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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新课程计划的实施,作为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研究性学习活动已在不少省市展开,

为了避免活动的盲目性,本文就研究性学习活动设计与实施中的目标、内容、程序及评价等作必要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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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修订的高中物理教学大纲,首次提出要在普通高级中学教学中开展研究性学习活

动,这是我国高中物理课程改革开放的一项重大举措。其目的是要通过学生的亲身实践获取

直接经验, 养成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全面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

的能力、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及团结协作能力。

目前, 随着新教材在全国范围内的启用, 如何设计、实施和指导研究性学习活动已成为广大教

育工作者亟待解决的新课题。为了避免研究性学习活动实施的盲目性,充分发挥研究性学习

的优势作用和先进性,有必要对研究性学习活动的设计和实施中的若干问题进行必要的探讨。

  一、研究性学习的基本内涵

所谓研究性学习,广义的理解是泛指学生主动探究问题的学习,在目前的实践中, 主要是

指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 以类似科学研究的方式去主动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这种学

习方式通常要围绕一个需要探究解决的特定问题展开,所以又称为/主题研究学习0。

美国的劳伦斯中学, 从 1985年开始一直为 7年级的学生开设一门/自主研究0课程。该课

程要求学生在教师的帮助下独立从事某项课题研究。研究要求学生必须自己提出问题, 确定

研究课题,设计研究方案,收集、整理、分析资料,撰写研究报告。

日本在 1998年起草的 21世纪初教育内容应有方针的咨询报告中,提出在全日本中小学

新设/综合性学习时间0(每周 2课时) , 旨在通过课题研究培养学生自主发现问题,自主学习思

考,自主进行判断,更好地解决问题的素质与能力。东京学芸大学附中已编写了一本5对物理

世界的研究6,作为指导学生进行探究性学习的指导用书。要求学生在一年内研究 6 个专题,

每个专题花 5至 6个学时,各个专题包括若干实验,专题研究,结束后要撰写研究报告。

我国部分地区或学校,也已先期开展了研究性课程的开发与研究,进行研究性学习探索与

实践。例如,上海市已将研究性课程的开发研制作为/第二期课程改革的主攻方向和突破口0,

并把研究性课程定位于/真正彻底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与创造能力的课程0。再如,北京人民大

学附中进行开设/科学实践课0的试验。这一课程主要给学生介绍科学研究的基本过程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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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指导学生开展课题研究。试验表明,研究性学习对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促进学生创

造个性的养成具有良好的作用。

从上面国内外开设研究性学习的实践来看,研究性学习是对传统的接受式学习的一种改

革,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新教育观念在教学领域的体现。它以学生自主性、探索

性学习为基础, 学生可从感兴趣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生活中选择研究专题,以个人或小组

合作的方式进行研究,使学生掌握基本的研究学习方法,培养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初步形成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

研究性学习要求学生选择探究的问题和探究的手段,让学生自主探究知识的发生过程,因

而具有研究性; 它从问题的提出、方案的设计与实施,到结论的得出,均由学生来做, 因而具有

自主创新性;它一般要通过调查、实验、小课题研究、专题讨论、社会实践等方式进行学习,因而

具有开放性和实践性。学习活动不再局限于学校课堂和已有教材,而是让学生走出课堂,走出

学校,走向社会,开展社会调查、现象观察,广泛收集信息,去发现问题,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法与

答案。实施研究性学习, 不仅能有效地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教师的教学观念与行为方式,而

且也能使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发展有一个切实可行的切入口和落脚点。

  二、研究性学习的目标定位与内容选择

1. 研究性学习的目标定位

研究性学习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社会实践能力,课程具有较大的灵活性,通过教与

学传统方式的改变, 师生共同建立起平等、民主、教学相长的教学过程,有效地提高学生分析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使教与学的重心不再仅仅放在获取知识上, 而是转到学会学习、掌握方法

和培养能力上, 使被动的接受式学习转向主动探索性学习。具体的说,研究性学习的能力目标

有以下几点:

¹培养学生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研究性学习活动的实施常常包括发现问题, 提出问题,

作出解决问题的设想,广泛收集资料,分析资料,得出科学结论, 在这种类似科学研究的探究过

程中,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能逐步得到提高。

º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研究性学习活动的实施往往需要围绕某一

科学主题或课题进行,其中问题的选择、资料的收集、假说的形成与验证等,均有助于培养学生

的逻辑思维能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培养学生合作意识和合作能力。师生、生生、师生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通过对话与交
流,开展灵活多样的研究活动,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与合作能力。

¼进行最基本的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使学生获得亲身参与研究探索的积极情感体验,

逐步形成一种在日常学习与生活中喜爱质疑、乐于探究、努力求知、敢于创新的心理倾向,并初

步掌握从事科学研究与探索的规律和方法。

½具有对社会生活的现实与未来的人文关怀,逐步形成愿意为保护和建设祖国及全人类

美好生存环境而奋斗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2. 研究性学习的内容选择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 作为校本课程之一的研究性学习, 其内容选择应该遵守以下原则:

¹问题性原则。即通常不是提供一篇教材让学生理解记忆, 而是呈现一个需要学习探究

的问题;或提供材料,但这些材料不直接解决问题,而作为解决问题的某些依据,提供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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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指导,而且往往需要学生补充收集材料。

º开放性原则。即在学习时间的安排、主题的确定、研究视角的选择、方法的运用和结果

的表达等方面, 均有相当大的灵活性,留有展示学习者、指导者个性才能发挥的足够空间。

»综合性原则。即围绕某个科学主题组织多方面或跨学科的知识内容, 以利于知识的融

会贯通和多角度、多层面的思考问题。这种科学主题可以是某一学科内的小综合,如物理学科

中/关于能量的研究0、/太阳能的利用0,化学学科中/关于 @ @ 物质性质的研究0,生物学科中

/关于生命活动的研究0等,也可是涉及多学科的大综合的问题, 如/海洋的开发和利用0, /地外

文明的探索0等。
¼社会性原则。即加强理论知识与社会生活实际的联系,特别关注与人类生存、社会发展

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注意开发社区资源。如/ 温室效应0、/臭氧层的保护0、/垃圾与环境0、

/克隆人带来的伦理问题研究0等。
½实践性原则。即在学习间接经验的同时,提供学习直接经验并在探究实践中获得积极

情感体验的途径与机会。

  三、研究性学习的一般程序

研究性学习就是在教师的指导帮助下学生独立从事某项课题研究,包括学生自己提出问

题,确定研究课题,独立开展研究, 最后提交研究报告, 其一般程序如下。

1. 指导确定选题

通过科普讲座等形式为学生作好背景知识的铺垫,激活学生原有的知识储备,提供选题范

围,诱发探究动机,然后通过师生合作或学生自己提出问题, 确定题目。教师则依据学生的选

题,为学生提供必要的指导,包括提供实验条件,聘请辅导教师或开设讲座,帮助学生掌握必要

的研究方法与技能。

2. 搜集资料, 制定计划

根据课题要求, 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制定研究计划, 搜集资料。一般包括:组内成员的分

工,资料信息的收集方式、途径、实验或社会调查等。

3. 分析资料, 实施研究

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对收集到的资料、信息、数据等进行分析、整理、加工,提取有用的信

息进行课题研究,得出结论。

4. 撰写研究成果

学生将研究结果以报告或论文的形式展示出来,通过交流研讨, 分享成果, 进行思维碰撞,

使认识和情感得到提升。

  四、研究性学习的评价

根据研究性学习的目标定位, 研究性学习的评价与以往的学科教学评价应有很大的不同。

它关注的不是研究的成果,学习水平的高低, 而是学习。内容丰富性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强

调学生学会收集、分析、归纳、整理资料,学会处理反馈信息,更加注重研究过程。

评价方法上,采用形成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相结合,重在形成性评价; 综合性评价和分解

性评价相结合, 重在综合性评价;有统一标准的评价和关注个别差异的评价相结合, 重在差异

性评价;特色评价与整体评价相结合,重在特色评价;自我评价与他人评价相结合,重在自我评

)9)

2001年  第 2期        学 科 教 育 ( Journal of Subject Education)        No. 2  2001



价。

研究性学习无疑将是信息时代中占主导地位的学习方式,必将成为 21世纪学校教育教学

的主要特征。因此在当前我国基础教育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化的大背景下,倡导和探索

研究性学习,对于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完善学生的基本素质,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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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and implement of the research activities in study

GAO Jian-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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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implement of the New Curriculum goes on, the research act ivit ies in study ,

w hich focuses on developing the studentsp innovative spirit and pract ical ability, have been spread

in many provisions and cit ies. In order to avoid malfunct ion of such activit ies, this essay makes a

necessary discussion on the goal, content , procedure and assessment in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

of the research act ivit ies in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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