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启发式教学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方程来描述
。

如果探讨问题的差异
,

对于流体静力学

而言
,

则不过是在被截取作为研究对象的流体各面

上的分布载荷
,

应按流体的特性描述而已
。

由此思

之
,

现行流体静力学教材与刚体静 力学完全不相联

系的状态
,

从启发式教学 出发
,

是否有可以探讨
、

改

变之处呢 ?

又如
,

变形体力学中对于静不定问题的研究
,

教

材一般都单独作为一章或一节讨论
,

还有将拉压静

不定
、

弯曲静不定分别处理的
。

这即是注重于问题的

解法
,

注重于静不定间题与静定问题的差别
,

很少鼓

励学生作求同的思维
。

从求同思维来看
,

研究静定问

题与静不定问题的基本方法
,

从本质上说应当是一

致的
。

即研究力的平衡
、

力与变形的物理关系和变形

的几何相容条件
;
建立平衡方程

、

物理方程和几何方

程
。

从求异思维分析
,

其差别仅仅在于前者可由基本

方程逐步求解力
、

变形和位移
;后者则必须将所有的

方程联立求解
。

因此
,

探索事物间同异的思维和实践
,

必将加深

学生对事物本质的进一步理解
,

启发学生 自己提出

并探讨一些未知的问题
。

总之
,

要通过启发式教学
,

使学生得到逻辑与形

象
、

演绎与归纳
、

综合与扩散
、

求同与求异
、

定性与定

量等多种思维方法的培养与锻炼
,

养成学生善于运

用想象
、

类比
、

猜测
、

联想
、

延伸
、

开拓等多种思维的

习惯与能力
,

形成较强的创造性智能
。

为达到这一 目

的
,

首先就需要教师从教材
、

教学内容
、

教学方法诸

方面注重改革
,

应用上述多种思维方法
,

不断追求启

发式教学的更高境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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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学科研究生论文提要
·

我国高校教学过

程中的师生人际关系研究

等
。

文章指出
,

要改善我国高校教学过程中师生人际关系
,

必

须结合高校教学改革
,

通过提倡素质教育思想
、

推广导师制
、

发展着眼于人际关系的教学模式
、

加强师生之间的科研合

作
、

完善管理和教学评价制度
、

提高教师素质等途径来实现
。

战后台湾高等教育法规建设历程探析
厦门大学硕士生

:

刘志文 导师
:

潘愁元
、

黄宇智

研究方向
:

高等教育学

答辩时间
:
1 9 9 8 年 6 月 S B

本文认为高校教学过程中的师生 人际关系具有交往的

积极性
、

交流的广泛性和深刻性
、

影响的相互性三个基本特

点
,

并具有促进教学和育人两大功能
。

前者主要表现在使教

学得 以顺利进行
、

为教学提供动力
、

增进教学效果等方面
;
后

者表现在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
、

培养学生的健全情感
、

促进学生个性的自由健康发展等方面
。

调查结果表明
:

我国

高校教学过程中师生交往方式丰富多样
;
师生在专业方面的

交流较充分 ;大部分教师责任心强
、

人格高尚
。

同时也存在师

生交往渠道不够畅通
、

实际交往时间较少
、

思想情感交流不

足
、

交往中缺乏民主等问题
。

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主要

包括
:

教学思想
、

培养模式上存在的弊端 ,计算机和网络等现

代化教学手段进入教学过程带来的负面影响 ;教学中的权力

主义和 自由主义
;

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和 现代文化的冲击

厦门大学硕士生
:

张艳砚 导师
:

武毅英
、

李泽或

研究方向
:

高等教育学

答辩时间
:
1 9 9 8年 6 月 s B

研究我国高等教育法规建设的 r毗题
,

有必要借鉴其他国

家或地区的经验教训
。

为此
,

本文力图通过对我国台湾地 区

高等教育法规建设的历程进行探讨
,

以期对我国大陆的高教

法规建设有所启示
。

本文首先阐述了战后台湾高等教育法规

建设的内容
,

然后分析了其建设特点和影响因素
。

得出一些

基本认识
:

战后台湾高等教育法规的建设带动了其高校与政

府及高校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的变化
.

战后台湾的

政治
、

经济
、

社会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变化对其高等教育法

规的建设起着重要的影响
。

最后
,

本文提出了台湾高等教育

法规建设的趋势及我国大陆在高等教育法规建设过程中应

注意的地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