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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调查学生对“递进式”开放实验室的认知情况以及“递进式”开放实验室在医学生创新训练中的

作用。方法：通过使用问卷星平台对2019级至2022级医学相关专业学生进行了有关“递进式”开放实

验室项目的认知情况和其在开展创新训练项目中的作用的调查。结果：有92.9% (443/477)的学生所在

的院系设有面向本科生的开放实验室，但只有33.3% (159/477)的学生认为自己了解“递进式”开放实

验室，而有28.1% (134/477)的学生所在的实验室属于“递进式”开放实验室。认为“递进式”开放实

验室对提升医学生的“科研兴趣”、“系统了解科研过程”、“培养科研思维”、“掌握实验技术”、

“更好利用课余时间”、“提高团队协作精神”、“增加同学间的交流”、提高“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等方面有帮助的学生分别占96.3% (129/134)、97.8% (131/134)、94% (126/134)、88.8% (119/134)、
95.5% (128/134)、83.6% (112/134)、94.8% (127/134)、95.5% (128/134)；认为其他实验室对上

述各项有帮助的学生比例分别为：84.8% (291/343)、77% (264/343)、65.3% (224/343)、69.1% 
(237/343)、57.7% (198/343)、46.1% (158/343)、34.7% (119/343)、34.7% (119/343)；在“递

进式”开放实验室中，有68.7%(92/134)的项目能够按时结题，有32.1% (43/134)的被调查学生发表

了论文，此外有11.9% (16/134)被调查学生依托创新训练项目获得过各种奖励，在其他实验室中对应类

别数据分别为：33.8% (116/343)、19.8% (68/343)、8.2% (28/343)。结论：学生对“递进式”开放

实验室的了解还不够，有必要加强宣传和推广；在“递进式”开放实验室中开展的创新训练项目效果更

好，取得的项目成果(发表论文、获得奖励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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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students’ awareness of “progressive” open laboratories and the role of 
these laboratories in medical students’ innovation training. Methods: A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medical students from the classes of 2019 to 2022 using the Wenjuanxing platform to gather 
information on their awareness of the “progressive” open laboratory project and its role in carrying 
out innovation training projects. Results: 92.9% (443/477) of the students were from departments 
with open laboratories available to undergraduates, but only 33.3% (159/477) claimed to under-
stand what a “progressive” open laboratory is, and 28.1% (134/477) were in laboratories that are 
“progressive” open laboratories. Students who believed that “progressive” open laboratories 
helped enhance their “research interest,”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research process,” “de-
velopment of research thinking,” “mastery of experimental techniques,” “better utilization of spare 
time,” “improvement of teamwork spirit,” “increased peer interaction,” and “ability to 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 accounted for 96.3% (129/134), 97.8% (131/134), 94% (126/134), 88.8% 
(119/134), 95.5% (128/134), 83.6% (112/134), 94.8% (127/134), and 95.5% (128/134) respec-
tively; the corresponding percentages for other laboratories were 84.8% (291/343), 77% 
(264/343), 65.3% (224/343), 69.1% (237/343), 57.7% (198/343), 46.1% (158/343), 34.7% 
(119/343), and 34.7% (119/343) respectively. In “progressive” open laboratories, 68.7% (92/134) 
of the projects were completed on time, 32.1% (43/134) of the surveyed students published papers, 
and 11.9% (16/134) received various awards based on innovation training projects, compared to 
33.8% (116/343), 19.8% (68/343), and 8.2% (28/343) in other laboratories for the same catego-
ries. Conclusion: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progressive” open laboratories is still insufficient, 
highlighting the need for stronger promotion and publicity; innovation training projects carried out 
in “progressive” open laboratories yield better results and more achievements (such as publishing 
papers and receiving 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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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务院在 2020 年 9 月印发的《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要以“新医科”统领

医学教育创新，到 2030 年建成具有中国特色、更高水平的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医学科研创新能力显著提

高，服务卫生健康事业的能力显著增强[1]。在当前“新医科”背景下，为适应现代科技发展的需求，如

何在本科教育阶段培养医学生科研创新能力，并为培育创新型复合型医学人才奠定坚实基础，已成为高

等医学院校面临的重要课题。面向本科生的传统开放实验室是高校在完成正常教学和科研任务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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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现有资源(包括师资、仪器设备、环境条件等)，主要针对本科生开放的实验场所[2] [3]。这种开放模

式旨在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科学研究素养。然而，传统的开放实验室项目存在诸多问题，

包括科研实践能力不足、科研项目设计思路不全面、科研经费短缺以及缺乏团队协作意识等[4]。故有必

要在传统开放实验室基础上进行改革创新从而使其发挥更好的作用。“递进式”开放实验室是一种新的

实验室开放模式，它旨在通过分阶段、逐步深入的方式，使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学习进度和能力参与实

验活动，进而提升他们的实践能力和科研素养。作为一种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实践能力和科研素养培养

的教学模式。它在传统实验室管理基础上，逐步推进实验室的开放，提高实验室的利用率和效益。“递

进式”开放实验室的建设思路是以学生为中心，以能力培养为导向，以课程体系建设为基础，以实验教

学改革为动力，逐步推进实验室的开放[4]。虽然“递进式”开放实验室项目已经在多个院校实施多年，

但“递进式”开放实验室对医学本科生开展创新训练项目中的作用的调查研究还未见报道，本文通过调

查问卷的方式，对“递进式”开放实验室在我校运行现状及其在大学生创新训练中的作用进行调查分析，

以期为高校开放实验室建设和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提供参考。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选择 2019~2022 级医学相关专业的主持过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的学生为调查对象，其中包括了

主持了各级(校级、省级、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学生，这些大创项目包括了已结题和正在开展的

项目。 

2.2. 研究方法 

在参考和借鉴已有文献研究的前提下设计了此次调查问卷，根据课题组多年指导医学生开展大学生

创新训练项目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及通过指导学生过程中学生反馈的信息确定该问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 3
个部分：(1) 从院系和年级分布了解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2) 对“递进式”开放实验室项目的认知：包

括是否有对学生开放的创新实验室、开放的创新实验室是否是指导老师的科研实验室、所在实验室开放

的形式、开展项目前是否有专门的基本操作技能培训、是否希望接受项目所需的基本实验知识和技能的

前期培训等内容。(3) 与传统开放模式比，“递进式”开放实验室的优势：包括对项目所需的基本实验知

识和技能的培训对项目的顺利实施是否有帮助以及对哪些方面有显著的帮助和提高、在传统或“递进式”

开放实验室中开展的创新训练项目所得成果情况(论文、专利、获奖等情况对比)。 

2.3. 数据统计 

应用 GraphPad Prism 6.0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百分比) [n (%)]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卡方检验，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调查问卷回收情况 

本次调查共针对相关学生发放问卷 477 份，收到 477 份调查问卷，有效率 100%。 

3.2. 调查对象的院系、年级分布情况 

本项目涉及的调查对象的院系分布情况如表 1 所示，共有 12 个相关院系的学生参与了本次调查，其

中临床医学院有 265 名学生，是完成问卷人数最多的院系，占参与调查的总人数的 55.6%；运动医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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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学院有 8 名同学完成了调查问卷，是参与完成问卷人数最少的院系，占参与调查的总人数的 1.7%。

其他院系参与并完成问卷调查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都没有超过 10%，这种分布情况与学校各个院系学

生总数的分布是一致的。 
参加问卷调查的学生中 2022 级学生最多，有 146 人，占比 30.6%，其次是 2021 级学生，有 126 人，

占比 26.4%，2020 级和 2019 级分别有 112 人(23.5%)和 93 人(19.5%)，详见表 2。 
 

Table 1. The distribution of survey participants’ departments 
表 1. 调查对象的院系分布情况 

院系 人数(人) 占比(%) 

临床医学院 265 55.6 

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 10 2.1 

护理学院 15 3.1 

眼视光医学院 18 3.8 

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院 21 4.4 

精神卫生学院 12 2.5 

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 8 1.7 

医学影像学院 32 6.7 

口腔医学系 2.1 4.4 

医学检验系 23 4.8 

公共卫生学院 18 3.8 

药学院 34 7.1 

 
Table 2.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urvey participants grades. 
表 2. 调查对象年级分布情况 

年级 人数(人) 占比(%) 

2019 级 93 19.5 

2020 级 112 23.5 

2021 级 126 26.4 

2022 级 146 30.6 

3.3. 调查对象对“递进式”开放实验室项目的认知情况 

3.3.1. 对开放实验室的认知情况 
有 92.9% (443/477)的学生所在的院系有面向本科生的开放实验室，有 4.4% (21/477)的学生所在的院

系没有面向本科生的开放实验室，而不清楚自己所在院系是否有面向本科生的开放实验室的学生的比例

为 2.7% (13/477) (表 3)。 
33.3% (159/477)的学生认为自己了解“递进式”开放实验室(表 3)，同时有 28.1% (134/477)的学生所

在的实验室属于“递进式”开放实验室(表 3)；有 54.9%的学生所在的实验室不属于“递进式”开放实验

室(表 3)，此外还有 17% (81/477)的学生不清楚自己所在实验室是否属于“递进式”开放实验室(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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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he survey results of the openness of laboratories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progressive” open laboratories 
表 3. 实验室开放情况及对“递进式”开放实验室的认知情况问卷调查结果 

对“递进式”开放实验室的认知情况 人数(人) 占比(%) 

所在院系有面向本科生的开放实验室 443 92.9 

所在院系无面向本科生的开放实验室 21 4.4 

不清楚所在院系是否有面向本科生的开放实验室 13 2.7 

了解“递进式”开放实验室 159 33.3 

不了解“递进式”开放实验室 318 66.7 

所在开放实验室属于“递进式”开放实验室 134 281 

所在开放实验室不属于“递进式”开放实验室 262 54.9 

不清楚所在开放实验室是否属于“递进式”开放实验室 81 17.0 

3.3.2. 对“开展项目前是否有必要以及需要进行哪些有针对性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的问题的 

调查结果 
对于“是否有必要在开展创新训练项目前进行有针对性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的问卷，有

96.9% (496/477)的被调查学生认为有必要进行有针对性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和培训，有极少数被调

查学生(15，3.1%)认为“无所谓”(表 4)；对于“需要进行哪些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和训练”的选项问题，有

442 (92.7%)名参加问卷的学生选择了“文献资料搜集、查阅”，高居第一位，居第二位的选项是“课题

设计及申报书撰写”，共有 392 (82.2%)名参与调查的同学选择此项。另外，选择“动物实验”(312 人，

65.4%)、“细胞实验”(285 人，59.7%)、“临床流行病学试验方法”(283 人，59.3%)、“分子生物学实

验”(216 人，45.3%)和“其他”(68 人，14.3%)依次位列第 3~7 位(表 5)。 
 

Table 4.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s on whether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relevant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training 
before carrying out innovative projects 
表 4. 对开展创新项目前是否有必要开展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的调查结果 

开展项目前是否有必要进行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和培训 人数(人) 占比(%) 

有必要 462 96.9 

没有必要 0 0 

无所谓 15 3.1 

 
Table 5.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s of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training needed before carrying out projects 
表 5. 对开展项目前需要进行哪些方面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的调查结果 

需要进行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 人数(人) 占比(%) 

文献资料搜集、查阅 442 92.7 

课题设计及申报书撰写 392 82.2 

临床流行病学试验方法 283 59.3 

细胞实验 285 59.7 

动物实验 312 654 

分子生物学实验 216 45.3 

其他 68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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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递进式”开放实验室在开展创新训练项目中的作用与优势 
认为“递进式”开放实验室对提升医学生的“科研兴趣”、“系统了解科研过程”、“培养科研思

维”、“掌握实验技术”、“更好利用课余时间”、“提高团队协作精神”、“增加同学间的交流”、

提高“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等方面有帮助的学生分别占 96.3% (129/134)、97.8% (131/134)、94% (126/134)、
88.8% (119/134)、95.5% (128/134)、83.6% (112/134)、94.8% (127/134)、95.5% (128/134)；而其他实验室的

数据分别为 84.8% (291/343)、77% (264/343)、65.3% (224/343)、69.1% (237/343)、57.7% (198/343)、46.1% 
(158/343)、34.7% (119/343)、34.7% (119/343)。与其他开放实验室相比，“递进式”开放实验室对开展创

新训练项目的各方面的作用更显著(表 6)。 
对于创新项目顺利结题及项目成果方面的调查发现，在“递进式”开放实验室开展的项目，有 68.7% 

(92/134)能够结题，而在其他实验室开展的项目只有 33.8% (116/343)的项目能够按时结题，远低于在“递

进式”开放实验室中结题项目的比例；在文章发表和通过创新项目获得各种奖励等成果方面，“递进式”

开放实验室的表现也优于其他实验室：有 32.1% (43/134)的来自“递进式”开放实验室的被调查学生发表

了论文，显著高于其他实验室的这项比例。同样，通过在“递进式”开放实验室开展创新训练项目获得

奖励的比例也显著高于其他实验室(表 7)。 
 

Table 6. Comparis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gressive” open laboratories and other laboratories in conducting innovative 
training projects 
表 6. “递进式”开放实验室与其他实验室开展创新训练项目的作用比较 

组别 人数 提升 
科研兴趣 

了解 
科研过程 

培养 
科研思维 

掌握 
实验技术 

更好利用 
课余时间 

提高 
团队协作 

增进同学间

交流 
提高分析解

决问题能力 

其他实验室 343 291 
(84.8) 

264 
(77.0) 

224 
(55.3) 

237 
(69.1) 

198 
(57.7) 

158 
(46.1) 

119 
(34.7) 

119 
(34.7) 

“递进式” 
开放实验室 134 129 

(96.3) 
131 

(97.8) 
129 

(94.0) 
119 

(88.8) 
128 

(95.5) 
112 

(83.6) 
127 

(94.8) 
128 

(95.5) 

χ2  11.96 29.27 48.02 19.77 63.62 55.22 139.3 142.8 

P  0.0005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注：括号内数字为对应项目人数占各类别实验室总人数的比例。 
 

Table 7. Comparison of achievement between “progressive” open laboratory and other laboratories in innovative training 
projects 
表 7. “递进式”开放实验室与其他实验室开展创新训练项目成果比较 

组别 人数 按时结题 发表文章 获得奖励 

其他实验室 343 116 (33.8) 68 (19.8) 28 (8.2) 

“递进式”开放实验室 134 92 (68.7) 43 (32.1) 16 (11.9) 

χ2  47.55 8.117 4.389 

P  0.000 0.004 0.036 

注：括号内数字为对应项目人数占各类别实验室总人数的比例。 

4. 讨论 

4.1. 实施“递进式”开放实验室项目的必要性 

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开放实验室在我校得到较好的普及(92.9%学生所在院系有面向本科生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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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这得益于国家和学校对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日益重视。传统的开放实验室项目通常采取学生随

意且缺乏计划性地选择参与的方式，因此，提升“开放实验室”项目在培养医学生科研能力方面的效果

成为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5]-[7]。目前，“递进式”开放实验室项目能较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在这种

新型培养模式下，学生能够更清晰地了解每个阶段的学习目标和所需掌握的实验技术，有针对性地查阅

相关资料和最新研究进展。同时，学生也能够更好地建立系统的科研思路，为医学院校培养创新型人才

提供了新的模式和途径[8]。但目前大部分学生(54.9%)所在的开放实验室不是“递进式”开放实验室，同

时有很大一部分学生(66.7%)不了解“递进式”开放实验室项目。所以有必要对“递进式”开放实验室项

目进行广泛的宣传，让更多的老师和学生认识、了解和参与“递进式”开放实验室项目。 

4.2. 学生在“递进式”开放实验室中开展创新训练项目的效果更好 

我们的调查显示学生希望在进行创新训练项目前开展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和学习，同时在培训内

容需求方面，“文献资料搜集、查阅”和“课题设计及申报书撰写”的需求排前两位，这说明现在学生

进入实验室不仅仅为了学习基本的实验操作技能，他们更希望能从申报课题到完成项目，系统地学习参

与科研过程，而“递进式”开放实验室项目就能满足学生的这一需求。 

进一步对“递进式”开放实验室项目的作用和成效的调查结果显示，“递进式”开放实验室对创新

训练项目顺利实施的帮助作用以及依靠项目获得的成果都要优于其他实验室。经过“递进式”开放实验

室系统培训的学生认为，这种模式在提升学生科研兴趣、系统了解科研过程、培养科研思维、掌握实验

技术、更好地利用课余时间、提高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增强团队协作能力以及促进同学间交流等方面都

优于传统开放实验室。此外，无论是按时完成项目、发表文章还是在获得奖励等科研成果方面，“递进

式”开放实验室的表现也全面超越了其他类型的开放实验室。 

4.3. 对开展“递进式”开放实验室的建议和意见 

虽然与其他开放实验室相比，“递进式”开放实验室在培养创新型人才的作用和成效中优势明显，

但“递进式”开放实验室的建设和普及不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实施“递进式”开放实

验室的过程中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考虑。 

首先，要加大项目的宣传力度。医学生的科研热情是“递进式”开放实验室实施的基础，也是该项

目旨在培养的核心素质之一。学生对未探索领域的好奇心对于项目的顺利进行至关重要[9]。通过在项目

启动前进行有效的宣传，可以加深学生对项目内容的理解，激发他们对于科研和未知领域的探索欲望，

从而有助于项目的顺利推进。 
其次，必须加强指导教师的培训。教师的科研水平和综合素质是保证项目成功的关键[10]。有必要对

参与“递进式”开放实验室项目的教师进行必要的培训和选拔，选拔出责任心强、科研水平高、教学经

验丰富的教师担任“递进式”开放性实验项目的指导老师，这样才能更好保证项目的成功实施。还需强

化教师的项目管理能力：项目管理是保证项目成功的关键。可以通过培训，让教师掌握项目管理的基本

知识和技能，如项目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等。 

最后需要学校层面的大力支持。与传统开放实验室相比，“递进式”开放实验室项目的实施需要投

入更多的人力、财力。为使项目成功实施，需要学校建立相关规章制度从场地、人力、物资等方面持续

提供充分的保障。学校层面可以以项目立项的形式，提供资金支持，可以建立相关激励机制，鼓励科研

实力强的教师参与到“递进式”开放实验室项目中来。 

5. 总结展望 

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开放实验室在我校得到较好的普及(92.9%学生所在院系有面向本科生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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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这得益于国家和学校对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日益重视。传统的开放实验室项目通常采取学生随

意且缺乏计划性地选择参与的方式，因此，提升“开放实验室”项目在培养医学生科研能力方面的效果

成为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5]-[7]。目前，“递进式”开放实验室项目能较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在这种

新型培养模式下，学生能够更清晰地了解每个阶段的学习目标和所需掌握的实验技术，有针对性地查阅

相关资料和最新研究进展。同时，学生也能够更好地建立系统的科研思路，为医学院校培养创新型人才

提供了新的模式和途径[8]。但目前大部分学生(54.9%)所在的开放实验室不是“递进式”开放实验室，同

时有很大一部分学生(66.7%)不了解“递进式”开放实验室项目。所以有必要对“递进式”开放实验室项

目进行广泛的宣传，让更多的老师和学生认识、了解和参与“递进式”开放实验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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