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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大学高等教学研究所 ,广西 　530004)

　　收稿日期 :2008 - 09 - 12

　　作者简介 :曾冬梅 (1965 —) ,女 ,广西桂林人 ,广西大学高教所所长、教育评估办公室副主任 ,研究员.

唐纪良 (1957 —) ,男 ,广西平乐县人 ,广西大学校长 ,教授 ,博士、博士生导师.

　　3 本文为“广西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重点资助项目《地方综合大学学科 —专业一体化建设的

理论和实践研究》(桂教高教[2005 ]168 号)阶段性成果.

摘 　要 :坚持教学与研究的密切结合 ,是教学型研究型大学的优势 ,也是人才培养过程中

最重要的教育理念。学校应充分利用学科建设中的科研优势、人才优势和设备优势 ,抓好

基础性的本科生教育 ,构建科研与教学共生的本科教学模式。包括 :将“寓学于研”的研究

型教学理念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学生建立以研究为本的学习方式、构建师生互动

的研究性课堂教学模式 ,打造以培养学生研究素质为核心的科研训练平台 ,建立并完善适



应研究型教学的本科教学管理模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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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the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Frame work in a Research University

ZEN G Dong2mei , TAN G Ji2liang

( Guangxi U niversity , Nanning , Guangxi 530004)

Abstract :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 as an advantage of a research university , is

an important educational concept for t raining people. A research university should fully

utilize it s research st rengths , human resources and facilities in the const ruction of an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f ramework that incorporates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 particular ,

there should be more research int roduced into and emphasized in undergraduate work , more

teacher2student interaction based on research and teaching project s , better platforms for

fostering student sπ research capabilities , and an undergraduate teaching management system

geared to research2st ressing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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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本科大学有三种不同类型 :研究型大

学、教学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大学类型

的不同 ,由于办学实力和发展目标定位不同 ,

其承担的社会职能便不同。但无论哪一类型

的大学 ,培养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合格人才都是

其责无旁贷的任务。本科教育质量的高低是

包括研究型大学在内的所有大学生存与发展

的基础。教学研究型大学须从战略的高度认

识本科教育的积极意义 ,构建适合自身发展的

本科教育模式。

一、教学研究型大学的特点及本科教育的目标

　　教学研究型大学是介于研究型和教学型

大学之间的高等教育机构。具有如下特点 :多

数为省 (自治区)属重点大学 ,以产出高水平的

应用科研成果和培养应用性和复合性高级人

才为目标 ,以主要服务地方为己任 ;有一定数

量的博士点和硕士点 ,教学与科研并重、本科

教育与研究生教育并举 ;有一批在国内同行中

有一定影响的较高水平的师资 ;科研实力较

强 ,有一定数量的国家级重点研究课题和一批

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科研成果 ;拥有一定数量的

高水平学科和在省 (自治区) 领先的实验室和

研究基地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比较先进 ,有先

进图书馆、网络平台和比较丰富的国内外图书

信息资料 ;生源素质较好 ;办学经费较充足 ,学

生学费收入不再是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与

研究型大学培养的研究型、学术型精英人才和

教学型大学培养的大众化的应用型、实用型人

才不同 ,教学研究型大学的人才培养兼有两者

的特征 ,即兼有大众高等教育特征和精英高等

教育特征 ,主要培养具有一定的复合知识、有

较强的创新能力、研究潜力和实践能力的应用

性和复合性高级人才。这样的人才应具备如

下素质 :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有较强的

自我学习与科学探索的能力 ,包括创新思维、

批判精神、协作精神、实践能力、挑战风险的勇

气、交流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等 ,同时又要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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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提出可能解决问题的构想 ,具备正确思考问

题的方法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有良好的道

德修养 ,能够与他人合作或共处 ;有健康的体

魄和良好的人文素质 ,能承担艰苦的工作。这

样的人才培养规格也同时决定了教学研究型

大学的本科教育 ,既不是“通识教育”,也不是

“职业教育”,而应当是“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

相结合的基础性教育”。尽管教学研究型大学

不象研究型大学那样培养精英人才 ,但要建设

高水平的教学研究型大学 ,同样要体现通识教

育的部分特征 ,即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只重视知

识的传授 ,帮助学生了解一些现成的答案、观

点、假说 ,还应该重视对学生进行获得知识的

方法培养以及进行研究方法、研究习惯和研究

能力的训练 ,体现出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

特色。

鉴于此 ,教学研究型大学应强化科研育人

的功能 ,实施探索型本科教育① ,构建以研究

为本的自主学习模式、以探究为核心的研究性

教学 ,努力为学生创造科研条件 ,提供学生在

教学型大学不能获得的研究体验 ,使学生在自

主学习中激发求知欲、好奇心和学习兴趣 ,提

高综合素养 ,为大学生在就业职场上脱颖而出

创造有利条件。

二、本科教学在教学研究型大学中的地位

　　本科教育是所有大学包括研究型大学的

基石。纵观世界研究型大学的发展轨迹 ,不难

发现 ,几乎所有的研究型大学都是靠本科教育

扬名于世。例如 ,牛津、剑桥大学在成立之初

形成的导师制 ,19 世纪 30 年代哈佛大学的选

课制和学分制 ,芝加哥大学的“百科全书式教

学计划”等 ,都直接指向本科教育 ,并直接催生

了这些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但在我国 ,本

科教育边缘化在教学研究型特别是研究型大

学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2005 年 ,一所“985”

大学对 10 位让研究生代替自己给本科生授课

的教授进行了通报。事实上 ,这种现象在大学

并不少见。尽管各高校都在大张旗鼓地宣传

本科教育的重要性 ,但在实践过程中落实起来

十分空泛。由于不均衡的以科研为导向的大

学评价指标和重科研、轻教学的教师评价机制

的影响 ,高校为了获得更多的博士或硕士点 ,

在财力、物力、人力上为学科建设提供保证 ,而

在本科教育上投入很少 ,直接导致了高校领导

和教师在思想观念上对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

的失衡关系。重学科建设、轻本科专业建设 ,

重研究生教育、轻本科生教育 ,重科研、轻教

学 ,它已经成为长期不变的我国研究型大学及

教学研究型大学办学观念和办学实践而又必

须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 ,大学不是纯科研

机构 ,它的根本职能是培养人才。没有好的本

科教育 ,学校的一切工作就成了无源之水 ,无

本之木。即使从国外研究型大学研究生教育

与本科教育关系来看 ,研究型大学并不排斥本

科教育 ,而是将教学与科研、研究生教育与本

科教育有机融合在一起。本科教育承担着为

社会培养高级人才和为更高层次的研究生教

育培养后备力量的任务 ,对国家人力资源开发

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

基础。没有高水平的本科教育就没有高水平

的研究生教育 ,就更不会有更高层次的创新人

才。因此 ,无论是哪一类型的大学 ,本科教育

都是学校生存与发展的基础 ,是大学声誉的第

一要素。对于坚持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并

举、但仍然以本科教育为主的教学研究性大学

来说 ,坚持本科教育的核心地位是学校可持续

发展的关键。学校须把本科教育放在学校各

项工作之首 ,保持优先发展的地位 ,并充分利

用学科建设中的科研优势、人才优势和设备优

势 ,打造高质量的本科教育 ,培养大学生的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使本科生充分享受到教学

研究型大学最优质的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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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研究型大学本科教学模式的建构

　　教学模式是在一定的教育理念支配下为

实现特定的教学目标而创建的一种教学模型 ,

包括教学设计、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组

织形式的操作样式 ,以及相应的教学策略。不

同的教育理念 ,有不同的教学模式。坚持教学

与研究的密切结合 ,是教学型大学的优势 ,也

是人才培养过程中最重要的教育理念。这就

决定了教学研究型大学的本科教育有别于其

他类型大学 ,应形成不同于其它类型大学的、

科研与教学共生的本科教学模式。这样的教

学模式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

(一)将“寓学于研”的研究型教学理念贯

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所谓研究型教学理念 ,就是强调以探索和

研究为基础的教学 ,注重通过以探索和研究为

基础的教学过程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与创新

能力 ,核心是“寓学于研”。其目的是形成一套

有利于培养学生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

力的教育新机制 ,将研究性教学与研究性学习

有机地结合起来 ,激活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究的

动机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使学生在学习知

识的同时 ,学会发现问题 ,提出问题 ,并在分析

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培养研究能力 ,弘扬科

学精神 ,增强社会竞争力。教学研究型大学的

实力决定了其本科教育有能力有条件开展以

探索和研究为基础的教学 ,从以传授知识为主

要特征的“教学型”教学转变为以培养认知能

力为主要特征的“研究型”教学 ,让学生参与到

知识的探究中去。因此 ,学校应将研究型教学

的理念融入本科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人才培养

模式要从单一学科背景下的专业对口教育向

学科交叉与综合背景下的宽口径专业教育转

变 ;教学组织要由传统的以教师的“教”为中

心 ,向以学生的“学”为中心转变 ,突出研究方

法的训练 ;教学方法要从知识的单纯灌输向师

生互动、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的研究型教学方法

转变 ;实践教学环节要从学生的被动式实践转

变到主动式实践等等。只有树立研究型教学

理念 ,才能将研究性教学方案通过教学计划、

各类课程、本科生科研训练计划、实践教学环

节、课外活动等方式贯彻落实。

(二) 引导学生建立以研究为本的学习

方式

学生的学习方式一般分为接受式学习、体

验式学习和研究式学习三类。目前教学研究

型大学大量采用的是接受式学习的方式 ,在教

学过程中 ,学生处于应试学习的被动灌输的地

位 ,习惯于上课记笔记、下课抄笔记、考试背笔

记的传统学习方式 ,很少在体验式学习和研究

式学习中获取知识与信息。接受式学习的好

处是 :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比较扎实 ,对人对

事容易产生强烈的认同感 ,但其主动性、积极

性难以发挥 ,缺乏创新思维和个性的张扬。以

研究为本的学习方式是创设一种类似于科学

研究的情景和途径 ,引导学生从被动学习转变

为主动学习 ,让学生通过独立探索、质疑问难、

研讨交流的自主学习 ,经历体验式学习和研究

式学习 ,学会对大量信息的收集、分析和判断 ,

从而培养积极探索未知世界的科学态度、科学

精神 ,进而增进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知识经

济时代 ,科学技术高速发展 ,社会已逐步进入

学习型社会 ,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学会学

习 ,终身学习 ,超越自己。这要求高等教育的

人才培养不仅要向学生传授已有的累积知识 ,

还要教给学生“会学习”的本领 ,使学生具备发

现新知识、探索新真理的方法和能力 ,培养其

独立思考的习惯。德国教育家洪堡有句名言 :

“大学教授的主要任务并不是‘教’,大学生的

主要任务也不是‘学’。大学生必须独立地自

己去从事‘研究’,至于大学教授的工作 ,则在

于诱导学生‘研究’的兴趣 ,再进一步指导并帮

助学生去作‘研究’的工作”。②由此 , 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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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大学的教学过程应营造一种研究的氛围 ,倡

导合作式、课题式、项目式、问题式和批判式等

学习方法 ,引导学生建立以研究为本的学习方

式 ,使学生有充分的动眼、动耳、动手、动口、动

脑的机会 ,让学生自己读书 ,自己思考 ,自己领

悟。为此 ,教师必须换位思考、转变角色 ,从课

堂的组织实施者、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学习的

促进者、引航者 ,把课堂上教与学的主动权真

正交给学生。

(三) 建立师生互动的研究性课堂教学

模式

学生的探究能力不是与生俱有的 ,需要通

过一定的途径培养训练出来 ,没有科学探究方

法的指导与训练 ,培养学生探究能力则是一句

空话。而科学探究方法的掌握是一个潜移默

化的过程 ,需要在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中反复

地训练和体验。开展研究性教学为这种反复

训练和体验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其中第一课堂

是研究性教学的重要场所。所谓研究性教学

(国外称为主题研究、项目课程)是一种基于以

学生为中心 ,教师为主导这一主要特征 ,在教

师的指导下 ,学生从学习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选

择并确定研究专题 ,用类似科学研究的方式 ,

主动地获取知识 ,应用知识 ,解决问题的教学

模式③。在研究型教学中 ,课堂教学是从创设

问题情境出发 ,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和体验知识

的发生过程 ,还原原来的科学思维活动 ,通过

师生互动、双向交流的形式 ,鼓励质疑批判和

发表独立见解 ,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

能力。这是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和激情最关

键的教学活动 ,也是国际社会比较普遍认同和

实施的一种教学模式。相对于传统的“师主生

从”的教学模式 ,研究性教学更多地强调探究

和互动 ,而不是接受。无须质疑 ,教学研究型

大学要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和应用型人才 ,教

学过程须改变以书本知识为中心、以课堂教学

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的“满堂灌”的填鸭式教

学模式 ,积极倡导研究性教学。这就要求做到

如下几点 :第一 ,把研究型教育理念和方法贯

穿于教学设计、教学内容、教材编写和教学实

践之中 ;第二 ,开发出一批富有特色的研究性

课程 ,让学生根据自己的水平“自由选题、自主

探究和自由创造”;第三 ,建立起基于问题的研

究性教学方法 ,通过发现式教学、问题式教学、

情境式教学、支架式教学、讨论式教学、合作教

学、案例教学、专题研讨、开设小型研讨课等方

式 ,鼓励学生破除对书本和教师的迷信 ,引导

学生探索 ;第四 ,建设研究性教学的网络平台

和教学资源共享平台 ,丰富研究性教学资源 ;

第五 ,倡导开展研究性教学研究。

在研究性教学中 ,教师要善于把科学研究

成果和教学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 ,善于引

导大学生了解多种学术观点并开展讨论 ,积极

创造条件让学生参与教师的科学研究项目 ,跟

踪本学科领域的最新发展 ,培育学生的研究

品质。

(四)打造以培养学生研究素质为核心的

科研训练平台

大学本科教学过程具有很强的探索性 ,它

不仅要传授知识 ,还担负着发现未知和培养学

生探求新知能力的任务。学生在大学期间所

获取的知识和能力是将来从事科学研究的知

识基础和能力基础 ,因此 ,对大学生研究素质

的培养是本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

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十六条规定 :“本科教

育应当使学生比较系统地掌握本学科、专业必

需的基础理论、基础知识 ,掌握本专业必要的

基本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 ,具有从事本专业

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大学生“初

步研究能力”的培养 ,主要侧重于探究性的学

习活动全过程的训练 ,使其具备研究的素质 ,

包括树立研究意识、培养研究兴趣、初步掌握

研究方法、研究习惯和研究精神等。教学研究

型大学与教学型大学的最大差异在于拥有得

天独厚的科研优势、人才优势和设备优势 ,这

是教学型大学无法比拟的 ,这些资源优势能够

给该本科教学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本科

生有机会投身于科学研究 ,是教学研究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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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的优势所在。教学研究型大学应充

分利用学校的学科交叉的氛围和资源优势 ,建

立教学与科研互动机制 ,完善培养大学生研究

素质的激励与保障制度 ,开展以研究为基础的

多样化的科研实践教学形式 ,使学生有机会尽

早参与科研和创新活动。

本科生参与科研训练有三种模式 :一是学

生参与到教师的科研项目和研究小组中 ,在其

中担任部分力所能及的基础工作 ,通过科研氛

围的熏陶 ,激发学生的研究兴趣 ,引导学生积

极探索。二是设立本科生科研项目如目前很

多高校实施的本科生训练计划 ,通过立项形式

支持在校大学生开展创新活动 ,让学生在教师

指导下 ,自主进行探究 ,经历自己的分析 ,形成

假设、验证假设和修正假设等一个完整的研究

过程。三是鼓励学生把实验、课程设计、毕业

设计 (论文)等与课外科技创新活动相结合 ,把

实验探索、实践创新与科学研究、工程实践及

社会应用相结合 ,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主动的

研究性实践教学模式。

(五)完善适应研究型教学的本科教学管

理模式

从目前的情况看 ,教学研究型大学实施研

究性教学改革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不是理论认

识的问题 ,而是操作环节的问题 ,其中最为核

心的问题是研究型本科教学管理模式和研究

型教师问题。推动研究性教学 ,必须着眼于教

学制度的变革与重建以及师资队伍的建设 ,树

立以人为本的理念 ,强化为教学服务的意识 ,

构建有利于推动研究性教学、培养学生创新能

力的配套的现代教学管理制度和弹性灵活的

教学运行机制 ,为研究型教学提供保障。如构

建新的教学计划 ,增强教学管理制度的弹性 ;

完善学分制和选课制 ,改进包括允许参加多次

考试或重修、选择学习方式和学习进程、转专

业或转学等内容在内的学籍管理制度 ,赋予大

学生更多自我选择的自主权 ;建设与完善研究

性教学和训练需要的教学支撑环境 ;改革传统

的学生学业评价中的“一考定全局”的单一成

绩型评价模式 ,突出学习、实践、科研、创新等

多方面的素质和能力的综合评价 ;完善培养大

学生研究素质的激励与保障机制 ;建立并完善

适应研究型教学的师资管理模式 ,包括建立教

学与科研之间相对平衡的奖罚机制及其分配

制度改革 ,引导教师将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起

来 ,以科研活动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

注释 :

①孙莱祥等. 构建探索型大学本科教育新框架[J ] . 中国高等教育 ,2004 ,22.

②张晓鹏. 斯坦福 ———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改革的先锋[J ] .复旦教育 ,2002.

③曹娟 .关于高校实施研究性教学的理性思考[J ] . 现代大学教育. 2002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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