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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大学生创新项目是高等院校深化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手段，通过带领学生进行交叉学科大学生创新项目研究
，指导学生进行能源树种制备生物柴油的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可行性分析，文理科学生进行互助合作，使学生充分认识
到本专业知识的现实意义，以及本专业知识需要-9其他专业知识相结合才能有效发挥其应用价值。在此过程中学生由
于单一专业培养滋生的厌学情绪得到一定缓解，促进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同时实现青年指导教师进行教学改革
的目的，使其教研能力得到了提升。

 一、大学生创新项目概述

 1.大学生创新项目的概念

 随着高等学校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为了提高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强其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激发其创造力，
结合高等院校的教学安排，逐步引入了大学生创新项目[1-2]。大学生创新项目是在指导教师的带领下，由高等院校
本科学生自主选择的，以兴趣为基础，实践为手段，创新为主旨的实践型或科研型项目[3-4]。

 2.交又学科大学生创新项目的概念

 交叉学科研究是运用一门学科或多门学科的概念和方法，进行单一领域或多领域学科的研究。该研究以多学科相互
交叉和渗透的形式存在，使不同学科的方法和对象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人们对客观世界有进一步的认识，交叉学科大
学生创新项目就是将多学科研究的概念和方法引入大学生创新项目研究，多学科学生进行知识互补、协调合作，完成
对多领域科学问题的深入认识的过程。

 3.交叉学科大学生创新项目的作用

 在单一学科教学过程中，所有课程设置均围绕核心专业展开，教学形式和方法相对单一，容易引起学生学习的疲劳
感。例如经济管理专业的教学过程中，由于专业课程的社会科学属性，课程安排中只有少量实际动手操作的实验课程
，因而学生缺乏对专业课程的学习兴趣，从而导致学生厌学情绪的滋生，不利于本学科教学工作的开展。此时适当引
入其他相关专业的学习内容和教学模式，能有效缓解学生的厌学情绪，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交叉学科大学生
创新项目是激发大学生学习兴趣的有效手段[5]。

 二、生物质能源产业化创新项目教学实践过程

 笔者作为一名高校青年教师，目前于北京林业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主要进行资源经济领域的研究，对该领域有一
定的知识积累，并且有强烈的愿望将自身的科研成果与高校教学实践相结合。了解到目前的课程设置里缺乏经济管理
专业实践课程的学习，学生对经济管理知识的现实应用价值产生怀疑，进而滋生了一定的厌学情绪。为了有效解决上
述问题，笔者决定进行交叉学科大学生创新项目的教学实践，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提
高其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1.确定创新项目研究内容

 通过和学生进行互动讨论，发现学生对吉林省生物质能源产业化发展具有浓厚的研究兴趣。进而鼓励学生查阅相关
文献，决定以吉林省能源树种色木槭为研究目标，通过其种子油脂成分含量分析，结合吉林省能源市场实际，进行生
物质能源产业化可行性研究。该项大学生创新项目采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运用经济学、生物学、植物学、统计
学的理论知识，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及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实现学以致用的目的。

 2.文理结合的项目组成员结构

 创新项目中首先要对目标树种制备生物质能源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可行性进行分析，技术部分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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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可行性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因此在研究过程中，项目中除了经济管理学院3名学生加入外，另有1名北华大学林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学生参与研究。文理结合的项目成员结构，能够有效保障创新项目研究的顺利进行。

 3.目标树种资源调查过程

 目标树种的资源存量是进行生物质能源产业化发展的基础，因此创新研究的第一步就是要进行相应的资源情况调查
，以及进行未来资源存量的预测工作。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查阅相关文献，由于大学生对文献查找的方式方法并不了解
，指导教师集中项目组成员进行资料查阅培训，向学生介绍中国知网、万方、维普、EI和SCI数据库，以及相关数据
库的查询及使用方法，指导学生进行文献的初步搜集及筛选工作。通过文献归纳总结及分析，得出吉林省是林业大省
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其中色木槭资源林木蓄积量较大，且在吉林省林分比重不断加大，在维持生态稳定的情况下，
可用材积呈稳步增长。吉林省色木槭资源在用材、生态、药用和生物质能源开发方面，具有开发利用的物质基础。但
目前尚未对吉林省色木槭资源采取人工抚育，色木槭资源的开发利用仍然停留在以野生资源为基础的粗放经营层面，
大多为以用材为主的采伐利用，其经济价值未得到充分的发挥和使用，吉林省色木槭资源开发利用尚未引起足够的重
视，缺乏相应的资源抚育规划。

 4.技术可行性研究过程

 技术可行性分析部分包括目标树种种子出仁率测量、油脂提取实验和油脂成分分析三个方面。在这一过程中指导教
师通过与林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和北华大学分析测试中心协作，利用林学院长白山森林食品资源与产品开发实验
室和分析测试中心美国安捷伦公司制造的气相色谱(6890N)／质谱(5973i)联用仪，进行上述研究。在实验过程中以食
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为主，经济管理专业学生为辅助，跨专业学生相互配合，师生共同解决了实验中出现的一系列
问题，得出吉林省色木槭干种子出仁率为61％，机械化大规模生产的出仁率可达50％左右，其种子含油率较高，且油
脂为半干性油酸，适合作为生物质能源开发的原料。通过上述实验使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和经济管理专业学生的
动手能力都得到显著提高，并极大激发了学生的研究热情与兴趣。

 5.经济可行性研究过程

 经济可行性分析包括我国生物柴油市场现状、目标树种制备生物质能源成本效益分析和配套鼓励政策的研究。这一
研究过程以经济管理专业学生为主，指导教师讲解成本效益分析的主要经济学方法以及STATA等统计软件的使用方
法，使学生短时间初步掌握研究目标及研究手段。在采用净现值法分析目标树种制备生物质能源的经济可行性后，得
出动态投资回收周期较短，经济效益比较可观，投资风险较小，有一定的发展前景的结论。但野生资源受植物自然生
长规律影响较大，种子结实量有大小年的区分，通常色木槭结实大小年间隔为2年，所以应用野生资源进行工业化生
产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原材料供应的稳定性需要解决。因此建设色木槭能源林，是解决工业原料工业不稳定的主要手
段。一次投资多年受益的工程。在扶持政策方面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结合目前吉林省对生物燃料乙醇生产和发展方
面的政策扶持经验，模拟制定一系列扶持政策，推进生物质能源产业在吉林省的发展。通过上述研究，食品科学与工
程专业学生意识到自身专业成果的现实转化离不开经济知识，而经济管理专业的学生同时意识到自身专业的巨大现实
价值，所有项目组成员均在专业知识领域得到了提高，并产生了对新知识的探索欲望，增强了自主学习的意识，提高
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三、交叉学科创新项目教学实践的成果及体会

 1.青年指导教师教研能力得到了提高

 交叉学科大学生创新项目的指导教师多为青年教师，这主要是由青年教师所具备的特点决定的。高校青年教师具有
高昂的工作热情，较强的学习能力，是高校科研与教研的新生力量，也是向学生传递理论知识的有效纽带。青年指导
教师在指导大学生创新项目过程中，能够很好地与学生进行沟通，及时了解学生遇到的问题与困难，起到把握研究方
向和明确创新研究目标的作用，向学生传授研究理念和方法，提出合理的解决意见及方案，在推进高校教育改革进程
的同时，教研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

 2.提高师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参与交叉学科大学生创新项目既有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又有自然科学专业学生，文理结合，不同专业的学生相互
学习，取长补短。项目研究结束后，学生除了对本专业所学知识有了深入的认识，明确了解自身所学知识的现实应用
价值，同时理解了其他专业产生科研成果的价值，明确认识到项目研究需要与跨学科专业知识相结合才能得以实现。
通过创新项目实践使高校师生开阔了专业知识视野，提高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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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极大激发高校大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单一学科教学过程中，所有课程设置均围绕核心专业展开，教学形式和方法相对单一，容易引起学生学习的疲劳
感。此时适当引入其他相关专业学习内容，能有效缓解学生的厌学情绪，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研
究的热情。

 4.实现高校青年师生教学相长

 现今高等院校的青年教师普遍拥有高学历，基本为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他们在继续学业和深造过程中，通过与
其指导教师进行科学研究，掌握了目前学科领域的前沿知识与先进研究方法，因此这一群体通常具有有较强的学习能
力和科研能力，也是高等学校的新生力量，其所蓄积的创新意识和教学改革动力较强。但高校青年教师普遍存在缺乏
教学经验与科研经验的弱点，在交叉学科大学生创新项目研究的过程中，青年教师积极向同行请教，学习老教师的教
学经验，同时主动与学生沟通，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动向，有效改善教学效果。在这一过程中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学
生们较强的动手能力也弥补了指导教师实验教学经验的不足。研究结束后，指导教师与课题组学生在知识积累、动手
能力和学习兴趣等方面均有一定的提高，真正实现了师生的教学相长。

 5.创新项目取得的具体研究成果

 研究分别从吉林省色木槭资源抚育规划，分步骤推进吉林省色木槭资源开发，加大力度推进技术发展，及完善吉林
省色木槭资源开发利用配套政策等几方面进行了论述，以期为吉林省色木槭资源开发提出合理的建议，使色木槭资源
利用在开发各阶段均能创造一定的经济效益，最终实现色木槭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

 经过前述研究，以生物质能源产业化研究为基础的大学生创新项目取得了如下成果，指导教师和参与学生共同发表
学术论文3篇，其中EI期刊1篇，并将研究成果撰写成生物质能源产业化可行性研究报告，为吉林省生物质能源产业化
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四、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指导大学生创新项目是实施高等院校教学改革的有效方法，也是提高高校青年教师教研能力和
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有益手段。在指导学生进行大学生创新项目的过程中，青年教师发挥其较高的工作热情和较强的
学习能力。通过文理结合进行交叉学科大学生创新项目研究，可有效改善了单一学科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厌学情绪，社
会科学专业学生对于自然科学实验有了浓厚的兴趣，在指导教师的带领下动手能力均有一定程度的提高，自然科学专
业学生也在经济分析阶段，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分析，充分意识到经济管理知识等社会科学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
作用，不仅了增强对本专业的学习热情，也学到了文科专业的相关知识和理论，所学知识得到升华和整合，极大促进
了学生学习成绩的提高，同时改善了专业课程教学效果，同时在这一过程中高校青年教师自身的教学研究水平也得以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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