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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式课程改进型 “五步” 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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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1．信息系统与管理学院；2．电子科学与3-程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 针对理工科研究生教学的特点，提出了研讨式课程改进型 “五步”教学方法，弱化了学生的 

资料搜集过程与分组讨论，强化了教师对研讨 内容的把握与过程的控制，并增加了动手 实验环节，与研讨内容 

相对应。从课前的阅读，到课堂上的讲解和研讨，到课后的动手实验，三个阶段相互配合，促使学生深入思考 

和理解。从而达到研讨式课程的教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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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mproved“Five—Step”Teaching Method of Research—And—Discussion Courses 

ZHU Chengl LIU Ling，WANG Xin—feng，HUANG Jin—cai，LIU Zhong 

(1．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Information Smem~Engineering Laboratory；2．College ofElectronic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3．College ofInformation System and Management，NUDT，Changsha 410073，China) 

Abstract：n the light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urse teaching of engineering graduate student，this paper proposes 1t13． 

improved“five—step”~aehing method for research—and—discussion courses．which highlights the teacher’S control of 

the content and process of research—and—discussion，and introduces an additional base of experiment corresponding to 

the materials discussed．Three phases are carefully designed，induding reading before class，discussion in class，and 

experiment after class，which work together to deepen the students’thinking and comprehension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research—and—discussion cours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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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式教学是一种在教师指导下 ，通过采用多种教学 

手段与方法 ，以培养学生的 自主学习能力与创新精神为 目 

的的教学模式 J。一般认为 ，研讨式教学法以郭汉民教授 

提出 “五步”教学法为典型 J。目前该教学模式在研讨式 

教学中使用得比较广泛 ，并取得了积极效果。 

本文结合理 工科研 究生教学的特点，提出了改进型 

“五步”教学方法。在保留 “五步”所蕴涵的基本教育理 

念的基础上，针对理工科研究生研讨教学的特点进行了改 

进，发展和创新了研讨式教学的实践模式。 

一

、 研讨式 “五步”教学方法 

研讨式 “五步”教学方法是针对长期以来由教师单向 

传授灌输知识的方式，忽视学生的能力培养而提出的一种 

新的教学模式 。它不仅注重知识的传授，更注重学生获 

取知识方法的传授和多种能力的培养。 

在具体的操作上，分为 “指导选题”、 “独立探索”、 

“小组交流”、 “大班讲评”和 “总结提高”五个步骤 l。 

其中，第一步为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查阅并搜集资料；第 

二步为学生阅读资料并进行独立思考；第三步整理资料写 

成文章，并进行学生的分组讨论。第四步，在分组交流的 

基础上，各个小组推荐的发言人在全班做发言，教师以及 

其他小组的同学针对发言进行分析和评价。 

“五步”教学方法的优点在于 ： 

(1)变静态教学模式为动态教学模式，调动了学生的 

积极性。 

(2)变记忆学习为发现学习，让学生体验知识产生的 

过程，促进学生思维能力和创造力的培养。 

(3)变外部与近景动机为内部与远景动机，通过多样 

化的评价指标，使学生更加关注于学习本身的价值。 

二、存在的问题 

以上方法在不少的课程教学，特别是在文科相关领域 

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而且在研讨课程的具体组织方法上 

也有一些新的发展 I。但是，在理工科研究生的研讨式教 

学实践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影响了教学效果。根据本文 

作者的教学体验，主要困难出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献搜集的难度 

研究生，特别是硕士生，入学后倾向于集中修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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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学生搜集资料和动手能力的综合锻炼。 

综上所述，改进后的 “五步”方法根据理工科研究生 

的特点弱化了学生的资料搜集过程与分组讨论，强化了老 

师对研讨内容的把握与过程的控制，并增加了动手实验环 

节。从课前的阅读，到课堂上的讲解和研讨，到课后的动 

手实验，三个阶段相互配合，层层深入，促使学生不断地 

深入思考和理解，从而达到研讨式课程的教学目的。 

四、案例研究 

下面以本校 “计划系统技术”研究生专业基础课为例 ， 

讨论改进 “五步”教学方法的实施案例。 

“计划系统技术”是本校配合相关专业研究方向调整而 

新增的一门研究生专业课。该课程以先进信息与决策技术 

辅助军事行动计划的生成、分析和评价为主要内容，涉及 

到运筹学、人工智能、决策支持系统、数据分析与处理、 

建模与仿真等多个领域，具有覆盖面广、前沿性强的特点， 

相关的知识点在本科 阶段以及研究生阶段的其它课程中已 

有涉及。该课程学时数为36学时，每周 1次课，每次课3 

学时。由于专业性较强，选课学生人数在 1O～2O人左右， 

主要是一年级的硕士研究生以及部分一年级博士研究生。 

考虑到该课程的特点，我们在该课程2010年春季学期 

的教学中采取了改进的 “五步”教学方法，主要做法如下 ： 

1、文献的选择 

我们选择了最近 3—5年内发表在相关领域高质量期 

刊、会议上的 l0篇英文论文作为课程阅读文献，每次课前 

下发一篇给学生阅读。文献来源包括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等 SCI检索源期刊，以及 IJCAI、 

ICAPS等公认高水平学术会议。所选择的文献难度、篇幅 

适当，内容涵盖了计划系统技术中有关计划生成、分析和 

评价的核心科学问题，且各篇文献的主题各有侧重又相互 

关联。 

2、背景知识介绍 

将分散于前导课程的众多知识点，结合每次阅读文献 

的内容进行 串讲。例如，对 于一篇题 为 “Decision— 

Theoretic Military Operations Planning”的文献，背景知识介 

绍中重点讲解了其中涉及到的马尔科夫决策过程。对于另 

外 一篇 “Multi—objective Genetic Algorithms for Courses of 

Action Planning”文献，则重点讲解其中所使用的多目标遗 

传算法。从整体看，课堂讨论前的讲解贯穿了运筹学、人 

工智能、建模与仿真等领域与计划系统技术相关的知识点， 

注重其在解决计划领域核心科学问题中的综合运用，突出 

了各知识点之间的联系。 

3、事先提问，引导阅读 

问题主要从文献的 “问题”、 “方法”、 “结论”、“意 

义”等四个方面提出，老师公布出来问题后，学生带着这 

些问题再次当堂阅读文献。这些问题基于老师对文献的理 

解与思考，既提示了文献的关键点，又具有启发性，引导 

学生深入思考。通常对于一篇文献所提问题在 1O个左右。 

4、课 堂讨论 

课堂阅读结束后，老师对照问题，来征询学生的答案， 

并就此引导课堂研讨。在组织过程中，我们发现，学生们 

发言都比较踊跃，没有出现冷场等现象，而且每堂课几乎 

人人都有发言，对于所研讨的问题一般都能形成比较深入 

的看法。对于较难的一些问题，不一定能在课堂上形成统 
一 的答案，老师鼓励学生在动手实验环节加以验证。通过 

研讨，还能提出一些新的问题。在每次课程的具体时间安 

排上，课堂讨论部分基本占据一半的时间，约为一个半学 

时左右。虽然每次课有三个学时，但由于学生对课堂研讨 

的兴趣 ，课时仍感觉略有不足。 

5、动手实验 

根据课堂讨论的文献内容，老师要求学生在课后搭建 

实验平台，进行实验分析 ，并给出实验对比结果 ，提交实 

验平台、代码和分析报告。根据提交的实验结果，我们发 

现，有不少报告达到了较高的水平，除了数据对比分析外， 

还能指出原文中有关方法、实验设计的不足和 自己的改进 

意见。从中可以看出，课堂的研讨的确促使学生去深入思 

考和理解问题 ，并通过实验对 自己的理解加以验证。 

通过课后与学生的交流，以及期末的元记名问卷调查， 

超过 90％的学生认为，该课程组织得 “非常好”，通过课 

程对相关知识点有了 “深入理解”，并且对 自己今后的研究 

有 “较大帮助”。 

五、结论 

本文针对理工科研究生课程教学的特点，对研讨课程 

的 “五步”式教学方法进行 了改进，并在教学实践中进行 

了检验，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是，该方法目前仅在人数 

较少的小班教学 中进行了检验 ，对人数较多的课程教学效 

果有待进一步检验，可能需要进一步结合传统 “五步”法 

中的分组讨论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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