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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型教学注重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强调教学内容的前沿性、先进性、探索性和教学方法的多样性,

非常适合研究型人才培养.中国科技大学在神经科学专业研究生培养中,将研究型教学理念引入到每个具

体教学环节,在专业理论课教学中,聘请国内知名专家介绍领域研究现状与前沿热点问题;在实验课程教学

中,重视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应用.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中心,撰写文献综述、研究方案,PPT讲解和课堂提问等

多种形式灵活运用.实践表明,研究型教学方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科研思维,提升学生的实验技能和语言表

达能力,促进了高水平创新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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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型教学是相对于以单向性知识传授为主的

传统教学模式提出的.是指教师以课程内容和学生

的学识积累为基础,引导学生创造性地运用知识和

能力,自主地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在研

讨中积累知识、培养能力和锻炼思维的新型教学模

式[１].研究型教学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应大力倡导

的一种教学模式.

一、研究型教学理念及形成背景

１８世纪末,１９世纪初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在西

方教育史上被称为传统教育.认为教学过程中,学
生主要是被动地接受教师由外部提供的知识信息,
即接受型的教学模式.２０世纪前期,前苏联教育家

凯洛夫继承发展了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强调教学

过程中以“教师、教材、课堂”为中心和“组织教学、检
查复习、讲授新课、巩固练习及布置家庭作业”五个

环节的教学模式.传统教学模式在稳定的社会科技

发展阶段有利于高效率、大容量地传授系统的文化

科学知识,从而能够迅速培养出大批知识型、继承型

人才[２].但传统的教学模式在知识、能力和素质的

关系上,过于重视知识的传授,忽视对学生能力的培

养,特别是创新能力的培养.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我国

提出了以培养创新人才为目标的创新教育理念,

１９９９年国务院批准的«面向２１世纪教育振兴行动

计划»中强调指出,“高等学校要跟踪国际学术发展

前沿,成为知识创新和高层次创造性人才培养的基

地”.同时,我国高校经过“９８５工程”和“２１１工程”
等国家重点建设,科技创新和创造性人才培养工作

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初步建成了一批研究型大学.
在我国高等教育迈入大众化的新时期,高水平研究

型大学无疑承担着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的责任和义

务.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不同于一般应用型人

才的培养模式,它要求高水平大学要改革传统的教

学模式,探索建立研究型教学新模式[３].研究型教

学从１８世纪开始受到关注,２０世纪初以后在杜威、
施瓦布等人的推动下,得到了广泛实施.１９９８年,
美国博耶委员会在其研究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把研究



型教学作为本科教学的要求[４].其后,研究型教学

也受到我国教育部的重视,２００１年«关于加强高等

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文件

提倡教授上讲台,及时把科研成果融入教学内容;提
倡实验教学与科研课题相结合.２００５年«关于进一

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高

校要积极推动研究型教学,提高大学生的创新能

力.研究性教学体现“教研结合”“寓教于研”的核心

思想,以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为理念,推
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手段和评价方式等方面

的全面创新[５].

二、研究型教学类型及主要教学方法

Griffith最早提出“研究引领教学”的教育理

念,还提出如下四种研究型教学的类型.研究领先

型:教师结合课程内容介绍自己的研究方向.研究

取向型:不仅专注知识本身,还要专注知识产生的过

程,通过教学促发研究精神.研究为本型:即探究式

学习,课程设计以探究为基础的教学方法,学生和教

师角色上的差异被最小化.研究支持型:以研究进

展、研究结果为根据支持教学工作[６].研究性教学

方法通常有以下几种:(１)案例教学法.是一种以案

例为基础的教学法,案例本质上是提出一种教育的

两难情境,没有特定的解决之道,而教师于教学中扮

演着设计者和激励者的角色,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

论.(２)探究式教学,又称发现法、研究法,是指学生

在学习概念和原理时,教师只是给他们一些事例和

问题,让学生自己通过阅读、观察、实验、思考、讨论、
听讲等途径去独立探究,自行发现并掌握相应的原

理和结论的一种方法.(３)基于问题的学习.是一

种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将学习与任务和问题

挂钩,通过学习者的自主探究和合作来解决问题,从
而学习隐含在问题背后的科学知识[７].通过这些研

究性教学手段培养学生具有形成概念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批判性的推理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创新及

独立工作的能力;与他人合作的能力;清楚地思维、
表达和写作的能力和一生求学不止的能力等[８].

三、研究型教学在研究生课程

教学中的实践探索

课程教学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课程教学

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着人才培养质量.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简称中国科大)作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
拔尖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方面独具特色,在国内外享

有良好声誉.这里以中国科大神经科学专业研究生

培养为例,介绍研究型教学在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从历年统计数据来看,中国科大神经科学专业

研究生毕业后大部分会在国内外高校(研究所)进一

步深造或直接就业,从事教学科研工作.针对该特

点,我们结合学生实际情况,将研究型教学引入人才

培养的各个环节,改革措施包括五个方面.
(一)运用多种教学方式讲授专业前沿知识和科

研领域新成果

研究表明,教师的科研成果和教学效果呈现较

为显著的正相关,大学教师的科研和教学存在相互

促进的关系,好的教学需要科研做支撑[９].拥有深

厚科研背景的教师,会将学科最前沿的信息带到课

堂,从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拓宽学生的视

野.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在神经科学研究生专业

课教学设计中,特别注重科研前沿知识的传授.
中国科大神经生物学和生物物理学专业的研究

生招生规模大约６０人/年左右.神经生物学原理是

神经生物学和生物物理学专业研究生的一门必修

课.然而研究生教学最易遇到的问题就是新生的学

科基础差异很大.本校及少数学校本科阶段开设了

基础神经科学课程,对神经科学已有基本了解;而其

他新生未学习过相关课程,基础薄弱,无法跟上课堂

教学.鉴于此,我们对本科生的基础神经科学和研

究生的神经生物学原理这两门课程进行了改革.首

先,将本科生基础神经科学打通成本硕贯通课,秋季

授课.来自本校的研究生在拿到该课程负责人的签

名后免修,其他学生先修基础神经科学.神经生物

学原理则开设成全年的前沿讲座课程(神经生物学

原理I和II).研一的秋季学期在基础神经科学稍

后２－３周开始开设神经生物学原理I(４０学时),主
要偏重分子和细胞神经生物学相关内容的教学;研
一的春季学期开设神经生物学原理神经科学II(４０
学时),主要偏重系统神经生物学.利用中科大“所
系结合”的优势,前沿讲座的授课老师除包括学院内

的教授,还从中科院各个研究所及各个高校聘请专

家(每年大约１６人).前沿讲座授课分基础和前沿

两部分:基础包括相关领域的科研背景以及对应的

基础知识;前沿包括专家自己的工作以及相关领域

的前沿进展.课程内容涵盖了神经科学中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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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精神疾病以及当前的前沿技术领域.为了确保

授课质量,我们邀请清华大学/美国冷泉港实验室钟

毅教授讲授突触可塑性的基本概念和研究进展;邀
请上海交通大学徐天乐教授讲授关于神经元、动作

电位和离子通道等基本概念和研究进展;邀请南京

大学生理学教研室王建军教授讲授“脑的运动系统

和运动功能”;邀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神经内科

主任医师钟春玖教授讲授阿尔茨海默病及其研究进

展;邀请生物物理所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刘力教授讲授“长链非编码 RNA 与神经系统的功

能”等.
针对研究生将来需要进行科研等需求,我们对

授课方式也进行了改革.授课专家在课前两周发给

学生１－２篇相关英文文献阅读,以便于学生更好地

了解授课老师的领域,同时训练学生的文献阅读能

力.为推动学生在听报告时主动进行科学思考,并
能归纳总结自己的科学问题,课程专门在报告后安

排学生与授课老师互动提问(约一个小时),同时对

学生问题的质量打分并作为平时成绩计算,占总成

绩５０％.为训练学生的科研写作能力和思维逻辑

能力,秋季学期期末学生需自选一个研究课题写一

份研究方案,占期末成绩３０％.为训练学生的语言

表达能力,学生还需对其研究方案进行课堂PPT答

辩,占期末成绩２０％.最后为训练学生的科研合作

能力,春季学期期末的研究方案与答辩都安排分组

进行,各组成员必须由来自不同实验室的学生组成,
研究方案也必须是交叉方向.

神经药理与毒理学是研究生的另一门专业基础

课,在讲授神经系统药理和毒理基本知识的基础上,
强调重金属、外源化合物、生物毒素等对神经系统的

影响机制,以及神经系统相关疾病的产生原因和相

关药物的治疗机理.随着神经科学新技术的飞速发

展,在授课过程中,除了讲授相关的神经科学研究基

本方法,更进一步增加了目前比较普及的光遗传技

术、多通道电生理记录、超高分别率成像技术等;同
时也邀请同学们介绍了自己实验室与药理和毒理相

关的技术进展,如单细胞电生理与质谱结合检测神

经元功能和代谢物组成等.选课的同学,除来自神

经生物学专业外,还包括细胞生化、结构生物学、化
学等专业,这些技术的介绍不仅可以及时将前沿知

识和技术方法介绍给同学们,而且能帮助学生掌握

广泛扎实的多学科交叉知识,有利于创新性高端科

研人才的培养.

(二)注重新的实验技术和实验方法的引进、动
手能力和语言能力的培养

研究生阶段除了注重专业知识的灌输和科研思

维的培养外,动手能力的培养也至关重要.从９０年

代开始,在本科生生理学实验课程的基础上,中国科

大生命学院针对研究生开设了生理学和神经生物学

综合实验,进一步提高了与神经科学研究的密切关

系.初期内容涉及膜片钳记录、在体和离体场电位

记录、基础形态学实验等;后期随着科研内容的拓

展,逐渐添置了研究记忆、成瘾和抑郁等情绪反应的

行为学实验设备、脑电信号记录、多通道信号记录系

统等,最近几年则增加了光遗传相关的实验装置和

实验内容[１０].通过这些实验技术的培养和训练,拓
展了将来从事神经科学研究的学生的视野,同时实

现了教学与科研的无缝对接.
基础神经科学本硕贯通课以生命科学学院的学

生为主,还有少量的外系学生,选课人数在１１０人左

右,其中本科生８０人,研究生３０人.这门课程的教

材是 NEUROSCIENCE－Exploringthebrain[１１]和

中文版:«神经科学Ｇ探索脑»[１２].这门课程为了培

养学生的科研动手能力,鼓励学生做课外小实验,而
参加课外小实验则可以获得５分的加分.另外,和
其他课程教学不同的是这门课程采取了双语教学模

式,考试也是混合了中、英文考题.学生英文考题的

得分与中文考题的得分基本呈正比,但总体中文考

题的得分比英文考题的得分高.本门课程考试题目

中有很多选择题,为了防止考试作弊,在考试中特别

设计了 A卷和B卷,两者区别在于考试题目的选项

发生变动.比较出勤率与考试成绩的相关性发现,
两者呈正比.

(三)坚持“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组织

课堂教学

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

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整个学习过程偏重于知识

的灌输.为了改变这种被动的学习方式,我们在课

堂教学中坚持“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让学

生走上讲台,体验教师的角色[１３].角色互换后,师
生之间的知识传递不再是单一的由教师到学生,学
生也向教师传递自身的专业知识,从而形成双向的

知识传递,教师也得到了知识的补充.师生角色互

换能够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文献综合能力,增
加学生的知识积累和科研能力,增强学生的语言表

达能力、问题处理和沟通能力,是全面塑造学生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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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培养优秀人才的重要举措[１４].除了神经生物

学原理课程学生需要做PPT答辩外,神经药理与毒

理学课程的学生每年超过５０人,每学期安排２０个

左右学生结合课程内容和自己的研究方向做文献阅

读和讲解,文献选择于 Nature、Science、Cell、Nature
neuroscience、Neuron等高水平杂志.介绍文献的

过程中,大家可以随时提问,通过师生互动,生生互

动,吃透一篇好文章的思想和结构,用到的新技术、
新方法和写作技巧.这种方式不仅有助于研究生的

科研能力培养,对扩大教师的视野也相得益彰,体现

了教学相长的教学理念.例如,视觉研究实验室的

A同学分享了一篇关于小鼠胚胎干细胞３D诱导分

化成眼杯结构的文章,听觉研究实验室的B同学有

音乐背景,对从事跟音乐相关的听觉神经科学研究

非常感兴趣,于是分享了一篇关于婴幼儿音乐脑优

势的文章.师生们都觉得非常有趣,受益匪浅.
(四)注重文献阅读,着力培养学生获取和利用

信息的能力

获取信息,利用科技情报信息是促进科学技术

转化为生产力的重要因素,这一能力的培养直接关

系到学生将来的独立工作能力.查文献、写综述是

开展课题研究的基本功之一.为了让学生对相关课

题的来龙去脉,包括历史背景、研究现况、发展方向

等有个全面了解.研究生在进入科研实验室从事具

体课题研究时,通常需要对本研究领域内的文献进

行调研,写成综述.神经生物学原理需要学生查阅

文献,撰写研究方案,神经药理和毒理学研究生课

程,也需要学生在感兴趣的药理领域或者毒理领域

内选取一个课题,对相关内容查阅文献,没有做文献

阅读的学生需要在期末考试前提交一篇综述,综述

的结构包括作者、学号、题目、摘要、正文和参考文

献.学生提交电子稿或打印稿,成绩在期末总评中

占总分的２０％.
(五)采用多元化的考评体系

多元化评价是指高等教育根据培养目标、课程

性质、教学目标和要求以及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反
映在对学生学习评价体系上的多元化.单一测试的

评价模式不能满足研究生课程需要,因此我们在神

经科学相关课程中引进了多元化的评价体系,例如,
在神经生物学原理中课堂提问、PPT答辩和课后撰

写研究方案等都记入期末成绩,基础神经科学课外

小实验加分等.多元化学习评价体系有利于对学生

知识、能力、素质进行综合评价,对培养具有创新精

神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对构建科学的课程考

核和学生学习评价体系,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具有重

要的意义.

四、改革成效

中国科大神经科学专业研究生课程改革经过多

年的摸索和实践,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校外专家认

为,与“９８５高校”相关专业研究生相比,中科大学生

课堂参与积极性高,而最突出的是他们提出的科学

问题层出不穷.学生更是反映课程教学很有特色,
学习、研究兴趣大增.由此可见,课程教学如果能够

做好教材内容与前沿知识相衔接,将有助于培养学

生的创新思维,提升综合能力,使学生既有扎实的理

论基础知识,又能够了解学科发展的前沿动态.神

经药理学和毒理学这门课程选课人数也逐渐增加,
从之前一般３０－４０人选课增加到目前的６０人左

右.选课的同学,除来自神经生物学专业３０人外,
还吸引了其他生物学、医学、化学和环境科学专业的

同学选修该门课程.我们也对一些课程的改革进行

了统计,发现基础神经科学参加课外小实验的学生

期末得分为７３．７±１１．３(n＝４４)分,显著高于未参加

课外小实验学生的６５．０±１５．９得分(n＝３６,P＜
０．０１).这门课程的教学也深受学生喜爱,期末学生

课堂教学评估分通常在４．７以上,超过全校４．５５的

平均水平.

五、关于研究型教学的思考与展望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

质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高等教育要重视大学生

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普遍提高大学生

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重视培养学生收集处理信

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以及团结协作和社会活动的

能力”,中国科大神经科学专业研究型教学方法体现

了上述人才培养的精神.研究生阶段是培养科研思

维、动手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的关键阶段,学生在此

阶段学到的知识可为今后的科研工作打下扎实的基

础.无论注重前沿知识和科研领域新成果的研究领

先型,还是注重新技术和新方法的研究为本型教学,
对拔尖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以学术研究的思维设计具体学科的教学方案,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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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知识的传播和学生能力的培养,是今后教学研

究的重要方向.在学术共同体已有成果基础上,不
断推进对“教”与“学”过程的认知和理解,必将大大

促进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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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ApplicationofResearchＧorientedTeachinginCourseTeachingforPostgraduates

WANG Ming,CHENJutao,YANGYupeng,CHENLin,

ZHANGZhi,SONGXiaoyuan,ZHOUJiangning

(SchoolofLifeScience,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ofChina,Hefei２３００２７)

Abstract:Asitfocusesonthecombinationofscientificresearchandteaching,andemphasizesthepioneering,advanced,

exploratorycontentandthediversityofteaching methods,theresearchＧorientedteachingisreallysuitableforcultivating
researchＧorientedpersonnel．Inthecultivationofpostgraduatesinneurosciences,USTChasintroducedaresearchＧoriented
teachingconceptintoeveryteachingsectorforpostgraduateeducation．Formajortheorylessons,theuniversityinvitesfamous
specialistsfrom bothhomeandabroadtointroducelatestresearchoutcomesandhottopicsinpioneeringresearch．For
experimentlessons,itgivesprioritytotheapplicationofnewtechnologyandnew methods．TheuniversityadoptsastudentＧ
centeredteaching mode,usingvariousandflexibleteaching methodsinliteraturereview summarizing,researchproject
development,PPT developmentandpresentationandclassroom questioningandanswering．Thepracticeindicatesthat
researchＧorientedteaching methodisbeneficialforpostgraduatestoimprovetheirscientificresearchＧorientedthinking,and
enhancestheexperimentalskillsandlanguageexpressionabilityofthepostgraduates,aswellaspromotesthecultivationof
highＧendinnovativepersonnel．
Keywords:lifescience;researchＧorientedteaching;experimentaltechnique;scientificfrontier;studentＧcent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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