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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心一席谈：

【关于能力】你认为进入大学以来需要培养的最重要的能力是什
么?专业理论学习和综合能力的提升哪个更重要？为什么？如何平衡
两者的关系？

作为一名制药工程专业的大二学生，我认为进入大学后需要培养
的最重要的能力是自主学习能力。大学的学习模式与高中截然不同，
课程深度和广度大幅提升，而老师的引导相对减少。尤其在制药领域，
学科交叉性强（如化学、生物学、药学等），知识更新迅速，只有具
备主动探索、筛选信息、构建知识体系的能力，才能应对复杂的专业
挑战。

关于专业理论学习与综合能力的优先级问题，我认为二者并非对
立，但若必须权衡，综合能力是专业理论的“放大器”。扎实的理论
基础固然是制药人的根基——理解专业规范、掌握药物合成原理、熟
悉研发流程，都离不开专业知识。但若缺乏团队协作、沟通表达、项
目管理等综合能力，理论便无法真正成为现实。例如，药品研发需要
跨学科团队合作，从实验室到工业化生产涉及资源协调、风险管控，
这些都需要综合素养支撑。

平衡两者的关键在于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反馈理论。我的做
法是：1.课程为核心：确保专业知识扎实，每天梳理重点，通过小组
讨论深化理解；2.实践抓机会：参与导师的实验室项目，将制剂技术
应用于课题实验；加入学院创新创业团队，学习项目管理；3.时间精
细化：用四象限法则区分任务优先级，避免低效社交，保障学习与实
践的精力分配。

【关于目标】进入大学以来你的目标是什么？是如何树立的？又
是什么动力一直推动你前进的？

作为制药工程专业的学生，我目前确立了以微观界面微生物降解
研发为核心的发展方向，这一目标的形成源于实验室科研实践启发与
社会责任意识的共同作用。

在刚刚参加实验室项目工作时，我从导师与师兄师姐们的交流中
得知化工产品（PAHs）对环境的影响。它们主要来源于化石燃料不
完全燃烧和城市垃圾焚烧。长期接触可能导致肾脏和肝脏损伤、呼吸
困难和哮喘样症状。因此如何对这些化工产品实现绿色降解成为我确
立的专业方向与目标。

驱动我持续前行的动力包含双重维度：其一是人文关怀维度。目
睹 PAHs 对人体及环境的危害，我坚定了对科研价值深入挖掘的信念；
其二是行业发展维度，通过对环保国策的理解，我更加认识到微观世
界对宏观世界的巨大影响力。为此，我制定了阶段性提升计划：现阶



段聚焦于夯实有机合成与生物化学基础，同时查阅研读相关文献拓宽
视野。未来会继续参与相关项目以求获得造福大家的成果。

这种目标导向的学习模式，使我在面对复杂的生化及材料合成路
线设计或繁琐的实验数据整理时，始终保持着清晰的科研图景。正如
我在实验日志扉页所写："每个色谱峰的解析，都可能是指向生命奥
秘的坐标。"这种信念支撑着我在科研道路上稳步前行。

作者：生物与制药工程学院
审核：学生工作处、生物与制药工程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