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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of teaching links in the postgraduate’s creative ability cultivation, the new 
teaching mode of combining online and offline in the Internet era is introduced in the paper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ultivation of postgraduates’ innovative ability are analyzed. Based on the 
above, it is proposed for graduate students that a mixed teaching model combining online and of-
fline, knowledge teaching and case discussion, teacher teaching and business experts telling, 
classroom learning and practical training combined with a variety of performance assessment and 
other diversification teaching modes. More importantly, a three-stage construction program is put 
forward. 

 
Keywords 
Postgraduate, Creative Ability Cultivation, Multiple Mixed Teaching Mode, Internet Era, New 
Teaching Mode 

 
 

面向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多元混合教学模式

与建设方案 
—以企业管理专业为例 

李  博1，王来军1，马壮林1，樊  娜2，武  兰3 
1长安大学汽车学院，陕西 西安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18.62018
https://doi.org/10.12677/ces.2018.62018
http://www.hanspub.org


李博 等 
 

 

DOI: 10.12677/ces.2018.62018 116 创新教育研究 
 

2长安大学信息工程学院，陕西 西安 
3空军工程大学理学院，陕西 西安 

 
 
收稿日期：2018年4月2日；录用日期：2018年4月16日；发布日期：2018年4月23日 

 
 

 
摘  要 

针对教学环节在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引入互联网时代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新型教学模

式，分析了其在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方面的特点，在此基础上，面向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以企业管理

专业为例，提出了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知识讲授与案例讨论相结合、教师讲授与企业专家交流相结合、

课堂学习与实践训练相结合、成绩评定多元化等多种教学模式相结合的研究生多元混合教学模式，并给

出了三阶段建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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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家实施创新驱动“一带一路”和“中国制造 2025”与“互联网+”
融合发展等重大发展战略，对高层次创新人才的规模和质量提出了迫切要求。近年来我国本科教育规模

日趋稳定而研究生教育规模逐步扩大，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日益受到关注。研究生入学后，前两个学期一

般都专门用于课程教学，占研究生全部培养时间的 20%~50% (硕士研究生学制一般为 2~3 年，博士研究

生学制一般为 3~5 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课堂教学对研究生培养的重要作用也一直为众多学者所强调

[1] [2]。但研究表明，目前很多高校的研究生课堂仍以灌输式教学为主，教学手段和方法较为单一[3]。
不利于培养研究生独立思考、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更不利于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2015 年 7 月 7 日，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宣布启动“推进工程硕士在线课程建设，实

施混合式教学模式项目”(简称“混合教学模式项目”)，推动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线课堂建设，

实施线上与线下、课堂与实训、院校教师与行业专家相结合的混合教育模式，推进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教学改革和培养模式创新。对此，笔者进行了深入考察与思考，从中得到两点启示：一是“混

合教学模式项目”虽然旨在帮助培养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但普通学术型研

究生和专业型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其方式方法；二是混合教学模式除了体现为

线上和线下两种学习形式的结合以外，还包括课堂模式的多元化、授课主体的多元化、考核方式的多元

化等多种教学模式的混合。鉴于此，本文在分析目前教学环节在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方面存在问题的基

础上，以企业管理研究生教学为例，提出了研究生多元混合教学模式和建设方案，从教学环节加强研究

生创新能力培养，提高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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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学环节在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 

早在 2006 年，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欧阳钟灿院士就曾指出，“研究生们把大量时间花在凑文章

上面，论文虽然很厚，但没有创新”，他提出，“系统集成比出文章更重要”，“研究生要成为原始创

新的骨干力量”。十几年后的今天，研究生教育虽然已有所改善，但欧阳院士指出的问题在研究生培养

中仍然普遍存在。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的钟志华院士认为，研究生课程结构不合理、实践环

节缺失、评价机制不合理等因素导致研究生无暇思考创新创业，或者相关思想被扼杀在萌芽阶段，研究

生所学的知识或个人能力无法满足企业的需求，研究生为了研究而研究，为了论文、专利本身而发论文、

申请专利，脱离市场与产品，无法做到“学以致用”等，影响了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和创新创业氛围的

营造[4]。不但老一辈科学家们敏锐地意识到了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中存在的问题，近年来学者的相关研

究同样表明，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亟待加强。董泽芳等人将研究生创新能力分为建构知识能力、发现

问题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和提升转化能力四个维度，采用问卷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研究生创新能

力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表明：研究生注重知识的积累和掌握，而在发现问题、提升转化方面的能力则

明显不足，特别是个体主动探究和发表研究成果方面的能力有待提高[5]。汤启萍等人通过对 22 所“985
工程”高校进行问卷调查与访谈，分析了我国研究生创新能力培育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特别指出目前

我国高等教育难以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并将原因归结为：大学先进文化被腐蚀，培养模式既不务实

又无创新，以及高素质优秀导师严重不足[6]。孔德元等人也指出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中存在研究生教学

教育培养模式单一、导师队伍良莠不齐、研究生学术道德水平不高等问题[7]。 
综观目前我国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现状不难发现，从教学环节来看，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存在以

下几个突出问题： 
1) 教学手段单一，某些课程教学内容与本科类似。调研发现，目前研究生教学仍以教师讲授为主，

形式上与本科生上课差别不大，遇有同时面向本科生与研究生的课程，有些学校在研究生教学内容上也

与该门课程的本科生教学相似甚至相同。缺乏多元化的授课形式和与研究生培养要求相适应的授课内容，

容易固化学生的思维模式，作为创新基础的多样化思维能力得不到锻炼，同时也不能从更高、更深入的

层次理解和掌握知识体系，削弱了创新能力培养的知识基础。 
2) 考核方式不够完善。在一些课程中(多为文科类和管理类)，教师经常采用写论文的方式进行考核，

这种考核方式本身没有问题，如果运用得当，它可以综合考量学生对课程内容的吸收和理解能力、对理

论的运用能力、查阅资料的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对语言、文字的组织能力，但是缺乏有效

的控制机制常常给学生走“捷径”以可乘之机，通过网络寻找与选定题目相近似的论文进行过度“参考”，

引发学术道德问题。  
3) 以传统的课堂教学为主的研究生教学方式导致学生在学习和研究工作中的依赖性较大，主动性不

足，欠缺主动发现问题、归纳、总结和升华问题的能力。在讲授式教学中，教师在台上站着讲，学生在

台下坐着听，某种程度上使学生觉得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方式和本科生阶段区别不大甚至没有区别，无形

中促使他们循着本科时候的学习习惯，形成依赖老师的被动型学习，这种被动学习的思想一旦形成，将

非常不利于后期研究工作的开展，对培养研究生发现问题的能力和独立思考、独立研究的能力造成很大

的负面影响。 
4) 重理论创新而轻实践创新。注重理论创新而轻视实践创新当然和中国人几千年以来好坐而论道而

不善积极践行的传统性格有关系，也和研究生的考核标准有关，还与整个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有关。这样

做的结果是导致研究生的研究和“创新”很大程度上脱离实际，特别是企业管理专业的研究生，很多人

不能从管理实际需要出发进行研究，热衷于搞纯粹抽象的所谓“理论创新”(往往成为多种理论的大杂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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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说真的有理论创新)，结果不仅不能指导实践，反而助长了脱离实际进行漫无边际的所谓“创新”的

不良学术风气。 
5) 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重视不足。拔尖创新人才是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领跑者，是国家与民族

未来发展的支柱和脊梁。但在目前的研究生教育中，对拔尖创新人才的地位、作用及其成长规律和特点

普遍缺乏清晰认识，重视程度不够，进而导致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滞后，不但缺乏明确的培养目标，以

及系统化、制度化、人性化、个性化的培养方案，更缺乏适宜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环境和氛围。 

3. 互联网时代的新型教育模式对研究生教学的启示 

“慕课”(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MOOC)和“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是互联网时代新型

教育模式的典型代表。慕课即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它以网络化学习的开放教学为基础，初衷是让任何

有学习愿望的人能够利用最优质的教育资源，低成本地、通常是免费地学习，目前已覆盖科技学科、社

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领域。慕课于 2012 年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引起广泛关注，2013 年进入中国并受到教

育界的高度关注。目前，国内外有多家专门提供慕课平台的供应商，如被称为“慕课三巨头”的 edX、

Coursera 和 Udacity，以及其他如斯坦福大学官方在线课程平台 Stanford Online 和以商业课程为主的

NovoED，由英国 12 所高校联合发起的 Future Learn，以及清华大学研发的“学堂在线”和中国五大交通

大学(上海交大、西安交大、西南交大、北京交大、台湾“国立”交大)共同组建的慕课平台 Ewant，等等。

“翻转课堂”是指重新调整课堂内外的时间，将学习的决定权从教师转移给学生，在这种教学模式下，

课堂内的时间主要用于教师指导下的分组讨论、实践训练和个别辅导，教师不再占用课堂时间来讲授知

识点，而由学生通过课下时间在线观看系列视频和做练习题自主学习。孟加拉裔美国人萨尔曼·可汗创

办的“可汗学院” (Khan Academy)将翻转课堂的模式推向了空前成功，可汗本人也因此登上了 2012 年

美国《时代周刊》影响世界百人榜的第四位。 
无论是“慕课”、“翻转课堂”，还是其他在互联网时代兴起的教学模式，它们都对传统的教育理

念、教育模式、教师的地位和作用、甚至学校的定位和作用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巨大影响。在这场互联网

对教育的巨大变革中，面对巨大的机遇和挑战，我国的教育界尤其是高等教育界也在不断尝试和积极探

索。目前，中国大陆地区至少有 32 所高校已经开展了慕课教学，调查显示，至 2015 年 3 月 10 日，中国

大学 MOOC 平台上宣布的慕课已经达到 320 门，大陆地区高校累计建设慕课课程数量(不重复计)大约在

450 门左右，发展速度非常快[8]。缪静敏等人于 2015 年 1 月开展了高校教师实施翻转课堂现状的问卷调

查，结果显示，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作为激发学生学习动机、提升学习体验的有效方式得到了教师的肯定；

大多数参与调查的教师已经从资源的接受者过渡到资源的制作者，开始有意识地利用信息手段满足自己

的教学需要，这意味着学校在推动翻转课堂发展方面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9]。 
从慕课和翻转课堂等在我国教育领域的实践来看，虽然这些基于互联网的新型教育模式在本科教育

教学中有所采用并且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但是在研究生教育教学中，这些新型教学模式还鲜有理论

探讨和实践探索。王梦娇等人分析了研究生教学中实施翻转课堂的价值，探讨了实施的可行性，并提出

了合理翻转、巧设视频和重构课堂的注意事项[10]；崔婷婷等针对“90 后”硕士研究生随兴趣学习和对

网络较为熟悉的特征，对基于新媒体的硕士研究生实用英语教学进行了探索，就教学形式、教学平台、

教学内容等方面与新媒体的融合提出思路[11]。笔者认为，基于互联网的新型教学模式对我国研究生教育

教学最重要的启示在于它为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1) 新型教学模式解放了课堂时间，使得教师可以利用课堂时间有针对性地组织讨论和进行个别辅

导，以及聘请企业界人士结合自身工作实际为学生授课； 
2) 翻转课堂所需的授课视频，既可以由任课教师自行拍摄，也可以使用网络上众多慕课平台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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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在线课程，其中很多都是名校的精品课程，对提高本校研究生课程质量有一定帮助，进而为创新奠

定更坚实的理论知识基础； 
3) 利用课堂以外时间自主在线学习有助于增强学生自主寻找问题解决方法的能力，学生相互间对疑

难知识点的讨论也使得学生之间加强了学术思想和思维领域的交流和碰撞，为创新集聚能量。 

4. 研究生多元混合教学模式与建设方案：以企业管理专业为例 

针对目前我国研究生教学环节在学生创新能力培养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分析互联网时代的“慕课”

和“翻转课堂”等新型教学模式的特点及其为人才创新能力培养提供的契机，并结合当前的工程硕士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提出研究生多元混合教学模式，即知识讲授与案例讨论相结合、教师讲授

与企业专家交流相结合、课堂学习与实践训练相结合、成绩评定多元化等多种教学模式相结合。该教学

模式的建设方案包括以下三个阶段。 

4.1. 第一阶段：混合教学模式整体规划设计 

按照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针对不同课程，综合考虑课程结构、学时、学生知识结构及其差

异性以及教学条件等因素，从形式和内容上提出完整的混合教学模式规划与设计方案，在形式上采用线

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内容上采取知识讲授与案例分析和讨论相结合、教师指导与企业专家交流相

结合、课堂学习与实践训练相结合以及多元化成绩评定的方式。 

4.2. 第二阶段：混合教学模式实践 

1) 每专业选择 2~3 门专业学位课，由各主讲教师分别制作系列微课程(每集 10~15 分钟)并上传至学

校慕课平台，或者利用国内外顶尖高校的慕课课程(如斯坦福大学的 Stanford Online、哈佛与麻省理工学

院合办的 edX、清华大学的“学堂在线”等平台上的慕课课程)，让学生利用课堂以外时间自学相关概念、

理论等知识点。 
2) 利用慕课平台的题库系统布置案例，请学生利用课堂以外时间独立完成案例的阅读和分析，课堂

上由教师组织进行案例分析和讨论。 
3) 根据课程内容不定期地延请企业资深从业人员为学生讲述其工作中遇到的实际案例，并与学生进

行互动交流。 
4) 借鉴美国真人秀节目《学徒》的模式，不定期地让学生分组完成一些课程实践任务，对于市场营

销方面的一些实践性较强的课程，考虑以经济收益作为评价指标之一。 
5) 以每节慕课课程后面的习题成绩和历次课堂讨论、案例分析、书面报告、口头报告、出勤率，以

及实践任务的完成情况为依据，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综合考量和成绩评定。 

4.3. 第三阶段：总结教学实践反馈，持续改进培养质量 

运用全面质量管理中的 PDCA 循环方法和“朱兰三部曲”，在企业管理研究生混合教学实践中，注

意收集学生、教师、督导等的反馈信息，及时发现实践过程中暴露的问题，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持续改

进教学实践活动和研究生培养质量。 

5. 结论 

教学环节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起重要作用。基于此观点，本文将互联网时代的新型教学方法与

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相结合，提出了研究生多元混合教学模式和建设方案。该模式具有以下三方面

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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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线上和线下混合这种一般意义上的混合教学的基础上，提出了知识讲授与案例讨论相结合、教

师讲授与企业专家交流相结合、课堂学习与实践训练相结合、成绩评定多元化等多种教学模式相结合的

多元混合教学模式，扩展了研究生混合教学模式的理论和方法体系。 
2) 通过进行传统的课堂讲授式教学到多元混合教学模式转变的实践活动，为企业管理专业和其他学

科、专业的企业管理研究生教学改革实践积累有益经验。 
3) 线上以知识点学习为主，线下以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为主的多元混合教学模式，试图为培养真

正具有独立研究能力和具有创新意识、创新精神的高层次人才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教学模式。 
对研究生多元混合教学模式的设计和规划方案，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还有待于根据各门不同的具体

课程进行调整，并将持续跟踪该模式在研究生教学实践中运用的实际效果和反馈意见并对该多元模式进

行改进。此外，对于细节问题如学生选择其他高校的慕课时学分如何认定等，将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讨

论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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