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3, 13(2), 421-428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2069   

文章引用: 杨莎莉, 吴欢欢, 严非男. 参与式教学在研究生课程中的探索[J]. 教育进展, 2023, 13(2): 421-428.  
DOI: 10.12677/ae.2023.132069 

 
 

参与式教学在研究生课程中的探索 

杨莎莉，吴欢欢，严非男 

上海理工大学理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3年1月1日；录用日期：2023年1月28日；发布日期：2023年2月6日 

 
 

 
摘  要 

在新时代教育不断改革的背景下，研究生教育是国家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以及人民安居乐业的

必备力量。研究生教育必须要适应学科和社会的发展，必须要尊重研究生的身心特征及其发展规律。社

会、高校与导师应积极合作探索，大力推进教育课程改革，不断更新教育教学方法，促进研究生独立学

习和研究能力大幅提升。本文分析了研究生课程中存在的问题，探索了参与式教学在研究生课程中的效

果，并针对相关问题给出一些改善策略，为深入了解和改革高等教育提供一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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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ntinuous education reform in the new era, postgraduate education is a 
necessary force for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the harmony and sta-
bility of society, and the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Postgraduate education must adapt to the de-
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and society and must respect postgraduates’ physical and mental cha-
racteristics and the laws of their product. Community, universities and instructors should actively 
cooperate and explore, vigorously promote education curriculum reform, constantly update edu-
cation and teaching methods, and promote postgraduates’ independent learning and research 
ability to improve significantly.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problems in postgraduate courses,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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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ores the effects of participatory teaching in doctoral studies, and gives some improvement 
strategies for related issues, providing a solution for a deeper understanding and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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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与式教学内涵 

参与式教学是指全体师生共同建立民主、和谐、热烈的教学氛围，让不同层次的学生拥有参与和发

展机会的一种有效的学习方式，是一种合作式或协作式的教学法[1]。教师采用参与式进行授课，在课程

中教学以学生发展为基础，师生相互交流沟通的同时，所有的教学工作均围绕学生开展，以学生为中心。

教师在课堂中教学方式不仅要多种多样，而且要能够激发学生全身心投入课堂学习的兴趣，吸引学生愿

意并乐意去学、去思考、去探索和发展。本人在授课阶段发现学生在学习阶段容易与老师产生各种各样

误会及不愉快，如：授课风格不适应、教育方法不理解以及排斥生活上的关心等。研究生阶段学生已是

成年人，对事物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极易与授课老师的想法不一致，导致出现学生埋怨老师、老师区

别对待学生等现象。参与式教学极大程度促进学生和老师沟通，从而和谐师生间的关系。通过参与式方

法在讲堂上的探索并应用，不仅能大幅度提升教师的成就感和幸福感，而且可以让学生对所学的知识有

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2. 参与式教学特征 

2.1. 全员民主性 

在研究生阶段因为是根据学生兴趣爱好自由选择课程，所以教学课程多而分散，每节课程所选择的

人数比本科阶段强制性选择课程的人数少，因此教学教师不仅可以专注每位学生的学习，而且能注意到

学生的生活。每位学生都可参与到课堂中，教学模式中的主体也就由单一体转变为双主体甚至多主体。

此外在教学过程中由传统教学模式种教师说什么是什么转变为师生平等，学生有权提出任何问题，甚至

教师授课存在疑点学生能够和教师进行辩论的新型教学模式，这一方面能够强化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

锻炼学生的思考和质疑课堂知识的能力；另一方面能够促进师生和谐相处，相互提升，达到双赢，这是

课堂民主性极大提高的表现。 

2.2. 开放互动性 

参与式教学中存在“教师授讲学生质疑”互动与“学生汇报教师点评”互动。在课堂互动中学生允

许有自己的观点、思路与见解，同学们可以自我思考也可以和同学自由讨论探索，针对未能解决的问题

疑惑及时向教师寻求帮助。课堂的开放性、学生的独特性与教师的引导性相互融合发展，相辅相成以激

发学生的创新能力。参与式教学的目的是充分开放课堂，培养学生勇于探究、乐于探究和善于交流的能

力，让学生处于课堂的中心、学习的中心与发展的中心，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主观能动性能得到极大

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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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评价综合性 

参与式教学有其独有的教学模式与方法，自然而然学生重视的课堂评价以及成绩打分与传统评价模

式方法不同。针对学生的学习，评价不再是由教师一人决定，而是由学生的综合表现决定。小组汇报点

评、同学间评价建议、作业和签到完成情况、以及课堂上互动次数等多个评价因素都是参与式教学评价

的部分。参与式教学强调的是对学生学习的过程性评价，重视学生的学习参与程度与态度、团队合作与

成果，评价学生意志信念、能力锻炼及情感体验等综合表现，评价标准更注重综合性考量。 

3. 参与式教学存在的问题 

随着时间流逝，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我国近

年来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航空航天技术深入发展壮大，深海探索技术不断突破更新，政治军事继

续书写传奇。此外我国高端人才培养工作持续顺利推进，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果。如近年来高中教育

全面普及，高等教育持续推进，高端人才逐渐入市并引领市场方向。虽然高端人才的培养工作得到了较

为全面的发展，但以研究生为主的社会高端人才自我创新能力、独立提出并解决问题的能力仍受大众质

疑。为了促进研究生等人才高质量发展，深入了解当前研究生培养工作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制定解

决方案，进一步完善研究生培养工作已刻不容缓。 

3.1. 客观原因 

3.1.1. 培养机制不太完善 
参与式教学能够真正的运用到研究生课程上主要取决于学校的重视以及院系的落实。当前我国不仅

是教师、高校管理者甚至高校内部因为传统教学模式观念根深蒂固，所以仍然把学生的考试成绩作为评

判的唯一标准。同时对参与式教学是否有利于学生发展持反对态度，认为课堂氛围活跃并不利于学生学

习与发展。因此学校重视不足与教师配备不强等方面制约着参与式教学在研究生课程中的发展。此外研

究生课程理论较多，动手实践操作较少，而且可供选择的课程除英语政治外，大部分为相关专业内容，

跨学科的对学生未来就业发展的选修课程较少甚至没有，而课程体系设置的培养取向也与学生就业意向

脱节[2]。 
教师设计的参与式教学效果不佳，少数教师忽视了课前设计的关键性，在课前引入、新课讲授和活

动安排过程中，缺少课堂教学开展前期的准备筛选工作。其次，课堂上活动分配、组织与引导能力不强。

再后参与式教学反思的设计能力不足，无法提高教学效果。因为大多数参与式教学注重活动过程，教学

反思环节通常会被教师遗忘或者敷衍对待，参与式教学应用程度所取得的效果不好。此外。研究表明在

研究生课堂上，绝大部分教师以讲授为主，以实验为主较少，以互动讨论为主的更少[3]。教师讲授方式

单一，内容枯燥无趣导致研究生课堂参与程度不高。教师给予研究生从事课题研究的机会与数量不足，

牵头主持科研课题的机会更少，所以研究生科研能力普遍偏低。 

3.1.2. 教学评价不够充分 
教学评价是参与式教学的重要环节，具有评判、激励和调节作用，是培养人才必不可少的环节。参

与式教学因其自有的特点，相比传统教学评价取得的效果往往更高更标准。传统教室的授课模式往往是

老师在课堂上讲课为主，课堂中的练习在纸上作答，无法全部统计，老师无法知道学生是否真正理解和

掌握，很难在教学过程中及时发现问题，互动性差一些，对学生的评价也差一点。而当前参与式教学的

评价体系相对滞后于参与式教学的需求度，在具体评价中缺少对参与式教学的科学评价标准。这种评价

机制欠缺造成了教师在参与式教学活动中既顾虑自己的教学方法与能力，又顾虑学生接受程度的两难境

地，亟须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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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主观原因 

3.2.1. 学生方面 
在研究生阶段学生刚经历一年辛苦考研的备考之路，加上刚进入一个新的环境开展学习，势必会出

现学习浮躁懈怠的情况。此外学生对于研究生的学习看法出现偏差，认为研究生课程不需要付出极大的

努力，课程与所研究的方向无关，甚至不用心学也能写出论文然后顺利毕业。对于学生来说未能转换以

往的学习方式，这种种势必会让学生对基本知识点与基础课程不熟悉，导致学习研究的效率不高。参与

式教学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学生为学习主体，然而由于研究生二十多年以来所接受的教学方式都为被动学

习，学生主动参与到课堂教学中的意识热情并不强烈。还有一部分学生并不关注所学过程，造成了学生

表面上参与到学习中，但内心未真正接受，对待课业应付性地搜集信息，没有目的进行讨论等不良现象

出现。学生主观参与意识不强，势必影响参与式教学深入持续推广。 

3.2.2. 教师方面 
研究生是我国学术研究和项目探索的主力军，是创建创新型国家的绝对领导力量，是能够堪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传承者，是党和国家实现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为培养更多具有原创能力的高端人才，近年

来重新审视和反思研究生培养模式和成效的工作已被陆续被提上日程[4] [5]。发现问题、找寻对策、改进

工作，总结反思等方法用来探索提升研究生的创新能力[6] [7]。张伟等人介绍了目前高校教学中存在的问

题，指出了多维实践平台研究的主要内容，共同促进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提升[8]。郁辉涵等人提出了基

层教学组织的一种新探索的虚拟教研室，满足了新时期专业育人的需求[9]。蒋国萍等人探索实施跨越式

教学具体途径，并对硕士研究生的创新性思维的配套问题提出了建议[10]。对于学术界教员来说，花费大

量的精力进行研究的目的已经不是为了名声、荣誉以及社会地位；而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创新和探索能力，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这些研究显示出导师指导风格迥异，一对多的导师指导模式仍占据主要位置，导师

组指导制度虚化等一系列问题。尤其重要的是教师运用参与式教学的主观意识不强，部分教师担心能力

有限，运用参与式教学会使学生无法掌握系统知识。或者是部分教师因为缺乏教学经验和同行前辈的指

导，在教学过程中实际运用参与式教学取得的效果并不如预期所想。高质量的导师队伍是我国培养高端

创新人才的重要保障，导师教法的运用与指导的好坏直接影响甚至制约着多数研究生的发展。在以上探

索研究的基础上，为更好地开展教学，有效提高学生学术质量，具体细化的改善措施急需探索。 

4. 参与式教学改善策略 

4.1. 客观原因改善策略 

4.1.1. 培养机制不太完善 
深化改革课程教学体系，完善研究生课程设置，改变传统教学方式，实施互动探究式教学，是支持

导师科研创新和保证研究生发展质量的充分必要条件。以本校为例[11]，本校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业务、

流程、资产的数字化，从而构建以教学、科研为核心，以人事、财务、后勤、资产等为支撑的业务管理

指标和指标数据体系；结合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实现全业务数据共享和系统场景化集成；以

智慧运营中心为窗口，以可视、准确的数据为依据，驱动学校管理和服务的不断提升；以智慧校园信息

生态系统建设为载体，构建师生、校友、大学系统、合作伙伴和智慧城市信息共享、互联互通的智慧校

园生态圈，从而达到理想的互动分享效果。尤其是学校打造的智慧教室主要分成互动智慧教室、大型智

慧教室和普及型智慧教室三大类。互动智慧教室适用于讨论教学、常规授课、学术报告、演讲等教学活

动，同过随意的移动座椅，可以组成不同的互动模式，快速进入小组讨论的学习场景。大型智慧教室是

学生座位人数较多的智慧教室，供于日常教学和小型学术报告所用。教室包含了内容展示系统，拾音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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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系统，远程教学系统，常态化精品录播系统，设备/环境管理系统，以及空间物联网系统。普及智慧教

室用于日常讲授型，能够支持不同校区或者教室实时互动，还能支持老师、学生在家或异地通过手机、

PAD、PC 远程接入，是最适用于疫情或其他情况下，师生无法到教室的情况下的教学课堂模式。学校的

智慧教室打造的是一个全新的教室设计理念，与传统课堂最大的区别是智慧教室便于大班学习、小组讨

论，同时还配置了公共学习空间。公共学习空间，是为同学打造的提供课后讨论、自习、师生交流的一

站式服务教室。不仅如此，智慧教室还配置了一系列特色功能系统，例如刷脸签到、课表查询显示屏、

直播系统、电脑手机互联等智慧数字化设备系统。如图 1 所示，一网全学教学模式改变了以往教学的实

施方式，更好地增强了学生在校学习的体验感和满足感，为各学校促进学生参与到课堂，提升学生的创

新创造能力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案。 
 

 
Figure 1. “One network for all learning” teaching model 
图 1. “一网全学”教学模式 

 
除此之外学校要大力开展学术交流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加与自己专业方向不对口的学科，了解一

些额外的知识，促使跨学科和专业的学生相互探讨学习。同时学校要加强与国内外高校的互动培养，积

极邀请高校专业教师来校开讲座，充分利用优势资源以提升研究质量，形成优势互补的联合培养机制。

传统的关于研究生培养由单导师负责，少数可能由双导师培养，但多导师培养机制非常罕见。为了能有

效避免单导师指导带来的偏差，不仅学生要参与互动，导师更要参与互动，要构建跨专业、跨学科甚至

跨学校的导师组，积极鼓励研究生参与到相关导师的课题中，提升研究生参与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充分

发挥导师组联合培养优势，培养具有多专业、多学科知识的创新型人才。 

4.1.2. 评价体系方面 
参与式教学倡导多元化评价体系。在教学成果的验收过程中优化科学评价体系，注重多元化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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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学生参与课堂程度、小组汇报优劣与课业考试成绩等不同的侧面和切入点进行评价。坚持创新及尊

重个性差异的原则，给予教师和学生更多自由评级的权力。建立学生自评与互评体系。同学间对于彼此

都十分了解，可以在课堂上设置互评制度，针对同学在学习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大家一起探讨，共同反

省进步。完善教师评教制度。教师评教可以包括学生的学习方法、学习内容、自我管理与学习成果等方

面。教师的评价从某一角度来说最能真实反映参与式教学中师生互动情况、参与式教学是否深受学生喜

爱，较全面地反馈参与式教学的实际效果。 

4.2. 主观原因改善策略 

 
Figure 2. Diagram of the improvement strategy 
图 2. 改善策略示意图 

4.2.1. 学生方面 
许祥云表示“生导互动”行为是研究生与导师双方相互作用的一个过程，是一种合作行为。互动双

方任何一方意愿的缺乏，都将导致互动行为的停滞或互动过程与内容的表层性[12]。如图 2 所示，从学生

角度来说，学生首先应该明白教学不只是教师的任务，教师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学生，树立良好的学习

和沟通心态，从根本上转变学习研究观念，十分有利于其未来的发展。此外针对研究生学习的各种各样

情况出现，参与式教学应用到研究生教学中能改变学生以往的学习方式，是极为合适的。如本人带研究

生“物理学前沿”这门课程，在课堂上除本人授课外，学生会主动提出问题并针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这充分体现学生涵养批判性思维，影响其深入研究问题。然后讨论结束小组代表汇报，每位学生对此问

题都有自己的参与讨论，这发挥学生的想象力，每位学生都建构新颖的观点。此外学生在研究生阶段通

常一年级学习研究的基础课程，基础课程是由学院各位老师共同开展的。每位教师授课方式大同小异，

目前院校教师都会采用参与式教学进行授课，只是学生参与到课堂上的程度不一样，课程对学生的影响

也就不一样。研究生二年级及以上基础课程学习完毕就会变为一导师引导一个或几个学生深入开展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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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更需要学习动手操作，亲自参与，学生通过分析论证会针对某一老师的问题

向其他老师进行求证，学生的科研兴趣得到极大表达，可见参与式教学能够改变学生学习懒惰性，学生

在一系列参与式教学实施到研究生课堂所取得的效果是较好的。 

4.2.2. 导师方面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想法，观点和情感，不仅是针对学生来说，教师也是一样。不同的教师指

导水平和风格不一样，对学生付出的心思和精力也不一样。教师对课程的态度与素养潜移默化的影响着

所教学生，教师在授课的过程应注重让每位学生都积极参与到教学活动中，让学生用自己的努力付出去

探索去发现，这样所取得效果会远远大于传统的“填鸭式”教学。哪怕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在学习的进度

缓慢，学习成果不显著，但慢慢走，一步步来就总会触碰到知识的高峰。因为研究生课程所教授的课程

类别较少，但要求学生对知识的见解不像大学生时的浅显，而是十分深入，所以要想培养研究生思考和

探索能力就要在教程上花更多的时间，而虽慢但进恰好就是研究生课程相比本科课程来说的优势。研究

就是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探索某一件事物，花费几年、十几年甚至一生的时间来做某一件事，去证明一

件事的对错，去验证理论的可实施性，去创新之前从未有过的方法。无数仁人志士用自己一生去奉献探

索，如江泽民：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袁隆平：择一事终一生，用一粒种子

改变世界。吴孟超：手中一把刀，心中一团火，肝胆相照济苍生。彭士禄：“深潜”一生守望祖国海洋。

林俊德：扎根大漠 52 年为国铸“核盾”。这些伟人都在各自的领域默默奉献着，都在不断的创新理念更

新方法以突破自我，都在诠释着一生的选择。 
教师在引导学生进行科研的时候，也要向前人学习，全心全意去奉献自己，想尽办法多和学生进行

沟通，及时准确的掌握学生的考虑与想法，深入挖掘学生的发展潜能，培养学生喜欢学习科研，喜欢探

索发现以及擅于创新的能力，与学生间形成一个良好的师生关系，使学生成为有个性和有能力的学习主

体。适合就业的学生及时给予就业信息与指导，积极鼓励其就业实习，使理论学习与实践就业有机结合，

展现自身所学知识的价值；适合继续科研的学生要为其营造一个比较合适的科研环境，促进学生探索和

创新能力全面提升。对于学习态度较好、综合素质较高以及创新能力较强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要尽可

能的多沟通了解并及时给予其推免、直博的机会，让其科研创新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5. 结语 

在探索学生参与课堂互动中，在培养高端人才的过程中，一代又一代的先辈们付出自己的努力和心

血，这是对理论、科目和研究极大的热爱，殷殷教诲更体现出教师对学生深深的关心爱护。不只是教师

一心一意服务于祖国的未来，党和国家在关于人才培养上也相继提出 985 工程、211 工程和双一流战略，

只为提升高端人才的竞争力，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增强国家的国际地位。大力推进参与

式教学进课堂，教学过程中采用参与式的教学方法不仅打破了教师一言堂等传统的授课模式，而且大大

提高了教师的授课效率、激发了学生对课程深入学习的兴趣。当然参与式教学的应用、学生学习成果的

获得与国家高端人才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营造一种良好的学习氛围，创造一种和谐的师生关系，以

及参与式教学的推广需要教师、学生、学校、社会以及国家共同努力。青年一代尤其是以研究生为主的

国家和人民培养的高端人才在新的征程上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坚持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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