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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南开的校训。 日新月异,主旨就是与时俱进,就是创新不

辍。南开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饶子和说:“牢记校训的南开

人时刻都把创新作为办学的灵魂、育才的圭臬。” 制度 为创

新拓路 近日,在南开大学刚刚结束的“本科生科研创新奖励学

分”评选中,60余名学生通过审核,在周围同学羡慕的眼光中,成

为“创新学分”的首批受益者。按照规定,他们将免修1至2门

专业选修课程,仍可获得本科学位。去年,该校首度推出“创新

学分”制度,允许每位本科生根据自己在学期间获得的各种科

技创新竞赛奖项申请相应的学分,并计入学生毕业应修总学分

数。这60位“不安分”的“创新学分获得者”都是从“挑战

杯”、数学建模、电子设计等全国比赛中涌现出的优胜者。

教务处处长沈亚平说:“‘创新学分’能鼓励越来越多的南开

学生勇于创新,乐于创造,在国内外大赛中摘金夺银。” 只要

填写一份《南开大学本科生创新科研及竞赛奖励学分申请表

》,即可获得“创新学分”的申请资格。学校将获奖等级分为

校级创新立项优秀成果、市级以上单科竞赛、国家级科技竞

赛和国家重大科技成果4档,依次可获1至4个专业选修课学分。

“这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搞课外科研活动,不必再

选修自己并不感兴趣的课程来‘凑’学分了。”数学学院本

科生陈伟键为这项新制度击掌叫好,他刚在一项全球程序设计

大赛中拿了冠军。他认为,一个人的创新能力并不一定和学习

成绩成正比。有时学业成绩与课外创新还难以兼顾:“我的成



绩并不是特别拔尖,因为我喜欢把更多的时间用来研究自己感

兴趣的课题。” 事实上,南开大学还有更多的新举,试图拓展

学生创新的空间,打破“偏才生”的两难局面。今年南开本科

生奖学金的评选办法就发生了变化: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被正

式列入评审条件,不再仅以学习成绩论英雄,而是让学习优秀者

、刻苦努力者、偏才拔尖者和经济困难者都能在南开受到奖

励或资助。创新型本科生有了一项“科技创新奖”,特别突出

者还能当上“学业优秀生”,这是与传统的“优秀毕业生”并

称的荣誉。 南开为创新拓路,不仅体现在对成果的奖励,更体

现在对过程的资助上。社会学专业的日本留学生井上直树与

汉语言文化学院的比利时留学生孔凡朗、范赛琳,这几天正在

为一份有趣的调研报告而忙碌《京津两地留学生生活的比较

》。令他们惊喜的是,南开大学恰好设立了专门的本科生创新

科研基金,被称为“百项工程”。跨专业组成的学生科研团队

尤其受到青睐。就像教师申报科研课题那样,他们认真填写了

项目申报书,经过正式答辩和专家论证,最终获得了2000元的经

费资助。 南开为“百项工程”划拨的年度经费是100万元,今

年资助了将近1000名本科生共249个科研项目的课外创新研究

。而从“百项工程”2003年设立至今,已总共资助644项课题,

超过2500名本科生受益。 百万经费,播撒的是创新的种子。南

开大学党委书记薛进文打着比方:“我们最看重的不是这些种

子开出什么样的花朵,而是它们怎样萌芽。也许有人失败,有人

成功,但我们相信大家都能从中得到收获。”“关于校园内毛

虫控制方案的研究”,“国有资产民事公诉”,“基于Java技术

的远程电学虚拟实验软件的开发”,“中国农村土地流转中介

组织研究初探”,“从‘我爱南开BBS’每日十大热门话题分



析南开学生思想动态”,“中国近代教会学校在培养英语人才

中的作用及其启示”⋯⋯通过这些课题的名称,南开学生天马

行空的想象力和学校鼓励百花齐放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在

最近三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南

开大学就有两名本科生获得特等奖,在最近两届“挑战杯”创

业计划竞赛中,南开本科生团队两度捧回金奖⋯⋯ 教师 为创

新导航 为了使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无缝对接,南开大学鼓励教

师指导学生科技创新,全校1600余名专任教师中超过三分之二

担任了本科生创新指导教师,其中不乏长江学者、杰出青年和

国家级教学名师。 常务副校长陈洪解释:“要提高学生的主动

性与创造性,巩固专业知识,锤炼创新能力,教师是关键。”近

几年,南开大学通过评选“学生创新研究优秀教师奖”等方式,

向优秀的本科生指导教师颁发精神和物质奖励,去年还专门制

定措施:教师指导本科生科技创新可折算为一定的工作量。 教

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发现创新人才的好苗子,便倾注精力因材

施教,而在指导学生创新的过程中,教师的育人水平也得到提高

。用化学学院程鹏教授的话来讲:这种互动,是一种“欲罢不能

”的感觉。年仅43岁的程鹏,是本年度最年轻的两位国家级教

学名师之一。在他和同事的推动下,化学学院是全校最早向本

科生开放实验室的学院之一。从1998年起,该院的本科生便可

自选题目、自主设计实验方案、进入教授实验室从事科研工

作,所需经费由学校和学院提供。 在一门本科基础课上,程鹏

发现99级学生张磊思维活跃、好奇心强,便热心指导他参与科

研课题。后来,这名学生在短短几年内就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国

际主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2篇,一时传为佳话。据不完全统

计,2000年-2004年,该校化学学院本科生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共



发表论文174篇,其中被《SCI》收录141篇,有一名本科生还以

第一作者身份在顶尖的《美国化学会会志》上发表了自己的

论文在该期刊上公布成果是那些著名教授们都十分看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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