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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是新时代我国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使命。而新型研究

型大学的崛起为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提供了新的契机。本文从培养理念、培养方式、管理制度、培养模

块这几方面对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培养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新型研究型大学目前形成内外协同格局，

人才选拔采取“限制性 + 综合评价”方式，学生社区式书院制进行管理，强化实践教学模块，注重学

生差异化培养，但其中仍存在着培养理念趋同化、通识课程设置不到位、人才选拔侧重专业成绩考核、

科研实践训练形式创新程度较低等现实困境。建议新型研究型大学在深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进程中，完

善培养理念的多样性、科学建构通专结合的课程体系、完善拔尖创新人才管理机制、完善进阶式科研实

践训练，为拔尖创新人才具备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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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ivating outstanding innovative talents 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inde-
pendent cultivation of talents is an important mission for China to build a strong educational coun-
try in the new era. The rise of new research universities provides a new opportunity for the culti-
vation of outstanding innovative talen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ultiva-
tion of new research universities from the aspects of cultivation concept, cultivation method, 
management system and cultivation module. Research findings: New research universities are 
now form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synergistic patterns, adopting a “restrictive and comprehen-
sive evaluation” approach to talent selection, adopting a student-community-based academy sys-
tem for management, reinforcing practical teaching modules, and focusing on the differentiated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However, there still exists such practical dilemmas as the convergence of 
training concepts, the lack of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the focus of talent selection on the as-
sessment of professional performance, and the low degree of innovation in the form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ractical training. It is suggested that new research universities, in the process of 
deepening the cultivation of outstanding innovative talents, should improve the diversity of culti-
vation concepts, scientifically construct the curriculum system combining generalization and spe-
cialization, improve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outstanding innovative talents, and improve 
the advanced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ractical training,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outstand-
ing innovative talents to have the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practical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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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在 2020 年 9 月举行的科学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必须进一步强化高校在

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与布局，积极构建前沿科学中心，并致力于推动新型研究型大学的蓬勃发展。在全

国“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指出要“支持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战略部署，旨在进一步加强国家战略科

技力量的构建。这一举措充分表明，新型研究型大学在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

国致力于推进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建设，其核心宗旨在于针对基础学科领域，精心培育并打造一批卓越的

拔尖创新人才。此举旨在确保这些人才在未来能够成为引领国家科技创新的领军人物和中坚力量，为国

家的科技进步和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尤其是对拔尖创新人才的自主培养，这是学术界及高等教育领域共同关注

的课题。我国各高校均在积极寻求培养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的方法[1]。从历史脉络来看，自 1987 年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设立少年班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便在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道路上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在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内涵发展阶段的今天，各高校已经逐步建立起了专门的教学改革试验区和人才项目。

但是，目前有关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进行的局部和试验性的

探索，并没有打破既有高校制度空间的限制。从现实意义上讲，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这一进程也为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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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提供新的机遇，从而促进我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

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坚定不移地推进人才自主培养的道路，是新时代我国在教育强国战略部署下的

必然选择[2]。当今，世界经济竞争的重心已经转移到“拔尖创新人才”的竞争上，世界各国对高层次创

新人才的甄选与培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选拔标准逐步从单纯的天赋智力转向全面的成就智力评估，

培养重心也从传统的同质化教育转向差异化和个性化培养。在此背景下，新型研究型大学积极调整了拔

尖创新人才的培养策略，围绕学科领域构建了更为精确高效的教育培训体系，以适应时代的新需求，满

足社会发展对人才的新需求，可以说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崛起为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提供了新的契机[3]。 
新型研究型大学作为当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新的发展路径，承载着为国家重点战略领域输送高素

质人才的重要使命。在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这类大学需要以更高的定位、更广阔的视角，不断探索

和创新，以适应日益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和办学方针。基于此，本文从培养理念、培养方式、管理制度、

培养模块这几方面对新型研究型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现状及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深入研究新

型研究型大学的办学特色和发展规律，不断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变革，为我国建设战略

提供有力支撑。 

2. 新型研究型大学内涵及其特征 

2.1. 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内涵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对大学教育的需求日益旺盛，大学的发展逐渐展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自 20 世

纪 90 年代起，全球经济社会、科学技术以及高等教育领域均经历了深刻变革，对大学的改革与创新提出

了严峻的挑战。在此背景下，一批新兴的研究型大学迅速崭露头角，有力推动了新型研究型大学的诞生

与发展。 
 

Table 1. Development history of research universities 
表 1. 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历程 

阶段 办学模式 

研究为主 以研究作为大学的核心职能的德国大学模式 

研究生教育为主 研究生教育作为办学主体的美国大学模式 

应用研究为主 引领产业发展作为成功标志的创新创业发展模式 

管理革命为标志 采用企业化管理体制的新型大学办学模式 

注：表 1 的信息参考文献[4] [5]整理所得。 

 
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看，研究型大学依次经历了四个主要的发展阶段，这些阶段分别体现了四种具

有代表性的研究型大学发展模式(如表 1)。一是以研究为主的阶段。1810 年柏林大学的建立，标志着德国

大学模式的正式确立，同时亦成为现代大学的发端[4]。在这一时期，洪堡首次将研究与教学确立为大学

的核心职能，为研究型大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以研究生教育为主的阶段。1876 年美国霍普金

斯大学的创立，标志着研究型大学的开端，首次将研究生教育作为办学主体，此办学模式亦成为美国研

究型大学发展过程中的典范。三是以应用研究为主的阶段。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研究型大学逐渐摆脱对

纯学术研究的过度依赖，转而将应用与开发研究置于发展的核心地位，于是出现了创业型大学，该类型

大学成功的标志在于能够引领产业发展，实现与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称之为创新创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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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5]。四是以管理革命为标志的阶段。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益成熟与广

泛应用，经济全球化趋势呈现出更为强劲的发展态势，大学排行榜亦应运而生，进而催生了新型研究型

大学的崛起。新型研究型大学通过优化大学排名，显著提升了教育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发展速度非常

快，其成功之处就在于，对传统学院式管理模式的深刻变革，引入了更为灵活高效的企业化管理体制，

标志着大学在全球化时代迈向了更加创新多元的新型大学办学模式。 
所谓新型研究型大学，就在于成功地摆脱了对传统研究型大学发展路径的依赖，走了一条创新发展

之路。从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可以将新型研究型大学认为是研究型大学的一种类型，和传统研

究型大学有所不同，其不同就在于“新”(如图 1)：一是时间层面上的“新”。主要体现在办学年限短，

建校时间最长的新型研究型大学也仅成立 14 年。新型研究型大学崛起于 21 世纪，在面对全球科技革命

与国家战略需求变化时，汲取既有研究型大学的经验及教训，并结合当前社会改革趋势积极应对挑战。

因此，这些诞生于新世纪的大学，凭借其独特的灵活性和创新性，更有可能成为推动新型研究型大学持

续发展的重要力量；二是知识生产层面的新。体现在学科布局呈现“小而精”的趋势，以理工科以及交

叉学科为主，这些学科均遵循以知识应用为核心的原则，紧密围绕产业和社会的知识需求进行精心布局；

三是体制机制层面的“新”。体现在治理机制和管理体制上的革新。治理机制上，新型研究型大学引入

多主体参与大学治理，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管理体制上，积极推行“去行政化”理念，

全面且严格地实施 Tenure Track 制度及独立的 PI 制度，肩负起推动大学体制机制创新的重大使命。 
综上所述，新型研究型大学是指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指引，办学年限较短，学科布局小而精，构

建多主体参与治理，采用企业化管理模式，以科学技术研究为核心任务，旨在培养具备深厚专业知识、

创新思维和卓越能力的拔尖创新人才的一种研究型大学。为我国高等教育开辟了新的发展路径，同时为

全球高等教育体系的革新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有力促进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协同发展。 
 

 
Figure 1. The “New” in the new research universities 
图 1. 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新” 

2.2. 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基本特征 

2.2.1. 建校时间短 
建校时间短，发展速度快，这是新型研究型大学最为显著的特点。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崛起与信息技

术、互联网的迅猛进步紧密相连，它们通常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便跻身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之列，这

种发展速度令人瞩目，也是其备受关注的关键所在。 

2.2.2. 学科布局以理工科为主 
从学科建设的情况来看，新型研究型大学聚焦于理工科这一学科领域，摒弃了传统研究型大学所追

求的综合性与全面覆盖的发展模式，从而更加专注于某一特定领域的深入探索与研究。学科设置相对聚

焦和集中，在教学实施方面秉持精英化教育原则，而书院制作为一种有效的学生管理方式，在其中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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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广泛的应用与推行。 

2.2.3. 师资队伍流动性强 
为了有效推动学术生产力的迅猛提升与学术竞争力的显著增强，新型研究型大学采用全球范围内广

泛招募师资的举措。其中，提供较高的薪资待遇和福利待遇，成为吸引杰出人才的基本手段。同时采用

“非升即走”的管理模式，使得师资队伍的流动性显著增强，成为其显著特点之一。 

2.2.4. 搭建多元主体办学投资体系 
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建设上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因此，其通过搭建起多元主体支撑的办学投资体系，

提高办学经费使用的自主支配权。这不仅极大地缓解了政府财政独立支撑的压力，也激发了社会办学活

力，尤其是集社会资本举办的新型研究型大学越来越多地采用专业基金会运作模式并创立自主管理的基

金，不仅能够充分发挥资本办学效用还能保障办学经费的稳定和可持续。 

2.2.5. 采用企业化管理模式 
新型研究型大学普遍倾向于采纳企业化管理模式，行政权力主导的模式占据主导地位，教授们更多

地承担咨询与协作的职责。这种决策机制有效确保了大学能够迅速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 
新型研究型大学有五个突出特征，普遍呈现出速成性的显著特征；具备资金密集投入的优势条件；

其师资队伍具有高度的选拔性和流动性特点；学科类型相对集中，大多以理工科作为核心学科，这也是

其实现快速发展的关键；同时，特别强调管理效能的提升，通过实施精英决策和高效执行的运作模式，

为其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 新型研究型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现状 

3.1. 培养理念——尊重学生个性差异，促进其全面发展，注重培养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明确人才的培养目标，是人才培养顶层设计的关键，为工作提供方向和战略指引。新型研究型大学

旨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尊重学生个性差异，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以学术研究和创新为核心，提升学生

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并注重培养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其成为未来领导者。与传统研究型大

学不同，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方面，主要以应用性为取向，注重对学生进行学术科研创

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全方位培训[6]。首先，学科背景、素质结构和发展类型是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的关键。学科背景要求人才具备跨学科的知识面和整合迁移能力。素质结构强调基本知识、理论性

知识，同时培养批判性思维、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注重全面与个性发展。发展类型则强调，拔尖创新

人才不仅限于科技精英，还包括各行业的杰出人才。其次是推动学生个性化和全面发展。新型研究型大

学革新传统研究型大学的培养模式，注重拔尖创新人才多元化发展。与传统研究型大学相比，其人才培

养更贴近社会需求，更具针对性及个性化，具备全球视野与爱国情怀，致力于社会贡献。 

3.2. 培养方式——形成内外协同格局，融合通识与专业课程，全面促进个体发展 

拔尖的意蕴在于层次，创新的意蕴在于类型[7]。总的来看，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培育拔尖创新人才方

面已形成内外协同格局。在国际合作方面，加强与国内外高校互动，推动联合培养，增进协同。在内部

改革方面，全面优化教学组织、方法、课程设计和培养体系，打造一流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和机制。新

型研究型大学注重国际化教育，包括树立国际化理念、构建国际化学科体系、开展高层次国际交流与合

作。目前新型研究型大学均已建立符合世界一流大学标准的课程体系，课程使用正宗英语教材，教师采

用中英文双语或外教直接授课，以英语为教学语言。每位学生都有出国留学机会。作为培养创新人才的

关键，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教学活动基于基础学科优势，坚持学术导向，重视本科生数理基础课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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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其纳入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形成综合性创新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在此基础上，强调学生在通识与专

业教育中的学习可塑性。新型研究型大学在专业课程方面展现高度可塑性，提供丰富选修课程及选择空

间。在多数专业中，选修课程学分高于必修课程。学生可根据未来发展选择选修课。新型研究型大学采

用国际标准全英文及双语教学，通过项目与小班教学满足学生需求。同时实施“名师讲学”等措施，提

供优质教学资源。新型研究型大学拥有高水平、国际化的师资，注重选拔学术成就卓越的人才。为教师

提供交流研讨平台，激发教学智慧，提升教学效益，并将课程体系转化为实践成果，推动创新人才成长。 

3.3. 管理制度——“限制性 + 综合评价”、学生社区式书院制 

人才培养制度是人才培养的坚实保障，主要涉及拔尖创新人才的培育与管理机制，其中包括人才选

拔机制和学生社区学院制。一是人才选拔机制。招生工作重在人才选拔，新型研究型大学采用“限制性+
综合评价”模式进行选拔。限制性包括省份、类型、规模及专业规定。综合评价则以高分、高质量为标

准，结合高考成绩和学校自主评价。招生流程方面，新型研究型大学要求学生自主网上报名，经学历初

筛后进入学校自主评估。评估形式包括笔试、面试、英语答辩和无领导小组报告，全面评估学生综合能

力。各评估结果在录取中的权重有差异。二是学生社区式书院制。现代书院的导师制度是人才培养体系

的重要部分。书院教育是我国古代教育的独特形式，也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培养模式。新型研究型大学普

遍实行“学生社区式”学院制。“学生社区式”学院促进学生跨专业、背景交流互动，同时为课程选择

和学术发展提供指导。导师制帮助学生明确培训方向。然而，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进度各异，书院制和

导师制实施模式不同。 

3.4. 培养模块——提倡强化实践教学环节，促进知识应用与转化 

应用性导向的学科专业也决定了新型研究型大学的课程内容将关注点集中在实践领域，教学方式也

在更关注实践问题解决的情境中不断调整和适应。为了更好地开展课堂教学、科研实习等教学活动，新

型研究型大学采取精英化培养模式，实行小班教学，追求“精”“尖”，所有专业课程均采用英文原版

教材，老师采用全英文、中英双语，也可由外教直接授课。同时还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国际交流渠道与

平台，以拓宽视野、增进理解，并安排他们进入一流的实验室，以便能够深入参与科学研究工作。新型

研究型大学高度重视实践教学环节，力求通过开设大量的实践性课程和创新创业课程，充分展示其在知

识运用和转化方面的效果，实现学术创业的思想。此举旨在切实提升拔尖创新人才的应用性核心竞争力，

确保培养出的优秀人才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并为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通过毕

业论文的撰写、实验教学的实施、科研实践活动的参与以及课题研究的深入开展等多种途径，逐步加强

对学生科研实践技能的培养与提升。通过开展此类实习项目，是为了给高素质、高素质、高素质的创新

型人才提供更广泛、更多元化的发展空间，以助力他们全面发展。在专业设置方面，主要以理工类专业

为主，致力于培养具备扎实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的优秀人才。新式研究型大学通过建立多元化的课程体

系，使拔尖创新人才的知识眼界得到更大的拓展，同时对其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科学研究实践能力、

创业能力等方面的综合能力进行了全方位的发展，从而使其能够与将来的社会迅速发展相适应，发挥领

导作用。 

4. 新型研究型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4.1. 培养理念呈现出趋同化的发展态势 

“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是高等教育与新时代教育发展的关键议题。在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中，应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原则，确保教育导向正确且影响深远。在全球化和民族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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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的时代背景下，我国面临巨大发展机遇与挑战。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行业，如航空航天、新能源、

人工智能等，工作强度高、任务难度大。这些行业对人才的需求既要求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又要

求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精神[8]。因此，培育拔尖创新人才至关重要。对于行业领军型拔尖创新人才，

他们应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将个人成长与国家繁荣紧密相连。这些人才能站在国际科技

前沿，为国家和民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当前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培养理念上同质化较高，多强调扎实

的学科基础、创新能力、国际视野和社会责任感。这些要素在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过程中不可或缺，然

而在培养理念层面，新型研究型大学尚未形成鲜明的特色。并且与传统研究型大学相比，新型研究型大

学在学科基础、创新能力、国际视野等方面与传统研究型大学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特征上有重合。因此，

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培养理念上难以与传统研究型大学形成清晰区分。 

4.2. 通识课程的基础性、全面性设置方面仍不到位 

当前，新型研究型大学为打破专业界限，正积极设立通识课程，拓宽学生知识面，构建多元化课程

体系。但如何科学规范地实施通识教育，仍是其面临的挑战。通识教育的核心在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因此，通识教育课程应融合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新型研究型大学虽已意识到通识教育的重

要性，但在基础和综合设置上仍有不足。部分学校将通识教育简化为人文知识教育，仅将人文素质选修

课更名为通识教育课程，导致通识教育被误解为“常识教育”。实际上，这些学校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

多为过去的公共课程，并未真正体现通识教育的内涵。此外，师资短缺及结构不完善使课程质量下滑。

因师资限制，学校常按教师专业能力设课，而非按需求配备教师。这导致研究型大学通识和基础选修课

程有限，限制了学生选课范围，难以满足优秀学生的多样化需求。为培养全能和创新人才，新型研究型大

学提倡开设跨学科课程。但跨学科课程对教师学术水平要求高，内容不可简单叠加。目前我国研究型大

学普遍缺乏跨学科课程的师资队伍，教师现有知识和能力难以胜任跨学科教学任务，导致课程质量不高。 

4.3. 人才选拔过于侧重专业成绩考核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的设计与制订，应紧密依托高校特色学科或重点发展学科，同时需充分考虑

到不同时代对拔尖创新人才所提出的差异化要求。生源选拔标准应随高校办学类型、办学重心以及时代

发展的不同阶段而相应调整。然而，当前在新型研究型大学中，拔尖人才的选拔过程过于偏重于成绩考

核，这一做法与核心素养理念相反。 
首先，成绩仍然是部分新型研究型大学在拔尖创新人才选拔过程中的核心依据，其人才选拔机制采

用“限制 + 综合评价”的模式，即学生需通过填报高考志愿或提前批次申请的方式参与选拔。部分新型

研究型大学将根据学生的申请材料进行筛选，确定参加考核的名单，并组织相应的提前批考试，同时亦

会以高考成绩作为最终决定依据。然而，这种以成绩为导向的选拔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学生学习

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全面评估，因此，可能无法充分保障所选拔学生的生源质量。 
其次，尽管新型研究型大学已经认识到以高考成绩为导向的选拔方式存在的缺陷，并据此对选拔制

度进行了优化，通过增加学生创新兴趣、能力以及竞赛情况等多元化指标来丰富选拔标准。然而，值得

注意的是，这些新增指标在综合考评中所占的比例相对较小，主要的选拔依据依然是高考成绩和选拔考

试成绩。因此，新型研究型大学在选拔机制上并未彻底摆脱“应试教育”的束缚。 

4.4. 科研实践训练形式呈现框架化趋势，创新程度相对较低 

在审视科研实践训练与校企合作实习的具体内容时，其中参观学习占据了主导地位。然而，当涉及

到实践操作环节时，大部分内容往往局限于验证性质，导致学生在这一过程中的个人探索空间极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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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状无疑对人才创新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构成了显著的制约。首先，在制定科研培养方案时，

新型研究型大学未能充分展现开设与科研项目紧密相关的课程的主动性。因此，学生在课堂学习中获得

的科研知识往往难以与具体的科研项目和活动相结合，导致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明显的脱节现象。在教

学过程中，教师在科研育人方面缺乏系统性和规范性，未能依托具体科研项目进行实践教学。多数情况

下，教师主要通过讲演的方式向学生介绍科研情况，并渗透思想政治方面的内容，但这种方式未能深入

实现科研育人的根本目的。其次，在科研评价机制方面，新型研究型大学通过实施论文、专利等具体成

果的量化考核来评估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成效，并将此作为奖学金评定、优秀毕业论文评选等的重要依

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研成果数量的提升，但这种评价方式可能诱导学生过分追求成果的数量

而忽视质量，进而使得科研成果的质量出现下滑趋势，制约其科研创新能力的发展。 

5. 新型研究型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5.1. 完善新型研究型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理念的多样性 

在拔尖创新人才理念方面，我国高校普遍存在“贪多求全”的倾向，同质化现象尤为显著。作为具

有中国特色的研究型大学“试验田”，新型研究型大学迫切需要形成自己独特的人才培养思想，并在恰

当的时间和条件下，通过自己的努力，打破体制的桎梏，发展出自己的特色。培养目标是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中至关重要的指导思想，具有显著的引领性作用。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实践中，我们应当将目标

设定为面向未来，具备足够的战略高度，从而在综合素质、家国情怀、担当意识等方面为培养目标注入

新的内涵与定位，完善其多样性。同时，我们还应积极将培养目标与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相结合，深度

体现国家对顶尖人才的迫切需求，从而全面实现面向未来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塑与提升。 
一是着眼于未来国家重大战略发展的需求，对拔尖创新人才的知识结构、能力层次、素质要求和人

格特质进行重新梳理与定位。新型研究型大学需基于对未来拔尖创新人才所需具备的综合能力与素质的

深入剖析，前瞻性地设定人才培养目标，并着重强化对学生全球化视野的培育、创新思维的培养以及问

题分析与解决能力的提升。这一举措旨在充分彰显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创新性特质和实践性导向，为未

来国家的发展培育更多具备开创精神和颠覆式创新能力的杰出人才。 
二是坚持以学生为主体，高度重视个性化培养的重要性。始终坚守学生主体地位的原则，积极倡导

并鼓励学生开展独立思考与自主学习，以此培养其自主学习能力和批判性思维。新型研究型大学需注重

实施个性化引导策略，通过激发学习兴趣、鼓励大胆提问、勇于质疑权威，旨在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

敢于挑战的精神。同时采用启发式教学模式，引导学生学会思考、学会学习，使其能够掌握终身受用的

学习方法。此外，新型研究型大学还需充分利用其丰富的硬件资源，为人才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

鼓励他们积极探索以及团队合作，积极运用多媒体、远程教育等丰富多彩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发散思

维，创新性应用所学理论知识，从而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 
三是深化培养目标的思政内涵，着力提升学生社会责任感，塑造学生坚定的家国情怀和强烈的担当

意识。借助教师的榜样力量和言传身教，引导学生牢固树立社会责任感，树立远大志向，激励学生立志

高远、勇担重任。在多样化的理论问题探究与实践研究训练中，积极鼓励学生追求崇高理想，充分运用

所学知识，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青春力量。 

5.2. 充分融合通识教育及专业教育，完善新型研究型大学的课程体系 

当前，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是培养拔尖创新型人才的一种重要途径。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

并非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在全面理解并妥善平衡这两者的关系基础上，才能够将

人才精心培育成为既具备广博知识背景，又具有深厚专业素养的拔尖创新人才。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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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更是对新型研究型大学教育理念和培养模式的全面升华。 
首先，在构建课程体系的过程中，新型研究型大学应当秉持科学严谨的态度，充分融合通识教育与

专业教育。通识教育重点是要对拔尖学生的人文素质和科学素养进行全方位的提高，旨在拓宽学生的知

识视野，增强其基础知识及综合素质，努力使学生具有多学科、多视角的思考能力[9]。与此同时，专业

课程则聚焦于深化学生在特定学科领域内的专业知识掌握，并注重培养其科研创新能力。通过系统学习

专业课程，学生能够深入了解学科前沿动态，掌握先进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为未来的科研工作和创

新实践提供有力支持。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在课程体系中各有侧重，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系统的知识

结构体系，为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提供了有力保障。 
其次，新型研究型大学应该着力于对课程架构进行全方位的变革，对课程体系的内容进行系统性的

改进，同时在知识结构的横向贯通和纵向深化的基础上，加强各个院系之间的密切合作和有效的交流，

统一部署通识课程的规划，以确保其科学性、系统性和适应性得到切实保障。设计一系列跨学科的综合

课程，实现知识的全面覆盖与深入拓展，加强各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知识的共享与互补，进而

催生出众多新兴的学科领域。能够拓宽学术研究的视野，为学生成长为具备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优秀

人才奠定坚实基础，为国家的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做出积极贡献。 

5.3. 构建多元化、多层次人才选拔标准，重视综合考查，完善拔尖创新人才管理机制 

拔尖创新人才具备引领某一前沿科技领域向前发展的使命感及能力。他们承载着推动科技进步、促

进社会发展的重任，是推动科技事业不断向前迈进的重要力量。人才选拔是新型研究型大学保证生源基

本质量的重要途径。对此，新型研究型大学应构建多元化、多层次人才选拔标准，结合学生个性化发展

需求与新型研究型大学办学定位，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进行优化，完善拔尖创人才管理机制。 
首先，为了更精准地识别和选拔具备科研能力和创新潜质的人才，要完善拔尖创新人才选拔机制。

在选拔标准上，新型研究型大学必须超越对学业成绩过分看重的传统做法，将学术能力、批判思维、团

队合作能力以及创新潜质等多元特质纳入选拔标准；在选拔方式上，新型研究型大学应采用多元化的评

估手段，全方位、多角度地评估候选人的综合素质。如通过笔试来测试候选人的基础知识和理论的掌握

程度;通过面试来评估其思维敏捷性、应变能力和沟通技巧；利用项目经验评估和研究计划评审来考察其

实践操作能力；在选拔机构上，可成立由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组成的专业选拔委员会，并与不同行业领

域和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汇聚不同领域专业优势和经验，以实现跨学科、跨领域联合选拔，提高选

拔的公正性和专业性。 
其次，新型研究型大学应对培养模式、方案、环境等各个环节进行调整和优化，完善拔尖创新人才

管理机制。在培养模式上，需完善本科生导师制，为本科生配置学业导师，确保其在导师的指导下尽早

进入实验室进行科研，接受专业训练和学术培养，助力其科研能力和专业技能的快速提升[10]；在培养方

案上，高校应倡导差异化教育，根据学科特点和学生需求制定个性化培养方案，鼓励跨学科学习和研究，

强调学生创新思维、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能力、跨学科研究能力的培养；在培养环境上，高校应加大

对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的投入，鼓励学生进行学术尝试和探索，并积极推动国际合作，与世界一流

高校和科研机构共享资源、交流经验，让学生获得更多海外学习和研究机会，形成鼓励探索、包容失败

和尊重个性的人才培养环境。 

5.4. 激发学术志趣与学术志向，完善进阶式科研实践训练 

科研实践训练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核心环节，它不仅是培养学生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

也是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关键途径之一。为了使学生能够在科研实践中获得更加全面而深入的学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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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研究型大学需致力于完善科研实践体系，旨在确保人才在各个学习阶段以及各种形式的科研训练中，

均能够收获各异的学习成果，进而维持持久的科研热情，并坚定树立崇高的学术追求。 
首先，提供开放、多元化的科研训练，激发拔尖创新人才的学术兴趣与追求。可以提供自主命题课

题及项目的机会，拔尖创新人才能够根据自身的兴趣和特长，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科研参与方式；可以适

当延长科研项目的研究时限，通过实施弹性化的时限规定，推动拔尖创新人才学术志趣与志向的持久性

发展；可以通过促进师生间的平等对话，营造宽松包容的学术创新氛围，建立师生之间建立和谐融洽的

科研合作伙伴关系。除此之外，新型研究型大学还需积极组织举办各类科研成果汇报和分享活动，如定期

举办科研大会、科研宣传周、科研开放日等，以增强学生学术身份认同感，从而建立起浓厚的科研氛围。 
其次，优化升级科研训练体系，以进阶式的方式提供科研项目实践。在推进学术研究与科研能力培

养的过程中，应遵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发展规律，确保各项实践内容安排得当。针对拔尖创新人才

的个性化特征以及其在专业基础知识方面的积累情况，科学合理地规划相关的科研训练内容，确保每个

学习阶段都能为其提供与之适配的低阶、中阶、高阶学术训练与科研实践体系。同时，新型研究型大学

还应积极加强与其他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的紧密产学研合作，以扩大课题组、项目组的规模与影响力，

通过建立全新的科研实践合作载体，实行校外科研轮转交流制度，进一步完善科研训练合作机制，为培

养更多优秀拔尖创新人才提供有力支撑。 

6. 总结 

推进科技创新和培养创新人才是传统研究型大学自诞生以来的重要办学使命。传统研究型大学在贡

献了巨大力量的同时，也由于其相对封闭的院系结构和单一的常规科学范式，而愈发不适应晚近新兴科

学所呈现的交叉、融合、渗透的特征。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崛起，为研究型大学在培养顶尖创新人才方面

的改革带来了机遇。作为选拔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新模式，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建设承担着为国家重点

战略领域输送人才的重任。关键在于立足于长期办学实践中奠定的基础学科，系统地进行选拔、培养和

保障等方面的创新设计，开创一条独具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之路，为我国社会发展培育大量亟待创

新的顶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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