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元培计划实验班实行导师制。导师由相关院系推荐、校长聘任 ,对指导对象进行选

课、选专业、学习内容及学习方法等指导。学生在学习期间可以得到由来自全校文、理科各院

系资深教授组成的学生学习指导委员会的全程指导。

　　(3) 弹性学制 :元培计划实验班实行弹性学制。学生可在导师指导下根据自己的情况安

排 3～5 年的学习计划。

　　(4) 在学校教学资源许可的前提下 ,元培计划实验班的学生原则上可自由选择专业。学

生入学时只按文、理分类 ,不分专业。低年级主要进行通识教育 ,在他们对学校的学科布局及

发展状况、专业设置、培养目标以及其他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后 ,一般在第三学期末根据个人

的志趣提出所希望选择的专业。但每个学生修读专业的最后确定还要根据相关专业教学资源

是否充足及学生本人的综合条件。

研究型教学模式探索
郭祥群 　胡荣宗 　朱亚先

(厦门大学化学系 　厦门 361005)

　　研究型教学模式是相对于以单向性知识传授为主的教学模式提出的 ,这种教学模式可以

是多样化的。厦门大学化学人才基地对以点、线、面结合构建新型研究型教学模式进行了探索

实践。

　　点 :指以课程为单元 ,重点从课程的讲授、作业、论文与 (或)讨论、教材、考试等教学环节探

索研究型教学。课程讲授的重点在引导学生把握该学科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 ,讲授最核心

的知识点 ,对最具有迁移价值的学科基本原理进行阐述。讲授内容要少而精 ,留有足够的学习

时间和思维空间给学生自学研究 ,对重点、难点要讲深讲透 ,引导学生从多角度、深层次理解基

本原理 ,而对事实性知识点 ,则少讲或不讲 ;讲授内容宽而新 ,以学科的发展为大背景 ,了解课

程基本原理在大学科中的定位以及与学科最新发展的联系。课程作业要避免陈旧的、重复的

题海训练 ,注重综合性、设计性、开放性。课程论文与 (或) 课堂讨论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与研

究。课程考试是一个继续研究学习的过程 ,对教学的评价应该遵循学习过程评价和教学目标

管理相结合的基本原则 ,对研究学习过程的知识获取、探索研究、思维创新等多方面能力 ,以及

对完成教学大纲要求的教学目标进行综合评价 ,形成多样化、过程式的综合评价系统。课程教

材是一个开放性体系 ,要求教师对现行的先进教材进行研究 ,引导学生围绕教学目标研读现行

的先进教材 ,避免学一门课程只读一本书的现象。通过柔性的教学运行机制 ,建设教学科研结

合型的课程教师队伍 ,以教师的深厚的学术功底支撑高质量的课程教学。

　　线 :指以理论课程体系、实验课程体系、科技训练体系三条线建设研究型教学体系。理论

课程体系由研究型课程教学单元构成 ;实验课程体系由基础、综合与研究实验构成 ,强调通过

基本技能训练、综合能力培养、开放研究实验的锻炼 ,培养创新意识 ,提高创新能力 ;科技训练

体系由科学研究、研究报告及其他各类科技活动组成 ,旨在引导学生尽早进入科研实验室和项

目组 ,接受科学研究的锻炼和学术氛围的熏陶。

　　面 :指以教学科研结合型教师队伍和学科的整体实力铰链点与线 ,建设立体化的研究型教

学模式。研究型教学对课程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尤其是对教师从事教学科研的能力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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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更高的要求。课程讲授内容的精选、开放式与综合型问题与习题的设计、将最新科研成果转

化为教学资源、指导学生进行文献调研和科学研究、把握学科基础与发展的联系等 ,都要求教

师具有相当的科研素质。只有具备了相当科研功底的教师才有可能自觉地把创新意识融入课

程教学过程中 ,也才有能力营造出研究性学习、创新性思维的氛围 ;同时 ,科研有助于课程教师

把握学科发展的方向 ,提高自身的素质。因此 ,研究型教学模式的实施必须有一支教学科研相

结合的教师队伍和学科实力作支撑。

本科教育发展要有新思路和新突破
黄乐览 　施开良 　童叶翔

(中山大学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广州 510275)

　　培养创新型人才 ,首先要解决人才培养的转型问题 ,即从服务型转变为创新型 ,这可从以

下几方面入手。

　　(1) 扬长避短 ,实现转型。

　　过去培养服务型人才 ,用的主要是演绎法教学 ,优点是能为学生打下扎实的基础 ,但却不

利于创新。另一种叫归纳法教学 ,特点是抓住一些问题展开讨论 ,得出结论再去验证 ,这是一

种探索研究式教学 ,虽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但学生学到的知识不系统 ,基础不扎实。

应该把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优化的教学体系 ,发挥两种教学方法的长处 ,既要为学生打

下扎实的基础 ,又要有利于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

　　(2) 建立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教学体系。

　　传统的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为中心、课堂为中心、教材为中心。要实现人才培养的转型 ,就

必须建立有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教学体系 ,把系统传授知识与探索研究相结合。善于发现

问题和敢于提出问题是创新型人才的重要素质 ,也是区别于服务型人才的重要标志。要打破

传统的“三中心”教学模式 ,实施以教师为主导 ,以学生为主体的启发式教学 ;教师要注意培养

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 教学改革要有新突破。

　　①培养创新型人才 ,不仅要让学生系统学习知识 ,打好基础 ,还要指导学生学会探索研究

知识的能力。要把科学研究渗入本科教学作为教学改革的突破口。

　　②前人创造的知识只是间接知识 ,自己探索研究得来的知识则是直接知识。要培养创新

型人才 ,就不应只学习由教师系统讲授的间接知识。系统传授知识是教学过程 ,探索研究知识

是科研过程 ,要培养创新型人才就要把这两个过程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本科教学改革中 ,如何

把科学研究渗入教学 ,处理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要重新认识教学与科研关系的

新内涵。

　　③师资力量雄厚 ,科研力量强是研究型综合性大学的优势。综合性大学教师适合承担探

索研究型教学模式。教师既可以把在科研工作中得到的新知识及时融入基础教学内容 ,又可

用他们从事科研的实际体会 ,教会学生探索研究的方法和获取新知识的能力。通过组织本科

生早期介入科研 ,把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起来 ,发挥研究型大学的优势。在高年级本科生中设

立科研创新基金 ,探索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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