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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解动物医学专业本科生科研素养,探索进一步培育本科生科研素养的有效路径,研究

设计了调查问卷,对吉林农业大学2019级动物医学专业3类共5个大四本科班学生科研素养情况

进行调查,应用SPSS
 

23软件对调查所得有效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显著性差异分析、相关性分析。
发现吉林农业大学动物医学专业学生具有良好的科研意识;创新班与实验班同学间的读研计划、申
报科研项目积极性、了解学术期刊种类、与一本班同学间的论文撰写情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读研计划与确定专业方向时间、科研精神不存在相关性,而科研精神与科研能力呈强相关。
建议在对部分同学保持本科生科研经历的同时,在课内培育本科生的科研精神,在课外结合导师

制、毕业论文培育科研能力,从而为培养高素质复合应用型动物医学从业人员奠定基础。
关键词:科研素养;动物医学;本科生;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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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literacy(SRL)
 

of
 

undergraduates
 

in
 

veterinary
 

medicine
 

major
 

and
 

explore
 

effective
 

ways
 

to
 

further
 

cultivate
 

their
 

SRL,a
 

questionnaire
 

was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the
 

SRL
 

of
 

5
 

senior
 

undergraduate
 

classes
 

in
 

3
 

categories
 

of
 

2019
 

veterinary
 

medi-

cine
 

major
 

in
 

Jili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PSS
 

23
 

software
 

was
 

used
 

to
 

carry
 

out
 

descriptive
 

analysis,significant
 

differ-

ence
 

analysi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n
 

the
 

effective
 

data
 

ob-

tained
 

from
 

the
 

survey
 

questionnaire.It
 

was
 

found
 

that
 

the
 

students
 

of
 

veterinary
 

medicine
 

major
 

had
 

satisfactory
 

scien-

tific
 

research
 

consciousness.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

cant
 

differences
 

in
 

the
 

postgraduate
 

study
 

plan,the
 

enthusi-

asm
 

of
 

applying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the
 

under-

standing
 

of
 

the
 

types
 

of
 

academic
 

journals,and
 

the
 

writing
 

of
 

papers
 

between
 

the
 

innovative
 

class
 

and
 

the
 

experimental
 

class(P<0.05).There
 

is
 

no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ost
 

graduate
 

study
 

plan
 

and
 

the
 

time
 

of
 

determining
 

the
 

profes-



sional
 

direction
 

and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spirit,the
 

scientific
 

research
 

spirit
 

is
 

strongly
 

correlated
 

with
 

the
 

scientific
 

re-
search

 

ability.It
 

is
 

suggested
 

that
 

while
 

maintaining
 

under-

graduate
 

research
 

experience
 

for
 

some
 

students,students'
 

sci-
entific

 

research
 

consciousnes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spirit
 

should
 

be
 

cultivated
 

in
 

class,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should
 

be
 

cultivated
 

in
 

extracurricular
 

combination
 

with
 

tuto-

rial
 

system
 

and
 

graduation
 

thesis,so
 

as
 

to
 

lay
 

a
 

foundation
 

for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compound
 

applied
 

veterinary
 

practi-

tioners.
  Key

 

words:scientific
 

research
 

literacy;veterinary
 

medi-

cine;undergraduates;investigation;analysis

  素养是人们从事某项工作时需具备的素质和修

养,是在品德、知识、才能等诸多方面先天和后天学

习与训练的综合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

法》中规定:本科教育应当使学生具有从事本专业实

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硕士研究生教育应

当使学生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

的能力,博士研究生教育应当使学生具有独立从事

本学科创造性科学研究工作和实际工作的能力;《中
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中也规定:授
予学士学位的高等学校本科生需具有从事科学研究

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可见本科生

的科研素养(scientific
 

research
 

literacy,SRL)不仅

是学业标准的要求,也能为其进一步深造或工作提

供保障。

  2001年起,国家开始特别重视SRL培育,教育

部提出“提高(基础教育)教师自身的科研素养和教

师指导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的能力”的指南[1];2018
年,进一步提出“注重个性化培养,拓宽国际化视野,
着力提升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科研素养,培
养一批引领农林业创新发展的高层次、高水平农林

人才”[2];高 校 也 正 在 探 索 本 科 生 SRL 提 升 的

方法[3]。

  为了解动物医学专业本科生SRL现状,笔者通

过问卷对吉林农业大学2019级动物医学专业学生

进行了科研意识、科研精神、科研能力调查,希望通

过对本次调查有效数据的描述性、显著性差异及相

关性分析,为动物医学专业本科生SRL培育探寻有

效方法,促进学生SRL的提升。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吉林农业大学四年制动物医学专业第九学期学

生,基本修完基础兽医学、预防兽医学、临床兽医学

课程,随机选择107名同学参与本次调查;其中女生

占58.9%,男生占41.1%;创新班、实验班、一本班

人数分别为18、75、14。

1.2 研究方法

  以占梅英[4]的问卷结合本专业学生具体情况,
编制了本次问卷,均为选择题。问卷题目除学生的

基本信息外,主要包括科研意识、科研精神、科研能

力方面各3项;通过学习通应用程序中的问卷调查

栏目发放并回收问卷。

1.3 数据分析

  将问卷调查结果整理成量表,依科研意识或科

研精神、科研能力由强到弱或正确程度赋予调查结

果相应分值(7、5、4、3个选项的项目分别赋予7~1
分、5~1分、4~1分、3~1分);应用SPSS

 

23软件

对量表进行统计。经Cronbachs
 

α分析问卷信度值

为0.739,效度分析中 KMO值为0.706,说明信度

和效度较好;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各调查指标在

性别间的差异,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各调查指标在班

级间的差异,P<0.05时为差异显著。

2 结 果

2.1 调查总体结果

2.1.1 基本情况 本研究共设3个基本问题,即对

本专业的态度、攻读研究生计划及确定专业方向时

间。在对本专业的态度方面,分别有22.4%、66.4%
的同学特别喜欢、喜欢动物医学专业,仅有1.9%的

同学不喜欢本专业(图1A);在攻读研究生计划方

面,72.0%的学生计划攻读研究生,仅13.1%的学

生无攻读研究生计划(图1B);在确立专业方向时间

方面,有22.4%的同学在上大学前确定了自己感兴

趣的专业方向,在大一、大二、大三学年又分别有

21.4%、26.2%、15.9%的同学确立了专业方向(图
1C)。

2.1.2 科研意识方面 97.2%的同学认为本科生

需要甚至非常需要具备一定的SRL(图2A);45.8%
的同学期望学校举办专业学术讲座并愿意聆听讲座

(图2B);到大学的第七个学期有26.2%的同学已联

系论文指导教师,其中一半同学已开展部分研究(图
2C)。

2.1.3 科研精神方面 有7.4%的同学在课外有目

的、有计划地阅读本专业书籍,有26.2%的同学能经

常阅读本专业书刊,但目的、计划性不强(图3A);有

36.5%的同学了解3种以上的专业期刊,其中5.6%
的同学对7种以上的专业期刊有一定了解(图3B);
有71.9%的学生认为如果确定了科研课题,能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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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将课题完成好(图3C)。

2.1.4 科研能力方面 13.0%的同学掌握大学生

科研课题申报方法并积极申报,36.5%的同学能克

服困难,积极申报(图4A);76.6%的同学知晓在撰

写论文过程中引用文献需全部注明(图4B);有4名

同学有主动撰写并发表论文经历,占调查学生的

3.7%(图4C)。

2.2 性别或各班级间SRL的差异

  分别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 ANOVA检

验分析调查结果在性别及班级间的差异,结果表明,
除女同学更愿意参加学术讲座外,其他调查项目在

男、女生间无统计学差异;以下4项内容在不同班级

间存在显著差异,即:创新班与实验班同学间的读研

计划、了解的学术期刊种类、申报科研项目情况;创
新班与一本班同学间论文撰写情况;实验班与一本

班同学间的毕业论文进展(图5)。

2.3 调查项目间的相关性

  用SPSS
 

23
 

软件分析所调查同学的基本情况、
科研意识、科研精神、科研能力间的Pearson相关

性,发现除读研计划与确定专业方向时间、科研精神

不存在相关性外,其他调查项目间均呈正相关,其中

确定专业方向时间与科研精神呈中等强度相关,而
科研精神与科研能力呈强相关,其他项目间呈弱相

关(表1)。

3 分析与讨论

3.1 动物医学专业本科生优势SRL分析

  由调查结果可知,吉林农业大学2019级动物医

学专业同学具有良好的科研意识、一定的科研精神

和科研能力。大多知晓自己需具备一定SRL,有意

愿参加学术讲座,会克服困难坚持做好研究课题,了
解在科研论文中引用他人材料应注明出处;有近一

A.对本专业态度;B.读研计划;C.确定专业方向时间

图1 学生基本情况调查结果

Fig.1 Fundamental
 

state
 

of
 

the
 

students
 

survey
 

results
 

A.本科生是否需具备一定的科研素养;B.参加学术讲座的意愿;C.毕业论文进展

图2 科研意识调查结果

Fig.2 Survey
 

result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consciousness

A.阅读专业期刊;B.了解的专业学术期刊种类;C.坚持做好已确定科研课题

图3 科研精神调查结果

Fig.3 Survey
 

result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spirit

A.申报项目情况;B.撰写论文引用他人文献时是否注明;C.论文撰写并发表情况

图4 科研能力调查结果

Fig.4 Survey
 

result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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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调查项目间相关性

Table
 

1 Correlation
 

between
 

survey
 

items

调查项目 对本专业态度 读研计划 确定专业方向时间 科研意识 科研精神 科研能力

对本专业态度 1

读研计划 0.194* 1

确定专业方向时间 0.302** 0.028 1

科研意识 0.282** 0.243* 0.320** 1

科研精神 0.310** 0.174 0.452** 0.303** 1

科研能力 0.240* 0.257** 0.348** 0.355** 0.601** 1

  注:*.在0.05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表示差异显著(P<0.05)
图5 班级间科研素养的差异

Fig.5 Difference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literacy
 

between
 

classes
 

半同学能找方法或有方法积极申报科研课题。这可

能与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采取有力措施从基础教育

即高度重视科学素养培育有关,如2001年提倡的普

通高中“研究性学习”、2020年的“强基计划”[5]、

2023年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为教师提供的“科
学素养提升”课程等,与校外培训资源共同推动着科

学教育质量的提升。

3.2 动物医学专业本科生SRL主要培育方向

  在毕业论文进展、撰写论文并发表、了解或阅读

专业期刊方面,虽有部分同学态度非常积极,但

60%以上的同学未体现在行动上。提示教师在授课

过程中或课下需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学生查阅

专业期刊,激发同学思考自己感兴趣的主题,并给予

适当指导、鼓励甚至帮助,呵护并促进更多的科学研

究“嫩芽”茁壮成长。此方面,有国家及省、校级的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科学探

究)”等项目支持,使此类本科生科研经历通过促进

学生对科研了解和提升科研工作自我效能感激发学

生投身科研的意愿[6];此外,各高校也分别发挥自身

优势采取多种方式培育学生SRL:如中国药科大学

朱波等在《医学免疫学》课堂教学与课后交流合作中

培育学生的SRL[7],重庆师范大学的祁文静等在指

导本科生完成毕业论文的过程中培育学生SRL[8],
武汉工程大学以“学术周”教学活动形式培育本科生

SRL[9];这其中好的做法值得动物医学专业师生

借鉴。

3.3 不同班级间SRL差异分析及启示

  此次调查中的一本班同学当年高考分数高于所

在省份实验班同学分数;创新班学生为入学后第三

学期在全校同年级中经学生申请、学校审核、笔试、
面试等环节选拔入动物医学“卓越人才培养计划”的
学生,在免试推荐攻读本校硕士研究生、配备导师等

方面有鼓励政策;实验班同学为大类招生后根据前

两个学期学习成绩自愿分流入动物医学专业的学

生。本次分析表明,创新班与实验班同学在申报科

研项目、了解学术期刊种类方面差异显著,与一本班

同学间的论文撰写情况差异显著,可能与创新班同

学在导师引领下进入实验室机会多、较早通过有指

导的发现学习或内隐学习后提高了科研及撰写论文

等能力有关。总体而言,根据职业规划等情况让学

生自愿、适时选择导师在一定程度上可促进学生

SRL的提升。

3.4 相关性分析的启示

  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本次调查同学的科研精

神与科研能力呈强正相关,可能与学生在撰写论文、
申报科研项目过程中查阅专业期刊有关。笔者指导

的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团队成员在撰

写项目书时分工查阅了多篇期刊论文,在项目执行

过程中有一位同学在撰写综述时又查阅了约30篇

近几年的期刊论文。边雅豪等研究也表明大学生

SRL与对科研活动的认识程度呈正相关[10]。

  另外,本分析也表明,读研计划虽与科研意识、
科研能力呈正相关,但与科研精神间无相关性,所以

对这部分同学进行SRL尤其是科研精神的培育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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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必要,而2021年、2022年由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学会主办的“研究生科研素养提升系列公益讲座”
在此方面发挥了非常好的推动作用。

4 结 语

  随着经济的发展,动物医学相关科技的进步,我
国动物医学队伍及法制建设、疫病防控、科研开发、
兽医教育、对外交流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社会对动物医学相关从业人员SRL也提出了更

高要求。本科阶段是从业人员进入某一领域的关键

时期,学生思维活跃、时间灵活、接触知识面广,所在

高校大多具有高水平师资、实验条件,行业也提供了

很好的平台,如:中国兽医协会第九、十届兽医大会

分别开展了“兽医希望之星—如何打造优秀论文”、
“兽医希望之星—优秀论文及病例报告”征集与评选

活动,这些条件对促进我国动物医学从业人员学习

交流及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保障和机遇。希

望各平台相互协作,为培育具有良好SRL、热爱动

物医学的一流人才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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