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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科毕业论文写作是大学生知识、能力的综合运用与重构深化，也是彰显高校专业教育水平和人才培养

质量的窗口。《科研思路与方法》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和科学素养，是指导与实践训练课程。

积极探索课程思政切入点与实施路径对于推进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提升本科毕业论文写作水平、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具有重要意义。围绕该课程教学目标，面向成都中医药大学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专业本

科生，笔者结合近几年的教学实践经验，对该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做出了总结，并提出了对策和建议，为

本科毕业论文写作提供了更可靠的过程支持和质量保障，旨在对其他高校类似专业的课程改革与思政教

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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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graduate graduation thesis writing is the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knowledge and ability, and it is also a window to highlight the professional educa-
tion level and talent training quality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course “Scientific Research 
Ideas and Methods” aims at cultivating students’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and scientific literacy, 
and is a guiding and practical training course. Actively exploring the entry point and implementa-
tion path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mproving the writing level of undergraduate 
graduation thesis, and implement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people. Fo-
cusing on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of this course, the author summariz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mode of this course for undergraduates majoring in biological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in 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ased on the practical teaching experience 
in recent years,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provide more reliable pro-
cess support and quality assurance for undergraduate graduation thesis writing. It has certain ref-
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curriculum reform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of similar ma-
jors in other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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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大学本科的教育目的主要体现在为学生未来研究打下基础，以及为社会提供具有优秀综合素质的专

业人才两个方面[1]。毕业论文作为高校本科教学计划的重要环节之一，其从设计到完成的过程可以培养

本科生的综合素养，而其质量的高低不仅体现了大学教育水平的好坏，也是学生学位资格认证的重要依

据。本科期间，学生需要在教师的指导下选择一个具有学术和实践意义的研究课题，进行开题、中期检

查、定稿查重、答辩等环节，系统地、相对独立地完成相关研究[2]。通过优化本科生毕业论文，学生可

以进一步提高独立思考、问题解决和学术写作能力，在为将来的学术研究或职业发展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的同时，也可为社会持续输送更高质量的人才。近年来，随着本科生就业、考研升学压力的日益增大，

以及大学老师授课质量的考核变化，本科毕业论文投入不足、论文质量下降等问题也普遍发生[3]。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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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本科毕业论文质量，已经成为当下大学教育中的突出问题[4]。 
基于此，笔者结合了在成都中医药大学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专业本科生的校级一流课程《科研思路

与方法》授课过程中的一些经验，积极探索了课程思政切入点与实施路径，以推进专业课程思政建设、

提升本科毕业论文写作水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旨在对其他高校类似专业的课程改革与思政教学

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 课程思政的重要内涵与现状 

2.1. 重要内涵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

展素质教育。课程思政作为新时代的教育理念，是将书本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全新教学模式，在日

常教学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可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同时课程思政也是一种教学

方法，即将专业课程中所包含的思政元素(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宪法法治意识和道德修养等)
通过提炼、升华和适时地向学生自然呈现，以实现学生在理想信念、道德情操和个人修养等意识形态方

面长远的、潜移默化的教育[5]。 

2.2. 现状 

课程思政建设已成为新时代高校课程教学改革的热点问题。为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部 2020 年印发的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我国各高校开始进一步探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思想、新方法

[6]。大量学者纷纷涌现并持续聚焦于课程思政建设相关课题，展现出高度的学术热情与研究投入，而这

一趋势也在文献数量的显著增长以及丰富多样的案例分享中得到了充分印证[7]。如今，专业课、综合素

养课与思政课三位一体同步发展的趋势愈来愈明显，在思政教育方面，课程正从单一的思政课程向课程

思政转化，目前已被部分学者运用于病理学、机械设计基础、外语、体育等多学科的学科教育中[7] [8]。 
课程思政建设任务立足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紧紧围绕“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

的核心问题，如今急需将思政工作有效渗透到专业和综合素养课程体系建设中，做到有效引导学生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对提高学生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以及增强文化认同感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3. 《科研思路与方法》的课程定位 

《科研思路与方法》课程是一门综合性科研思维训练课程，以提升学生的科研思维、创新能力为总

体教学目标，培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物学工作者，使其更好地为国家和地方的医药卫生事业添

砖加瓦[9]。经过大学三年的生物学专业知识学习，《科研思路与方法》课程能够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将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微生物学、基因工程等学科所学内容加以拓展，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题撰

写成论文，为日后的毕业论文写作、学术研究或职业发展打下基础。科研思路是指进行科学研究时所采

用的思考方式和逻辑思维方式，科研方法是指进行科学研究时所采用的具体操作方法。两者密切相关，

相互促进。只有掌握正确的科研思路与方法，才能确保论文写作事半功倍。 
当前，各大高校的《科研思路与方法》课程体系仍然偏重于学科理论教学，针对于学生科研实践能

力教学相对欠缺；教学内容相对单调枯燥，内容的深度和前沿性不够；教学模式依旧采用传统的集中讲

授为主，教师单向灌注式教学，缺乏师生之间直接互动，不利于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10]。
可见，《科研思路与方法》课程中以提高科研实践能力和科研诚信教育为核心的实践课程体系亟待构建。 

由笔者授课的成都中医药大学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专业本科生班级课程内容包括科研思路与方法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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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文献检索与阅读、科研选题与科学研究、科研方法与思维、生物科研论文和项目申请书的撰写、科

研设计综合及讨论分析、论文比赛等方面。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引导学生了解如何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以培养学生的科学观念、科研素养，启发逻辑思维，发散思维，打破局限思维束缚为培养目标，培养科

研思维方式和科研方法，从而达到“智育”的目标[11]。在教学上不断深化教学改革，充分利用现代化的

教学手段，探索教改新路，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鼓励创新精神。在课程中尝试了对分课堂、

PBL 教学法、及翻转课堂、论文比赛等多种教学模式。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将思政元素融入课程

授课，潜移默化中“立德树人”，联系时事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意识，促进多学科交叉，锻炼学生的专业素

质和创新思维。 

4. 《科研思路与方法》课程中的思政教学模式探索 

4.1. 思政目标 

将“知识传授”“价值引领”和“立德树人”三者有机结合，旨在让学生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了解

我国科学技术领域的伟大成就、重要事迹和领军人物，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与爱国情操，培养学生严

谨求实、爱岗敬业和甘于奉献的大国工匠精神。将通识思维融入课堂不仅可以优化教学质量，增加教学

内容的层次性，还有助于同学们思想道德素质的明显提高。这将为自然科学相关课程教学的进一步改革

奠定基础，也有望为医学类高校课程教学改革提供新方向和新参考。 

4.2. 整体设计 

以中国近现代生物学发展史为融入点，培养爱国情怀 
1898 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成立之初便设立博物学，1921 年东南大学率先成立生物学，成为中国最早

成立生物学的大学，秉志先生是中国第一个生物学博士。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我国生物学也迈入高

速发展阶段，接连在自然、科学、细胞等国际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并荣获诺贝尔奖、邵逸夫奖等

国际生物大奖，出现了一大批以袁隆平、屠呦呦、陈薇、巴德年等为代表的爱国生物科学家，以施一公、

饶毅为代表的爱国海归科学家。了解我国近代生物发展史，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增

强文化认同，培养爱国情怀。 
以科研思路与方法为融入点，树立中国梦 
科研思路是指进行科学研究时，所采用的思考方式和逻辑思维方式。只有掌握正确的科研思路与方

法，才能确保论文写作事半功倍，才能确保科学研究方向正确。2003 年，陈薇院士带领团队研制出新型

干扰素，成为首个阻击 SARS 的药物，2022 年，陈薇院士带领团队研制出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始终以人

民的需求为科研方向，为党分忧，为民解难，作为生物学专业的学生，始终应当以人民的需要为出发点，

牢固树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以文献检索与阅读为融入点，深植工匠精神 
文献检索是本课程中实操性很强的部分，采用融合思政的知识点和热点方式，利用翻转课堂形式

授课，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鼓励学生学习袁隆平、屠呦呦等生物学家“甘坐冷板凳”的精神，通过

文献检索工具，进一步了解生物学家如何通过文献查阅，反复实验等完成科研工作，培养学生的工匠精

神。 
以生物科研论文和项目申请书的撰写为融入点，孕育科学精神 
在课程理论教学中，鼓励学生以中国近现代生物学发展历程为切入点，深入了解我国近代生物发展

现状以及我国生物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引导学生运用在《科研思路与方法》课程中所学的专业理论

知识提出建议，同时鼓励学生利用本课程知识，积极参加各类大学生活动竞赛，从而培养学以致用、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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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创新的科学精神。 
以国家相关的战略或政策为融入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生物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生物产业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战略产业。2004 年，美国政

府就出台了相关生物防御政策。“十四五”时期，我国提出强化生物经济领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

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强化生物经济领域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在课程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过程中，

帮助学生将个人职业发展与国家建设相结合，有利于践行和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学生

自主思考，帮助学生将小我融入大我，激发学习热情，增强爱国情怀。 

4.3. 思政效果考核实践——《科研思路与方法》结课论文大赛 

本次《科研思路与方法》为 2019 级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专业本科生的选修课，共有 62 名学生选择

参与课程。将比赛融入课程当中，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教”的教育改革新模式，可以实现师生共同进

步，有助于推动高校高质量人才的培养进程[12]。为提升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高学生毕业设计

质量，本次比赛初赛要求 62 名学生全员参与。同时为培养学生从多视角审视论文的能力，课程设计在学

生参与比赛的同时，还将作为评委对同窗论文质量进行评分。此外，本次大赛还邀请了多位学院领导、

教师代表等担任大赛评委。由参赛同学依次汇报论文摘要、引言、主要内容、结果与结论等，经过层层

选拔，决赛参赛目录如下(表 1)。其中序号 12 的论文由 2 人合力撰写。 
 

Table 1. The final course paper contes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deas and Methods” of the institute of medical technology 
表 1. 医学技术学院《科研思路与方法》结课论文大赛参赛目录 

序号 班级 题目 

1 生物技术 2019 级 原发性肝癌相关信号通路机制的研究进展 

2 生物科学 2019 级 反向遗传学技术在疫苗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3 生物科学 2019 级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药物治疗研究进展 

4 生物技术 2019 级 单细胞测序技术的研究进展及医学应用展望 

5 生物技术 2019 级 共刺激信号通路 ICOS/ICOSL 在免疫调节作用中的研究进展 

6 生物技术 2019 级 土壤酶对改良土壤污染和土壤肥力的作用 

7 生物科学 2019 级 肿瘤免疫疗法的机制和应用研究进展 

8 生物技术 2019 级 新冠病毒 S 蛋白结构和功能的研究进展 

9 生物科学 2019 级 肥胖相关基因 FTO 和 MC4R 作用机制的研究进展 

10 生物技术 2019 级 胶原蛋白的提取工艺研究进展与展望 

11 生物科学 2019 级 蝙蝠抗病毒免疫耐受机制概述 

12 生物技术 2019 级 PCR 技术在人乳头瘤病毒检测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13 生物科学 2019 级 脱落酸在植物处于环境胁迫时的作用研究 

14 生物科学 2019 级 细胞衰老在心脏病发病机制及防治中的作用研究进展 

4.4. 实践成效 

此次结课论文大赛优化了传统的教学手段，达到了“两性一度”即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的金课

标准。同学们在论文撰写时思路清楚、亮点充分，在学术科研上严谨丰富，论文格式完整规范，为毕业

论文写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该课程入选决赛的 15 人，据统计达到了 100%的就业率，其中有 5 人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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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实现高质量就业，其他 10 人中有 2 人于医疗卫生单位工作，1 人于三资企业工作。课程以“以赛

促学、以赛促教”为课程核心，通过“教、学、赛”三位一体的授课机制，让学生充分融入课堂，成功培

养了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锻炼了学生的专业素质和创新思维，同时也促进了我校高素质、

全能人才的培养进程。比赛也进一步锻炼了同学们的科研能力和科学素养，鼓励同学们进行科研学习和

钻研，同时也为未来就业的核心素养打下基础。 

5. 对策和建议 

《科研思路与方法》课程理论性较强，内容相对抽象枯燥，要避免教师单向灌注式教学，注重对学

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构建实践课程体系。对于科研经验相对缺乏的本科生来说，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因

此，在教学过程中，结合课堂教学实际和教学成果，提出一些关于该课程的对策和建议： 
第一，将思政融入教学建设，强调案例教学，发挥立德树人作用。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专业课与综

合素养课的学习，通过专业与史实相结合等多种形式，增加学生课程学习兴趣，提高课堂专注度，培养

学生专业素养与爱国情怀，提高学生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树立正确职业榜样，增加学生社会责任感，

同时增长学生对科研工作的感性认识[13] [14]。 
第二，推进“以赛促学，以赛促教”授课新模式，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调动手实践。科研工作离

不开实践，理论知识离不开实践，要让学生明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文献检索，查阅相应

文献获得论文必要准备资料，感受科研工作前期准备，该过程也为未来的职业和科研发展奠定良好的基

础。“以赛促学，以赛促教”授课方式促进了教育改革，实现了师生共同进步，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促

进理论知识的实际运用，提高学生创新力与综合素养[15] [16]。 
第三，增加课程丰富度，采用“大班教学、小班讨论”教学模式，使学生参与课堂。在比赛之余，发

挥翻转课堂效用，采用“大班教学、小班讨论”教学模式可有效增加师生互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

激发学生课程学习兴趣，使学生深入了解相关知识[17]。 
第四，强调创新重要性与科研诚信。科研工作贵在创新，生物学本就是从无到有的过程，创新是生

物学发展的源源不断源泉。要求学生运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进行论文创新，开拓学习新领域，增强学

生对科研的认识和理解，对学生科学品质和科研能力具有积极的帮助作用。科研诚信是科技创新的生命

线。要求学生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始终以诚信为底线，以诚信为原则，坚持以严肃、认真、诚实、守信的

精神进行科研活动，遵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努力将科研诚信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6. 小结 

《科研思路与方法》实践课程体系将“知识传授”“价值引领”和“立德树人”三者有机结合，增加

“以赛促学，以赛促教”授课新模式，通过“教、学、赛”三位一体的授课体系重点突出课程的实践教学

环节。将课程思政融入课程教学，培养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打破学科壁垒，

让其与专业课程有机融合，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课程注重科研道德素养的培养，强化了科研创新

实践能力，提高了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思维能力。该课程还继承拓展了大学三年生物学专业

知识的学习，并且为学生本科毕业论文写作中选题、开题、中期检查、定稿查重、答辩等五个环节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提高了学生对科研工作的热情，而过程中科学素养的提升也为未来就业打下了良好基础。

笔者结合近几年的教学实践经验，对该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做出了总结，并提出了对策和建议，可开辟生

物和医药类专业学生的新发展方向和理念，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落足于国家和社会需求，培育出具有

创新意识和实践应用能力的新时代复合型人才，对全国医药类高校类似专业的课程改革与思政教学具有

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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