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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终身教育体系下,学校作为人才培养基地理应担负起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重要使命。作为教

育的“金字塔尖”,研究生教育是终身教育体系链的重要一环,自主学习应贯穿研究生培养全过程。课程教学

是研究生培养的关键环节,自主学习融进研究生课程教学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路径。在对研究生

课程教学中自主学习的内涵进行系统阐释的基础上,分析研究生课程教学中自主学习的作用,并从受教育

者、教育者两个维度提出推动自主学习融进研究生课程教学的实践策略,即研究生要养成良好的自主学习习

惯、教师要树立新的教学观和课程观。此外,政府和高校要为研究生课程教学中的自主学习提供支持性的条

件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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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类是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实现自

我价值的,知识和能力是人类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

砝码,学校作为人才培养基地正担负着传授知识、培
养能力的重要职责。但是,1980年代以来,随着信

息革命的迅猛推进,人们在学校课堂上获取的知识

已不足以维系自身的社会生存。正如巴斯(Buss)
所言,1950年代人们在大学所学知识的70%可用至

退休,时至今日,这个数字降为2%。这意味着,人
们离开大学后,98%的知识技能需要从社会中获取。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终身教育体系在世界范围内

得以确立,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成为学校的应

然使命。作为教育的“金字塔尖”,研究生教育是终

身教育体系链的重要一环。相较于其他教育阶段的

学生,研究生的知识结构更加完善、心智较为成熟、
自我支配时间比较充裕,他们“能够在导师指导下处

于一种自主学习和独立研究的状态”[1]。同时,研究

生已从单纯知识接受者逐步转变为知识生产者和创

造者,“对知识进行解构、改造与创新是研究生自主

学习的意义和要求所在,也是研究生培养目标设定

的一种内在要求”[2]。可见,研究生进行自主学习具

有显著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我国研究生教育普遍采用“教学+科研”的培养

模式,课程教学是研究生培养的关键环节。2014年

教育部印发《关于改进和加强研究生课程建设的意

见》强调,课程学习是我国学位和研究生教育制度的

重要特征,是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必备环节,在研

究生成长成才中具有全面、综合和基础性作用[3];

2017年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将课程体系建设纳入

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4]。自主学习融进研究生课程

教学,既是顺应时代变迁、培养研究生自主学习能力

的必然要求,也是由研究生教育的地位以及课程教

学在研究生培养中的不可替代性决定的。然而,



2019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

研究生培养管理的通知》指出,现阶段我国研究生学

习和自我管理的主动性还不足[5];周文辉等连续8
年(2012—2019年)对我国研究生满意度进行追踪

调查,发现研究生课程教学满意度始终低于研究生

总体满意度,如2019年研究生总体满意度为73.
7%、研究生课程教学满意度为69.9%[6]。鉴于此,
厘清研究生课程教学中自主学习的内涵,剖析研究

生课程教学中自主学习的作用,探讨自主学习融进

研究生课程教学的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

意义。

二、研究生课程教学中自主学习的内涵

(一)研究生课程教学

目前,学者们对课程与教学关系的认识仍存在

分歧[7-8]:①教学包含课程,课程从属于教学;②课程

的范围大于教学,教学是课程的必要组成部分;③课

程与教学的区别是人为造成的,二者应走向一体化。
但是,不可否认课程与教学是教育活动的两个基本

构成要素,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相互联系、相互补充。
1987年韦迪(Weade)提出“课程教学”的概念,认为

“课程在本质上是一种教学事件,教学在本质上是一

种课程开发过程”[9]。笔者认为,课程与教学是同一

事物的两个方面,二者统一于课程教学实践。课程

强调“教什么”,是教学活动的内容,也是检测教学质

量和效果的标准;教学强调“如何教”,是课程的实施

过程,也是课程展开的途径和活动方式。综上,课程

教学是教师和学生围绕课程进行的教与学的双边统

一活动,包括四项基本要素:①目标,贯穿课程教学

全过程;②主体,即教师和学生;③内容,教学活动的

重心;④方法,要实现从以教为主到以学为主的转

变。研究生课程教学是课程教学的下位概念,特指

发生在研究生教育领域的课程教学。
(二)自主学习的概念

关于自主学习的概念,主要有三种观点:①自主

学习是一种学习过程,如齐莫曼(Zimmerman)认
为,“自主学习是学生在元认知、动机、行为三个方面

都积极参与的学习过程,学习者应具备确定学习目

标、选择学习方法、监控学习过程、评价学习结果的

能力”[10];②自主学习是一种学习模式,如靳玉乐认

为,自主学习是“学习者在总体教学目标的宏观调控

下,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自身条件和需要自由地选

择学习目标、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并通过自我调控的

学习活动完成具体学习目标的学习模式”[11];③自

主学习是一个综合体,如狄金森(Dickinson)认为,
“自主学习是学生态度、能力和行为的综合体,并以

学生的行为机制为基础,学生既要勇于和乐于对自

己的学习目标、学习内容、学习过程、学习结果进行

规划和反思,又要具备进行正确规划和合理反思的

能力”[12]。
本研究采用齐莫曼的“过程说”,认为自主学习

是这样一种学习方式———学生“愿意”并且“能够”参
与到学习活动全过程。齐莫曼是社会认知学派的主

要代表人物,也是自主学习研究集大成者,他在总结

不同学派观点的基础上,构建出成熟的自主学习研

究框架[13](见表1),其后大量关于自主学习的研究

都围绕这一理论框架展开。
表1 自主学习研究框架

科学维度 心理维度 任务条件 自主的本质 自主的过程

为什么学 学习动机 对参与的确定 内在的或自我激发的 自我目标,自我效能等

如何学 学习方法 对方法的选择 有计划的或自动的 策略选择等

何时学 学习时间 对学习时间的控制 定时而有效 时间计划和管理

学什么 学习结果 对学习结果的控制 产生对学习结果的自我意识 自我监控,行为控制等

在哪里学 学习环境 对物质环境的控制 对物质环境的敏感应对 选择和组织学习环境

与谁一起学 学习的社会性 对社会环境的控制 对社会环境的敏感应对 选择榜样,寻求帮助等

  (三)研究生课程教学与自主学习的关系

自主学习作为一种独特的学习方式,既是时代

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个人生存的必备技能,需要教

师和学生共同参与。对研究生来说,自主学习可能

发生在课程教学中,也可能发生在科学研究或学位

论文撰写中,笔者研究的是研究生课程教学中的自

主学习。那么,研究生课程教学与自主学习存在怎

样的关系? 研究生课程教学是研究生教师对课程的

“教”与研究生对课程的“学”,自主学习是研究生自

身对课程的“学”,教师对课程的“教”可能不会对学

生的自主学习产生直接影响,但可以通过营造学生

“自主”的氛围、指导学生的学习行为、创新教学方法

等途径,间接影响学生自主学习。笔者将研究生课

程教学划分为课前、课间、课后三个阶段,教师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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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围绕特定课程内容,在不同教学阶段开展相应的

“教”与“学”活动。(见图1)

图1 研究生课程教学过程中的“教”与“学”

在课前阶段,教师依据预设的教学目标进行授

课准备,如了解学生基本情况、指定教学材料等;学
生搜集文献资料并认真研读,做好听课准备;教师与

学生的互动表现为共同制定教学大纲、选择授课形

式以及教师为学生提供学习建议等;授课准备与听

课准备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在课间阶段,教师具有

组织课堂教学的权威,包括合理安排时间、组织讨

论、活跃课堂氛围等;学生积极参与课堂学习、主动

发表见解和疑问等;师生互动主要在问答、评价、讨
论中实现;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有赖于教师对课堂

的有效组织和学生的积极配合。在课后阶段,教师

跟踪评价学生对课程内容、学习技巧、科研思维等的

掌握或理解情况;学生通过总结、检查自己的学习结

果,实现自我增进和完善;测评、沟通、课程论文等是

师生互动的主要方式;自我总结会对跟踪评价起到

补充、促进作用。
(四)研究生课程教学中自主学习的意蕴

自主学习是教育领域的重要研究主题之一,“在
课程论领域,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被作为一项

重要的课程目标;在教学论领域,自主学习被视为一

种重要的教学方法;而在学习论领域,自主学习则被

看成一种有效的学习方式”[14]。鉴于此,研究生课

程教学中的自主学习具有丰富意蕴,代表一种新的

课程观、教学观和学习观,不仅要求学生摒弃落后的

学习方式、主动探究知识的奥妙,而且教师和学生要

平等参与课程教学全过程;同时,课程不再以稳定、
封闭、陈旧的知识为主要内容,而逐渐以实际教育情

境为基础引入鲜活、多样化、灵动的教学素材。研究

生课程教学中的自主学习作为一种新的课程观、教
学观和学习观,呼吁研究生课程教学模式的变革:①

教学方式由权威控制型向平等参与型转变;②课程

内容由知识导向型向能力导向型转变。(见图2)

图2 基于自主学习的研究生课程教学模式改革

传统的研究生课程教学往往选择模式III,在这

种模式下,学生缺乏学习动机,教师扮演知识权威的

角色,课程内容单一,难以适应信息时代的需求;模
式II和IV是传统课程教学模式向新型课程教学模

式的过渡;模式I是理想的研究生课程教学模式,实
现了平等参与型教学方式与能力导向型课程内容的

有效结合,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应成为我国研究生

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的归宿。1980年代以来,在人本

主义理论、社会认知理论、建构主义理论等自主学习

基本理论的推动下,欧美发达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

开展了一系列课程教学模式变革,能够为我国研究

生课程教学模式变革提供一定借鉴,如使用辩论、背
诵、讲授、考试、研讨会和自主学习等多种教学方法,
扩充课程覆盖面,提倡跨学科课程以整合课程学习

模式,重点培养学生的分析、表达、推理、沟通等高阶

能力等[15]。

三、研究生课程教学中自主学习的作用

研究性是研究生教育显著区别于其他教育层次

的本质属性,虽然随着社会的变迁,社会就业结构出

现重大调整,并非所有研究生毕业后都会选择科研

工作,但这并不影响研究生教育的研究性。在整个

研究生培养阶段,研究生需要系统学习理论知识和

科研方法,并在导师指导下参与课题研究,实现理论

与实践的结合,最后将自己的学术知识和科研水平

体现在毕业论文中。毋庸置疑,课程教学是研究生

培养过程中不可替代的基础性工作[16]。从本质上

讲,自主学习是一种深度学习,能够激发学生的创新

精神,使“学习者获得系统性知识、批判性精神、创造

性思维等”[17]。自主学习融进研究生课程教学,势
必会提高研究生课程教学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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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夯实研究生专业知识基础

研究生培养离不开正规系统的课程教学。课程

的核心要素是课程内容,其基本要素是知识,而对研

究生教育来说,主要是“高深知识”。课程教学是研

究生获取专业知识的基本途径,“课程学习的学生参

与度对‘知识与技能’‘智力发展’具有明显的积极影

响”[18]。传统的以教师讲授为主导的课程组织形式

已无法适应知识爆炸时代的需求。事实上,研究生

只有通过积极参与、主动思考和研究才能产生深层

次学习,进而理解、掌握、拓展本专业的理论知识。
(二)培养研究生创新意识和能力

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是高校的主要社会职能

之一,是培养创新型人才、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

重要使命。自主学习作为深层次学习,涉及到一系

列高阶思维任务,如分析、综合、评估等,强调师生、
生生的双向沟通和互动,自主学习融进研究生课程

教学,有助于实现学术思想的碰撞,激发研究生的好

奇心,鼓励他们主动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进而提高研究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

(三)推进教学与科研的融合

自主学习融进研究生课程教学,意味着知识观

念的革新:教师由知识传授者变更为知识引领者,学
生由知识旁观者转变为知识参与者。这种新的知识

观强调创造者眼光和当局者思维,为教师和学生在

课程教学中开展自由、平等、开放的对话提供可靠的

信念支撑,从而改变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推动研究性

教学的实施,促进科教融合。如教师将自己的科研

成果转化为教案或讲义,为学生提供最前沿的专业

知识和理论支撑;学生就某一研究主题发表见解和

看法;怎样设计研究框架、选择什么研究方法、如何

发现真问题等都是师生在课程教学中讨论的话题。
(四)增强师资队伍整体教学能力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冲击下,我国研

究生教育生师比激增,加之受教师时间、精力有限以

及科研安排、课时量、行政工作等因素的综合制约,
师生之间欠缺真正的沟通。从某种意义上讲,自主

学习能够弥补学生对知识、能力的更多需求与教师

个别指导不足之间的矛盾,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师可

以得过且过。自主学习要求教师和学生积极参与课

程教学全过程,教师需要为学生答疑解惑、指引方

向,因此他们必须不断地充实知识储备、掌握先进的

教学理念、探索有效的教学手段和方法,这势必会提

高师资水平和教学效果。
(五)提高研究生可雇佣性能力

研究生最终要走向就业岗位,甚至增加就业资

本、延缓就业压力本身就是许多人读研的动机。在

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下,研究生毕业后无论是继续

科研,还是转行换岗,都需要进行不间断的学习。自

主学习融进课程教学不仅能够为研究生提供完备的

理论知识体系,还有助于提高其可雇佣性能力和雇

主满意度。可雇佣性能力是一种多维度、动态化的

综合能力,包括批判性思维、人际交往能力、组织管

理能力、创造性思考、团队意识、表达能力、写作能力

等。研究生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的可雇佣性能力,才
能成为社会亟需的复合型人才,进而实现人生价值。

四、研究生课程教学中自主学习的实践策略

自主学习是一种学生“愿意”并且“能够”参与到

学习活动全过程的学习方式。自主学习融进研究生

课程教学,既需要“愿意”———研究生自身的学习动

机、学习态度等内在心理机制,也离不开“能够”———
研究生具备自我评价、自我监控、时间管理等能力,
教师为研究生课程教学中的自主学习提供帮助。

(一)受教育者———研究生要养成良好的自主学

习习惯

学生自身是影响自主学习习惯养成的内因和关

键。结合齐莫曼自主学习研究框架,笔者认为研究

生可以从如下方面改进课程学习实践。
1.制定合理的学习目标。为什么学、如何学以

及形成什么样的目标定向,都会影响学习者的学习

结果和学习进度。宾特里奇(Pinteich)从“追求—回

避”与“掌握—表现”两个维度将学习者目标定向划

分为四种形式:①“追求—掌握”,关注掌握任务、学
习和理解,以自我提高和对任务的深度理解为标准;
②“追求—表现”,关注胜过他人,显示自己的卓越,
以同伴参照为标准;③“回避—掌握”,避免误解、学
不会或者不能掌握的任务,以不犯错、不错误地完成

任务为标准;④“回避—表现”,关注避免产生自卑

感,避免使自己看上去比别人笨[19]。显然,“追求—
掌握”应该成为研究生的目标定向,自主监控学习过

程,密切注意学习进展情况,运用有效的学习策略,
使学习朝着既定目标前进。
2.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和策略。首先,应认识

到课程预习是课程教学的一部分,在课前准备阶段

制定课程学习计划,认真研读教材或文献,标注疑难

点和重要理论、观点等;在课堂上紧跟老师的节奏和

思路、提问并思考问题;在课下及时评估自己的学习

结果、与教师或同学交流学习感悟等。其次,应懂得

如何运用各种搜索引擎或工具查阅文献资料;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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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阅读技巧,注意提高英语水平,阅读经典原

著,关注本学科前沿理论和观点等。最后,在课余时

间通过听讲座、参加学术沙龙、参与课题研究等实践

活动,检验、补充、利用自己在课程教学中获得的知

识和技能。
3.提高时间意识和时间管理能力。时间意识淡

薄是导致研究生自我管理主动性不足的主要原因之

一。在课程教学过程中,为合理规划学习时间,研究

生需做如下努力:①弄清自己的时间利用情况,比如

学习、体育锻炼、上网、社交等各占多长时间,然后与

同辈群体中的优秀者比较,发现自己在时间安排中

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②明确自己可以用来学习的

时间有多少、在哪个时间段自己的学习效果最佳、哪
些时间不受自己控制等基本问题;③利用“四象限”
法(紧急—不紧急、重要—不重要),对学习任务进行

排序,分清轻重缓急,制定学习时间计划;④选择合

适的方法和工具执行计划,并在执行过程中进行自

我监控和调节;⑤在计划实施后评估学习效果。
4.选择恰当的学习内容。一方面,研究生应以

国家教育方针、学校培养目标、教师课程计划为参

照,以本专业知识学习为立足点,不断拓展自己的专

业知识面和学科视野,建立合理的专业知识结构,掌
握独立的研究方法和技能,最终完成本专业的学业;
另一方面,研究生要注意发展自己的兴趣和能力,以
实现终极学习目标。既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非)
专业知识进行学习,也可以通过翻阅书籍或参加社

团活动等方式培养自己的文字表达能力、人际交往

能力、归纳反思能力、外语能力等,以弥补课程教学

存在的局限和不足。
5.有效控制和利用学习环境。学习环境是学习

资源 和 人 际 关 系 的 动 态 组 合,主 要 包 括 两 个 要

素———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为构建自主学习的课

程教学模式,研究生需要对学习环境进行有效控制

和利用。关于物质环境,可充分利用学校图书资源、
各专业相关学科网站和论坛、MOOC以及国家建设

的网络课程、教学资源库等搜集学习资料;关于社会

环境,研究生要充分发挥能动性和主体性,处理好自

己与自己、老师、同学的关系。所谓“自己与自己的

关系”主要是指保持良好的学习状态,每天有效学习

时间、每次最长学习时间、学习强度、大脑清晰度是

衡量学习状态的四大指标,指标值越高,说明学习者

学习状态越好[20]。
(二)教育者———教师要树立新的教学观和课

程观

自主学习作为一种新的教学观和课程观,呼吁

研究生课程教学模式的变革。为促进自主学习融进

研究生课程教学,教师应树立新的教学观和课程观,
扮演好自身在整个课程教学过程中的角色。
1.制定旨在培养研究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教学目

标。在以智能化、国际化、信息化为特征的知识经济

时代,自主学习是研究生的必备技能并在研究生课

程教学中发挥重要作用。教师在制定课程教学目标

时,应在立足教育目的、培养目标、课程目标的基础

上,高度重视对研究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包括自

我定位、概括分析、批判性思维等能力。此外,教学

目标既是教师“教”的目标,也是学生“学”的目标,教
师在制定教学目标前应充分了解学生的基本情况,
包括专业背景、研究兴趣、职业规划等,以提高教学

针对性,推动教学目标在教学实践中有效落实。
2.转变课程组织方式,及时更新课程教学内容。

研究生教育处在整个教育链最高端,其课程内容主

要是“高深学问”。然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经典知

识已无法满足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课程组织

方式亟待转变,课程内容亟待更新。“传统的课程观

关注目标和结果、认同和掌握、可测性和精确性,主
张 把 教 师 和 学 生 训 练 成 既 定 真 理 的 被 动 接 受

者”[21],而新的课程观强调学生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精神,课程学

习不再是学生对既定知识和结论的被动接受、机械

记忆,而成为一个批判、运用、理解、拓展学习内容的

过程。因此,能力和知识一样,都是研究生课程教学

的重要内容。
3.转变教学组织方式,实现教学方法多元化。

自主学习融进研究生课程教学需要教学组织方式由

权威控制型向平等参与型转变,相应地,会影响教师

角色定位和教学方法运用。吴康宁从教师领导力度

及由此决定的学生自主程度两个维度,将教师在课

堂教学中的角色划分为权威、顾问、同伴三种类

型[22]。显然,教师扮演顾问或同伴的角色更利于促

进研究生自主学习。教学方法的选择受教学目标、
课程内容和教学组织方式的制约,在研究生课程教

学中,考虑到教学目标对研究生知识学习、能力掌握

的高要求以及课程内容的高深性、自主学习的独特

性,教师应尽可能选择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如在“最佳时域”运用讲授法传授学科知识;学生注

意力不集中时,运用提问、讨论等方法组织教学;将
课前自学定为常规教学环节;利用微信、学习论坛等

工具或平台指导学生课下学习等。
4.设置适合研究生自主学习的课程考评体系。

目前,我国研究生课程考核主要采用期末考试或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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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论文的方式,这种评价往往重结果轻过程、重数量

轻质量,忽略学生的主体性、创造性。为促进研究生

自主学习,应建立有效的课程考评体系,充分发挥评

价的激励、导向功能。有效的课程考评体系具备以

下特质:①方式的灵活性,教师可运用课程论文、阶
段测试、口头演示、自评、同学评价、答辩等多种考评

方式,以发现、发展学生多方面的潜能,改变学生单

一思维模式,帮助学生正确认识自我,激发学生内在

动力;②内容的全面性、开放性,考评不能局限于“标
准答案式”的问题测验,或对理论知识的单纯评价,
要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掌握的各种能力以及表现

出来的态度、情感、意志力等,以对学生进行有针对

性的指导;③反馈考评结果,“一个有效的行为必须

通过某种反馈过程来取得信息,从而了解目的是否

已经达到”,教师作为课程考评组织者,必须重视对

考评结果的反馈,以使学生明确自身优劣势,寻找研

究兴趣,适时获得成就感;④兼顾个体差异,每个学

生都是独特的个体,教师应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和

实际水平,对学生的不同方面和学习过程进行有针

对性的考察和评价。
此外,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发生在特定

社会环境中,都受教育中介的影响。自主学习融进

研究生课程教学,不仅需要研究生和教师的努力,也
离不开政府和高校的支持,包括:转变教育理念,塑
造自主学习的文化氛围,成为自主学习的倡导者和

引领者;健全教师评价体系,打破“以科研成果论英

雄”的评价桎梏,加大课程教学调控力度,使培养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成为教师评价的重要指标;重视研

究生教材编写和课程设置工作,教材内容要具有前

沿性、实践性、研究性、专业性,课程设置既要符合社

会进步的潮流、就业市场的需求,也要符合研究生个

性发展的需要;加大网络硬件设施建设,丰富网络学

习资源,为研究生提供优质的自主学习平台等。在

政府、高校、教师、研究生自身的共同努力下,自主学

习作为一种新的教学观、课程观、学习观、知识观,将
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推动研究生教

育内涵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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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andImplicationofDoctoralCultivationataWorld-classAmericanUniversity:
BasedontheanalysisoftheinterviewswithdoctoralstudentsatUC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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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choolofEducation,ShaanxiNormalUniversity,Xi’an710062;

2.GraduateSchoolofEducation,PekingUniversity,Beijing100871)

Abstract:Basedonthein-depthinterviewsatUCLA,aworld’sfirst-classuniversityintheUnitedStates,thispaperstudies
theeffectivestrategiestheuniversityhastakenforitsdoctoralstudenteducation.Subsequently,thispaperfindsmanygood
practicestheuniversityhasdevelopedforitscultivationofdoctoralstudents,i.e.theestablishmentofanextensivemodular
coursesystemwiththefocusoncultivatingdoctoralstudentsintheeducationprocess;theprioritygiventotheinterdisciplinary
roleindoctoraleducationsoastomakegooduseofthemethodsandwisdomofdifferentdisciplines;theimportanceattachedto
doctoralqualificationexaminationwiththeemphasisoncultivationprocessmonitoringandstrictimplementationofthepolicyto
dropoutstudentswhoseperformancecouldnotliveuptotheexpectation;theestablishmentofafeatured"research
apprentices’society"tostrengthentheguidanceofsupervisorstodoctoralstudents;theestablishmentofTAandRApractice
posts,whichprovidesvarious"hidden"benefitsfordoctoralstudents;andtheunrestrictedandliberallearningatmospherethat
ensurespureresearchbydoctoralstudents.Inconclusion,theauthors,withreferencetotheexperienceoftheworld-class
AmericanuniversitiesandinconsideringthepracticalconditionsofChinaincultivatingdoctoralstudents,proposesomespecific
measuresforimprovingthecultivationofdoctoralstudentsinChina.
Keywords:world-classAmericanuniversity;UniversityofCalifornia,LosAngeles;doctoralstudentcultivation;doctoral
studenteducation

(上接第40页)

Connotation,FunctionsandPracticeStrategiesforIndependentLearningin
CourseTeachingforPostgraduates

XUEXinxin,HULifang
(SchoolofEducation,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

Abstract:Inthelifelongeducationsystem,schools,servingasbasesfortrainingstudentsintoprofessionals,shouldtakethe
cultivationoftheindependentlearningabilityforstudentsastheirimportantmission.Atthe“pyramidtop”ofeducation,the
postgraduateeducationisalsoanimportantchainofthelife-longeducationsystem,andindependentlearningshouldrun
throughthewholeprocessofthepostgraduatecultivation.Courseteachingisakeylinkinthepostgraduatecultivation,and
integratingindependentlearningintothepostgraduatecurriculumsystemisanimportantwaytoimprovethequalityof
postgraduateeducation.Basedonthesystematicexplanationoftheconnotationofindependentlearninginthepostgraduate
curriculum,thispaperanalyzestheroleofindependentlearninginthepostgraduatecurriculum,andputsforwardhowto
integrateindependentlearningintothepostgraduatecurriculumfromtheeducateeandeducatordimensions:i.e.postgraduates
shoulddevelopagoodhabitofindependentlearning,whileteachersshouldestablishnewconceptsforteachingandcurriculum.
Inaddition,governmentsanduniversitiesshouldprovidesupportiveconditionsandguaranteeforindependentlearninginthe
postgraduatecurriculum.
Keywords:postgraduate;independentlearning;courseteaching;practice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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