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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阶段大学的培养本科生有时会缺乏创新能力和科研能力的培
养，理工科的大学生需要很强的创新和科研能力。针对于本科阶段
科研能力教育的缺失，促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入大学校园，有利
于促进理科生的科研能力的培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的进步，
对于高素质的科研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国家现在正在大力推进产
业的转型升级，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这也对理工科的当代大学生
提出了更高更强的要求。为了适应就业和国家的需要，理工科大学
生需要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但是通过在大学的学习过程中发现进
行科研能力的培养非常重要，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和耐心，需要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引导，拓展大学生的创新能力也可以在中国优
秀的传统文化中寻求出路，利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培养大学生
的科研精神和科研能力可以为社会输出一大批优秀的大学生。

1　理工科大学生科研精神培养现状
1.1 学生创新自信心缺乏，自身创新意识较弱。在长期的

应试教育体制下，一些同学很少会提出问题并且解决问题，他们
并不怀疑 、，也不会分析书本上遇到的各种问题和知识。因此在
进入大学之后，这些学生会没有创新的想法，当与别人产生不一
样的想法是由于会受到一些嘲笑和抵制，所以他们很难提出自己
的不同的见解。由于长期的应试体制影响，在高中时期的惯性会
影响到进入到高校的大学生，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这些大学生
对自身创新缺乏自信心，认为自己的创新能力本来就不足，因此
也很难提出新的问题。在大学学习期间，也会按照高中时期遵循
课本、考取各种证书、得到高的分数为主要目标，而忽略了自己
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由于这些理工科学生的思想开放程
度不高，所以很难提出创新性的想法和拥有创新性的思维，所以
要提升理工科学生的创新自信心和创新能力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
成的事情，需要同学和学校的共同努力。

1.2高校的实际操作没有跟上，缺乏一定的机制。在高校很
难找到真正的为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科研能力所开设的课程 ，
虽然很多的课程都可以做到以就业为导向，可以要改变原有的专
业面狭窄的现象，就要做到切实的培养理工科大学生的可以能力
和创新性思维，就需要建立相应的鼓励机制和创新的平台。但是
很多高校缺乏资金的支持，在创新平台和鼓励机制的建设方面相
对薄弱 也缺少对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课程的开发，当一些学生
产生创新的想法和一些科研的需要的时候，学校方面很难给予相
应的支持和资金的投入，这就需要学校不定时的举办相应的比赛，
完善自己的创新机制，鼓励同学说出自己的创新性想法，鼓励理
工科的学生具有科研精神。因此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进入大学生
的课堂非常重要，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具有创新性思维的故
事，会给予理工科的高校在校生一定的启发，鼓励他们大胆的说
出自己的创新的想法，更加具有科研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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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和建设者。因此，在高校的理科收更需要被培养文化自信。中国的优秀传统文
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在现在文化和交融的背景下，要将其应用于大学生的教育中去，提升理工科大学生的人文精神，减少功
利主义和物质主义对理工科大学生造成的负面影响。理工科大学生需要具有科研精神，为了提高科研精神和就业能力，应该把我优
秀传统文化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中去，让学生在日常中培养自己的科研能力，变成社会需要的人才。同时，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简是
科研能力所需要的，也是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所以要更加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入大学校园，充分发挥其提升理工科
大学生科研精神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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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助力理工科大学生科研精神培养策略
2.1 接受先进的思想观念，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一些理工科的同学在进
行科研过程中，缺乏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与缺乏身创新能力，当自己
的观点和别人的观点不同时 并不是想办法解决问题，而是选择妥
协和放弃自己的观点，这一点并不符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指导思
想。接受先进文化理念的影响。并非放弃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而
是让现在和过去的优秀传统文化相互融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科研能力[1]。例如，在遇到新的问题的
时候，不仅要考虑过去的事情的经验，也要分析时代的特殊性，与
现代的先进思想、先进工具想结合。解决遇到的问题和文化不同。
理工科的学生在进行科研设想时也要考虑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这对提升课题的人文精神和伦理道德具有重要作用。

2.2创建创新平台，提供科研经费。一些高校缺乏对在校生
科研经费的支持，所以缺乏对于促进大学生进行创新的创新平台的
构建，要求缺少一定的鼓励机制。但是学生只有在不断的科研实践
过程中探索，才能提升自己他向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理工科大多
都需要很强的动手能力，也需要实验能力，为一名理工科的学生，
应当具有规范，熟练的实验技能，这就需要学校提供相映的实验平
台和实验规范教育，需要学生对于实验校课程的设置，提升理工科
大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动手参加实验的能力。例如高校可以将更多的
教育资金投入到实验室的建设和对学生的鼓励当中去。中国优秀的
传统文化有利于提升理工科学生的人文精神和人文素养。

2.3 加强教师培训，提高教师能力。一些老师的教育方法单
一，教育思想陈旧，这不利于提升学生的科研能力。在课堂教学的过
程中，一些老师用的PPT都是前几年的旧版，不利于学生了解新鲜的
知识和时事。教师作为大学生的引路人，应该将提升理工科学生的创
新能力放在重要位置，要不断提升自己科研能力，给与学生相应的指
导。学校也要加强对任课老师的培训，让其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渗透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提升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2]。

3　结语
对于在校大学生的教育，我们应该培养理工科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培养他们主动进行科研的爱好和习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
化应该作为高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充分发挥其重要作用，提升理
工科大学生的科研能力，培养其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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