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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型教学 · 

编者按 ：国防科技大学本科教学的研究型教学比赛，到2012年秋季学期已经举行了三届。这种 

课程评价全程跟踪、淘汰率达40％的教学理念和教学能力的PK，对提高课程质量和提升教学水平都 

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相对于以知识传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研究型教学不仅是一种思想、理念上的更 

新，更是方法、模式上的创新。什么是研究型教学，见仁见智，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的定义。参赛 

教员的实践表明，研究型教学是一种全方位的教学，它在”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原则指 

导下，将研究课题恰当渗透到教学内容中，把课堂学习与课外实践、教师讲授与学生讨论、教师引导 

与学生自学、教材预习复习与参考书阅读有机结合并和谐统一，从科学研究精神、意思、态度、能力 

等多方面，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本刊邀请参赛教员就自己的 

实践和体会对研究型教学发表看法。他们的教学研究论文在本期和下期刊 出。 

李 春，邹逢兴，周宗潭，李 迅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机电X-程与 自动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 研究型教学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计算思维的有效方式，已成为当前高校教学改革的主流方 

向。本文结合 《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系列课程的特点，给出了基于问题导向式教学策略的研究型教学整体设 

计方案，并从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实践环节和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和研究，实践表明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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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Research——Oriented Teaching 

in the Course‘‘Basis of Computer Hardware Technology” 

LI Chun，ZHOU Zong—tan，LI Xun 

(College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nd Automation，National Univemity 

ofDefense Technology，Changsha 410073，China) 

Abstract：Research—Oriented Teaching which has become the current trend of high education reform，is proved to 

be an effective mode to cultivate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computational thinking．In the paper，a whole teaching scheme 

conducted by the problem ～based learning is proposed to comply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course“Basis of Computer 

Hardware Technology”．This scheme has been applied in teaching in the following issues：content，teaching modes and 

methods，practice teaching and the way of examinations．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rom the explorations，and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the scheme was effective in our reform． 

Key words：Research—oriented Teaching；Basis of Computer Hardware Technology ；Problem —based Learning 

《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课程是大学计算机基础教育 

的核心课程和工科各专业的重要学科技术基础课程之一。 

我校 《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系列课程从被评为首批国家 

精品课程以来 ，严格按照国家精品课程的标准，深入开展 

全方位的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 J。在课程教学的改革实践 

中，我们积极向世界一流大学借鉴学习，根据研究型教学 

理念，结合课程特点，以培养计算思维、综合素质和提高 

创新能力为 目标，经过几年的尝试和实践，从课堂教学、 

课程实验、作业和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探索和研究，取得 

了良好效果，形成了 《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课程研究型 

教学的基本思路和初步模式。 

一

、 实施研究型教学的基本理念 

研究型教学是相对于以单向性知识传授为主的灌输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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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提出的。目前，对什么是研究型教学还没有统一的定 

义，但总的来说，教育专家们对其内涵和本质的看法基本 

上是一致的，大体可以归纳为：以课程内容和学生的知识 

经验为基础，在教学过程 中选择恰当的科学问题为载体， 

以学生为中心创设情境，引导学生充分参与、主动探究， 

使学生能够自主地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并从 

中体验 “搜集资料一方案设计一方案研讨一实验验证一得 

出结论”完整的科学研究过程，进而学习科学知识、掌握 

研究方法，并培养其创新能力和探究精神。因此，研究型 

教学是一种融学习和研究为一体的教学体系，其突出特点 

为通过教师精心合理的教学设计与引导，使学习成为学生 

主动发现和重构知识的过程，让学生有机会参与研究工作， 

从而在研究中学习，在学习中研究 ，并在学习过程 中融合 

学科知识与研究方法。在此过程中，学生由 “被动接受者” 

向 “自主学习者”转变，而教师则由 “灌输者”向 “引导 

者”转变，教学也由 “重知识点讲解的灌输型”向 “重自 

主学习的研究型”转变。 

研究型教学从以认知为基础的建构主义教育理论发展 

而来，传承了建构主义教育观的两个核心理念 j。一是， 

学习是基于发现而不是信息的传递，知识不是由教师向学 

生传递的，而是通过学生的 自我建构来获得 的，学生才是 

学习的主体。“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是研究型教 

学的核心理念。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使他们不再是被 

动的知识接受者，而是主动的思考者、探究者和建构者， 

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教师则是学习研究活动的设计 

者 、组织者、参与者、指导者和帮助者。通过教学设计， 

诱导学生的研究兴趣，组织学生积极地参与研究活动，帮 

助学生了解知识是怎样获得的，引导学生完成知识的自我 

建构。而如何把教学过程中教师作为引导者和以学生为主 

体的核心理念落实到实践中，我们认为最好的途径之一就 

是以 “问题”为中心来组织和设计教学 J。二是 ，理解依 

赖于个人经验，要想让学生学到真正的知识 ，必须创设情 

境，让学生在真实情境 中自主探究。问题永远是探究学习 

的起点 ，通过问题解决来学习知识，基于问题解决来构建 

知识 ，是研究型教学活动的重要特征。因此，本课程 中研 

究型教学活动是以不同粒度的 “问题”为主线来进行组织 

和设计的，使学生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更主动、更广泛、 

更深入地激活 自己的原有经验，帮助理解当前的问题情境， 

通过分析推理得到新结论，从而构建自己的新知识。 

二、研究型教学的整体设计 

在上述核心理念的指导下，本课程采用 “问题导向式 

教学”策略 (Problem Based Learning，PBL，也称为 “基于 

问题的学习”)进行整体设计M J，开展多角度全方位的研 

究型教学探索。 

(一 )问题导向式教学 

“问题导向式教学”策略强调把学习设置在复杂的、有 

意义的问题情境中，通过让学生合作解决真实世界中的现 

实问题，来探究隐含于问题背后的科学知识。通过问题导 

向式教学设计，学生的学习过程就转化为解决问题的过程， 

学生在解决一系列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学习所需要的新知识 ， 

并在获得新知识的过程中探索研究方法，从而培养自主学 

习能力、创新能力和探究精神，这是该教学策略的本质特 

点。这一特点与建构主义教育理论的核心观点不谋 而合， 

有效地克服了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 

“问题导向式教学”是一种 “以学生为主体，以问题 

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基于 PBL开展的研究型教学的前提 

是 “现实问题”，问题既是学生学习的初始动机，也是整个 

学习过程的牵引力。因此 ，“现实问题”的设计至关重要， 

是决定研究型教学能否成功开展的一个必要条件。问题既 

要有一定挑战性，也要切合学生当前和未来的学习或工作 

需要，以引起他们的兴趣；此外，问题的选取还要适合学 

生的现有知识程度和经验 ，使学生能够运用 自己的经验去 

解决这些问题；最后，问题也要有教育价值，使学生通过 

研究问题重构知识、获得研究方法，从而培养其 自主学习 

能力、创新能力和探究精神。 

(二)基于 PBL的整体设计 

经过几年的探索实践和总结，我们以 “研究设计计算 

机系统为核心模块的武器实时测控系统框架”为现实问题 ， 

基于PBL进行整体设计，提炼有效的问题载体，运用多种 

教学方法深入开展研究型教学探索。 

《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课程目标是使学生获得微型计 

算机接口与应用方面的基础知识和方法技能，培养学生的 

计算思维和从硬件、软件结合上处理计算机应用问题的意 

识 ，提高学生解决专业领域问题和部队信息化建设 中实际 

问题的初步能力，为后续的学习和工作打下必要基础。此 

外，本课程还将使学生加深对计算机硬件技术在部队信息 

化建设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增强他们应用所学知识与技 

能为军服务、献身国防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自信心。同时， 

通过课程各教学环节的严格训练，培养学生自主探究的创 

新精神、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和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 

本课程研究型教学活动是在上述课程 目标 的牵引下 ， 

围绕着 “培养适应我军信息化建设的军事指挥人才和国防 

科技人才”这一总目标来开展的。现阶段军队信息化建设 

无论装备建设还是体系建设都离不开计算机，尤其是以计 

算机系统为核心模块的武器实时测控系统组成和构建方法 

是我军信息化建设各类人才所应掌握的必备知识模块。而 

本课程是以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为主线，内容涵盖 了计算 

机基本工作原理、微机接 口技术和测控系统设计三大部分。 

因此 ，选取 “研究设计计算机系统为核心模块 的武器实时 

测控系统框架”为现实问题既紧密关联了课程内容，适合 

学生的知识准备和理论经验；也激发了学生 自主探究的兴 

趣，使学生不但获得了自主学习的内驱力，而且切合学生 

的任职需求和我军人才培养目标要求。 

在确定了课程 “现实问题”的基础上 ，要成功开展研 

究型教学活动还必须合理地选取和提炼问题载体。PBL是 

基于现实问题中真实情境的学习，问题情境是这种模式的 

组织核心，只有合理地选取问题载体，才能创设出更贴近 

现实问题的情境，更有效地引导学生 自主学习。按照 PBL 

策略中载体提炼的基本原则，以 “研究设计计算机系统为 

核心模块的武器实时测控系统框架”为主轴重新梳理整合 

了知识体系，选取导弹飞控计算机系统、无人车寻航系统 

和BigDog四足机器人系统等作为系列案例载体实施 “案例 

研讨”，以导弹飞控计算机系统中的四个关键性子系统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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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学生通过查阅技术文献、独立思考并完成方案论证和 

设计，教师适时指导，最后由学生演示汇报 ，教师讲评， 

实施过程一般以学生分组合作的形式完成。“专题研讨”一 

般以问题为导向，侧重于对专业综合性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专题设计的基本原则是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简单到综 

合 J。 “专题研讨”教学方法将学生置于开放性动态的资 

源环境中，通过基于 PBL的设计来激发学生的兴趣和主动 

性，变 “要我学”为 “我要学”，有效缓解有限学时下内 

容多、要求高的突出矛盾。学生在解决我们设计的各层次 

问题中不但可以体验 “搜集资料一方案设计一方案研讨一 

实验验证一得出结论”完整的科学研究过程，而且还通过 

进行课外阅读、信息整理、自主学习和合作探究来完成任 

务，极大地培养了其自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计算思维。 

此外，因在这个过程中包含了制定工作计划、组织小组讨 

论和以书面报告、口头汇报的形式提交工作等综合性任务， 

所以在完成会议组织、项 目报告写作与演示汇报的过程中， 

学生的组织能力、表达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也得到了很好 

地锻炼。 

2．案例研讨 

“案例研讨”是教师与学生就某一具体事实进行学习和 

讨论的教学方法 ，也是研究型教学课堂中实用的组织形式 

和有效手段。“案例研讨”一般可采用三种形式：教师组织 

案例，教师进行分析；教师组织案例，学生进行分析；教 

师提出问题，学生组织案例，学生进行分析。无论采用哪 

种形式 ，着眼点都在于发展学生的创造力以及实际解决问 

题的能力 ，而不仅仅是获得一些固定的原理和规则。因此， 

在 “案例研讨”中，案例的选择与组织是教学 目标实现的 

关键。通过 “案例研讨”教学，可以使学生在实践活动中 

获得知识 、丰富经验和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并通过对案 

例的讨论分析提高综合能力；“案例研讨”还缩短了教学问 

题情境与实际生活情境的差距，使学生能设身处地地从实 

际情境出发 ，设想可能遇到的问题 ，从而提高设计多种解 

决方案的能力。 

(三)完善实践教学环节 

实践教学是计算机硬件系列课程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也是研究型教学探索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在优化课程内 

容和改革教学方法的同时，积极完善实践教学体系。实践 

教学环节包含平时作业和课程实验。在作业训练方面除了 

布置适量的作业题和思考题 ，还引导学生利用网络资源查 

阅资料和提炼素材，撰写专题研究报告并进行现场演示汇 

报。在课程实验方面，实验内容的设计不仅与专题研讨 内 

容紧密关联，以导弹飞控计算机系统原理性设计为任务牵 

引，还抽取出几个关键性功能子系统进行课程实验，与专 

题研讨内容实现一体化设计，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 

学和科研相长，使学生不但获得知识和技能，并有效地培 

养其工程素养和计算思维。 

(四)改革考核评价方式 

成绩评定方式对学生的学习具有导向作用，所以本课 

程改变了传统的 “一考定全局”的终结性评价模式，采用 

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在评价过程 

中还引入自评和互评机制。实行多元化考核评价方式 ，重 

在引导学生注重开展研究学习。考核在形式上分为四部分： 

案例研讨和专题研讨 (15％)、专题研究报告 和演示汇报 

(10％)、实践环节 (15％)和期末闭卷考试 (60％)。其 

中，期末闭卷考试采用结构化试卷，包含了实验重做和作 

业重做。这样的评价体系不仅重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 

立思考、探究学习和积极动手实践，有利于调动学生的积 

极性，也能够全面、公正地评价学生。实践结果表明采用 

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可以使学生 

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效果普遍得到提高。 

四、结束语 

研究型教学是基于教育要 “面向世界”的理念而提出 

的全球性概念，1998年美国 Boyer本科生教育委员会发表 

题为 《重建本科教育——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蓝图》的报告， 

明确提出把研究型教学作为本科教学 的要求 “ 。因此， 

提升本科教育要引入研究型教学模式 ，在研究型教育理念 

的指导下对课程重新进行整体设计，优化内容体系，选取 

有效的教学方法，从而达到 “既要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 

渔”的目的，使学生的才能和个性得到全面发展，从而完 

成高校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大使命，为将我国建设成为世 

界创新型国家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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