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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致远学院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化

学方向（以下简称致远化学）依托近年来快速进步的上海

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的学科优势、致远学院的交叉创新

型人才培养的师资、课程资源以及国际一流的科研及交流

交换环境，致力于打造世界一流的化学学科拔尖人才培养

基地。

致远化学和致远学院的目标定位保持一致。通过构建

“好奇心＋使命”双驱动的化学拔尖人才培养体系，立足

国情，面向化学学科发展前沿，将优秀拔尖、具有发展潜

力的学生造就为既掌握坚实的数理计算机基础、扎实的化

学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又融会贯通化学交叉学科，更具

有家国情怀、批判性思维能力、知识整合能力、沟通协作

能力、多元文化理解的创新型化学学科领袖人才。引导学

生立志勇攀化学学术研究的高峰。

为了实现培养创新型领袖人才这一根本目标，从 2013

年开始，致远化学面向全球范围聘请杰出的学者担任授课

教师；组织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人才培养方案；联合国

内外世界一流大学或顶尖实验室，鼓励热爱科学研究、有

志于攀登学术高峰的学生，跟随世界顶尖科学家开展科研

训练，以“大师”孕“未来大师”。致远化学始终坚持和

化学化工学院协同办学，采用开放式的“书院圈养”模式，

动态轮转调整选拔人才，形成了具有特色的致远化学的培

养基地 [1]。

致远化学坚持按照国际标准在全球范围内聘请拥有共

同梦想、热衷人才培养的优秀教师，建立专业的评聘体系

和酬金制度，与化学化工学院协同办学，吸引包括两院院士、

“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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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等一批教授积极投身学院人才培养工作。

邀请包括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际量子分子科学院

院士、英国皇家化学学会院士、英国皇家科学学会院士的国

际学术大师和世界知名学者，开设专业核心课程或暑期研讨

课。开展荣誉课程建设，荣誉课程任课教师作为教学要件纳

入长聘教职评聘指标，保证师资水平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致远化学依托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的雄厚师资

及科研力量为学子提供世界一流的教育资源与支持。上海交

通大学化学学科进入 ESI全球前 1‰学科行列；化学和化学

工程与技术两学科，均进入 QS全球 TOP50。致远化学充分

依托并利用化院的一流师资力量及科研设备培养创新型领

袖人才。截至目前，化院现有专职教师及研究人员 110名，

其中 90%以上具有博士学历，80%以上具有海外学历或研

修经历；中国科学院院士 2名，双聘院士 2名，中组部千人

计划讲座教授 1名，国家 973计划首席科学家 1名，教育部

创新团队 1个，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4名，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8名，何梁何利奖获得者 2名。

致远化学的 ZIRC中心和 12个卫星实验室、8个国家

重点实验室、15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5个省部级研究基地、

31个上海市重点实验室等供学生使用。实验室设有实习制

度，学生可跟随导师在校内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接受系统性科

研训练。此外，致远化学为拔尖计划的学生开设为期一年的

毕业论文讨论班。鼓励学生到世界一流大学或国际顶尖实验

室开展科研实习，让学生跟随全球顶尖科学家从事最前沿的

科学研究，培养扎实的科研创新能力。

在深入了解中国及其他国家一流大学的培养计划的基

础上，致远化学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个符合学科交叉需

求，具有知识整合特征，数理化基础坚实，开放兼容的培养

方案 [2]。

采用灵活的教学管理机制，学籍在化学化工学院，日

常教学及学生事务由致远学院统一管理，学生享有双学院的

各项政策与待遇。学院针对拔尖学生培养的特点，实施兴趣

导向的选课模式，依托强大的导师阵容实施“项目主任负责

制”引导和陪伴学生走上科研之旅。并且符合要求的应届毕

业生还可享有推免直升的资格。

学院设专兼职辅导员，面向学生开展素质拓展活动和

新生生涯工作坊，通过学业分享中心帮助学生提高自我调适

和学习能力，营造“学在致远”的氛围。通过完整的学生指

导体系，多维度、全覆盖的优化学生的修课研修及生活体验。

致远化学的国际化办学主要特色是“走出去＋请进来”

的双向学生交流模式。

走出去：致远化学依据国际化办学规划，积极探索与

中国及其他国家一流大学的稳定、持续的深度合作新模式，

至今，致远化学已与全球多所顶尖院校、科研机构合作，成

立由海内外教授组成的教学指导委员会，邀请中国及其他国

家杰出学者开设专业课或暑期研讨课。2013—2018级共计

49人次参加海外研修（见表 1）。

机构合作 20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UCB
密西根大学 Umich

加州理工大学 CalTech 香港中文大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 UP

自主联系 29

剑桥大学 Cambridge 华盛顿大学

牛津大学 Oxford 杜克大学 Duke

耶鲁大学 Yale
达特茅斯学院

Dartmouth

京都大学 Kyoto 德州农工大学 TA&M

麻省理工学院MIT 新加坡国立大学 NUS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东北大学 Tohoku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UCSD
名古屋大学

伊利诺伊厄巴纳香槟

UIUC
悉尼大学 USYD

西北大学 NWU 阿克伦大学 Akron

斯特拉斯堡大学 UDS

请进来：和密歇根大学化学系合作，致远学院从 2016

年开始开设为期四周的《暑期国际荣誉化学课程》。此项目

主要由密歇根大学选派资深教授来致远学院讲授 2~3门专业

课程，每门课程 2学分。密歇根大学每年遴选并资助 5~10

名密歇根大学在校生来某校正式注册和致远化学大二年级

的学生同堂上课，2019年开始部分学生还同时进入某校课

题组完成了为期十周的科研实践活动。课程详情如表 2所示。

年度 来访学生 本校学生 修课学分

2016 6 24 4

2017 10 10 6

2018 5 17 4

2019 9 20 4

注：根据防疫需要，国际学生来访活动暂停。

暑期国际荣誉化学课程和来访研修收到很好的教学效

果和积极的学生反馈。通过参加此课程，某校学生不出国门

体会到了海外一流学府的教学氛围和风格，来访学生也更加

深入了解了中国的文化和中校文化，中外学生之间也建立了

良好的友谊。

致远学院开放交流的环境和化学化工学院浓厚的学术

氛围，以及国内外学术大师的授课熏陶，在 2017—2021年

间共培养 96名创新交叉型化学拔尖毕业人才，超过 93%的

致远化学方向学生毕业后选择继续深造。其中，70%以上

的学生直接进入全球前 100名的国际顶尖学府攻读博士学

位，超过 40%的学生进入全球前 50一流大学继续深造。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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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继续深造的海外高校包括剑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康奈尔大学、密歇根大学、东京大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国际顶级大学；中国高校包括上海交大、

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等知名学府。

综上，创新交叉型的致远育人环境与好奇心驱动的致

远育人模式助力致远化学学生的茁壮快速成长，为学子们科

研事业上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由此可得出结论，优

秀拔尖人才的培养与创新交叉型人才成长环境息息相关，此

目标可通过以下具体举措得以实现：

第一，营造融教学、科研、学生活动等多功能为一体

的书院制养环境。落实全员育人、环境育人和全人教育理念，

实施多层次、全方位的导师制，构建“交叉、融合、开放、

创新”的师生学习共同体。

第二，加快引进和建立专门的“教师团队”和“导师

团队”，为学生提供多维度的成长指导。加大力度聘请中国

及其他国家学术大师、顶级名师为学生授课、指导学生开展

科学研究工作，为学生持续提供一流的教师资源。

第三，进一步完善培养方案。加强对已有实验课程的

改造，从简单重复的技能训练为主转向以综合能力培养为

主。

第四，提升学生的家国及人文情怀。构建贯通古今中外、

涵盖文理的交叉型学科知识教育体系，拓展学生学习的深度

和广度，培养学生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多元文化认

同感。

第五，搭建基于自由探索的创新实践教学体系。依托

创新研究中心和海内外顶尖高校的科研实习机会，以激发学

生的科研兴趣和学术自信为导向，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和学

习，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和成为科学家的身份认同感 [4]。

第六，深入国际合作与交流。在继续支持拔尖学生赴

境外学习交流的同时，积极创造条件吸引海外一流大学在校

生来某校和本校学生共同学习和从事科研实践。在国内营造

一流的国际化学习环境。

第七，改善教育条件与环境。通过有效地创造实践、

内外因综合效应、共生效应等改善学生的成长与教育环境；

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探究学生兴趣，激发学生热情，推进

个性化教育，向现代信息技术教育模式转化。

第八，整合与优化教育资源，奠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的坚实基础。整合校内外课程资源，打破门户之别，营造共

享文化，改进共享技术，充分利用网络、地域优势加强与国

际一流学府及研究机构的合作，从而最大程度地实现校际资

源共享，为创新型的人才培养模式奠定有力的物质基础 [5]。

创新交叉型的校园环境有利于学校培养学生的创新思

维和人格，从而循序渐进、高速有效地提升学生的创新科研

能力。通过让学生深度接触学习交叉领域的知识，高校可帮

助学生建成深层次、多维度的思维模式与学习及科研能力，

让学生在一个良好积极的人才培养氛围中快速进步与成长，

进而实现高校为国家、为社会、为人类培养高素质创新型领

袖人才的使命与目标，献力于国家的发展与兴旺，进一步助

力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美好夙愿与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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