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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堂创新在提高生物专业学生综合素质
教育中的实践

王　玮�李发军�刘　兴
（西北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甘肃 兰州730070）

［摘要 ］创新意识的培养和实践能力的提高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从科研活动入手�注重研究性学习
和社会实践�提高从师技能和自我管理能力�创新第二课堂�是提高生物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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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等院校培养人才的过程中�第二课堂对
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促使
学生全面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开展第
二课堂活动中�重点是开拓和创新第二课堂的功
能和内容。从科研活动入手�全面创新第二课堂�
是我们针对生物专业学生实施一套系统的方法�
在学生综合素质提高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一、以学术科研活动为龙头�培养学生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1．搭建激发学生参与科学研究的兴趣
和积极性的平台

多方举办科技作品展览、专家学者论坛、青年
学子论坛、优秀毕业论文报告会和观看科教题材
影像资料等学生喜闻乐见的�融知识性、科学性、
趣味性和实用性为一体的学术科技活动�使广大
学生更多地了解学术科技活动�激发他们对科学
研究的兴趣和积极性�鼓励更多的学生投身到了
学术科技活动中。

2．搭建学生参加 “挑战杯 ”等学术科技竞赛
活动的平台

根据生命科学的特点和学生的实际�把学生
第二课堂的活动重心放在了以 “挑战杯 ”学术科
技竞赛为依托、努力构筑大学生科技创新体系上。
结合全国大学生 “挑战杯 ”课外科技成果竞赛活
动�为学生提供了实现自主设计和自主创新的物
质条件和技术支持�大力倡导广大学生参与学术
科技活动�积极搭建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的新型教学平台。近几年来�学院有计划、有组
织、有目标、有措施地组织学生参加了国家、省、校
（院 ）等不同级别的科研项目和科研课题的研究�
吸收高年级同学、低年级同学参加�同时选取部分
学生提前进入毕业论文阶段�形成了由教师、研究
生、高年级学生、低年级学生组成的 “教、学、帮、
传、带 ”学生课余科研梯队�鼓励更多的本科学生
积极参与学术科研活动和科技竞赛活动。

3．搭建学生开展大学生学术科研资助项目活
动的平台

我们积极组织学生申报西北师大学生学术科

研资助项目�广泛动员和组织教师对申报学术科
研资助项目的学生进行培训和指导�努力争取更
多的项目�扩大参与科研活动学生的数量。同时
为学生提供开展项目工作的条件�确保项目按期
保质保量地结题。
　　二、注重进行研究性学习�发挥学生的
能动性

　　针对师范院校学生动手能力较差、科研素质
欠缺、毕业生报考其他院校的研究生不太受欢迎�
非师范毕业生在就业中因实践能力差而竞争力弱

的情况�学院采取措施�利用课余时间加强对学生
创新意识和研究能力的培养工作：一是按照学校
实验室开放的规定�学院制定和完善了相应的细
则�不断加大实验室开放力度�提高学院实验设备
的使用率�扩大学生业余时间从事科学研究的层
次和范围；二是制定激励措施�设立本科生科研基



金�以确保学生科研活动健康有序地进行；三是结
合学分制改革�充分发挥学分制下导师的作用�带
领本科生及早参与科研活动�进行研究性学习�培
养其创新意识和研究能力。主要的做法有：

1．组织培训。针对低年级本科生进行系统的
培训工作。一是专题讲座�使本科生对科研形成
基本认识；二是指导学生了解和熟悉主要仪器的
功能和使用方法；三是逐步熟悉相关课题�重点掌
握研究方法。

2．成立学生课题研究小组。组织一定数量的
各层次学生形成课题组�并通过精心选择�将课题
分成若干个适合短期研究及与学生知识能力水平

相适应的子课题。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明确所要
进行的研究内容、方法和预期目标。

3．加强指导�系统训练学生的科研素养。为
此�从查阅国内外文献、共同研究制订实验方案、
撰写研究论文或报告等方面训练学生的科研水

平�同时注重实验研究与生产实践的紧密结合�激
发学生的科研欲望。
　　三、加强和完善社会实践活动�理论联
系实际�提升学生实践能力

　　根据所学专业的特点�开展野外实习和特色
实践活动�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手段。

1．认真组织�定期开展野外实习和社会实践
活动。通过开展 “三下乡 ”、“四进社区 ”等社会实
践活动�让学生走向社会、了解社会；通过野外实
习、生态考察活动提高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通过
公益劳动、社会调查、社会服务、勤工助学等活动�
使他们认识自我价值�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
命感。

2．建立固定的社会实践基地。为了确保社会
实践工作落到实处�促使该项工作深入健康地进
行�建立固定的基地就显得尤其重要。

3．选派积极性高、责任心强的教师对社会实
践活动进行指导�划拨专项经费予以支持和奖励�
建立保障社会实践顺利有效开展的运行机制。

　　四、开展从师技能竞赛�提高师范专业
学生从业素质

　　从师技能是师范专业学生必备的素质 ［1］。
根据生物学科特点�组织内容丰富的从师技能竞
赛�提高师范专业学生从业素质。主要内容包括
讲课比赛、普通话演讲比赛、动植物标本制作大
赛、书画比赛、毛笔字比赛、课件制作比赛、辩论
赛、班主任技能大赛等。将从师技能大赛看成是
培养学生实践能力、职业道德和爱岗敬业、尊师重
教精神的有效途径。
　　五、发挥学生社团的积极作用�提高学
生自我管理能力

　　为了进一步拓展学生的素质�延伸学生活动
空间和范围�成立生命科学爱好者学会和青年志
愿者协会等学生社团�发挥学生社团在第二课堂
活动中的引领作用。教师积极引导学生社团的发
展�使其在帮助学生增长见识、开阔视野�培养学
生热爱母校、崇尚科学、服务社会中发挥重要作
用�并指导其开展一系列具有一定科技含量、富于
实践性和教育性的活动�使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
全面提升�社会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通过不断探索和实践�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
合素质得到了较大提高�学生毕业时不但完成了
本学科的学习任务�更重要的是比其他学生更多
地掌握了本学科的实验技术和动手能力�同时具
备了一定的科学思维和研究能力。学院的学生以
能参与到学院特色活动中去为荣耀�大多数同学
在寻找各种机会参加学院的学术科技、社会实践、
从师技能和社团等方面的特色活动�第二课堂活
动已成为培养高水平学生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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