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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创新考核办法。实施研究型教学要求教师具备较强的研究能力、学生转变学习观念。提高研究型 教 学 的

实效性需要处理好三方面问题：一是协调好研究和教学的关系；二是确保问题的选择和研究方法的掌握相统

一；三是坚持考核创新与教学目标的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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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适应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

理论课建设的需要，更好地与本科生思想政治理论

课相衔接，推进构建完整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

程体系和教学体系，２０１０年９月，中共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颁布了《关于高等学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

课课程设置调整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随后

教育部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

想政治教育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拓展新形势下研究

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指出研究生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育要贴近研究生思想和学习实际，以研究

型教学为导向，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和教

学模式，创新考核办法。

一、研究型教学及其在硕士生

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适切性分析

　　关于研究型教学的概念，学者们有多种表述，归

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研究型教学是一种不

同于传统教学的新模式，如李乐山提出研究型教学

是教师带领学生以探索未来或未知问题为主，主要

培养训练未来人文社会观念和全面能力，传授知识

是第二位的。他认为研究型教学与传统教学相比在

教学目的、知识类型、教学环境、培养的能力、思维方

式、教学方法、实验方式、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等九方

面有所不同。［１］第二，研究型教学是一种与自主性学

习相对应的教学理念，如屈波提出在教学过程中贯

彻“学生主体，教师主导”的理念，激励、引导和帮助

学生主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培养学生

学会学习、学会交流、学会合作，提升大学生的综合

素质，培养创新能力。［２］第三，研究型教学是 一 种 融

科学研究方法于教育教学实践中的思想或方法，如

王阵军指出研究型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由教师创

设一种类似科学研究的情境和途径，指导学生在主

动探索、主动思考、主动实践的研究过程中，吸收并

应用知识、分析并解决问题，从而培养学生的创造能

力和创 新 精 神，提 高 学 生 综 合 素 质 的 一 种 教 学 模

式。［３］上述对于研究型教学的观点各不相同，但都从

不同的角度阐释了研究型教学的内涵。综合各方观



点，笔者认为，研究型教学是相对于“以知识为本位”
的传统教学而提出的，强调发挥教师主导、学生主体

作用，通过两者的共同研究，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

学思想、方法和模式。
作为一种先进的教学理念，研究型教学注重在

以探索和研究为基础的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获取知

识的能力、研究的能力和创新精神，将其引入到研究

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不仅适应研究生学习特

点，而且符合课程教学目标要求。

１．研究型教学适合于硕士研究生学习特点和思

想实际

研究意味着主动地利用已有的知识，应用分析

和解释的方法，探索并解决问题的过程。［４］研究是硕

士研究生区别于本科生的一种显著特征。本科生以

掌握系统的知识和技能为主，硕士研究生则要转向

以问题的研究为主，从而培养其从事本学科、专业领

域研究工作或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另外，硕士研

究生思想也较成熟，有一部分硕士研究生是从工作

岗位中考取的，具有一定的社会阅历，由于自身的经

历使得他们更加关注并思考各种社会问题。

２．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内在规定

了要以研究型教学为导向

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前要承接本科生阶段

的教学内容，后要奠定博士生阶段的学习基础，因此

既要保持各个层次之间教学内容的衔接性，又要体

现硕士阶段教学内容的相对独立性。开设的三门课

程必修与选修相搭配，研究内容和方法论相结合，衔
接有序，要求硕士研究生通过课程的学习，掌握研究

方法并进一步提升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３．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改革为研究

型教学提供了必要的准备

经过新一轮教材改革，硕士生思政课教材均以

大纲的形式呈现，非常适合研究型教学。以硕士研

究生的必修课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

究”为例，教学大纲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中的主要理论和重点观点概要阐述，分成导论和八

讲。每一讲都由教学基本要求、教学主要内容、思考

题三部分构成，教材最后列有参考文献。这样的结

构设计和内容安排便于师生将学习理论和研读马克

思主义经典著作结合起来，不断深化对理论的认识；
将学习理论同研究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不断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将学习理论

同掌握人类所创造的丰富知识结合起来，不断增强

创新能力，提高综合素质。［５］

二、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

实施研究型教学应具备的条件

　　研究型教学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针对不同

的课程、教学对象有不同的要求。结合课程和教学

对象的特点，我们认为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

实施研究型教学应具备以下条件：

１．任课教师要具有较强的研究能力

师资队伍是保证教学效果的关键。作为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首先要师德“优”，即要有坚定的马克

思主义信仰，积极的人生态度，行为准则、价值体系

合乎道德规范。同时，由于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

论课的 层 次 性，学 校 在 组 建 教 学 队 伍 时 还 要 强 调

“高”和“强”。“高”，体现在学历和职称上，承担硕士

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如果拥有较高学历或

职称，就意味着他们在理论基础、知识水平和教学科

研方面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强”体现在研究能力和

研究水平上，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仅重视

对重点知识的梳理，更注重学生研究能力的提升，这
就要求任课老师不仅要有广博的知识，更要具备较

强的科研能力和较高的科研水平。
任课教师研究能力强、研究水平高在研究型教

学中会有以下三方面优势：第一，有助于课堂教学的

开展。教师只有通过研究才能对课堂上讨论的观点

进行梳理、分析与批判；相反，对问题没有深入研究

的教师，在应用研究型教学后，面对学生在课堂上提

出的疑问往往会引导乏力，这样的研究型教学不仅

起不到坚定学生信念的作用，反而有可能使课堂成

为传播社会上各种错误思潮的场所。第二，有助于

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任课教师

针对学生的思想困惑，结合自己的研究去阐述，才能

讲清、讲深、讲透。教师只有拿自己真正研究了并理

解了的、自己真正有了深刻体会的东西对学生进行

讲授，才能做到自信、自如，学生也才会从任课教师

的研究成果中感受到理论的魅力，才会对思想政治

理论课中的内容产生兴趣，才会真正重视和喜欢这

类课程。［６］第三，能为学生发挥主体性、运用 理 论 去

分析和解决问题起到一种示范作用。教师的教学既

是一种引导，又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榜样示范。高水

平教师在研究型教学中能够成为学生运用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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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实际问题的榜样。

２．硕士研究生学习观念要实现根本性转变

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要特点是理论性强，
一些任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往往会过于注重概念的

罗列和理论的演绎，侧重于将更多的理论知识呈现

给学生，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教学效果的“步步高，
步步深”。虽然在讲授理论的过程中有时也会穿插对

问题的简单援引和罗列，但缺乏学生主动参与研究问

题的过程，不能引起学生的共鸣，影响了思想政治理

论课的教学效果。许多学生在学完课程之后一方面

觉得自己较本科阶段多学了一些理论知识，而另一方

面却心存疑惑，不知所学的理论到底有什么用。
从一定意义上说，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最大的困惑点不是具体的理论知识，而是理论

应用的问题。如果硕士研究生仅仅是识记理论，而

没有掌握研究问题的能力，理论就失去了其应有的

价值，因为既定的理论遇到纷繁复杂的环境和条件，
就会失去其现实作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对于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精通的目的全在

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

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

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

的成绩就越大。”［７］因此在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

课研究型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激
发和培养他们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从全面被动接

受理论到在任课教师指导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方法去研究重大的理论问题、现实的热点难点

问题，通过问题研究深化对理论的认识，真正实现从

学习理论到研究问题的观念转变。

３．考核内容和方式要不断改革创新

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常用考核方式是考

试，考试内容主要侧重于理论要点的掌握以及对这

些理论要点的理解和简单运用。成绩一般来自于两

部分，期末考试成绩按照一定的权重作为总成绩，学
生的出勤状况也占有一定的权重算作平时成绩纳入

考核范围。这样的考核内容和方法优点在于标准统

一，便于操作，但缺点也非常明显。其一考核重“知

识”轻“能力”，反映在教学中，学生为了取得好成绩，
还是停留在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上，而很少主动去研

究问题；其 二 考 核 重“结 果”轻“过 程”，反 映 在 教 学

中，学生平常不思考，期末搞突击死记硬背，从而导

致学生“言而不行”、“知而不信”。
考核是检验教学效果的一个重要工具和手段，

考核内容和方式对教学有检查、判断、导向和反馈的

功能，会影 响 教 学 模 式 的 应 用 和 教 学 目 标 的 实 现。
在研究型教学实施过程中，许多任课老师的关注点

停留于教学方式的创新，而忽视了考核，导致了研究

型教学半途而废，无法进行到底。因此，在实施研究

型教学过程中，应该注重考核内容和方式的创新，比
如，在内容上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实践中产生的问题；在考核方式上突破传

统模式，将开卷与闭卷、课程讨论与专题辩论、撰写

论文和调查报告、社会实践和社会调研等各种考核

方式有机结合起来，灵活运用。这种考核内容和方

式创新有助于学生从“要我学”，转向“我要学”，从而

改变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态度和方法。

三、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

研究型教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研究型 教 学 强 调 教 师 的 主 导 性 和 学 生 的 主 体

性，注重学生运用理论研究和解决问题。实践证明，
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型教学是提高教学

针对性与实效性的有效方法。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

中还需要注意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１．协调好研究和教学的关系

研究型教学强调任课教师要有研究作为对教学

的支持，这是搞好研究型教学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

分条件。实践中，也有一些任课教师研究做得好，但
是教学效果不理想。究其原因是没有正确处理好研

究与教学之间的关系，具体表现为：第一，重研究轻教

学。教学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很难评价，影响也较

小，而研究成果容易评价，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不仅能

让老师获得更多的晋升机会，也会给学校带来荣誉和

资源，从而导致很多教师在处理两者关系时，总是把研

究放在第一位，教学放在第二位。第二，不是让研究为

教学服务，而是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剪裁教学内容，不是

向学生展示其研究的过程，传授其研究方法，而是力图

使学生接受其研究的成果，使教学迁就于科研。
研究型教学导向下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中，教学是落脚点。教学是研究的目的和追求，
研究是教学的方式和手段。任课教师应该以研究促

进教学，深化 教 学 内 容，切 不 可 将 研 究 置 于 教 学 之

上。既要让教学为研究提供条件，也要让研究关照

教学，二者相辅相成。只有这样硕士生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才会有深度，研究才会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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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注重问题的选择和研究方法的掌握

问题是研究型教学的核心要素。当前我国改革

处于关键时期，各种社会问题逐渐涌现出来。思想

政治理论课的问题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授课

教师根据自己教学章节的要求，结合国内外热点和

研究生思想实际，对问题进行设计、概括、提炼，形成

课堂教学讨论的问题。二是鼓励学生发现问题，提

出问题。学生的问题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根

据教材内容提出的问题；对教师课堂教学内容进行

思考提出的问题；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以及当前社

会中存在的各种社会现象提出的问题。面对各种各

样的问题，问题的选择不能滞留于大量具体的表象

问题，而要坚持贴近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实际、思想实

际和生活实际的取向，立足于具有一定意义的重大

理论问题。
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密切相关。研究方法用于

研究问题才能构成具体的研究活动。在具体的研究

活动中，首先提出的是研究问题，然后再选用合适的

方法，再作进一步的研究，从而去揭示问题的本质特

点和运动规律。只有研究问题没有研究方法，是有的

无矢；只有研究方法没有研究问题，就是有矢无的。
硕士研究生阶段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贵在教

“法”。［８］“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教学目

的中明确指出，对研究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

方法论教育，要通过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分

析社会历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培养硕士生的理论

思维能力，帮助硕士生掌握学习和研究哲学社会科学

的科学方法。以科学发展观为例，科学发展观是一个

关系到能否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的重大问题，是我们在

教学过程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任课教师除了可以

正面阐述其内涵及意义外，还可以引导学生应用社会

矛盾研究方法，反观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

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问题、现阶段存在的收入差

距过大问题，使其明确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充满矛盾，
能自觉认识和自觉解决社会矛盾，是社会主义优越性

的表现，从而深化其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

问题的认识，更加坚定不移地坚持科学发展观。

３．坚持考核创新与教学目标的有机融合

思想政治理论课肩负着对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教育，使其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提
高其分析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能力，帮助其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任。这是明确了

的预设教学目标，要求体现出三个层面的统一：理论

知识的掌握、能力的提升、思想觉悟的提高。在实施

教学过程后实际达到的目标我们称之为生成目标，
通常生成教学目标和预设教学目标有一定的差距。
差距产生的原因受到学生、教师、环境等各方面因素

的影响，其中教学和考核的脱节是影响教学生成目

标的重要因素。教学目标和教学模式决定考核内容

和方式，只有创新出的考核内容和方式吻合教学目

标，才是具有实际意义的创新，也就是说，只有考核

内容和方式的创新与教学目标有机融合才能真正提

升研究型教学的效果。
以“中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与 实 践 研 究”课 为

例，２０１０年《意见》明确提出该课程的预设教学目标

为深化和拓展本科阶段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在

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背景下，介绍和研究当前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重大问题，进一步掌握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

念。这就要求硕士生在理论知识上能深化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在能力上能研究当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在思想觉悟

上能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预设教学目标

的三个层面内在规定了考核内容应该包括知识、能

力、实践三个方面。知识的考核主要包括学生对于

知识点的识记、理解等；能力的考核主要包括学生运

用所学理论分析问题时体现的逻辑思维和综合分析

能力，在课堂讨论时的口头表达与思辨能力，在撰写

案例分析报告时的写作能力，在讨论时的创新思维

能力以及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分析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实践考核则注重学生的行为表现，
要做到知和行的统一，在实践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信念。只有坚持考核内容和方式的创新与教学

目标有机融合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
确保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的教学目标顺利实现。

总之，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对于研究型

教学来说既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要充分利用

拥有新教材和较高研究水平师资队伍的优势，协调

好研究和教学的关系，注重问题的选择和掌握马克

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促进考核内容和方式的创新

与教学目标的有机融合。只要不断探索和创新，就

一定能够实现步步高、步步深的教学效果，一定能够

把思想政治 理 论 课 讲 成 让 硕 士 研 究 生 受 益 无 穷 的

“精彩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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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念和教学成果的传承，遗憾的是，许多优秀的教

学思想和成果由于没有得到很好的整理和总结，慢

慢淡出了视野。目前我国采取教研组的形式有利于

持续改进，但还必须注意教研组也需要学生的参与

和意见。其次要做到继承性地发展。社会、教育、人

口和素质都在不断发展，信息的爆炸式增长已经让

师生之间的身份更为模糊，无论是在教学理念还是

在教学内容或教学方法上都不能墨守成规，而应该

与时俱进，积极采纳各方意见，听取更多声音，不断

地对教学进行长期的改进。

参考文献：

［１］王伟国．中美大学物理教学的比较研究与启示［Ｊ］．价值工程，２０１２，（８）：２１３－２１４．
［２］王纾．中美研究型大学本科课程教学的比较研究：以学生课程学习体验为视角［Ｊ］．外国教育研究，２０１２，３９（４）：１１１－１１９．
［３］李建军，张丽亭，朱金波．浅论情境教学在本科教学中的应用［Ｊ］．中国电力教育，２０１２，（３１）：３６－５４．
［４］王中华．研究生教育之乱象与治理［Ｊ］．研究生教育研究，２０１２，（１）：１４－２０．
［５］张良．高校跨学科研究生培养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Ｊ］．研究生教育研究，２０１２，（４）：１１－１５．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

ＬＩＵ　Ｓｈ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Ｈｕｂｅｉ　４３００７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ｔｉｌｌ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Ｂ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ｉｔ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ｔ　ｉ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ａｙ　ｂｅ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ｏｆ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上接第５５页）

参考文献：

［１］李乐山．高等学校进行研究型教学的方法和意义［Ｊ］．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１），９２－９６．
［２］屈波．基于自主性学习和研究性教学的本科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Ｊ］．中国高教研究，２０１１，（４）：８５－８７．
［３］王陈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型教学模式探索［Ｊ］．思想政治教育研究，２００８，（２）：６４－６６．
［４］刘智运．论高校研究性教学与研究性学习的关系［Ｊ］．中国大学教学，２００６，（２）：２４－２７．
［５］丁俊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导论重点难点问题解析［Ｊ］．思想政治教育研究，２０１２，（４）：３８－４３．
［６］陈占安．对增加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科研含量的几点思考［Ｊ］．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２００５，（６）：１４－１８．
［７］毛泽东选集：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８１５．
［８］郭凤志．关于研究生“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课程建设的思考［Ｊ］．学位与研究生教育，２０１１，（８）：２４－２８．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ｂａｓｅ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ｔｏ　Ｍａｓｔｅｒ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ＸＩＡ　Ｑｉｏｎｇ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ｈｕ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ｅｆｅｉ，Ａｎｈｕｉ　２３００３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ｔｏ　ｍａｓｔｅｒ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ｄｏｐｔ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ｂａｓ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ｗｉｔｈ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ｔｅｓｔｓ．Ｔｈｉ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ｓｔｒｏ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ｔ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ｂａｓｅ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ｗｅｌ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ｂａｓｅ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ａｓｔｅｒ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ｓ；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０９· 刘　汕·中美高校研究生教学模式比较与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