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5

2025 年湖南省普通本科高校教育教学改革

典型分享项目成果简介

项目名称：地方高校本科生科研管理机制构建的研究与实践

单位名称：南华大学

项目主持人：刘艳

团队成员：刘泽华、董扬帆、罗晨晖、蔡恒玲

一、项目研究背景

大学的教学和科研是统一的，科研是现代大学人才培养的基本方式。为全面

提高人才培养能力与质量，国家高度重视本科生科研，教育部于 2012 年 3 月发

布《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2018 年 9 月发布《关于加快建

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其中均明确强调要支持本科

生参与科研活动，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支撑高质量本科人才培养。但高校真正实践

起来却面临诸多问题，如不少本科生有些迷茫或积极性不高，一些带本科生做科

研的导师动力不足或心存困惑，教务、学工、科研等相关职能处室未能形成合力，

等等。为此，学界开展了相关研究，但多聚焦研究型大学。如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郭卉曾基于实证研究指出研究型大学要着力改革本科课程体系，构建科学合理的

分层式本科生科研训练体系，优化校内本科生科研管理制度，以改进本科生科研

管理。在此背景下，针对办学资源相对紧缺、生源质量相对较差、人才培养观念

相对落后及教育需求多样化的地方高校，如何建立健全本科生科研管理机制，整

合教学和科研两种基本活动，共同支撑创新人才培养，正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

重要问题。



二、研究目标、任务和主要思路

（一）研究目标

本项目旨在从教学管理视角出发，运用系统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资源依

赖理论，围绕“地方高校有无必要推动本科生科研”“ 地方高校有无可能推动

本科生科研”“ 地方高校有无方法推动本科生科研”三大基本与核心问题，揭

示地方高校本科生科研管理实践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最终达成三个目标：

首先，促成对地方高校本科生科研具有重要意义与现实可能的共识；

其次，揭示地方高校本科生科研管理中的薄弱点与重难点；

最后，聚焦激励机制，围绕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制度建设、师生参与、资

源条件等核心要素，从教学保障、服务支持、评估反馈三个维度，构建科教融合、

多方协同、运行高效的本科生科研管理机制，推进地方高校一流本科教育建设，

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二）研究任务

坚持“抓重点、破难点、补弱点”的改革思路，本研究与改革聚焦在以下四

项任务：

1.论证地方高校本科生科研的重要意义与现实可能。从历史缘起、教育规律

两个维度，运用实证研究，进一步明确本科生科研育人价值，重在研究本科生科

研与创新素质发展之间的关系；从本科生、教师、管理者三个角度，运用问卷法

与访谈法，了解各利益主体参与本科生科研的情况，重在掌握地方本科生科研现

实可能性的根基与核心，即学生、教师、管理者对本科生科研的主观意愿与现实

参与情况。

2.揭示地方高校本科生科研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主要涉及三个方

面的内容：一是地方高校本科生科研参与的影响因素；二是地方高校本科生科研

教师指导意愿的影响因素；三是地方高校本科生科研管理机构设置、人员配备、

制度建设 3个方面的情况。

3.构建地方高校完善本科生科研管理机制的路径与对策。聚焦激励机制，围

绕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制度建设、师生参与、资源条件等核心要素，从教学保

障、服务支持、评估反馈三个维度，构建科教融合、多方协同、运行高效的本科

生科研管理机制。

4.优化所在高校本科生科研管理工作。运用研究成果，指导完善本校本科生

科研管理体制机制。



（三）研究主要思路

本项目主要通过文献综述→调查分析→确定研究计划→分解研究项目→以

课程组为基础开展教改实验→总结经验→学术交流→撰写论文→撰写研究报告

→申请结题，形成项目的整体研究。具体见下图：



三、主要工作举措

以新一轮审核评估为契机，依托本人所在部门——教务部作为此轮审核评估

工作的牵头部门，本项目边研究边实践，在研究中扩展实践，在实践中深化研究。

自研究工作启动以来，在教学改革实践方面开展了下述工作：

（一）凝聚师生共识，强化了地方高校本科生科研的意义认识

推动学校确立了以学术型人才培养为主要方向的办学定位；组织师生开展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快推进学术型人才培养”大讨论活动，广泛宣传

科研的育人价值，有效增强全体师生对本科生科研的认同度、知晓度、践行度。

（二）推行机构改革，夯实了地方高校本科生科研管理的组织保障

在教务部下设学科竞赛与创新创业教育管理办公室，同时开发本科生科研信

息平台，优化项目管理流程，强化项目监督管理，为本科生科研提供优质全面的

支持；强化科研部的科研育人责任，加强与科研部协同，推进科教融合。

（三）出台系列文件，完善了地方高校本科生科研管理的制度规范

坚持“科教融合，多方协同”工作思路，全面推进本科生科研。印发了《南

华大学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立行立改清单（第一批）》《关于开展“一流本科

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年”活动的实施方案》《南华大学本科教育教学审核

评估职能部门第二批任务书》等制度文件，多次强调教务部、科研部及学工部要

协同共治本科生科研。教务部围绕缩减专业总学分、科研训练活动“课程化”、

公共选修课程增设科研相关的前置课程等制定了人才培养方案（2022 年版），

从转专业、学分认定、成绩评定、综合素质测评、推荐免试研究生等多个方面改

革学业评价方式，完善配套的激励政策，鼓励学生参与科研创新，有效保障学生

积极参与科研训练的时间、精力及动力；科研部制修订《南华大学科教协同育人

行动计划》《南华大学科研实验室开放管理办法》《南华大学纵向科研经费管理

办法》等制度文件，制定了专家学者上讲台计划、科研平台开放计划、大学生科

研创新计划、大学生夏令营计划和协同育人奖学金计划，为本科生科研参与提供

有力的资源保障；学工部制修订《南华大学“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实施办法》

《南华大学本科学生综合测评方法》《南华大学学生评优实施办法》《南华大学

学生奖学金评定办法》等制度文件，将学生参与科研情况作为重要的评价指标体

系。

（四）实施系列举措，提升了本科生科研管理的落实落细

以科研项目为先导引导人，教师科研项目量与质大幅提升，为本科生参与科



研提供了项目支持；以科研平台为支撑吸引人，科研平台和课题组每年招聘一定

数量本科生科研助理；以学术氛围为载体熏陶人，开设学术规范和学术诚信讲座、

船山大讲堂、国家级项目申报动员会等形式，引导本科生参与学术讲座，近距离

感受学术氛围，树立良好的学术风气；以产教研融合为纽带锻炼人，依托产教研

融合基地指导本科生申报专利、参与科普项目与科普大赛。

四、取得的工作成效

本项目自立项之日起，项目组成员共同努力和配合，扎实开展研究与实践工

作，形成了较为重要的研究与实践成果。

（一）理论研究成果

课题组在省级公开刊物发表相关论文 7篇

[1]刘艳.地方高校本科生科研管理机制构建的路径研究[J].科教导刊（电子

版），2024（7）：226-228.（一般期刊）

[2]刘泽华，蔡恒玲，刘艳，戴剑勇，王莉芬.新工科政产学研用协同育人实

践探索[J].大学教学，2023（1）：111-113.（一般期刊）

[3]罗晨晖，刘艳，杨勇，肖锡林，王莉芬.“双一流”战略下高校教学督导

促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的路径研究[J].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3,22（1）.（一般期刊）

[4]龙双链，刘艳，杨勇. 地方高校教学质量评价体系重构与实践探索——

以南华大学为例[J].科教导刊（电子版），2022（35）：38-40.（一般期刊）

[5]刘泽华，刘艳，蔡恒玲，戴剑勇，王莉芬.地方高校一流本科专业建设路

径探索与实践——以南华大学为例[J].邢台学院学报，2022,37（1）：151-154,165.

（一般期刊）

[6]左桂梅，刘泽华，刘艳，王莉芬. 地方高校一流本科教育教学质量评价

机制构建策略[J].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21（3）：73-76.（一

般期刊）

[7]刘泽华，刘艳，戴剑勇，罗晨晖，蔡恒玲，王莉芬.质量评价导向的地方

高校教学管理模式探索与实践——以南华大学为例[J].科学与生活，2021（35）：

120-121.（一般期刊）

（二）改革实践效果

在本项目研究期间，项目组成员大部分为教务部成员，其中两位担任部领导，

两位担任科长，项目研究相关成果促进了本科教务管理效能有效提升。



1.教学成果类

课题主持人及课题组成员核心参与的题为《地方高校质量评价导向的本科教

务管理模式构建与实践》的教改成果，获第十三届湖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三等

奖。

2.管理实践类

（1）本科生科研管理制度不断完善。形成《南华大学教育教学奖励办法》

《南华大学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实施办法》《南华大学本科生创新创业学分认

定办法》《南华大学科教协同育人实施办法》《南华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

划项目管理办法》《南华大学“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实施办法》《南华大学科

研实验室开放管理办法》《南华大学纵向科研经费管理办法》等系列制度，激发

本科生主动参与科研，增强教师指导本科生科研的内驱力。

（2）本科生科研管理实效有效提升。学生每年参与各级各类创新创业竞赛

与学科竞赛学生超过 16000 人次，创新创业训练项目超过 2000 人次，国家级和

省级立项数连续 7年（2017-2023 年）均排名省属高校第 1位。

教师积极申报高级别科研项目，开展高水平研究，奠定了本科生科研的基石，

2021-2023 届本科生毕业论文选题来自教师科研课题比例逐年上升，分别为

14.9%、15.8%、16.8%；目前各级科研平台 284 个，其中国家级 12 个，科研平台

和课题组每年招聘一定数量本科生科研助理，近三年科技创新平台和教学实验中

心向本科生开放人时数近 400 万人时；近三年我校本科生共获得省科技厅科普项

目十余项，获批经费 40 余万元；指导本科生申报省教育工委思政实践项目，每

年均获立项 3-5 项；本科生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在公开发行期刊发表的论文数

为 392 篇，本科生以第一完成人获批国家发明专利 17 项。

（3）学生学科竞赛屡获佳绩。在“互联网+”、“挑战杯”、“创青春”、

数模、电子设计等创新创业类比赛屡获佳绩，2021 年，中国大学生医学技术技

能大赛获临床五年制和护理学国家金奖，成为全国双金三所高校之一；电子设计

大赛全国一等奖 5项，居全国第九、全省第一；2023 年，在 2023 年中国大学生

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大赛总决赛中斩获 2项金奖。

2021 年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榜单学校排名全国第 76 位，排名省属高校

第 2位；在 2018-2022 年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榜单（本科，TOP300）中位列

第 145 位，在 2018-2022 年全国普通地方院校大学生竞赛榜单（TOP100）位列第

90 位；在 2019-2023 年全国地方本科院校大学生竞赛榜单（TOP100）中排名 82



位，在 2019-2023 年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榜单（本科，TOP300）中排名 133

位，位列湖南省省属高校前三。

3.校内外应用和推广情况

本项目研究，对南华大学本科生科研的探索与实践有积极引导与促进作用，

其受益学生达 2-3 万。

五、特色和创新点

（一）项目特色

1.项目研究彰显了教育治理现代化思路。从多角度与多主体对地方高校本科

生科研管理的现状与困境等进行了全面考察与深度剖析；在实践环节，从构建纵

横交错的矩阵式组织结构、基于制度性安排进行政策协同整合、以融合现代信息

技术的数字化平台为服务支撑载体等方面，构建了“科层制与项目制双轨互动 ＋

多部门共治”的管理体系。

2.项目研究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贯通与统一。从理论的高度考察与审视地方

高校本科生科研管理的现状与问题，厘清本科生科研的影响因素，亦通过研究从

实践层面通过转变观念、机构设置、制度建设、多措并举，探索构建了地方高校

本科生科研管理机制，推动了地方高校本科生科研参与的广度与深度。

（二）项目创新点

1.理论创新

（1）阐释了地方高校加强本科生科研管理具有重大意义：提升本科生的创

新素养和能力，提高地方高校的科研质量和水平，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

创新战略。

（2）探讨了地方高校本科生科研管理机制构建的内容要素：科研管理理念、

科研管理组织、科研管理资源、科研管理制度四大要素。

2.实践创新

（1）管理理念有创新。将系统科学、利益相关者理论引入本科生科研管理，

实现了由本科生科研管理向本科生科研共治，更加注重多元主体协同共治。

（2）管理机制有创新。基于过程管理，从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建立本科生

科研管理机构、统合贯通本科生科研相关制完等方面，完善了教学保障体系；基

于资源整合，从拓宽资助经费来源渠道、发挥教师自由项目优势、推动各类平台

优势互补等方面，强化服务支持体系；基于激励导向，从改革学业评价方式、创

新科研活动形式、加强指导教师奖励等方面，完善评价反馈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