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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究性教学有助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针对目前部分探究性教学形式化、学生参与程度不高的问题，结

合杜威的兴趣理论及科学探究理论，本文提出了兴趣驱动的探究性教学理论，该理论注重让趣味性充满

探究性教学的每一个环节。然后结合算法课程教学实践，从情境创设、历史史料、一题多解、提出新问

题、实践应用五个方面探索了算法课程中兴趣驱动的探究性教学方法，而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语言感染力

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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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quiry teaching is useful to cultivate innovative talents. In response to the current issues of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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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ization of some inquiry teaching and low student participation, combined with Dewey’s inter-
est theory and scientific inquiry theory, this article proposes an interest-driven inquiry teaching 
theory that makes fun filled with every aspect of inquiry teaching. Then reference to the teaching 
practice for algorithm curriculum, inquiry teaching methods driven by interest in algorithm cur-
riculum were studied through five aspects of the creation of context, historical data, multiple solu-
tions to one problem, putting forward the new problem,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 addition, the 
teacher’s language influence was also very important for our teaching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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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探究性教学是美国著名教育家施瓦布于 1961 年在《作为探究的科学教学》报告中正式提出的一种教

学方法。其核心思想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主动地从学习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选取与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

有关的问题和项目，用类似于科学研究的方式去获取知识、应用知识和解决问题[1]。探究式教学的本质

仍是问题探究，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在大学施行探究式教学对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及实现把我

国在 2020 年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无疑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然而，目前一部分教师在新理论的教

育实践中，流于形式，与探究式教学貌似神离，这不但直接影响了教学效果，更重要的是影响了学生对

探究式教学方式兴趣，造成了学生对探究式教学的“冷反应”。爱因斯坦曾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杜威也指出，不应低估学生自主学习所释放的能量，教师应尽力使用有趣的学习材料，调动学生的学习

兴趣。鉴于此，笔者将趣味性融合于探究性教学过程中，在教学中着重于学生兴趣的驱动，并在探究性

教学理论上结合学生学习兴趣做了一些探索。 

2. 兴趣驱动的探究性教学理论基础 

2.1. 教育家杜威的教育性兴趣理论及其形成 

杰出教育家杜威特别重视教育性兴趣的培养，认为兴趣理论的内在主旨是关于教育性兴趣的培养；

而分析兴趣的内涵，找出利用兴趣的标准，及对教育性兴趣分类，只是兴趣理论研究的外在形式。杜威

提出在教学中形成教育性兴趣，应注重以下三个要点。第一，动机与学习材料之间的统一。动机是由个

体的内在需求引起的一种驱动力，它使个体的注意力专属于某一活动对象及其过程，动机表达了个体对

活动对象及结果的关心与渴望，同时自愿采取行动。在杜威看来，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动机与学习材料二

者不能是孤立、分离的，而应是高度统一的。教师不应忽视或低估学生自主学习所释放的能量。教师应

尽力使用有趣的学习材料，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第二，思维发展状况与学习任务之间的协调。 只有在

教学中把学习过程、学习结果与学生个人联为一体，才能促使生认真思考，探究反省；才能引起学生积

极持久的兴趣，学习也会真正有效，理智在兴趣的满足中得到不断的增长。第三，直接兴趣与间接兴趣

之间的转化。一般而言，直接兴趣是把注意力放在当前的对象上，间接兴趣的注意力则不全在当前的事

物上。对于属于间接兴趣的教学内容，要通过学生自己的活动，逐渐认识到所从事活动的价值，进而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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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学生把当前正从事的活动看作未来活动目的的一个中介步骤，并有效地过渡到下一活动之中[2]。 
孔子亦有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学习的动力，是教学

质量得以提高的重要因素，没有兴趣，学习就成为机械性学习、应付性学习。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

生的学习兴趣，特别是把间接兴趣逐步转化为直接兴趣是教师教学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2.2. 科学探究理论 

研究性《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1996)界定了科学探究的内涵是“科学家用以研究自然界并基于此

种研究获得的证据提出种种解释的不同途径，也指学习者用于获得知识、领悟科学的思想观念和科学家

们研究自然界所用的方法而进行的各种活动”。科学探究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式，有助于学习者科学素

养的提高。通过亲历与体验科学探究活动，有利于激发学习者科学探索的兴趣，增进对科学研究的情感，

获得科学知识，理解科学的本质，学习并掌握科学探究的方法，初步形成科学探究能力。科学探究的一

般过程与探究学习的过程是类似的。探究性学习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创设一种类似于科学研究的情

境，通过学习者独立自主地发现问题，以及分析、实验、收集与处理信息、表达与交流等探索活动，来

获得知识、技能、情感与态度的发展，特别是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发展的一种学习方式和学习过程。由

此，科学探究的一般过程可以理解为：提出问题、猜想与假设，制定方案，收集数据，解释与结论、反

思与评价、表达与交流等活动过程。科学探究能力是学习者或研究主体在科学探究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

展起来的，是对探究活动进程及方式起稳定调节作用的个性心理特征。科学探究理论始终将“问题探究”

置于核心地位，认为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且理论和实践创新都来源于对问题的探索

和求解过程，能够发现和提出问题是思维积极、具有较强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的一种表现。科学探究能

力是进行科学探究活动的基本前提。一个相对完整的探究活动包含的能力要素有八个维度：提出问题、

形成课题的能力；猜想与假设的能力；制定探究方案的能力；进行实验的能力；收集证据的能力；分析

证据、形成结论的能力；反思与评价的能力；合作与交流的能力。这也是学生科学探究能力评价标准的

体系[3]。 
综上，兴趣驱动的探究式教学是一种注重培养学生兴趣的探究式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学

习材料的趣味性、同学生活的相关性等方式来调动学生的持久性学习兴趣，强调教师在问题探究过程中

引导学生把间接兴趣逐步转化为直接兴趣，让趣味性充满探究性教学的每一个环节；教师的角色由知识

的灌输者转化为趣味性问题情境的创设者、问题探究策略的引导者；学生的角色则由消极被动的接受者

转化为积极主动的参与者，学生的学习目标由“学会”转向“会学”。兴趣驱动的探究式教学内部要素

之间的关系可用图 1 表示。 
 

 
Figure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nal elements of interest driven exploratory teaching 
图 1. 兴趣驱动的探究式教学内部要素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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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兴趣驱动的探究性教学实践——以大学算法课程为例 

算法是大学中一门公认的难教、难学、难懂，又较枯燥的课程，但又是一门很重要的必修课，很多

大公司的校园招聘，都涉及到算法。学好了算法课，对学生以后的工作、科研都有很大的帮助。同时算

法本质上可视为问题的求解，其教学内容也适合探究性教学。基于此，也为了进一步提高算法的教学效

果，我院进行了算法课程的“兴趣驱动的探究性教学”教改实践，其要旨是在探究性教学全程中融入趣

味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主动参与到算法课程的探究性教学中来。 

3.1. 创设趣味盎然的问题情境 

创设趣味盎然的问题[4]情境是杜威兴趣理论的根本出发点。有趣味的学习材料是培养学生学习兴趣

的张力。如在讲述算法的第一次课时，就可引入一道阿里巴巴的面试题：据说澳大利亚的父母喜欢女孩，

假设在澳大利亚的家庭中，如果生出来的第一个女孩，就不再生了；如果是男孩就继续生，直到生到第

一个女孩为止。问若干年后，澳大利亚的男女的比例是多少？鼓励学生大胆猜想，并编程验证。问题有

趣，而且同学生以后找工作密切相关，马上就调动了学生学习算法的积极性。再如在介绍进化算法时，

可以创设出这样一个问题情境：日益匮乏的地球资源促使人类寻找新的宜居星球。假定地球人在太阳系

外找到了一个宜居，但还没有较高级生物的星球，不妨取名“新大陆”，但发现那里的大气、土壤与地

球略有不同。怎样把它改造为适宜地球人生活的居住的家园呢？鼓励学生多角度回答问题，同时引导学

生参考地球的进化史，重点把学生的思想引往达尔文的进化论方向。最后讨论出一个进化论的算法框架。 

3.2. 在讲述具体的知识点时，引入历史史料，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例如在讲述算法课程中图论的内容时，可以切入著名的哥尼斯堡七桥问题，该问题简单明了，同生

活问题相连，容易引起学生兴趣。然后引导学生探究求解，复制欧拉的探究过程。也就是说，该方法不

仅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还通过一系列相关历史史料来还原问题的求解脉络，探究过程。同时，在

讲述过程中注意语言感染力，以活跃教学气氛。如在回溯法教学中可以对常见的迷宫问题做修改，把迷

宫格子描述成房间，入口和出口分别对应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房间，罗密欧怎么找到一条到朱丽叶的房

间的通路。 

3.3. 探究过程注重一题多解，探究过程层层深入 

 
Figure 2. Three major problems in algorithm teaching, one problem with 
multiple solutions 
图 2. 算法教学中的三大问题，一题多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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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教学主线，如图 2 所示，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而且算法课程内容本身就是探究性的，课程中知识

点之间相互联系，层层深入，这种关联非常有利于在算法课程中全面实施探究性教学。如对背包问题，

从分治法求解到动态规法求解；从回溯法求解到分支定界法都是探究过程的深入。 

3.4. 在探究过程中鼓励学生举一反三，提出新问题，并探究求解 

如在讲完 Dijkstra 算法后，可结合计算机网络中的路由算法距离矢量路由算法和链路状态路由算法

来对比 Bellman-Ford 算法与 Dijkstra 算法的差异：Bellman-Ford 算法只需局部信息，而 Dijkstra 算法需要

全局信息，但应用 Dijkstra 的链路状态路由算法收敛快的多。进而引导学生提出新问题：对于单源最短

路径问题，还有比 Dijkstra 算法更快的算法吗？答案是有的。鼓励学生查阅相关文献，探究求解。再如

上文提到的罗密欧找朱丽叶问题，罗密欧怎么最快的找到朱丽叶？即存在多条路径时的最短路径问题；

还有七桥问题，七桥问题可以归结为一笔画问题，既然回到出发点不能一笔画完？那到底几笔能画完？

在课堂中，鼓励学生大胆地提出这些问题，并探究求解之，将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3.5. 重视算法的实践应用 

算法最终价值的实现，还是在于其实践应用。学以致用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如对

于最大流问题，可以拓展讲述其在图割算法中的应用，使用图割算法可以教精确地来进行图像分割；还

有在探究式教学的反思与评价阶段，可以开发一些小游戏架好框架，仅仅留下算法的实现部分，让学生

“填空”完成，所见即所得，这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主动性，巩固了教学效果。最后再鼓励学生自己研

究整个游戏的代码实现，并提出新问题，作出改进，主动地进行探究式学习。 

4. 总结与展望 

书山有路“师”为径，学海无涯“趣”作舟。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兴趣驱动的探究性教学对教师的

要求。本文根据杜威的兴趣理论及科学探究理论对兴趣驱动的探究性教学做了一些理论研究，并结合算

法课程进行了实践探索，总结提出了算法课程中兴趣驱动的探究性教学五个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

果。 
教学是一门艺术，艺无止尽。下一步将继续就兴趣驱动的探究性教学理论与方法进行探索，充实教

学的兴趣材料，提高教学的艺术水平及教师的自身专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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