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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硕士研讨式教学初探
颜兆林

一
、

工程硕士学习的特点

相对而言
,

工程硕士因其工作经验和体会
,

更能意识

到知识对于工作以及个人发展的重要价值
,

因此
,

他们接

受硕士教育比本科生
、

应届硕士研究生更加积极和 自愿 ;

工程硕士有一定的工作经历
,

年龄比应届硕士大
,

心理成

熟水平较高
,

自制能力较强
,

能够有意识地监控自己的学

习过程
,

使之与教员的教相适应 ; 许多工程硕士离开校门

多年
,

在部队工作中很少有机会系统地进行学习
,

一旦进

人学校
,

他们常常感觉 自己的记忆力大不如昔
,

但他们有

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
,

因而在学习过程中总是有意识地力

图使新知识和 自己的原有的经验系统建立联系
,

以便加强

对新知识的理解
,

更有效地掌握新知识
。

二
、

工程硕士研讨式教学的优点

1
.

学习由被动变主动
。

研讨式教学明确了学习的目

的
,

学员带着问题与压力看书
,

学习更有针对性
、

更为主

动
,

学习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考试及格获取学分
,

因为他

们同样是课堂教学的主要参与者
。

2
.

对学员情绪的影响
。

每个学员讲完后
,

教员对学员

的鼓励与肯定直接地激发了学员的学习兴趣
。

另外
,

学员

之间的讨论
、

争议
、

各抒己见都渐渐地转化成了他们学习

的动力
。

教员讲授部分
,

学员 自己研讨部分
,

更有利于调

动学员的积极情绪
,

为优化课堂心理环境莫定了基础
。

3
.

对课程的投人增加
。

准备研讨命题过程中会涉及本

学科或其他学科的知识
,

学员需要了解更多的本学科及学

科外的其他知识
,

为了学习更多更深人的知识
,

学员对课

程学习的投人增加
。

4
.

活跃了课堂气氛
。

学员之间相互竞争
,

结合 自己的

经历和理解各抒己见
,

讨论激烈
,

使课堂教学不再限于过

去的学员听
,

教员讲
,

而是大家参与
,

人人介人
,

活跃了

课堂气氛
。

5
.

学习效果明显提高
。

课堂角色的转换使学员不再是

被动接受
,

为学分而学习
。

相反
,

由于学员查阅了大量的

书籍
、

杂志
,

在讲授同时与同学讨论
,

学习目的更加明确
、

主动
,

因此掌握知识效果好
,

从而真正达到了教学目的
。

三
、

教学过程组织

方面
。

首先要目的明确
,

确定主题时
,

要回答为什么以此

为主题
、

要取得什么成效
、

要实现什么 目标等几个问题 ;

二是要与教学内容相统一
,

体现本阶段教学的特点 ; 三是

要尽可能结合工程硕士的实际工作
,

尤其是一些有关军事

和装备的课程
,

展开的研讨必须紧密结合学员的实际
,

才

能引起学员的兴趣和思考
,

逐步深化研讨
,

激发学习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 ; 四是要注意难度适中
,

要根据学员的基础

和实际情况
,

来确定适合工程硕士知识水平的研讨主题
。

2
.

精讲教学内容
。

由于工程硕士年龄相对较大
,

如果

采取灌输式教学
,

两个小时的教学内容在课后实际接受不

了多少
。

而将新的知识点
、

重点和难点精讲串联起来
,

便

于学员快速理解
、

掌握
、

在研讨中运用
,

教学效果更好
。

3
,

搞好课堂研讨
。

研讨可以采取多种方式进行
,

如可

以围绕主题
,

可以分组讨论一个观点或辩论一个话题
,

也

可以 自由争论一个问题
,

还可以征集学员对研讨主题的观

点
。

如在
“

军事装备学
”

教学过程中
,

可以 围绕
“

武器装

备对战争的影响
”

进行研讨
,

也可以就
“

人与武器在战争

中的作用
”
开展辩论

。

4
.

综合分析和评价
。

评价时要积极肯定学员参与的态

度
,

发掘其独特的见解和表达
,

同时分析研讨中的问题和

不足
,

对研讨不要简单下结论
,

可以引导学员进一步的分

析和思考
。

四
、

对教员的要求

研讨式教学过程中要做好以下环节的工作
。

1
.

明确研讨主题
。

确定研讨主题必须注意把握好几个

研讨式教学对教员是一种挑战
,

对教员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

在教学中
,

教员时刻面对学员的发问
、

反驳和争论
,

需要和学员展开讨论
,

要敢于说
“

我不知道
” ,

敢于向学员

学习
。

承认自己的不足不仅无害于教员的形象
,

而且更有

利于开展讨论
。

研讨式教学要求教员必须拥有扎实
、

深厚和广博的学

科理论知识
,

才能在教学中游刃有余 ; 教员应具有较强的

科研能力和学术才能
,

这才能迅速地把握问题的实质并提

出新问题
。

教员要善于将科研与教学相结合
,

将自己的科

研成果融人到教学过程中
,

提高学员的实际认识
。

教员具

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

如果教员没有创新精神或创新能

力
,

即使努力讲好课
,

也只能起到向学员传授前人所积累

的知识的作用
。

但对学员创新精神的启迪就显得不够或几

乎没有
。

同时教员还要不断学习新技术
、

补充新知识
,

并

善于将这些新技术新知识融合到教学实践中
,

不断想方设

法提高教学质量
。

课程小组与教师团队促进新教师专业成长
熊志辉

新教师的专业成长
,

是学校保持教学优势
,

源源不断 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长远保证
。

新教师主要来源于高校各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