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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课程研讨式教学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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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研讨式教学法是研究生课程教学改革的积极尝试 , 它将提高研究生独立科研能力的培养目标

落实到研究生课程教学中, 在加强研究生自学能力、学习方法及科学研究能力培养的同时, 也激发了学生的创

造力和想象力。从确定研讨的内容、课堂的组织和管理、对教师的要求等三个方面总结了讲授研究生课程教学

中组织研讨课的教学经验, 并对研讨课的教学效果和问题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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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minar is one of the most attractive teaching methods of the postgraduate course, which improves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capability of the postgraduates through class teaching. This method can not only enhance the abilities of

sel-f study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of the postgraduates, but also inspire their creativity and imagination. The teaching experience

is summed up in the contents of seminar, the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class, and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teachers.

The effects and problems of seminar mode are also sum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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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 研究生招生的数量不断增多,

学校的研究生教育课程也日益加重, 而传统的灌输式的教

学方式已显现其弊端, 不适应研究生教育的发展, 如何改

革研究生教育和培养的方式, 这是摆在我们每一位硕士生

导师面前的重要课题[ 1] 。而要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必须

改变传统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模式, 注重加强研究生创新能

力的培养, 积极开展教学方法改革, 探索研究生教学的新

方法[2] 。

我们在长期的研究生教学中体会到, 研究生的教学, 一

定要调动两方面的积极性: 一方面, 要充分调动教师的工作

积极性, 让教师将最新的研究成果, 最前沿的科学信息传达

给学生; 另一方面, 要充分调动研究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动

性和创造性, 而研讨式的教学方式正是解决这两种积极性问

题的有效途径。本文拟就该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对研讨课教学方式的认识

研究生阶段虽然也要学习一些较深入的知识, 但本科

生与研究生不同, 他们已经具备了较扎实的基础知识, 课

堂教学更应是启发性的, 应建立起以研究生为主体的教学

方式 , 重视和促进研究生个性的健康发展, 充分发挥其主

动性和自觉性, 而不应把研究生的课程学习变成本科阶段

的简单继续和延伸。

基于上述认识, 我国一些具有创新精神的教育者, 一

刻也没有停止对教学改革的积极努力, 他们不断地探索和

创造生动、活泼、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其中, 研讨课式的

教学方法, 是借鉴美国 Seminar 的交流方式, 结合中国研究

生特点而采用的一种新型教学方法[ 3] 。它可以充分挖掘课

程参与者 (学生和教师两个方面) 的学习潜能 , 最大限度

地进行认知互动, 从而深化对课程主题的认识, 实现学术

交流的最佳效果, 达到 / 学有所获, 教学相长, 日学日进0
的教育境界。与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相比, 研讨课教学具

有明显的特点, 主要表现为: 具有突出的互动性, 可以全

方位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 将合作精神引入学习生涯, 有

利于实现和强化学生之间的合作; 有利于构建民主、平等、

现代的师生关系; 有利于提高研究生的综合素质。目前,

我国多数博士P硕士授予单位均将研讨课作为研究生学位课
程的一种教学方式, 有的授予单位则直接将研讨课作为本

学科研究生的学位课。

本文作者一直在从事我校仪器科学与技术学科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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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 现代测试技术实验0 的教学工作, 课程总学时 36 学

时, 其中讲授 16学时, 实验教学 16 学时, 研讨式教学 4 学

时。下面作者结合在研究生课程教学中组织研讨课的体会,

从确定研讨的内容、课堂的组织和管理、教学效果和问题、

对教师的要求等四个方面, 谈谈自己的心得体会, 希望能

为青年同行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二、组织好研讨课的一些教学经验

(一) 确定研讨的内容

/ 现代测试技术实验0 课程是仪器科学与技术学科专业
及其他相关专业硕士生实践环节必修课程, 旨在培养学生

的测试实验技能, 掌握常用测试系统与仪器的组成、功能、

性能与操作使用, 了解测试技术的新方法与新应用, 了解

测试仪器与系统的发展动向。通过实验设计, 启发学生的

创新思维; 通过系统实验, 提高学生独立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

根据教学大纲要求, 我们合理分配了讲授和研讨的内

容。在讲授的 16 学时里, 我们系统、全面地介绍了该学科

的历史发展脉络、展示了学科的前沿发展背景, 让学生了解

了该领域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和命题, 重点讲授了

三方面内容: 现代测试理论与方法、现代测试技术与应用和

现代测试仪器与设备, 为上好研讨课提供了厚实的理论基础

和必要的技术铺垫。同时, 在授课过程中, 我们就将要讨论

的相关主题提要性地勾勒出来, 供学生选择参考。学生们根

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学理兴趣, 将认领的课程内容做出充分

的准备, 成为某一主题的主讲报告人。报告人必须提前把自

己的发言稿打印分发给每一位课程参与者。

(二) 课堂的组织与管理[ 4]

( 1) 教师宣布本次课的讨论主题, 概要地介绍主题所

涉及的基本问题, 不做任何学术方面的界定和评价, 以免

先入为主, 为下面的讨论定调子, 影响学生的自我判断。

( 2) 学生利用多媒体对自己的专题进行论述。该部分

是对研究生的学术水平以及作风、礼仪、形象、多媒体制

作、现场驾驭能力等总体水平的检阅。因此, 要求研究生

衣着整洁、礼貌谦虚、言语流利。对多媒体演示的一般要

求包括: 报告题目为中英文双语制作, 摘要部分为英文。

( 3) 针对报告内容, 课程参与者 (教师、学生等) 均

可向报告人提问, 并对报告的命题提出自己的不同观点,

指出报告中或多媒体演示中的错误, 或要求报告人对某些

内容进行解释或表达看法。

( 4) 教师进行专题评点, 简短地对讨论进行总结, 对

课堂中出现的有关学术问题的争论一般不做 / 是0 或 / 否0

的绝对性评价, 以免在潜意识下为以后的讨论定基调, 影

响学生在课堂上自由地进行学术思维和交流。

( 5) 研讨课结束后, 要求每一位研究生根据报告过程

中教师、同学等所提出的意见, 将自己的报告论文做认真

的修改, 并按照学报论文格式打印成文稿。此外, 要将研

究生的报告论文装订成册, 作为资料保存。

(三) 对教师的要求[ 5]

教师在研讨课中的角色, 首先应能起到主持人的作用。

而主持人的学术素养、人格魅力、敬业精神等是研讨教学

成败的极其重要的因素。因此, 作为研讨课程的教师, 必

须对交流主题所涉及的学科领域有较深的了解, 具有良好

的组织、协调能力, 并有良好的人格且为学生所接受。教

师的课堂行为主要表现为: 穿针引线, 使课程进展顺利,

并避免自身成为课堂的中心; 要鼓励、接受、支持合理的

各种观点; 鼓励每一位学生通过 / 听与讲0 充分互动, 避

免个别学生 /唱0 主角; 当好听众, 善于从学生的评论和

观点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并做好阶段性课堂总结。

  三、结束语

通过研讨课, 学生普遍感到自己的学术交流能力、提

问能力、对话能力、课堂参与的积极性, 甚至社交能力、

精神面貌等都有所提高和改进。

研讨课的交流方式, 提供了科技互动的场域。学习

/ 现代测试技术实验0 的学生主要来自仪器、机械和控制三
个专业, 由于他们的学科背景不同, 话语体系的冲突在所

难免。跨学科的交流和沟通, 既是独立学科学术发展的需

要, 也是学科与学科之间相互取长补短, 进而完善整个学

术认识体系的技术层面的保证。

研讨课的教学方式使教与学有机地、动态地融合在一

起, 在学术的争鸣中, 师生真正体会到了 /教学相长0 的
快乐。研讨课的交流方式提供了一个开放、宽松、积极的

学习空间。它可以激发同学们从各自学科背景出发, 进行

跨学科的理论思考, 多侧面、多角度地对相关主题进行细

分、剖析和推演, 从而深化和完善对某一问题的理解, 科

际互动带动了学生交际圈的扩大, 增进了相互理解, 为建

立学生的友谊提供了健康的学理基础。研讨课提供了合作

空间, 不同学生之间的相互商榷、争论, 客观上强化了一

种学术交流模式 , 大家可以本着尊重、平等的态度 , 去进

行学术问题的探讨, 从而达到学术水平的共同提升。

总之, 研讨式教学法是教学改革的积极尝试, 它将提

高研究生独立科研能力的培养目标落实到研究生课程教学

中, 在加强研究生自学能力、学习方法及科学研究能力培

养的同时, 也激发了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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