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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得研究生数量迅速增加，基于研究生人才培养策略，研究生教学质量的重要性越来越

受到重视，而培养创新思维是培育高素质科研人才的核心。通过分析现存研究生教学模式存在的弊端，

结合实际教学过程，对教学方法进行考察。实践证明，“案例教学法”、“问题导向型教学法”、“开

展第二课堂”比“传统讲授教学方法”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的能力，进而培养研究生人才的创

新思维，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研究生学习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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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pularity of higher education has led to a rapid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postgraduate stu-
dents,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quality of postgraduate teaching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ased on the strategy of cultivating postgraduate talents, while cultivating innov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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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is the core of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research talents. The teaching methods are ex-
amined by analyzing the drawbacks of the existing postgraduate teaching models and combining 
them with the actual teaching process. It is proved that “case study teaching method”, “prob-
lem-oriented teaching method” and “opening second classroom” are better than “traditional lec-
ture teaching method” for cultivating students’ ability of active learning, stimulates students’ in-
terest in learning and enhances postgraduate students’ enthusiasm for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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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它可以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创新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自李克强总理发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号召后，全国各地开始重视大学生创新教育，不断强化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对于大学生来

说，创新在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和促进未来职业生涯方面扮演着关键的角色[1]。建设创新型国家是 21
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大学是实施国家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力量。对培

养符合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人才负有重大责任。培养创新型人才是历史赋予大学的历史任务。对于大学生

来说，拥有良好的创新能力尤为重要。创造性思维是创新能力的重要决定因素。创新思维的培养有助于

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将创新思维融入大学生的日常学习和实践，有助于培养青年创新人才，提高大学

生的综合素质。激发大学生的创新思维可以提高大学生的素质，为中国经济增长奠定基础。只有全面提

高大学生的创新思维，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才能把自己的发展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把自己的

创业梦与中国梦紧密联系起来，增强党性观念，最终实现自尊和社会价值。大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有助

于促进其全面发展。培养创新人才要靠创新教育。改革人才培养方式，创造促进创新教育的环境，是大

学教育特别是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2]。 
高等教育普及使研究生人数迅速增加，同时对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3]。培养研究生的创

新思维和能力，提高研究生的科研素质和实践能力，是研究生教学实践中的一项重要任务。而教学方法

的改革是研究生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课堂教学不仅限于立德树人，增强学习动机、激发创造

性思维、调动学习积极性也是课堂教学的重要功能。鉴于高校传统课堂教学方法的缺陷，教学方法的改

革应以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为目标。通过使用案例式学习、问题解决导向和研究激活等教学方法[4]，
教师不仅可以帮助研究生掌握专业知识，走在各自领域的前沿，还可以提高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培养创新思维能力[5]。 
传统教育以“灌输”的基本方法为中心，以固化的方式教导学生，阅读和记忆，没有顾虑学习和理

解过程的客观规律，忽略了学生的理解和知识水平。随着科学和教育的发展，这种方法在高等教育中不

再被推荐，教育者要在教学中应用新的思想和方法[6]。教学方法的改革要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高校要

努力改进教学方法。教师应重视教育观念和教学方法的研究和更新。教师要重视教育观念的研究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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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教育方法的多样性和不同教育方法的相互配合，充分发挥教育的综合效应。教师要重视教育观念的

研究和更新，重视教育方法的多样性和不同教育方法的相互配合，充分发挥教育方法的综合效应。教师

要重视教育观念的研究和更新，重视教育方法的多样性，重视不同教育方法的互动，充分发挥教育方法

的综合效能。教学方法的改革是为了寻求新的方向，提高教学的质量和水平[7]。 

2. 影响研究生创新能力的主要因素 

目前，研究生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一方面，我国高校创新教育发展比较落后，没有形成比较系统

的高校创新教育体系，对于培育创新思维的这一概念的理解不够透彻[6]。在人才培养的发展过程中，以

学生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还没有真正渗透到发展过程中；以教育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还没有真正渗透到发展

过程中。学生仍然是被动的，机械得从导师那里接受知识和做研究任务，再加上某种教条式的僵化管理

制度，使得研究生缺乏自主思考的意识，从而遏制的创新思维的培养[8]。这种情况与某些教条主义和僵

化的管理制度有关，并没有让研究生真正参与到研究活动和教学过程有机结合的体系中。虽然近年来各

高校开始注重创新教育，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例如，高校创新教育更倾向于书面

形式，不管是学校创办的创新创业活动还是创新思维活动，大多都止步于以文本形式呈现，付诸实践的

少之又少。对于大学生的创新教育培育，高校在其资金支持也非常有限[9]。在另一方面，学生的大脑具

有惰性，创新意识薄弱，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更不用说无法提出有意义的研究问题了。研究生的研究

活动停留在低水平的迭代上，没有创新，质量不高。 
在教学形式上存在很多问题，如教学目标不明确，学术性不强，缺乏实用性，教学形式和方法没有

特色，教学内容陈旧，导致研究生研究兴趣不高，缺乏创新思维，研究风气不浓[10]。传统的教学方法已

经不适合于现阶段的研究生培养。传统的教学方法有两大弊端。第一，传统的教学方法采用的是以教师

讲授为主的方式，以教授课本知识为主，这就意味着研究生缺乏自主学习的能力，只能依靠教师的传授

来获取知识。第二，目前的研究生教学方法对研究生的科学素养重视不够。研究生的科研活动仅限于科

研课题，很少接触其他科研活动，实践能力低，创新能力差。以上诸多问题的存在，主要是源于高校对

创新教育的认识不够透彻。我们应该从思想观念、思维习惯、思维概念三方面着手，积极引导学生激发

创新思维，创造培育学生发散性思维的平台。借鉴国内外创新教育发展现状，鼓励学术创新，以不同的

视角激发学生创新兴趣。给予一定资金支持，鼓励学生将创新成果进行转化，把创新成果应用于实践，

保护学生的创新成果，提高学生的创新热情[11]。在研究生教育中，要解决学生对科学研究缺乏兴趣、缺

乏创新精神、科学素养不强的问题，鼓励研究生的创新精神，为我国科技发展培养具有较强科学素养和

综合能力的高水平人才。 

3. 研究生创新思维培育与教学方法的结合 

3.1. 问题导向型教学法 

问题导向型教学方法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开始在我国应用。最初在医学教育学科中应用，并取得了

较好的效果，逐渐被更多的专业和学习认可。问题导向型教学方法以问题为中心，充分调动学生的自主

意识和创造性思维。与传统的教学模式不同，学生转变角色，成为课堂上的主要参与者，主动思考和探

索问题[12]。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如果说传统讲授教学方法考察的是教师的学科框架，而基于问题的

学习方式则是让学生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网络，而教师则发挥引导作用，通过将抽象的课本知识转化

为具体的科学问题，学生不仅能够由浅入深地理解和拓展知识，还能提高他们独立学习和应用知识的能

力[13]，在这个过程中塑造科学思维。陈伯明和蒋吉清[14] (2023)通过在背景条件相同的班级上分别采用

了问题导向教学法和传统教学法，并将教学效果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问题导向教学法在提高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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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有较好的效果。问题导向型教学法在激发学生学习动力和强化学习效果方面具

有潜力，并且更着重于知识的灵活应用。王鹤潼和王剑峰[15] (2023)通过多年的反向教学设计探索与教学

实践验证，以师范专业认证为背景，以“学生中心”“成果导向”“持续改进”三个教育理念为导向，

对生物科学专业课程的教学改革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对生物科学师范专业的学生提出情景问题，学生

在对问题本身进行分析的过程中，能够培养学生应用所学知识进行缜密逻辑分析的科学思维。同时，问

题导向教学法对教师的素质也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需要教师的知识面广，对课堂的掌控力强。在传统

教学法下，教师的工作主要是清楚地讲授知识点，批改作业，讲解作业中存在的问题。而在问题导向教

学法下，教师不仅要对课堂内容进行讲解和梳理、管理课堂讨论、引领学生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

还要就学生讨论过程中提出的问题进行解释和引导，涉及的领域会大大超出该课程的范围，因此对教师

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16]。 

3.2. 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是“以学生为中心”从收集材料，到课堂讨论，再到展示[17]。因此，学生在每个阶段都

必须积极参与。在此过程中，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而教师的作用是教导、启发和帮助学生解决问题。

教师准备好案例研究后，应引导学生思考，学生经过自己收集数据、仔细思考、小组讨论等过程后，不

仅会加深学生对汲取课堂知识的印象，同时还激发了学生的的好奇心和想象力[18]。 
案例研究法是对传统教学方法的传承和发展。传统教学方法以故事为基础，擅长以有效和系统的方

式传达理论知识[19]。理论知识的传授是以系统的方式进行的，在叙述中穿插了例子和论点。它们被作为

说教材料来支持理论学习。案例研究方法虽然强调的是案例研究，但也需要对理论知识有充分的了解。

案例研究方法虽然以案例为重点，但需要对该学科的理论知识有透彻的理解。因此，案例研究法涉及到

一个多层次的方法。它旨在解释和传递知识，进而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基于案例的教学。案例教学法

是在课堂上进行的，更强调教师与学生间的互动。吴秀梅等[20] (2022)以材料弹性模量测量实验为例，在

探索大学物理实验教学实践中，基于建构主义教学理论，以学生为主体，在大学物理实验教学的实践中，

积极引导学生打破常规思维、大胆思考和勇于实践，多角度分析问题产生的可能原因及解决路径。教学

实践结果表明，学生在课前能够充分调研各种反应器类型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实例，对“反应器选型”

的重要性有了一定的了解，在授课过程中学生对这一部分知识点的掌握较为牢固。案例教学法强化了学

生对反应器选型这一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 
案例教学方法的核心内容是增强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法起源于哈佛大学法学

院，重点是现实生活问题的类型化和文本化，主要呈现的是教育困境，以及教师在教育中的作用。重点

是没有具体解决方案的情况，教师在教育中扮演着设计者和激励者的角色，鼓励学生以自主、开放和互

助的方式学习。案例教学通过选择与授课中心内容相关的具有典型性的案例，并在教师指导下进行深入

分析，剖析案例本身的实际意义和理论知识的内在联系[21]。以案例为导向，通过联系所学知识以及教师

对问题的引导，给研究生自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机会。从而培养研究生解决问题的自主思维能力。 

3.3. 第二课堂 

第二课堂是指课堂教学以外的一切传授知识、增强能力、锻造人格、培育综合素质的实践性教育活

动。第二节课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组织，包括社会实践、学科竞赛和研究活动。与以教学为主提供课堂知

识讲授场景的第一课堂相比，第二课堂常被理解为培养实践能力的“无形课堂”，是教室之外的教育场

域。第二课堂具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等特征，可以提供知识应用、知识补充、能力提升、能力拓展场

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第一课堂的场域、时间限制，成为第一课堂的重要延伸。普遍认为，第二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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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校园文化、志愿服务、社团活动、学生管理等。第二课堂活动对学生的素质、学业发展、能力培养，

对学生全面成长成才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第二课时组织研究小组，不仅可以提高研究能力和素养，还可以加深学生对第一课时相对枯燥、

抽象的知识的理解，在今后的工作中可以用来解决实际问题。在第二节课中，学生经历了学习中英文相

关文献、文献综述、实验设计、实践操作、论文写作、结论和答辩等过程。混合式学习计划是一种非常

有效的学习方式，它能显著提高学生的沟通和创新能力。通过首先加入研究小组，然后参与国家、国家

和其他级别的科技项目，研究生可以充分展示强大的科学素养和研究能力，包括解决问题的能力[21]。薛

铁瑛等[22] (2022)以中药学专业大三、大四年级的学生为对象，采用小课题形式向学生发布，学生自愿报

名，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实验研究。实验过程中可随时与老师交流，也可约定时间统一解决实验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最后撰写研究报告，并交流心得体会。学生的心得体会肯定了第二课堂的教学效果，并展示

了他们的学习收获。总体来看，第二课堂活动能够培养学生兴趣爱好，改变学习态度，提升学习动力，

提高学生综合素养。 

4. 结语 

创新是科学研究的动力和源泉，创新思维是高素质科研人才培养的必然要求[23]。研究生教育需要高

度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多元化教学方法为高校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的改革打开了全新的局面，落实

了培育研究生创新思维的核心发展理念，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呈现出较好的教学效果和前景[24]。本文提

到的问题导向型教学方法锻炼了以问题为导向的发散性思维，案例教学法则锻炼了以结果为导向的逻辑

推理。两种方法都摒弃了传统教学被动接受学习的缺点，培养了学生自主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25]。问

题导向型教学方法是一种比传统授课模式更有效的课程设计，可以有效地提高和促进学生的认知学习、

合作学习、内容掌握等。最重要的是问题导向教学法有利于培育研究生的创新思维。案例教学法可以培

养其自主学习和探究的能力，激发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促进学生之间的团结协作和互相配合，增加

其团队意识。第二课堂活动能进一步激发学生专业学习的动力，丰富的第二课堂显著提升了学生的综合

素养和创新意识，进一步提高其对学习重要性的认识，对学习动力有正向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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