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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mutual promotion of biomedical materials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biomedical materials and solving the “jam neck” problem of key technologies abroad. The paper aims at 
improving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romoting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from three aspects: improving the proportion of undergraduates’ 
scientific research, establishing the undergraduates’ training mentor system, and establishing the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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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用材料课程科研与教学相互促进的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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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发挥生物医用材料教学与科研的相互促进作用，对于提高生物医用材料学的教学质量及解决国外关键技术的“卡脖子”问题
具有重要的意义。论文针对目前生物医用材料教学与科研存在的问题，从提高本科生科学研究的比重、建立本科生培养导师
制度及产学研模式建立三个方面改进科研、促进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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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培养合格的人才，开展科学技术研究和社会服务作为高

等院校的主要任务，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和教学工作是有机

统一并且相互促进的。在培养合格的人才过程中，教学作为

传授知识的主要手段，科学研究能够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

社会服务使得学校与就业单位接轨。在现代化的创新中国建

设过程中，教学科研的相互促进作用有助于解决国外关键科

学技术的“卡脖子”问题 [1]。通过教学的进行，能够将生物

医用材料学的基础知识理论传授给学生，也会提高教师对生

物医用材料学的深层次理解，加强教师生物医用材料知识体

系的构建。生物医用材料授课的时候，加强对学生思维创造

性的引导，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和终身学习的培养，对于以

后从事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生物医用材料学科发

展飞速，生物医用材料的教学内容及时更新，才能够提高学

习生物医用材料学的兴趣。通过科学研究的开展，将生物医

用材料学科前沿进展加入教学内容，错误的知识点进行更正，

形成更加系统且完整的教学体系。学生与教师参与生物医用

材料科学研究，有助于提高教师与学生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

力，对于提高教学效果具有重要的意义。

2 科学研究对教学的促进

撰写科学研究项目对于生物医用材料教学具有重要的促

进作用。教师在申请科学研究项目的过程中，对生物医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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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前沿科学问题进行总结，撰写项目申请书的过程中，了解

生物医用材料学科最新的研究进展，把握生物医用材料需要

解决的科学问题 [2]。通过调研生物医用材料的最近发表的研

究论文，在这个过程中丰富教师关于生物医用材料的知识体

系。科学研究的实施过程中，进一步加深对生物相容性和可

降解材料的理解。只有参与生物医用材料的科学研究，才能

掌握生物医用材料学科的发展方向，在现场教学过程中灵活

举例说明，使课堂内容丰富多彩。从生物医用材料教学的优

秀案例中，可以看到将最前沿的科学研究成果应用到课堂教

学中，才能激发学生学习生物医用材料学的学习热情，促进

学生自主学习并起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3 生物医用材料科研与教学开展现状

高等院校学生对于生物医用材料科学研究的参与度不够

高，导致目前生物医用材料学科科研与教学相互脱节 [3]。目

前的高校学生管理中，教务处与科学研究处之间关于本科生

教学与科学研究的部分，经常出现管理脱节，很大程度上造

成了本科生只注重生物医用材料学理论学习，科学研究工作

参与较少。由于目前教师与学生的师生比例较高，本科生在

普通高等学校中占有最大的比例，研究生的比例相对较少。

对于本科生的培养大多数学校只是在毕业论文时期才会参与

到部分的科学研究中。由于本科学生参与科学研究的时间较

短，因此在本科学习过程中不能够得到充足的科学研究训练。

通过生物医用材料科研训练，可以提高学生的生物医用材料

科学素养，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为创新型社会和已经到来

的产业链升级提供充足的生物医用材料人才储备。

4 生物医用材料科研与教学相互促进的实施方案

4.1 提高本科生科学研究的比重

针对本科生参与生物医用材料科学研究的比例与积极性

不高的问题，可以通过政策引导和模范引领的方式，如强制

参加科学研究训练，优秀的代表宣讲等，参加科学研究训练

并不会一定有科学产出，大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才。学生

参与整个科学研究过程，包括科学研究选题，调研文献，开

展实验设计，按计划开展课题研究，遇到研究难题怎么解决，

论文撰写等过程。通过最新的研究进展，提高参与生物医用

材料讲座，引导学生参与讨论，开展生物材料学术论坛 [4]。

4.2 建立本科生培养导师制度

本科生导师类似于研究生导师，从学生进入大学以后，

采取类似研究生培养的制度，选取有责任心的教师和科学研

究兴趣的学生建立导师培养制度 [5]。学院可以建立新的制度，

鼓励学生寒暑假参与科学研究训练。学生可以根据导师已有

的研究基础，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展新的研究课题调研，撰写

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申请书，开展生物医用材料的相关研究，

撰写相关的研究论文，有助于建立本科生完整的生物医用材

料知识体系，为将来从事大医疗健康产业奠定良好的基础。

4.3 产学研模式的建立

基础研究是关于自然或生理现象与事实的基本原理，认

识事物的本质而进行的理论性研究；应用研究是在基础研究

的基础上，专门针对特定产品进行特异性开发或改进，与企

业高度接轨，能够实现学以致用 [6]。建立学生参与的产学研

模式是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积极参与生物医用材料相关企

业的生产活动，了解生物医用材料企业的技术需求，针对某

一产品的技术困难进行技术改进使其具有新的功能。学生参

与产学研模式，能够加深理解国外对中国关键技术的“卡脖

子”，能够促进科技的更快发展 [7]。例如，新冠肺炎期间，

人工肺（EMCO）的生产技术及耗材均属国外产品，呼吸机

的芯片等。通过学生参与的产学研模式的建立，使学生能够

加深知识层面和技术层面的理解，也对学生工作后融入企业

有很大的帮助。

当前，随着网络信息时代来临，科技的发展与信息的普

及变得更加快捷，生物医用材料科研与教学的结合也应该与

时俱进，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及创新思维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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