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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精神融入创新人才培养的校本化实践 

——以东华理工大学“钱七虎班”为例 
王宇  陈婷 

（东华理工大学  江西南昌  330038） 

摘要：科学家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动力，而创新人才则是实现科技创新
的关键。将科学家精神融入创新人才培养的校本化实践中，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和创新精神，为他们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
基础。本研究以东华理工大学“钱七虎班”为例，研究其科学家精神融入创新人才培养的校本化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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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其蕴含的“爱

国”“奉献”“协同”，分别对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中的“爱
国”“敬业”“和谐”[1]，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和扩展，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科学事业中的具体体现与生动诠释。
东华理工大学作为“中国核地学人才摇篮”，充分发挥“1+N”
校本资源优势，创新探索“一核两驱三入”科学家精神育人新
模式，以钱七虎身上鲜活的科学家精神为核心，“钱七虎讲坛”
“钱七虎基金”为载体驱动，通过价值嵌入、内容融入、实践
浸入贯穿“钱七虎班”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思政教育“如盐
在水”，教育引导青年学生奋力答好“钱学森之问”[1]。 

一、“钱七虎班”的科学家精神融入创新人才培养校本化实
践的可行性 

（一）现实比照：“1+N”校本资源为科学家精神融入提供
前提 

钱七虎院士隐姓埋名 60 载，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抗核爆破
防护工程研究，为国制造“地下长城”，其事迹就是科学家精神
的生动写照。东华理工大学自建校以来，积淀了以“核心意识，
家国情怀；军人特质，担当奉献；工匠神韵，勇于创新”为内
容的核军工文化。这种文化凝结为学校发展的精神之“魂”，并
充分体现在一个个鲜活的东华理工榜样身上。有荣登“中国铀
业功勋榜”的王涛和李学礼教授；有退休后 30 年如一日坚守实
验室的核化学分析专家宋金如教授；有 29 年磨一剑、勇夺国家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的汤彬教授；有经过 3 年艰苦攻关，首创研
发淡化少试剂地浸采铀工艺，盘活了被国际上认为是“呆矿”
的大量宝贵铀资源的孙占学教授团队等等。学校将钱七虎科学
家精神的“1”与弘扬核军工文化先进典型的“N”有机融合，
形成“1+N”科学家精神与核军工文化育人融合体，变抽象的
科学家精神为活生生的现实图景，教育引导学生向可知、可感
的身边榜样学习，进一步增强新时代青年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
识[2]。 

（二）实践路径：“钱七虎班”作为科学家精神融入“试验
田” 

东华理工大学结合校本文化，设立全国首个“钱七虎班”，
建立协同高效的跨部门协作联动机制，由党委书记、校长任双
组长，分管教学和创新教育的副校长任副组长，相关部门和学
院共同组成的“钱七虎班”工作领导小组，突出资源优化配置，
将科学家精神有机融入课程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文化
育人等育人体系，开展沉浸式、体验式、情景式学习，实现全
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二、“钱七虎班”的科学家精神融入创新人才培养校本化实
践的主要做法及成效 

（一）“一核”：深挖“精神之源” 
“知”为“行”之始。东华理工大学深挖钱七虎身上多重

“精神因子”，组织全校大学习活动，强化青年学生对钱七虎科
学家精神的认知，为科学家精神融入“钱七虎班”提供实践前
提。 

1.作为科学家：不懈追求、勇于创新 
钱七虎在国家面对美苏的核威胁之际毅然回国，为回应国

家建设地下核弹防护工程的当务之急，一头扎进了防护工程研
究。奋斗一甲子，钱七虎解决了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工程防护一
系列关键技术难题，1994 年当选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2018 年
度荣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作为共产党员：对党忠诚、矢志报国 
钱七虎出生于抗日战争时期，18 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

很多从事绝密工程的科学家一样，为完成核弹爆炸防护工程研
究，钱七虎隐姓埋名 16 年，与家人两地分居，临走时只留给家
人六个字。“我有任务，走了。”2021 年，钱七虎获全国优秀共
产党员称号，2022 年 7 月获评“八一”勋章。 

3.作为普通公民：淡泊名利、甘于奉献 
钱七虎以其母亲和妻子名义设立“瑾晖”慈善基金，将国

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800 万元奖金全部捐助贫困学生，帮助贫困
学子圆上学梦；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第一时间向武汉抗疫一线
捐赠 650 万。这样的善举他已经坚持了三十多年。据不完全统
计，钱七虎已累计资助学生 580 余人。2019 年，钱七虎荣获第
七届全国道德模范“全国敬业奉献模范”、2022 年获评“感动
中国年度人物”。 

4.作为教育家：甘为人梯、奖掖后学 
“把更好的机会留给年轻人！”在钱七虎领军的团队里，

70%的科研项目由年轻人担纲完成。60 多年科研生涯，钱七虎
培养了一大批长江学者、勘察设计大师等优秀人才，带领团队
建成国家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军队创新研究群
体。据不完全统计，钱七虎先后指导博士研究生 55 名，博士后
40 名，帮带 10 余名国家级科技人才，提携多名人才走上重要
学术岗位。 

（二）“两驱”：畅通“精神之渠” 
东华理工大学在挖掘钱七虎科学家精神基础上，拓展“钱

七虎+”育人载体，“钱七虎讲坛”，设立“钱七虎基金”等，不
断增强钱七虎科学家精神育人实效。 

1.“钱七虎讲坛”平台育人 
邀请钱七虎及在自然科学、人文社科领域知名度较高的校

内外院士、杰青、知名教授等为师生教授最新科技成果，以亲
身经历现身说法，让科学家精神“活”在教学第一线[3]。自 2023
年 3 月开办以来，“钱七虎讲坛”已举办 43 期，围绕“石破天
惊说地球”“大数据时代的地球科学”等国际国内前沿课题来校
作报告，覆盖师生 12000 余人，讲坛开展情况获校内外媒体报
道 50 余篇次，阅读量超 1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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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钱七虎基金”资助育人 
设立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以自有资金捐赠给东华理工大学

教育发展基金会 100 万元作为“钱七虎基金”启动资金，同时
接受钱七虎院士、学校、校友、相关企业和社会人士捐赠，助
力核科学与技术、地下工程等领域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设置
高奖学金获得率，根据学生综合素质进行测定比例，突出对学
生的创新创造和科学素养方面的考察，激励学生勤奋进取，刻
苦钻研，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三）“三入”：浇灌“精神之田” 
东华理工大学将钱七虎科学家精神作为一条红线贯穿“钱

七虎班”人才培养全过程，通过价值嵌入、内容融入、实践浸
入，使学生与科学家共情、与科学家精神共振，在科学家精神
滋养中成长成才。 

1.价值嵌入——入脑 
学校为“钱七虎班”学生提供固定的学习和居住场所，将

科学家精神浸润于具体情境中，突破时空限制，引导学生自觉
效仿榜样、规范自我。 

一是完善科学家精神培育机制。建立“高考成绩+考察选拔
+动态进出+综合评价”为一体的科学选才识人模式，突出学生
思想政治素质和科学素养的选拔，确保“选好苗”。实行“学业
导师+科研导师”“校内导师+校外导师”“双导师制”，在学生学
业学习、学科竞赛、科研探索等方面给予有力指导，更为学生
科学家精神的培育领航把舵；科学制定《东华理工大学“钱七
虎班”人才培育计划实施方案》，明确以“培养适应新时代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核科学与技术、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地下工程等领域引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和行业科技进步的高素质创新型拔尖人才”为目标，坚持“厚
基础、盯前沿、重个性、强研究、国际化”的培养理念，实施
“探究式+小班化”为核心的教学改革，大胆创新教学方法，深
入推进启发式讲授、互动式交流和探究性学习教学改革，激发
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确保“育好苗”。二是浓厚学习科
学家精神氛围。每学期至少召开 1 次“胸怀国之大者 追逐强国
之梦”主题班会，钱七虎院士亲临现场，与全体学生谈理想志
向、话强国梦想。学生不定期与钱七虎院士电联或写信，汇报
思想、学习和生活情况[4]。学校党委书记、校长借助“开学第一
课”“思想政治工作体验日”“学生生活体验日”“钱七虎院士”
奖学金颁奖仪式等重要学生活动，为学生成长保驾护航。 

2.内容融入——入心 
学校充分发挥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同向功能和互补优势，

让科学家精神的涓涓细流融入当代大学生精神血脉，真正内化
为青年学子的精神追求。与思政课程紧密结合。校党委书记、
校长每学期为全班学生讲授思政课。发挥学校江西青马宣讲团
东华理工大学团队作用，以“青言青语”为“钱七虎班”讲授
专题思政课。结合校本文化，组织专家以纪实手法撰写《弘扬
核军工文化读本》，纳入学校思政课教师教学辅助教材。同时，
注重思政课实践教学，以家门口的“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
——东华理工大学核军工文化传承基地为主，每学期实践教学
1-2 次。设“优秀科学家群像”专章和“钱七虎”专栏。目前，
“钱七虎班”多名学生已主动加入核军工文化传承基地学生讲
解团，学生一边看、一边讲、一边悟，化身钱七虎科学家精神
和学校核军工文化的坚定弘扬者。与课程思政有机结合。专业
课教师充分发挥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挖掘更多鲜活案例
打造成精品课程加以推广，《核安全法与核安全文化》《核工程
类专业导论》在全国首届“涉核课程思政案例”教学成果评选

活动中荣获一等奖、二等奖。此外，带领学生创新开展“身边
的科学家”主题教育活动，积极访谈身边的科学家、学界专家
等，通过查阅专业资料、面对面对话，梳理科学家的论文和成
果等方式提升专业能力，树立正确价值观念。 

3.实践浸入——入行 
突出学生自主学习、自主实践、自主探索，引领学生在服

务强国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践行科学家精神。科研实践方面，坚
持将学校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人才培养资源，利用核资源与环
境国家重点实验室、放射性地质与勘探技术国防重点学科实验
室等平台，以各级各类创新项目、学科竞赛项目、导师科研项
目为载体，深入推进科技创新教育与实践。设立“钱七虎班”
创新创业训练基地，学生积极响应新时代新工科创新发展要求，
强化深度学习与创新创业实践，利用课余时间进入实验室学习，
不断提高自身的科研能力。先后荣获全国“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银奖 2 项，在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中立项国家级项
目 1 项、省级项目 2 项，发表 SCI 论文 4 篇，申请专利 16 项，
荣获“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江西省最美大学生”等荣誉。社
会实践方面，积极拓展校地、校企联合育人空间，与井冈山、
瑞金、抚州 721 矿、八一纪念馆、省地质集团、省建工集团等
地及企事业单位达成校地长期合作关系，建成一批共享型、区
域化的产学研协同育人实践平台。在寒暑期“三下乡”活动中
设置科学家精神主题活动，鼓励学生寻访优秀校友、搜集科技
工作者的感人故事，深入科技馆、博物馆、科学家故居参观学
习等，通过近距离接触，将科学家精神背后隐藏的人和事“活”
起来。此外，注重将江西丰富的红色文化与科学家精神结合，
成立班级红色理论宣讲团，在校内及校外中小学中开展红色精
神宣讲 20 余场，服务学生 1000 余人/次。班级学生充分利用大
学生文化艺术节等平台，创作与科学家精神相关的文化艺术作
品，已创作《“桥”见初心》调研报告和《赤霞满目英雄》《星
光》短视频、《青春心向党》文化衫等系列作品 50 多项。原创
作品获国家级、省级奖项 20 余项。2024 年，东华理工大学“钱
七虎班”成功入选全省高校“红色班级”创建试点名单。 

结束语 
东华理工大学作为“中国核地学人才摇篮”，其“钱七虎班”

探索形成“一核两驱三入”科学家精神育人模式，对于构建科
学家精神立体化沉浸式育人场域，有效引导青年学子自觉以钱
七虎为镜子、标尺，深学细照笃行，争做弘扬科学家精神的时
代新人具有重要意义。未来，高校仍需要聚焦“中国科学家精
神”的具体内涵，打造集专业学习、价值引领为一体的“大思
政”课堂，帮助大学生树立以科学家精神为核心的发展观、择
业观，引导青年学生成长为科技强国建设的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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