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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大学对大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而高校传统教学的弊

端已经凸现，对于培养目标形成了严重的阻碍。研究性教学为实现培养杨目标提供了新的选择。

为此，从研究性教学与传统教学的异同入手，从管理、教师能力、学生、教师角色等方面分析了

目前高校实施研究性教学面临的难点，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高校管理层思维转变、建立教学、科

研、实践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引导学生建立合理的学习模式、架构新的评价系统四个方面及具

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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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培养大学生的目标是使其具有较强的

创新精神和研究能力，使之成为复合型的人才。如

何实现这一目标成为教育界的研究热点，教育界的

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优秀的教学方法对于提高教学质

量实现上述培养目标具有积极的意义。而研究性教

学是一种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使他们能够产生求知

欲和探索欲，在主动学习中提升全面素质，进而培

养学生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教学模

式。我国教育部在《教育部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

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和周济部

长在第二次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会议上

的讲话的通知》（教育部教高[2005]1 号文件）中对

研究性教学给与了肯定。经过多年教学实践，构建

了“三位一体”研究性教学模式，经过在不同年级、

不同专业实践，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一、研究性教学与传统教学的异同 

（一）传统教学在信息的交流方面是单向性的，而

研究性教学是多向的交流 

在传统教学中，教师是单纯的向学生灌输知识，

考核学生的方法主要是考试。通过考试来检验是学

生掌握知识的熟练程度而非学生对知识的理解程度

和变通能力。而研究性教学则是多维、多渠道、多

向的信息的交流，除了教师与学生的双向交流外，

学生还可以从第三方（其他书籍、数据库等）获取

信息。 

（二）传统教学的教学内容有局限性、滞后性，而

研究性教学则是紧跟学科发展前沿 

传统教学中教师往往依据教材来设计自己的教

学内容，而教材具有信息的滞后性、过时性，在利

用教材向学生讲授时，学科可能已经有新的发展。

研究型教学则不然，其强调信息的实时性，通过调

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使学生自己追逐 新的发展，

从而提升其视界。 

（三）二者教学主体发生了变化 

传统教学是以教师为主体，学生居于次要地位。

而研究性教学则是将学生作为中心来组织教学设

计，在这个过程中老师只是一个引导者而非传授者，

主体是学生。通过角色转换，师生之间的隔阂消失

了，和谐了使得学生不再感觉课堂难熬。 

二、目前在高校中开展研究性教学面临的问题 

（一）一般性地方高校在管理上采取的是粗放式管

理，不利于研究性教学的开展 

我国高校由于是事业单位，教师工资、教学设

备和实验设备经费、学校的正常周转所需资金都要

由财政拨款来实现。在这种计划经济模式下高校的

存在的问题也趋向同质化：管理粗放、教学模式陈

旧、教材不论专业只要是同一门课就采用同一本教

材、重学生 终成果而忽视学生的全方位培养。研

究性教学需要大量的实践性环节来进行验证、研究，

这对高校来讲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也在一定程度

上阻碍了研究型教学在高校的展开。 

（二）研究性教学对教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传统教学中教师的要承担的是“传道、授业、

解惑”，是教学中的主导者和决策者。而在在研究性

教学中，则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教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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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者、决策者”向“引导者、推动者“转变。

教师要对研究性教学的理念有深入的理解和研究，

要从研究性教学的角度出发对所授课程的教学目

标、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实施步骤、实践环节进

行重新设计，并建立一套符合研究型教学的评价体

系。另外，随着学生研究程度的深入，教师也要随

时调整自己的教学节奏。这对教师而言需要具备以

下素质：专业知识扎实、知识面宽、视野广、能够

及时汲取先进的教学理念并将之运用到教学中、课

堂的控制力要强、对学生的组织能力强。这些研究

性教学对教师的要求对大多数及教师而言是一项很

重的任务，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抵触情绪，这在一

定程度成为研究型教学顺利开展难点。 

（三）高校学生角色转变和思维变换是研究性教学

顺利实施的关键环节之一 

作为研究性教学主体之一，学生也应该从“知

识的单向接受者”向“研究者、探索者”转变，要

从台下走向台上，从幕后走向前台。学生要将研究

性的学构建在独立性的基础之上，要丢掉对老师的

依赖性，由“要我学”变为“我要学”，在思维上、

在心理上要完成角色的转变，进而主动地、积极地

参与到教学环节中。所以大学生主观能动性是否能

够发挥是研究性学习的关键。 

但我国学生从幼儿园开始，历经小学、中学直

至大学，一直是在保姆式的关 下成长，在对老师

的绝对服从下学习。加之我国独特的教育体制使得

大学生在学习知识方面少了质疑、判断、比较和选

择，这无疑对大学生的角色转换会产生重要影响。 

（四）课堂氛围要由教师的“独角戏”转变为“多

主角” 

在研究性教学中课堂作为实施的主阵地，但现

在在大学内课堂基本上是“老师在讲台上慷慨激昂

的讲，学生在下面默默地记”。老师与学生之间不对

等，在此背景下进行研究性教学无疑是要失败。在

课堂上教师要以对等的眼光来审视学生、引导学生，

让他们主动地介入课堂教学环节。研究性教学中研

究性的教与研究性的学之间是密不可分的，研究性

的教是为了引导学生研究性的学，将之从消极被动

式学习转变为积极主动式的学习；而研究性的学又

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教师进行研究型的教，从而形

成良性循环。 

另外，课堂不能仅仅局限于两节课，而是要向

课堂外延伸，使课外课堂成为研究性的教与研究性

的学的第二课堂。 

（五）现有的教学评价体系成为阻碍研究性教学开

展的难点 

现有的评价体系是建立在传统的教学模式的基

础之上，具有“重结果轻过程”的特点。而研究性

教学重视在过程中逐渐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

精神，对于学生 终的结果倒在其次。所以研究性

教学与传统教学评价体系具有根本性的冲突，如若

现有评价体系不改变也将阻碍研究性教学的实施。 

三、研究性教学实施途径 

（一）思维、理念转变是成功实施研究性教学的前提 

研究性教学是对传统教学的一次全新变革，更

是对高校自上而下的一种思想洗礼。需要学校管理

层、教学基层部门、教师、学生、教辅单位及人员

均须改变思维以适应研究性教学的需要。 

高校管理层应从教学仅仅具有教学功能的传统

理念转变为教学=学术的现代教学思想。学校管理层

如果意识到研究性教学在学校建设、教师培养、学

生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就会在学生培养、教学评

价、制度建设、实践环节等方面根据研究性教学的

要求进行重新制定。高校管理层思维转变成功与否

对研究性教学成败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其次，在研究性教学担负着重要作用的教师也

要积极转变教学理念和角色。教师已经适应传统教

学的教学模式和教学理念，而研究性教学要求教师

重新适应新的教学方法、教学理念，因此对教师而

言不亚于刚入行之时，要承担的工作量和压力很大。

如何将教师这种压力转换为动力，需要学校管理层

出台相应的激励机制来鼓励教师积极转变思想进而

推动研究性教学的实施。 

（二）引导大学生建立科学合理的学习模式 

研究性教学首要是引导学生能在学习中、实践

中发现问题。学生能够发现问题，说明学生对学习

比较感兴趣，已经激发了他们的学习主动性。这样

就将“要我学”转为“我要学”，通过主动的学习并

基于“三位一体”的平台，使学生的口、脑、手都

得到了锻炼。对学生而言他们得到的不仅仅是 终

的结果，更是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过

程中得到的经验与体会，更锻炼了他们的独立解决

问题的能力。经过一段时间的合理引导，学生的学

习模式将由“以教师为主”转向“以学生为主+教师

合理引导”进行转变。在此过程中，教师也可组织

学生以学术兴趣小组或者类似形式来组织研究性活

动,遇到问题后首先由小组进行研讨，在讨论中逐渐

抽丝剥茧，将问题进行解决，如若还是未能打开思



第 4 期                              刘艳丽等：普通高校研究性教学模式的构建                             107 

 

路，教师可适时介入，在研究方向和研究思路方面

给学生进行指导。 

在理论教学方面，教师应在上次教学结束之前

对下次教学内容提前布置给学生，并给学生制定指

定一些下次要讨论的问题。在下次教学开始之前，

学生应通过教师的给定的问题来搜集资料，并对资

料进行分析、归纳，进而完成教师布置的任务。 

所以在研究性教学过程中要引导学生注重学习

的过程，通过研究性的学可以让学生在学习模式、

思维方式、实践能力、创新能力方面有长足的进步。

同时也是研究性教学能否成功的关键步骤之一。 

（三）发展三位一体模式 

研究性教学需要载体与平台，而教学、科研、

实践三位一体的模式则是很好的选择。以科研为载

体，以教学为延伸，以实践为验证。在此三位一体

的模式当中，教师研究型的教与学生研究性的学有

机的融合在一起，使研究性教学更有针对性和专业

性。而学生在此过程中既对理论知识有了深入地理

解，又通过实践进行验证，使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

践能力得到加强。 

（四）建立新的学生评价系统 

在高校对于学生知识和能力检验主要是通过考

试进行，通过考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学生在

学习方面的效果，但却不能反映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的状 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要重新建立学

生的评价系统。新的评价系统要建立在明确、科学

的目标之上，目标确定后在建立评定方式。 

对研究性教学而言学生 终的结果只占到评价

系统权重的三分之一左右，更大的权重在日常学习

度、研究性课题的资料搜集、探讨、对知识的拓

展能力，因此新评价系统应把重点放在对学生能力

水平的评价。 

但教师在评价过程中为了保持结果的客观、公

正应从以下几点着手： 

1.要引导学生不要重视 终的结果，同时教师

应将其作为激励手段，用于鞭策学生积极主动学习。 

2.为了保证评价的客观，避免教师的主观因素

影响，可以组成“教师（0.6）+学生评议小组（0.4）”，

通过对权重系数的分配可以在较大程度保证结果的

客观性。 

终的考核形式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答辩式、

论文式、试卷、专题报告等。但题目或者考核内容

要保密，以保证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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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research-based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IU Yan-li, ZHANG Yu-mei  
(Kexin College,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38, China) 

Abstract: Moder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trying to cultivate students with strong creative spirit and practical 

ability, but the dis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teaching haven been protruded, which is a heavy barrier to 

their goals, the research-based teaching offers a new opportunity to implement them. So starting from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research-based teaching, the teaching difficult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analyzed in this article from such aspects as management, teacher’s abilities, students and teacher’s role, based 

on which such four aspects and specific measures as changing university governors’ thinking, building a trinity 

teaching mode related to teaching,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leading students to build suitable learning mode, and 

constructing a new evaluation system are rai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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