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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制 + 课题化”模式塑造材料专业本科生创新能力

及价值观实践
何辉超　韩　涛　王文荣　张　 瀚

（重庆科技大学材料与新能源学院，重庆 401331）

摘要：高  校培养人才需要满足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三位一体”的要求。当前，因传统教育模式局限和教育资源有限，

我国普通院校材料类专业本科生“三位一体”培养成效还有待加强。本文介绍了笔者近年来依托重庆科技大学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

探索发展“导师制 + 课题化”模式进行本科生创新能力培养及价值观塑造的实施思路、工作成效和存在问题情况，以期为破解普通院校

本科生创新能力培养和正确价值观塑造难题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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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肩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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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大使命和责任。《高等学校

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对高校人才培养明确提出了知识传授、

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三位一体”的要求。截止 2024 年 6 月，我

国本科院校共计 1308 所，除 147 所院校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

名单外，大部分学校是普通院校。因此，普通本科院校人才培养

情况深刻影响着我国高校人才培养质量。

需指出的是，当前我国普通院校材料类专业本科生“三位一

体”培养 成效还有待加强，主要原因大致如下。（1）传统教育模

式存在局限性：传统教育模式注重知识灌输和应试能力培养，对

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和价值观塑造关注不足。（2）办学经费资源有

限：我国普通院校因办学经费紧张、教育资源有限等原因，材料

类专业存在实践类课程开设比例偏低、学生实践经费偏少的问题，

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和正确价值观塑造不充分。（3）评价方式及激

励机制不够完善：当前材料类专业学生成绩评价主要以考试和考

查为主，多通过纸面材料评价学生，没有完善的学生创新能力和

价值观评价机制，无法充分激发学生的创新实践热情。（4）学校

创新氛围偏弱：相比于高层次的研究型大学，普通院校的创新氛

围及环境偏弱，学生接触的创新资讯有限，无法形成正确认知科

技创新的价值观，主动参与创新活动的意识较弱。

基于此背景，本文作者近年来依托重庆科技大学无机非金属

材料工程专业，探索发展了“导师制 + 课题化”模式，以指导本

科生创新能力培养和正确价值观塑造，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本人

介绍了“导师制 + 课题化”模式的相关情况，以期为破解普通院

校本科生创新能力培养和正确价值观塑造难题提供有益参考。

一、“导师制 + 课题化”模式实施思路简介

“导师制 + 课题化”模式是以传统“本科生导师制”基础，

参考借鉴研究生培养的“课题化指导”策略，对材料类专业本科

生从大二到大四毕业，连续进行创新能力培养和正确价值观塑造。

实施“导师制 + 课题化”模式，主要包括师生自愿互选、交流确

定研究课题、全过程指导课题开展、定期交流汇报、培养效果评价、

不断总结改进等系列措施，逐步实现本科生创新能力培养和正确

价值观塑造的目标（详见图 1 所示）。

图 1 “导师制 + 课题化”模式基本实施思路。

二、“导师制 + 课题化”模式实施效果简介

至 2021 年起，通过探索实施“导师制 + 课题化”模式，重庆

科技大学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高。在

招生规模基本不变情况下（~65 人 / 每届），以学生申请获批各级

科创项目数、师生合作发表科研论文数、师生合作申请发明 / 实

用新型专利数、学生参加各类科创比赛获奖数、学生毕业考上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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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人数 5 个方面为观测点，实施“导师制 + 课题化”模式后，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效果呈现逐年增长

趋势（见表 1 所示）。

表 1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效果观测点数据

年份 获批各级

科创项目

数

师生合作

发表论文

数

师生合作

申请专利

数

参加各类科创

比赛获奖数

毕业考上

研究生数

2021 21 9 7 8 17

2022 23 12 8 10 20

2023 26 14 11 16 24

2024 27 18 12 18 26

实施“导师制 + 课题化”模式后，以重庆科技大学无机非金

属材料工程专业学生（4 个年级，共 267 人）每学年考试不及格

总人次数和评优评先获奖总人次数为观测点，该专业学生的价值

观呈现积极进步趋势，详见表 2 所示。

表 2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学生积极价值观观测点数据

年份 每学年考试不及格总人次数 每学年评优评先获奖总人次数

2021 213 67

2022 197 71

2023 165 77

2024 154 82

三、“导师制 + 课题化”模式特点及存在问题情况

通过 “导师制 + 课题化”模式，在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

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和正确价值观塑造方面取得成效的主要原因如

下。    

（1）弥补传统教育模式不足，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在“导师

制 + 课题化”模式下，学生在大学期间，以具体的科创课题为纽带，

全程获得导师的深度指导，锻炼形成创新能力和意识；老师通过

指导学生研究课题，与学生保持互动交流，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

塑造正确的价值观，并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2）营造创新氛围环境，激发学生创新潜力。在“导师制 +

课题化”模式下，本科生在校期间进入导师课题组，可以让学生

充分感受科技创新氛围，培养创新意识，激发创新热情，养成创

新习惯。

不过需指出的是，基于“导师制 + 课题化”模式，进行无机

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和正确价值观塑造过程中，

也存在如下 2 个问题亟待解决。

（1）教师工作绩效和经费问题。在“导师制 + 课题化”模式

中，学生培养需要依托具体的科创课题进行，培养过程横跨学生

大二到大四，周期长，工作量大，部分专任教师参与积极性有限。

为保障人才培养质量，需要从学校层面建立认可和激励普通教师

担任本科生导师的政策机制，并适当给予科创课题经费支持。

（2）学生差异化培养问题。在当前高校按分数填报专业志愿

的招生背景下，存在部分学生对专业兴趣有限和学习动力不足的

客观情况。在“导师制 + 课题化”模式中，注意通过培养学生创

新能力过程，厚植正确的价值观。因此，“导师制 + 课题化”模

式对专业兴趣不高的学生培养效果有限，有待探索更加丰富的课

题形式，满足学生差异化培养需求。

四、结语

高校培养人才需要满足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三

位一体”的要求。因传统教育模式局限和教育资源有限，当前我

国普通院校材料类专业本科生“三位一体”培养成效还有待加强。

本文介绍了笔者近年来依托重庆科技大学的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专业，本文介绍了笔者近年来依托重庆科技大学无机非金属材料

工程专业，探索发展“导师制 + 课题化”模式进行本科生创新能

力培养及价值观塑造的实施思路、工作成效和存在问题情况，以

期为破解普通院校本科生创新能力培养和正确价值观塑造难题提

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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