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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我院大创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来探讨医学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创项目管理模式，为同类型应用型本科院

校大创项目管理及实施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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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是教育部为高校本科生搭建的

创新创业训练平台，旨在培养大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

力，从而促进高等学校转变教育思想观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强

化创新创业能力训练，增强高校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在创新基础上的

创业能力，培养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需要的高水平创新人才[1]。广

西中医药大学赛恩斯新医药学院于 2013 年开始实施，截止 2017 年

我院共有 194 项大学生创新创新训练计划项目获得立项（其中国家

级 47 项），参与学生为 705 人，指导教师 204 人，共获得 85.57 万

元资助经费，并结合医学类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学科特点和办学优

势，逐步探索出一套适合医学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办学特点的大创项

目管理模式，为我院大创项目管理和实施积累了一定经验。 

一、我院大创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学院层面对大创项目认识不足，定位不准，教育教学投

入不足。按照教育部高教函【2012】5 号文件要求，我院成立了教

学为主导、多学科及职能部门积极参与的大创项目领导小组，制定

了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实施方案、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孵化项目管

理办法、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管理办法及经费管理办法

等，并从课程建设、成果认定、学分互认等政策支持，将大创项目

纳入本科生教学管理体系、课程教学体系及本科人才培养工程。但

在初期由于对大创项目定位认识不到位，往往存在一两个部门或、

个人在推进，其它在观望的状态，部门之间，教师之间相互推诿扯

皮的现象及畏难情绪，课程建设及教学资源投入缓慢，师资投入不

足，使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教学和大创项目推进工作艰难而缓慢，

氛围不足。 

（二）学生对项目定位不准，能力不足，内驱力不够。大创项

目分为创新训练、创业训练、创业实践项目三大类型，三者之间是

依次递进的过程，创新训练项目是基础，创业训练是中间桥梁，创

业实践是塔尖目标[2]。在我院对实施大创项目学生的调研中发现，

有 37.45%学生认为项目难度大，预期成果难以实现，86.45%的学生

认为学术氛围不够浓厚，希望定期开展大创项目交流会研讨、沙龙

及讲座培训，23.58%的学生认为对申报项目类型和意义不了解，项

目与学科专业结合度不够，随意性较大，直接影响到申报项目的选

题、创意、实施及项目完成质量等问题，存在创新意识薄弱、能力

不足，内驱力不够等问题[2]。 

（三）导师不足、职称结构不合理、指导力度有待提升。充实

的创新理论知识、丰富的创业实践是大创项目导师指导大学生实施

大创项目的基础,大创项目从申报立项到中期检查再到结题，离不开

导师深入且有计划性、针对性、发展性的指导[2]。我院 2015、2016、

2017 年获得立项的项目为 36 项、52 项、57 项，参与项目学生分别

为：116 人、204 人、204 人，参与项目指导的教师分别为：71 人、

89 人、85 人（含校外教师），其中副高以上职称分别为：26 人、27

人、29 人（含校外教师），项目生师比分别为：1：0.72、1：0.55、

1：0.51，低于按照每个大创项目配备两名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指导教

师的要求。在调研中发现，27.21%的学生认为寻找导师存在困难，

学生认为项目导师指导 4 次以上为 19.2%的，指导 3~4 次的为

22.55%，指导 1~2 次的为 32.11%，指导 1 次以下的 21.23%，11.31

的导师没有开展项目指导工作，40.21%的学生对导师的指导表示非

常满意，12.23%的学生回答非常不满意，完全没有给予指导[3]。从

指导频次和效果来看，绝大部分导师尽心尽责，确实存在部分导师

指导不够深入、导师不足、职称结构不合理、指导力度有待提升的

问题。 

（四）学生对大创项目经费管报账流程不清楚。在大创项目实

施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经费使用过程中的报销问题，学生对

大创项目的实际报账流程、发票审核及张贴要求不清楚，导致学生

来回开具发票、来回多次签批报销单及实习学生多次从实习单位来

回签批经费报销单等问题，为避免出现经费使用混乱的情况，学院

制定了大创项目经费管理规定，对大学生创新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经

费的使用范围、使用流程做明确规定。同时，组织编写了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实施指南，通过文件、图示、流程图及案例的

形式对大学生创新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经费报销的要求及程序进行

的规定和解释，制定实习生大学生创新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经费报销

委托代理制度等，这些措施确实减少了学生多次多地间来回奔波，

报销时间也可灵活安排。 

（五）大创项目实验教学保障力度还有待加强：根据医学类应

用型本科院校“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边学习边思考反复实践”

教学的的要求及专业特点，实验求证是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思维训

练，增强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巩固转化理论及创新成果的重要手

段。在实验条件方面，有 13.8%的学生认为能满足，31.72%认为申

请实验有难度，可见在实验保障力度上还需进一步加强，提高为学

生服务的能力。 

（六）评价激励机制有待完善，师生大创项目活力激发有限。

为确保大创项目的顺利进行，学院成立了教学为主导、多学科及职

能部门积极参与的大创项目领导小组，制定了大创项目管理规定、

经费使用管理办法及创新学分管理规定等，注重学生的科研意识和

创新精神培养，但并未将大创项目工作纳入教师教学工作量、科研

考核及职称评聘考核范围，对项目中期检查、结题标准在量化方面

未做硬性规定，这对激发师生参与大创项目的积极性、自觉性的活

力激发有限。 

二、建立适应医学类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大创项目管理模式 
（一）建构“巩固理论，强化技能，注重过程、引导成果转化，

制度保障得力”的质量保证体系。为确保大创项目各项工作的顺利

推进，学院一是调整和加强的大创项目领导，二是进一步完善大学

生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大创项目办法，优化大创项目实施

指南，建立从项目的申报、评审、运行、验收及经费使用各个环节

项目实施指南，继续完善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基地和大学生开放实验

室管理，为大学生申报、实施、实验论证、项目路演推理、项目孵

化、成果转化提供有力保障。 

（二）建立医、教、研深度融合“双师型”导师团队。为弥补

医学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在教学资源及师资投入的不足，我院依托广

西首府南宁的区域优势及丰富的医疗资源，紧密共享母体大学及其



高等教育 

 144 

附属医院，充分利用其优势资源，建立医、教、研、创深度融合的

大创项目“双师型”师资团队，并将大学创新创业教育教学及训练

计划项目纳入学院年度教学工作会议内容及学院年度教学实践工

作会议内容，定期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推进会，通过会议总结

及交流研讨学习凝聚共识，汇聚力量，通过业内专家、教授、学者

及行业精英及行业资源融入大学生创新创新教育教学，推进大学生

创新创新课程建设及教学开展，精准培育大创项目，提供教学质量

和训练项目质量，推动大创项目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建立“共同监管+分段式+一站式服务”经费管理制度。

大创项目经费由财务处、科技处、资产管理处共同监管，修订完善

大创项目经费管理办法，健全完善监督机制，建立项目经费预借及

负责人授权委托代理制度，优化经费报销服务流程，组织经费管理

部门并对经费的报销流程和要求对学生进行专项培训和宣传，让学

生及时了解财务制度和报销流程，为学生提供“一站式”项目经费

报销服务，确保项目经费专款专用，项目立项经费在额度内实报实

销。为保证项目经费使用得当，学院设立“分段管理一站式”大创

项目经费拨付办法，即项目立项后先划拨项目经费的 50%用于项目

启动实施，中期检查合格后，再拨 30%的余款，待项目通过结题验

收后，再拨 20%的余款[5]。 

（四）制定“激发兴趣、提升质量、奖惩分明”的激励措施。 

为激发广大师生参与大学生创新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的积极性，

将大创项目工作纳入教师科研、教改及教学工作量、教师职称评聘

及绩效考核体系，学院在年度考核和专业技术职务评聘，优先考虑

在大创项目竞赛获奖的指导老师。在学生方面，将大创项目纳入学

院学分制及学院评优评先优先推荐范畴，对于优秀的大创项目，可

优先推荐参加校外各类大学生创新创业比赛及学科技能大赛，其成

果可作为毕业论文（设计）继续进行，多措并举大创项目的激励机

制及措施。 

三、结语： 
大创项目是培育大学生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重要

举措[6]，医学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创项目管理模式应立足“学科专

业领航、理论扎实、技能突出”的特点，坚持医、教、研、创深度

融合的管理思路，在专业特色、专业优势及学科建设上下功夫，摸

索出一套适合医学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创项目管理模式，并不断创

新与改革，使大创项目质量和学生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得到多重提升，为建设应用型院校提供参考依据，为国家创新贡献

出更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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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排练的过程当中，能够更明确评价的要求。同时，教师也可以

请其他学生进行评价，使得实际的表演更加真实，进而更好地对英

语语言加以应用。 

结束语：总而言之，在大学英语教学当中，对戏剧教学法加以

应用是十分有必要的。教师若能够在日常的英语教学当中，注重进

行戏剧的教学，也就可以拉近自己与学生之间的距离，保证学生可

以拥有学习英语的兴趣。在日后的教学当中，教师也需要不断对戏

剧资源进行收集，做好规划，进而使得学生可以更好地对英语知识

加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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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Drama Teaching Method in 
College English 

Abstract: In the teaching of College English, there is a common 
problem that it is difficult for students to speak. For drama teaching 
method, the key point is that teachers add the form of drama in the 
actual process of English teaching, so that students can effectively join 
the characters in the drama, mobiliz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cultivate students’ independent learning abilit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drama teaching 
method in College English, so as to improv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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