诺 苷 含 量；水 溶 性 浸 出 物 的 含 量；
醇溶性浸出物的含量；药材的水分含量。

实验过程中，学生会有各种实验操作、精密仪器

使用、软件使用的问题，老师随时进行指导。接着将

各指标测定结果及近红外图谱输入定量分析软件包

进行数据处理，采用偏最小二乘法算法，根据不同的

性能参数评价并建立定量分析模型。然后对模型进

行验证，根 据 验 证 结 果 评 价 模 型 的 性 能。学 生 整 理

以上实验结果，将实验结果写成实验报告，并制作成

ＰＰＴ进行结果汇报。
常规的本科 生 实 验 教 学，学 生 主 要 进 行 的 是 验

证性实验，不 参 与 实 验 内 容 设 计。由 于 教 学 用 仪 器

数量 和 学 时 有 限，只 有 少 数 学 生 能 亲 手 操 作 大 型 仪

器，大部分人在仪器旁观操作，将少数人操作得到的

数据进行 计 算 和 整 理，然 后 完 成 实 验 报 告。老 师 通

过批改实 验 报 告，掌 握 学 生 实 验 效 果。这 使 得 学 生

缺乏自主 动 手 解 决 问 题 的 能 力。而 通 过 科 研 反 哺，
让学生参与到综合性实验中，不仅知道如何做，而且

知道为什 么 这 样 做。测 定 山 茱 萸 指 标 含 量 时，不 仅

使学 生 理 解 了 高 效 液 相 色 谱 仪 的 工 作 原 理，还 有 利

于以后使用高效液相色谱仪时触类旁通，举一反三。
“科研反 哺 教 学”实 现 了 科 研 与 教 学 相 互 促 进，

将最 新 的 科 研 前 沿 纳 入 本 科 教 学，不 仅 充 实 了 教 学

内容，还让本 科 生 尽 早 参 与 科 研，了 解 科 研，开 阔 视

野，拓宽知识面，激发其学习兴趣，增强动手能力，巩

固课堂基本知识，培养其创新意识及创新能力，提高

科学素养。结 果 显 示，学 生 一 致 认 为 此 次 训 练 对 毕

业后的科研工作有很大帮助。
总之，科研 反 哺 教 学 的 实 验 构 想 能 够 促 进 教 学

与科 研 融 合，对 于 药 学 创 新 人 才 培 养 具 有 积 极 的 推

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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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 规划》提出，

“支持各级各类学校建设智慧校园，综合利用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技术探索未来教育 教学新模式”[1]。

因此，教育信息化是高校教学改革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必然

产物。中医中药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辛苦与智慧的结晶，是

传统文化的精粹所在。近年来，随着《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

纲要（2016-2030 年）》和《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

（2016-2020 年）》的实施，中医药正加速度迈向国际市场 [2, 

3]，但因中医药复方治病的特殊性以及其组方成分的复杂性，

导致中医药在科技创新以及国际发展中受到极大限制 [4]。各

中医药院校作为医学教育的主阵地，要顺应中医药国际发展

动态，摒弃僵化的观念和腐朽的思想，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注重人才创新思维的培养 [5]。新时代教育背景下的中医药人

才应当顺应潮流的发展，不仅具备严谨的中医基础理论知识

以及辩证思维，还应具有现代医学实践技能以及科学的创新

性思维，从而顺应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的潮流，促进国内外的

交流与合作，使中医药能够更好地走向世界为全人类服务[6]。

更好地使中医药走向世界最强有力的手段是借助现代化

信息学发展，致力于在中医院校培养出具有现代化创新思维

的以及具有国际视野的创新型人才。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

化的高速发展，各种网络信息工具如校园网站，数据库，微

博，QQ，微信等被应用到教学中来。而微信以其简便、灵

活及易操作等优点越来越受到学生及老师们的青睐。通过建

立微信互动平台，能够方便快捷的传递各种文字、图片、语

音甚至小视频等，从而有利于新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对多元化

及个性化信息的需求。学生通过微信等现代化信息手段的学

习与交流，充分利用网络学术资源，与校内外甚至国际学者

进行交流与学术探讨，是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师生获得信息的

重要手段。

相对于西医院校，中医院校实验课程较少，学生动手能

力普遍较弱，课堂缺乏互动性。因此，自2012级仲景班开始，

我校逐步开展以培养学生动手能力为主的医学综合设计性实

验 [7]。该课程授课时间为本科生大三开学的第一周，因受

时间及空间的限制，一周实验课的开设明显无法满足多数学

生对知识的多方位理解以及科研的兴趣，因此，如何利用课

堂之外的时间更好的培养学生对所设计课题的全面了解以及

基于微信平台的
中医院校综合设计性实验教学改革探析

□张紫娟    郝莉    曾华辉    宋军营    张振强（通讯作者）    河南中医药大学

【摘要】    教育信息化是高校教学改革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必然产物。随着网络信息化的高速发展，各种网络信息工具被应用到教

学中来。而微信以其简便、灵活及易操作等优点越来越受到学生及老师们的青睐。但微信并非专业教学软件，其不良信息的屏蔽、网

络使用的监管以及考核体系的制定是需要重视的现实问题。因此，高校应当充分利用微信优越性的同时，抓好多媒体教学改革时期的

制度建设，在使用微信教学过程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创造更加优良的微信教学环境。

【关键词】    教育信息化    微信    网络信息    多媒体教学改革

尚处于启蒙阶段的科研兴趣，是我们多年来一直努力的目标。

多功能微信平台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我校综合设计性实验教

学改革的进程，呈现了更加优质高效的教学效果。

一、中医院校综合设计性实验教学存在的问题

1.1 课时少，课堂互动较少

相比于西医院校，中医院校综合设计性实验内容较少，

学生日常学习以中医

知识为主，因此，以西医基础实验为核心的的综合设计

实验无形中所分配学时较少，从而导致学生动手能力较弱，

尤其近年来的高效教学改革，使得许多实际课堂学时更加缩

减，在这种情况下，带教老师几乎没有课堂时间用来讲授跟

实验设计相关的一些基础理论知识。了解一些最新的科研前

言动态的发展是进行设计性实验最必不可少的一环，但因为

课时所限，这些师生互动的内容均无法在课堂上完成，从而

导致师生互动必须通过“第二课堂”如一些多媒体手段在课

下完成。

1.2 课时集中，上课空间受限

全校不同专业综合设计性实验的开展均在我校基础医学

院实验教学中心完成，

而实验教学中心尚承担我校几乎所有院系的机能学、形

态学、解剖学以及预防医学等的全部实验课，这些验证性实

验的开设一般从第二周开始，因而综合设计性实验只能被安

排在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周，实际可以利用的时间只有 5 天，

短时间内学生需要掌握所有综合设计性实验所使用到的实验

操作，尤其是动物实验，许多未接触的实验操作是难点，学

生只能在课堂上完成，实验过程中遇到的有些问题可以通过

师生课堂互动来解决，但有些问题因为时间有限只能利用课

余时间，因而操作简单、推送方便的微信公众平台成为师生

课后交流的主要工具。

二、微信公众平台建立及使用现状

相对于只参与过验证性实验的大三本科生而言，综合设

计性实验所涉及的基础知识广泛、实验操作内容更是繁琐复

杂，学生首先要在实验前结合以往所学的理论知识以及查阅

现代化常用实验技术进行课题的选题，然后设计实验内容，

选取合适的实验方法，以及所使用的仪器设备和实验耗材，

实验进度的安排等，从而制定能够满足本实验时间和空间相



227

Internet  Health 
互联网 + 健康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2019SJGLX075Y，2019SJGLX293），全国中医、中药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

会课题（20190723-FJ-B02），河南中医药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立项项目 (2019JX42)

张紫娟 (1978- )，女，河南夏邑人，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医药防治神经退行性疾病。

通讯作者：张振强（1971-），男，河南伊川人，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医药防治神经退行性疾病。

对可行的实验设计，这些问题均无需课堂完成，未来方便快

捷的完成以上操作并更加优化的推动师生互动，带教老师申

请建立微信公众号，将与实验相关的课程资源如实验相关文

献的查阅和分享，实验耗材的选定方法，实验进度的安排等

发至微信群，以帮助学生自主学习的完成，带教老师也会时

常发布与本课题有关的最新科研前言动态，拓展学生的视野，

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思维能力 [8]。

2.1 微信公众平台辅助教学的优势

目前，大学校园以 95 后为主，他们更加注重个性的呈

现，是新技术以及新思想的代表性前沿群体[9]。经调查表明，

目前国内各大专院校学生均有自己的微信号，手机也是现代

人必不可少的通信工具，通过微信进行交流是学生间沟通的

主要方式。相比于之前的短信交流，微信交流更加灵活和智

能，学校为了方便师生交流，进行了全校范围内的 WI-FI 覆

盖，由此学生可以免费使用微信上网，减少了学生的日常花

费，对于家庭困难的学生更是给与了极大的帮助。对于一些

平常比较腼腆，不善于师生面对面进行表达的同学，微信交

流更是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学生把相关问题发至微信群，

老师对学生的问题进行解答，便捷的沟通方式赢得了广大师

生的喜爱，并且节约了课堂时间，极大限度的利用课余时间，

解决了综合设计性实验时空限制的约束，满足了学生课堂内

外对知识的渴求，也使得教师更好的把控实验进度，学生也

可以对课题的思路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增强了师生关系

的融洽度以及实验教学的针对性。

2.2 微信公众平台辅助教学的弊端及其改进

微信虽是人类科技的一大进步，甚至不用出门就能够获

取一切资源，微信支付、微信微商、生活缴费等。但是，它

的弊端也随之显现。当前，微信用于高校教学还存在有效移

动学习资源较少、信息传播碎片化、信息传播效果难以保障、

不良信息聚集等问题 [10]。有些学生认为老师会把课题的相关

信息或资料发至微信群，学生足不出户就能获得有效的学习

资源，看起来是好事，但实则不然，长久地利用网络，与现

实脱节，故而产生懒惰心理，疏于自己动手查询资料，养成

不善于思考的习惯，更有甚者以查询资料为名关注一些不良

网站，浏览一些不良信息，反而对学业造成不良影响。此外，

学生疏于写字，课题设计时出现错别字，甚至出现所谓的“网

语”。科研不是艺术,也不同于现实生活，如果不能有效地“管

控”学生对网络的过度依赖，伴随着这种高科技软件的进步，

就会使学生身心均受到影响，最终反而导致学习的退步。

因此，不能让学生养成过分依赖微信来获得学习效果的

习惯。综合设计性实验的重点依然是实验课堂上的动手操作

能力以及实验设计的可行性和先进性，微信只是课外之外对

课堂内无法获得或无法消化知识的额外补充，因此有条理地

平衡微信平台与实验课堂教学的关系，要以课堂授课为主，

微信教学为辅，让课堂教学与微信教学相互补充，以提高教

学质量 [11]。

三、结语

高校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摇篮，高等学校师生之间的交

流和互动是高校教学和科研的重要环节，如何更加高效地利

用现代化多媒体手段作为辅助解决师生教与学之间的矛盾，

使得网络信息化能够更好的为高校教学服务，是当前各高校

教学改革的必然趋势，但多媒体手段特别是微博微信等毕竟

不是专业的教学软件，其不良信息的屏蔽、网络使用的监管

以及考核体系的制定是需要重视的现实问题。

因此，高校应当充分利用微信优越性的同时抓好多媒体

改革时期的制度建设，致力于打造专业的现代信息化教学团

队，在使用过程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创造更加优良的微信

教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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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互联网 + 是指随着当今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科

技与各个领域相结合的一种新的发展形式 [1]。混合式教学是

指在“互联网＋”的理念下，将在线教学和传统教学优势结

合起来的一种线上 + 线下教学 [2]。两种教学方式的有机结合

既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又可把学生由浅到深地引向深度

学习 [3]。在当前的互联网 + 时代，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逐渐

融入到医学院校专业课程的教学中 [4]。人体解剖学是研究正

常人体形态结构的科学，属于生物学中形态学范畴，是医学

专业重要的基础课程。循环系统是人体解剖学的重要章节。

本研究探讨基于互联网 + 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融入到人体解剖

学循环系统教学中的应用效果。以我校 2020 级临床医学专

业本科一年级学生为观察对象，将人体解剖学与线上线下混

合式教学模式相结合，通过章节测试、调查问卷和学生自我

学习能力评价进行检测，分析了互联网 + 背景下线上线下混

合式教学模式在循环系统解剖学教学中的作用，以期为中医

院校人体解剖学的混合式教学奠定理论和实践基础。

一、教学效果评价

1.1 教学对象

本课题以我校 2020 级临床医学本科 1 班和 2 班的学生

为观察对象，由于两班在入学时是根据随机分配的原则产生，

所以年龄、性别、知识基础、能力基础和思政基础等方面均

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 2020 级 1 班 92 人，2 班 89 人，共

计 181 人。分为两组：1 班为对照组，2 班为实验组。对照

组使用传统教学模式，实验组融入基于互联网 + 的混合式教

学模式。

1.2 评价方法

1.2.1 章节测试

为了评价互联网 + 背景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在人体解剖

学循环系统中的应用效果，我们通过中国大学 MOOC 在线学

习平台对两组学生进行了循环系统章节测试。测试包括单选

题 15 道，多选题 5 道，判断题 10 道，问答题 2 道，总分 100 分。

测试成绩分为四个分数段进行统计：91-100 分、76-90 分、

60-75 分和 60 分以下。

1.2.2 课程满意度调查

循环系统学习结束后，我们通过问卷星进行问卷调查，

基于互联网 + 的混合式教学
在人体解剖学循环系统的应用

郝莉    张紫娟    河南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张振强    河南中医药大学中医药科学院

□

【摘要】  在互联网 + 时代，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逐渐融入到医学院校专业课的教学中。人体解剖学是研究正常人体形态结构的

科学，循环系统是其中重要的章节。本研究把基于互联网 + 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融到入人体解剖学循环系统教学中，并通过

章节测试、调查问卷和学生自我学习能力评价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基于互联网 + 的混合式教学可提高医学生循环系统解剖学的成绩、

课程满意度和学习能力。

【关键词】  互联网 +  混合式教学  人体解剖学

调查学生对循环系统解剖学教学和学习的满意度。调查内容

主要包括 10 个问题，例如目前教学模式是否有助于重点知

识的理解和记忆；是否有助于提高学习积极性；是否有助于

理论联系实践；是否有助于建立专业理念；对目前教学模式

是否满意等等。每个问题有四个选项，不同选项对应不同的

分值，最后计算总分。分数分为四个等级：非常满意（91-

100 分）、满意（76-90 分）、一般（60-75 分）和不满意

（60 分以下）级，课程满意度 =（非常满意人数 + 满意人数）

/ 班级总人数 ×100%。 

1.2.3 学生对自我学习能力评价

评价内容包括 10 个小问题，例如课前预习了吗？预习

中遇到问题时上网查阅了吗？课上参与回答问题了吗？参与

小组讨论了吗？课后按时完成作业了吗？画心脏和循环的思

维导图了吗？课后复习了吗等等。每个问题有三个选项，不

同选项对应不同的分值，最后计算总分。分数分为三个等级：

好（90-100 分）、一般（70-89 分）和不好（70 分以下）。

1.3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组间数据差异均采用 Graphpad Prism 6 的卡方检

验和 t 检验进行统计分析，P < 0.05 表示具有统计学差异。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学生章节测试成绩分析

表 1  学生循环系统测试成绩 ( 人数 )

分 组 60 分以下 60-75 分 76-90 分 91-100 分 合计 c2 P 值

对照组 5 41 43 3 92
11.26 0.010

实验组 0 28 52 9 89

从表 1 结果可以看出，两组学生成绩分布有统计学差异

（P =0.010）。对照组平均成绩为 73.47±7.03，实验组平均

成绩为 78.96±7.85，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这说明互联网 + 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可调动学生循环系统

解剖学学习的积极性，提高专业课的学习成绩。

2.2 学生对课程的满意度

从表 2 结果可以看出，两组学生对本章节课程的整体满

意度评价有差异，并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01）。对照组

学生课程满意度人数比例（75.00％）低于实验组（92.13％），

这个结果说明互联网 + 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可明显提高学

生对课程的整体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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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学生对课程满意度 ( 人数）

分 组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合计 c2 P 值

对照组 29 40 19 4  92
26.79 <0.001

实验组 61 21 7 0 89

2.3 学生对自我学习能力评价

表 3    学生对自我学习能力评价 ( 人数）

分 组 好 一般 不好 合计 c2 P 值

对照组 21 42 29  92
18.95 <0.001

实验组 47 30 12 89

从表 3 结果可以看出，两组学生对本课程的整体满意度

评价有差异，并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01）。而且对照组

学生对自我学习能力评价好的人数比例（22.83％）明显低于

实验组（52.81％），这个结果说明互联网 + 的线上线下混

合式教学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能力。

三、讨论 

3.1 基于互联网 + 的混合式教学可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

和课程满意度

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影响着医学教育信息化，改变着

教师的教学理念和学生的学习方式 [5]。在当前的互联网 + 时

代，混合式教学迅速被应用到医学基础课程的教学中。本研

究以我校 2020 级临床医学专业本科一年级学生为观察对象，

将互联网 + 背景下混合式教学模式融入到人体解剖学循环系

统教学中。线上丰富的学习资源是混合式教学的主要组成部

分，本研究让学生学习循环系统之前，通过中国大学 MOOC

在线学习平台观看微视频进行预习，通过网络和专业书籍搜

集循环系统相关资料如心功能不全、瓣膜疾病、心律失常、

冠心病、器官捐献及心脏移植等，这样既开拓学生的学习空

间，培养自学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又激发了学生的内在动力

和学习积极性，提升课程预习效果。线下是混合式教学的另

一主要组成部分，线下教学是基于前期线上学习成果而开展

的更加深入的教学活动 [6]，课前，教师针对学生线上学习效

果、提出的问题和课程培养目标进行备课；课中依次进行导

入、主要教学内容和归纳总结三个环节。与传统课堂教学模

式不同之处在于，混合式教学线下课堂的主要教学内容针对

性强，针对学生反馈的问题和培养目标的重难点进行讲解。

例如血液循环路径及特点—本章学习的第一个重点，也是循

环系统的总纲，课堂上教师会通过多媒体结合动画视频的方

法阐述本知识点，并引导学生建立整体观念。左右房室口二

尖瓣和三尖瓣组成和作用原理一直是心脏结构的难点，通过

预习不容易理解，课堂上会通过三维动画视频分步讲解两个

房室瓣的立体结构和房室口闭合、开放时的瓣膜状态，并结

合临床上的瓣膜疾病，引导学生理论知识和临床实际相结合。

还有牵涉到微观结构的心传导系组成和作用等等也需耐心讲

解。同时，线下讲解除了使用传统的多媒体课件和动画视频，

还加入了课堂派等新的教学手段，让学生及时参与讨论和提

问等活动环节，体现了混合式教学以学生为中心的核心理念，

提高他们的参与度、学习积极性和对课堂的满意度。

混合式教学离不开评价。教学评价主要包括两个核心环

节：对教师教学工作（教学设计、教学方法等）的评价和对

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即考试 [7]。本研究针对前者调查了学

生对课程的满意度，针对后者进行了循环系统章节测试。章

节测试结果显示：互联网 + 背景下混合式教学模式融入到解

剖学教学可明显提高学生成绩，而且对照组平均成绩明显低

于实验组平均成绩。课程满意度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对照组

学生课程满意度人数比例（75.00％）低于实验组（92.13％）。

问卷中关于目前教学模式是否有助于提高学习积极性的结果

表明，72.91％实验组学生认为有助于提高学习积极性，明显

高于 40.33％实验组。这些数据说明互联网 + 背景下线上线

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可激发学生的内在动力，提高学习积极性，

进而提高学习成绩和课程满意度。

3.2 基于互联网 + 的混合式教学可提高学生学习能力

混合式教学是基于网络教学平台及优秀教育教学资源库

开展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与学 [8]。为了进一步评价互联网

+ 背景下混合式教学在人体解剖学循环系统教学中的应用效

果，我们又调查了学生对自我学习能力的评价。结果显示：

互联网 + 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可明显提高学生对自我学习能力

的评价。实验组学生课前预习的人数比例 68.33% 大于对照

组的 42.56%，说明互联网 + 的混合式教学有助于学生课前

预习。课堂上，实验组学生回答问题的人数比例 78.16% 多

于对照组的 64.85%，实验组学生课上参与小组讨论的人数

比例 91.07% 多于对照组的 78.89%，说明互联网 + 的混合式

教学模式可促使更多的学生参与课堂活动。混合式教学的线

下课堂，在教师组织下，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教学活动有助于

激发内在动力，进入深度学习。例如学习体循环动脉管道时，

教师引入临床冠心病经桡动脉与股动脉的介入治疗手术；探

讨体循环静脉时引入静脉穿刺，学习淋巴系统时引入临床癌

细胞扩散等，引导学生建立理论联系实践的观念，形成对知

识的理解和迁移，考虑解决实际问题，实现深度学习。下课

后，教师通过课堂派布置作业。实验组学生课后按时完成作

业的人数比例 85.79% 多于对照组 72.15%，提示互联网 + 的

混合式教学模式有助于学生及时完成作业。循环系统是封闭

的管道系统，分布于人体各部，包括心血管系统和淋巴系统，

后者是前者的辅助管道。血液沿心血管系统循环不息，循环

的路径包括体循环和肺循环。循环系统知识体系体现了整体

与局部观念，课后让学生绘制思维导图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和

巩固这一观念。数据表明实验组学生绘制思维导图的人数比

例 89.85% 多于对照组的 70.94%，提示互联网 + 的混合式教

学模式有助于学生建立和巩固整体与局部观。另外，实验组

学生课后复习人数比例 70.14% 多于对照组 47.96%，说明互

联网 + 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有助于学生自觉性的提高，进行课

后复习。

值得关注的是，学生对自我学习能力的评价结果也让我

们看到了问题：实验组学生预习人数比例 68.33% 与复习人

数比例 70.14% 基本一致，实验组学生预习人数比例 42.56%

与复习人数比例 47.96% 相差不大，这些数据提示每组都有

部分学生的内在动力有待激发，学习主动性有待加强，自律

性是一个影响在线混合式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 [9]。同时提醒

教师既要关注线上资源的建设，力争将更多精品资源呈现给

学生，调动学生网络学习和课前预习的积极性；也要注重线

下课堂的教学设计环节，使得教学更加紧凑，吸引更多学生

参与进来，并发挥教师引导、启发、监控教学的作用，充分

体现学生参与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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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研究把基于互联网 + 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模式融到入人体解剖学循环系统教学中，并通过章节测试、

调查问卷和学生自我学习能力评价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基

于互联网 + 的混合式教学可提高医学生专业基础课成绩、课

程满意度和学习能力，形成了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引导相结

合的教学理念，这些为中医院校人体解剖学课程互联网 + 背

景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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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教学的教学方式和方法一直都较为灵活，中职教育

的最大特点，就是根据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比较早的就进行

特定的专业性，去分流形成以技术专业为指向的业余学生就

业的教学模式，在中职教育中烹饪专业教学是近年来比较火

热的方面，烹饪专业教学方式方法多样形式灵活，经过调查

研究发现，将 Photoshop 设计课程中游戏化的教学因素与烹

饪专业教学相结合，能够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本文将根据

在中职院校中的实际调查结果对于将 Photoshop 设计课程游

戏化教学的元素应用于烹饪专业教学的实际效果进行考察研

究，以提出一个关于中职烹饪专业教学中的新式教学方法，

即将 Photoshop 设计课程游戏化的元素与烹饪专业教学相结

合的教学方法。

一、中职 Photoshop 课程教学与烹饪专业教学

要探讨如何将中职 Photoshop 设计课程游戏化教学元素

应用在烹饪专业教学当中，我们就首先应当对于 Photoshop

课程教学与烹饪专业教学特点进行分开探讨以下，将对两者

进行区别探讨，比较两者的异同和可互通采纳之处。

如何将中职 Photoshop 设计课程游戏化教学设计
应用于烹饪专业教学中

□王春亭    江苏省滨海中等专业学校

【摘要】    如何能够将中职院校中烹饪专业的教学发展建设的更好，成为如今中职院校教育领域的重要问题，本文将立足于如今中

职烹饪专业的教学现状来探讨如何将中职 Photoshop 设计课程游戏化教学的元素应用在烹饪专业教学当中。

【关键词】    烹饪教学    Photoshop 设计课程    游戏化教学

总体来说，中职教育中，Photoshop 课程教学游戏化的

教学手段与烹饪专业教学的教学方法各有各的特点 Photoshop

课程游戏化教学主要是采取一种将 Photoshop 软件自身的兴

趣技能点与学生的兴趣，专业相结合的方式，在课堂上采取

游戏竞赛等途径来教专业知识的学习与教学的实际教学和学

生的学习相结合。Photoshop 设计课程的主要特点就是课堂

教学氛围比较轻松游戏化的因素较多，让学生能够无时无刻

地提起学习的热情和兴趣。

而烹饪教学在中职院校中的教学特点，就是以实操性为

主，烹饪本身就是一门需要实践经验的专业课程，在烹饪教

学中，一般的教师都会比较注重学生的实践性经验，在课堂

上采取实践为主理论为辅的教学方法，如果能将 Photoshop

设计课程中游戏化的因素与烹饪专业的实践性教学相结合，

就会使得烹饪专业的教学更加赋予灵活性，更加让学生能够

在教学之中感受到学习的乐趣，从而培养出更多对于烹饪有

兴趣的专业性人才。

1.1 中职 Photoshop 课程教学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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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研实验中心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重要平台，大学生通过参与科研实验，可在实验过程中发现问

题，对创新性的想法汇总整理，利用现有条件反复实验，得到创新性成果，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及实践能力，促进学生综

合能力的提高。将科研实验中心建设成为大学生科技创新的实践基地，在不增加经费预算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利用

现有资源，摸索适合科研实验中心可持续性发展的大学生创新培养模式。

关键词：科研实验中心；创新思维；实践能力；大学生；创新培养模式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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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创业能力是衡量人才质量和大学生全面发

展的重要指标，也是人才培养的主要目标［１－２］。科研

能够促进大 学 生 创 新［３］，科 研 实 验 中 心 是 培 养 大 学

生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重要平台［４］。创新人才培

养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任务［５］。利用这个平台进

行创新探索，能够使学生的学习目标真正落实到“以

促进创新能力发展为中心”，并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

创新、发明和 创 造，做 到“创 新 思 维 的 转 化”，真 正 理

解“想法－实施－成果－产权”之 间 的 关 系。开设大学生

创新实践是利用科研实验中心，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通过反复实验和专利撰写模板，掌握专利申报技术，以
及专利申报知识和知识产权知识等，促进综合能力的

提高。本文以多功能实验动物艾灸器的研发为例，阐
述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科研实验中心改革实践。

１　艾灸器研发的由来

艾灸是中医 临 床 治 疗 与 保 健 的 常 用 方 法，其 临

床疗效已 得 到 广 泛 认 可［６］。近 年 来，艾 灸 在 医 疗 保

健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青睐。为了确保艾灸的疗

效和安全，通常先要做动物实验［７－８］。目前动物艾灸

实验主要包括人为固定和仪器辅助固定。艾灸治疗

小鼠慢性应 激 抑 郁 模 型 的 实 验 发 现，传 统 艾 灸 存 在

诸多技 术 缺 陷，如 操 作 繁 琐、暴 力；动 物 固 定 不 牢 易

逃脱；艾灸部位单一，不够精确；安全系数低，易使动

物受到伤害，造 成 实 验 人 员 被 鼠 咬 伤；成 本 较 高，耗

时费力；仪 器 体 积 大，散 热 不 好，等 等［９－１０］。这 给 实

验推广带来了极大不便。

２　艾灸器的设计思路

在研究艾灸 对 抑 郁 小 鼠 的 实 验 中，因 现 有 的 艾

灸装 置 不 能 达 到 很 好 的 艾 灸 目 的，从 而 阻 断 了 实 验

进程。我们在实验中偶然发现５０ｍＬ离心管符合小

鼠的形体特征，故而产生了以５０ｍＬ离心管为主体，
设计一种集固定与艾灸于一体的实验动物艾灸器的

创新思维，以解决存在的问题。平面设计见图１。

图１　艾灸器平面设计图

　＊ 基金项目：２０１９年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项目编号：２０１９ＳＪＧＬＸ０７５Ｙ）；２０１９年全国中医、中药学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课题（项目编号：２０１９０７２３－ＦＪ－Ｂ０）；２０１９年 河 南 省 高 等 教 育 教 学 改 革 研 究 与 实 践 立

项项目（项目编号：２０１９ＳＪＧＬＸ２９３）；２０２０年河南省教育 科 学“十 三 五”规 划 课 题 项 目（项 目 编 号：２０２０ＹＢ０１３０）；

河南中医药大学大学生 创 新 项 目（项 目 编 号：ＣＸＸＭ〔２０１８〕０００６）；河 南 中 医 药 大 学 科 研 苗 圃 项 目（项 目 编 号：

ＭＰ２０２０－９２）。

３　艾灸器的研发过程 ３．１　设计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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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灸器主要 包 括 主 体、盖 子、插 板、支 撑 腿 和 底

板。主体上面一侧有翻盖，翻盖上有灸腹孔，能够放

小鼠四肢，使小鼠四肢外露，并用魔术贴固定。滑道

上装有滑 块，可 任 意 滑 动 到 指 定 的 艾 灸 部 位。滑 块

中间有镂 空 的 圆 孔，用 于 放 置 艾 条。滑 道 前 有 细 长

的卡槽，可安装带半圆形凹槽的插板，固定小鼠头部。
主体的下面有四个灸背孔，性能与灸腹孔类似。主体

后部有螺旋盖子，盖子上有动物尾巴伸出的圆孔。主

体前有圆孔，方便小鼠呼吸。主体的下部在灸背孔旁

有四个支撑腿，可将主体固定在底板上对应的凹槽处。
在以小鼠为实验动物进行艾灸的实际动物操作中，不
断发现问题并进行改进，改进内容见表１。

表１　艾灸器设计方案改进内容

设计方案

固定孔

数目

（个）

固定孔

形状

滑块／

滑道数

滑道长

度度／

毫米

卡槽位

置＊／

毫米

初步设计 ８ 圆形 １　 １８　 １８

二次方案 ８ 长椭圆形（横向） １　 １４　 ２２

三次方案 ４ 长椭圆形（纵向） ２　 １４　 ２２

最终方案 ４ 长椭圆形（纵向） ２　 １４　 ２２

　注：＊卡槽位置：卡槽前沿距呼吸孔距离。

３．２　最终设计方案

艾灸器主要 包 括 主 体、插 板、盖 子、支 撑 板 和 底

板５部分。主 体 的 一 侧 有 可 翻 开 的 盖 子，翻 盖 上 有

矩形滑道，用 于 艾 灸 小 鼠 的 背 部，滑 道 上 装 有 滑 块，
可滑动到指 定 的 艾 灸 部 位，使 艾 灸 部 位 增 多 且 定 位

更加准确；滑块中间有镂空的圆孔放置艾条；主体下

面与上面的滑道对应处设置相同滑道用以艾灸小鼠

腹部；主体两侧各有两个长方形孔，用于固定小鼠四

肢；在主体上面滑道的前面有细长卡槽，可插入用以

固定小鼠头 部 的 插 板 固 定 小 鼠 头 部，方 便 下 一 步 固

定小鼠的四肢，使小鼠整体固定牢固；主体头部有圆

形开孔，便 于 小 鼠 呼 吸；主 体 后 部 有 螺 旋 盖 子，盖 子

上有可让动物尾巴伸出的圆孔，使小鼠更舒适；主体

可卡放在固 定 于 底 板 对 应 凹 槽 处 的 两 个 支 撑 板 上，
使 艾 灸 时 圆 柱 形 主 体 不 滚 动，以 防 影 响 实 验 效 果。
还可根据不同的动物体型，进行不同规格的制作，对

小鼠、大鼠、兔子等动物的腹部、背部进行艾灸实验。
艾灸器最终设 计 三 维 图 见 图２，艾 灸 器 最 终 设 计３Ｄ
打印模型见图３。

３．３　实验验证

神阙穴位于脐中，内及脾胃，其功能、主治又多与

图２　艾灸器三维图模拟图

图３　艾灸器３Ｄ打印模型

消 化 系 统 有 关，故 本 实 验 选 用 神 阙 作 为 刺 激 穴 位。
艾灸神阙 穴 对 小 鼠 的 小 肠 推 进 功 能 有 明 显 抑 制 效

应［１１］，小肠的推 进 百 分 比 降 低。采 用 小 鼠 炭 末 推 进

实验对艾 灸 器 的 功 能 进 行 验 证。经 过 数 据 分 析，艾

灸组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与传 统 艾 灸 组 相 比 无 统 计 学 差 异，说 明 了 艾 灸 器 的

有效性。见表２。

表２　小肠推进长度的比较

组别 只数
推进长度

（ｃｍ）
小肠全长

（ｃｍ）
推进百分比

（％）

对照组 １０　 ２９．５２±４．２０　５３．８９±２．９０　５４．９９±３．４５

传统艾灸组 １０　 ２８．２１±６．８４　５０．６７±１．８６　５２．４４±９．１１

艾灸器组 １０　 ２５．８０±５．０３　５１．６０±２．４６　５１．５６±６．４４＊

　注：＊Ｐ＜０．０５，艾灸组与对照组比较。

４　艾灸器的优点及创新之处

本艾灸器是学生在实验过程中自主发现并在指

导老师的指导下设计的，是学生创新思维开发、创新

能力的体现、创新成果研发的一个重要项目。利用科

研实验中心培养学生创新思维，是科研实验中心创新

性改革的重要内容。艾灸器设计合理，结构简单，使用

安全、方便，实用性强，省时省力，功能多样，固定牢固，
散热好，体积小，艾灸定位精准。此外，其创新之处在

于定位精准、固定方便、便于散热、功能多样。

５　创新实践模式

以科研实验中心构建本科创新实践培养平台，是
未来教学改革的方向。大学生参与科研，在科研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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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导下，从项目本身和发现科学问题两个方面进行

探索，从实验设计中获取科研思路，从实验操作中学习

先进技术，从实验数据分析中学习统计方法，从论文撰

写中掌握写作技巧。同时，在进行科学问题探索的过

程中，感悟“创新思维－实验验证－创新性成果－知识产权

保护”的魅力，提高自主学习探索的兴趣，提升创新思

维和实践能力，促进高校实验教学改革，逐步形成以促

进创新能力发展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见图４。

图４　以科研实验中心为平台的大学生创新培养模式示意图

６　展望

一种多功能 实 验 动 物 艾 灸 器 的 成 功 研 发，也 是

利用科研实验中心构建学生创新研究实践基地探索

的成功，能让本科教学真正落到“以促进创新 能 力 发

展为中心”，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促进“创新思维的

转化”上，使学生理解“想法－实施－成果－产权”之间的

关系。这不仅 是 大 学 生 教 学 改 革 的 一 个 跨 越，也 为

以科 研 实 验 中 心 为 载 体，为 构 建 学 生 创 新 研 究 实 践

平台 提 供 一 种 借 鉴 模 式，为 大 学 生 和 教 师 在 创 新 成

长的道路上提供了一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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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信息化手段被应用到生活的

方方面面。高校是培养人才的摇篮，高校教育信息化更是顺

应时代发展的产物。高校教育信息化是利用优质的信息资源，

将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与信息化相结合，充分利用信息化高效

便捷的手段为教育教学改革助力，从而实现教育与信息化发

展的双赢局面，不断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 [1]。

随着社会各行业对人才需求的急速上升，我国人才培养

模式也从普通本科教育逐步向研究生教育过渡。研究生作为

我国高尖人才培养的后备军，是高校科研工作的主要承担者，

研究生培养模式以及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的提升关系到高校

高层次人才培养教学改革的成败，体现了我国人才培养实践

创新能力的整体水平，直接影响到我国目前甚至未来几十年

的科技发展水平。

因此，如何更好地培养研究生思维以及实践创新能力的

提升是我们多年来一直努力的目标。信息化技术水平的出现

极大地推动了我校中医药专业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提升的进

程，呈现了更加优质高效的教育教学改革效果。

一、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提升存在的问题
1.1 创新实践体系不完善
目前，我国各大院校在研究生培养模式上均采用一对一

培养的单导师制，研究生入校第一年实行与本科教学相似的

学分考核制。在本学年中，多数研究生的生活是按部就班的

上课——写作业——期末考试，在有限的研究生三年培养期

限内，多数研究生本该用于科研的宝贵时间白白浪费。在信

息化时代信息爆炸的影响下，针对以上问题，如果能够运用

多媒体以及信息化手段比如采取线上授课形式，研究生导师

首先与学生密切接触与沟通，将自身专业化、系统化、前沿

化的知识提前传授于学生，从而启发学生多方位逻辑思维能

力的提升。

研究生第一年开设课程多数为专业基础课，有些专业甚

至把传授给本科生的课堂 PPT 继续为研究生课堂所用，在任

课老师的人选上，有些学科并未对专任研究生授课老师进行

特别培训，而是很随意地安排一些学科老师去授课，从而影

响到授课质量。此外，在课程设置上，课堂内容单一，可选

课程有限，传统填鸭式教学依然占据课堂的主流地位；在学

信息化时代下
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提升探讨

□张紫娟    郝莉    曾华辉    宋军营    张振强（通讯作者）    河南中医药大学

【摘要】    高校教育信息化是利用优质的信息资源，将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与信息化相结合，充分利用信息化高效便捷的手段为教育教

学改革助力。研究生作为我国高尖人才培养的后备军，是高校科研工作的主要承担者，研究生培养模式以及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的提

升关系到高校高层次人才培养教学改革的成败，体现了我国人才培养实践创新能力的整体水平，直接影响到我国目前甚至未来几十年

的科技发展水平。信息化技术水平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我校中医药专业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提升的进程，呈现了更加优质高效的教育

教学改革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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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交流上，各院系无沟通交流机制，导致学生之间缺乏应有

的交流与合作，导致在后期课题的设计过程中只围绕本领域

专业知识进行规划，无法达到新时代教育部提出的交叉学科

发展的整体目标。如果通过能够充分运用网络信息化教学则

可以极大的促进师生间的交流和互动，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

1.2 科研创新观念薄弱
发明型专利或研究成果是恒量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的主

要指标。但目前高校研究生更加注重的是基础知识的学习以

及期末考试成绩能否考核过关上，因此把更多精力用在对书

本知识的巩固和复习，缺乏科研创新能力及创新思维 [2]，在

研究生一年级至二年级过渡阶段，因为没有创新意识，实验

室工作包括实验思路的形成、实验课题设计，甚至连最基础

的一些文献查阅和软件使用均无法完成，直接导致实验无法

顺利进行。

另一方面，研究生导师长期疏于学习，不注重学生创新

能力及创新思维的培养，仍然坚持传统培养模式，与学生缺

乏沟通与交流，对学术汇报、科研讲座、科研经验总结等从

不过问，因为研究生导师对国际最新科研动态缺乏关注和了

解，学生未能得到正确的引导，很难利用现代化多媒体工具

获得相关领域科研进展，对于信息时代下新知识的掌握匮乏，

创新思维能力退化，科研兴趣缺乏，很多学生不再选择进一

步深造学习，造成国家人才资源潜在流失。 

二、信息化手段下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提升途径
2.1 理论教学的信息化
多媒体教学是高等学校教学的主要手段，对于研究生教

育，在第一年的理论教学中，多媒体教学手段是学生获得知

识的主要途径。多媒体教学集文字、声音、图片、视频为一

体，一个制作精美的 PPT 能够把复杂的知识简单化，抽象的

内容具体化，同时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良好的课堂

氛围，并且克服了传统黑板教学的弊端，学生可以把 PPT 长

期保存，反复记忆。

慕课（MOOC）是一种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学生足不

出户就可以学习到国内外知名教授专家等的授课内容，是对

传统教学的又一大冲击。微课是另外一种教学时间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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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比较集中的短小授课视频 [3]。慕课和微课的学习拓宽了

学生的视野，增长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满足了信息化时

代背景下学生对知识的渴求。此外，微信，QQ，微博，课

堂派等现代化网络交流工具也被搬进大学讲堂，通过使用这

些现代化的电子工具，学生可以进行课下讨论与交流，实现

良好的师生互动。 

2.2 参与实验项目的信息化
在我国，研究生教育的第二和第三年要求学生进入实验

室辅助导师完成一些科研项目，这两年也是研究生自主学习

以及创新性科研思维提升的关键时期。学生通过有条理有秩

序的参加一些科研项目，完成自身毕业所需的毕业论文相关

工作，在此过程中，学生需要利用网络信息化手段完成与课

题相关的文献检索，了解最新科研动态，课题执行过程中出

现的一些意外情况也需要通过网络的方式与外界进行沟通与

交流，从中找出失败的原因，实验结束后，实验结果的分析，

统计分析以及作图软件的使用，均需要利用信息化手段来完

成，进一步培养的学生的自主能力以及实践创新能力。

2.3 参与社会实践等校企合作的信息化
参与社会实践是检验研究生适应社会能力的最主要指

标，社会实践最主要的途径是校企合作，通过加强校企合作，

学生获得在书本和实验室无法获得的知识，在获取知识的过

程中，通过实地观察和考察，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得到培养和

锻炼。同时，实践过程是发现和培养可塑性人才的主要途径，

也是企业获得人才的最主要方式，双方在共赢互利的情况下

开展人才培养模式。

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对校企合作有了更高的要求，学生对

企业的了解不再仅限于企业提供的相关资料，通过运用多媒

体手段，学生查阅与企业相关的新产品新技术发展状况，将

学习到的新知识应用到校企合作中来，提出建设性的建议，

既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又锻炼了自身实践能力，双方互惠互

利，达到共赢的目的。

三、信息化手段应用于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提升的意义
信息化教学打破了传统教学的弊端，首先从研究生角度

来讲，通过利用现代化信息手段，学生的知识面得到进一步

提升，视野得到拓展，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同时

电子产品的使用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4]。研究生通过运用

信息化手段获取自己感兴趣的知识，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

老师，在激发兴趣的前提下，学生愿意通过网络学习更多的

知识，而信息时代，知识的获取是无穷尽的，在潜移默化的

影响下，研究生进入实验室开始相关课题的实验时会延续已

有的好习惯，继续挖掘与本课题相关的知识，学生的创新性

思维能力得到极大的提高。

其次，从老师层面来讲，作为研究生的授课老师或是导

师，自己应该先有一桶水才能给学生带来一碗水，无论是在

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还是实验课题的设计，在信息化时代

的影响下，老师均需具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才能满足学生对知

识的渴求，无形中对老师的授课或是带教产生压力，但动力

源自压力，迫使老师去获得更多的知识以提高自身的能力和

素质。此外，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师生互动增加，因为不同

于本科生，研究生期间师生交流互动是课题顺利进行的必要

条件，师生一起讨论课题的思路和进展，从而才能保证课题

的顺利进行，尤其对于一些不善于面对面交流的研究生而言，

网络交流更是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通过信息化手段师生

传阅相关学术资料，既增进师生感情，又有利于实验的顺利

开展，同时，对研究生人格的培养也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作

用 [5]。

四、结语
目前，世界各国在国际学术交流大会上均十分看重实践

创新能力的提升，研究生教育是顶尖教育，许多国家都将其

作为顶尖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我国研究

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是科技兴国的重要举措，是人才强国战略

的必然选择 [6]。高校作为研究生招生的主要场所，研究生的

科研创新能力、实践创新能力和实际应用能力与社会需求仍

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脱节。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有效的方法就

是为研究生提供充足的实践创新平台，加强研究生实践创新

能力的提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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