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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式教学法是高校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必然趋势

丁  晶,周志尊,赵君嫦
(牡丹江医学院药学系, 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1 )

=摘要>:分析了发达国家各大学课题式教学方法的发展模式、对教师潜能开发及对学生创造
性能力培养等方面对高等教育办学层次的影响,同时研究了我国高校课题式教学方法的现状,指出

了我国医学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弊端, 寻找具有我国特色的一种崭新的课题式教学方法,并将这一方

法应用到医学教育改革中来,以指导我们的教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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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based teachingm ethod is an inevitable trend for
train ing innovative talents a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 ing J ing, Zhou Zhizun, Zhao Junchang
(Pharmacy D epartm ent, MudanjiangM edical Co llege, M udanjiang 157011, China )

=Abstract>: The paper ana ly zes the development mode ls o f pro jec-t based teach ing method a t
deve loped countries 'un iversit ies, their influences on teachers 'potential deve lopmen,t students 'innovative
ab ility cu lt ivation and schoo-l runn ing level of h igher educat ion. A t same t ime, it d iscusses the curren t
situation of pro jec-t based teach ingmethod in our country s' co 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paper po ints ou t
the drawbacks in the development ofmed ica l educat ion in our country, finds out a projec-t based teaching
method w ith Ch ina s' characterist ics, and tries to use this method in ourmedical education reform to guide

ourmed ica l educatio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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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式教学又称研究式教学, 是我国高等教育

正在不断探索, 大力提倡的一种崭新的教学模式。

课题式教学方法属于构建性的教学, 是现代启发式

教学法的一种。这是 M arx等在 1997年提出的一种

教学方法。教育部文件中关于课题式教学的界定

是: /课题式教学是在教师指导下,从自然、社会和

生活中选择和确定专题进行研究, 并在研究过程中

主动地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0。

研究式教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研究式教学

指的是一种普遍适用的研究性地教, 研究性地学,并

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 贯穿于教学全过程各个环节

的新的教学理念与方式。研究即主动学习基础上的

创造
[ 1]
。它的基本假设是, 凡学生可以自学的知识,

学生就可能更有效地领悟这些知识,教师不必独白式

地讲授,也不必勉强学生限定在教师的 /提问0范围内

思考。这里的研究具有 /发现 0的意义。研究也即

/课题研究 0与 /问题解决 0,它与记忆性知识学习相

对。它的基本假设是, /课题研究 0与 /问题解决0具

有不确定性。通过个人研究或集体研究,寻求解决

问题的多种途径, 从而更有效地启发人们的创造性

思维和创新能力。课题式教学是在教学实践中探索

出来的一种新的教学模式, 构建了一种新的教学关

系, 并充分体现了当今引发创造、激励进取的崭新教

学发展方向。如何把握国际教育发展的趋势, 是当

代中国高等教育所探讨的热点问题。课题式教学不

仅是一种教学方法,更是一种新的教学理念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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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题式教学的特点

课题式教学通常把理论课分为三到四个阶段,

在不同的阶段适当为学生设计不同的命题,即课题。

通常课题的设计是开放性的、多样性的、创造性的;

同时, 课题应与多学科相融合, 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

合。学生在一周到一个月的时间之内以课题小组的

形式或独立完成课题的同时,达到全面透彻地掌握

本阶段课程内容的根本目的。课题式教学具有以下

特点。

1. 1 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相统一

在传统人才培养模式的课堂教学中, 教师与教

材是学习的中心, 学生一般是被动地学习知识。课

题式教学是以教师所设计的目标和任务而展开的,

这种命题的设计能为学生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提供载

体或平台。在课题的求解过程中, 包含了多层学科

的交融和多种能力的体现。在课题式教学过程中,

既要给学生提供一些必备的理论知识, 更应注重培

养学生分析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能力, 使二者相互

渗透、相互促进。一个课题的设计与最终完成,要求

学生将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加以灵活运用,以创造

性的思维解决课题中所遇到的各种新问题。在这一

过程中,学生可以运用自己的智慧消化吸收课程中

的关键问题,并探索可行的方法与解决方案。课题

式培养模式是通过对所学课程的知识整合, 以提高

学生的综合能力、基本素质为前提而展开的
[ 3]
。

1. 2 启发诱导与积极思维相统一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善于启发学生独立思考,

促使学生积极思维,在融会贯通所学知识的同时,充

分发展自己的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在教学中,教

师设计一组课题要合理科学,根据讲授内容和学生

的实际,善于运用答疑、讨论、讲授等教学方法,不断

提出富于思考价值的、难易适度的设计方案,引导学

生积极思考,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
[ 4]
。学生应进行创造性的学习, 要积极动脑、动

口、动手,在学习中学会学习,要注重培养其探究和

创造能力以及课题小组成员间的协调与合作精神,

培养综合运用知识与不断学习新知识的创新能力。

1. 3 主导作用与主体作用相统一

课题式教学改变了教师向学生单向传授知识的

方式, 代之以教师指导学生在一定的专业知识领域

内进行探索、研究和讨论。教师是课题教学的主导,

学生是课题式教学的主体。在课题式教学过程中,

教师的主导作用应与学生的主体作用有机地统一起

来。作为教学过程的组织者, 教师要善于充分调动

学生的积极性,启发他们的思维, 合理地组织教学全

过程。作为教学过程的主体,学生应增强主体意识,

积极主动地参与课题式教学的全过程。同时, 师生

关系更加融洽,有利于教师传授知识。

1. 4 合理组织与有效控制相统一

 在课题式教学过程中, 要对影响教学效果的主

要因素加以合理组织和有效控制, 保证各教学要素

的合理配置和有机联系,使各种教学方法、手段、组

织形式、学生的组合达到最优化, 以最大程度地适应

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同时, 要注意教与学双方信

息的反馈和调节,保证教学过程的正常进行,实现最

佳的教学效果。

1. 5 照顾多数与因材施教相统一
教师要充分了解和研究学生,随时了解大部分

学生在知识、能力、兴趣等方面的总体情况, 使教学

面向大多数学生提出共同要求, 使教学的广度、深度

和进度处在大多数学生经过努力能够达到的水平上,

实现教学的基本要求
[ 5]
。同时, 又要考虑学生的个

别特点和个别差异, 做到有的放矢。课题的内容应

涵盖教学目标的所有内容, 不同程度的学生都可以

通过课题获取知识,如果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学生

就会发现课题与其他学科、同一学科不同部分的内

在联系,激发学生进一步探索的兴趣,有利于培养学

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课题的设计应强化与计

算机技术与方法的联系, 从而使课题的求解以现代

化的技术,如特殊的软件与编程方法为技术支撑,使

学生全面掌握现代化的工具。课题的设计应充分体

现知识的普遍性、综合性、伸缩性、探索性和启发性,

以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同时, 也可拉开学习成绩

的层次,达到全面考核学生的目的。

2 课题式教学的基本要求

2. 1 对教师的要求

课题式教学是一种崭新的教学形式, 针对不同

的学科,不同的课程可以全部或按比例地实施课题

式教学。课题式教学对教师的教学水平、能力、知识

面都提出了相对更高的要求。教师应在完全吃透教

材的前提下,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面,深化对知识的

理解,了解市场的商业需求, 从而全方位胜任课题的

设计。因此,需要重新确定教学的目标,重新定位师

生关系,教师需要从传统的传授知识转化为内化知

识、培养教育者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
[ 6]
。课题式

教学本身就是一个知识创新的过程。因此, 要求教

师应该在系统地教授本学科经典理论的基础上, 将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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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最前沿的知识引入课堂。这就要求教师始终

站在学科的前沿将学生引入由已知到未知的探索过

程中。教师由传统教学的学科化向综合化转变,实

现个体化教学向合作化教学转变。

2. 2 对学生的要求
研究式教学的基本要求是:通过教学的设计、组

织和管理,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使

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 使教学过程成为学生主

动、独立地开展思维的过程, 成为教与学、学与学之

间开展思维互动的过程, 使学生在这样的过程中完

成教学内容的内化, 实现理论、知识向素质、能力的

转化, 互助与独立相结合。

3 国外高校课题式教学的动态及我国课题式教学

的现状与分析

  国外早在 20世纪 40年代由美国哈佛大学医学

院首先提出了以问题为本的课题式教学模式。通过

长期不断地推广、修正, 课题式教学法已经日趋完

善,并在美国及英联邦国家的高等学校得到广泛应

用。其应用对象主要是本科教学和研究生教学。涉

及的课程几乎涵盖了医学、理学、工程学以及社会科

学等全部知识领域。

以计算机系一年级课程 /计算机编程基础0为
例。课程考核总成绩 100分, 其中实验占总成绩的

10%,小测试占 5% ,期末考试占 70% , 课题成绩占

15%。而课题又分成 3个小课题, 分散在教学的不

同阶段,每一个小课题各占 5%。二年级的课程课

题分数所占的比例有所增加, 占总成绩的 20%, 期

末考试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占 65%。课程由基础

课、专业基础课到专业课, 课题在课程考核中所占的

权重逐渐增加,最高可达 30%。笔者在英式教育的

国外高等院校的理学院和工程学院学习多年, 根据

自己的切身体会,并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分析了美国

及英联邦国家高等院校科学院、工程学院本科、本科

后的教学方法、课程设置和课题在课程中所占的比

重。分析显示, 90%以上的课程,教师都部分或完全

采用课题式教学方法。教师能否灵活采用课题式教

学方法是衡量教师水平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 7 ]
。

课题的设计强度应为独立完成或 3人小组完

成,时间应限定在半个月到一个月。课题的内容包

括目标、项目、计划、打分标准、附加资料及辅助说明

等。课题所需的软件或仿真软件, 强调全员参与。

细致认真的学生可在小组中偏重于文献的检索和基

本运算,思维活跃的学生可偏重于复杂问题的分析,

文笔流畅的学生可负责课题报告的书写。

研究式教学是一个系统工程, 教学的各个环节

要紧扣研究式教学这一中心工作来开展。要把整个

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统一考虑, 作为系统工程进行

有机协调。按照整个教学阶段的统一导向, 把听课、

辅导、答疑、小组讨论、阶段考查各个环节纳入统一

布局,以自学为基础环节, 听课为中心环节, 交流为

关键环节,考查为检验环节。确定每一环节的地位

作用和相应的组织形式。

目前, 国内有些学校的相关专业及相关课程正

在进行课题式教学方法的改革。然而,国内的课题

式教学法的实施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教学结果

与教学要求偏高,教学任务难以完成,因此课题式教

学操作起来比较困难。课题式教学对教师的要求较

高, 普通教师很难适应这种教学方法。另外,学校对

教师采取这种教学少有特殊的奖励机制,使教师望

而却步。学生一时很难改变填鸭式教学模式的思维

惯性,导致教学效果不理想。近年来的扩招政策,使

学生的素质普遍下降,学生的数量庞大,学校把有限

的教师资源放在了一般教学任务的执行上, 教师没

有精力全身心地投入课题式教改中来。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 课题式教学方法与传

统的教学方法相比较更能体现素质教育。笔者根据

多年在国外的学习经历与归国后试探性地教学实

践,充分地验证了课题式教学的科学性。从学生反

馈的信息了解到大多数学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锻炼

和提高,计算机软件的应用水平、研究分析问题的能

力、收集整理材料的能力、合作与沟通的能力均有不

同程度的提高。为了保证课题式教学的效果, 必须

进一步完善课题式教学的评价体系, 拓宽教师的知

识结构,提升他们的知识水平,引进教师在课题式教

学方面的竞争与奖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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