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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旦 大 学 生 命 科 学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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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3 月 3 日生命科学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集体讨论制定） 

 

жȽ ⴤḽ�
本计划旨在全面贯彻教育部和复旦大学基础学科拔尖

学生培养计划 2.0 的指导思想及各项方针政策，培养具有良

好道德修养，掌握扎实文理基础和生物学专业知识，拥有自

主学习和科学研究能力、创新意识和批判精神，具备国际视

野，人文情怀，立志从事生物学及相关交叉学科研究的优秀

人才。 

 

ӂȽ ᇔ᯳ࡏ�
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优化培养模式，为拔尖学

生提供荣誉路径培养方案并注重科研能力的养成；为有志于

从事生物学及相关交叉学科研究的学生提供成长平台。“拔尖

计划”对学术诚信有最高的要求。 

 

пȽ ฯޱሯ䊗�
复旦大学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2.0 生物科学基地以复旦大

学生命科学学院本科生为培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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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学院学生入选本基地“拔尖计划 2.0”的条件如

下： 

1) 生科强基计划入选者； 

2) 校级及院级本科生自主科创项目资助获得者，包括但

不限于“䇹政”、“望道”、“曦源”、“登辉”、“卿云*” 

等校级科创项目、生命科学学院本科生学术科技创新

项目（DreamLab）以及其他学院与生命科学交叉的本

科生学术科技创新项目（需生科院认定）； 

3) 至少一门荣誉课程修读者。 

满足以上三项条件之一的学生即可获得本基地拔尖学

生入选资格，纳入本基地拔尖计划培养，并获得拔尖“线上书

院”登录权限。 

“拔尖计划”鼓励刚进实验室的学生，在了解实验室的研

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后，围绕自己感兴趣的一个生物学问题，

提出自主科研项目申请。禁止直接借用他人的在研项目来提

交申请，一经发现勒令退出。 

学生不可以同时承担两项本科生自主科创项目，鼓励一

个项目结题之后继续申请新的本科生自主科创项目，新项目

包含如下方面：1）原项目的延伸；2）新的研究方向；3）更

换了实验室及导师的新项目。 

 

 

* 卿云项目为人才项目，只有项目中包含了自主科创项目的才达到本

计划入选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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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尖计划入选学生只参加一次考核：在毕业答辩的同期

将进行拔尖计划培养学生考核答辩。下面三项条件全部满足

达到参加考核的入围条件： 

1) 完成至少一门荣誉课程的修读并获得其学分； 

2) 已经有至少一次本科生自主科创项目（负责）成功结

题； 

3) 没有其他任何不良记录（例如尚有自主科创项目结题

不通过）。 

考核委员会由热心于本科生培养的学院 PI 组成，在自愿

报名基础上兼顾生物学各学科的代表性，鼓励杰青／长江／

优青／万人／千人等人才项目获得者参与评估。 

 

ӊȽ ྌࣧ�
拔尖学生入围后，毕业时参加拔尖计划培养学生考核答

辩后，综合考核成绩、绩点以及其他相关表现进行排序，前

20 名将获得“生物学拔尖计划荣誉学生”称号上报教育部。这

20 名学生按照最终上报教育部排序将获得不同额度的奖学

金。 

 

�࠰Ƚ 䘶ޣ
学生可以主动提出退出“拔尖计划”。 

学生违反学术诚信规定，经专家组认定后，将自动退出

“拔尖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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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导师要以自身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感染学生，鼓励

导师与学生充分交流、指导。 

在每期考核前，导师应与学生深入讨论前一阶段的科研

进度，确定下一步的研究计划；学生提交的科研报告书应遵

循相关学科的学术标准、体现相关学科的最新进展。 

导师有义务参与校际间本科生的学术交流活动，与其他

导师交流学生培养的心得体会。 

导师应关注学生的人生追求和职业规划，做好其学术指

路人。导师有义务在学生需要的时候，及时提供各类证明材

料。 

导师不可同时指导 5 名以上“拔尖计划”学生（4 个年级

合计）。 

 

�Ƚ ᆜᵥӚ⍷ޡ
鼓励学生之间以午餐会、书报讨论会等形式开展生物学

各学科内的学术交流活动，建议每人参与频率不高于 2 周 1

次。学院将通过午餐、饮料等形式支持相关活动。 

鼓励学生与来校人员进行不同层次的学术交流。 

鼓励学生以“拔尖计划”某学科讨论组的形式，邀请相关

学科活跃在一线的国内外科研人员来校举办讲座。学院将按

照学校相关规定支付来访人员的差旅费、讲课费等费用。 

鼓励学生将生物学的前沿研究成果用便于理解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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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图片向非本专业的人士进行介绍、普及。学院将通过宣传

材料制作费、云空间运行费等形式支持相关活动。 

鼓励毕业班学生把本科生阶段的科研发现和培养经历

集结成册。学院将通过材料制作费等形式给予支持。 

如因研究需要，在获得导师和专业对口的 URQEC 委员

评定（非导师）认可后，在不影响按期毕业的前提下，学生

将获得资助进行省外交流（包含国际交流）： 

1) 不支持上课形式的交流（如有需要请申请学校外事处

的访学计划，建议在访学期间通过各种途径推进自己

的科研并按期参与考核）； 

2) 不支持仅仅参与学术会议没有任何学术贡献的交流， 

3) 支持获得大会海报机会以及大会及分会场报告机会

的交流； 

4) 鼓励学生直接进入省外实验室就共同感兴趣的科研

问题开展学术合作。每次交流时间应不少于 2 个月、

不多于 6 个月（国外交流时间在 3 个月以上的，建议

同时申请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相关项目）。 

原则上，在其整个培养阶段，学院资助“拔尖计划”学生用

于国外交流的费用不超过 4 万元；具体资助金额需按照学校

相关规定操作。启程前，学生需提交一份针对本次学术交流

的科研计划书。返程后，学生需提交一份科研报告书；1 个

月内不提交的，将影响今后奖学金的获得。 

鼓励各位 URQEC 委员和学术导师积极参与学生的学术

交流活动，为相关交流活动穿针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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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拔尖计划”入围学生积极积极参加省部级、国家级

以及国际大学生生命科学类竞赛。 

获得本科生自主科创项目资助与参加竞赛不存在矛盾。

要求 DreamLab 资助项目获得者必需参加上海市大学生生命

科学竞赛（科学探究类），鼓励其他本科生自主科创项目获得

者参加。有成果者鼓励参加上海市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创

新创业类）和挑战者杯竞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