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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型教育与研究型教育的融合

—
从大学理工科研究生科学思想史的教学谈起

王巧慧

摘要 认为学习型教育与研 究型教育的融合是现代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主要方向 以大学理工科研究生科

学思想史的教学为例
,

探讨 了学习型教育与研究型教育融合的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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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研 究生
,

厦门
。

一个会读书
、

书读得好的大学本科生
,

考上研究

生后
,

却不一定能成为合格的研究生
。

这种现象在

我国许多大学里都存在
,

其原因是复杂的
,

而不重视

从学习型教育向研究型教育的过渡和转化
,

是其中

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

戈登
·

德莱顿和珍妮特
·

沃斯在《学习的革命 》

中这么写道
“

全世界在争论着这样一个问题 学校

应该教什么 在我们看来
,

最重要的应当是两个
‘

科

目
’

学习怎样学习和学习怎样思考
。 ” ”他们的观点

是强调掌握学习的方法
。

在我们看来
,

他们的观点

适用于从小学
、

中学一直到大学整个学习的过程
。

而对一个具体的学生来说
,

从学习向研究过渡
,

还得

讲究更深层次的问题
,

这就是知识与智慧的相互转

化
。

知识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

和经验的总和 智慧指的是辨析判断
、

发明创造的能

力
。

知识与智慧联系十分紧密
,

知识积累得多
,

有可

能孕育
、

产生出更多的智慧 而智慧亦可创造出新知

识
。

但是
,

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都能产生出智慧
,

也不

是知识越多产生的智慧也越多
。

知识和智慧的转化

是有机理的
。

这种机理
,

我们可以从瑞士心理学家

皮亚杰
“

结构主义
”

的思想中得到有益的启发
“

结构

是一个由种种转换规律组成的体系
。 二 ‘

· ·

一个结构

包括了三个特性 整体性
、

转换性和 自身调整性
。 ”‘ ’

改善结构
,

提升结构
,

在结构的整体性
、

转换性和 自

身调整性中实现知识和智慧的成功转化
,

是教育科

学应当重视的极端重要的工作
。

这个工作
,

在大学

本科
、

硕士
、

博士阶段皆可进行
,

要因材施教
。

学习型教育使受教育者学到知识
,

包括学到掌

握和运用知识的手段
、

方法和技巧 研究型教育则使

受教育者能够创新
,

尤其是进行学术创新
。

学习型

教育也可以实现创新
,

这是学习型教育的高级阶段
,

即前面我们所说的转化
。

这里就有个从机械性操作

到创造性思维的过渡问题
。

创造性思维是进行创新

实践的思维
,

是将知识和智慧和谐地融为一体并且

进行有效升华的高级思维活动
。

研究型教育就是要

培育和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

对知识进行有效的

处理
,

使知识和智慧融为一体并加以升华
。

知识处理需要智慧
,

需要手段和技巧
。

以理科

为例
,

从学习型教育向研究型教育过渡和融合
,

首先

要做的工作就是掌握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
。

然而在

目前我国的大学教育中
,

这却是个极薄弱的环节
,

不

少大学生即使是到了研究生阶段
,

也得不到导师在

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方面的指导和讲解
。

这对学生

来说
,

是损失 对教师来说
,

是资源浪费 对教育来

说
,

是缺陷
。

我们认为
,

弥补或解救的一种办法是要

了解科学思想史
。

著名的法国数学家庞加勒说得

好
“

如果我们希望预知数学的未来
,

最合适的途径

就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历史和现状
。 ” ’’我国著名的科

学史家席泽宗院士前不久在 《中国科技思想研究文

库
·

总序 》中说
“

随着时间的流逝
,

社会在前进
,

科

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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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备祥幸

学总是越来越进步
,

技术总是越来越高新
,

方法也会

越来越多越巧妙
,

但科学精神是永恒的
。

科学思想

有一定的持续性
,

思想能够产生思想
。 ” “

年

诺 贝 尔 生 理
、

医 学 奖 获 得 者 德 尔 布 吕 克

比 就认为他的分子生物学成就与读亚里

士多德的著作有关 年我国首届国家最高科技

奖获得者昊文俊院士认为他的数学机械化工作直接

得益于汉代以来的中国传统数学思想
” ‘”。

由此可

见
,

科学思想史的研究比一般科学史的研究更具有

深刻的现实意义
。

“

科学思想是科学产生
、

发展的思想依据和思想

方法
,

也包括科学成果所蕴含的思想精髓
。 ”

通过

了解科学思想史来把握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
,

的确

是一种很好的途径
。

下面通过对科学思想史中经典

的科学发现案例的分析来说明科学思想史教学在知

识和智慧的转化
、

学习性教育和研究型教育的融合

中所能起到的作用
。

通过科学思想史的教学
,

培养学生敏锐地发

现问题
、

解决问题的能力

科学问题是科学创造活动的前提条件
,

只有发

现并确立一个明确的科学问题
,

选准了科学探索的

具体领域和主攻方向
,

才能激发科学的新思想
、

新观

点
、

新见解
,

从而产生重大的科学发现
。

正如我国卓

越的科学家李四光所说
“

作科学工作最使人感兴趣

的
,

与其说是问题的解决
,

恐怕不如说是问题的形

成
。 ”‘”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在一次重要的国际学术

会议上就《数学问题 》发表演讲
,

指出
“

只要一门科

学分支能提出大量的问题
,

它就充满着生命力 而问

题的缺乏则预示着独立发展的衰亡和中止
。 ” ,他考

察了重大而富有成果的问题的特点
,

阐明了对于问

题解答的要求
,

并提出了 个数学问题
,

后被称为
“

希尔伯特问题
” ,

为二十世纪数学的发展指出了方

向
。

通过科学思想史经典案例的考察分析
,

不仅可

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
,

而且可使学生掌握科

学问题转化为科学发现的途径和条件
。

而敏锐地洞

察问题
、

有效地把握问题的能力以及为解决问题 自

由探索的精神
,

正是学习型教育和研究型教育融合

了 省衍垂与研劣麟嵌育

的必要前提
。

通过科学思想史的教学
,

培养学生利用多学

科知识的交叉和融合做出创造性成果的能力

当一门学科发展到各种问题
、

矛盾处于一种激

发的状态
,

而在本学科领域又找不到解决问题的途

径时
,

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方法
、

思想
、

概念
。

美国

的沃森 和英国的克里克 共

同受薛定愕的《生命是什么
‘

》中用量子力学的观点

论证基因的稳定性和突变发生的可能性的思想影响

而走到一起
,

决心把物理学的知识用于生命科学的

研究
。

《生命是什么 》认为必定有一种由同分异构

的连续体构成非周期性晶体
,

其中含有巨大数量的

排列组合
,

构成遗传密码的稿本
。

《生命是什么 》还

表达了一种十分珍贵的科学思想
,

即生命物质的运

动必然服从于已知的物理学定律
,

指出用物理学的

方法去探讨生命物质的途径
,

这给人们以极大的启

发
。

沃森
、

克里克建立的 双螺旋结构的分子模

型
,

就受到了薛定愕科学思想的深刻影响
。

从这一

科学史案例可以看出
,

多学科知识的巧妙运用及融

合可以产生出创造性的成果
,

而这一过程体现着知

识向智慧的转化
。

通过科学思想史的教学
,

培养学生重组前人

思想从而做出重大创造性成果的能力

科学史家科恩认为
,

所谓的科学革命是对科学

思想的一些重大的重新组合 ” , 。

在科学中绝对的创

新并不是革命的一个明确规定的特点
,

甚至科学中

最激进的思想
,

都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不过是对现存

的传统思想的改造‘ ’ 。

在天文学家爱丁顿看来
,

科

学革命并不意味着已布排和联结停当的各个板块必

须拆散
,

而是在添置新的板块中
,

我们必须对将会形

成的板块图结构的原有想法进行修正
,

每一次科学

思想上的革命如在旧的曲谱上配上新歌词
,

过去的

东西并不是被完全抛弃而是被扬弃 ‘” , 。

牛顿就是

在对开普勒
、

伽利略或胡克等科学家的思想有机重

组的过程中
,

提出了牛顿三大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

定律 而麦克斯韦对法拉第的
“

力场
”

进行改造并用

数学的形式表示出来
,

在法拉第对光线振动的若干

阅软



等呀。与研宾麟嵌育 少

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电磁波的概念并预言了它的存

在
。

对前人思想和知识的重组并不是对知识的机械

的拼凑
,

而是在自己的头脑中对前人作出创造性成

果的思想进行重演
,

此一过程不仅剔除了前人思想

中的谬误
,

而且在对前人思想综合的基础上使前人

的概念更加明确清晰或提出了新概念
、

新的知识框

架
。

知识是静态的
,

而前人思想活动的过程却是动

态的
,

通过对科学史上基于科学思想重组而作出创

造性科学发现的过程进行考察
,

培养学生知识重组

的能力以及综合性的创造性思维
,

而这是学习型教

育的最高阶段
,

是学习型教育向研究型教育过渡的

必要途径
。

通过科学思想史的考察
,

使学生在循轨思维

和越轨思维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

所谓循轨思维
,

就是指在科学认识活动中
,

依照

既定的思维模式
、

理论传统以解决科学问题的思维

模式 所谓越轨思维
,

就是指突破既定的思维模式
、

理论传统的解决科学问题的思维模式‘ ’。 循轨思维

是越轨思维的基础和前提
。

只有在大量的循轨研究

中
,

研究者才能敏锐地洞察到新的反常问题与传统

的科学范式所出现的矛盾
,

这时
,

越轨思维才会出

现
。

越轨思维是循轨思维的中断
,

是渐变过程的飞

跃
,

在越轨思维阶段容易实现创造性的突破
,

作出重

大的创造性的成果
。

科学史上一些伟大的科学发现

正是在循轨思维和越轨思维
、

发散性思维和收敛性

思维的流动
、

转化和上升过程中作出的
,

因此
,

要善

于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
。

拉瓦锡正是在

对燃素说和普利斯特利
、

舍勒等人研究成果的考察

基础上
,

突破了传统理论的束缚而建立氧化说
,

对氧

的本性进行了揭示
。

学习型教育由于偏重对前人知

识的传递
,

学生对前人的成果缺乏一种批判的眼光
,

往往受既定的思维惯性的左右
,

而研究型教育只是

把前人的知识和成果作为 自己进一步研究的起点
,

能够有效地把握循轨思维和越轨思维之间的辩证关

系
,

在二者之间保持一种平衡
。

通过科学思想史的考察
,

培养学生及时把握

机遇作出重大发现的能力

研究每探索

机遇在科学研究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

机遇是

无意识的知觉转化为自觉的
、

有意识的知觉的过

程
。

在无意识知觉面前
,

有的人能够迅速把握无意

识知觉所提供的信息
,

能够意识到无意识知觉的意

义
,

并利用它
,

追根溯源
,

从而找到问题的答案并做

出重大科学发现 有的人却对无意识知觉所提供的

信息置若阁闻
,

从而使机遇与其失之交臂
。 “

机遇偏

爱有准备的头脑
” ,

学生对机遇的敏锐洞察力是在长

期的科学研究活动中通过知识的积累
、

知识结构的

优化以及各种逻辑思维方法以及非逻辑思维方法的

综合运用而形成的
。

无意识知觉向有意识知觉的转

化需要不断扩大无意识知觉面
、

强化无意识知觉提

供的信息
、

建立无意识知觉与已有知识背景的联系

以及在逻辑环节缺失的情况下使无意识知觉的信息

自投罗网 ”’。 弗莱明能够及时把握机遇发现青霉素
,

是由于他在此之前通过类比
、

比较
、

归纳等方法系统

地整理了有关对付细菌的方法
,

积累了这方面的有

关知识
,

并有独到的见解
。

所以当他在进行平皿葡

萄球菌培养时
,

发现了霉菌抑制葡萄球菌菌落的现

象并迅速把握机遇发现了青霉素
。

通过科学思想史

的教学
,

选择一些经典的案例进行分析
,

培养学生对

无愈识知觉提供信息的敏锐洞察能力
,

并掌握和熟

练运用无意识知觉信息转化为有意识知觉的方法
,

从而做出重大的发现
,

而这正是激发创造性思维
、

学

习型教育向研究型教育转化和上升的内在机制
。

通过科学思想史的教学
,

使学生从机械地接

受信息转化为对研究方法的熟练的把握和灵活的运

用

方法上的自觉掌握和运用是学习型教育向研究

型教育转化和上升的根本途径
。

科学方法是科学认

识的主观手段
,

是科学探索的途径
。

研究者受专业

的局限
,

往往会钻人一个狭窄的领域
,

造成思想堵

塞
,

陷人困境
。

通过科学方法的考察和总结
,

借鉴历

史的经验和教训
,

有可能摆脱研究者的眼界束缚
,

开

阔研究者的思路
,

找到创新的突破 口
。

在科学研究

中不断引进新的科学方法是做出创造性成果的关键

环节
,

把新的科学方法应用于对以前被否定或被忽

月气



价纪汤
「

裸索

视的科学发现的重新验证中
,

往往能够做出重大的

科学发现
。

拉瓦锡正是在化学实验中引进了定量实

验的方法
,

才建立了氧化学说
,

真正发现了氧
,

并发

现了质量守恒定律
,

从而引起了化学领域的一场革

命
。

对科学思想史的案例进行方法论的剖析
,

有利

于促使学生把前人的研究方法内化到自己的知识系

统中
,

并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发现新的研究方法
。

通过对科学思想史经典案例的分析
,

培养学

生 自由探讨和争论
、

互相交流和合作的团队合作精

神

科研型教育已经突破了过去的单枪匹马搞研究

的作风
,

形成了有 自己纲领和研究 目标的学术团

队
。

团队中的领袖人物根据各个学术成员的性格特

点
、

专业结构和学术兴趣安排他们各自的研究任务
,

并定期开展学术讨论
,

使团队成员之间形成一种自

由探讨和争论
、

互相交流和合作的精神和学术氛

围
。

应通过科学思想史中经典案例的分析
,

使学生

意识到结构合理
、

学风优良
、

配合密切的学术团体在

科学研究中的作用
。

生物学中的摩尔根研究小组的

成功与这个小组的批判精神
’

、

宽容民主的学术氛围

以及成员之间的精诚合作
、

互谅互让的关系分不

开
。

而孤军奋战
,

自己的学术成果没有学术团体成

员的支持
、

继承
、

传播而导致自己的科学发现被埋没

的案例
,

在科学史上也不胜枚举
。

卡诺的热机理论

在生前不被承认和孟德尔的遗传学定律被埋没三
、

四十年
,

其中一个重要的的原因是他们远离了应当

加人的科学团体
。

团体型科研合作方式不仅能弥补

个人性格特点
、

知识结构和专业思维方式的局限
,

同

了 李往与研宾城嵌亨

时也是自己的科学成果能被继承
、

传播而得到学术

共同体承认的有效途径
。

总之
,

大学理工科研究生的科学思想史教育提

供了一条知识和智慧
、

学习型教育和研究型教育相

互转化的途径
。

我们应通过科学思想史的教学
,

使

由传递知识的教育转向对知识产生过程的动态考

察
,

并在此过程中使学生掌握研究的方法
,

培养研究

的能力
,

激发创造性思维的火花
,

作出创造性的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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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高教学会研究生教育研究会 年学术年会在京召开

本刊讯 记者 薛文 月 日至 日
,

北京市高教学会研究生教育研 究会 年学术年会在京召开
。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 室
、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

北京市学位委员会办公 室
、

北京市高教学会
、

北京市教育考试

院有关领导以及北京市 家研究生培养单位约 位代表出席了会议
。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
“
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与全面素质人才培养

” 。

与会代表围绕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
、

研 究生培养质
、

学科建设
、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等议题进行 了深入研讨
。

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