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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硕博贯通培养的连贯性和专一性特征与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成长规律相契合。通过建设本硕博

一体化的创新创业理论课程平台、贯通性的科研训练平台、共享型的实践创新平台及统筹兼顾的保障制度,

进而构建与本硕博一体化贯通培养模式相适应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可缩短拔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培养周期,提升人才培养水平、质量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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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是社会进步的灵魂,创业是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青年学生富有想象力和

创造力,是创新创业的有生力量[1]。高校作为培养

创新创业人才的主阵地,责任重大,习近平指出:“要
注重大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促进高等教育与经济

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加快培养规模宏大、富有创新精

神、勇于投身实践的创新创业人才队伍”。新的发展

环境和目标要求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必须面对新的挑

战、接受新的任务,加快现有教育模式创新,增强创

新创业教育实效性和针对性,加快培养具备较强创

新精神、较高创业技能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是所有

高校面临的一项重大时代命题[2]。
2021年,在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

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中,提出要深化高

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将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人才培

养全过程,建立以创新创业为导向的新型人才培养

模式[3]。而本硕博贯通培养是近年来国内各高校培

养模式创新改革的主要方向和目标,通过整合教育

资源、重塑培养体系以实现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目

标,其培养过程的连贯性和一体化等特征恰好符合

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要求和规律。

一、本硕博贯通培养的内涵与意义

本硕博贯通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实践,是以培养

承担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建设及未来科学

引领的高层次拔尖人才为目标,将本科、硕士和博士

阶段的培养贯通起来,统筹设计专业课程、科学研究

和实践训练,制定统一连贯的培养方案,增强人才培

养过程科研训练和实践锻炼的连贯性,使所培养的

人才知识结构更加科学精深并具备较强的科技创新

能力和实践素养[4]。同时,本硕博贯通培养有效的

缩短了学制,提高了教学资源的利用率,提升了人才

培养水平、质量和效益,不但为学生打好了扎实的学

科基础,也提升了学生独立开展科研工作的能力[5]。
近年来,随着各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推进,

许多高校根据自身学科特点和专业类型实施了本硕

博贯通培养模式的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改革。贯通



培养模式以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为导向,弱化人才

培养过程的阶段化和培养制度中的硬性分割,实行

培养方案一体化设计,强化了理论知识的递进式学

习,加强了科研活动和实践锻炼的连贯性训练[6]。

二、本硕博贯通培养模式是实现高层次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目标的有效途径

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是在学科建设、技术开发、
产业发展中发挥引领作用的高端人才,培养过程是

一个长期、系统而复杂的工程,在当下中国提质换

挡、跃迁升级的关键时刻,关系着国家科技水平的提

升和科技强国战略的实现。新的发展环境和阶段要

求创新创业教育必须面对新的发展任务和挑战,为
此,地方高校必须对创新创业教育进行改革。

有学者指出培养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优质的

本科教育是基础,研究生教育是关键,认为高层次创

新创业人才的培养过程应从本科阶段延伸到研究生

阶段[7]。这与本硕博贯通式人才培养的理念相契

合,本硕博贯通式人才培养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它统

筹考虑了本科、硕士、博士三个阶段的教育规律,优
化培养体系、整合教育资源,成为了高校培养高层次

创新创业人才的重要途径[8]。
建立与本硕博贯通培养模式相适应的创新创业

教育体系,将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能力提升与贯通

培养模式有机结合起来,让更多优秀生源在贯通性、
一体化培养模式的有力支撑下成长,强化科技创新

能力培养,对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拔尖创

新人才和高素质优秀人才,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实

施提供智力支撑和技术保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和研究价值。

三、现阶段创新创业人才培养

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关于本硕博贯通培养模式的研究和实践

取得了一定突破和成绩,但主要集中在招生选拔制

度、专业课程设置、教材体系建设、学籍及学位管理

等方面,如何利用本硕博贯通培养模式的连续性、贯
通性提升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能力的研究和探索还

不多见,大部分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依然是以本

科、硕士、博士三段式为主,对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

培养很难实现持续性和一体化,在顶层设计与操作

运行层面上存在许多需要值得研究和改进之处。
本文所指的相关问题,是在本硕博贯通培养视

角下的研究和总结。首先,是创新创业理论课程设

置重复,大部分高校本科、硕士、博士均开设有创新

创业课程,但课程设置关联性不足,没有形成递进的

知识结构;先后顺序缺乏统筹规划,重复设课且讲授

内容趋同,在高年级培养阶段,学生对课程学习普遍

缺乏认同感和收获感。其次,是科研训练平台断层,
对本科、硕士、博士科研训练平台的建设缺乏统筹规

划,各培养阶段仅限于满足本阶段培养任务和目标,
缺乏互补和层次性,特别是本科和硕博之间贯通的

科研训练平台不足。此外,实践创新平台共享性差,
实践创新平台主要包含科技竞赛、创新项目、实习实

践基地等载体,而分段式培养模式和管理体制,导致

本科和硕博之前的实践创新平台相互独立,很难实

现资源共享和平台互用,重复建设的情况普遍存在。

四、构建适应本硕博贯通培养

模式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扎实的理论知识、优秀的创新能力以及丰富的

实践经验,是创新创业人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9]。
本文基于本硕博贯通培养模式,通过建设本硕博一

体化的创新创业理论课程平台、贯通性的科研训练

平台、共享型的实践创新平台及统筹兼顾的保障制

度,优化设计与本硕博一体化贯通培养模式相适应

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提高教学、科研和学科等

方面的资源利用率,缩短拔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培养周期,提升人才培养水平、质量和效益。
(一)一体化的创新创业理论课程平台

创新创业理论课程主要包含创业意识、知识、策
略、能力、素质等相关的理论和实操课程,按照递进

关系可大致分为基础通识课程、综合能力选修课程

及科学伦理辅助课程[10]。通过优化和重构本、硕、
博一体化的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建立与不同培养阶

段学生理解和接受能力相符合的递进式课程设置。
既考虑到不同培养阶段的差异性,又实现创新创业

课程设计的连贯性和递进性,形成具学科特色、符合

人才成长规律的本硕博一体化创新创业课程体系。
在本科低年级阶段,主要以激发创新创业热情,

培养创新创业意识为主,开展基础和通识教育,设置

诸如《职业生涯规划》《创新创业导论》《创新思维》等
创新学、创业学通识课程。在本科高年级阶段,实行

创新创业课程模块化培养,衔接硕博士培养阶段设

置《创新管理与新产品开发》《创业组织与领导》《管
理管理》等创业能力培养和提升课程;同时结合科研

和实践训练平台,开设实操模拟课程,使学习到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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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知识在实际操作中得到印证和反馈,同时进一步

激发创新创业热情,提升创新创业意识。在硕士博

士阶段,以培养工程师素质和企业家精神为目标,重
点进行科研创新教育,设置企业家实训项目、开设

《工程伦理》《科学技术史》《科学方法论》等高阶课

程;此外,应该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日常科研培养,
追踪学科发展前沿,开设涉及现代经济及科技文化

发展新趋势、技术创新及市场经济新要求的课程,进
一步完善和丰富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应具备的创新

精神和创业技能。
(二)贯通性的科研训练平台

本硕博贯通培养全过程中,很长一段是以导师

为核心,以课题组、项目组为主要培养组织形式,这
种形式增强了科研训练的持续性和专一性[11]。可

根据这种培养组织方式,按照“资源集中、层次融合”
的理念,依托高水平科研团队、重点科研项目构建校

级科研训练平台,遴选具有创新创业基本素质和意

识的本硕博学生,组成具有相似或互补学科背景、掌
握不同层次专业知识,并经过不同阶段创新创业课

程教育的科研创新团队,采取博带硕、硕带本的组织

方式,引导学生在科研中探索、创新,快速有效地提

升其创新能力。推动由初级“创新引导”到“创新训

练”,最终达到“创新研究”和“创业实践”目的。
同时,可根据培养过程各阶段目标和任务,设立

不同要求和难度但兼具连贯性和递进性的创新基金

项目,支持学生在完成规定学业任务之外,自主选

择,自愿申报科研创新项目,资助学生承担具有一定

实践价值、应用前景和孵化潜力的课题研究,接受从

理论论证、方法设计、研究实践到总结提升的全过程

科研训练,调动学生创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进一步

树立创新思维、激发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
(三)共享型的实践创新平台

实践是衔接理论教学与创业孵化的桥梁,对学

生创新意识、技术转化以及创业实操能力的培养方

面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实践是创新创业

之根[12]。高校拥有的实践创新平台主要以科技竞

赛、创业训练项目、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产学研联

合培养基地等为载体[13]。通过充分整合学校实践

创新平台的各项载体,构建全新的本硕博共享型实

践创新平台,使学生在本、硕、博培养的全过程持续

和深入地参与创新训练和创业实践,各阶段学习的

理论知识、掌握的科研技能均有相应的实践平台加

以验证、提高和转化,使拔尖创新创业人才更早、更
快、更好地适应经济建设实际需要,服务国家急需。

本文建议以本硕博一体化的科研团队为主要对

象,设立科技作品制作、创意策划设计、成果转化孵

化等创业训练项目,为学生提供创业模拟或创业实

践平台,开展创新创业实践训练;根据竞赛难度、涉
及的专业知识面等因素对本科及研究生科技竞赛项

目进行统一分级归类,按照本硕博贯通培养各阶段

性培养内容和要求,有选择性的引导和资助科研团

队或个人参与不同级别的科技竞赛活动,实现统筹

协同。进一步整合学校本科和研究生校内外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工程训练中心及实习实践基地等资源,
聘请行业专家或企业高管担任校外指导教师,设立

以工艺优化、技术攻关、产品研发为导向的项目制进

阶实践训练岗位,把创新创业教育由校内培养外延

到企业生产和技改实践中,深度推进产教融合培养

模式改革创新。
(四)统筹兼顾的保障制度

创新创业教育与本硕博贯通培养模式相融合是

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的趋势与方向。从创新创业教

育的内涵出发,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

程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有完善的保障体系。高校

应根据自身学科特色和教学管理方式,制定本硕博

一体化的创新创业课程学分管理、科研团队建设、孵
化资助、成果奖励及评价考核等制度,以保障创新创

业教育实施。同时,为适应本硕博贯通培养的组织

形式,应完善导师管理和评价制度,有针对性的激励

优秀导师主动前置本科生培养,激发导师早期育人

主动性及科研平台开放共享的积极性[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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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theSuccessiveBachelor-Master-DoctorTrainingMode

LINShaosena,SONGDanlub,GAOYunzhia,LIYongqiaoc

(a.GraduateSchool;b.SchoolofManufacturingScienceandEngineering;

c.OfficeofTeachingAffairs,Southwest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Mianyang621010,Sichuan,China)

Abstract:Thecontinuityandspecificityofthesuccessivebachelor-master-doctoreducationareconsistentwiththegrowthlaw
ofhigh-levelinnovativeandentrepreneurshiptalent.Thispaperputsforwardthatthroughtheconstructionofaninnovationand
entrepreneurshiptheoreticalcourseplatform,asuccessivescientificresearchtrainingplatform,asharedinnovationpractice
platform,andacomprehensiveguaranteesystemforthesuccessivebachelor-master-doctoreducation,wecanbuildan
innovation-andentrepreneurship-orientedtalentcultivationsystemthatissuitableforthesuccessivebachelor-master-doctor
education,shortenthecultivationcyclefortop-notchinnovativeandentrepreneurshiptalentandimprovethelevel,qualityand
efficiencyoftalentcultivation.
Keywords:successive bachelor-master-doctor cultivating mode;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talented personnel
cultivation;implementation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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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ValueImplicationandPracticeLogicofIntegratingRedCultureinto
Curriculum-based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forPost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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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aduateSchool;b.First-classDisciplineandHigh-levelUniversityConstruction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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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mprehensivelypromotingcurriculum-based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forpostgraduatesisastrategic
initiativetoimplementthefundamentaltaskoffosteringvirtuethrougheducationandalsoanimportantwaytoimprovethe
qualityofpostgraduateeducation.Atpresent,inimplementingcurriculum-based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the
universitiesinChinafacesuchproblemsasinsufficientresourcesfor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andweakabilityof
professionalteachersinthisfield.Asthe"redculture"containstherevolutionarytradition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in
itscentennialstruggleandprofoundhistoricalandculturalconnotation,itisthespiritualsourceofthesocialistcorevalues,
whichcanbeusedtoenrichthecontentsoftheeducation.Thispaperexploresthewaytointegrate"redculture"intothe
curriculum-based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forpostgraduates,discussesthevalueconvergenceandlogicalcompatibility
oftheorientationof"redculture"andcurriculum-based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forpostgraduates,andputsforward
subjectlogic,factorlogicandevaluationlogicfortheintegrationof"redculture"intocurriculum-basedideologicalandpolitical
educationforpostgraduatesfrom thepracticeperspective.And,taking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democoursesfor
postgraduatesinthefirstbatchinJiangsuProvinceasanexample,thispaperexpoundsnewwaysofpracticeandachievements
inintegrating"redculture"intocurriculum-based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forpostgraduates.
Keywords:redculture;postgraduate;curriculum-based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valueimplication;practice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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