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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oriented study is a new concept of teaching. Through research-oriented teaching, stu-
dents could learn how to know, their ability of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could be cultivated.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on abilit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goal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is 
paper, research-oriented study is brought in innovation practice courses-“Advanced Study and 
Training”, “College Scientific Research Activity”, using the student-centered inside class and out-
side teaching mode. Combining the creative activities with research-oriented teaching, the under-
graduate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researching is improved, their integrative competence is en-
h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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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性学习是通过研究性教学过程的研究性，引导学生学习，从而让学生掌握知识、培养研究能力和创

新能力的一种教学新理念，而创新能力的培养是高等学校的重要工作目标之一。探讨以创新实践课程“专

业研修”、“院级科技立项”为媒介，采用以学生为主、课堂和课外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将创新实

践课程的教学和研究性学习结合，提高了学生对研究性学习的兴趣，使他们积极投身到创新研究这一教

学活动中，以增强学生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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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研究性学习，是指学生基于研究目标或者问题情景而在教师指导下选择和确定研究专题，利用具备

的所有媒体与实验室资源，通过个体研究或同学间的分工合作，来实现知识获取、知识应用或者解决实

际问题，进而达到知识建构与自主创新能力培养的学习活动[1]。它与传统的被动式学习有着本质区别，

是一种学习者主动探索、思考并建立知识体系的学习策略和方式，具有探究性、自主性、过程性、实践

性、交互性等特点。作为科学的学习方法，研究性学习有利于学习者创新思维的培养，提升其发现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利于培养符合知识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创新型、科研型人才[2]。 
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是近年来高等学校的重点工作之一，各类创新活动开展的成效已成为高校教

学质量考核的一个重要标准[3]-[8]。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9]、挑战杯等创新活动每年都吸引了不少学生

参加，而是否参加过各类创新活动已逐步成为用人单位等比较看重的条件。 
然而，我国的本科教育多以知识的传授为主。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大多数高校相对而言生源

质量有所下降，改革开放初期的“百里挑一”的“精英教育”正在被百里挑数十的“平民教育”所取代，

不少学生或满足于上了大学，对以后的人生没有什么规范，或急功近利，总希望能找到成功的捷径等等，

从而学习动力下降，失去前进的方向。表现为比较浮躁，缺乏平静的学术心态，科学精神和基本研究能

力，过分热衷于眼前利益的追逐，忽视自身能力的提升[10]。在此背景下，在高校中实施研究性学习，有

助于弥补大学生在这方面的先天不足。本文对研究性学习教学模式的探讨，就是针对本科生研究能力和

综合实践能力较差的特点，探索采用课堂和课外教学相结合的创新实践课程的教学模式，将大学生创新

活动与研究性学习结合起来，提高学生对研究性学习的兴趣，积极投身到研究性学习这一教学活动中来，

以增强学生的综合能力。 

2. 研究性学习的理念 

研究性学习，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主动发现、主动探索以获取知识和经验，进而促进学生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发展的学习活动[11]。 

2.1. 教学主体的变化 

传统的课堂教学中，教师是主体，学生是被动学习，学生的学习完全在教师的主导之下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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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学习“以学生为中心”，强调个体主动学习，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12]。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引导

者，是“辅助”者，在学习过程中建议或提示学生发现问题，同时完成学习过程的记录和评估。 

2.2. 教学模式多样化 

与传统的单一课堂讲授式教学模式不同，研究性学习的教学模式随学习目标、学习情境等的不同而

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种[13]： 

2.2.1. 问题解决模式 
问题解决模式的研究性学习，以问题为驱动力，以培养学习者问题意识、批判性的思维技巧以及问

题解决的实践能力为主要目标。在教学过程中可采用个体自主研究方式或小组合作方式，通过学生的社

会调查、模拟现场的观察、相关问题讨论、归纳总结形成报告等课程，完成某一课题的研究。 

2.2.2. 项目研究模式 
项目研究模式以项目为中心，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撰写项目研究申请报告、制订项目研究计划、实

施研究、发表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研究的过程构成了学习的过程[14]。学生需整合多门学科的知识和技能，

才能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并最终成功解决问题。 

2.2.3. 情景换位模式 
将学生置于具体的认知情景中，模拟情境中的角色，融入真实的情境任务，体验目标实现的全过程，

构建个性化的认知能力。 

2.3. 教学过程的探索性 

研究性学习的教学过程介于接受性学习与自主探索发现之间，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由简单的学习过程

向主观能动的发现问题的认识过程转化。学生可以关注学科或课程中的一些理论问题，也可以关注与他

们当前或将来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等的解决。通过主动探究和学习未知事物，进而形成创新能力。 

2.4. 教学时空的延伸性 

在传统的课堂接受式学习中，大多数学生将教学时空限定在教室和自习室，上课听讲，下课写作业，

课外的延伸学习远远不够，不能有效利用图书馆、各种数据库等资源。研究性学习要求学生自行实施学

习过程，学生为了完成学习，必须充分利用手头的一切资源，查找学习资料，确定研究方法，从而将教

学时空从教室拓展到了图书馆、网络等课外时空。 

2.5. 教学评价的多元化 

评价方法与教学模式相关，对研究性学习亦如此。对学习成果的评价，不仅要考察学生掌握知识的

情况，对学生学习习惯的养成，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展示成果的能力及

团队合作精神等方面都要进行考察，形成多元化的考核评价方式。 

3. 创新实践课程：研究性学习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一般说来，研究性学习的实施由以下几个阶段构成：发现、确定问题，根据问题的难易程度确定自

行研究或建立学习小组，查找资料分析问题，确定研究方案，综合利用各学科知识解决问题，成果展示。

在实施过程中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两个问题：学生的意愿和教师参与的积极性。作者所在研究小组根据本

校——天津理工大学学生的特点，结合本校的创新课程设置，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将大学生创新活动

与研究性教学相结合，充分调动学生和教师参与的积极性，推动学生的研究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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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项目研究模式：“院级科技立项” 

3.1.1. 模式构建 
学生自行组织课题小组，并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在指导教师的帮助下进行小型项目的科学研究，

是多年来各高校学校一直开展的“校级科技立项”学生科技活动，近年来，更有全国大学生创新实践培

训项目的开展与实施，为项目研究模式的构建提供了强大的支持。然而，这两项活动对参与学生的素质

要求较高，他们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较大工作量的研究任务，同时不能影响课业，这就使得能参与到

这两项活动中的学生人数较少，大多数学生没有机会参加；而由于课题需有一定的高度和难度，前期准

备工作会占用较多的时间和精力，且获得批准的概率不高，使大多数教师参与的意愿也较低。 
为解决这一问题，让更多的教师和学生能够有机会参与力所能及的研究性学习活动，结合学校的创

新课程，天津理工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面向三年级全体学生开设了院级“科技立项”选修课程。由教

师们结合本专业特点，以自己的科研工作为基础，设立研究课题，学院将所有课题对学生公开，由学生

们自行组成研究小组，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并在一年内完成该课题。与校级“科技立项”和“全国

大学生创新实践培训”相比，这些课题与专业课程的结合更加紧密，更简单，大多数学生在掌握了所学

专业知识的基础上，经过一定的努力都可以完成。对课题被选中的教师，学院不仅给与教学工作量的补

贴，还在经费上给与一定的补助。 

3.1.2. 实施效果 
(1) 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2013 年，学院组织首届开设“科技立项”选修课程的 2010 级学生，进行了选题工作。几乎所有的

专业教师都提出了一到两个课题，每个课题都附有简介，并在学院的教学园地张榜公布；学生们自组了

研究小组，积极与指导教师联系，了解各项目的情况，在短时间内将所有的课题认领一空。研究进行过

程中，学生们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利用课余时间积极调研查找资料，在与指导教师多次沟通的基础

上，提出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案，并自行与实验室老师联系时间完成实验。所有课题小组都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了各自的工作，撰写了结题报告，并按学院安排进行了结题答辩，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部分学生还

撰写了学术论文，在相关期刊上发表。 
(2) 学生加深了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同时锻炼了自学能力。 
以作者指导的两个研究小组为例，在学习了开展研究工作的基本步骤以后，学生们几乎不用督促，

主动开展课题的研究工作，查阅了相关资料，自行去实验室联系并完成实验，自主学习课题中用到的课

外知识，研究中遇到了问题，及时与指导教师沟通并讨论，甚至进一步挖掘课题中更深入的问题。如“投

影系统的照明光学系统设计”一组，不仅先于课程进行了光学系统设计的理论的学习，还学习了“非成

像光学系统”的理论，学习了光学设计软件的使用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课题任务。更进一步的，

他们对投影系统的各种照明方式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新的系统方案并予以实现。“手背静脉图像采集”

一组，自行寻找了数十位志愿者参与到研究中来，保证了采集样本的多样性，他们同时还先于课程学习

了图像处理的基本方法，对采集到的静脉图像都进行了处理，并给出了采集样本的统计特性，其研究内

容和成果都大大超出了作者的预期。 

3.1.3. 存在问题与解决方法 
(1) 同组学生，学习效果不同 
在课程结题答辩中，我们发现同一小组的学生，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学习效果有较大的差异。一般

同组中，仅有一至二位学生(通常是组长)学习效果好，而其他学生的学习效果较差，这些学生自己不够努

力，只是跟随而已，别人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对为什么这么做，其中有什么科学道理，与那些知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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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一概不关心，导致学习效果较差。 
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改进了学习小组的构成，减小了小组的成员数，基本解决了“滥竽充数”问题。 
(2) 学生参与度不够 
部分学生习惯了课堂授课的模式，听说是选修课，就误认为仍然是课堂授课模式，积极的在选课系

统中选了课，到了选题阶段，才发现是课外研学课程，他们在课外几乎不学习，自然也不愿参加课外研

学活动；另一些学生觉得研究课题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自己没有能力完成，最终导致有的学生退了课。 
后续工作中，我们加大了对课程的宣传力度，让学生对该门课程有了更好的了解，先选后退的现象

几乎不再发生，但是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根本不考虑这种选修性质的课外研学课程，总体选课人数较

少。 
为解决学生课外不愿意学习的问题，伴随着新的培养方案的修订，我们拟增加对学生课外课程修读

的要求，开设多门类似于“科技立项”的课程供学生选择，使那些确实对科研不感兴趣的学生可以有其

他选择，同时要求学生必须修满一定的学分，使每一个学生至少完成一项课外研学任务。 

3.2. 成果展示模式：专业研修课程 

专业研修是我校新开设的一门创新课程，隶属于集中性实践环节。其宗旨是通过对与本专业相关的

课题的研究学习，使学生对自己的专业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时训练学生的自主学习、研究的能力。由于

是新开设的课程，到底以何种方式教学，学校并没有给出固定的模式，从而给了授课教师很大的可自由

发挥的空间。 
作者作为本校“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专业负责人，对本专业该课程的教授模式进行了探讨，

并将之与研究性学习中的成果展示模式结合起来。 

3.2.1. 课程构建 
本研修课程是实践类课程，因此其教学主体为学生，课任教师只担任辅导工作。课程主要内容由三

部分组成：以与本专业相关的内容(科技类、生活类、社会类等)等为主题，独立查找相关资料，在理解的

基础上，撰写一篇 4000 字以上的论文；将自己的论文内容以 PPT 报告的形式在课堂上发表，时间为 10
分钟，发表后，回答大家的问题；认真听取其他同学的课堂报告，并针对该报告内容提出自己的问题。

在各个环节主动完成的学生，将得到奖励。课程最终的成绩由学生在三个环节的表现以及奖励共同构成。  

3.2.2. 教学实践和效果 
针对以上课程构建，作者撰写了教学大纲，给出了每一部分的详细要求及考核评分标准，在获得批

准的情况下，于课程开设的前一学期就将该门课程情况及大纲等告知学生，并要求学生利用假期时间提

前准备。对于课堂发表的时间，鼓励大家根据自己的研究情况自行确定。对于在不同的教学周发表的学

生，按先后顺序分别给与不同的奖励；对于认真听讲并积极提问的学生，当提问数达到一定值后，也给

与奖励。通过三年的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1) 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以及课外延伸学习的能力 
作者原以为学生们不会主动确定自己的发表时间，而是听天由命，等待教师随机抽取。没有想到的

是，学期开始时，一部分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就陆续报名，确定了自己的发表时间，并且就自己的成果

发表做了充足的准备工作，发表内容充实，课件制作精良，课堂讲解自然，回答问题自信。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当前几位同学的发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后，全体同学的学习主动性得到了全面

提升，在两周时间里，每个人都确定了自己的发表时间，并积极选择课题，利用网络、图书馆等课外学习

资源查找资料，对课题进行研究。经过一学期的研修学习，学生们学会了如何查找相关资料，如何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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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内容介绍给大家，如何将理论课程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很多同学在给出自己的研究成果的同时，还

特别指出在研究过程中还存在什么问题，有什么自己还没有弄明白等等，学习的主动性可见一斑。 
(2) 拓展了知识面 
学生们选择的研究课题，充分说明了他们的兴趣所在。从激光武器到激光辅助医疗，从光电鼠标到

光镊等等。各项军用的、民用的；日常的、科研的等都来到了我们小小的课堂，给所有人包括课任教师

的作者本人都拓展了知识面，并对本专业的各项应用及科研前沿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于学生们研修

过程中的问题，我们都进行了讨论，尤其是一些和专业知识相关的特别是和专业课程相关的内容，教师

的点评使同学们有茅塞顿开的感觉。 

3.2.3. 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1) 研究深度不够 
大部分学生都选择了较为简单的研究方式：介绍。虽然他们对自己选择的题目很感兴趣，但却不想

探讨其中蕴含的科学原理，只蜻蜓点水般的介绍。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学生对自己选择的课题的知识储

备不够，没有能力进行深入探讨，如光摄，是近年科学前沿，学生没有量子理论等知识，无从探讨其科

学原理；另一方面，有些学生缺乏研究兴趣，选择的是“好玩”的课题，至于如何实现，就没兴趣了。 
(2) 个别学生投入较少，应付了事 
虽然 90%以上的学生都很认真的对待该门课程，努力争取更好的成绩，但也有极少部分学生不愿投

入时间和精力，应付了事，选题与同学已发表的有部分重复，且论文和 PPT 质量不高。 
(3) 学生课堂的参与度不够 
部分学生对同学的研究不感兴趣，既不听讲，也不参与讨论，一副与自己无关的样子。 
针对以上问题，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拟加强教师对学生选题的指导，提前检查学生的课题和拟发

表的 PPT，确保课题质量；同时，拟改革考核方式，让学生参与到考核中，互相打分，学生打的分在最

终成绩中占一定比例，同时每一个学生的打分表现也作为被考察的对象计入最终考核成绩，提高课堂参

与度。 

4. 结语 

创新实践课程是高校大学生创新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研究性学习是自主创新能力培养的一

项重要的学习活动。知识是珍宝，而实践是得到它的钥匙。以创新实践课程作为研究性学习的模式，将

学生的学习空间拓展到了图书馆、实验室。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们根据教师提出的研究主题，自行发现

问题，并努力解决，教学的主体也由教师转变成了学生，学生的创新能力得到了培养。课堂发表，给了

学生们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尤其是一些成绩一般，性格内向，平时默默无闻的同学，在成功回答了老

师和同学们的提问后，其成就感和自豪感油然而生，成为他们学习的动力。开放式的评价方式，是学生

不再纠结于期末考试的一搏，更注重于学习和研究过程中个人能力的提升。实践结果表明，这一教学模

式提高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增强了他们的创新能力。 

基金项目 

光电教指委全国高校光电专业第三批教育教学热点难点教研项目“基于创新课程的光电专业实践教

学体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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