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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充分利用自然辩证法课程平台，在提高研究生创新素 养 方 面 进 行 探 索 与 实 践。围 绕 课 程 目 标，拓 宽

教学内容，构建广义的自然辩证法知识系统；改进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模式，着力提高研究生的创新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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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创新素质培养是研究生课程共同关注的

议题，相对专业课程而言，公共课程在这方面有更加

广阔的施展空间。自然辩证法是理工科硕士研究生

的政治公共课，该课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其研究

对象是自然界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人

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学技术在社会

发展中的作用。在现代，自然辩证法已经成为一门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思维科学相交叉的哲学性质

的学科”［１］。自然辩证法旨在培养研究生树立正确

的自然观、科技观、方法观，同时，自然辩证法作为交

叉性学科，在培养提高研究生的综合创新素质方面

具有 得 天 独 厚 的 优 势。因 此，在 讲 授 自 然 观、科 技

观、科技方法论等内容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自然辩证

法课程平台，拓展课程的跨学科视野，改革教学内容

和方法，对 于 研 究 生 的 创 新 素 质 的 培 养 具 有 重 要

意义。
多年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哲学部在学校

研究生院的支持下，不断深化自然辩证法教学改革，
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课程特色。这里，结合笔者的改

革实践，谈谈我们在拓展公共课教学视野，提高研究

生创新素养方面的具体做法。这一探索没有受现有

自然辩证法教科书内容的局限，而是结合中西文化

会通、创新型国家建设、现代科技发展等相关主题，
增加了新内容、新思想、新方法，从而形成了一个广

义的自然辩证法知识系统并改变了人们对传统自然

辩证法课程印象。这一改革已经进行了１０个年头，
获得了一些难忘的经验和体会，在这里抛砖引玉，与
大家交流。

一、拓宽教学内容

当前自然辩证法教学中，西方哲学因素多，中国

哲学因素少；对静态历史阐述多，动态创造过程分析

少；对近代传统学科方法介绍多，现代交叉学科方法

介绍少。为了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帮助学生建立一个

动态的、开放式知识结构体系，我们在实施本课程改

革的班级１８０名 学 生（含 工 科 生１３２名，理 科 生４７
名，文科生１名）中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见表



１和表２。数据表明：大多数学生对于创造学和中国

传统文化知识相对比较欠缺，并希望通过自然辩证

法课程能够更多地了解创造学、中华传统文化等相

关知识。据此，本课程在教学内容方面，除加强现有

的自然观、科技观、方法论教学外，适当增添了中国

文化、现代创造学、现代交叉科学的内容，由此，拓宽

了传统自然辩证法的教学内容，形成了一个以科技

“创造”为核心，静态与动态互补，中西文化会通，学

科与跨学科交融的广义自然辩证法知识体系。
表１　学生对创造学知识了解情况统计

人数
你了解创造学知识吗？

非常了解 比较了解 了解一点 不了解

１８０　 １％ ９％ ２４％ ６６％

表２　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程度统计

人数

你对人文知识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

非常缺乏，
不愿弥补

非常缺乏，
希望弥补

了解一些，
希望进一步

了解

了解一些，
不愿深入

了解

１８０　 １％ １４％ ７７％ ８％

１．增加创造学（创造技法）内容

创造教育是知识经济时代教育改革的新理念，
是研究生创新素质培养的核心内容。结合科学技术

创新案例，开展创新教育，掌握创造思维和方法，可

以使受教育者冲破旧传统的束缚和禁固，获得现代

教育“发挥个性、注重创新”的基本精神，唤醒心灵深

处的创造意 识，增 加 利 用 创 造 性 解 决 问 题 的 能 力。
有资料表明，当前我国大学毕业生中，９５％以上的人

长期不能或不会进行各种创造发明活动。［２］而我们

的调查结果显示：９０％的学生对创造学知识一无所

知或略知一点，８９％的学生强烈希望通过自然辩证

课程能够获得一些创造思维和创新方法的指导。种

种迹象表明，学生创造力之所以缺乏，主要原因在于

长期以来教育没能摆脱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怪圈，徘

徊于知识型教育模式当中，缺乏创造思维方法和创

新方法的教 学，忽 视 了 对 学 生 创 造 力 开 发 与 培 养。
在这种模式中，知识是学生惟一的追求，而创造力被

忽略，创造性被扼杀。学生的这种强烈的需求既表

明大学生已经充分意识到创造思维、创新方法对于

自己的学习和科研的重要性，又为我们课程教学内

容改革指出了努力方向。
现代创 造 学 在 国 际 上 是２０世 纪４０年 代 形 成

的，８０年代引进外国大陆，３０多年来获得迅速发展。
目前由我国学者撰写的创造学著作不下一千余种。

创造学核心是创造思维和创造技法，注重实践应用，
国际流行的实用创造技法３００多种，其中ＴＲＩＺ方

法受到我国科技部重视，正在全国推广。由于创造

学与自然辩证法是两个不同的学科，在自然辩证法

教科书中涉及创造技法很少。在教学改革中，我们

结合科技创新案例，多方面介绍创造学和创造技法。
教育不仅仅是要继续“给水”，更重要的是引导

学生去发现水源，自己 “找水”、“取水”，也就是要促

进学生从“学会”到“会学”，实现从记忆性学习向创

造性学习的飞跃，增强学生运用方法的自觉性和提

高他们运用方法进行科技创新的能力。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渔，授人以渔，不如授人以渔之渔。目前

国际创造学界流传着三句名言：智力比知识更重要；
素质比智力更重要；觉悟比素质更重要。因此，自然

辩证法教给学生的不只是一门知识，而应该通过加

强科学创造思维和创造方法的教学，把创造理念贯

穿于整个教学过程。

２．融入中国文化精髓

高素质创新人才应该是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

深厚的人文素养的结合体，应当是知识全面、灵魂高

尚、胸怀博大、全面发展的人。自然辩证法是面向理

工农医类硕士研究生开设的课程，具有人文素质教

育的功能。而我们伟大祖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为

造就既具有专业知识又具有内在人文素养的全面发

展的人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精神资源。［３］由于我国教

育从中学起就文理分家，许多理工科学生人文知识

薄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很少。所以，了解中国

传统文化的精华，理工科学生尤为需要。
“中华文化”与“人文素养”的关系，特别是中华

传统文化在 人 文 素 养（素 质）教 育 中 的 应 用，虽 然

已成为教育界十分关注的话题。然而，由于“中华文

化”内容包罗万象，“人文素养”含义宽松广泛，论者

各有所爱，用者各取所需，致使观点庞杂浮泛，重点

不清，方向不明，没有触及中华文化的根本，致使人

文素养教育限于表面，未能深入到人文素养培育的

精髓层面。［４］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抓住作为中华文化

的核心概念“道”，通过“道”与自然辩证法，特别是科

技创造的联系，将中华文化有机融汇到自然辩证法

教学中。著名中国哲学家金岳霖指出：“中国思想中

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所谓行道、修道、得道，都

是以道为最终目标。”道，是整个中华文化的最高追

求，也正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我们进一步给出

“道”的境界含义。认为“道”是通过对事物的整体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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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而在实践上达到的境界。引领学生以觉悟身边

日常生活的“小道”为起点，进一步觉悟科技创造之

道，进而觉悟宇宙人生“大道”，尝试探索一条提升人

文素养教育层次的新途径。

这种以传“道”为引领的人文素养教育基本理念

和基本内容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中国哲学，中国哲

学的核心是“道”，“道”的核心是人生亲证。庄子说：
“道，行之而成”，真正的“道”体现在实践中。人文素

养教育强调理论和实际的密切结合，把修“道”的重

点落脚在学生的自觉亲证上。通过大量实践实例，

不仅深入浅出地介绍传统文化的修道方法，而且以

“生生日新”为文化转型的切入点，转化出以“创造之

道”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新形态，展现出中华文化古今

贯通的新境界。

３．补充现代交叉科学知识和方法

从历史的 长 河 看，学 科 的 发 展，大 体 经 历 了 综

合、分化、再综合三大阶段，如今人类正跨过第三阶

段的入口处。这一阶段科学发展的突出特点是：在

学科不断分化基础上的相互交叉、相互渗透而形成

的高度整合化、跨学科化趋势。现今，各学科的综合

化、跨学科化是明显的发展趋势，学科交叉的力度和

广度，已成为影响创新、特别是源头创新发展的关键

性因素之一。交叉学科研究是产生新研究领域的主

要途径，是取得重大科研突破的基础，同时也是产生

新观念和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

我国由于长期受前苏联僵化的学科观念和模式

影响，传统单学科分类形成强大正统观念，“学科交

叉”常常被视为“不务正业”，大量交叉学科新思想、

新观念、新方法没有教育和普及渠道，这是是制约我

国跨学科科研和教学改革深化的重要原因。要培养

能适应交叉科学时代发展的创新人才，就必须加强

对研究生的交叉学科知识和方法教育。全国高等学

校交叉科学研究联络中心设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学校“科技史与科技文明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

新基地主编《中国交叉科学》（科学出版社出版，连续

出版物）。利用这一优势，我们在自然辩证法教学中

有意识地加强对研究生进行交叉科学教育，密切结

合科技发展前沿，向学生展示交叉学科研究新思想、

新观点和新方法，开拓学科交叉新境，在学生中形成

一种鼓励交叉科学的学术研究氛围，有利于培养学

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有利于形成文理交融、多元

并举的人才格局。

二、创新教学方法

要使自然辩证法学以致用，就不能单靠学习理

论知识，而要落脚到实践亲证上来。因此，我们改革

传统的 教 学 方 法，强 调“知 行 合 一”，注 重“转 识 成

智”———转理论学习到实践亲证的体验式学习，采用

互动式、开放式等模式取代僵化、生硬、缺乏实效的

传统灌输式、单向式的授课方式，引导学生创造性学

习，密切联系学生生活和科研实际进行应用，写出心

得体会，实现教学模式由静态向动态化的转变，使课

程更加贴近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特点和现实需要，改

变了学生对自然辩证法课程的固有看法。

１．知行合一，亲证式教学

把中国文化要素融入自然辩证法教学，其中一

个重要元素是“知行合一”思想。从一定意义上说，
中国文 化 的 核 心 是 中 国 哲 学，中 国 哲 学 的 核 心 是

“道”，“道”的核心是人的亲证。古人云：“道满天下，
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管子·内业》）意思是说，
道在各个领域无处不在，人人皆可接触到道，但能自

我觉知的人却很少。生活中有“道”，学习科研中也

有“道”。我 们 要 求 同 学 结 合 实 际，写 出 悟 道 体 会。
先后共有３０００多名研究生写出亲身体会，我们组织

６名科技哲学专业的博士生进行筛选，从中选出１１１
篇，进行点评，编 辑 成《亲 证 中 国 哲 学 大 智 慧》［５］一

书，由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教辅书籍。
在该 书 的 编 选 中，毛 天 虹、燕 京 晶 对 两 个 班

２００６级硕士研 究 生 写 的 悟 道 文 章 的 主 题 进 行 了 统

计，按照这４３０篇文章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日常生

活、学习工作、运动休闲、其他综合等四大类。详情

见表３：
表３　悟道选题分布

日常生活

生活技能 （３６篇）

生活情感 （２０篇）

生活修养 （３６篇）
共９２篇２１．４％

学习工作
学习科研 （９８篇）

工作 （５篇）
共１０３篇２３．９％

运动休闲

休闲 （８３篇）

保健 （４７篇）

球类 （７０篇）
共２００篇４６．５％

其他综合
其他活动 （２７篇）

综合反思 （８篇）
共３５篇８．２％

对于创造思维与方法、现代交叉科学内容的教

学，也要求同学结合自己所学专业和所研究课题，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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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体会文章。同学们充分发挥主动性，文章选题各

有特色，内容丰富多彩，如：从我的成长体会创造、实
验中领悟创造、勿以创小而不为、感悟创造境界、从

遗传算法了解交叉、由纳米科技谈跨学科发展、让建

筑从文学中汲取营养、交叉学科之构造地球物理学、
我的跨 学 科 之 路、人 工 神 经 网 络 中 的 跨 学 科 分 析

等等。

２．多途径互动式教学

研究生的教学应当突出体现在创造性上，注重

创造性的前提是增加教学过程的互动性，为学生提

供更大自由的思考、讨论和研究空间，可提高学生在

课堂的主体地位，又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发挥。互

动性强调教学活动是一个教学相长、师生共同完成

教学目标的互动过程，有利于学生学习主动权的发

挥。自然辩证法课程因其基础性、公共性和前沿性

较适用以互动式教学模式，便于激发研究生主动参

与、积极探索的能动性，利于形成学生关注社会热点

问题、主动建构知识体系、培养能力的课 堂 环 境。［６］

具体举措有：
创造实践互动教学：在课前设置 “创造５分钟”

环节，每次组织２～３个学生进行创造展示，着力激

发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主体意识。“创造５分钟”给
学生提供了展现创造力的舞台，让学生看到了自己

和同学身上所蕴含的独特的创造力。“创造５分钟”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实施１０年来，有近两百学生参

与课堂成果展示，创造成果从创意设想、设计制作到

日常生活中的创造性实践等等，充分体现了“处处是

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的思

想。时下，“创造５分钟”已成为学校自然辩证法课

程的一大特色和亮点，得到学生的广泛的好评。
专题讨论式教学：我国研究生科研过程历来重

文献综述，重视与古人、故人、今人进行文字交流，但
不重视面对面的语言交流。充分利用自然辩证法大

课堂，针对“技术价值与伦理”、“人与自然”、“科学方

法”等研究热点问题进行专题讨论，不同专业方向、
不同研究方向的同学一起研讨，实施思维互补，激发

创造性思维，大大提高了学习效益。例如，在“科学

方法”的专题教学中，在讨论拉卡托斯和费耶阿本德

的哲学思 想 的 同 时，组 织 学 生 对“Ｆｏｒ　ａｎ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Ｌａｋａｔｏｓ　ａｎｄ　Ｆｅｙｅｒａｂｅｎｄ”一 诗 进 行 翻

译讨论和比 赛，在 一 种 互 动 的、宽 松 民 主 的 课 堂 气

氛，带领学生遨游西方的哲学殿堂、考究英语的翻译

技巧、领略诗歌的象征魅力、体悟哲学家的思想。学

生在讨论中探索知识、感悟思想、提升能力，学习的

热性也被调动起来。
问题辩论式教学：针对同学们在专题研究中较

为关注的问题或有争议的问题，以辩论赛的形式取

代传统的教师对教学内容的简单复述。例如：在“中
国文化知识”的教学中，根据老子的“道，可道，非常

道”和白居易的《读老子》一诗中提出对老子的“言者

不知知者默”的质疑，引发学生对“只可意会，不可言

传”的认识理论的辩论和探讨。根据学生见解，组成

以 “老子队”为正方，代表“道，不 可 说”；以“白 居 易

队”为反方，代表“道，可说”，展开辩论。以辩激思，
引导学生对问题从新的角度去理解与反思，充分激

发了学习的主动性，既增强了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

和动力，又利于问题的深入研究。

３．从“小开放”到“大开放”
“开放式教学”的理念源于１９２１年由英国人尼

尔创办的ＳＵＭＭＥＲ　ＨＩＬＳＣＨＯＯＬ，我国的教育学

家陶行知几十年前就提倡开放的教育理念。他认为

“创造教育以生活为中心内容，旨在以开放式的教育

环境培养一种具有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真善美

的活人’，强调教育要由封闭走向开放，由课堂走向

社会，由学校生活走向社会生活。［７］

通过实行课堂内的“小开放”与面向社会的“大

开放”相 结 合，使 教 学 模 式 从 封 闭 化 走 向 开 放 化。
“小开放”，即通过创新课程资源，朝着群体智慧的发

挥和资源共 享 的 方 向 变 革，实 施“非 课 程 资 源 课 程

化”，打破系与系的界限、学院与学院的界限，为学生

开拓广阔的学术视野。邀请相关专家、学者有针对

性地开展学术报告，形成开放性的课程。
同时，我们也积极探索与社会大众一起学习的

“大开放”模式。在学校研究生教育创新课项目支持

下，由自然辩证法课程提倡发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人文学院结合课程改革和创新教育，举办了向社会

开放的“中华文化大学堂”。“中华文化大学堂”定期

举行活动，每次有两个主讲座：即专题讲座（包括丰

富多彩的各种专题性内容）和连续性讲座（中华文化

精髓的系统性学修）。“中华文化大学堂”不仅传播

中华传统文化，更传播以“创造”为核心的中华新文

化，努力体现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科技与人文、
学子与大众的会通。“中华文化大学堂”是大学教育

改革的一个新探索，是一个服务社会的公益性新事

物，面向校园学子和社会大众开放，努力打造“大学

与社会结合、学子与大 众 互 动”传 播 中 华 文 化 的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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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堂。中国科技大学张淑林副校长在“中华文

化大学堂”开学典礼上讲话。除中国科大师生外，许
多大学、军事院校、中学、机关、企业、公司、社区等各

界人士踊跃参加，每次几百人的大报告厅座无虚席。
新华社记者、科学时报、海峡两岸教育网、新安晚报、
合肥电视台等媒体都做了报道。

三、总　　结

自然辩证法不仅描绘了一种科学的世界观，而

且内在地蕴涵着科学的人生观。自然辩证法作为科

学技术的哲 学，也 内 在 地 蕴 涵 一 种 科 学 的 创 造 观。
所以，在关注客观自然和自然科学规律的同时，也要

关注人的内心世界的发展，关注科技发现和发明的

过程。然而，由 于 传 统 的 自 然 辩 证 法 课 程 受“三 大

块”（自然观、科技观、方法论）框架的局限，自然辩证

法未能充分发挥她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科技

与人文、学子与大众的会通中的桥梁作用。上述四

大会通是推动中华民族“创造起飞的两翼，走四大会

通之路，克服非此即彼的偏执心态，才是一种合理的

价值 选 择，如 果 两 翼 长 短 比 例 悬 殊，就 难 以 飞 得

高远。
自然辩证法是一门系统性很强、包容性很大的

综合性课程，［８］它以广阔的知识背景和宏观的构思

为人们展示了自然和人类文明协调发展的辩证法，
为人们认识自然和社会文化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与理

论。爱因斯坦有句名言：“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

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
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时下，自然辨证法

的功能重点已向人文素质教育、创造教育方向转向。
因此，充分利用自然辩证法课程平台，培养硕士研究

生的创新素质、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对于培育具有

综合素质的和谐发展的人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而要实现自然辩证法的综合素质功能，就必须进行

教学创新，注重教育的纵向深化，使科学知识和人文

知识内化为学生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使教育由

表层（知识传授）进入到里层（能力培养）、深入到内

核（素质发展），使学生在知识、能力、素质等方面得

到和谐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完成自然辩证法

课程的整体性教学目标。

参考文献：

［１］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自然辩证法概论［Ｍ］．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许延浪．实用创造学—开创创新能力的金钥匙［Ｍ］．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郭小林等．传统文化的精髓与当代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Ｊ］．西华大学学报（哲社版），２００７，（３）：１１１．
［４］刘仲林，葛朝鼎．聚中华文化精髓 拓人文素养新境［Ｊ］．教育与现代化２０１０，（３）．
［５］刘仲林．亲证中国哲学大智慧［Ｍ］．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６］陆秀红．双主体互动式教学模式在《自然辩证法》教改中的运用［Ｊ］．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２００８，（３０），９．
［７］闫坤如．在开放理念下提高思维能力的教学方法［Ｊ］．自然辩证法通讯，２００９，（１）：８９－９１．
［８］杨学军，张磊，吕卫东．创新型教学在“自然辩证法”课程中的实践［Ｊ］．自然辩证法研究，２００９，（１）．

Ｂｒｏａｄ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ｏｒｉｚｏｎｓ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ａｔ　ＵＳＴＣ

ＰＥＩ　Ｘｉａｏ－ｍｉｎ１，ＬＩＵ　Ｚｈｏｎｇ－ｌｉｎ１，ＷＡＮ　Ｈｏｎｇ－ｙｉｎｇ２，ＬＩＵ　Ｈａｉ－ｑｉｎｇ２

（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Ｈｅｆｅｉ，Ａｎｈｕｉ　２３００２６；

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Ｈｅｆｅｉ，Ａｎｈｕｉ　２３００２６）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ｉ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ｕｓｅｄ　ｔｏ　ｈｅｌｐ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ｅｄ　ｔｏ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ｎｅ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ｉ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３５·裴晓敏　等·拓展公共课教学视野　提高研究生创新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