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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学院搭建本科生科技创新培养体系

近年来，工学院重视本科生实践动手能力培

养，分层次、多维度搭建实践创新平台，组建多

支富有创新精神的中青年教师队伍指导大赛。教

学过程中，健全完善管理与考核机制，及时更新

教学内容，在重视实践基地教学功能同时，加强

基地的科研功能建设，优化资源配置，构建教学、

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机制，形成“立体化”实践

教学体系，实现“层次化”培养方式，极大提高

了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成效显著。 

一、以示范中心建设为支撑，确定实践创新

培养总体思路 

一年级学生进校后，学院指派教学、科研一

线的教授（含副教授）为学生讲授专业概论，实

施启蒙教育。通过认知实习、课程设计等基础训

练，锻炼初步的实践动手能力。 

二年级期间，鼓励学生参加高年级学生主持

的大学生创业创新训练项目，激发学生自主学习

热情，了解自己的学习兴趣点，坚定专业学习的

信念。 

在三、四年级培养过程中，组织学生参加科

技竞赛，不断增强理论知识应用能力及创新思维，

通过 1-2 年的系统锻炼，逐步熟悉、积累项目执

行中“并行设计”到“顶层设计”经验。 

经过循序渐进的培养过程，学生逐步明确自

身定位，坚定就业、深造方向，依托系统的实践

培养体系，实现学院顶天立地式的人才培养目标。 

二、建立稳定可行的科技创新培养体系 

学院积累多年实践教学培养经验，逐步确立

学、研、用相结合的理念，依托通用工科，培养

具有林业行业特色和实践、创新优势的工程技术

人才，构建科技创新训练培养体系。 

学生通过参加大学生创业创新训练项目、教

师科研项目、学科竞赛等途径，开展科研创新实

践。学院组建稳定的评审专家组，实施“一答两

检，整体验收”的创新项目评审机制。自项目立

项后，集中分类组织项目中期检查一次，项目结

题采取质疑答辩形式，项目成果由学院统一管理，

实物成果在示范中心集中展示。 

三、认真实施，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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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以来，学生累计参加各类学科竞赛 10

余种，30余项，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参赛机制。学

院建立了多支稳定的指导教师队伍，学生形成良

好的“传帮带”研究氛围，每次大赛结束后及时

进行经验总结。 

近年来，在学科竞赛中，学生参赛成绩突出，

如中国大学生物联网创新创业大赛蝉联 2 届全国

特等奖，在全国大学生机械设计创新大赛中获全

国 1等奖，在全国环保科技大赛中获全国 1等奖，

在全国电子设计大赛中获全国 2 等奖，在计算机

仿真大赛中获全国 2等奖等。 

2.项目推动 

将一部分传统的学科竞赛题目衍生为“大学

生创业创新训练项目”，实现学科竞赛课题的预

研究和人才储备。竞赛结束后，将部分适合课题

内容延伸为部分专题或课程设计，收到了很好的

教学效果。 

学院鼓励有科研课题的教师联合团委教师单

独招募学生，组成研究团队，有教师带领团队开

展研究工作，也为在新的“研究生推免政策”下，

积累优质研究生资源奠定基础。 

3.投入产出 

近年来，学院逐年加大学科竞赛经费投入，

组建了多支稳定、富有创新精神的中青年教师指

导队伍；联合团委开展综合能力提升培训，在语

言表达、团队协作、创新思维等方面予以指导。

通过常规实践教学、创新项目及学科竞赛培养，

近 3 年来，约 50%的保研学生来自这一群体；每

年学校“学术特长生”推免选拔工作中，均有参

与过示范中心项目的学生申请成功；学院有近 1/6

的学生参与过课题及项目，毕业后顺利进入高校、

出国深造及进入行业领先企业工作，奠定坚实的

基础，学院本科生就业率在全校名列前茅。 

四、考核与奖励机制 

工学院制定了完善的教师（含实验员）考评

机制。对教师指导创新训练项目、学科竞赛、开

发创新性实践教学内容（需审核）等都计入年底

工作量考核。其次，依据学科竞赛获奖层次，学

院单独给予不同程度奖励。         （工学院）

人文学院重视理论与实践互补,多途径开展实践教学

人文学院积极倡导理论联系实际，推动和支

持法学及应用心理学两个专业强化实践教学，不

断完善专业实习基地建设。 

近年来，法学专业相继与海淀区人民法院、

朝阳区法院、石景山区法院、国家林业局、北京

市园林绿化局、世园会筹备委员会、海淀区司法

局等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为学生司法实践能力的

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定期邀请司法实践

经验丰富的法官、检察官、高校教授定期举行法

学讲座。 

应用心理学专业实行分专业方向实习制度，

目前已与延庆县多所中小学、北京市内多家中小

学、杭州某职业中学等 10余所中小学，河北立中

集团等多家企业，林紫心理咨询、12355 青少年

心理援助热线等多家心理咨询机构以及武警北京

总队第六支队等 20多家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并

建立了实习基地。2013年北京市教育工会心理咨

询中心落户北林，主要工作如心理咨询热线电话、

面向北京市教职工的个案咨询与讲座、针对北京

教职工心理健康管理的心理排查等工作。“彩虹

宝贝”自闭症儿童心理干预中心自成立以来，多

次为本专业学生提供了实践机会，相关专业学生

广泛参与，收到了良好的实践效果。 

在实践学习过程中，学院学生将法学、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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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专业理论知识与实践工作相结合，提高了实务

能力和技巧。 

在积极建设校外实习基地的工作中，学院 

“基础实践、专业实践、综合实践”分层实践教

学体系建设逐步完善，校外实习基地建立模式趋

于成熟，力求为学生专业实践能力的发展提供优

质平台。                      

   （人文学院） 

理学院指导各类学科竞赛成绩显著

为培养学生创新意识，提高学生实践能力，

培养学生团队意识，理学院近年来积极组织和培

训学生参加大学生数学建模、电子设计竞赛等相

关学科竞赛，竞赛成绩显著。 

在北美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近 2 年学校

2 队获国际一等奖、14队获国际二等奖。 

在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 2001 年至

今，学校共 8 队获全国一等奖、10队获全国二等

奖、14队获北京市一等奖、30 队获北京市二等奖。 

在北京市大学生数学竞赛中，2001年至今，

学校共 3人获北京市一等奖、16人获北京市二等

奖、41人获北京市三等奖。 

在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中，2009年至今，学

校 1人获全国一等奖、4人获全国二等奖、4人获

全国三等奖。 

在北京市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中，2004年来，

共 8队获得北京市二等奖，8队获北京市三等奖。 

在北京市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中，2008年以

来，学校 1 队获得北京市一等奖、9 队获北京市

二等奖、19队获北京市三等奖。 

在北京市大学生化学实验竞赛中，2010年以

来，学校共 5 人获得北京市二等奖，6 人获北京

市三等奖。 

学科竞赛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有效形式之

一。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理学院积极组织、鼓

励学生参加各类竞赛提高创新能力。除了指派优

秀的教师担任竞赛指导教师，进行集中辅导和培

训外，学院还把竞赛的工作和日常教学相结合，

推进素质教育，如开设针对建模竞赛的专选课《数

学模型》。同时，数学系正在积极开设相关课程

的公选课。此外，学院还将竞赛辅导工作和学生

社团相结合，成立了建模竞赛兴趣小组和电子爱

好者兴趣小组，采取高年级学生带低年级学生的

模式，利用学院提供的开放实验室，通过各类竞

赛、各级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等项目合作充分发

挥学生的传帮带作用，既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

性,又调动了学生持续的创新热情。         

（理学院）

艺术学院创作研究氛围浓厚，展览展示成果丰硕

艺术设计学院自 2013年建院以来，鼓励学院

教师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支持和倡导

教师参加国家省部级重要展览或举办个展，同时

组织举办各类展览营造创作氛围。 

今年 6 月，“林泉之心，诗意生活——北京

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2014 届毕业设计优秀作

品展”在北京“798”艺术区“第零空间”开展。

本次展览是毕业设计校内展览的升华，充分展现

学院贯彻绿色设计理念，突出生态文明特色的设

计教育成果。 

8月 15日，第十二届全国美展开展，学院共

有 7件教师作品入选。全国美展每五年举办一次，

是国内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国家级综合性美术

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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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3 日，学校“首届艺术设计学院教师

作品展”在学研中心一层大厅开展。共展出了由

学院教师创作的国画、油画、雕塑、海报招贴、

产品设计、新媒体、环艺等各类作品 50余件。 

10 月 16 日，学院教师丁密金在中国民族艺

术馆举办的“易古开新——丁密金、韩学中、张

立奎、刘西洁水墨人物画精品展”开展。 

10月 18日,学院教师史钟颖在红门画廊举办

的“钟颖造像——史钟颖当代雕塑展”开展。两

个展览均吸引了大量艺术爱好者和多位国内知名

艺术家前来参观，多家相关媒体进行了采访和报

道。 

建院以来，艺术学院共举办各类课程作业展、

暑期社会实践作品展等学生展览 20余次，为学生

提供了良好的展示和交流平台。 

这些展览充分展示了学院教师的专业素养和

水平，搭建了艺术创作的交流平台，营造了浓厚

的创作研究氛围，提升了学院的学术声誉和影响

力。学院将通过展览展示等各种途径，持续营造

学术氛围，不断提升培养水平。  （艺术学院） 

水保学院构建产学研相结合的网络化实践教学保障体系

近年来，水保学院一贯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

养，努力构建完善的实践教学保障体系，使培养的毕

业生具备很强的实践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得到社会

及行业的一致认可。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以服务水土保持与

国土生态安全的基础理论与国家战略需求为宗旨，按

照“多站点联合、多系统组合、多目标融合、多角色

合作”的发展思路，建成了集野外观测、科学试验、

教学实训、生产实践及科普宣传于一体的产学研相结

合的网络化实践教学保障体系。 

该网络体系由以学院为主体建设的试验科教基

地和校企合作的专业综合实习基地共同构筑而成。以

学院为主体建设的单元包括：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国家林业

局重点实验室、教育部林业生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北京市水土保持工程中心、教育部北京延庆水土保持

综合实习实验基地，以及山西吉县、重庆缙云山、宁

夏盐池、首都圈、青海大通、山西方山、陕西吴旗等

试验科教基地。校企联合培养协议单位是该实践体系

与时俱进的强有力的保障单元。依据社会对人才培养

的需求，学院选择了在行业发展中具有引领地位的 13

个科研和企业单位签订了学院本科生校外专业实习

实训基地协议。 

该网络体系为保障教学质量、提高人才培养水平

提供了高水准的实训平台；科研和生产项目与教学实

践的紧密结合构成了实践教学保障体系的长效机制。

由此机制建设起来的稳定的实验基础条件和大量的

先进仪器与设备，全面保障了本科教学试验、实习及

实训的培养需求。学院每学年度承担实验项目约 380

多项，参加实验教学人时数 1.3万余人时，2600多人

次，实验开出率达 100％；课程实习落实率为 100%；

近 3年，本科生主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69项，

经费总额达 90 多万元，参与人次为 300 多人，该体

系为这些项目的开展和实训的落实提供了坚实的保

障；学院对本科生从大二开始实行导师制，将课程和

实践教学与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相结合，学生毕业论

文选题 100%来源于科研或生产实践，论文工作也均服

务于科学研究或生产实践。在该体系的支撑下，水土

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形成了一大批优秀科研教学

成果，培养了一支实力雄厚、特色鲜明的教师和导师

队伍，获得了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的荣誉称号，真正

践行了“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光荣传统和伟大使命。 

（水保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