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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an important step to improve the students’ learning efficiency in the current education reform. 
Through the research-based learning method for students, we can promote the teaching purpose. 
Based on the teaching of professional material course, it was found that implementing the re-
search-based learning method combined with the knowledge points of the course, and the inte-
gration of group discussion and classroom lectures will reach an excellent results,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the participation of student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fficiency of students’ learning and 
the comprehensive training of the students’ ability to organize and coordinate. This method also 
helps students develop their interests, combine classroom knowledge with real life, and get the 
ability of finding, analyzing and solving problems in their real lives. Research-based teaching me-
thod can be combined with other teaching methods in the teaching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gene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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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提高学生学习效果是当前教育改革的重要环节，对学生采用研究型学习方法可促使此教学目的的实施。

结合材料专业课程教学研究发现，对学生采用研究性学习方法结合课程的知识点来实施研究型学习方法，

同时融合小组讨论和课堂演讲，有利于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更有利于学生提高学习效率，综合培养

学生的组织、协调的能力；基于研究性学习方法，学生能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将课堂知识与现实生活

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促使他们去发现问题、学会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此问题的可行性方法。研究型

教学方法可结合其他教学方法在专业课程教育和通识教育教学环节中加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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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研究性学习是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在学习和生活中选择和确定研究专题，主动地获取知识、应用

知识、解决问题的活动[1] [2]。基本目标是培养学生具有永不满足、追求卓越的态度，培养学生发现问题、

提出问题、从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学生从学习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获得的各种课题或项目设计、作品的

设计与制作等为基本的学习载体。基本内容为在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全过程中学习到的科学研究方法、

获得的丰富且多方面的体验和获得的科学文化知识。教学形式是在教师指导下，以学生自主采用研究性

学习方式开展研究。研究性学习与社会实践、社区服务、劳动技术教育共同构成“综合实践活动”。尽

管涉及综合的知识，但它不同于综合课程，而是以科学研究为主的课题研究活动。尽管以问题为载体，

但不是接受性的被动学习，而是以研究性学习为主要学习方式的课程。无论是专业课程还是通识课程，

对于教学知识点均具有一定的综合性、灵活性、开放性。学生可以根据教学培养目标和自己的未来职业

规划(包括毕业去向及兴趣)来选择不同的课程，从而完成一个学期的学习任务。对学生来讲，如何使得学

习目的更明确、学习内在动力应当更强劲，这是学生学好各门课程的必要条件。对教学课程实施研究型

学习方法的研究与实践，无疑会有效提高教师的教学效果，同时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为他们今后的职

业规划奠定基础。自课程《绿色材料与绿色能源》[3]设置以来，我们主要以教师的讲授为主，目前还没

有考虑研究型学习方法在此课程中的教学尝试与运用。本项研究主要是为了探究研究型学习方法在教学

环节中实施的有效途径及对教学效果的影响规律，并建立相应的电子档案袋[4] [5]。 

2. 研究方式及步骤 

具体实施过程包括，1)将课程内容分成八大部分，在每一部分结束时就列出本章内容的主要知识点

(2~5)个；2)以此知识点为研究课题，将学生分成不同的研究小组，每个小组 3~6 人；3)在各小组中，由

他们自己推选一名组长，其他学生为组员；组长负责记录要点，和最后的阐述；每次的研究小组组长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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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更换，以保证在整个课程学习中都有一次当组长和演讲的机会；4)在演讲环节，组长及各组员将自己

的名字签在一张 A4 纸上，并写下各要点。一方面可以在演讲时能够调理清晰，另一方面，便于老师掌

握各小组的进展状况。这张 A4 纸最后交回老师手中；5)基于此信息，统计比较各次研究性学习的效果。

6)课程的大作业将基于平时的研究内容，随机选择课程论文的题目。由于平时的积极参与，在大作业的

撰写过程中就知道如何抓住要点，并突出重点，提出有效的方案与措施。 

3. 研究结果及分析 

根据教学内容的讲述，在每个重要知识点讲述结束后，均安排研究性学习方法实施环节。总体的课

程讨论主题包括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知识点，分组查阅相关信息，并进行分工合作，由小组组长进行

讲述，而且每次的小组组长必须进行轮换，以保证每个学生具有作为组长并领导小组的机会。研究结果

表明，1)研究性学习方法是促使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过程的最好方法之一。大学教育的目的不再是为了应

付考试，更不是为了获取一直文凭，而是每个人步入社会前的一个重要教育阶段，包括人格和能力的培

养。学生们在高中阶段的学习可能大部分是为了考上好的大学，其对未来所从事的专业及职业缺乏全面

深入的了解。而进入大学之后，他们对未来的定位和发展会存在非常多的选择。这种多元化的选择会阻

碍学生专注于某一件事情，同时也阻碍了他们积极性的投入。他们更多地是选择试试看的态度，喜欢就

进行，不感兴趣就放弃。研究性学习正好给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参与和尝试的机会。2)结合知识点，实

施研究性学习方法有利于学生深入掌握本知识点的相关内容。学生尽管有较多的选择和自由，但并不意

味着学生是完全开放的态度，对未来的发展他们还是非常期待和看重的，特别是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

当今，专业及就业等现实问题就摆在他们的面前。如果没有过硬的专业素质，势必被这个社会所淘汰。

基于这种考虑，他们对专业知识依旧是非常重视的。同时由于课程非常多，重点掌握一门课程的主要知

识点就是他们提高学习效率的一个良好选择。所以作为主讲老师应当将一门课的知识点分类列出来，针

对这些知识点采用一些有效的方法来促使学生尽快掌握，同时也能引导学生深入理解这些知识点。3)在
研究型学习方法中融合小组讨论和课堂演讲，对于培养学生的领导能力、相互协作能力具有积极的作用。

由于课堂时间有限，在教学环节中不可能让每个学生都有表达自己见解的机会，所以实施小组讨论是非

常必要的。但对小组讨论的题目及内容、要点要清晰明确，这样学生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如 10 分钟准

备，5 分钟演讲)完成所选题目的分析及演讲。同时对小组中各成员的分工不必太严格，让他们自己决定

自己的组长及演讲者。组长的责任是负责组织各成员积极分析命题、寻找资料、列举要点等，包括记录

和汇报演讲，所以每一次演讲要更换组长，其目的就是为了让这种方法能覆盖到每个学生，让每个学生

都能机会作为组长来组织和上台演讲。4)建立了相关课程的电子档案袋[3]，这样有利于课程的长远规划

和总体教学效果的提高。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门课程会在每年开设，若没有反馈和对比，就不会有

改进和进步。所以建立电子档案袋非常有必要。同时电子档案袋不仅仅是给授课老师看的，同时可以供

选课的学生阅读，也可给其他老师作为参考。因此课程的电子档案袋应当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接受老师

和学生的监督，这对于本课程的改进和提高是非常有帮助的。 
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知识点是我们每堂课的主要教学内容；围绕知识点的教学有利于突出每门课

的重点。但如何让学生真正地抓住重点，尽快掌握知识点，是提高学生学习效果的关键。结合知识点实

施的研究性学习方法可以达到这一教学效果；在实施研究性学习中，融合小组讨论和课程演讲，可以实

时地促进学生深入地理解此知识点，并实时培养了学生的综合能力。结合知识点设计研究性学习的小课

题的题目，并将学生分成各研究小组，依据一定的原则划分学生的角色，组织课堂小组讨论并实时演讲，

便于老师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也有利于促进学生相互协作和深入学习。电子档案袋是一个促进教学的

好方法。随着课程的进行，同步建立相应的电子档案袋，这样有两个优点：1)对学生，可以及时了解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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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进度及相关的学习重心；2)对教师，可以实时记载相应的教学步骤及计划，便于以后的提高和改进。 
研究性学习主要与传统的接受性学习相对。一般来讲，凡是学生通过自己亲身参与的实践活动(如观

察、调查、访谈、试验、设计、制作、评估等)获取知识、得出结论、形成产品，而不是由教师将现成的

知识、结论通过传递式教学直接教给学生的学习方式，都属于研究性学习。研究性学习的本质在于，让

学生亲历知识产生与形成的过程；使学生学会独立运用其脑力劳动；追求“知识”发现、“方法”习得

与“态度”形成的有机结合与高度统一。这是研究性学习的本质之所在，也是研究性学习所要达到和追

求的教育目标。国内有学者对开展研究性学习的理由进行了概括与总结，认为探究是一种人的本能，儿

童天生就是探究者；探究是人的生存之本，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探究是学生了解和认识世界的重要

途径；通过亲身探究获得知识是学生自己主动建构起来的，是学生真正理解、真正相信是真正属于学生

的知识；探究对学生的思维构成了挑战，有利于思维能力的培养；探究过程要求综合运用已有的知识经

验，有利于学生将所学知识加以整合，也有利于学生学以致用；研究性学生有利于保护学生的好奇心，

对于兴趣和个性的培养至关重要；探究有利于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探究有利于促

进学生学会合作、学会交流、学会倾听、学会批判和反思，从而为民主品格的形成打下坚实的基础；在

亲历探究过程中，学生经历挫折与失败、曲折与迂回、成功与兴奋，这种学习经验是他们理解科学的本

质与精神的基础；研究性学习引导学生自主获得知识或信息，对于学生学会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型教学模式是相对于以单向性知识传授为主的教学模式提出的，是教师以课程内容和学生的学

识积累为基础，可有效引导学生创造性地运用知识和能力，自主地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在

研讨中积累知识、培养能力和锻炼思维的新型教学模式。以传授知识为主要特征的教学型教学向以培养

认知能力为主要特征的研究型教学转变是当代高校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研究型教学的要点在于极大地

引起学生对学科的兴趣，拓宽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从而对学科进行比较深入地探究、

研究，最终使得学生能够有所发现、发明和创造，就这一点而言研究型教学具有普适性。 

4. 结论 

结合课程的知识点来实施研究型学习方法，同时融合小组讨论和课堂演讲，有利于学生积极参与课

堂教学，更有利于学生提高学习效率，综合培养学生的组织、协调的能力；基于研究性学习方法，学生

能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将课堂知识与现实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促使他们去发现问题、学会分析

问题，并提出解决此问题的可行性方法。研究型教学方法可结合其他教学方法在专业课程教育和通识教

育教学环节中加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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