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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课程教学改革 的几点思考 

姚 莉，刘 伟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信息系统与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 通过对国外研究生课程教学的调研和观摩，对比分析了国内外研究生课程教学的不同特点。 

提出了我国研究生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基于上述分析和研究生课程教学的实践，在教学理念、教学内容、课程 

体系设置、考核方式和学风建设等方面提 出了研究生课程教学改革的一些具体建议，并说明了改革中可能面临 

的问题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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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Innovation of the Graduate Student’S Courses 

YA0 Li．LIU Wei 

(Nat／ona／Uni~rsity of蛳 e Technology，Chug,h,,410073，‰ ) 

Abstract：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different chamcterisdes ofdomestic and foreign gr~uate student’s ooun髑 ．and presents 

softie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of graduate students in our country，by investigating and vi the OVerSeas graduate student’s 

COU_r'SC$．Based on the analysis mentioned above and the author’s experience of the g~ luate student courses，some snggesfions 

about the teaching idea，course content，cotlrs4~：s stmctm'c，the way of examination，style of study and so on are propo~ ，and 

some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in the innovation arc described in the article． 

Keywords：graduate student course；innovationin theteaching ；t~ hing method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视，高等教育 

领域越来越多地出现 了对我国现行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反 

思 J，其中，研究生的课程教学被普遍认为是影响我国研 

究生创新能力一个重要因素，主要存在的问题包括：教学 

内容陈旧，未能结合最新 的研究成果；课程教学方法 “本 

科化”，采用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的传授式教学模式；缺 

乏培养学生研究能力的实践环节；信息量小，学科交叉少， 

缺乏创新思想的启迪等等。 

目前不仅在读研究生对课程学习多有抱怨，认为学到 

的东西很有限，作为导师 ，我们也深感 目前的教学方法无 

助于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大多数学完一年学位课程的学 

生仍然需要手把手的教授怎样做研究，一些学术研究的基 

本技能和创新意识没有能够在课程学习中得到培养和训练。 

通过到国外观摩学习，以及 比较国内外工科研究生课程的 

教学方法，我们认为：在继承我国传统教学方法优势的同 

时，改革研究生课程的教学结构和相应的教学方法 ，多方 

位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是十分必 

要和可行的。 

一

、 国外研究生课程教学的特点分析 

作为访问学者，我们曾对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三个院系： 

计算机科学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信息研究院 

(Faculty of Information Studies)、机 械 和 工 业 工 程 系 

(Depammnt of Mechanical＆Industrial Erl n∞ring)的不同类型 

的六门研究生课程进行了全程观摩。在和国外教授的教学 

交流中，我们了解到多伦多大学大约在二十年前进行了研 

究生教学的改革，之前的教学方法与中国的教学方法很类 

似。改革后的方法注重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培养， 

提倡学生个人的主动学习和学生之问的群组学习，教学的 

内容密切关注学科前沿，而在教学模式上则更多地呈现 

“教授引导下的学生研讨”，在考核方式上一般 围绕项 目 

(Project)来进行，注重多方位评价学生的研究和实践能力。 

新的教学方法可 以称 之为研究式学 习 (Research—based 

I_earning)。尽管不同课程的具体组织形式各具特色，但有一 

些共性的特点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 

(1)课程大纲：课程大纲详细具体地说明了教学的目 

的、内容和计划。与国内的教学大纲有所不同，国外的教 

学内容通过课程大纲 (Syllabus)形式向学生发布。课程大 

纲通常由授课教师 自己确定，主要包括授课教授、时间、 

地点、课程介绍、详细的课程计划、项目要求及考核方式 

等。其课程计划具体到每一次的课程内容，包括课前需阅 

读的资料、授课方式等；课程计划也详细说明了学生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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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Assignments)、要求、评分细则等。通过课程计划学生 

非常清楚每次课的授课内容、组织方式、自己需做 的课前 

准备 ，以及不同阶段必须完成的作业等等。 

(2)教学内容：教学内容涉及学科前沿，通常没有固 

定教材，要求学生阅读较多学术论文 (包括经典的原始文 

献、重要会议或刊物的文献)，一般每次课的阅读量为 2—4 

篇。研究生课程也有一些参考书，但教学的重点在经典学 

术论文和高水平的研究论文，重要文献的研讨是研究生课 

程的重要内容之一。 

(3)项 目是国外大多数研究生课程的一项重要内容 ， 

也是实现对学生研究能力培养的重要途径。围绕项 目学生 

需要和自己的导师讨论选题 (学生在课程作业中的项 目选 

题需要得到其导师的认可)、撰写开题报告、拟定研究计 

划、进行研究和试验、撰写研究报告等，任课教师通过项 

目作业组织学生进行有关项 目的研讨。围绕项 目学生几乎 

可以说经历了一个完整的研究过程。 

(4)课时安排合理 ，学生有较充裕的时间思考问题。 

国外的研究生课时数较少 ，以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为 

例，一般为十三周，每周 2课时授课，1小时答疑。由于课 

时安排稀疏使学生有更多的时间阅读资料，消化课堂内容， 

以及从事选题的项 目研究。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特点是 

国外研究生课程答疑时间较多，而课时数和实际教师讲课 

时间低于国内。 

(5)广泛使用网络教学平台，师生之间、学生之间有 

较多的交流渠道。我们观摩的研究生课程几乎都有网络教 

学平台，支持教师发布课程信息、课件、阅读材料、参考 

文献等 ，师生可进行 网上提问和答疑，也可进行群组讨论 

等等。 

(6)授课形式多样 ，与学术研究结合紧密。在我们观 

摩的六门研究生课程 中，有两门课程都采用了一流学术会 

议的素材，有的在课堂播放会议录音，有的发布会议资料 

进行研讨，甚至组织部分学生参与会议。课程的课件并非 

都来自教师 自己的创作 ，国外 比较注重知识产权，许多教 

授使用其他著名学者的在国际会议上的一些特邀报告、学 

术报告的原件。还有些课程的部分课时在实验室进行。除 

此之外，教师经常围绕著名学术文献或项目组织学生讨论。 

二、国内研究生课程教学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研究生课程教学存在很多问题，近年来随着教学 

改革的深人，人们对问题 已有较深入的分析_3J，但对如何 

改革却存在很多争议。我们认为：研究生课程教学的改革 

不仅仅只是教学方法的改革，而应当是涉及教学多个方面 

的整体变革，如果不从整体考虑 ，很可能仅仅是流于形式， 

教学质量得不到实质性的提高。 

我国研究生课程的教学理念长期以来都是以知识传授 

为核心，因此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计划、组织方式、 

考核形式等都围绕这一核心而制定。 

(1)教学大纲 ：我 国的教学大纲通常一经审核，则多 

年不变。由于不同教师上同一门课程必须遵循相同的教学 

大纲，所以为了灵活性教学大纲通常只对内容、教学时数、 

考核方式做了粗略的规定，无法规定 到授课内容的细节。 

然而，研究生课程应该更多地考虑学科前沿，因而不适合 

像本科生那样固定不变；其次，不同教授研究特长是不同 

的，研究素材也是不同的，研究生的课程应与授课老师的 

研究特长相联系，应给与任课教师组织教学的更多的灵活 

性。 

(2)教学内容：我国各大学都鼓励教师 自编教材或讲 

义 ，所以大多数研究生课程都会有一本主讲教材和几本参 

考书，教学内容主要出自主讲教材。依据一本教材来讲授 

研究生课程有很多弊端 ： 
· 教材是老师一个人的研究心得，学生都 以它为蓝 

本理解一个领域的学术思想，极大地限制了创新 

思维。相反，原始文献 的阅读，不仅使学生开阔 

视野，更重要的使学生能从第一手资料的吸收营 

养。国外的教授在和我们进行教学方法的交流时 

谈到：同一个概念，不同知识背景的学生会有不 

同的解读，这可能就是丰富和发展这一概念的起 

点。教师应当引导学生去深化他们的思想，而不 

是通过讲解去统一思想。 

· 如果一本研究生教材可以反映该学科最新发展动 

态，固然可取。但事实上由于教材出版的滞后性， 

许多教材内容不尽人意，不能反映学科发展的最 

新进展 (特别是有关信息技术领域的教材)，那么 

在研究生教材或资料的选择上就应该慎重了。研 

究生教育的核心在于研究方法及创新思维的培养， 

只有结合学术前沿才能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 教材使用还有一个很大的弊端 ，它模糊了知识产 

权，不利于学生的学术养成。 

(3)教学计划：国内一般的研究生课时数为 3o一40学 

时，每周的课时安排为 4学时。这种教学安排以讲授知识 

为主的教学模式是适合的。但不利于研究式教学，学生没 

有足够的时间调研、阅读和做研究项目。 

(4)考核方式 ：国内研究生课程的考核方式一般为三 

种：闭卷、论文和项 目。我们在研究生课程 “智能协作信 

息系统”的十年教学 (1999—2009年 )中对这三种形式都 

进行了尝试 ，并获得了一些经验。闭卷对传授知识而言是 
一 个很好、很公平的形式，学生通常对一些基本概念、技 

术或方法掌握 比较牢固，但它不能充分反映学生的能力； 

论文虽然可提供学生 自主学习较大的空间，但由于没有将 

研究过程纳入进去，学生最后提交的论文可能会出现较为 

肤浅或大段摘抄的情况。目前采用的项 目形式，由于要花 

很多的课外时间，部分学生颇有怨言，而以小组学生进行 

时又存在有些学生不劳而获的不公平现象。在考核细节方 

面我们不如国外制定的详细，例如国外的研究生课程的成 

绩考核中，通常包括合作项 目得分和个人贡献得分。而个 

人项目的得分既有教师对学生表现的评价、学生 自己的实 

际工作成果 (如实验报告、研究报告等)，还有不同合作者 

的评价。 

(5)授课形式：国内课程教学的主要形式是采用 PPr 

的形式讲授 ，与国外的区别是这些 PPr都是教师 自己依据 

教材制作的，较少采用来 自国际会议或其他学者的内容， 

与学术前沿结合不够紧密。由于近年来研究生教学改革的 

深入 ，论文研讨已开始广泛出现于研究生课堂，但许多论 

文研讨的教学效果还需要进一步改善。原因是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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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教师指定的研讨论文缺乏系统性或学术水平不够高；国 

内部分学生在阅读英文资料、课堂报告、研讨等方面的能 

力十分欠缺；学术研讨的深度不够，过多关注技术本身， 

缺乏对研究背景、问题定义、以及结论的分析和质疑等更 

深度的思考。 

(6)网络教学平台：目前大多数研究生课程都已建立 

了网络平台，但由于观念问题、网络平台基础建设问题等 

各种因素而利用不充分，仅限于发布资料、提交作业 (有 

许多院校甚至这些还未达到)，更谈不到进行研讨和答疑。 

三、研究生课程教学改革的几点建议 

我国的研究生课程教学的改革势在必行 ，否则无法适 

应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创新性要求。而且 ，研究课程教学 

的改革不能仅依赖于某一方面或某一项内容的改变，必须 

是整体的变革，使之产生与本科教育完全不同的教学效果。 

张祥龙教授在文献-4 中提出的 “多重因素耦合的教学结构” 

概念同样也适合研究生的课程教学改革。我们应建立适应 

创新需求的新的教学结构 ，使对学生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 

的培育渗透到研究生课程教学的每一个细节。 

我们通过对国外研究生课程教学的调研、观摩 ，以及 

与国内的课程教学的对 比分析，并基于 自己的教改实验， 

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和教学目标，使其适应现代科 

技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 

长期以来 ，大学的科技教育目标就是教授基础的知识。 

然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知识及信息量的膨胀十分 

迅速 ，知识的类别逐渐增多，教育变得愈加抽象，仅靠在 

课堂学习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教学理念和教学 目标 

必须变革 ，传统的接受式教育模式应转向研究型教学模式， 

在新的教学模式下教学 的理念和 目标应是引导学生深入理 

解课程的作用和社会价值，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培 

养学术研究能力与创新思维，使学生在未来的工作或研究 

中更有信心、更有生产力地进行创造和创新 】。 

研究生课程应明确树立知识产权的意识，要使未来的 

研究者明白创新才是科学技术研究的真正驱动力，缺乏创 

新的学术研究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创新必须以前人的研 

究为基础 ，创新必须不断质疑前人的成果。学习知识不是 

研究生课程的最终目的，学习是为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探索未知。 

2．挣脱 “教材”对研 究生课程的桎梏，引导学生系统 

阅读经典文献 

教材不仅制约了学生的视野，让他们 “一叶障目”，教 

材的编写同样影响了教师的正常研究工作。大多数的教材 

都是把经典文献或国外的专著内容翻译后汇集在一起，没 

有任何知识产权，不仅浪费教员的时间，而且对学生的意 

义也十分有限。就 曾有人的博士论文被指抄袭 ，而当事人 

却辩解说 “只是摘录了教材中的内容”。我国的许多教材由 

于知识产权不清晰，没有给未来的研究者树立好的榜样。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许多人英语不好，编写教材也 

许是一条追赶国际先进水平便捷途径 ，而现在学生的英语 

水平都很高，应当让他们到学术研究的第一线去锻炼 ，自 

己吸收经典文献的 “营养”，与大师的思想进行交流，而不 

是使用别人加工过的 “产品”。 

大量阅读论文有利于在如下几个方面提高学生的综合 

研究能力： 
· 提高学生阅读学术资料能力。对资料的阅读及其 

研讨，国外教授都有明确要求，一般也计入最后 

的考核成绩。要求学生对论文的研究背景、问题 

定义、阐述的理论、技术或方法、研究的结论以 

及存在的问题在研讨 中进行报告。特别是对论文 

的质疑是要求学生必须思考的问题。 
· 有利于学生对本领域经典文献及重要思想进行深 

入理解。学生阅读原始文献促进了学生对学科发 

展历史的了解，对概念、理论和方法的起因、作 

用及应用价值有深入的思考，有助于启迪创新的 

思维 。 

· 有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大量的阅读和深入理 

解使学生不仅仅拘泥于课堂内的有限知识，具有 

更为宽泛的研究视野。 

3．在研究生课程体系中增设有关学术研究方法的相关 

课 程 

在国外的调研中我们发现各院系研究生课程中都设有 

“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科学写作 (Scientific Wr~thg 

Course)”等课程，此外，研究生院还提供一些免费的讲座 

(Workshop)内容涵盖科研的方方面面：资料阅读、选题、 

撰写论文、参加学术会议、做学术报告、制作 pfrl"等等。 

这些辅助性课程的设立对于全面提高研究生的学术素养具 

有重要的作用。 

在 “科学写作”课程的观摩中，我们发现国外教授教 

学生阅读文献与国内有很大的不同，对一篇学术文献的分 

析包括几个方面：研究背景、问题定义、方法 (指所提出 

的理论或技术)、结论、质疑，其中，“质疑”占文献分析 

2o％的成绩 ，教授特别强调 了质疑在文献阅读 中的作用。 

反观我国学生的文献阅读重点都放在向别人学习上了，而 

很少把质疑和提出问题作为重点。这是在研究生课程教学 

中值得注意的问题，要创新就必须善于发现问题，挑战前 

人的理论和方法。我们不能让学生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 

限的向别人的知识学习上 ，而应当引领学生在学术前沿发 

现问题，探索未知，创新知识。 

4．围绕项目布置作业、引导学生进行研究，并考核学 

生 的科研能力 

围绕项目对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进行培养和考核 ，可 

使学生通过选题、制定研究计划、进行试验、撰写试验报 

告和研究报告、进行课堂研讨与成果展示等环节，在老师 

地引导下，完整地经历一次针对某一问题的研究过程。这 
一 过程不仅深化了专业知识，更重要地是有利于培养学生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使学生能够主动思考，形成 

对问题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启发原创性思维，为学生今后 

创造和创新提供良好的基础。 

5．结合学科的发展前沿，让学生领略"-3前的难点和面 

临的挑战 

研究生的课程教学应紧密结合学科前沿 ，引导学生了 

解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我们曾在研究生课程 “智能协作信 

息系统”的尝试让学生研讨顶级学术会议 (Top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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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论文和难度较大的经典文献 ，都取得 了比较好的效果。 

尽管这种研讨使学生能力之间的差距表现得很突出，但优 

秀学生对前沿文献的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都超出了我们的 

预期，值得赞叹。 

我国的研究生课程教学内容应更开放地吸收顶级国际 

会议和一流学术刊物的素材，只要引导得当，相信学生将 

受益匪浅。 

6．设计科学合理评价学生的考核方式 

国外对学生的考核方式与国内相 比更为细致、科学。 

如前所述，在国外的研究生考核方式中，围绕项 目进行的 

考核一般分为合作项 目得分和个人贡献得分。而个人项 目 

的得分既有教师对学生表现的评价、学生 自己的实际工作 

成果 (如实验报告、研究报告等)，还有不同合作者的评 

价。现代科技的研究工作离不开团队的合作，在研究生课 

程教学中应鼓励学生以合作小组的形式展开研究，这种群 

组学习方式是个体主动学习方式的一种很好的补充。在研 

究能力的培养和考核中应该即鼓励独立思考也强调合作研 

究。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设计科学、合理的考核方式， 

有效地限制合作研究中可能出现的不公正现象，同时准确 

和客观地评价学生的实践能力。 

7．在课程教学中让学生了解应遵守的学术规范，养成 

严谨的学风 

目前我国研究生的学风令人堪忧，这其中不懂学术规 

范是其主要原因之一。研究生课程教学应成为培养 良好学 

风的平台。首先，任课教师有责任在课程教学中讲授该领 

域的研究方法、学术环境 (如顶级的国内外会议、重要 的 

学术刊物、重大的研究项 目等)和学术规范，强调培养严 

谨学风的重要性；其次，教师在课堂中使用的课件 (国外 

研究生课件中引用的每一张图，甚至每一段话都要标注 出 

处)、教材、研究报告、其他参考文献等都应当符合学术规 

范，教师的言传身教会给学生的学风培养产生重要影 响。 

最后，严谨的学风应成为考核学生作业的标准之一。 

四、研究生课程教学改革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我们在研究生课程 “知识建模与知识管理”依据上一 

节提出的建议，进行了教学改革试验。选课的 7位学生均 

为博士研究生。总的来说 ，教学效果优于以往，学校督导 

组给予较高评价 (成绩 A+)，但在实践中我们发现仍然存 

在很多困境和挑战。 

(1)改革使教师和学生的工作量都大大增加。我国研 

究生通常要选很多课 ，学生的时间有限，文献阅读使基础 

差的学生难以应付，项 目研究也需要较多的时问。而教师 

由于要理解学生的不同选题 ，在批改作业、答疑、研讨中 

也要花费很多时间 (但通常不计为教学学时)。如果不转变 

研究生教学的总体教学理念及教学思维，改革会存在很大 

的阻力。此外，如何调整教学和科研 的关系，真正调动研 

究生导师的积极性、主动性，甚至一定的创造性 ，都会对 

教学效果产生直接的影响。 

(2)课程教学的改革不仅对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教师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从事前沿科学研究的教师 

是不能够胜任研究生课程教学的。我国目前许多院校的研 

究生教育，在师资的配备上似乎不够慎重 ，教育部对教授 

上本科生教学已有要求，对研究生教学师资是否也应提出 
一 定要求或指导性意见呢?一些院校，刚毕业的博士研究 

生按规定不能上本科生课，却能直接上研究生课 ，有些令 

人不解。 

(3)国内大学的部分研究生课程教学选课学生较多， 

制定什么样的项 目选题、采用什么样的组织方式和考核评 

价模式才能使教学环节对大多数学生来说不留于形式，实 

质性地增强学生的研究能力?才能使学生积极地、独立地、 

诚信地参与并完成? 

研究生课程教学的改革意在培养研究能力和创新思维 ， 

拓宽学生的研究视野，为未来从事科研工作奠定坚实的基 

础。因此，提高研究生课程教学的质量将对我国培养高素 

质的创新型研究人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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