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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科研育人的理论与实践探索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要求进一步提升，不仅要求相关人才具备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同时要求其

具有全方位的综合素质。高等院校是教育育人的重要场所，担负着为国家培养后备人才的重任，《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提出要建设“课程育人、科研育人和实践育人”等育人方针与体系，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的指引性文件。其中“科研育人”是通过科学研究活动的形式实现育人功能的一种教育方式，即高校教师有

效引导学生参与相关科学研究活动，在教学中不仅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还能有效提升学生解决科学问题的能力，

另一方面促进学生思想道德及政治素养的提高，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最终实现立德树人的

根本目标。“科研育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通过科学研究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人才，将德育教育和科学精神二者融

合到日常的科研活动中，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世界大学、世界学科建设的必然要求。现阶段，我国各高

校逐渐意识到科研育人的重要性，并积极进行实践，同时累积了一定的经验并形成了一定的理论成果，对培养一大

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力争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时代高校科研育人理论与实践》一书由任旭东、马国建合著，以江苏大学科研育人的实践为例，从多个角度

对科研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分析与总结。本书共五章，其中第一章为高校科研育人概论，包括了科研育人的基本

内涵、特点、功能及实施科研育人的必要性；第二章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人才培养观及高校科研育人的历史传承；第

三章考查现阶段我国科研育人的基本模式，分析实施路径；第四章结合具体案例、典型人物，从平台、团队、科教、产

学研协同、科研思政等角度总结江苏大学科研育人的实践经验；第五章对科研育人工作提出对策建议并展望今后

的工作。高校科研育人对于学生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其一，有利于在高校内构建良好的学习风气，将科学研究的探

索精神与创新精神深深烙印在学生的脑海中，并外化为实际行动，在学习与生活中具有攻坚克难的勇气与毅力；其
二，有利于培养青年学生的完整人格，促进同学关系的融洽，增加团队协作意识，展现新时代青年大学生的精神面

貌；其三，高校科研育人是学生科学认识的重要手段，学生通过科研一方面能够科学的认知整个世界，探索科学的

未知领域，另一方面也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有利于明确自身的发展规划；其四，有利于促进知与行相统一，将学

到的知识应用到实际应用及生活行动中，发挥科研的实效性；其五，有利于促进学生心理成熟，大学生面临学业、感

情、就业等多重压力，通过有效的科研教育能够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提高心理承受能力，迸发活力与热情。高校

在科研育人工作的具体实施中首先应开展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进而分层次因材施教，

根据学生的特长和兴趣分配相应的科研任务，激发学生对于科研的热情，同时应在全过程中注重学生个人能力的

培养，提供给学生自我发展与展示的空间，将科研育人贯穿教学活动始终。

总之，该书内容深入浅出，条理清晰，既有理论基础，也有时间案例，对推动高校科研育人具有现实意义。本书

系统分析了科研育人的内涵、特征、意义，并梳理了国内外科研育人的相关成果，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江苏大学

科研育人工作为案例，总结分析了相关经验及实施路径，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本书既可以作为高校开展育人工

作的指导与借鉴，也可以作为相关专家学者深入研究科研育人的参考资料，实用性较强。

科研管理
(1980年创刊，月刊，公开发行)

2022年1月20日 第43卷第1期

(庞丹，杨连生，肖焕元，大连理工大学)

Science Research IⅥanagement

(Started in 1980，Monthly)

2022—01—20 V01．43 No．1

主管单位中国科学院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

主 编穆荣平

编辑部主任王萍

编辑出版科研管理编辑部

(100190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55号8712信箱

电话叭O一62555521

网址hltp：／／www．kyd．net．cn

E—mail：kygl@casisd．cn)

印刷单位北京富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国内发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399信箱)

器笋并端 国内邮发代号：2—505 国外发行代号：BM6lo 国内定价：28元／册，336元／年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