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和“卓越”视域下的生物技术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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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创新”和“卓越”为指导，充分考虑地方高校的“地方性应用型”以及生物行业的多样性和实践工程能力，从“突出专业特色、突
出实践创新、行业企业深度参与培养、强化学生工科和创新能力、培养质量监控保障体系”等方面阐述了生物技术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
的改革措施，旨在促进突出“创新能力、工科素养和应用型”的生物技术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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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简称“卓越计划”）的实施

是促进我国由工程教育大国迈向工程教育强国的重大举措。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４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

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５〕
３６ 号），明确指出大学生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推进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主力军。 生物技术专业是战略性新兴产

业生物产业的技术基础。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发布的《国家中

长期生物技术人才规划（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国科发社〔２０１１〕６７３
号）详细列出了生物产业的人才现状及中长期发展的需求，
同时也显示了对生物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改革的迫切性与重

要性［１］。 生物技术专业的教育工作者，要认真贯彻国家决策

部署，在“创新”和“卓越”视域下，积极开展生物技术人才培

养体系的改革建设，将工科素养和创新创业的精神融入人才

培养中，切实提高学生的综合应用素质。 笔者以黄山学院生

物技术专业为例，结合地方高水平大学的建设规划和目标，
基于培养理念的更新，提出了生物技术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

的改革措施。
１　 培养理念的更新

以国家颁布的《高等学校本科生物技术专业规范》和

“卓越计划”的培养特点为指导，结合黄山学院“打好黄山牌、
做好徽文章、建好生态园”的地方应用型高水平大学建设的

办学特色［２］，充分考虑生物行业发展的前沿性、多样性和对

工程型人才需求的多样性，通过专业方向突出专业特色、培
养目标突出实践创新、行业企业深度参与培养过程、强化工

科素养和创新能力、构建培养质量监控保障体系等改革措

施，构建并优化“突出创新能力、突出工程素养、突出应用型”

的生物技术人才培养体系。
２　 改革措施

２．１　 培养方案突出专业特色　 为了培养能在生物技术与工

程领域从事设计、生产、管理和新技术研究、新产品开发，动
手能力强、创新意识强、科学素养高的研发型及应用型生物

技术人才，在学习国内外高校的生物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

划的同时，作为地方本科院校，更重要的是必须结合自身实

际情况，充分考虑和结合学校的自身特色［３－４］，来进行人才培

养体系的整体改革优化，探索黄山学院生物技术专业的培养

模式。 通过紧扣地方性应用型来设置专业方向———天然产

物（提取纯化与开发应用）和生物产品（商贸），专业方向课

程的设置及其相关的实习实训、顶岗实习、毕业论文的设计

等是黄山学院生物技术专业学生培养的重要环节。
２．２　 培养目标突出实践和创新　 生物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

的学科，工科工程素养和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对生物技术专

业人才培养而言显得尤为重要［５］。 工程素养和创新能力的

培养是以动手实践能力的提升作为载体的［６］。 因此，在近几

年生物技术专业培养方案的修订中，逐渐增加了实践学分的

比例（表 １）。

表 １　 近几年来生物技术专业培养方案中实践所占比重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ｐｌａｎ ｏｆ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级别
Ｇｒａｄｅ

实践学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ｓ

总学分
Ｔｏｔ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ｓ

实践所占比重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２０１３ ６６．０ １７３．５ ３８．０４
２０１４ ６７．５ １７５．５ ３８．４６
２０１５ ７３．５ １８５．０ ３９．７３
２０１６ ７４．５ １８５．０ ４０．２７
２０１７ ７４．５ １８６．０ ４０．０５

２．３　 行业企业深度参与培养过程

２．３．１　 以行业指导来提高培养计划、课程和教学体系的工科

安徽农业科学，Ｊ．Ａｎｈｕｉ Ａｇｒｉｃ．Ｓｃｉ． ２０１８，４６（１８）：２３１－２３３ 　 　 　



能力。 以行业指导为通用原则和标准，相关企业提出行业领

域人才培养需求，聘请企业专家加入院系的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指导实施生物技术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计划。 培养计

划制定要以专业应用为导向，创新和工科能力培养为核心，
科学安排专业总学分、专业课程的开设、课程实践和理论学

分的合理比例，优化理论教学的专业知识点，突出实践实训

教学，强化对学生技术思维能力、知识转化能力、专业行为能

力、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
课程体系中的专业核心课程和工科课程，教学内容按照

生物技术专业指导委员会对专业知识点的需求进行了优化

整合，教学方法从“灌输式”转变为“启发讨论式”（表 ２），教
师的教学理念从考核学习成绩向评价学习成效转变，学生从

注重考试结果向注重学习过程转变。 在实施培养方案时尤

其注重将学生的应用实践能力、工科素养、创新训练能力、就
业能力的培养贯穿教学过程中［７］。

表 ２　 课改示范课程的实施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ｒｅｆｏｒｍ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ｒｓｅ

序号
Ｎｏ．

课程名称
Ｃｏｕｒｓｅ ｎａｍｅ

实施时间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１ 生物化学、植物学、植物学
实验、酶工程

从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学年度第二学
期开始

２ 细胞生物学、动物学、遗传
学、生态学

从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学年度第一学
期开始

３ 微生物学、发酵工程、细胞
工程

从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学年度第一学
期开始

４ 遗传学的云班课程 从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学年度第一学
期开始

５ 所有专业必修课程有网络
课程教学的辅助

从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学年度第二学
期开始

２．３．２　 企业工程师和专业教师的双导师制保障学生的工科

发展。 由专业教师与企业业务水平高、责任心强的工程师联合

指导，共创双导师制［８］。 双导师制的创建，可为学生提供理论

和实践的双重保障，可提升学生对工科实践的认识能力。
新生军训结束开始上课 ２ 周后，学生按照学号顺序，生

物技术教研室所有专职教师按照姓氏拼音顺序，随机搭配，
承担起新生的专业导师工作。 专业教师参与学生在校四年

的培养过程，主要负责针对不同的学生，依据其性格特点和

专业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制订大学的培养规划，培养和巩固

学生的专业素养，探讨课程的学习方法，选择合适的专业方

向，吸引和指导学生开展实验科研研究，帮助学生培养自主

学习、研究性学习及创新能力。
企业工程师采取逐个学期走进专业的方式，主要负责从

企业的生产和发展角度给学生们解读生物产业的现状和未

来、负责或指导学生在企业的认知学习、实习实训、顶岗操

作、毕业论文的设计与实施等，培养学生在实际工程中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和动手实践的能力。
双导师还可以以大学生三创项目、互联网＋、挑战杯项

目、学科竞赛、毕业论文等为载体，指导和促进学生科研思

维、创新思维、创业技能等能力的提升。
２．４　 强化学生的工科素养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２．４．１　 加强产学研合作，共建实践创新平台。 产学研合作可

创新应用型本科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促进应用型本科高校师

资队伍的建设，扩大应用型本科高校实验实践教学条件，引
领应用型本科高校科研工作，提升高校服务能力［１，９］。 产学

研能力是应用型本科院校科研工作总体水平的主要标

志［２，１０］。 因此，必须要立足黄山、服务地方、依托地方、支持

地方，根据生物技术的专业方向，寻找产学研合作切入点，采
取学校与企业紧密结合的双元合作教育模式，搭建产学研结

合、校地联合、校企联合等学生实践教育基地，企业指导教师

与高校指导教师一起全程负责学生的实践教学活动，培养学

生的工科素养和创新实践应用能力。
２．４．２　 开展多种类多层次的科技、竞赛和创新活动。 科技竞

赛创新活动作为实践教学的重要环节，是培养学生动手能

力、创新能力、工程能力的有效途径［１１］。 以卓越工程师的培

养标准为指导，依托专业特色，鼓励学生参加生物学科的竞

赛（安徽省大学生生物标本制作大赛、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

创新创业大赛、全国大学生环境生态科技创新大赛等）；鼓励

学生早进实验室，以毕业论文的形式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
鼓励学生自主申报学校大学生科研课题；鼓励学生参加“挑
战杯”等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鼓励学生申报教育部和安徽

省教育厅的 “大学生三创”项目、“互联网＋”项目等，这些都

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工科素养的重要途径；学
生在导师指导下，自己设计并完成整个科研实施过程，撰写

毕业论文或科研论文或结题报告，通过课题研究和撰写学术

论文可以明显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科研能力，已有多位生

物技术专业学生分别发表在《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华中

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植物研究》和《化学研究与

应用》杂志上，被《中国中医药年鉴》（学术卷）引用。
２．５　 构建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提高人才培养效果　 培养

质量监控的主要目的是及时发现并解决培养过程中出现的

问题，保障培养环节的顺利进行和培养方案的落实［１２］。 因

此，要构建并不断完善生物技术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

系的建设。 首先要注重从学校和院系 ２ 个层次的组织机构、
政策、制度和条件的支持等方面保障培养质量，同时要不断

加强培养质量监控与信息反馈机制的建设，包括校内和校外

信息的采集与反馈。 校内信息可以通过专业导师、任课教师

或辅导员与学生不定时、不定地点交流以及期初、期中、期末

开展座谈会等形式，注重收集学生的专业思想稳定性、对专

业认识的提升性和对培养体系培养过程的反馈意见。 关于

校外信息，应注重收集生物行业发展状况、对生物人才的需

求动向、对生物毕业生知识及技能等方面素质的要求，并通

过“麦可思”完成对生物技术专业学生培养效果的调查、对生

物技术专业人才培养工作的建议等的信息调研，不断提升生

物技术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效果。 从表 ３、４ 可以看出，黄山学

院生物技术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质量在逐步提升。

２３２ 　 　 　 　 　 　 　 　 　 　 安徽农业科学　 　 　 　 　 　 　 　 　 　 　 　 　 　 　 　 　 　 　 　 　 　 　 　 　 ２０１８ 年



表 ３　 黄山学院与其他非“２１１”本科院校生物技术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ｉｎ Ｈｕａｎｇｓ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ｎｏｎ－＂２１１＂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分类
Ｓｏｒｔ

就业率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ｒａｔｅ∥％

月薪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ｓａｌａｒｙ

元

工作与专业的相关度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ｊｏｂ∥％
用人单位规模
Ｅｍｐｌｏｙｅｒ ｓｉｚｅ

黄山学院 Ｈｕａｎｇｓ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９１ ３ ９７４ ５８ ５０ 人 及 以 下， １４％； ５１ ～ ３００ 人， ２７％；
３０１～１ ０００ 人，２０％；１ ０００ 人以上，３９％

其他非“２１１”本科院校 Ｏｔｈｅｒ ｎｏｎ⁃“２１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９１ ３ ７６９ ５３ 　 　 　 　 　 　 　 —

表 ４　 ２０１５和 ２０１６届黄山学院生物技术专业毕业生调查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ｉｎ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ｐｅｃｉ⁃
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ａｎｇｓ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ｔ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ｕａｔｉｏｎ ｙｅａｒ ｏｆ ２０１５
ａｎｄ ２０１６ ％

毕业年份
Ｇｒａｄｕａｔｉｏｎ
ｙｅａｒ

就业满意度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离职率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ｒａｔｅ

校友满意度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ａｌｕｍｎａ

教学满意度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２０１５ ６７ ４８ １００ ９０
２０１６ ７９ ３９ ９７ ９５

３　 结语

对生物技术专业进行“创新”和“卓越”背景下的应用型

人才培养的改革，旨在提高生物技术专业的社会服务能力；
通过学生创新、工科素养和实践应用能力的提升，使学生毕

业就业时能尽快在岗位上实施、操作及解决工程实际问题；
紧扣专业方向和培养特色，通过加强实践实训实习、科技竞

赛、科研项目的创新训练等，努力将生物技术专业学生培养

成“应用型突出、创新能力提升、工科素养强化”的新世纪基

层应用型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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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２０１ 页）
重点可从以下 ５ 个方面促进“互联网＋”现代农业发展：①通

过互联网构建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农村组织化程度，着力

解决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存在的“分有余、统不足”
的问题。 ②通过互联网发展农资电商、农业信息服务、农产

品电商、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等新型服务业态，将农业产前、
产中和产后联系起来，实现三产融合。 ③通过互联网构建新

型农村金融体系，为解决农村市场主体贷款难问题提供多元

化、多样性的融资方案。 ④通过互联网盘活农村各类生产要

素，促进农村产权交易流转。 ⑤借助互联网充分发挥农业科

技推广服务平台作用，将农业科研人才、技术推广人才和新

型生产经营主体等有机结合起来，为农村提供先进生产技术

和农业科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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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论文写作规范———缩略语

采用国际上惯用的缩略语。 如名词术语 ＤＮＡ（脱氧核糖核酸）、ＲＮＡ（核糖核酸）、ＡＴＰ（三磷酸腺苷）、ＡＢＡ（脱落酸）、
ＡＤＰ（二磷酸腺苷）、ＣＫ（对照）、ＣＶ（变异系数）、ＣＭＳ（细胞质雄性不育性）、ＩＡＡ（吲哚乙酸）、ＬＤ（致死剂量）、ＮＡＲ（净同化

率）、ＰＭＣ（花粉母细胞）、ＬＡＩ（叶面积指数）、ＬＳＤ（最小显著差）、ＲＧＲ（相对生长率），单位名缩略语 ＩＲＲＩ（国际水稻研究

所）、ＦＡＯ（联合国粮农组织）等。 对于文中有些需要临时写成缩写的词（如表及图中由于篇幅关系以及文中经常出现的词而

写起来又很长时），则可取各主要词首字母写成缩写，但需在第一次出现处写出全称，表及图中则用注解形式在下方注明，以
便读者理解。

３３２４６ 卷 １８ 期　 　 　 　 　 　 　 　 　 　 　 胡晓倩等　 “创新”和“卓越”视域下的生物技术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