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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在美国新生研讨课开设 100 周年之际，全国资源

中心 （National Resource Center） 首次进行美国新生研讨课调

查［1］。 之后每隔 3 年，全国资源中心定期对美国高校进行调查

并形成分析报告。 新生研讨课全国调查成为美国本科教育课

程改革的一个路标。
一、 美国新生研讨课发展历程

（一）适应性新生研讨课———新生教育课程

美 国 的 新 生 研 讨 课（freshman seminar）可 追 溯 至 19 世 纪

中 后 期 美 国 大 学 兴 起 的 新 生 教 育 课 程 （freshman orientation
course）。20 世纪中后期美国大学盛行自由选修制。由于自由选

修制没有限制，学生所学课程凌乱而不系统，学生对大学充满

迷茫［2］，于是学生咨询指导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 大学一方面

通过设立专门机构， 如学生事务中心等为学生提供大学的个

性化咨询服务；另一方面通过开设新生教育课程, 帮助新生实

现 由 中 学 向 大 学 的 顺 利 过 渡 。 1888 年 波 士 顿 大 学 （Boston
University）步入先河，首次开设新生教育课程。1911 年, 位于俄

勒冈州的里德学院（Reed College）将新生教育课程纳入本科课

程体系并承认学分 ［3］。 此后, 许多综合性大学如布朗、普林斯

顿、 斯坦福、 约翰·霍普金斯等均开 设 了 新 生 教 育 课 程。 至

1930 年, 大约有 1/3 的美国大学或学院开设了此类课程［4］。
（二）学术性新生研讨课

1959 年，哈佛大学为了提高一年级教育的学术性，开始进

行新生研讨课的实验，经过 4 年实验之后，1963 年新生研讨课

计划正式成为本科生课程的组成部分［5］。 哈佛大学新生研讨课

的成功， 实现了新生研讨课的创新———由适应性课程转向学

术性课程。 哈佛大学的学术性新生研讨课在美国引起强烈反

响，许多高校如麻省理工、普林斯顿等大学借鉴哈佛大学的经

验，开设学术性新生研讨课项目。
（三）多元发展的新生研讨课

1988 年，美国新生研讨课开设 100 周年时，全国资源中心

首次开展全国调查，派发了 3168 份问卷给两年制社区学院和

四年制大学，返回的 1699 份问卷显示，68.5%的美国大学开设

了新生研讨课。 此后 20 年，这个比例不断提高。 2009 年，最新

的新生研讨课全国调查报告显示，87.3%的美国大学开设了新

生研讨课。 目前美国主要流行五种类型的新生研讨课：扩展性

新生教育课程、基础学习技能研讨课、 单一主题研讨课、多主

题研讨课和专业研讨课［3］。 其中扩展性新生教育课程和基础学

习技能研讨课属于适应性新生研讨课，单一主题研讨课、多主

题研讨课和专业研讨课属于学术性新生研讨课。
近 20 年美国新生研讨课全国调查报告结果显示，无论是

两年制社区学院还是四年制大学， 无论是研究型大学还是文

理学院，无论高校学生人数多少，大部分高校的新生研讨课同

时包含适应性课程和学术性课程， 只是不同高校特色的新生

研讨课存在差异。 整体而言， 新生研讨课朝着多元的方向发

展。 新生研讨课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一个亮点。
二、美国新生研讨课全国调查分析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 美国大学面临经费和学术调

整，学生数量大幅减少，大一学生的辍学率高 攀，公 众 对 本 科

教育质量的关注推动了新生研讨课的蓬勃发展［6］。
（一）一门课、一个人、一个组织与美国新生研讨课全国调

查的开始

1. 新生研讨课全国模范———南卡莱罗纳大学的“大学 101
课”。 1970 年，为反对美国入侵柬埔寨和一些当地事件，一群南

卡莱罗纳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学 生 集 会 抗 议，他

们把南卡莱罗纳大学校长托马斯·琼斯（Thomas Jones）反锁在

办公室内。 在那个时候，托马斯·琼斯一直在思考：南卡莱罗纳

大学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 此后，他在教师委员会的帮助下，
调 查 学 生 骚 乱 的 深 层 原 因 和 改 善 方 法 。 “ 大 学 101 课 ”
（University 101）作为改善方法在 1972 年诞生［7］。1975 年，南卡

莱罗纳大学开始对“大学 101 课”进行 评 估，评 估 出 现 可 喜 结

果：该课对改善大一新生辍学、毕业率和建立教师与学生课外

联系等有积极的影响。 之后，对该课的定期评估及其研究结果

在美国高等教育界引起广泛影响。 南卡莱罗纳大学 “大学 101
课”成为新生研讨课的全国模范，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称为

“最值得期待的大学项目”［8］。
2. 新生研讨课的推动者———约翰·加德纳。 南卡莱罗纳大

学“大学 101 课”成为新生研讨课的全国模范与一个人的努力

有重要的关系， 这个人就是约翰·加德纳 （John N. Gardner）。
1974 年， 约翰·加德纳被任命为首任南卡莱罗纳大学 “大学

101 课”课程和教师发展项目主任。 在约翰·加德纳 25 年任期

内，他为推动新生研讨课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1982 年，为了分

享全国范围内新生研讨课课程实施情况，约翰·加德纳发起美

美国新生研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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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88 年，在美国新生研讨课开设 100 周年之际，全国资源中心首次对美国新生研讨课进行全国调查。 之后每隔 3
年，全国资源中心定期对新生研讨课进行调查。该调查成为美国本科教育课程改革的一个路标。美国新生研讨课的

教学理念与实践值得我国高校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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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首次 “大一新生研讨课全国会议”（A 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Freshman Seminar Course Concept）。 在这个会议上决议今

后每年召开一个既关注新生研讨课又关注大一新生学习经历

的会议 （Conference on The First-Year Experience）［9］。 大一新

生学习经历会议定期召开，推动了美国新生研讨课的发展。

3. 新生研讨课火炬传递者———全国资源中心。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大学辍学率高攀。 1986 年，280 万美国大学生开始

大学生活， 然而其中有 160 万学生没有获得任何学位就离开

了高校。这些辍学的学生，75%从此不再接受高等教育。这一时

期美国高校的辍学者中，有一半以上的学生是在大一辍学 ［10］。

1986 年，在“大一新生经历会议”积累的基础上，全国资源中心

（National Resource Center, 简称 NRC）成立。 该中心的使命是

支持学生学习以及帮助学生成功过渡到大学。 除了发行期刊、
专著、电子报等研究资源外，该中心每年开展全国性的调查和

会议。 1988 年，在美国新生研讨课开设 100 周年之际，为了推

动 全 国 层 次 新 生 研 讨 课 的 发 展 ， 全 国 资 源 中 心 （National
Resource Center）首次进行新生研讨课全国调查。 全国资源中

心后来几次更名，1998 年，该中心更名为全国大一学生经历与

转 型 资 源 中 心 （National Resource Center for The First -Year
Experience and Students in Transition）［11］。

（二）美国新生研讨课全国调查问卷主要内容

从 1988 年到 2009 年， 美国新生研讨课全国调查问卷形

式基本保持一致，同时包括封闭性和开放性的问题，主要包含

7 个部分内容：（1）被调查者背景信息；（2）该校新生研讨课开

设的类型；（3）新生研讨课学生基本情况；（4）新生研讨课教师

基本情况；（5）新生研讨课课程基本信息；（6）新生研讨课的管

理；（7）新生研讨课的评估。 新生研讨课全国调查 2000 年及之

前的问卷调查均是纸质问卷。 2003 年开始， 调查改为网上问

卷，问卷内容也出现较显著变化，如对新手研讨课目标进行归

类、开始统计出现频率最高的新生研讨课主题、调整新生研讨

课学生人数分类、分析新生研讨课与服务学习的联系等。
（三）美国新生研讨课全国调查核心概念

1. 新生研讨课。 这是一种“在学生向大学转型过程中，在

学术和社会发展方面帮助学生”的课程。 这种课程是一种小型

的基于讨论的课程， 教师和学生是在讨论的过程中来交流信

息和观点［12］。

2． 扩 展 性 新 生 教 育 课 。 扩 展 性 新 生 教 育 课 （Extended
orientation seminars）也称新生教育课（freshman orientation）、大

学生存课程或学生成功课程，内容主要包括校园资源介绍、时

间管理、职业规划、文化多元性和学生发展事务等［3］。
3. 基 础 学 习 技 能 研 讨 课 。 基 础 学 习 技 能 研 讨 课 （Basic

study skills seminars）是为学术上未做好准备的学生而设的。这

类课程关注基础的学习技能如语法、记笔记、使 用 图 书 馆、学

习和考试策略等［3］。
4． 单 一 主 题 的 学 术 研 讨 课 。 单 一 主 题 的 学 术 研 讨 课

（Academic seminars with generally uniform academic content
across sections）作为一年级新生的必修或选课课，有时主题是

导向性的，有时是跨学科的，有时是通识教育核心课程。 这类

课程经常包括学术因素，如批判性思维和说明文写作［3］ 。

5. 多主题的学术研讨课。多主题的学术研讨课（Academic
seminars on various topics）由教师选定特定主题开展研讨。 这

类课程多为选修课，主题包含多学科内容。
1991 年全国调查报告中的多主题的学术研讨课以加州大

学戴维斯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为例。 该大学

1991-1992 学年开设了如 “从古代到现代的素食主义、人生如

戏、美国的道德观、必不可少的伟大著作、公众意识的分享、希

腊和罗马的遗产、多面浮士德、如何知道你知 道、为 什 么 人 类

要为其他动物争取权利”等 22 门新生研讨课［3］。
6． 专业研讨课。 专业研讨课（Professional seminars）是由专

业学院或特定学科开设的课程。 这类研讨课关注基础概念，为

专业与职业做准备。
（四）近 20 年美国新生研讨课全国调查结果概览

从 1988 年到 2009 年全国资源中心共开展了 8 次新生研

讨课全国调查，详细情况见表 1。
三、 美国新生研讨课全国调查的启示

新生研讨课作为美国的校级课程， 在 113 年的发展历程

中，脚步坚定而有力，大有值得借鉴之处。
1. 教学理念———多元比完美更重要。 美国的新生研讨课

已经有 100 多年的历史，近 20 年的全国调查让美国高等教育

界对全国的情况和经验有了更深的认识， 但是美国从未制定

新生研讨课统一的目标和标准，全国调查重在分享经验。 如自

然界的生态多元化一样，美国新生研讨课的教学内容、课程属

性、学分设置、教授主体等一直是多元化的。 美国高等教育界

承认各个高校的教师、学生、教学条件的差异 性，他 们 认 为 多

元比追求唯一标准的完美更重要。

2. 教师教学输入———促进学生主动建构。 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对学生教学输入（input）的重要性不容置疑。 美国新生研

讨课全国调查虽然主要调查新生研讨课基本数据情况， 但是

它 建 立 在 美 国 高 等 教 育 界 对 新 生 研 讨 课 教 育 哲 学 的 认 同 之

中。 这个教育哲学是以学生为中心和建构主义理论———知识

是认知个体主动建构而不是被动接受或吸收。 因此，美国新生

研讨课重视新生已有的学习和生活经验， 及时为学生进行适

应性转换和学术性转换提供引导和实践机会， 让师生平等对

话，注重运用不同教学方法使学生完成知识与经验的内化。
3. 学生学习输出———形成知识与经验的内化。 无论是哪

一种类型的新生研讨课， 教师都创设机会让学生在课堂上发

表自己的意见、看法、提出问题、进行讨论等等，这是学生学习

输出（output）的重要表现。 学生只有进行前期预习、文献阅读

与调研、课堂上教师有效引导，才有可能出现高质量的学习输

出。 美国鼓励学生有原创性的想法，即使是错误的想法。 学生

没有前期的自主学习、思考，原创性的想法无从谈起。 学生的

学习输出可以促进教师的教学输入， 同时更是建构学生知识

与经验体系的重要途径。

4. 同辈群体———可以达到的榜样。 在认同多元比完美更

重要的教学理念下，美国新生研讨课使用多元主体进行教学。

1997 年，约 翰·加 德 纳 指 出：同 辈 群 体（高 年 级 本 科 生 和 研 究

生）合作教学是新生研讨课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后续有大量

的研究证实了该观点。 同辈群体在新生研讨课中扮演了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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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美国新生研讨课全国调查结果概览（1988-2009 年）

调查年份

高校情况
1988［3］

（N=1699）
1991［1］

（N=1064）
1994［6］

（N=1003）
1997［13］

（N=1336）
2000［14］

（N=1013）
2003［15］

（N=771）
2006［16］

（N=968）
2009［17］

（N=1019）
新生研讨课开设情况 68.5% 65.4% 71.8% 70.3% 73.9% 81.6% 84.8% 87.3%

新生研讨课目标

发展学术能力 - - - - - 63.5% 64.2% 54.6%
熟悉与适应大学生活 - - - - - 59.6% 52.9% 50.2%

自我发现与发展 - - - - - 39.8% 36.9% -
不同类型新生研讨课开设情况

扩展性新生教育课 - 71.0% 72.2% 68.8% 62.1% 65.2% 57.9% 41.4%
基础学习技能研讨课 - 6.0% 5.0% - 20.0% 21.6% 4.9% -

单一主题研讨课 - 12.1% 11.3% 10.4% 16.7% 27.4% 28.1% 16.1%
多主题研讨课 - 7.0% 7.8% 9.7% 12.8% 24.3% 25.7% 15.4%

专业研讨课 - 1.4% 1.3% - 14.2% 14.9% 3.7% -
其他研讨课 - 2.5% 2.4% 11.1% 8.4% 8.2% 4.4% 18.8%

新生研讨课频率最高的主题

学习技能 - - - - - 62.8% 40.8% 9.8%
校园资源 - - - - - 61.5% 38.1% 42.4%
时间管理 - - - - - 59.7% 28.6% 27.6%

学术规划/咨询 - - - - - 58.1% 36.7% 35.7%
批判性思维 - - - - - 52.3% 40.6% 34.8%

将服务学习纳入新生研讨课 - - - - - 23.7% 40.2% -
参加新生研讨课学生情况

所有新生参加 43.5% 45.0% 42.8% 46.9% 49.5% 46.8% 46.0% -
部分新生参加 - - - 28.9% 30.2% 33.3% 34.6% -

将新生研讨课作为毕业必修学分 - 85.6% 86.1% 87.8% 88.7% - 92.2% -
将新生研讨课作为

核心课程 - 19.4% 18.9% 19.8% 22.1% - - -
通识教育 - 28.7% 26.4% 27.1% 34.8% 57.3% 50.4% 53.1%

选修 - 45.4% 49.8% 45.6% 43.2% 42.0% 40.3% 39.8%
专业必修 - 2.4% 1.5% 3.1% 4.8% 6.0% 9.3% 9.7%

其他 - 4.1% 3.4% - 6.0% - 6.1% 9.4%
新生研讨课学分（有些高校提供变动学分，因此总比例并非 100%）

1 学分 41.4% 44.8% 50.2% 54.1% 47.3% 49.5% 42.5% 43.3%
2 学分 10.4% 13.1% 15.9% 17.7% 16.3% 13.2% 12.6% 14.1%
3 学分 17.4% 19.2% 23.8% 21.8% 29.1% 31.2% 32.7% 31.9%

超过 3 学分 - 6.1% 10.2% 10.2% 11.6% 13.0% 12.3% 10.7%
其他 30.8% 16.8% - - - - - -

研讨班每班学生人数

低于 16 人 - 16.1% 13.5% - - 18.3%（15） 18.2% -
16-25 人 - 52.0% 59.8% - - 36.1%（16-20） 36.9% -
26-40 人 - 20.5% 18.2% - - 33.7%（21-25） 29.8% -

高于 40 人 - 11.4% 8.5% - - 12.0%（其它） 14.3% -
评价方式

字母等级 61.9% 68.1% 75.4% 76.6% 80.0% 78.9% 82.0% 80.5%
谁为新生研讨课授课

教师 - 84.5% 85.0% 87.0% 89.1% 89.9% 90.0% 90.0%
学生事务专业人员 - 28.7% 26.4% 60.4% 53.9% 45.2% 45.2% 48.2%

校内其他的管理人员 - 34.1% 36.9% 41.0% 37.0% 30.1% 26.0% 29.9%
高年级本科生 - 8.1% 8.6% 9.0% 9.6% 6.3% 7.7% 5.1%

研究生 - 4.2% 5.8% 6.0% 4.8% 4.3% 5.2% 5.6%
其他人员 - 10.2% 9.2% 5.0% 4.5% - - -

由团队上课 - - - - 32.7% 39.3% 43.7% 43.6%
为新生研讨课教师提供培训 - 71.4% 70.8% 75.9% 76.2% 72.4% 76.8% 76.1%

新生研讨课教师必须参加培训 - 46.7% 48.2% 49.6% 47.7% 68.8% 52.3%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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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范的作用，他们是教师与新生联系的重要纽带，是新生的心

理依靠和大学适应期的指路人。

5. 服务学习———培养社会责任感。2003 年，美国新生研讨

课全国调查开始研究新生研讨课与服务学习的结合。 1967 年，
美国南部地区教育董事会（Southern Regional Education Board）
首次提出服务学习的概念。 随后在美 国 各 级 学 校 普 遍 扩 展。
1999 年，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在“全国学生服务学习与社区

服务之调查”（National Student Service-Learning and Community
Service Survey）中 ,将服务学习定义 为 以 课 程 为 基 础 的 社 区 服

务，它整合了课堂教学与社区服务活动 ［18］。 对学生而言，服务

学习与新生研讨课的结合，提供了实际服务的机会、通过服务

方案的讨论和实践发展批判性思维、 增进学生社会参与的能

力和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6. 大学四年经历———理性研 究。 在 约 翰·加 德 纳 的 领 导

下，1988 年全国资源中心开始大一新生研讨课全国调查。 在此

调查基础上， 全国资源中心全面研究美国大学生大学四年的

学习经历，开始大二学习动机（sophomore initiatives）、高年级顶

点课程调查（senior capstone course）的全国调查。 这些调查作

为学术机构的理性研究， 为高等教育界审视美国高等教育的

状态提供了客观依据。
在我国，从 2003 年 开 始，清 华 大 学 在 国 内 首 次 将 新 生 研

讨课引入本科教学。 随后，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等高校也开始新生研讨课的探索。 我国的新生研讨课更偏重

于学术性转换。 作为美国新生研讨课的多元、建构主义和以学

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对同辈群体教学的重视、与服务学习整

合、对大学生四年经历的理性研究值得国内高校关注。
查 理 德·霍 夫 斯 塔 德（Richard Hofstadter）在《高 等 教 育 的

革命》一文中，一语中的地说：“如果我们要探寻大学革命背后

的教育信念， 我们就会看到一些当时似乎已经十分彰显而几

乎没有什么新鲜之处的理念。 ……真正的新东西是贯彻这些

理念的手段和决心。 ”［19］新生研讨课的探索也是如此，在理解

其背后的教学理念之后， 我们需要的是贯彻这些理念的手段

和决心。
（林冬华， 华南师范大学教务处助理研究员， 广东广州

51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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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用 D ir ac 符号表述的动力学方程 (4 ) 形式简单且不依

赖于坐标系
,

具有较大的对称性; 采用了狄拉克符号
,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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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 该方程不含约束力
,

计算简单方便 ; 采用了矩阵的解题

方法
,

可以引用计算机程序求解理论力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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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几所著名高校的流体力学新生研讨课

朱克勤 任仲泉

(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
,

北京 10 00 8 0)

摘要 在大学的本科教育中
,

新生研讨课的历史较短
,

但普

遍受到学生的认可和好评
.

介绍美国几所著名大学
,

包括哈

佛大学
、

麻省理工学院
、

普林斯顿大学
、

加州大学及伯克利

分校和圣地亚哥分校的流体力学新生研讨课
.

关键词 新生研讨课
,

流体力学
,

教学改革

新生研讨课源于哈佛大学的教改探寻之路
,

由教授直接

面向一年级新生开设
,

至今已有五十几年的历史
,

它现已成

为世界很多大学所采用的新生教育模式
,

以培养更富竞争力

的人才
.

清华大学从 2 0 03 年起开设新生研讨课
,

已经得到新

生的普遍欢迎和好评 本文第一作者在开设新生研讨课
“

智

能流体及应用
”

的同时
,

与学生一起对国际上著名大学流体

力学的新生研讨课进行了调研
,

这里介绍美国几所著名高校

的新生研讨课的基本情况以及流体力学新生研讨课的例子
,

作为国内教学改革的参考
.

1 哈佛大学

作为世界著名大学之一
,

哈佛大学具有闻名遐迩的声誉

和得天独厚的教育资源
.

新生研讨课的模式源于哈佛
,

19 59

年春天开始实行
,

在此之前
,

已经有了几年的试行期 (从 1 9 5 7

年开始试行)
,

1963 年开始作为正式课程的一部分
.

开创这

门课程的目的是让新生入学的第一年更加富有生气
,

尽快地

本文于 2 0 0小05 一17 收到
.

了解科学
、

热爱科学和融入科学
.

新生研讨课实行仅一年后
,

就受到了很高的评价
,

新生

研讨课的学生管委会赞扬道
: “

它是一门令人神往的课程
.

从一个原始想法到成熟方案
,

新生研讨课在大学生中所带来

的学术与交流热潮归功于教师的睿智和对工作的热情
.

我们

更加深刻地领会到了
,

哈佛要想提升教育质量
,

就必须不断

地探索教育改革之路
, ”

“

微流动的应用
:

树的结构
,

功能
,

进化
”

是哈佛所开设

新生研讨课中涉及流体力学的一个例子
.

树是自然界中最神

奇的生命体之一
,

它可以达到 loo m 的高度
,

可以在极端恶

劣的条件下生存
,

并不断地与环境和其它生物作斗争
.

研讨

课启发学生从流体力学的角度探寻树如何来抵御气候的起伏

变化
.

在它的微流动系统中
,

包括筛管
、

导管的营养物质运

输
、

是否和其它生物的神经系统具有相似的特性
.

课程采用

实验和实物参观相结合的方法
,

鼓励学生到大自然这个广博

的天然实验室中寻找奥秘
.

让新生了解科学的研究方法
,

懂

得观察自然
,

并从中获取有用的信息
.

通过新生研讨课
,

一批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涌现出来
,

师生关系融洽
,

科研和学习的热情高涨
.

更为重要的是
,

它

提供了和谐与奋进的学术气氛
.

在不断改革和完善的同时
,

新生研讨课在数量上不断突破
,

比如
:

2 0 0 1、2 002 年为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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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

2 0 0 2、2 00 3 年增长到 89 }〕
,

2 00 3、20 04 年已经达到

了 10 3 门
.

为了保证教授和学生之间的充分交流
,

学生人数

限制在 12 人 一般情况下
,

授课教授每年都会有一门课程

为新生提供选择
,

且每年的主题都会发生变化或完全不同
.

现阶段哈佛新生研讨课有以下两大特点
:

l) 学习不局

限于书本知识
,

而是更接近学术前沿
,

甚至是还没有完全成

熟的理论
.

目的是启发学生思考
,

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

每年

课程的门类都不一样
,

但都保持一致的风格
:

大量的独立工

作
,

深入的独立思考
,

小团队的协作精神
.

2 )课程的设置

更多地考虑了人的因素
,

每门课程题 目的选择都是基于老师

和学生的兴趣 引导学生在多种方式下与老师密切合作
,

让

老师和学生从正规的教学中解放出来 考查方式以论文
、

课

程总结的形式为主
,

没有正式的考试
.

课程结束时分为通过

和不通过两种
.

2 麻省理工学院

麻省理工学院有其独特的教育理念
,

使其学术科研
、

人

才培养都有独到之处
.

麻省理工学院的新生研讨课从 19 8 6

年开始
,

每门研讨课的学生为 8 、10 人
,

强调交互式学习
,

每周两个小时的上课时间
,

每年大约有 80 0、9 0。名新生参

加
.

这样的教学模式将老师和学生紧紧连在一起
,

共同领悟

科学的真谛
.

麻省理工的新生研讨课由于非常成功
,

相继开

展了大二学生研讨课
.

通过流体力学新生研讨课的学习
,

学生开始认识到力学

并不是那么令人枯燥
,

今后两年的数学和物理成为他们将来

从容研究流体力学的有力保证
.

每节课的开始都有几分钟的

开场白来激活课堂的气氛进而引出本节课的话题
.

在新生研

讨课讨论中
,

学生可以交到朋友
,

听到中肯的建议
,

感到早期

的潜在的竞争
.

老师不仅了解了新生在学习中的困惑
,

在课

程终结时还将了解他们的朋友
、

家庭
、

生活境遇和对未来的

设想
.

通过这些交流
,

增进了老师和学生之间的相互了解
.

新生研讨课通过实验教会新生如何处理真实自然现象
,

分析

试验现象数据
、

理论和模型之间的关系
.

不仅学生增长了知

识
,

开阔了眼界
,

老师也受益匪浅
,

一位执教新生研讨课的

教授说道
: “

在麻省理工
,

虽然额外的奖金很少
,

但是当你

晚上回家
,

你会感觉到你做了一件很棒的事情
,

那 已经足够

了 r
, .

为了保证有足够的教授主动来为新生提供研讨课的机

会并与他们进行全方位的接触
,

麻省理工为老师们提供了课

程津贴
.

“

航行到底能有多快? ”

是教授 p a u ld se 一av
o u n o s

所讲

授流体力学新生研讨课的主题
.

该主题表明
:

在麻省理工
,

最

重要的事之一就是提出问题
,

然后解决它
,

探索精神的培养

对新生尤为重要
,

用敏锐的科学眼光观察光怪陆离的世界
,

敢于向一切发问
,

并用聪明的大脑和灵巧的双手来解决它
,

这形成了与众不同的麻省理工风格
.

3 普林斯顿大学

在普林斯顿大学
,

新生研讨课是一门正规的课程
.

除非

有特殊说明
,

否则新生是不需要有预备知识和提前准备的
.

它强调讨论
,

论文写作
,

课堂表述
,

而不是测验和考试 同

样
,

普林斯顿为了新生的学习
,

也为其开放图书资源
,

希望

通过这样
,

将新生和世界连在一起
.

启发新思想
,

接触新领

域
,

新生研讨课向新生提供了检验自己想法
,

向别人学习的

机会
.

这里新生研讨课主要形式是演讲
.

新生研讨课
“

流体力

学
,

应用物理
,

控制理论在机械与宇航工程的应用
”

就是以演

讲形式展开的
.

课堂上的讨论非常热烈
,

往往使学生和老师

错过了用餐时间
,

并兼有其它多种多样的形式
:

系列影片
、

客座演讲
、

博物之旅
、

野外远足
.

形式多样
,

又不偏离主题
.

为认皿 d er li ck 教授 1 99 8 年来到普林斯顿
,

在讲授流体力学专

业的新生研讨课
“

奶油冰淇淋中的工程问题
”

时
,

她针对奶

油冰淇淋的非牛顿流特性
,

鼓励新生亲 自动手和观察
,

以共

同面对学科发展中的新问题
、

机遇与挑战
.

新生给她的评价

是
: “

教授开朗诚实
,

平易近人
,

学生非常愿意与她交流
,

无论是课内还是课外
.

她善于抓住中心用富有深度的语言来

阐述问题
,

每一个学生都能清晰地理解她的话
” .

在普林斯顿
,

人们认为以下 3 种能力是提高课堂讨论效

率的关键
:

提问的能力
、

团队合作精神和指导艺术
.

普林斯

顿新生研讨课的开展就是本着提高这三方面能力为目的
,

通

过它来引导学生在他所喜爱的主题下与教授和同学共同迎接

富有新奇感和挑战性的新事物
.

学生称赞它是普林斯顿所有

课程中最令人着迷的
,

并可与其他同学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

和友谊
.

4 加州大学及伯克利分校和圣地亚哥分校

对于机械工程系的学生
,

1 学分的新生研讨课是一门必

修课程
,

成绩分为通过和不通过
.

每年的春秋冬三季都开设

新生研讨课
,

课堂学时大约为 8、10 小时
,

此外还有和导师

约好的讨论时间
.

虽然是新生研讨课
,

有些课程可以招收大

三
、

大四的学生
.

新生研讨课
—

流体力学概论
,

以演讲和讨论相结合

形式进行
.

课程内容涉及流体力学的基本原理及其应用
、

流

体静力学
、

动量和能量守恒
、

管道内的不可压缩流
、

可压缩

流中的激波
、

流体的混合等
.

每周的活动之后学生都要有书

面的总结
,

还需要完成学期末的一篇论文
.

加州大学的流体力学新生研讨课更加注重基础理论及其

新兴热点领域
,

下面的例子就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

新生

研讨课
“

为什么鱼不是圆的
,

高尔夫球不是光滑的 ?
”

共讲

授 5 次
,

课程涉及一个常见的但是至今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

经过不同形状物体的绕流
.

通过讲演
、

必要的阅读和流体实

验影片
,

新生将了解运动物体阻力的形成和分类
,

以及层流

和湍流等基本概念
.

在伯克利分校
,

实行新生和大二学生的研讨课
,

完全本

着学习要靠个人兴趣的原则
,

它提供一个小范围的让学生和

老师共同探索相互感兴趣的学术主题的机会
.

通过研讨课
,

学

生一入学就感受伯克利活跃的学术气氛
.

老师与一群聪明富

有活力的新生交流使他们也收益颇多
.

每学期大约会有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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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研讨课
,

包罗了众多领域
.

只要课程允许
,

学生最多可以

选 3 门研讨课
,

新生研讨课的内容涉及新兴领域和一些跨学科的东西
.

学生被鼓励选择他们所喜欢的话题
,

完全靠好奇心驱使去探

索诱人的但不熟悉的领域
.

有的研讨课是专为新生的
,

有的

是专为大二学生的
,

还有的是都可以参加的
.

研讨课要求学生

准时出席和积极参与
,

创造性的思考是一项很重要的素质
,

而它只能通过不断动手和独立思考来培养 充满热烈讨论的

课堂才被认为是成功的
,

每一个研讨课都足够小
,

以保证老

师和学生可以很好地相互交流
.

伯克利分校的流体力学新生研讨课具有鲜明的特色
:

着

眼于生活
,

更加注重应用
.

比如新生研讨课
“

洗发香波和调

味番茄酱中的流体力学
” .

课程讨论洗发香波
、

调味番茄酱
、

制药粉末和油类回收发泡剂等生活中很常见的柔性物质的流

体力学特性
.

这些物质既可以像固体一样保持形状又可以像

流体一样流动
.

再比如新生研讨课
“

从神奇的雪花到老虎的

纹理
,

自然界如何创造出如此美妙的图案 ?
”

讨论从沙波纹

到水晶纹理
,

从雪花到动物皮毛再到人类皮肤的图案
,

它们

形成的必然性和随机性
,

以及与混沌理论的关系
.

课堂上除

了常规的讨论之外
,

还通过实验演示来验证图案是由简单的

物理法则所控制的
,

而且这些实验大都是新生可以在宿舍里

独立完成的
.

圣地亚哥分校的流体力学新生研讨课与伯克利分校相比

更加侧重于工程应用
.

比如新生研讨课
“

冲浪中的物理
”

讨论

波的产生
、

传播和破坏
,

关注与冲浪板和冲浪技术有关的流

体力学问题
,

期间至少包括一次的码头实地演示
.

再比如
:

新生研讨课
“

无人飞行器概论
”

围绕无人飞行器这一未来航

空器发展趋势的气动外型和流体力学原理展开
.

总之
,

为了提升教育质量
,

美国各著名高校在新生研讨

课中投入了相当的人力和物力
,

包括配备一流的师资力量
,

为新生开放图书资源
,

建立相关的管理组织
.

不约而同地选

择了宽松的课堂
,

自由的讨论模式
,

而且都没有正规的考试
.

大多数学校每年两个学期开设研讨课
,

而且都作为课程的正

规部分
.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和无数学生的亲身参与
,

包

括流体力学在内的新生研讨课在大学本科教育中越发显现出

它的勃勃生机
.

虚拟云纹实验方法及应用

杜 华 谢惠民 刘战伟

(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
,

北京 1 00 08 4 )

摘要 研究了虚拟云纹实验的原理
.

特点是应用数字参考栅

和数字试件栅干涉形成数字云纹
.

讨论了相移技术在数字云

纹中的应用
,

并通过人机交互界面程序的编制
,

将光栅完全

数字化模拟
,

输入力学参数即可直观地演示云纹图形
,

并按

照相移原理做出相应的实验数据 自动处理
,

由云纹图形计算

应变场
.

观
、

方便地将云纹图案及云纹法的应用展现在学生面前
.

同

时也可有效地配合实际实验
,

预测未知的实验结果
.

M A T L A B 被广泛用来研究和解决各种具体的工程问

题
.

考虑到此软件的功能强大
、

开发周期短
、

应用前景广阔

等优势
,

选用它作开发平台
.

关键词 云纹
,

数字光栅
,

相移

在学习实验力学时
,

很多人初次接触云纹法的概念
,

在

亲眼看到实验结果之前很难想象到变形时云纹的分布情况;

在一般的科学研究或教学环境下进行的实验往往受到实验条

件
、

实验技术限制或由于安全问题
、

资金问题等原因而不方

便进行
.

于是有必要尝试将实验转入虚拟环境中进行
,

目的

是可以方便地演示云纹图形
,

获得全面的数据
,

并向学习者

展示实验基本原理
,

甚至可以比实际实验更容易观察和测量

计算
,

并且节省大量的人力
、

物力
,

避免工作的盲 目性和重

复性
.

同样本文也是为了实际需要
,

辅助教学
,

并有利于力

学的普及教育
,

突破力学教学的地域限制
,

开发了此模拟软

件
.

它可以配合教师在理论教学的同时
,

利用多媒体手段理

论结合实际
,

在没有条件或时间不允许的条件下
,

形象
、

直

2 0 0 3 一1卜 2。收到第 1 稿
,

2 0 0 4-- 10 ‘2 2 收到修改稿

1 数字化光栅

由云纹形成的原理我们想到
,

在计算机中用两组黑白相

间的条纹表示两块光栅 (用条纹灰度值反映投射光强)
,

相互

叠加
.

其中一组条纹间距固定
,

相当于参考栅 ; 另一组间距

可变
,

相当于试件栅
,

这样便可以实现光栅的数字化
.

本文

以单向拉伸为例
,

对于复杂应力情况
,

方法类似
.

设变形时受力为 F
,

弹性模量为 E
,

横截面积为 A
,

参

考栅的频率为 弄
,

单位为线 / 像素
,

节距 p
,

二 l/ 弄
,

单

位为像素 ; 试件栅初始参数与参考栅相同
,

变形后节距变为
/

_

F 、
.

_ _ _
.

_
.

_ _

_ _ 二 _
_

_
、

_

跳 二 ”
? x

又
工十丁飞少为便士利用相移原埋

,

便用止弦函

数表示数字栅的灰度分布
.

表达式如下
:

数字参考栅灰度分布函数

几 (坛
,

J) = 0 5 x sin (介 x J x 二)

其中 乞
,

J 分别是以像素为基本单位的横
、

纵坐标

(1)

I
,

(乞
,

j)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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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介绍了新生研讨课的历史背景,讨论了新生研讨课的功能和特点,面向机械工程专业建立了新生

研讨课的教学模式,结合教学实践论述了新生研讨课的教学活动组织。实践表明, 文章所提出教学模式实践

性强、可操作性好, 学生评价高,教学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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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新生研讨课的历史背景

新生研讨课是一门新形式的课程
[ 1, 2]

, 它面向入学不久的新生,以师生互动

研讨的方式展开,强调学生的主动参与,就某一师生共同关心的课题展开研讨。

课程开展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可以由教师提出研讨问题, 在加以一定的引导后

以学生为主体展开研讨, 也可以带领学生实地参观考察,主要目的是提高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新生研讨课于 1959年首先在美国的哈佛大学开设
[ 3, 4]

, 经过 4年的试点和

改进后,于 1963年被列入哈佛大学的正式课程。后来, 南卡罗来纳大学于 1972

年开设了新生研讨课。在进入 20世纪 80年代以后,美国大约有 80%的大学和

学院都相继开设了新生研讨课,在开设本课程的大学, 其规模也在不断扩大,覆

盖的学生越来越多, 受到学生的高度欢迎。

由于新生研讨课在美国高等工程教育的成功, 中国在教育改革中走在前列

的高校也开始引入这种全新的教学方式。清华大学于 2003年率先开设了新生

研讨课
[ 5- 8]

,首批共开出 31门课程,本课程的开设受到教师和学生的一致好评。

2003~ 2004年度, 清华大学的新生研讨课增加至 70门, 2 700余名新生申请选

课。至 2005年, 清华大学已成功开设近 200门次新生研讨课, 涵盖了建筑、水

利、物理、人文等多个领域,近 3 000名一年级新生选修此课。清华大学的新生

研讨课主要教学方式是以小组方式与开课教授就某一专题共同开展研讨,让名

师带领学生走入研究之门, 以激发学生的研究兴趣, 使学生们学会从多角度分

析、评判的思维方式,提高认识判断能力和主动学习的能力,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

神。后来, 国内其它高校如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等相继开

设了此类课程, 都收到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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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新生研讨课的功能和特点

新生研讨课是面向大一新生开设的一门以研讨

性质为主的全新的课程, 它在授课内容、授课方式、

所起的作用等方面都与传统的课程不同, 新生研讨

课可以归纳为五大功能和三大特点。

(一 )新生研讨课的功能

( 1)入学教育。与国外的新生不同, 中国的大学

新生在报专业时对本专业并不完全了解, 主要是看

录取分数、所报专业的知名度和就业前景等, 前几年

在机械行业处于低谷时, 很多学生都是因为在填志

愿时 /服从分配 0而调配到本专业的。到校后从不同

的渠道听到机械专业不好, 产生本专业古老没有研

究价值、日常工作主要是与钢铁零件打交道、工作后

的待遇不高、本专业没有前途等错误认识,造成情绪

低落、学习积极性不高, 只想混个毕业证了事, 有的

学生甚至成天想着调换专业。开设新生研讨课可以

通过知名教授现身说法的讲解, 引导学生进行深入

讨论,纠正学生的错误认识, 使学生了解到本专业对

国民经济的重大意义,从而坚定学习的信心。

( 2)专业介绍。学生在入学时对本专业并不了

解, 感觉很茫然,不知道本专业对国家经济和国防有

何意义、本专业学什么、本校机械学科有何特点、在

国内处于什么地位等。通过新生研讨课, 教师对上

述问题都有全面的介绍, 再通过讨论进一步培养学

生对本专业的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的目的性、积极性

和主动性。

( 3)方法训练。大学的学习方法与中学完全不

同, 机械工程专业的学习方法与其它学科也不相同,

通过新生研讨课,教给学生新的学习方法,特别是主

动参与、主动思考、自己查找资料的方法, 使学生初

步掌握创新思维方法。

( 4)素质培养。大学生的基本素质包括人际交

往能力、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自学能力、心理自我

调节能力、获取信息的能力、创新能力等, 尽管这些

能力的培养不是靠一门课程所能解决, 通过针对问

题查找资料、准备发言材料, 在同学面前陈述观点等

手段帮助学生培养基本素养。另外, 教师在课堂上

言传身教,强调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

和方法的培养, 可以为学生今后 4年的能力培养打

下坚实的基础。

( 5)和谐师生关系。在传统的大学教育中, 教

师与学生的互动很少,主要是教师讲学生听, 教师的

话就是权威结论, 师生关系很难和谐。通过新生研

讨课,教师和学生之间相互讨论, 特别是师生换位,

让学生走上讲台,教师在台下听, 有助于建立师生之

间的和谐关系。

(二 )新生研讨课的特点

( 1)课堂教学从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

的转变。传统的教学是以教师为主导, 教师根据教

学大纲和授课教案向学生授课, 学生只是被动的听

课和做记录,下课后复习应付考试, 学生缺乏主动性

和积极性。新生研讨课要求以学生为主导, 学生自

己组织查找资料并进行研讨, 然后走上讲台陈述自

己的见解, 在课堂上展开深入讨论, 实现了以学生为

中心的教学。

( 2)从以知识传授为中心向以能力培养为中心

的转变。传统的教学以知识传授为主, 教师讲解,学

生记录,在考试时死记硬背, 尽管能够学到一定的知

识,但对学生能力的提高帮助很小。新生研讨课强

调提升学生的三大能力, 即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 这三大能力的提升不是靠听课和做

作业所能实现的, 而要靠学生积极参与, 主动思考,

相互讨论来实现。

( 3)从以听课学习知识向以研讨提高素质的转

变。听课和做作业只能增加知识, 难于提升学生的

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新生研讨课上教师所提的问

题并没有标准答案, 鼓励学生创新思维,要有批判精

神,敢于提出新见解。提高学生自主查找资料的能

力,自己准备发言稿, 并走上讲台陈述自己的观点,

开拓了学生的视野, 提高了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有

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三、机械工程新生研讨课的教学模式

机械工程学科开设新生研讨课的目的是通过对

机械工程相关概念的研讨,使学生建立起机械工程

的基本概念、熟悉机械工程的主要内容、了解本校机

械工程学科的概况、掌握机械工程的学习方法,使学

生建立起对本专业的兴趣。

根据新生研讨课的要求,本课程拟采用 /教师引

导、学生主动、互动交流、方法为主、拓宽视野0的新

型教学方式 (如图 1所示 )。在设计教案时,要注意

到机械工程学科的 /工程 0性特点,多采用动画、现场

考察、案例教学、学生上讲台等方式。

在教师引导方面,教师主要是设计课程形式、介

绍基本概念、提出研讨问题、引导学生进行讨论、最

后进行总结, 并给出所研讨问题相对标准的解答。

教师在引导过程中要注意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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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 /探索0和 /质疑 0精神、不要轻易否定学生的

观点,要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图 1 新生研讨课的教学模式

在学生主动方面, 学生要将自己置于学习的主

动地位,主动动手查阅资料、主动思考问题、主动参

与小组讨论、主动在课堂上发言辩论、主动提出自己

的观点,通过主动参与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在互动交流方面,教师要放下架子,认真听取学

生的发言,并纠正或完善学生的观点, 对学生提出的

/幼稚 0甚至完全错误的问题,也不要有任何嘲笑的

表示, 要体现对学生的尊重, 以免挫伤学生的积极

性。学生则不要怕 /丢面子0, 要敢于提出问题, 敢于

发表自己的观点, 敢于质疑教师的发言, 敢于探索

真理。

要采用 /问题驱动0的方式,通过布置问题, 要求

学生采用各种手段自主查阅资料, 锻炼学生获取信

息的能力; 要通过现场提出问题, 引导学生进行讨

论, 培养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 提高学生的综合能

力。

在拓宽视野方面, 要注意向学生传授多方面的

知识 (不要只限于专业方面 ), 通过案例教学、现场考

察、现身说法、计算机动画等手段提高学生对本专业

和本学科的认识,提高学习的兴趣。要使学生明白,

专业知识的学习仅是大学学习的一个方面, 非专业

知识的学习、人际交往能力、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

社会活动能力等也是成才的必要条件。

四、机械工程新生研讨课实践

为了提高新生的专业兴趣, 转变学生的学习方

式, 为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打下基础,重庆大学在 2009年入学的新生中首次

开设了 8学时的新生研讨课, 笔者作为机械工程领

域的教授承担了 2009级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 7班

30名学生的授课任务。为此,上网查阅有关文献,初

步了解了新生研讨课的发展历史、内容和要求,在此

基础上设计了 /问题驱动 0的教案。

(一 )确定课程名称

笔者为本课程确定的名称是 /走进机械工程 0,

目的是通过本课程带领学生逐步了解机械工程, 通

过对机械工程基本概念的学习, 了解机械工程,建立

对本专业的兴趣,初步掌握独立自主的学习方法,培

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

(二 )教学单元划分

根据学时数将本课程分为 4个单元, 每 2个学

时为 1个单元。第 1个单元由教师对基本概念进行

讲授为主; 第 2个单元由学生根据所分配的问题自

主查阅资料并展开研讨, 教师进行指导;第 3个单元

和第 4个单元的前半段由学生进行发言并展开讨

论,教师主导和点评;第 4个单元的后半段由教师进

行总结。

(三 )教学活动的展开

教学活动按照单元划分有序的展开, 在整个教

学过程中, 除了知识的传授外,特别强调了学习方法

的掌握和思维方法的培养。

第 1个单元主要介绍本课程的目的、要求、教学

方法、机械工程基本概念, 包括 /什么是新生研讨

课0、/为什么设新生研讨课 0、/新生研讨课如何

上0、/机械工程的发展历程0、/现代机械工程 0、/机

械工程的主要发展趋势 0, 以及 /如何查阅资料 0等

内容, 主要目的是学生建立本课程和本学科的基本

概念, 初步了解查找科技资料和问题研讨的方法。

在讲课开始之前放一段 5分钟的动画短片,主要介

绍发动机这一典型机械产品的结构 (装配过程 )和工

作原理 (运行过程 ) , 给学生建立起机械产品的一般

概念。为了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在第 1个单元结束时,将全班学生分为 5个大组 (每

组 6人 ) , 15个小组 (每组 2人 )。根据分组情况布

置了 5个重点研讨问题和 15个辅助研讨问题,要求

每个组和每位同学都必须对所有问题查找资料并展

开讨论。 5个重点研讨问题主要从产品、学科、方法、

本专业意义和对本专业兴趣的培养等方面展开 (见

表 1所示 ), 15个辅助问题则覆盖了机械工程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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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概念 (见表 2所示 )。

表 1 重点研讨问题 (每个大组 1个 )

序号 研讨问题

1
 什么机械产品? 机械产品有哪些类型? 典型机

械产品由哪几部分组成

2 什么是机械工程? 包括哪些领域

3 如何走进机械工程

4
 机械工程对国民经济有何作用? 为什么说中国

是 /制造大国0,而不是制造强国

5
 我们是不是铁匠? 为什么? 企业生产一个机械

产品需要哪些方面的人才和知识

表 2 辅助研讨问题 (每个小组一个 )

序号 研讨问题

1
 什么是数字化制造, 什么是数控技术, 有何优

缺点

2  什么是柔性制造,有何优缺点

3  什么是快速原型制造,有何优缺点

4  什么是微纳制造,有何优缺点

5  什么是虚拟制造,有何优缺点

6  什么是绿色制造,有何优缺点

7  什么是自动化制造,有何优缺点

8  什么是网络化制造,有何优缺点

9  什么是敏捷制造,有何优缺点

10  什么是精益生产,有何优缺点

11  为什么要进行产品质量控制

12  影响产品质量的因素主要有哪些? 如何控制

13  什么叫产品的寿命周期? 包括哪些环节

14
 为什么要进行产品的经济性分析? 可以在哪

些环节降低产品的寿命周期成本

15  信息技术在机械产品制造过程中有哪些作用

  第 2个单元为自由活动,学生根据教师提出的

问题自行到图书馆或通过网络查阅资料, 对资料进

行整理,在小组之间展开研讨,教师现场指导。

第 3个单元和第 4个单元, 以学生为主, 每个组

指派 1个代表, 就本组研讨的问题进行发言, 其他学

生进行补充。在每个组发言结束后, 就所研讨的问

题在各组之间展开讨论。教师则对学生的发言进行

点评和总结,对发言不积极的学生, 教师则点名要求

其发言。

第 4个单元的下半段,教师对课程进行总结,同

时介绍了本校机械工程学科的概况, 以及在大学期

间的学习方法。

在课程结束后, 要求每个同学提交 1份大作业,

就本课程的效果、教学方法、对机械工程的认识等进

行总结,教师则根据学生的总结和在课堂上的表现

给出成绩。

(四 )课程的效果

这种新型的教学方式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 学

生参与的积极性很高。在课下就所研讨的问题查阅

了大量的资料, 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和研讨。为了提

高发言的效果, 大部分学生都制作了非常精美的

PPT。从研讨的效果看, 大部分学生对所研讨的问题

都有比较深入的理解,例如: 关于机械产品的概念及

组成, 学生们的理解与教师准备的答案基本相同。

再如,产品的寿命周期,教师的定义是产品从 /摇篮0

到 /坟墓0的全过程, 某学生在查阅大量资料后认为

应该是 /投入期 ) 成长期 ) 成熟期 ) 衰退期0这一过

程,就这个问题师生展开比较深入的讨论, 但教师也

无法说服学生。课后, 该学生又对该问题进行了研

究, 后来终于搞懂了他所理解的事实上是产品的市

场周期,在大作业中他对这一问题又进行了进一步

的阐述,并对这种教学方式给予了高度评价。

(五 )存在的问题

新生研讨课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 尽管在上

课之前进行了精心的安排,但在课程结束后还是发

现存在一些问题。

( 1)学生还不完全适应这种教学方式。学生仍

然期待着 /教师在讲台讲、学生在下面记笔记 0的传

统方式,还不知道如何主动参与到教学活动中。

( 2)课时太少。走进机械工程是个很大的题目,

在 8个学时内是无法完成的。例如: 学生丁在大作

业中写道: 这门课程不仅让我了解了有关机械的一

些知识,更重要的是让我学会了自己动手解决问题。

老师通过提出问题, 然后让我们利用一切可利用的

资源,以及团队合作,小组讨论去解决问题。最后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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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来补充以及对问题的总结这一种全新的教学方

式让我受益颇多。只可惜这门课程学时太短了, 只

上了四周就结束了。

( 3)不能布置太多的研讨问题。在准备教案时,

由于担心学生的主动性不够, 研讨不够积极, 为了

/填满 0研讨课时,除了布置 5个大组的重点问题外,

还布置了 15个辅助研讨问题。后来证明,学生的积

极性很高,发言踊跃。

五、结语

作为一种全新的课程,新生研讨课具有 /教师主

导、学生主体、师生互动、问题驱动、能力为主 0的特

点, 是对传统教学方式的根本转变, 对增强学生兴

趣, 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培养学生的创

新能力和综合素质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针

对机械工程专业大一新生, 提出新生研讨课的教学

模式,论述了该教学模式的实施过程, 总结了课程的

效果,提出存在的问题, 所提出的教学模式不仅适用

于机械工程专业,对其它专业也具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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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生研讨课是专门为大一新生开设的小班研讨课，目的在于帮助新生顺利完成大学的适

应性转换和学术性转换。财经类院校学科较为单一，在新生研讨课的开设中面临着来自教师、学生和

管理等方面的一系列挑战。应对挑战，财经类院校应努力寻求对新生研讨课意义和价值的认同，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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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高校对本科教育质量的日益重

视，新生研讨课以其鲜明的教学特点和独特的教

育价值而备受关注。目前国内很多研究型大学都

在积极探索，作为一种帮助新生顺利完成大学的

·011·

HIGHER EDUCATION OF SCIENCES 2012 年第 1 期 ( 总第 101 期)

* 收稿日期 2011 － 10 － 12
作者简介 曾晓虹 ( 1952 － ) 女，福建福州人，研究员，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



适应性转换与学术性转换的教学模式，新生研讨

课不仅适用于研究型大学，所有大学均可根据学

生的特点，师资情况、校情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模

式。本文主要针对财经类这一行业、专业背景较

强的院校，分析其在新生研讨课实施中面临的困

惑，并基于行动研究，探讨财经类院校开设新生

研讨课的突破口与着力点。

一、新生研讨课的概况

1888 年美国波士顿大学开设了第一门新生

教育课 ( Freshman Orientation Course ) ，被当做

新生研讨课的前身［1］。新生教育课程的目的是

帮助新生选课及适应全新的大学环境和学习方

法，完成由中学阶段向大学阶段的顺利过渡。至

20 世纪 30 年代，约三分之一的美国高校开设了

新生教育课程［2］146 － 148，这种新生研讨课程侧重

于学生的适应性转换。至 20 世纪初，受德国教

学与科研相结合的习明纳教学模式和理念的影

响，小组研讨课 ( seminar) 开始普遍应用于研

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教学，但还没有应用在大一

新生中。1957 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激起了美

国全面的教育改革运动，要求加强大学生的学术

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哈佛大学率先 创 新，

1959 年首创 “新生研讨课”以强化大一新生的

学术经历，1963 年正式将其列入文理学院的课

程。至此，美国新生研讨课主要划分为: 适应性

转换与学术性转换两种模式［2］146 － 148。进入 20 世

纪后，众多美国高校将其作为改善大学一年级教

育的重要途径予以推广。目前，超过 80% 的美

国高校都开设了新生研讨课。［3］

新生研讨课是专门为大一本科新生开设的小

班研讨课。其主要模式是师生共同参与，以问题

为中心，以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和创造能力为目

的，通过探索、讨论等教学方法实施的研究性的

教和学。目的在于在高水平教授的引导下，激发

学生的求知欲、好奇心和学习兴趣，学习科学的

思维方式，掌握必要的学术研究方法，培养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同时通过接触著名教授、建立良

好的师生关系，让新生顺利完成学习阶段的转换

过程。新生研讨课课程形式多样，可以是学科导

入式的，也可以是前沿专题式、跨学科式的，还

可以是体验研究式的。总之，各校可结合校情特

点开设不同形式的课程类型。
2003 年我国清华大学首先将新生研讨课引

入本科教育，随后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

京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北京化工大学等大学也

相继为一年级新生开设了研讨课。但目前新生研

讨课的开设还主要局限在一些综合研究型大学

中，对于学科较为单一的财经类院校，开设新生

研讨课的寥寥无几，目前只有西南财经大学和南

京审计学院在这方面做了初步探索。南京审计学

院在 2009 级新生中开设了 10 门新生研讨课，西

南财经大学在 2010 级新生中，开设了 11 门新生

研讨课。在财经类院校开设新生研讨课的尝试中

既面临着与综合性大学相同的一些共性问题，同

时又面临着自身一些独特的个性问题。以下结合

南京审计学院自身开设新生研讨课的实践，希望

通过经验总结，对财经类院校推进新生研讨课进

行初步的探讨。

二、南京审计学院新生研讨课的实践案例分

析

2009 年秋学期，南京审计学院率先开设 10
门面向全校大一学生的新生研讨课，授课教师经

过精心遴选，主要为经管法学科专业带头人及优

秀年轻博士。课程内容主要是围绕相对稳定的专

题展开，大多数授课教授、博士均结合自己的研

究经历，选择自身有体会的较为具体化的专题作

为授课内容，也有教授选择有一定交叉学科的专

题。教学形式主要是在教授、博士主持下，以小

组方式围绕专题展开学习讨论。课程考核方式则

根据学生的考勤、作业、课堂表现、小组工作、
口头或书面报告等，做 “优秀”、“通过”、“不

通过”的 3 档评价并记入成绩单。
为更好推进新生研讨课的开展，南京审计学

院组成了一支由本校高等教育学硕、博团队组成

的研究队伍，运用行动研究法对首批开设的 10
门新生研讨课进行了全程追踪和探索，详细记录

了各门课程的授课图景、模式、研究者观感和学

生感受，力图通过对所搜集素材的整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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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探寻财经类院校开设新生研讨课面临的挑

战、运行模式、路径等。本文特摘取其中两门课

程作为个案，来作初步分析。
个案 1: 超边际经济分析导论课程是由我校

一名在超边际经济学研究领域颇有造诣的教师主

讲。该课程在使学生了解超边际经济学基本知识

的同时，引导学生学会超边际经济学的推理方

式。通过深入浅出和饶有趣味的拓扑组合结构图

让学生领会，超边际分析作为一种独特的思维方

式，与生活中的各种决策息息相关，从而能像经

济学家一样思考问题。该课程的模式是: 让学生

们自己组成讨论小组，5 人一组，由教师提出生

活中与超边际相关的命题，并引导对知识掌握较

好的学生在教师的帮助下，根据自己的认识画出

交易结构图，表达出自己对结构图的理解，以此

带动全班同学讨论。然后集中小组成员通过讨

论，丰富已画出的信息，并将黑板上的信息进行

分类，对每一类信息进行提炼和概括，找出其中

的交易图规律。最后，研究各类信息之间的逻辑

关系，并综合出对超边际经济交易分析的理解，

回答“什么是超边际经济”。在小组的互动和讨

论过程中，学生们体验到自己对超边际经济分析

的理解慢慢浮现出来，而且是多角度和多层面

的。该课程模式完全颠覆了传统的讲法，基本上

是一半教师讲，一半是学生讲和讨论，学生在不

断练习、画图、讨论中逐渐明晰了很多经济学概

念，并自己找出了问题的答案。如甲同学对这门

课有很深的感悟: “我们主要通过画图来理解超

边际思想，最初从数学的排列组合入手，开始很

难，每次只能画几个图，也很难和经济学思想联

系到一起，但老师每次都能将每个结构图和生活

中实际例子结合起来，如麦当劳和肯德基竞争应

该是什么样的图，有什么经济思想，让我们有更

直观、深入的理解，最后在没有老师帮助的情况

下，我们画的结构图数量越来越多。我感觉这门

课最主要是思维上的训练，在拿到题目后，如何

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在讨论方面，老师讲

的很少，主要介绍一些超边际背景知识和代表人

物等，另一半时间都留给我们，给我们出题，老

师没有标准答案，需要我们自己去不断的寻找，

寻找一个越来越满意的答案，新生研讨课是非常

值得上的课程。”乙学生认为经过老师强化性的

训练，得到了一种全新思维的训练，敢于质疑、
敢于批判现有答案。

个案 2: 货币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经济

学的十大悖论课程主讲教授以其深厚的经济学功

底从 10 个悖论的新奇视角引出并阐述了经济学

的经典概念、代表人物及主要思想。该课程的信

息量非常大，特点并不在于互动，而在于主讲教

师的课程极具启发性、综合性、贯通性的特点，

在学生初步领略经济学奥妙的同时，激起一年级

学生对经济学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在课程讲

授过程中，主讲教师也在摸索中渐入佳境，从最

开始的考虑学生没有有关该课程的基础，以教师

主讲为主，到后来以学生主讲为主，教师根据学

生的讲解提出问题引发全体学生讨论，并有效引

导、调控讨论。在此过程中，主讲教师深刻体会

到让学生去讲、去参与所产生的学习兴趣与老师

“满堂灌”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通过访谈，学

生在这门新生研讨课的学习中，收获也很大。学

生甲说: “上该门课感触最深的是拓宽了知识

面，之前虽然看过有关的书，但对经济学缺少整

体印象，上课之后对经济学有了总体的印象。老

师不仅讲经济学，还从历史事件带我们进入对经

济学的了解。老师还很注重引导课堂的互动性，

学生往往不能有针对性地提问题，经常问一些当

代热点问题如房地产、股市等，老师能恰当地从

这些热点问题提炼出经济学本质问题让我们对经

济学有进一步的认识。作为新生研讨课，老师带

动 我 们 大 一 新 生 对 经 济 学 有 了 很 好 的 初 步 了

解。”学生乙说: “在我们以前的学习中，都是

直接听到确定的知识，没有个人的价值判断。该

门课对我而言是全新的，受老师启发引导，促使

我们课后多看书，查找资料，非常受益。在平时

生活中遇到的一些现象也会想到用经济学中的理

论进行分析。”
从上面的个案展示及首批开设新生研讨课的

总体效果而言，学生们对新生研讨课普遍评价较

好，达到了预定的教学目标，充分证明新生研讨

课在财经类院校的可行性。同时，新生研讨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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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不拘一格，可以根据学生的特点和兴趣进行

设计。但作为起步阶段，我校新生研讨课在开设

过程也面临着来自教师、学生及管理上的一系列

挑战。首先，在新生研讨课开设前期，师资的遴

选是最突出的问题。我校建校时间比较短，青年

教师多，学科的覆盖面相对综合性大学显得很单

一。而新生研讨课融科学研究和教学为一体的特

点，对教师的教学水平、学术水平有很高的要

求，因此，如何从现有师资中遴选出合适的教师

是新生研讨课面临的一大挑战。其次，来自学生

方面的挑战。由于受传统教育方式的影响，尤其

是经历过应试的高考的大一新生，早已习惯于被

动和接受，如何适应这一全新教学模式的转化，

在没有任何专业基础的情况下，积极投身参与到

研讨中，并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也是一大挑

战。再次，课程管理问题。如何设立上课教师的

选择标准、对新开课教师如何进行培训; 如何明

确新生研讨课课程目标及在整个课程体系中的定

位、与后续课程的衔接; 如何建立有效的管理办

法和激励机制，保障教师的开课积极性和课程质

量，确保课程的延续性等一系列问题都还有待探

索。最后，如何加强对新生研讨课本身的研究，

设计可持续的研讨课教育教学计划，运用课程

群、研究活动、学习团队等多种形式进一步激发

教师开设研讨课的热情、掌握必要的教学技能技

巧等。

三、财经类院校开设新生研讨课的路径分

析

( 一) 寻求对新生研讨课意义和价值的认同

感

目前，在研究型大学，教师和学生对开设新

生研讨课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比较认同，这为新生

研讨课的顺利开设扫清了理念和认识上的障碍。
而对财经类这种学科比较单一的院校，教师们普

遍对新生研讨课课程本身及其对学生的价值认识

不足，或认为新生研讨课是研究型大学的事，与

己无关; 或认为普通院校开设新生研讨课只是为

了赶时髦; 即便有些教师认同新生研讨课的价

值，也认为普通院校难以驾驭。

其实从美国新生研讨课的历史来看，新生研

讨课决不只是研究型大学的事情。在所有类型的

大学中，对大学一年级都有着非同寻常的特殊意

义，它是教育质量把控的关键点。学生从高中走

向大学，面临着来自心理、生活、学习方式转变

等多方面的适当挑战。如何顺利搭建起从高中走

向大学的桥梁，帮助学生适应上述的一系列转

变，并在大学的初始阶段构建起学生对大学学习

图景 ( 诸如对大学学习目标、学习范式、学习

方法的基本认知，掌握大学学习应具备的基本能

力，进行学生自我发展定位等) 。而新生研讨课

的诞生正是完成上述目标的绝佳载体，它从组织

上为学生提供了一种必要的学术成长环境，加强

了对学生基本知识和能力的培养，为每个学生打

下了共同的知识基础。因此，对财经类院校而

言，要提高本科教育质量，新生研讨课也是关

键，必须重新审视新生研讨课的意义和价值。
( 二) 以在经管法等优势学科中遴选优秀师

资为突破口

新生研讨课不同于传统课程，重点不在于理

清学科线索、基本知识、基本理论，而是关注基

本问题，以实际问题为导向。其最主要特点是教

学与研究相结合。在教育理念方面，注重在探索

和研究的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好奇心

和学习兴趣，突出教学中贯穿思维训练的科学手

段，促进学生在资料收集和阅读、讨论、交流、
合作、写作和批判性思考等多方面能力的开发。
授课方式多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参与，灵活、多

样，不拘一格，强调自主的学习与探讨; 授课主

题和内容，主要是教师结合自己的治学心得和学

生兴趣予以设计，不考虑完整的学科覆盖面。在

考核方式上，突破书面考试的局限，不是 “一

考定成绩”。
正是新生研讨课这些不同于传统课程的特殊

教学特点，对教师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
在财经类院校中，虽然学科门类不及综合性大学

齐全，但经济、管理、法律等学科一直是该类院

校的优势学科，多年的积累使得经管法学科中汇

集了一批优秀的师资。有些教师有很高的学术造

诣，融科学研究和教学为一体，教学水平和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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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兼具，同时又有比较先进的教学理念、丰富

的教学经验，能够高屋建瓴，自如驾驭课堂，有

力地保证研讨课的质量和效果。因此，可以从这

些优势学科中着手，遴选一批名师，领衔新生研

讨课，通过他们的经验总结，不断改进和完善新

生研讨课，并以点带面，推动新生研讨课在财经

类院校的全面开展。
( 三) 探索新生研讨课课程内容、教学形式

和方法的一体化设计

在经管法等学科门类遴选出新生研讨课师资

后，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课程内容的选择。新生

研讨课不强调知识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全凭

教师根据自己的研究特长和兴趣自由选择，可能

涉及多个领域，既可以是经典内容，也可以是学

科前沿追踪。由于先前遴选的经管法学科的教师

在教学和科研水平上均有较高造诣，所以教师完

全可以围绕着自己熟悉的、且有一定研究深度的

领域来精选课程内容，并以适应一年级新生背景

的专题为教学内容的主要组织载体。这些有丰富

教学经验的教师完全可以深入浅出地把课题的背

景、现状及发展前景呈现给学生。
新生研讨课有多种教学模式，但都离不开师

生之间、学生之间的研讨，目的是让学生学会独

立思考、自主学习。由于没有固定教材，教师需

要根据课程的特点设计新的教学方法，与传统课

堂的教师以学科知识点的讲解不同，新生研讨课

的教学方法主要围绕着问题切入，主要的模式是

教师提出问题—介绍学习方法—让学生围绕问题

查找相关资料—在课堂上开展交流研讨—解决问

题。这其中教师提出的问题是关键，只有通过合

理的问题切入，才能展现课程设计的意图，让学

生参与其中。如果教师对问题的选择不够合理，

有可能会导致整堂课趋于平淡，研讨将无法展开

和深入。而由于之前遴选的新生研讨课教师对研

究的专题有相当的研究深度，因此教师就比较容

易的提炼出有价值的问题，并和学生一起探讨如

何发现问题、如何查阅和评述文献、如何概括提

出自己的观点，有效地驾驭课堂讨论的全过程，

顺利实现新教学方法的转变。
由此可见，教师遴选是关键，教学内容、教

学方法和模式的选择与教师的学术素养息息相

关。在经管法中遴选出优秀的师资，就可以带动

并顺利推进新生研讨课教学内容、方法、模式的

一体化设计。
( 四) 发挥新生研讨课的辐射效应

新生研讨课为学生的研究性学习开启了大

门，但如果不通盘设计，这种影响往往不能得到

很好的延续。学生在经过新生研讨课的培养和训

练后，再度回归传统课堂，再次面临灌输式的学

习方法，刚刚点燃的探究热情往往很快熄灭。因

此，我们应该以新生研讨课的成功开设为契机，

带动学校在整个课程理念、目标、方法的革新。
一方面，应通过多种途径，将新生研讨课的

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推广到更多的课程中，在改

革教学内容的同时，更多地关注教学方式、方法

的根本性变革，在更多的课程中融入研究型教学

的成分。另一方面，鉴于研讨类课程在有效激发

学生探究兴趣，锻炼思维方式，培养创新人才的

独特作用，应进一步扩大研讨类课程范围，不仅

对新生开设，还应贯穿在整个本科阶段。例如，

可尝试在大二、大三年级开设一些由知名教授主

持的专题研讨课，在大四设计一些类似美国大学

的顶峰体验课程等，从而将研讨类课程系列化，

使学生在整个大学学习过程中都能够不断地接受

研究型学习的训练。诚然，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

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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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校新生研讨课的现状、特点及启示
———基于三次全美高校新生研讨课调查结果的分析

徐 波

摘 要: 2003 年以来，新生第一年经历与转换国家资源中心先后三次发起全美高校新生研讨课调查。调

查结果表明，美国的高校普遍开设新生研讨课。拓展性、适应性研讨课是其主要类型，形成学术技巧、让

学生适应学校资源与服务等是新生研讨课的主要目标和主题。服务学习渐渐成为新生研讨课的一部分。新

生研讨课主要是由教学人员指导，同时，学生事务专业人员、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也参与指导。多数新

生研讨课提供 1 到 3 个学分。新生研讨课具有提高学生保留率、促进学生之间联系、提高学生学校满意度

等多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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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以来，位于南卡罗来纳大学的新生第

一年经历与转换国家资源中心 ( the National Re-
source Center for The First-Year Experience and
Students in Transition) 发起第六次、第七次、第八

次全美高校新生研讨课调查。这三次新生研讨课调

查分别始于 2003 年 10 月、2006 年 11 月、2009 年

10 月。调查的对象主要是获得认证且有本科生高

校的首席学术负责人、首席行政负责人、首席学生

事务负责人以及下属的部门。分别有 771 所、968
所、1019 所高校参与了调查，三次调查概况可参

见表 1。本文旨在通过分析这三次调查结果来试图

把握当前美国新生研讨课的发展状况与特点。

一、全美高校新生研讨课现状

( 一) 新生研讨课目标与主题: 适应性与学术

性兼具

我们将三次美国高校新生研讨课的类型及相关

情况归纳为表 2。从表 2 可以看出，目前美国高校

的新生研讨课主要有: 拓展性、适应性研讨课，内

容统一的学术研讨课，不同主题的学术研讨课，专

业前或与学科相关的研讨课，学术技能研讨课，以

及混合型的研讨课。从内容来看，这几类研讨课大

体可以分为适应性研讨课与学术性研讨课两大类，

前者旨在让新生适应学院生活、适应同学。后者旨

在让学生尽快进入高校学习、学术状态。这也印证

了国 内 研 究 人 员 的 两 分 法，如 张 彩 霞［2］、孙 志

凤［3］、黄爱华［4］等人的研究。拓展性、适应性研

讨课始终是主要的课程类型，这反映了课程对象的

特点以及开设新生研讨课的初衷。在此，我们要关

注到的是混合型研讨课。三次调查表明，提供混合

型新生研讨课的高校依次为 51 所、167 所、199
所，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混合型的研讨课把几类新

生研讨课进行整合，构建课程体系，追求课程目标

的多样化，成功的典型是南卡罗来纳大学 101 项

目，该项目被誉为全美高校新生研讨课的标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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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三次全美高校新生研讨课调查概况［1］

调查时间次第
调查高校

数量 ( 所)

反馈率及反馈

高校 ( 所)

开设新生研讨课高校占反馈

高校比例及数量 ( 所)

2003 年第六次 3258 23. 7% ( 771) 81. 6% ( 629)

2006 年第七次 2646 36. 6% ( 968) 84. 8% ( 821)

2009 年第八次 2519 40% ( 1019) 87. 4% ( 890)

表 2 新生研讨课类型

提供的学校比例与数量 2003 年( 621 所) ［6］ 2006 年( 821 所) ［7］ 2009 年( 862 所) ［8］

拓展性、适应性研讨课 65. 2% ( 405) 57. 9% ( 475) 61. 7% ( 549)

内容统一的学术研讨课 27. 4% ( 170) 28. 1% ( 231) 25. 8% ( 230)

不同主题的学术研讨课 24. 3% ( 151) 25. 7% ( 211) 23. 4% ( 208)

专业前或与学科相关研讨课 14. 2% ( 88) 14. 9% ( 122) 14. 4% ( 128)

基本的学习技巧研讨课 20. 0% ( 124) 21. 6% ( 177) 22. 4% ( 199)

上述研讨课类型的混合体 8. 2% ( 51) 20. 3% ( 167) 22. 4% ( 199)

注: 1． 621 所指反馈该项调查的学校，下同。2． 65. 2% ( 405) 指 621 所反馈学校中 65. 2%，即 405 所学校提供拓展

性、适应性研讨课，其余相同。另外，百分比超过 100%，是因为有些学校提供不止一类新生研讨课。

表 3 反映了美国高校新生研讨课的目标与主

题。三次调查均设计了新生研讨课 “三个最经常

被提到的目标”问题。调查表明， “形成学术技

巧”、“让学生适应学校资源与服务”是一贯的目

标。而 2009 年调查结果表明 “与学校建立联系”
成为最经常被提到的目标之一。努力让学生认同学

校、服务学校，毕业后鼓励校友反馈母校是美国大

学的传统，这个传统在新生研讨课中也有了体现。

一定的课程目标需要相应的课程主题。对于

“五个最重要的课程主题”，三次调查结果表明，

主题完全一样，只是在顺序上有所区别。“五个最

重要的课程主题”分别为形成学术技巧、批判性

思维、校园资源、学术计划与咨询、时间管理。可

以说，美国高校新生研讨课的主题内容已趋于稳

定、成熟。

表 3 新生研讨课目标与主题

2003 年( 621 所) ［6］ 2006 年( 821 所) ［7］ 2009 年( 890 所) ［8］

三个最经常被提到的目标 形成学术技巧 63. 5% ( 394) 64. 2% ( 527) 54. 6% ( 486)

让学生适应校园资源与服务 59. 6% ( 370) 52. 9% ( 434) 47. 6% ( 424)

自我探索与个人发展 39. 8% ( 247) 36. 9% ( 303)

与学校建立联系 50. 2% ( 447)

五个最重要的课程主题 学术技巧 62. 8% ( 390) 40. 8% ( 335) 39. 8% ( 354)

校园资源 61. 5% ( 382) 38. 1% ( 313) 42. 4% ( 377)

时间管理 59. 7% ( 371) 28. 6% ( 235) 27. 6% ( 246)

学术计划与咨询 58. 1% ( 361) 36. 7% ( 301) 35. 7% ( 318)

批判性思维 52. 3% ( 325) 40. 6% ( 333) 34. 8% ( 310)

注: 1． 63. 5% ( 394) 指 621 所反馈学校中 63. 5%，即 394 所学校提到该目标，其余相同。另外，百分比超过 100%，

是因为有些学校课程目标与主题是多样的。

从表 4 可以发现，不少学校新生研讨课并不是

孤立存在的，他们把新生研讨课纳入课程体系，注

重课程之间的互动，以构建学生的学习社区。服务

学习是提高学生服务社区意识与能力的学习，在美

国高校普遍存在，并以课程的形式学习，这是美国

高校培养学生公民意识与公民参与的方式。这与美

国高校普遍追求 “公民责任与服务意识”价值观

有关［9］。从 2006 年、2009 年调查结果来看，把服

务学习纳入新生研讨课已经较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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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与其他课程关联度

2003 年［6］ 2006 年［7］ 2009 年［8］

与其他课程联结，构建学习社区 24. 8% ( 145 /613) 35. 3% ( 280 /794) 35. 7% ( 318 /890)

把服务学习作为该课一部分 23. 7% ( 145 /612) 40. 2% ( 322 /801) 40. 3% ( 342 /890)

注: 24. 8% ( 145 /613) 指 613 所反馈学校中 24. 8%，即 145 所学校“与其他课程联结，构建学习社区”，其余相同。

( 二) 新生研讨课指导: 多元队伍专业、团

队指导

关于新生研讨课指导的调查结果见表 5。从指

导教师来源看，一方面，新生研讨课主要由教学人

员指导。但其来源又不是单一的，学生事务专业人

员、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其他校园专业人员广

泛参与了新生研讨课指导。其他校园专业人员包括

学术事务管理者、图书馆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有硕

士学位且对新生教育感兴趣的行政人员。这里我们

要注意包括学生事务专业人员在内的行政人员，这

是一群专业化、职业化的人员，他们既具有很强的

专业行政能力，也具有教育能力，他们是教育者。
参与新生研讨课指导的高年级本科生是经过严格选

拔的，既要有较强的组织能力，也要有较好的学分

绩点。而研究生主要是学生事务管理或其他高等教

育专业的学生，参与新生研讨课指导是他们专业实

习课程的一部分。高年级本科生与研究生主要是担

任教师或行政人员的助教。这也就是一些学校所采

用的新生研讨课团队教学方式。
新生研讨课指导教师培训是影响课程质量的重

要因素。三次调查均表明，大多数学校为指导教师

提供了该课程培训，且一半左右的学校视培训为研

讨课教学的先决条件。其实，在美国高校，教师的

教学培训非常受重视。几乎每所大学都设有教学与

学习中心 ( The Center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或

类似机构，旨在提高教师的教学效果。
( 三) 新生研讨课管理: 措施严密

表六是关于新生研讨课学分与考评的统计。

表 5 新生研讨课的教师来源、教师培训、团队教学

2003 年［6］ 2006 年［7］ 2009 年［8］

指导教师来源 有教学人员指导 89. 9% ( 558 /621) 90% ( 739 /821) 61. 4% ( 524 /853)

有学生事务专业人员指导 45. 2% ( 281 /621) 45. 2% ( 371 /821) 48. 2% ( 411 /853)

有本科生指导 6. 3% ( 39 /621) 7. 7% ( 63 /821) 5. 1% ( 44 /853)

有研究生指导 4. 3% ( 27 /621) 5. 2% ( 43 /821) 5. 6% ( 48 /853)

有其他校园专业人员指导 30. 1% ( 192 /621) 26. 8% ( 220 /821) 29. 9% ( 255 /853)

教师培训 学校为教师提供培训 72. 4% ( 443 /612) 76. 8% ( 612 /797) 76. 1% ( 677 /890)

要求教师必须参加培训 68. 8% ( 302 /439) 52. 3% ( 416 /796) 50% ( 445 /890)

采用团队教学 39. 3% ( 242 /615) 43. 7% ( 345 /789) 43. 6% ( 388 /890)

注: 89. 9% ( 558 /621) 指 621 所反馈学校中 89. 9%，即 558 学校有教学人员指导，其余相同。另外，2009 年调查“指

导教师来源”开始关注指导教师中的终身教职状况。

调查表明，大多数学校的新生研讨课是有学分

的，且学分主要分布在 1 到 3 学分。从学分归属来

看，更多的学校趋向于把新生研讨课学分归为通识

教育学分。这意味着，新生研讨课更多的是被作为

通识教育的一部分，培养学生基本且通用的能力与

素质。至于新生研讨课考评，绝大多数学校采用分

数制。这相对于其他考评方式来说，更能激励学生

的学习投入。许多学校有专门的新生研讨课项目奖

励，学生的成绩是评奖的一个重要标准。
表 7 是关于新生研讨课管理的统计。新生研讨

课的管理部门多种多样，没有固定的模式。学术事

务办公室承担管理任务比较普遍。这和诸多学校强

调新生研讨课 “形成学术技能”的目标与主题是

吻合的。事实上，新生研讨课内容多样性及课程指

导来源多样化，需要多部门的协作。不少学校会有

全校性的委员会协调，如南卡罗来纳大学的 101 项

目评审委员会。
在是否要求大一新生参加新生研讨课问题上，各

学校差异较大，但绝大部分学校要求部分或全体大一

新生参加。当然，还有不小比例的学校对大一新生不

作要求，这与部分学校把该课学分归为选修课学分有

关，也与美国大学“学习自由”传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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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新生研讨课学分与考评

2003 年［6］ 2006 年［7］ 2009 年［8］

学分 该课有学分 89. 3% ( 552 /618) 92. 2% ( 742 /805) 91. 3% ( 813 /890)

1 个学分 49. 5% ( 273 /552) 42. 5% ( 313 /742) 43. 1% ( 350 /813)

2 个学分 13. 2% ( 73 /552) 12. 6% ( 93 /742) 14. 1% ( 115 /813)

3 个学分 31. 2% ( 172 /552) 32. 7% ( 241 /742) 31. 9% ( 259 /813)

4 个学分 9. 2% ( 51 /552) 9. 0% ( 66 /742) 8. 4% ( 68 /813)

5 个学分及以上 3. 8% ( 21 /552) 3. 3% ( 24 /742) 2. 3% ( 19 /813)

学分归属 属于通识教育的学分 57. 3% ( 316 /522) 50. 4% ( 414 /810) 53. 1% ( 473 /890)

属于选修课学分 42. 0% ( 232 /522) 40. 3% ( 331 /810) 39. 8% ( 354 /890)

属于专业要求的学分 6. 0% ( 33 /522) 9. 3% ( 76 /810) 9. 7% ( 86 /890)

考评 分数制 78. 9% ( 489 /620) 82% ( 664 /810) 80. 5% ( 708 /880)

采用通过或不通过 18. 5% ( 115 /620) 15. 6% ( 126 /810) 13% ( 114 /880)

不分等级 2. 6% ( 16 /620) 2. 5% ( 20 /810) 4% ( 35 /880)

注: 89. 3% ( 552 /618) 指 618 所反馈学校中 89. 3%，即 552 所学校新生研讨课有学分，其余相同。另外，学分百分比

超过 100%，因为一些学校提供不同层次的学分。学分归属百分比超过 100%，因为一些学校该课学分有多个归属。

2003 年、2006 年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学

校该课实行小班教学，25 人及以下是新生研讨课

的常见班级规模。2009 年调查开始区别私立与公

立学校新生研讨课的班级规模。调查结果表明，私

立学校更加强调小班教学，这个结论与私立学校尤

为注重质量相吻合。这样的班级规模是开展 “研

讨”的必要条件。事实上，“研讨”并非是新生研

讨课特有的授课方式，在其他课程中很常见。
三次调查结果均表明，每隔三年或更少，大多

数学校对新生研讨课进行正式的评估。课程评估是

课程建设的一个环节，是保证课程质量的重要手

段，也是检验课程功能的有效方法。因此，三次调

查对开展评估的学校又进行了课程功能调查统计。

表 7 新生研讨课的管理部门、参加对象、班级规模、评估

2003 年［6］ 2006 年［7］ 2009 年［8］

课程管理部门 学术事务办公室管理 46. 2% ( 287 /621) 50. 8% ( 402 /791) 38% ( 322 /847)

学生事务办公室管理 20. 8% ( 129 /621) 12. 9% ( 102 /791) 13. 5% ( 114 /847)

学术部门管理 15. 9% ( 99 /621) 13. 5% ( 107 /791) 25% ( 212 /847)

第一年项目办公室管理 10. 5% ( 65 /621) 10. 5% ( 83 /791) 11% ( 93 /847)

参加该课要求 要求所有大一新生参加 46. 8% ( 288 /615) 46% ( 370 /804) 39. 4% ( 350 /879)

要求部分大一新生参加 33. 3% ( 205 /615) 34. 6% ( 278 /804) 40. 8% ( 361 /879)

对大一新生不作要求 19. 8% ( 122 /615) 19. 4% ( 156 /804) 19. 8% ( 174 /879)

班级规模 ≤20 人 54. 3% ( 336 /618) 55. 8% ( 451 /808) 42. 7% ( 380 /890)

＞ 20 人 45. 7% ( 282 /618) 44. 2% ( 357 /808) 57. 3% ( 410 /890)

评估 前三年内开展评估 52. 4% ( 322 /615) 60. 2% ( 491 /811) 56. 5% ( 503 /890)

注: 1． 46. 2% ( 287 /621) 指 621 所反馈学校中 46. 2%，即 287 所学校新生研讨课由“学术事务办公室管理”，其余相

同。2． 2009 年调查的学校中，62. 1%私立学校新生研讨课班级规模少于 19 人。

( 四) 新生研讨课功能: 学校与学生双赢

三次新生研讨课功能调查 ( 参见表 8) 是以对

该课开展正式评估的学校为调查对象的。调查结果

表明，虽然每次调查结果的排序有所不同，各学校

对新生研讨课主要功能的看法完全一致。新生研讨

课功能主要有提高学生保留率 ( 即减少退学或转

学率) 、促进学生之间联系、提高学生学校满意

度、促进校园服务的利用、促进师生课外互动、提

高学生参与校园活动的水平、增加学生对教师的满

意度、提高学术能力、提高学生的学分绩点、提高

学生毕业率。从这个调查结果来看，新生研讨课有

效促进了学生的学习投入。1985 年，美国学者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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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汀首次提出 “学习投入”概念，认为学生学习

成果与其投入校园经验有关，越投入校园环境，越

能获得认知和情感的发展。［10］1991 年，帕斯卡雷

拉等人认为校园经验包括学生与教师的互动、学生

之间的互动、学生参与校园活动的水平、学术经验

的强度等。［11］按照学习投入理论，新生研讨课可以

丰富学生的校园投入，促进学生的学习成果，如提

高学生保留率、学术能力、毕业率等。

表 8 新生研讨课功能

2003 年( 322 所) ［6］ 2006 年 ( 491 所) ［7］ 2009 年( 503 所) ［8］

提高学生保留率 58. 9% ( 189) 43. 4% ( 212) 73. 7% ( 370)

促进学生之间联系 58. 4% ( 188) 41. 2% ( 201) 49. 3% ( 248)

促进校园服务的利用 51. 2% ( 165) 33. 8% ( 165) 51% ( 257)

提高学生学校满意度 50. 6% ( 163) 38. 1% ( 186) 65. 3% ( 328)

促进师生课外互动 45. 0% ( 145) 33. 8% ( 165) 47. 1% ( 237)

促进学生参与学生活动的水平 41. 6% ( 134) 32. 4% ( 158) 49% ( 246)

提高学术能力 36. 0% ( 116) 29. 1% ( 142) 42% ( 211)

增加学生对教师的满意度 31. 1% ( 100) 30. 1% ( 147) 70. 9% ( 357)

提高学生的学分绩点 26. 7% ( 86) 17. 6% ( 86) 58% ( 291)

提高学生的毕业率 18. 3% ( 59) 17. 8% ( 87) 38. 4% ( 193)

注: 58. 9% ( 189) 指 322 所反馈学校中 189 所学校，即 58. 9% 认为新生研讨课可以“提高学生保留率”。另外，该课

功能百分比超过 100%，因为功能是多样的。

二、全美高校新生研讨课的特点

及启示

首先，美国高校开设新生研讨课已经较为普

遍。新生研讨课是新生教育的一种方式，新生教育

是大学协助新生顺利转换到大学环境，以提升学生

成就的做法［12］。目前美国大学新生教育主要有三

种形式。一是新生日或新生周模式 ( The Freshman
Day or Week Model) 。1923 年，缅因大学第一个发

展新生周活动，以大型集会的方式，强调分享资

讯、测验、注册、参观校园、休闲活动和社区服

务。二是注册前模式 ( The Pre-registration Model) 。
1949 年，密 西 根 州 立 大 学 设 置 大 学 前 临 床 讲 座

( Pre-College Clinic ) ，这是二至四天的暑期方案，

包括测验、咨询、信息宣传和入学服务。三是新生

课程模式 ( The Freshman Course Model) ，新生研讨

课为新生课程模式所普遍采用。［13］

1999 年，美国学者研究发现，当代美国大学

生的人口特质发生了转变，如少数民族学生增加、
女性学生比率超过男性学生比率、兼职学生增加、
25 岁以上学生增加、各种身心障碍学生比率增加、
学生的性取向更加开放、国际学生增加。除此以

外，还发现美国大学生价值观更加功利化、身心健

康恶化、学术能力下降等问题。［14］

这些变化带来了学生主观需求与客观需求的变

化，以及学生之间差异的增加，因此，促进学生学

院生活适应、学生之间适应、学术适应的新生研讨

课具有存在且扩展的生命力。反观我国大学，90
后的学生构成我国大学生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代人

的人口、性格、价值观等均表现出时代的特点，个

性化、多样化成为突出的标志。因此，我国的高校

也需要开设新生研讨课。目前，清华大学、南京大

学等不少研究型大学已经开始尝试。
其次，美国高校新生研讨课兼顾生活适应与学

术适应。美国学者指出，成功的大学生活大多取决

于新生的第一年经验。［15］有研究表明，美国大学新

生辍学或转学的原因为: 不符合期待或未具备基本

学习技术产生的学术性厌倦; 教师未说明大学经验

的价值和用处，使学生觉得所学的与未来的就业无

关; 学校未协助学生发展对大学的适切期待，以致

被新环境的要求击败; 未主动协助学生建立学习的

基本技术，学习准备度不够; 面对新环境的要求与

挑战，产生转换或适应的困难; 主修或生涯方向的

不确定; 学校招生不当，致学生与学校不相融。［16］

总体来看，主要是生活适应与学术适应的问题。在

美国高校生源市场竞争激烈的背景下，为了提高学

生保留率、促进学生成功，新生研讨课的目标与主

题将会趋于稳定。三次调查结果也表明，提高学生

保留率是当前新生研讨课最主要功能之一。对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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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开设新生研讨课的高校而言，确定课程的目标及

主题非常重要，而确定的方式应是建立在新生需

求、新生发展状况调查基础上的，否则缺乏针对性

的新生研讨课将难以得到学生的认可。
最后，美国高校新生研讨课建设方案比较完

备。任何一门课程的成熟与发展都需要完备且长期

执行的课程建设方案。课程目标、课程主题、课程

体系、课程管理、课程指导、教师培训、课程评估

构成了课程建设的一系列流程，缺乏任何一个环

节，将无法保证课程质量，也将无法带来课程的持

续发展。新生研讨课尤其如此，因为以适应为指向

的新生研讨课使其与一般以知识为指向的课程相区

别，我们要对新生研讨课的课程建设给予特别的关

注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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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里海大学“工程实践导论”新生研讨课的组织与实施

苏　春１，张继文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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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 美 国 里 海 大 学（Ｌｅｈｉｇ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工 程 与 应 用 科 学 学 院 为 对 象，分 析 该 校

开 展 新 生 研 讨 课———“工 程 实 践 导 论”思 路 及 举 措，从 课 程 的 组 织 模 式、培 养 目 标、成 绩 评

定、项 目 遴 选 等 层 面 介 绍 其 有 效 做 法。研 究 结 果 表 明，科 学 的 架 构 设 计、强 大 的 师 资 力 量 和

良 好 的 软 硬 件 条 件 是 保 证 此 类 课 程 取 得 实 效 的 前 提 条 件。该 校 在 新 生 导 论 课 和 研 讨 课 教

学 方 面 的 成 功 经 验 值 得 我 们 学 习 和 借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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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适 应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需 求，东 南 大 学 提 出 了

“国 际 化、卓 越 化、研 究 型”的 本 科 教 学 发 展 战 略，并

从 培 养 计 划 修 订、师 资 培 训、教 学 基 础 设 施 改 进 等 方

面 采 取 措 施 积 极 加 以 推 进。２０１１年４－８月，该 校

教 务 处 组 织 了 东 南 大 学 第 一 届 新 生 研 讨 课

（ｆｒｅｓｈｍａｎ　ｓｅｍｉｎａｒ）教 学 交 流 培 训 班，先 后 邀 请 瑞 典

布 莱 津 厄 理 工 大 学（Ｂｌｅｋｉｎｇ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Ｗｌｏｄｅｋ　Ｋｕｌｅｓｚａ教 授、美 国 Ｂｕｃｋｎｅｌｌ大 学 孟 宪 农 教

授、美 国 伍 斯 特 学 院（Ｗｏｒｃｅｓｔｅｒ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融 亦 鸣 教 授、东 南 大 学 恽 英 教 授、南 京 大 学 卢 德 馨 教

授 等 就 研 讨 课 程 教 学 开 展 专 题 讲 座。之 后，从 参 加

培 训 的 教 师 中 选 派 ２０ 名 教 师 赴 美 国 里 海 大 学

（Ｌｅｈｉｇ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参 加 为 期３－４周 的 学 习 交 流，

通 过 跟 班 听 课、项 目 研 究 和 讨 论 等 方 式，学 习 该 校 在

新 生 研 讨 课 方 面 的 成 功 经 验 与 做 法。

以 下 笔 者 根 据 在 里 海 大 学 期 间 的 学 习 体 验 及 相

关 资 料，分 析 该 校“工 程 实 践 导 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课 程 的 组 织 实 施 方 法，为 国 内

新 生 研 讨 课、工 程 实 践 课 的 开 展 提 供 参 考 和 借 鉴。

一、里 海 大 学 概 况

里 海 大 学 是 一 所 私 立 研 究 型 大 学，位 于 美 国 宾

夕 法 尼 亚 州 东 部 小 城 伯 利 恒（Ｂｅｔｈｌｅｈｅｍ）。里 海 大

学 的 创 办、发 展 与 美 国 近 现 代 工 业 文 明 密 切 相 关。

里 海 大 学 所 在 的 里 海 谷 地 区 是 美 国 工 业 文 明 的 发 源

地 之 一。美 国 工 业 先 驱 之 一、里 海 谷 铁 路 公 司 总 裁

艾 萨·帕 克（Ａｓａ　Ｐａｃｋｅｒ，１８０５－１８７９）捐 款５０万 美

元 创 办 里 海 大 学，创 下 了 当 时 捐 资 办 学 的 最 高 纪 录。

从 建 校 开 始，该 校 就 重 视 数 学 和 科 学 的 教 育，重 视 学

生 实 际 技 能 的 培 训，培 养 学 生 正 确 的 判 断 和 道 德 自

律 能 力。

里 海 大 学 现 设 有 文 理 学 院（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商 务 及 经 济 学 院（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教 育 学 院（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工 程 及

应 用 科 学 学 院 （Ｔｈｅ　Ｐ．Ｃ． Ｒｏｓｓ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等４个 学 院，下 设４０
个 系，在 校 本 科 生４７８０余 人、研 究 生 ２２７０ 余 人。

学 校 设 有９０多 个 本 科 专 业，开 设２０００多 门 课 程，学

分 在 四 个 学 院 之 间 可 互 认。该 校 积 极 采 用 小 班 化 教

学，班 级 平 均 规 模 为２７人，８０％的 班 级 少 于３５人，

全 校 生 师 比（ｓｔｕｄｅｎｔ－ｔｏ－ｆａｃｕｌｔｙ　ｒａｔｉｏ）为１０：１［１］。

里 海 大 学 学 风 严 谨，形 成 了“努 力 学 习，尽 情 嬉

戏（ｗｏｒｋ　ｈａｒｄ，ｐａｒｔｙ　ｈａｒｄ）”的 校 风。里 海 以 培 养 高

质 量 学 生 而 闻 名，在 毕 业 生 起 薪、就 业 及 继 续 深 造 等

方 面 位 居 美 国 高 校 前 列。２０１１年，在《美 国 新 闻 与

世 界 报 道（ＵＳ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　Ｒｅｐｏｒｔ）》的 美 国 最 好

大 学 排 名 中，里 海 大 学 位 列３７位，其 中 工 程 学 科 最

为 出 色，全 校 有５０％的 学 生 主 修 工 程 学 科。在《普

林 斯 顿 评 论（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中，里 海 大 学 的

工 程 与 应 用 科 学 学 院 位 列 全 美 工 程 研 究 生 课 程 第

１２名。在２００８年《美 国 新 闻 与 世 界 报 道》中，里 海

大 学 工 业 工 程／制 造 工 程 专 业 排 名 第１５位，材 料 工

程 专 业 排 名 第２２位，土 木 工 程 专 业 排 名 第２４位。

二、里 海 大 学 工 程 实 践 导 论 的 教 学 模 式

里 海 大 学 开 设 工 程 实 践 导 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课 程 已 有 相 当 长 的 历 史。２００２
年，该 校 工 程 及 应 用 科 学 学 院 在 原“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两 门 选 修 课 的 基 础 上，面 向 学 院 全 体

一 年 级 新 生 开 设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５———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课 程［２］。该 课 程 有３个 学 分，旨

在 为 新 生 提 供 在 实 验 室 环 境 下 工 作、与 专 业 教 师 接

触 的 机 会，通 过 选 择 典 型 工 程 案 例，让 学 生 学 习、寻

找 解 决 工 程 问 题 的 方 法。通 常 一 年 级 新 生 需 要 花 大

量 的 时 间 学 习 英 语、数 学、化 学、物 理 等 基 础 课 程，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５”则 成 为 工 程 专 业 课 教 师 与 一 年 级 新

生 之 间 沟 通 交 流 的 有 效 渠 道，以 便 工 科 学 生 尽 早 了

解 工 程 领 域 知 识。

１．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５的 组 织 模 式

工 程 及 应 用 科 学 学 院 现 有 七 个 系：化 学 工 程、土

木 与 环 境 工 程、计 算 机 科 学 与 工 程、电 气 与 计 算 机 工

程、工 业 与 系 统 工 程、材 料 科 学 与 工 程、机 械 工 程 与

力 学。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５课 程 由 七 个 系 的 相 关 教 师 共 同

承 担，并 设 一 名 课 程 负 责 人。除 专 题 项 目 外，该 课 程

还 包 括１８次 左 右 的 系 列 讲 座，向 新 生 传 授 团 队 合

作、交 流、工 程 设 计、创 新 解 决 方 案、项 目 规 划、工 程

伦 理、职 业 精 神 等 基 本 技 能，以 便 从 各 个 角 度 让 学 生

了 解“什 么 是 工 程”，为 学 生 的 职 业 发 展 创 造 条 件［３］。

该 课 程 的 前 两 个 星 期 包 括 各 系 的 介 绍，来 自 每

个 系 的 一 位 或 两 位 教 授 会 简 要 地 陈 述 该 系 的 学 术 课

程 和 毕 业 后 的 发 展 机 遇，同 时 他 们 也 会 介 绍 所 在 系

的 项 目 活 动（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两 周 后，学 生 可 根 据

自 身 的 偏 爱 选 择 项 目；之 后，根 据 各 系 提 供 的 项 目，

每 位 学 生 都 将 被 分 配 到 相 应 的 项 目 组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ｇｒｏｕｐ），以 团 队 的 形 式 工 作，并 配 备 有 单 独 的 指 导 教

师。每 个 系 都 会 有 教 师 参 与 项 目 活 动，另 外 还 有 来

自 各 个 系 的 技 术 员（ｔｅｃｈｎｉｃｉａｎ）、研 究 生 和 高 年 级 本

科 生 参 与 其 中。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５每 个 项 目 的 课 内 实 验 课 时 为２４学

时，每 个 项 目 大 约 持 续５－６周。在 实 验 环 节，要 求

每 位 学 生 独 立、渐 进 地 完 成 最 终 的 产 品（ｐｒｏｄｕｃｔ）、

过 程（ｐｒｏｃｅｓｓ）或 市 场 化 创 意（ｍａｒｋｅｔａｂｌｅ　ｉｄｅａ），每 位

学 生 都 有 参 与 来 自２个 项 目 活 动 的 机 会，总 课 内 实

验 课 时 为４８学 时。学 院 建 议 学 生 尽 量 选 择 有 别 于

自 己 有 意 于 从 事 的 领 域 的 项 目，以 便 获 得 其 它 工 程

领 域 的 经 验。每 个 组 的 最 终 成 果 都 要 提 交 并 被 评

价。承 担 两 个 项 目 的 结 果 是 每 个 学 生 都 更 好 地 理 解

至 少 两 个 工 程 领 域。除 了 技 术 方 面 外，学 生 还 体 验

了 团 队 合 作、交 流、汇 报 和 评 价 等 过 程。

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５的 培 养 目 标

通 过 不 同 教 授 以 不 同 的 风 格 和 讲 解 技 巧 讲 解 不

同 的 工 程 领 域，向 学 生 展 现 工 程 领 域 多 样 性 和 差 异

性，促 使 学 生 思 考“什 么 是 工 程”。学 生 所 接 受 的 信

息 不 仅 在 于 课 程 本 身，通 过 选 择 积 极、有 趣 的 案 例，

可 以 使 学 生 了 解 工 程 领 域 面 临 的 挑 战、学 生 毕 业 后

的 职 业 发 展 机 会 等，以 增 强 学 生 的 学 习 兴 趣。里 海

大 学 认 为，专 业 兴 趣 以 及 对 自 己 未 来 发 展 的 雄 心 对

于 学 生 至 关 重 要［４］。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５的 一 个 重 要 目 的

就 是 激 发 新 生 的 积 极 性，使 得 他 们 对 专 业 抱 有 持 续

的 好 奇 心、博 学 和 富 有 主 见，最 终 帮 助 他 们 梦 想 成

真。通 过 这 种 方 法，也 使 得 每 个 学 生 自 信 地 选 择 最

合 适 的 专 业，激 发 他 们 在 后 续 大 学 学 习 中 的 热 情。

与 前 续 课 程 相 比，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５加 强 了 工 程 专 业

的 基 础、设 计、项 目 规 划 和 问 题 解 决 技 巧 等 方 面 的 训

练，通 过 案 例 向 学 生 展 示 如 何 解 决 和 处 理 工 程 问 题、

如 何 简 化 工 程 问 题、以 及 积 累 针 对 指 定 的 项 目 寻 找

资 源 和 查 阅 参 考 文 献 的 能 力。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５还 重 视 交 流 技 巧 的 培 养，包 括 报 告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和 倾 听（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方 法。对 于 每 个 项 目，

项 目 组 的 学 生 都 需 要 准 备 详 细 的 陈 述 报 告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并 在１５０人 左 右 的 观 众 前 进 行 演 示。

对 任 何 一 个 学 生 而 言，这 都 是 一 个 宝 贵 的 经 验。除

了 演 讲 技 巧 外，学 生 还 需 要 与 指 导 教 师 有 良 好 的 沟

通，以 便 将 相 关 的 知 识 和 信 息 用 到 项 目 中。此 外，他

们 还 需 要 与 组 内 的 同 学 有 效 沟 通，以 便 得 出 合 适 的

决 定 而 不 至 于 引 起 冲 突。

团 队 合 作 （ｔｅａｍｗｏｒｋ）和 项 目 管 理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是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５课 程 的 要 件 之 一，它 鼓

励 学 生 从 入 学 伊 始 就 负 责 管 理 自 己 的 教 育。另 外，

在 学 期 的 中 间，每 个 学 生 都 要 提 交 两 次 评 估 报 告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对 自 己 以 及 组 内 同 学 在 项

目 中 的 贡 献 进 行 评 价。这 将 会 帮 助 学 生 建 立 报 告 技

巧（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ｓｋｉｌｌ），提 升 他 们 的 人 际 行 为 意 识。

在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５的 课 程 设 计 中，始 终 强 调 工 程

伦 理 （ｅｔｈｉｃｓ　ｉ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和 工 程 师 责 任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的 训 练。职 业 精 神 是 工 程

世 界 的 一 个 核 心 问 题。 例 如：该 课 程 的 负 责 人

Ｇａｒｄｉｎｅｒ教 授 会 从 当 前 的 媒 体、新 闻 中 挑 选 一 些 有

意 义 的 实 例，供 学 生 做 开 放 性 讨 论。通 过 这 种 方 法，

可 以 使 这 门 课 就 变 得 富 有 教 育 性，也 有 利 于 活 跃 课

堂 气 氛。

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５的 成 绩 评 定

该 课 程 的 成 绩 评 定 主 要 依 据 以 下 几 个 方 面［４］：

（１）项 目（Ｐｒｏｊｅｃｔｓ）由 项 目 指 导 教 师 负 责 指 导 和 评

定；（２）项 目 陈 述（Ｐｒｏｊｅｃ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由 其 他 学 生

打 分；（３）团 队 执 行 报 告（Ｇｒｏｕｐ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ｒｅｐｏｒｔｓ）由

学 生 和 教 师 共 同 评 定 成 绩；（４）团 队 贡 献 及 分 析

（Ｔｅａｍ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根 据 学 生 提 交 的 评

估 报 告 中 给 出 评 价；（５）其 它 成 绩 依 据 两 个 项 目、考

勤 情 况 及 每 周 课 堂 测 验。

综 上 所 述，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５ 的 实 施 流 程 如 图 １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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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里海大学“工程实践导论”课程的实施流程

４．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５的 项 目 设 计 与 选 择

为 吸 引 优 秀 学 生 选 择 本 系 或 本 专 业，每 年 各 系

及 主 讲 教 师 都 会 根 据 最 新 社 会 和 技 术 进 展，提 出 新

的 项 目 或 改 进 项 目 内 容，不 断 提 高 项 目 质 量。

近 年 来 各 系 提 交 的 团 队 研 究 项 目 包 括［４，５］：氮 循

环 管 理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碳 封 存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ｅｑｕ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让 全 世 界 人 都 吃 饱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贫 穷、气 候 及 饥 饿 （Ｐｏｖｅｒｔｙ，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Ｈｕｎｇｅｒ），基 因 工 程（Ｇｅｎｅｔ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化 石 能 源

的 未 来 （Ｆｏｓｓｉｌ　Ｆｕｅｌｓ　Ｆｕｔｕｒｅ），替 代 能 源 的 前 景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聚 变 能 量 （Ｆｕｓｉｏｎ

Ｅｎｅｒｇｙ），城 市 基 础 设 施（Ｕｒｂａ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未 来

交 通 系 统（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Ｗ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足

球 头 盔 （Ｆｏｏｔｂａｌｌ　Ｈｅｌｍｅｔｓ），水 净 化 系 统 （Ｗａｔｅｒ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与 机 器 人 交 流（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Ｒｏｂｏｔｓ），工 程 排 队 系 统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Ｑｕｅｕ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无 线 传 感（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Ｓｅｎｓｉｎｇ），土 壤 湿 度 传

感 器（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Ｓｅｎｓｏｒ）等。

从 上 述 选 题 我 们 可 以 发 现：绝 大 多 数 项 目 都 能

紧 扣 社 会 及 科 学 技 术 发 展 的 热 点 问 题，并 将 工 程 及

相 关 学 科 的 基 础 理 论 与 知 识 用 于 其 中，从 而 既 达 到

了 引 导 学 生 了 解“什 么 是 工 程”的 目 的，也 培 养 学 生

的 社 会 责 任 感 与 使 命 感。

５．教 学 环 节 的 信 息 反 馈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５课 程 组 每 年 会 通 过 发 放 调 查 问 卷

的 形 式，让 学 生 对 课 程 的 每 个 环 节、项 目 打 分，并 进

行 统 计 分 析，并 欢 迎 学 生 给 出 开 放 性 评 论（ｏｐｅｎ－

ｅｎｄｅｄ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以 便 提 供 给 所 在 系 及 授 课 教 师 参

考，以 此 来 改 进 和 完 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５”课 程。

以 我 们 参 加 的 暑 期 短 期 培 训 课 为 例，在 课 程 结

束 时 要 求 每 位 学 员 对 课 程 内 的 每 个 主 题 填 写 如 表１
所 示 的 电 子 表 格，并 给 出 开 放 性 评 论 或 建 议。

表１　课 程 教 学 环 节 的 评 价 体 系

强烈不同意 不同意 中性 同意 强烈同意

清晰地陈述目标

清楚地呈现材料

有与主题相关的

适当时间

所提供的信息

对我有用

该主题满足了

我的预期

　　图２所 示 为 某 年 度 该 院 学 生 对“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５”各

环 节 的 评 分 统 计。

图２　学 生 对 课 程 各 环 节 评 价 的 统 计 分 析

三、结　语

在 美 国 高 校，开 设 工 程 实 践 导 论 和 新 生 研 讨 课 已

有 相 当 长 的 历 史，很 多 高 校 都 已 形 成 了 富 有 特 色 的 教

学 模 式 与 成 功 的 教 学 方 法，使 之 成 为 高 质 量 本 科 人 才

培 养 的 重 要 的 环 节。总 体 而 言，良 好 的 架 构 设 计、强

大 的 师 资 力 量、完 善 的 实 验 条 件、持 续 改 善 的 精 神 理

念 是 此 类 课 程 教 学 质 量 的 重 要 保 证。

近 年 来，国 内 高 校 在 新 生 研 讨 课、工 程 导 论 课 程

方 面 开 展 了 有 益 探 索，通 过 小 班 化 教 学、师 生 互 动、项

目 研 究、团 队 合 作、做 中 学 等 形 式，引 导 学 生 了 解 工 程

领 域 的 基 本 知 识、培 养 学 生 的 职 业 兴 趣、树 立 正 确 的

职 业 精 神，这 对 提 高 本 科 人 才 的 培 养 质 量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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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Ｆｉｒｓｔ　Ｙｅａ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Ｃ］／／ＡＳＥＥ　Ｍｉｄ－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０４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Ｒａｒｉｔａｎ　Ｖａｌｌｅ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

２００４．

［４］　Ｊａｉｍｅ　Ａｌａｖａ，Ａｎｄｒｅｗ　Ｊ　Ｓｔｅｗａｒｔ，Ｋｅｉｔｈ　Ｍ　Ｇａｒｄｉｎｅｒ．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ｒｅｎｄｓ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Ｒ］．ＵＳＡ：Ｌｅｈｉｇ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ｅｐｏｒｔ：１１Ｔ－００６，２０１１．

［５］　Ｋｅｉｔｈ　Ｍ　Ｇａｒｄｉｎｅｒ，Ａｎｄｒｅｗ　Ｊ　Ｆｏｏｔｅ，Ｓｃｏｔｅｒ　Ｃ　Ｐｅｎｄ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Ｗｏｒｋｆｏｒｃｅ［Ｒ］．Ｌｅｈｉｇ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ｅｐｏｒｔ：０９Ｔ－

００９，２００９．

３３１增刊 苏　春，等　美国里海大学“工程实践导论”新生研讨课的组织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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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颖蔚，南京大学教务处助理研究员。 

南京大学新生研讨课的探索与初步成效 

蔡颖蔚   沈  群   郑  昱   施林淼 

摘  要：新生研讨课（Freshman Seminar）是一种专门针对新生开设的小班专题讨论课程。南京大学

于 2009—2010 学年内开设了 70 门新生研讨课，大致可分为学科导引式、前沿专题式、实践探索式和跨学

科式 4 种基本范式。本文采用访谈法，分析了南京大学新生研讨课开设一学年后的初步效果，发现该课程

在帮助新生明确学习旨趣、激发学习热情、增强学术自信心、锻炼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创新能力和培养合

作学习习惯 6 个方面获得了正面反馈。 
关键词：南京大学；新生研讨课；探索与成效 

 

新生研讨课（Freshman Seminar）是一种专门针对

新生开设的小班专题讨论课程，其课堂形式和理念基本

脱胎于 18 世纪德国大学的研讨课（Seminar）课程。1888
年美国波士顿大学开设第一门新生教育课（Freshman 
Orientation Course），是为新生研讨课的前身[1]。随着杜

威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发展，进入 20 世纪后，众多美国

高校将其作为改善大学一年级教育的重要途径予以推

广。目前，超过 80%的美国高校都开设有新生研讨课[2]。 
自 2003 年以来，清华大学等国内多所研究型高校纷纷

引进了这种新型的课程形式。南京大学于 2004 年在部分基

础学科试行新生研讨课项目。在总结试点经验和重新梳理

教学资源的基础上，2009—2010 学年，70 门新生研讨课在

南京大学新一轮“三三制”本科教学改革背景下全面开设。 

一、大学一年级教育面临的难题 

大学承载着帮助学生自主适应学术环境，培养其自

我定位和自主发展能力的责任。大学教育的任务是让学

生不仅仅被动地接受奔涌而来的本不熟悉的知识和概

念，还要能够对新知识、新观念不断地进行积极处理，

使得个人的“才智中心”不断向前移动，不断增强“对

自己能力的驾驭能力”[3]。 
从中学走向大学，大学生进校面临的是全新的环境，

以及来自文化上、心理上、生活上、学习上各方面的挑战。

如何在大一阶段为新生建立起大学学习与高中学习之间

的桥梁，如何让新生构建起足以适应大学学习的基本能力

框架，这是培养创新人才，提高本科教育质量的关键所在。 
对于中国大学生来说，中学的应试教育背景与大学

学习中自主性、创新性、合作性的学习特点存在着诸多

冲突，例如：接受式的学习方法与独立开展学术活动间

存在冲突；批判性思维缺乏与学术创新间存在冲突等等。

南京大学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相比生活适应能力而

言，大学新生在学习转换、人际交往和自我认同等方面

的适应性有待被关注[4]。由此可见，除了帮助新生适应

大学生活和大学文化以外，大学一年级教育更面临着激

发新生投身学习的热情，帮助他们确立学术旨趣和锻炼

学术思维，促使新生融入班、组团体，融入团队学习等

等一系列难题，但传统的教育理念、课程体系和教学方

法并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难题。 

二、“三三制”本科教学改革下的新生研讨

课探索 

2006 至 2008 年，南京大学酝酿着一场重大的本科

教学改革。这项名为“三三制”的本科教学改革以彰显

学生个性为主要特征，从 2009 级本科新生开始全面开

展。“三三制”的核心理念，是强调通识教育与个性化培

养融通。它打破传统培养模式的最显著之处，就是把选

择专业、选择课程、选择发展路径的权利交给每个学生，

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导者，在学习中发现知识、创

造知识，也在学习中自我定位、自我提高。 
“三三制”的第一个“三”指的是“大类培养”、“专

业培养”和“多元培养”三个本科教育的培养阶段，第

二个“三”则指的是“专业学术类、交叉复合类、就业

创业类”三条多元发展路径。通过选择不同的课程模块

组合，学生经由“南京大学专业准入准出机制”和“南

京大学人才培养分流机制”由“大类培养”进入“专业

培养”，并在学习过程中不断明确多元发展路径。 
在“三三制”的改革链条中，课程改革是第一步，

随后是教师队伍改革以及机制体制改革等等。依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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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大学的优势，新生研讨课为传统课程体系注入了新的

理念和活力。 
在研究型大学的本科教育中，学习是基于导师指导下

的发现而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教学工作除了要传递知

识，还要将本科生从接受者转为探究者，让他们学会发现、

创造、应用知识。新生研讨课不同于传统课程，传统课程

主要关注某种知识的传授或者职业能力的培养，新生研讨

课的目的则是要让新生在高水平教授引导下，在主动参与

和充分交流中启发研究和探索的兴趣，学习科学的思维方

式与研究方法，培养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 
与“三三制”的改革理念相一致，南京大学新生研

讨课从新生入校开始就希望引导学生发扬个性、发展创

造力、成为学习的主人。新生研讨课的教学模式则可以

概括为：师生共同参与的，以问题为中心，以培养学生

的创造精神和创造能力为目的，通过探索、讨论等教学

方法实施的研究性的教和学。对照前面提到的大一阶段

的教育难题，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名师领衔指导、实施

小班化教学，是为了充分激发学生投身学习的热情，逐

步明确学习旨趣；围绕一定的专题展开研讨，是为了锻

炼新生的学术思维能力，帮助其掌握必备的学术研究方

法；而在学生之间以小组形式开展讨论，则是为了让新

生学会有机协调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 

三、南京大学新生研讨课的基本范式 

1.学科导引式 

新生甫入大学校园，对所学专业易感到茫然，此类课

程通过设计一些与社会、时代结合紧密的话题，将整个学

科的全貌以一个个“景点”的方式呈现给他们，让新生在

自主学习的过程中构建一张相关学科的“地图”，从而了解

自己是否适合这个学科，对学科中的哪个方向更感兴趣。 
以“国际经济中的政治问题”为例，该课主讲教师

通过组织新生讨论目前国际经济中的重大问题，使新生

对国际政治经济学这门国际上新兴的学科有全面的了

解：“近年 WTO 多哈回合谈判在农业贸易上中止，背后

的政治原因是什么？美国的次贷危机与美国政府的放松

管制有联系，美国政府为什么会放松管制？跨国公司的

生产经营对母国和东道国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影响，这些

国家为什么要对跨国公司的生产经营进行限制或鼓励？

为什么一些发展中国家指责国际经济秩序对它们的发展

构成了限制？为什么各国在环境问题上不能达成协议？

为什么有人把国际石油价格的上涨归咎于中国，为什么

西方国家把失业等经济问题归咎于中国的出口？” 
主讲教师通过这些热点问题，让新生了解到经济与政

治密不可分，了解在经济要素中，劳动、土地和资本的背

后都是人，他们都通过政治来影响经济；同时，经济的运

行也会给这些要素的所有者带来财富与权力。由此也激发

新生对这个学科领域的兴趣。该课教师还通过对一些案例

的分析来引导学生认识到国际经济制度中的政治问题，经

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内各经济要素所有者或部门的利益

格局，以及这种利益在各种政治制度下进行的政策竞争，

国际制度对国家内部利益分布和政策竞争的影响。 
正是通过提供这样的“知识地图”索引，学生可以

对国际政治学专业加深了解。在对学科有所认识和了解

之后，新生能够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的状态中大致了解自己所处的位置，加强专业适应性和

自我定位能力，对自我学习兴趣和学习目标增加了认识，

逐步适应大学学习。 

2.前沿专题式 

研讨课的一大难点是课程深度不好把握。对于新生

来说，稍显晦涩的课程都会影响他们的学习兴趣。前沿

专题类课程则通常从当前的学术热点问题切入，以小专

题的形式组织教学内容，通过专题介绍与讨论，让新生

近距离地了解学术前沿，体验什么是研究、什么是创新，

以及科技创新与社会的关系在于何处。 
这类课程往往能够有效地捕捉住课堂中学生的注意

力，也有利于新生自主学习的开展，他们可以围绕热点

专题进行课前准备，在课堂中，这类课程也能得到同伴

较好的共鸣。因此前沿专题式课程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和锻炼学生的学习方法方面非常有效。 
例如，媒介案例研究课程从与新闻或媒介相关、具

有一定研究价值、引起较大社会及历史影响的典型事件

切入，针对具有代表性的媒介案例进行研究性教学。该

课程在教学大纲中列出了可选的案例专题：涉及法律诉

讼的重要媒体事件，如与新闻媒体或新闻人有关的民事、

刑事案件；涉及职业伦理及媒介文化素质的重要媒体事

件，如假新闻、庸俗新闻、商业炒作、非平衡报道、媒

体审判、媒介不作为、缺乏人文关怀、缺乏专业精神；

新闻受政府或党派控制的代表性案例；新闻受社会阶层、

利益集团影响及控制的代表性案例；成功或不成功的舆

论监督的典型案例；涉及公民新闻运动、草根新闻运动、

受众与媒体互动的典型案例；涉及媒体间、媒介间互动

联动的典型实例；新闻深刻影响社会进程或公共利益的

典型个案；涉及记者专业技能严重匮乏导致新闻报道失

当的典型案例；影响新闻及媒介发展史的代表性事件，

例如媒介购并与重组、重要媒体的诞生及变革或死亡、

媒介形态的重大变化等；重要新闻人职业生涯中的代表

性事件，例如克朗凯特获奖；重要新闻报道的推出及其

影响效用，例如引发希望工程的摄影报道的诞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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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案例研讨，该课程旨在逐步要求新生能够以科

学的研究方法、思维方法为工具，从人类传播的视角思

考当代社会中的政治、文化、道德、法律、经济问题，

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借此新生可以养成独立的思考习

惯、高效的思辨能力，又在讨论中与教授建立了良好互

动关系，和自己的同学开展小组合作，分享、交流研究

成果，这些都为日后高质量地展开专业学习打下基础，

是加快新生学会自主学习与合作学习、适应大学学术环

境的有效课程形式之一。 

3.实践探索式 

一年级课程中的实践教学环节不多，在繁重的基础

课程学习之余，实践探索式研讨课走出了传统课堂，让

学生们可以在实验室、社会实习基地中开展研讨。这类

课程强调在实践过程中大胆激发新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和创造性，鼓励他们在实践中自己发现和解决问题。 
例如，“信息化时代的控制”课程采用“讲解+实验

与演示+文献检索与阅读+研讨”的复合模式进行教学，

在时间分配上，单独的实验与演示占 6 学时，约为总课

时的 1/4。实践类课程高度激发了新生的学习兴趣，不

但开拓了他们的学习视野，而且培养他们在实践中不断

进行发现与创新的能力，这对于学术兴趣的养成和学术

思维的培养有着重要的意义。 
尽管学生缺乏专业知识基础，但实验训练不仅让新

生在刚入学就体会到“科学离不开实践”，也让他们感受

到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所谓学术创新产生的过程。这类课

程除了在管理方面由于学生来自不同的院系存在一些困

难，学生的积极性显得非常高涨。 

4.跨学科式 

在南京大学新生研讨课中，还存在着一些例如“化

学与材料”、“化学与生命”、“多学科交叉的环境科学研

究”等跨学科类的课程，这类课程往往根据所涉及主题

的多学科特点，针对多学科背景的学生，强调学科交叉，

通过以项目研究为核心的教学方式，形成跨学科的研究

思维方式，培养具有多学科意识、跨学科研究的人才。 
例如“多学科交叉的环境科学研究”课程就以环境

科学、环境工程、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

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为依据，通过“全球变化中的环境

问题、环境风险的跨学科研究、城市消费系统的可持续

性研究”三个研究项目，将学生分为三个研究小组，通

过研究过程中涉及的不同学科的问题，指导学生形成多

学科交叉的研究技巧和思想。 
这类课程拓宽了新生的学科视野，也提高了他们的可塑

性。一些学生通过跨学科的研究和探讨，或寻找到相关学科

的学习伙伴，或探寻到自己感兴趣的交叉学科发展路径。 

四、南京大学新生研讨课的初步成效 

1.帮助新生明确学习旨趣。大部分新生感到“非常

喜欢”自己所上的新生研讨课。有新生明确表示，上过

新生研讨课后，自己今后的专业选择和职业发展方向得

到了进一步明确。选修“化学与生命”课程的受访新生

说：“高考填志愿的时候是爸妈帮助填的化学方向，可我

觉得生命科学好像更有意思一点……选上了这门课后，

我才知道这两个专业原来是相通的，有很多交叉的地

方……（这门课）让我更好地认识了大学四年的学习以

及一生的科研道路要怎样走过。” 
甚至一些跨学科选课的同学也有同感，选修“中国水

资源与水环境”课程的一名哲学系新生：“跟我所在的哲学

系比，哲学研究与自然科学肯定是不一样的，不过，这门

课改变了我的观点，我发现科学之间存在联系，我有信心

学好哲学，也有信心上好这门课。”还有学生在网络师生交

互平台上写道：“天子骄子不应该只想着就业、薪金，大学

应该是保有良知和思想的地方，是看得最远的地方。” 
可见，新生对于未来发展方向的厘定还是有着比较

强烈的主观愿望，而新生研讨课在这方面给予他们的帮

助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课程教育的缺失。 
2.有效激发新生投身学习的热情。兴趣是发现的基

础，是创新的前提。当新生从中学校园走进大学校园之

后，学术兴趣的多寡一定程度上已经决定了他的大学学

习的深度和广度。 
选修“快速城市化 vs. 快速环境恶化”的建筑学院

某学生说：“（课程的）课堂氛围很好，老师很注重调动

气氛，基本上研讨过程中都是以学生为主。同学们通过

小组合作一起去研究，很能激发学习兴趣。”选修水与废

水处理新技术的地科院的一位新生提出：“（自己的学习

兴趣）有了一定的提高……我想将来是否可以在这方面

深入搞一搞。我一直想做科研工作的。” 
3.能够为新生建立起学术自信心。选修“经济生活

中的法律”的同学在访谈中表示：“读高中的时候觉得大

学就是为了找工作谋生，认为长期做同一个问题的研究

是自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不是常人能忍受的……现

在发现并非如此……我现在决定读研了，自己将来也许

也能做好科研工作。” 
新生不再觉得学术“高高在上”或“遥不可及”，在

这样相对放松和自信的学习状态下，这不失为未来大学

学习之路的一个良好开端，也是学习适应的一个良好表

现。有任课老师也提到：“学生对自己所学的东西有了兴

趣，建立自信，这就标志着他开始主动适应大学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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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锻炼新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掌握自主学习的方法，

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这是大学生批判性思维养成和创新

精神形成的一个基础。能够发现式地自学，学生才能逐步

形成独创性的学术观点。而在尽早让学生学会自主学习方

面，新生研讨课较好地承载了这项功能。选修“媒介案例

研究”的环境学院新生表示：“在课程中，我们通过一些

当今社会的重大媒介案例来认识媒介，并从中学习其研究

方法及思维方法等。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这门课程培养

了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拓展了视野，提高了自身

的素质。这是其他课程获得不到的收获。” 
5.在实践中提高了新生的学术创新能力。开展学术

活动，既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基础，也需要比较强的实

践动手技能。选修“路由、交换与远程接入”课程的计

算机系新生表示：“（这门课程）最主要就是注重实践，

基本上都是在做实验。在研讨课上可以真正看到、摸到

那些平时书本上见到的或是虚拟的设备，可以亲手去连

通、配置一下实物。（这对于）专业知识增长、综合素质、

合作能力及实践动手能力等方面很有帮助。”“理论学习

再通过实验去验证就会加深印象和理解，而且在实验中

还会发现一些新的问题。” 
6.有助于培养新生的合作学习习惯。新生研讨课课

堂内外是一个“师—生、生—生”交流的互动环境，通

过学习，新生感受到了与中学学习截然不同的学习方式

和习惯，既要掌握自主学习的能力，要运用批判性思维

去思考，同时又要注重和教师、同伴之间的有效互动，

互相启发，互相学习。 
新生们对课程教会给他们的合作学习精神颇有感

触。“每次专题研讨老师要求不同的同学们组成团队，大

家各自有分工，比如分头收集资料，有人负责组织小组

会议，有人负责上课讲解，有人负责回答问题，很大地

调动了我们的团队合作意识。” 
另外，和顶尖师资的接触也让他们一进校就留下了

不可磨灭的印象。上过薛禹院士课程的一名学生提到：

“说句实话，我们这批学生真的都很感激学校给了我们一

个这么好的机会接触这些全国乃至世界都知名的教授，

在其他大学，虽然也有很多大师，但本科生尤其是本科

一年级真正能够接触到他们的机会几乎为零。” 
对于新生研讨课的实施效果，管理机构和老师也表

达了非常积极的态度。教务管理老师：“新生研讨课开设

的反响越来越好，各个院系新生研讨课立项的积极性也

越来越高……现在，能上新生研讨课对老师们来说应该

是件比较荣耀的事情了。” 
新生研讨课授课教师说：“学生的思维往往能激起我

思维深处的创新点……一代一代的学生的思维方式在变

化，社会也在不断前进，学生的表现也在提醒我要及时更

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及时调适自己的教学方法……对我来

说也是一种提升。”“这个课程的开设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我想所有的老师都应该建立一种新的观念：合作、讨论、

互相交流本身是学术研究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五、进一步改进的建议 

在访谈过程中，受访者也对新生研讨课进一步改进

的方向提出了建议： 
1.多增加课外实践内容。尽管一些课程体现出强调

实践环节的特色，但还有比较多的课程目前尚未注入这

一环节内容。新生之间相互对比后，没有上过实践课程

的学生对上过实践课的学生非常羡慕。 
2.对任课教师实施系统培训。在新生研讨课这一新

课题面前，无论是学校、教师、学生都是初学者和体验

者。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同时，还需要不断地进行教

学总结和开展教学交流，进一步贯彻课程理念，并且帮

助每位任课教师调整教学内容与方法。 
3.完善对新生研讨课的评价体系。针对新生研讨课

独特的功能、内容和教学方法，设计专门的评价指标和

评价办法。 
4.设计后续专业课程与之衔接。小班专题研讨，名

师执教的形式对于二年级、高年级也是相当重要的，新

生研讨课还可以设计出一些富有特色的专业研讨课与之

相衔接和呼应，从而将研讨课的理念和教学方法在后续

课程中适度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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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新生研讨课学生网络助教收获大 

来源：南京大学新闻网，2010-04-20 

南京大学首届新生研讨课学生网络助教评选于 4 月 2 日揭晓，38 名新生拿

到了入校后的第一张获奖证书。他们是从上学期全校 28 门新生研讨课的 46 名学

生助教中产生，得奖率甚高。教务处表示，这是为了肯定学生的努力与付出，并

以证书的形式纪念他们在大一时期的一段重要经历。 

  来自新传院的杨婧同学一直认为“助教是由一些已经进入大学好几年并且有

一定资历的年轻人担当，学校要在新生中选择新生研讨课的助教着实令我吃惊，

但同时也令我感到新奇和跃跃欲试“。随后，她在担任“ 国际经济中的政治问

题”课程学生助教时，和大多数“同行”一样，忙着维护课程网站。尤其到期末，

每天都要与老师联系，查问（同学）交作业的进展，督促同学们及时上交论文。

“虽然工作很繁琐，但是当听到老师的赞赏和同学的感谢时，我的心里还是觉得

很甜。” 

  “走进光电世界”这门课有 6名学生助教，他们一起讨论怎样更好地开展网

络助教工作，集思广益，往往能使一个复杂的问题化整为零，巧妙而又高效地解

决问题。其中成员信管系尹天久同学表示，大家愿意为教授分担一些工作负担，

使新生研讨课成为“教授们饭后的一盏清茶，而不是另一项繁重的加班”。 

  通过一个学期的锻炼，有的学生树立了自信心，有的拥有了一份责任心，有

的学会了如何与人沟通交流，更多的人收获了来自同学和老师的友谊。性格内向

的外院张东顺同学是“科学与文化”班级里第一个上台讲课学生，他足足准备了

两星期，授课教师蔡仲教授还专门指导半小时，他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自己“红

着脸站在讲台上的样子”。法学院陈飞燕同学在担任“社会中的法律”助教时体

会到老师备课的辛苦，“他们在一节节精彩的课程背后付出的劳动值得我们深深

感谢”。地科院孙宇翔同学感言：“薛禹群院士把科学的严谨态度和兼济天下的情

怀带给了我们，使我们深受感动和教育。这段经历我将永远珍藏于心。” 



  此外，学生对网络辅教平台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此次比赛特等奖获得者之

一、来自外院的许溯阳同学总结：“在网络平台上每一个同学的思路都被极大地

拓宽了，思维之间的那些电光火石般激烈的碰撞在课堂上是很少见的，这似乎变

成了一个新的课堂”。法学院和永盛同学将这个“新的课堂”比喻为“新生研讨

课的第二课堂”。通过网络辅学功能，更大程度地体现研讨课的“研”与“讨”。

还有学生认为，网络辅助教学最大的优点是让全校的学生都能深入了解这些研讨

课，研讨课不再是 30 人的小班课，它是所有学生的课程。 

  现在访问新生研讨课网络辅教平台（http://nju.nclass.org），你会发现过

去静态的课程网页变成了一本本正待点开的“书”。随着本学期更多研讨课开课、

更多学生助教参与进来，这个平台将继续书写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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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彦，东南大学数学系副主任，副教授；王栓宏，东南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教授。 

体验美国大学的教学模式 

陈文彦   王栓宏 

摘  要：本文介绍了美国两所高等工科学校先进的教学理念：里海大学的新生研讨课与伍斯特理工学

院的基于项目式的教学模式，从中可以体验到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团队式和基于项目的研

讨式教学的重要性，并吸取教学经验用于自身教学中。 

关键词：新生研讨课；基于项目式教学；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团队式教学；教学理念 

 

为改革我国现有的以传授知识为主线的课程体系，

转变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模式，东南大学于 2011

年和 2012年暑假先后派出 3批教师前往美国里海大学和

伍斯特工学院学习美国大学的教学理念、目标和具体的

实施方案。我们有幸参加了这两所工科高校开设的不同

内容的培训课程，他们的成功经验对以工科为特色的综

合性大学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里海大学的新生研讨课 

新生研讨课的产生和发展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末美

国大学兴起的新生教育课程，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从

新生适应教学向以研讨学科专业内容为主转变。新生研

讨课的教学注重实践和创新，倡导“学生主体、教师主

导”的教学理念，期望通过研讨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

探究精神和创新精神，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尽快

适应大学生活[1]。 

里海大学工程学院对一年级新生开办 Engineer 5 课

程，主要目标是让新生对各个工程有所了解，从而激发

他们在某个工程方面的兴趣，继而为二年级选择专业打

下基础。整个课程由 Keith Gardine 教授组织和协调，由

四个专业教授建设的四个 Project 组成。Project 1，Larry 

Snyder 教授的排队理论：通过让学生调查超市、银行等

处的顾客排队现象，利用仿真软件 Simul8 模拟排队现

象，根据仿真提出改进的方法。Project 2，Liang Cheng 教

授的无线传感网路：通过 Imote2 软件以及 Imote2 平台

和 Imote2 传感器板，构建无线传感网络的概念，理解

无线网络中  Channel 和 Power 的作用。Project 3，

Kristen Jellison 教授的纯净水处理系统：首先让学生观

察不同材料过滤水的效果，说明其评价标准；然后让学

生分四组，提供标上价格的不同材料，给每组提供不超

过 25 美元的费用，让每组设计污水过滤器，最后通过同

样的污水来测量每组的设计效果。Project 4，Bill Best

教授的土壤水分测试仪器：采用 Cadence 电路设计软

件，了解电阻分压电路，通过仿真了解电阻变化电压的

变化情况。利用 Labview 仿真实验板，搭建采集电路，

通过图形化软件采集电压值。采用 Arduino 微处理器采

集试验板，做简易的土壤水分测试仪。另外，Greg 

Reihman 教授讲授了教学的方法以及 Bill Best 教授讲授

了工程伦理学。四个 Project 在轻松愉快中完成，激发出

我们对不同领域学科的兴趣。试想一个新生，一定也会

因此对不同的学科产生兴趣，从而把他或她引入这一领

域。 

基于在里海大学学到的新生研讨课开设的经验，我

们总结出课程分为如下三个阶段：工程基本概念、职业

道德培训阶段，这个阶段采用较为传统的单向授课的方

式，即利用授课的方式对学生进行初步的专业通识教育、

文献检索技巧教育和学术规范教育（科技写作、海报制

作和口头汇报等）；项目实践阶段，此阶段由教师从各

自专业的研究热点和研究兴趣，提出一些选题，供学生

课题组（学生自由组合，3 到 5 人）选择，并以此为起

点开展自主探索式研讨与实践；学术展现阶段，这个阶

段学生在项目结束前提交版式规范的研讨报告和讲演海

报，并上讲台做演讲展示。 

二、伍斯物理工学院的基于项目式教学 

项目教学是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指导下，师生通

过共同实施一个完整的项目工作而进行的教学活动。通

常先由教师对项目进行分解，并作必要的示范性指导；

然后让学生分组围绕各自的项目进行讨论、协作、实践、

探究性学习；最后以共同完成项目的情况来评价学生是

否达到教学目的。所有教学活动都是围绕真实的项目展

开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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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简称 WPI）的研修内容是被

公认为世界上最好的教学模式——基于项目的教学模式

（WPI 计划）。WPI 计划包括：一年级的大问题研讨课、

二年级的人文与艺术、三年级的跨学科研究项目和四年

级的专业毕业研究项目。该计划是 WPI 本科教学的指导

思想，它也无疑是在本科生教学计划中最具特色的培养

方案。 

对于一年级而言，大问题研讨课（ The Great 

Problems Seminars）就是让学生学会思考人类所面临的

全球性宏观问题，这些问题包括食物、能源、环境、可

持续发展等，在全球范围内找到一个具体的国家或地区，

在有关机构的帮助下，研究方案，尝试解决那里的实际

问题。 

WPI 在 第 二 年 的 教 学 中 非 常 强 调 人 文 艺 术

（Humanities & Art），这个教学环节被称为 HU&A。在

课程设计方面，WPI 强调科技与人文的平衡，鼓励理工

科的学生选修人文艺术作为自己的辅修专业，具体包含

两个单元（共 6 课程）+专题研究或实践课。WPI 的人

文艺术课程充分尊重学生的自主性和自由，提供了与理

工科学生相适应的一揽子人文科目供选修。 

跨学科研究项目（The Interactive Qualifying Project, 

IQP）要求学生将自己所学的工程知识与人文课程相结

合，并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与社会视角下，将所学应

用到某个具体的研究领域。IQP 不是仅与一个专业挂钩，

学生可以在两位来自不同专业的教授指导下，通过团队

合作，将不同专业的同学融合到一个项目小组中，运用

工程技术手段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解决某个特定地区

的具体问题。问题往往涉及能源、环境、可持续发展、

教育、文化保护和技术政策等方面，学生完成此项目的

成果包括论文报告、团队展示、展板演示等。其中更有

将近一半学生团队需要前往海外完成项目。前往海外的

项目被称为全球视野项目，由一个专门的机构跨学科与

全球研究中心进行协调。WPI 的本科生在全美同类理工

科院校中拥有最多的前往海外进行研究的机会，有助于

他们在从事跨学科研究项目之外，增加在跨文化交际方

面的能力及全球化视野的养成。 

专业毕业研究项目（The Major Qualifying Project, 

MQP）是在本科生的专业领域所从事研究。学生在这些

研究中必须运用自己在专业学科领域所掌握的知识和方

法，解决某个专业问题，作为自己专业生涯的一部分。

在确定某个具体的问题作为研究方向时，学生和导师应

特别注重由课程、自主学习、预先必修项目以及 IQP 之

间的相互关系。MQP 的各项活动包括研究、开发和应用，

设计到分析或综合，可以是实验性的或理论性的，强调专

业的某个具体子领域或者结合若干子领域的各个方面。 

WPI 在四年本科生培养计划不仅独具匠心，又是紧

扣该校的使命宣言。其使命宣言是：“WPI 在工程、科

学、管理和人文方面为那些有才华的人们提供教育，使

他们有能力通过主动的终生学习，具备职业生涯所需的

专业技术、公民责任和领导才能。这一教育过程符合承

办者的宗旨，即为了社会的福祉在学术研究的前沿创造、

发现和转化知识。”科技和人文在这样一所规模较小却颇

具特色的理工科院校的教育实践中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三、二者的相同点 

里海大学的新生研讨课与 WPI 的基于项目式教学

模式虽然形式上有不同，但是这两种教学方式还是有许

多本质上相同之处。 

一是以学生为本。“以学生为本”渗透在美国这两

所大学工程教育的每一个教学环节和教学管理过程中。

教学环节上，强调教学中突出学生素质的培养，即培养

学生面向工程实际，不仅融入而且要具有引领工程实践

的能力和责任。教学中把学生的学习训练有效融入工程

任务完成的过程中，让学生积极地学习、自主地进行知

识的建构。教学服务管理上，以图书馆为例，图书馆常

设专业人员坐在学生可以方便接触的地方，随时帮助学

生解决学习和研究中遇到的问题。任何学生入学后，必

须接受详细的图书馆使用的训练，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

在研究中充分而有效地利用现代网络来搜索和使用学术

资料。 

二是应用型。与强调“纯科学，无目的的研究和教

学”的洪堡教育思想不同，将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的实

际应用摆在第一位，是两所学校在教学理念上共同的核

心。以适当的方式将基础性的和学科的概念和方法应用

到研究的主要领域，特别是 WPI 计划中，学生解决的是

某个特定地区的具体问题、真实问题，这些问题有些被

当地政府决策层所采用，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在教授

知识和强调动手能力的同时，WPI 也非常强调学生成为

一个具有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实践者。 

三是培养团队合作精神。教学过程中教师特别热衷

课内的小组活动。围绕设定主题，小组成员在独立思考

的前提下，相互完善，优化结果，由意见纷争到达成共

识，再经过小组代表陈述，显现出不同小组的见解质量。

同时课程上往往是多个老师同堂参与讨论和讲解，也有

优秀学生的献身说法。活动的意义既体现个人的价值和

责任，更强调成员间彼此赋予信心和力量，通过体验团

队的智慧和协作，培养了学生间可贵的团队合作精神。 

四是沟通交流。在两种方式的教学中，都非常重视

对学生沟通交流和口头及书面表达能力的锻炼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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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于我们的借鉴意义 

目前我们数学课程体系的设计，教学内容的选取偏

重强调完整性、系统性。课程数量和教学内容与欧美大

学相比均明显偏多。大学数学课除数学类专业外大多是

公共基础课，一般采取大课教学形式。这种形式客观上

采用探究式、讨论式和参与式教学有一定的困难。受这

两所学校接受的美国高等教育理念的启发，我校在为丁

大钧班（30 人）开设的“双语高等数学 B”的教学中做

了如下改革： 

1. 合作式学习（Collaborative Learning） 

将所有学生分组，每 3—4 人一组，8 个小组。可

以根据角色（特长）进行分组，要求每组同学要扮演以

下几种角色：一个具有较强的组织和协调能力；一个善

于跟着老师的思路听课程的主要思想者，一个具有较强

的表达能力并作为本组的发言人，一个善于随着老师的

讲解记笔记、收集各种相关学习材料，一个动手能力较

强、擅长计算机编程。这样的几类角色可以轮换，以便

每个同学都能得到全面的训练。这种团队式学习的方式

将贯彻整个课程学习的始终，渗透到课前预习、课上演

讲、课堂听讲、课内讨论、课下作业、课后实验、课外

论文等各个环节。在学期末，将对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

进行测试，给出学生能提高自己能力的建议。 

2. 基于问题式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 

在每次课结束时，提出一系列问题，激发学生自主

探究的兴趣。探究式教学的出发点是设定需要解答的问

题，这是进一步探究的起点。从教学的角度讲，教师需

要根据教学目的和内容，精心考虑，提出难度适度、逻

辑合理的问题。当然，学生的学习动机源于兴趣，兴趣

又源于趣味，我们的模式应帮助学生认识数学中的趣味

点，体味教学中的趣味性。对于大多数同学都能自己看

明白的较简单的问题，教师可以在课上简单点评，这样

在授课时间较少的情况下，可以将讲课重点放在学生难

懂的问题上，方便学生带着问题有重点的参与课堂教学

讨论。 

3. 学术性小论文报告（report） 

为了使探究工作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和指向性，我们

往往在探究之前对研究的问题进行初步的猜想和假设。

猜想与假设在科学探究中的重要作用就在于它是科学结

论的先导，为收集信息、分析和解释信息提供了一个大

致的框架，对解决问题的方案作了一定的预见性思考，

为制定探究计划、设计实验方案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因

而猜想与假设无论是否被证实，都具有推动认识发展的

作用。尽管所提出的猜想不一定是最科学的结论，但对

问题成因的猜想仍需要有一定的依据，其依据就是科学

事实或者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因此为了防止学生猜想的

随意性，锻炼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教师要让学生说出

猜想的理由，并用口头或书面语言表达出来。要求学生

大一时就写一些学术小论文，应既能激发学生兴趣又能

开拓学生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学术小论文的选题来源

于本课程所涉及的内容。比如：微积分的创立及微积分

的基本思想；为什么取对数一无理数 e 为底？举例说明

Fibonacci 数列的应用。学术小论文选题广泛，有自主性

和趣味性，和理工科学生重应用的特点相契合，较传统

作业的古板形式更有吸引力。它可以督促学生归纳总结

知识点，锻炼他们自主学习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 演讲式展现（Presentation） 

团队式学习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展示团队的成果和

协作能力，为此，我们利用上课前 5 分钟的时间，让各

个团队轮流演讲，演讲的主题可以是教师课前预留的思

考题、课前预习中提出的问题，学术性论文中的选题等

等。演讲者可以是团队中的发言人，也可以是团队中的

几个人分工合作，有问题的时候其他成员可以补充。课

上演讲也将作为教师给团队打基础分的重要依据。 

5. 通过做数学来学数学（Learning by Doing） 

这一理念正符合研讨型课程的核心：知行合一。虽

然十几年前，我国就提出通过做数学来学数学，在当时

的情形下，相应而生的是数学实验这门数学实践课程，

可惜到目前来讲，虽然我们东南大学在各个大学数学课

程中都融入数学实验，并且每门课程中都有实验的分数，

但实际上，并没有给数学课程本身、给学生带来真正的

益处。目前使用的英文教材中，特别强调数学软件所起

到的直观作用，并有许多从实际问题出发的 Project，为

数学实验提供了更多的、引人入胜的问题，激发学生的

兴趣。 

西方取经，用之实践，点滴探索，希望对我之教学

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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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明纳在中外高等教育中的比较性研究 

高 峰
  
 

长江大学，湖北  荆州  434023 
 
 

[摘  要] 本文从习明纳的概念入手，以在中国高等学校建立系统的习明纳课程体系为目的，

论述了习明纳在西方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产生与发展。进一步对比中美两国高校中习明纳开展的现

状，分析中国高校在开展习明纳方面的不足及其原因，并尝试提出解决办法。 
[关键词] 习明纳；高等教育；教学方法；新生研讨课 

 
 
  

一、习明纳的概念 

习明纳最早源自拉丁文的 Seminarium，原意

为“苗圃”、“发祥地”，本文中使用的习明纳源于

德语词“Seminar”，在国内翻译为“研讨课”或

“讨论课”。习明纳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它经过了

漫长岁月的洗礼而逐渐形成。早在古希腊时期，

以“古希腊三贤”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

德为代表，他们所采用的教学模式已显现了现代

习明纳的痕迹，苏格拉底的产婆术，柏拉图的学

园和亚里士多德的逍遥学派，逐一体现了习明纳

的引导、思想交融和自由的特点，可以说“古希

腊三贤”为现代习明纳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是当代习明纳的雏形。 
习明纳是一种组织化、制度化，旨在促进师生、

生生之间的思想交融，以发现真理、完善真理为目

的，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教学组织形式。习明纳有

4 个基本特点：以辩论和讨论为课堂教学的基本形

式；有明显区别于其他成员的指导者（本文主要指

教师），被指导的多数成员知识水平和智力水平相

近；以探讨学问钻研科学为目的，思维发散、发言

自由；能够实现教学相长。 

当代习明纳诞生于 18 世纪初德国教育家弗兰克

创办的师范学校中，格斯纳（J. M. Gesner）于 1737
年在哥根廷大学创办哲学“习明纳”，第一个将“习

明纳”作为一种教学组织形式引入大学教学。今天

欧美各大学普遍采用的习明纳，产生于十九世纪初

期的柏林大学。 

二、习明纳在美国高等教育中开展的

现状 

19 世纪 20 年代，哈佛大学留德学者蒂克纳等

把德国大学中盛行的习明纳介绍到美国，由此开始，

习明纳逐渐成为美国大学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 
1．普及程度高。1959 年，哈佛大学为了提高

一年级教育的学术性，开始进行一年级习明纳的实

验，经过 3 年实验之后，一年级习明纳计划正式成

为本科生课程的组成部分。哈佛大学一年级习明纳

的成功，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大学借

鉴哈佛大学的经验，开设一年级习明纳计划。至 20
世纪 70 年代，一年级习明纳成为美国大学一年级教

育改革的主要形式之一。有研究表明，美国几乎所

有的著名大学在高年级都开设习明纳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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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念明确。1984 年 10 月，美国高质量高等

教育研究小组提出了《投身学习：发挥美国高等教育

的潜力》的报告，建议教师采用包括习明纳在内的积

极的教学方法，“要求学生不但要成为知识的接受者，

还要成为知识的探索者、创造者”。1987 年，卡内基

教学促进基金会发表的题为《学院：美国本科生教育

的经验》的报告，也呼吁通过习明纳等教学方式，增

强教学的探究性和创造性，鼓励学生对学科知识进行

探讨、发现，发展学生的智力和创造性。1998 年博

耶研究型大学本科生教育委员会发表了题为《重建本

科生教育：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蓝图》的研究报告，

建议建立以探索为本的新生年，由有经验的教师为所

有一年级新生开设习明纳，为学生提供在合作性的环

境中通过探索进行学习的机会。该报告在美国研究型

大学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极大地促进了一年级习明

纳的发展。2001 年，即在该报告发表 3 年之后，博

耶研究型大学本科生教育委员会又对研究型大学本

科生教育的改革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 83.5%的研究

型大学开设了一年级习明纳。 
3．贡献大。一年级习明纳通过对一个专题的

专心研究，不仅使学生对某一个感兴趣的领域进行

了深入研究，而且培养了学生的分析能力、批判能

力和表达能力。根据杜克大学的对比研究，在一年

级修习“FOCUS”（习明纳在杜克大学一种专业的

名称）课程的学生，无论是其后来的学习成绩还是

参 加 海 外 学 习 计 划 的 比 例 ， 都 高 于 不 参 加

“FOCUS”课程的学生。参加“FOCUS”课程的

学生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在 2003 年期末调查中，

一位学生这样写到：“FOCUS”是我在杜克开始大

学生涯的完美方式，学术探究中的密切氛围向我提

出挑战，并激励我批判性地思考，使我在我的学习

领域很快达到了用其他方式无法达到的深度。我这

个学期学到的东西不仅仅限于我选择的课题，它使

我扩展了思维方法，懂得了如何充分利用杜克大学

的学术和个人资源。”   

三、习明纳在中国高等教育中开展的

现状 

在 20世纪 30年代的浙江大学建立了“习明纳”，

随后又传到复旦大学和杭州大学等中国高校。本世

纪五十年代，我国高校从前苏联引进现代的课堂讨

论法，时称“习明纳尔”，并在五、六十年代风行一

时。“文革”后，讨论课受到忽视，直到近十年来，

我国高校进行教学改革，才重新提倡课堂讨论，以

作为课堂讲授的补充方法。但是，在跨入 21 世纪之

后，习明纳在国内的发展仍不尽如人意，具体表现

在如下几个方面： 

1．开展范围窄，目前国内仅几所高校有此项目 

习明纳课程的开展需要充足的教师资源以及物

力资源的支持，很多国内高校尽管有实力推行习明

纳课程，但由于其对于习明纳本身的认识程度不深

或由于彻底推行习明纳是一个长期的建设过程，没

有实施或中途取消了习明纳的推行。目前还是有一

些高校开展得较好。 
2003 年，清华大学开设了新生研讨课，首批开

出 31 门课程，由院士、长江奖励计划特聘教授、院

长、系主任等担当主讲教师，实行师生之间零距离

的交流、沟通和研讨，受到师生的普遍好评。截至

2005 年，清华大学已成功开设近 200 门次新生研讨

课，涉及文、理、工、管、法等各个学科，百余名

知名教授参与，已有近 3000 名大学一年级新生选

课。 
上海交通大学自 2006-2007 学年开始，为改变

长久以来形成的普遍的接受式学习的僵化模式，为

一年级学生每学期都开设了一些研讨性质的课程，

称之为新生研讨课（Freshman Seminars）。2008-2009
学年第一学期开设了 41 门新生研讨课，可接受 960
多人选课。 

在其他国内高校中，不少高校内的部分专业开

展了包括新生研讨课在内的各个层次的习明纳课

程，但大多为专业内部自发组织形成，缺乏高校内

部的整体性控制，致使习明纳在这些高校内部无法

形成整体的规模化优势。 

2．开展层次浅，资金支持力度小 

开展层次浅：目前国内高校所开设的习明纳课

程或者类似习明纳课程，大多停留在模仿阶段，仅

仅具备了习明纳的形式，但对其内涵与本质的理解

尚不充分，加之中国一些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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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纳的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学术自由和通识教育的

三个主旨未能得到完全发挥，也就直接导致了国内

对习明纳认识的偏差。 
资金支持力度不足：目前国内不少高校有意将

习明纳引入到教学中去，但不可否认的是，习明纳

的开设需要大量的人力与物力的支持，要彻底推行

习明纳，会牵扯高校很大精力，也势必影响高校其

他方面的建设，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也是当前习

明纳在国内发展不畅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不足及改进 

1．不足：当今我国高校的讨论与原来柏林大学

的习明纳相比较已是大相径庭，它无法调动学生思

维的积极性，无法培养出富有想象力、具有创造精

神的，能独当一面的科学家，而只能培养一些善于

模仿和长于论证的学究，主要表现在： 
我们的讨论课只有教学的作用，而无研究的作

用。它不是对未知知识的探索和对已有结论的质疑，

而只是对现成结论的论证，讨论目的也仅仅是为了

进一步明确并牢记已有的结论，或者培养学生的“表

达能力”。 
讨论题目枯燥无味，限制多，多为授课教师强

行设置，令学生无多大发挥余地，无法体现学术自

由的思想。 
讨论者往往是小心谨慎，人云亦云，不愿大胆

发表不同观点，使得讨论气氛沉闷，也令少数态度

积极的学生慢慢被同化。 
教师依然“占领”课堂中的制高点，依然习惯

于领导学生言论的地位，而不能放下教师的架子，

与学生共同进行深入讨论，而学生也往往出于对教

师的敬畏而不愿与教师进行讨论和辩论。 
2．改进：针对上述习明纳进行过程中所出现的

主要问题，解决方法如下： 
在题目设计的过程中，考虑到学生的学习状

况，应设置难度比学生水平高一些的题目，让学

生体会到自我钻研的乐趣，并将成果带到课堂，

而课堂仅仅是将课下贮备发挥出来的场所，在这

里让每个学生的思想进行碰撞，迸发出火花，以

期待产生新的成果，体现出习明纳教学与科研相

结合的思想。 
题目的提出，应经过教师和学生的双向选择，

如有能力，尽量选取学科前沿的方向，并在课题中

适当加入一些调节气氛的猜想或科学假设之类的问

题，让整个课堂气氛活跃起来，调动广大学生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 
中国的学生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在思维和表达

方面带着一些“枷锁”，这时候，教师应鼓励比较积

极、思维活跃的学生多发表观点，以此带动其他不

甚积极的学生，最终让整个课堂形成思维与观点的

盛宴。课堂中每个人都能够从这个盛宴中汲取丰富

的营养，以体现习明纳通识教育的功能。 
教师在习明纳初始阶段即应该向学生说明课堂

的研究形式，解放思想，放下陈旧的以师为尊的思

想观念。在习明纳的进行过程中，教师应始终如一

地贯彻这一观念，加入到学生的讨论中去，与学生

进行平等的对话，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出习明纳的学

术自由的精神。 

五、结束语 

我们既然已知道问题出现在何处，就应该有针

对性地对业已出现的问题进行改进，同时解放思想，

吸取西方习明纳的先进经验，虽不能照搬，但对于

那些有可供借鉴的思想和实施方法应该大胆地吸收

利用，同时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努力创造出更适

合中国的习明纳研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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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研讨课：美国本科教育的特色课程 
●  南京大学教育系  丁宜丽 

 

生研讨课（freshman seminar）是一种以小班教学为

特色的专为大学新生开设的研讨课程，它承继了

seminar 的课程组织形式和教学特征。目前，美国大约有

80％的大学和学院开设了大一学术研讨课程。新生研讨课

已成为美国大学核心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生向大学

学术角色的过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博耶委员会对新生研

讨课给予了很大的关注，认为大学一年级是学生在社会和

学术两个方面最重要的转折期，需要新的积极的学习体

验，“第一年最关键的一点应该是由有经验的教师所教授

的小型讨论课。讨论课应该围绕那些能够激励并开阔学生

知识视野的主题进行，要为学生提供机会，使其在合作性

的环境中通过探索进行学习。”[1]充分彰显了新生研讨课

在美国大学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一、新生研讨课的组织特征 

1．具备健全的组织管理。各大学都设置了专门的管

理委员会负责组织新生研讨课的实施、计划和安排。管理

委员会的职务由来自教学第一线的各个不同专业的教授

和专家承担，他们形成密切合作的集体。他们了解学生的

需求，能够根据学生的发展需求来设置课程。管理委员会

定期召开会议讨论新生研讨课的教学状况，并且鼓励教

师、学生提出他们的要求和建议。对这些要求和建议，管

理委员会会做出适当的评估，以决定是否采纳。同时新生

研讨课还具有专门的财政资助项目和机构，为教学的正常

进行提供了有力的财政支撑。 

2．学生具有充分的选择权。在美国的大学中，新生

研讨课种类繁多、各具特色，内容可深可浅，既有入门性

的，也有前沿性的、研究性的。如哈佛大学在 2004年度就

开设了约 100门的研讨课，涵盖了哲学、伦理、语言文学、

历史等各个方向，以供不同学习兴趣爱好者进行选择。[2]

学校不仅在网上公布研讨课的门类供学生选择，同时网上

还公布有该门研讨课的指导教师情况、学习内容以及教学

方式、学习要求等，让学生在接受该门课程之前对此有充

分的了解和准备，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美国大学

的课程设置深思熟虑，课程结构在保证学科方向和提供充

分选择性学习环境之间保持了强大的张力，将发展学生的

兴趣和爱好置于重要的位置，让学生按自身学习能力和兴

趣选择难度、范围不同的研讨课，并给予指导。 

3．课程门类体现人文特色。新生研讨课中，除了少

量的物理、计算机、医学知识等方面的介绍外，大部分都

是人文类的研讨课程，充分体现了美国大学教育体系中注

重对“通识教育”的要求，以对大学新生完成必要的理智

和装备心灵的训练。同时，研讨课程内容不是人文知识模

块的组合，很多课程都是选择了微观层面进行研究，用的

是特定学科的方法和材料，有时是对一个作家的评论、一

本书的赏析；有时是对一个种族、一种社会现象的研究；

有时是对社会政治经济行为的关注等。在这样的微观领域

里，引导发展学生分析社会问题、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以

及传递人文的精神和价值，注重与学生的经验、愿望以及社

会现实的关联、启示，为大学新生开启了了解世界的大门。 

4．严格限制参与人数。学校对研讨课的参与人数有

严格的限制，如哈佛大学的新生研讨课每门课程仅限 10

个学生选修，伯克利大学平均每个班级人数为 15人左右，

而一般的大学最多在 20 人左右，这样使每一个人都能参

与进来，和教师以及同学之间进行充分的交流和讨论。这

就保证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效果。 

二、新生研讨课的教育功能 

1．入学教育的功能。研讨课的课程组织形式是灵活

多样的，教师提供材料让学生自学，指导并鼓励学生尽可

能利用学校的资源学习，同时教师会根据该研讨课的讨论

内容组织相应的活动，如安排试验、欣赏电影、参观实习

等，其课程内容和授课方式的要求是直接指向学生日后的

学术生活的，这让大学新生在入学之初就能够对大学的学

习生活有充分的了解，为大学的学术生活做好准备。同时

美国大学新生研讨课的开设是贯穿整个一学期的，一些大

学如哈佛还开设了诸如“大学的理念”的研讨课，使学生

对大学的价值、理念和内涵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新生在

学习生活中同时感受所处大学的文化氛围，尤其是该大学

特有的文化特色，因而能够尽快地融入大学的文化生活，

完成从中学向大学生活的转变和过渡。 

2．帮助学生为进行专业的选择做好准备。新生研讨课

带有“导论”的性质，但并非是强调知识全面系统的“概论”

课，而是重在引导，激发学生对学科的兴趣，使学生对自己

感兴趣的学科专业有更深入的了解，明确以后的学习方向。

正如斯坦福现任负责本科教育的副教务长 John Braveman对

斯坦福开设导论性研讨班课程的意义和目的所描述的那样：

“这些课程有助于学生选择今后的主修乃至攻读研究生的专

业。这些研讨课程不需要多少前修课程知识，但他们用的是

特定学科的方法和材料，是真正的探究。”[3] 

3．提升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美国的大学一直很注

重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美国很多著名的雄辩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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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演说家的成功源于美国大学从学生刚进入大学校

门就开始注重学生文字和口语的训练。博耶报告中明确提

出，“从新生入学开始，学生必须学习如何在口头上和文

字上有效地表达其工作的结果”。新生研讨课无疑为入学

新生提供了这样的锻炼机会，它不仅要求学生能在研讨课

中理解别人的观点，而且要让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达到

相互学习的目的；它不仅要求学生进行大量的阅读，同时

学生需要经常针对讨论主题进行撰写大量的发言报告。学

生通过反复的练习和相互的观摩学习，得到能力和自信的

提升。教师这个过程中也有意识的传授这种口头和书面的

练习技巧并进行测试。学生在入学之初就有机会接受这种

锻炼，为学生走上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研讨课开

设的名作赏析课对学生的语言能力也是一种陶冶，研讨课

教学从整体上培养和发展了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

特别是文科教学，这种能力的培养更显得突出。 

4．构建一种融洽的师生关系。研讨课的教学形式在

偌大的校园里开辟了一个团结、互助的小型社团。它摒弃

教师高高在上的课堂教学形式，而采取切磋研讨的方式，

学生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教师的作用就是掌握讨论

进程，引导学生讨论，评析学生的观点，教师和学生之间

进行多向交流和认知互动，这常常是学生之间或师生之间

的质疑、责难的学术讨论过程。它是开放的，给师生提供

想象、表达、思考和质疑的机会和空间，学生们可以根据

自己的知识与学术积淀，充分展示自己的智慧和思辩能

力。教师和学生在这样的“敞开”和“接纳”中，相互进

入对方的精神领域，这样的教学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就像

怀特海所说的：“大学之所以存在不在于其传授给学生知

识，也不在于其提供给教师研究机会，而在于其在富于想

象的探讨学问中把年轻人和老一辈人联合起来，由积极的

想象所产生的激动气氛转化为知识。”[4]研讨课的组织特

点正是为大学新生提供了这样一个近距离接触教师的机

会，引导他们怀着探究的激情迈进学术的殿堂。 

5．培养学生从事学术活动所必需的科研探索精神。

美国大学的成功在于它重视科研的职能，不仅支持教师的

科研活动，同时在教学中融入科研的成分，培养学生的科

学探究精神。博耶报告要求“使以探究为基础的学习成为

本科教育的标准”，特别是针对大学新生提出“构建基于

探究的一年级教学”。不同于传统的课堂教学，研讨课的

组织是要学生就讨论主题阅读老师所给的材料，并在课外

查阅大量资料，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观点和见解。这要

求学生必须积极主动地阅读、思考问题和研究问题。在这

个过程中，学生要经历科学研究的过程，学习科学研究的

方法，这是对学生科学探究精神的形成和强化。同时学生

之间的开放、交互式学习和自由辩论也是学生科研灵感的

源泉，师生之间激烈的思想交流与碰撞经常会激发出创新

的火花，学生内在的情感体验为学生以后从事学术活动奠

定科学研究的态度和方法。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学术修

养得到培养和提升。 

三、对我国本科教学改革的启示 

美国大学新生研讨课特色化的教学范式让我们看到

了美国大学对于新生入学教育的重视，它从组织上为学生

提供了一种必要的学术成长环境，并加强对学生基本知识

和能力的培养，为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做好准备，第一年的学

习实践给每个学生打下了共同的知识基础。美国大学对新生

第一年价值的重视，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在学生教学方面的努

力为学术力量的储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才使得美国大学以

科研著称于世。因此，我国对本科教育的改革要从新生的入

学教育做起，大学必须向学生解释大学存在的特殊意义，引

导他们顺利实现从中学生向大学生角色的转变，使他们在学

习态度、学习方法等方面为大学的学习生活做好积极的准

备。 

在新生研讨课教学中，一大批名师走进课堂，和学生

结成了融洽的师生关系，他们在教学中渗透着自己独到的

科研感悟和研究成果，给予学生潜移默化的陶冶和启迪。

学生获得和大师密切接触的机会更加激发了自身探究的

激情和欲望。学生进入大学显然是带着“和有思想的长者

——那些能够帮助他们发展个性的教师——进行有意义

的接触”[5]的期待甚至渴望。然而我国大学的本科教育沿

袭传统模式，学生鲜有与教师密切接触的机会。同时近年

来我国大学对教师科研能力的过分关注导致一些教师教

学责任感淡薄，学生缺乏教师耳提面命的指导和体验。学

校和教师对学生个人情感需求的漠视导致很多大学新生

产生诸多的心理问题。因此对于我国的本科教育改革而

言，要采取措施鼓励名师授课，增加学生和老师紧密接触

的机会，给予学生必要的人文关怀。 

另外，当前我国进行的本科教学改革，终极目标是要

把学生从被动接受者的地位中解放出来，让学生自己成为

知识的发现者、探索者，使学生确信这种对知识的追求，

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人类文明的拓展都是一种富有价值的

活动。要实现这个目标，关键是教师要从传统的教学观念

中解放出来，重新认识学生的学习认知过程和教学行为之

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去设计具有特色的教学方法才能获

得成功。美国大学新生研讨课所体现的教学理念和方法对

我国本科教学改革不无裨益，值得研究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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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研讨课的分析与思考 

黄爱华 

摘  要：新生研讨课是面向大学新生开设的小班研讨课程，教师造诣高、课程面向广、课堂容量小、

课程内容精、教学方式活是其主要特点，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思想是其理念之源。新生研讨课的价值包括：

激发学习兴趣，明确学习选择；促进教学变革，和谐师生关系；营造学术氛围，培养探索精神。我国的新

生研讨课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受益面不大、参与度不高、延续性较差，可以从开课模式多样化、管理机

制弹性化、支持系统扩大化等方面进行探索。 
关键词：新生研讨课；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 
 

近年来，新生研讨课（freshman seminar）在我国部

分研究型大学得以实践，其鲜明的教学特点和独特的教

育价值，深受广大师生的欢迎。但是作为一种全新的教

育尝试，新生研讨课也面临现实困境，有待进一步研究

和探索。 

一、新生研讨课的实践与特点 

新生研讨课（freshman seminar）是面向大学新生开

设的小班研讨课程。其目的在于通过充分的师生交流与

探讨，启发学生的研究兴趣，培养其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并进行综合培养和训练。

新生研讨课与传统的以知识传授为主、以教师为中心的

课程有很大不同。 
新生研讨课最早出现在 1959 年的哈佛大学，改革者

希望通过此类课程的开设，扭转本科教学长期被忽视的

现状，提高本科教学质量。最初的新生研讨课重在“加

强新生和教师的接触，强化大一新生的学术经历”，属

于典型的学术性模式。1972 年，南卡罗莱纳大学开设了

以加强师生沟通和学生的适应性转变为目标的新生研讨

课，开启了适应性模式的先河。两种模式的新生研讨课

在美国得到了迅速发展，并对提高本科教育质量产生了

重要影响。博耶（Boyer）委员会在 1998 年“博耶报告

发表后 3 年”的调查中显示，美国研究型大学开设新生

研讨课的比例高达 83.5%，南卡罗莱纳大学的新生研讨

课项目在 2003—2004 年分别被列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

道》“美国高校中最有效的项目”第一位和“最有前景

的项目之一”[1]。 

我国的新生研讨课实践始于清华大学，2003 年 11
月，该校首次开设了新生研讨课。随后，浙江大学、上

海交通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也纷纷开

设了新生研讨课。 

综观新生研讨课在美国的发展和我国的实践，其特

点非常鲜明： 

1．教师造诣高。新生研讨课一般由知名教授、学者

开设，教师学术水平高、资历深、教学经验丰富。如清

华大学首次开设 70 门新生研讨课的教师全部为教授，其

中包括 8 位院士、6 位长江学者、12 位国家杰出青年基

金获得者、3 位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获得者、19 名院长

或系主任[2]。 

2．课程面向广。新生研讨课一般面向大一新生开放，

大多不受专业限制，学生可以在学校的指导下，根据自

身兴趣和爱好自由选择。广泛的课程面向确保了生源的

多样化，如 2003 年选修清华大学顾秉林院士“走进量子

世界”课程的 15 名学生来自全校五个学院的 12 个系[3]，

2009 年选修南京大学“媒介案例研究”课程的 24 名学

生来自全校 10 个学院[4]。 

3．课堂容量小。新生研讨课的参与人数有严格的限

制，多在 8～30 人之间，一般为 15 人左右，非常适合小

班化教学的要求。 

4．课程内容精。新生研讨课学时数少，多为 1～2
个学分，但作为一门重在激发新生兴趣和主动参与意识

的大学课程，其教学内容却精益求精。 

5．教学方式活。新生研讨课上，教师由课程的讲授

者成为主持者，课堂教学成为师生共同交流与互动的“舞

黄爱华，南京理工大学教务处教学质量评估科科长，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助理研

究员。 



 

 59

台”，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得到极大发挥。没有教材、灵活

新颖的课程考核都是对传统课堂的极大挑战。 

二、新生研讨课的理念与价值 

1．新生研讨课的理念。新生研讨课的理念源于教学

与研究相结合的思想，这一思想萌芽于 19 世纪初的德国

柏林大学，发展于 19 世纪后半叶的美国霍普金斯大学，

并创建了至今仍对世界高等教育发生着重大影响的美国

研究型大学模式[5]。1995 年，博耶本科教育委员会发表

的《彻底变革大学本科教育：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蓝图》

中对研究型大学的本科教育提出十条建议，其中首要的

两条就是：确立以研究为基础的学习；基于问题设计新

生第一年的学习。报告指出：在研究型大学，要由那些

既传递知识，又发现、创造、应用知识的人来教学生，

要将本科生从接受者转为探究者，每门课程都应给学生

提供通过探索获得成功的机会。报告认为，大学新生的

教育是“最糟的教育”，要使这一年的学习取得成功，

必须进行根本性变革。建议所有新生在第一年参加为新

生而设的研讨班[6]。 
因此，新生研讨课是世界高等教育的重要理念和研究

型大学本科教育改革的重要走向，其在美国高等教育中的

发展和我国高校的实践是历史的必然和价值的凸现。 
2．新生研讨课的价值。新生研讨课的价值体现在对

学生、师生、学术的多重关系之中，其中对学生的价值

重在学习兴趣的激发和学习选择的坚定，对师生的价值

重在教学改革的促进和师生关系的和谐，对学术的影响

重在学术氛围的营造和探索精神的培养。 
（1）激发学习兴趣，明确学习选择。新生研讨课重

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对自己感兴趣的学科专业

有更深入的了解，明确以后的学习方向。正如斯坦福大

学本科教育副教务长 John Braveman 所说：“这些课程

有助于学生选择今后的主修乃至攻读研究生的专业。这

些研讨课程不需要多少前修课程知识，但他们用的是特

定学科的方法和材料，是真正的探究。”[7]“与其用在

课堂上学到多少经济学知识来衡量这门课的价值，倒不

如用它引起了我们对经济多大的兴趣与关注来得更为恰

当。”[8]浙江大学学生在学完叶航教授的“中国经济问题：

理论与实践”新生研讨课后如是说。 
（2）促进教学变革，和谐师生关系。新生研讨课通

过“讨论那些激发学生智慧、使学生在合作中进行探究

学习的主题”，探求一种以探索和研究为基础、师生互

动、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究性学习的研究型教学方式。

“小群体学习不仅使师生、学生间可直接进行知识交流，

而且使那些对环境感到陌生的学生有机会结识朋友，知

道如何成为学者。最重要的是，研讨班形式使教授们能

够让新生感受到探索的乐趣和兴奋，使他们取得智力上

的进步。”[6]新生研讨课摒弃教师“一言堂”的课堂教

学形式，代之以切磋研讨的方式，教师和学生之间进行

多向交流和互动，教学充满生机活力，师生关系、生生

关系和谐融洽。 
（3）营造学术氛围，培养探索精神。新生研讨课使

大学新生有机会接触学术的前沿，感受教授的治学风范，

在潜移默化中领悟为人为学之道，让他们受益终生。课

堂上，师生在宽松的课堂气氛中，各抒己见，百家争鸣，

体现的正是一种学术自由的思想。通过这种锻炼，有利

于形成一种良好的学术氛围，培养学生的科研探索精神。 

三、新生研讨课的问题与探索 

新生研讨课在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将近半个世纪，

已日趋普及和完善，但在我国的发展才短短 6 年时间，

现实的困境还客观存在。 
1．新生研讨课的现实困境。我国的新生研讨课改革，

无论从学生的受益面、师生的参与度，还是课程的延续

性方面，都还存在不足。 
（1）学生受益面不大。由于新生研讨课在我国尚属新

生事物，很多学校都处于试点阶段，开课数量有限，且许

多参与选课的学生还要经过入门考试之类的选拔才能得

以“准入”，因此学生的受益面不大。以开课数量较大的

清华大学为例，2003—2004 学年，该校共有 1050 名学生

选修了新生研讨课，约占参选学生人数（2700 余名）的

40%，大一新生总数（3300 人）的 32%（2004—2005 学

年度这一比例略升为 40%，其后有小的波动）[9]。换言之，

一半以上的清华大一新生无法从新生研讨课中获益，其他

大学的问题更为突出。因此，在课堂容量有限，而课程数

量不能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学生的受益面很难在短期内得

到扩大。 
（2）师生参与度不高。由于受到政策、资金、教学安

排等多方制约，师生对新生研讨课的参与度都有待提高。

知名教授学者大多科研任务重，投入本科教学的精力难以

保证，在当前推进教授给本科生授课尚存在一定困难的背

景下，想要推进知名教授学者给本科新生上教学要求更高

的新生研讨课，如果没有教师本人的博大胸襟和热情投

入，以及学校政策的正确引导和激励，是难以办到的。学

生方面，由于受传统教育方式的影响，习惯于被动和接受，

有些甚至连“在课堂上举手提问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都不

能做”[3]，更别提创新精神，因此难以快速参与到研讨中

发表自己的见解，哪怕是错误的见解。 
（3）课程延续性较差。新生研讨课为学生的研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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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开启了大门，但这种影响却不易在后续的学习中得

到延续。学生在经历了新生研讨课的培养和训练后，多

要再次回归传统课堂，再度被“填鸭”。虽然也有少数高

校通过在高年级开设专题研讨课的形式弥补了部分缺

憾，但这些做法毕竟是不具普遍性和整体性的，难以将

研究性学习贯穿始终。 
上述问题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观念束缚，

也有制度约束，还有资源限制，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多

管齐下，全方位努力。 
2．新生研讨课的探索。进行新生研讨课改革，是我

国高等教育从过去以诠释“素质教育”、“创新教育”口号

为标志的认识阶段，深入到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的实质性

改革阶段的重要开端。尽管这样的改革艰难而缓慢，但却

意义非凡，它从一个侧面体现着一所大学的教育思想、教

育目标和全体教师的主流价值观[10]。就高校而言，首先

要转变观念，在充分认识其价值，坚定改革信心的同时，

从开课模式、管理机制、支持系统等方面着力探索。 
（1）开课模式多样化。首先，开课主体方面，在充

分挖掘本校师资的同时，聘请相关高校、科研院所、企

事业单位的知名专家开课。其次，开课模式方面，既可

以采取知名教授、学者单独开设的传统模式、也可以尝

试教授“拼盘”开课的模式，或者知名教授+博士研究

生（新教师）的连带模式等。再次，课程安排方面，探

索四年“不断线”的研讨课改革模式，逐步将新生研讨

课的影响延续和扩大，使“每门课程都给学生提供探索

获得成功的机会”[6]，将研究渗透到每一门课程中。在

课程开设方面，既加强对申报课程的审核，也结合高等

教育的发展形势加以研究和引导，借鉴欧美国家的先进

经验，立足本国本校实际，创造条件，促成一些适应社

会需求和未来发展趋势的新生研讨课程的开设，使新生

研讨课成为师生探索和了解学术前沿的“窗口”，帮助

学生完成适应性转换的“平台”。 
（2）管理机制弹性化。学校应建立弹性的教学管理

机制，鼓励新生研讨课的开设，如对新生研讨课的教学

工作量、课酬、课程建设经费、教学质量考核等采取灵

活的管理，体现政策倾斜，扶持其发展。如北京化工大

学对教授承担新生研讨课，按照 3 倍计算工作量、2 倍

计算课酬，上海交通大学将新生研讨课开设情况作为学

院（系）教学工作水平评价指标之一，我校也在教学工

作量计算办法中将课程教学改革列入专项，专门计算教

学业绩点。富有弹性和激励的管理机制，是新生研讨课

改革得以制度化和长效发展的基础。 
（3）支持系统扩大化。美国研究型大学新生研讨课

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与强大的社会支持密不可分。全 
 

国性的“大一经历及转校生国家资源中心”和“大一政

策中心”为新生研讨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了政

策支持，博耶委员会对研究型大学新生研讨课的发展提

供了研究支持，社会人士的热情捐助为新生研讨课的发

展提供了经费支持。我国的新生研讨课要得到发展也需

要扩展支持系统，引起更多的关注和投入，只有这样才

不至于被“边缘化”。以教学安排为例，现在的新生研

讨课大多在晚上或周末上课，显得比较“异类”和“不

入流”，有必要改革甚至探索一些新的排课模式，比如

我校在“三学期制”改革过程中研究试用的分时段排课

模式就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在这一模式下，大学一、三

年级和二、四年级均有了各自独立的排课时段，为同一

年级的共同教学安排提供了时间保障。诸如此类的配套

改革，还需要很多。 
高校应充分重视新生研讨课，并将其作为大学教学

改革的重要突破口，边研究、边实践、边改进、边推广，

在“渐变”中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过程，实现创新人才

培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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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和造就富有探索精神的创新性人才是当

今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重要课题。2003 学年秋

季学期以来,清华大学的本科课程中增加了一种

新型课程 ) ) ) 新生研讨课( Freshman Seminar)。这

种崭新的课程形式, 在教学思想、教学目标、师生

关系等方面,与以往的以知识传授为主、以教师为

中心的课程有很大不同。以下对此新生研讨课作

一详细介绍。

一、新生研讨课的课程理念

总结世界各国研究型大学教育和教学的主要

经验, 其人才培养的最主要特点是教学与研究相

结合。在教育理念方面,强调以探索和研究为基

础的教学, 注重在探索和研究的教学过程中激发

学生的求知欲、好奇心和学习兴趣,培养创新意识

与创新能力;在教学方式方面,强调师生互动,突

出教学与训练方法的科学研究特色, 培养学生的

批判和探索的精神。

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教育思想可以追溯到

100多年前德国教育家洪堡创办柏林大学的实

践。这种教育思想在美国得到借鉴, 并通过霍普

金斯大学的建立发展成了至今仍对世界高等教育

发生着重大影响的美国研究型大学模式。哈佛大

学前校长陆登庭教授在 2002年/ 中外大学校长论

坛0的发言中,曾阐述了哈佛大学过去一个半世纪

的发展过程中学习思想的变化轨迹, 即教学从以

知识/ 传授0为基础, 转变为教师指导下的学生/ 自

我教育0。从学生一入学,大学的主要努力方向就

是使他们能够成为参与发现、解释和创造新知识

或形成新思想的人。在大学中, 所有成员都是学

习者、发展者和解释者。

许多世界一流大学, 如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克

利分校,早在 20多年前就开设了新生研讨课。虽

然各校的开课目的不尽相同, 但其共同特征是,作

为一种新生与教授间共同研讨的课程, 通过小组

内的师生互动, 将新生从传统的文化知识的接受

者变为探究者, 和教师共享科学发现的成果和经

验。这些学校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1995年, 美

国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全国委员会发布的5博耶

报告6将开此类研讨课列为建立基于研究的学习

模式、构建探究式的一年级教学,从而成为改革研

究型大学本科教学的具体措施之一。

现阶段我国的各级教育, 容易引导学生擅长

考试,但缺乏开放式思维,是公认的现实。长期形

成的知识传授教学模式仍然占据本科教育的主

流,其基本特征,一是以继承为中心的教学思想和

教学目标,注重演绎,忽视归纳。二是以教师和教

材为中心, 学生在教学中基本处于被动和从属的

位置,个性和主动性都得不到发挥,导致教学过程

中学生要素的缺失。显然,这样的教学模式不能

适应培养创新性人才的教育目标。

借鉴世界一流大学开设新生研讨课的经验,

结合自身人才培养特点,我校研究决定推出新生

研讨课计划,组织知名教授面向大一新生开设研

讨课,从一年级开始改革本科教学。我校开设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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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研讨课的主要目的是:

首先,实现名师与新生的对话,架设教授与新

生间沟通互动的桥梁, 缩短新生与教授之间的距

离;使本科生在大学一年级这个特殊而重要的人

生转折期,就能有机会亲耳聆听教授的治学之道,

亲身感受他们的魅力风范,在潜移默化中感悟为

人为学之真谛, 或许能让他们受益终生。

第二, 为新生创造一个在合作环境下进行探

究式学习的机会;启发新生探求未知世界的兴趣,

训练交流表达能力, 初步培养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的研究能力和合作精神,使新生从入学伊始就体

验研究型学习方法和学习氛围, 尽快适应研究型

大学的学习环境, 为建立基于教师指导下的探索

研究的学习模式奠定基础。

第三,探索一种以探索和研究为基础、师生互

动、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研究型教学方式;并期望

其成为我校研究型教学模式的实践者、示范者,推

动传统的以知识传授为主的方式向研究型教学模

式的转变。

二、新生研讨课实施计划

在我校,新生研讨课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始

终得到了学校领导的直接关心, 他们多次就课程

定位、政策、实施等给予指导。校长顾秉林院士还

身先士卒, 第一个要求走上新生讨论课的讲台。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教务处于 2003年 8月起草

制订了开设新生研讨课的工作计划与实施方案,

在远景规划、课程设计、师资力量、操作实施、政策

保障等方面,提供宏观原则与具体实施办法, 积极

组织并推动各院系落实知名教授开课。这一教学

举措得到了各院系领导及众多知名教授的大力支

持与积极响应, 每个院系都选派知名教授开设了

面向全校的风格各异的新生研讨课,首批开出 31

门课程,院士、长江奖励计划特聘教授、院长、系主

任纷纷与本科生面对面开展研讨。/ 经济学家眼

中的世界0、/ 走在路上的叙事艺术0、/ 走进量子力

学0、/ 晶体管的发明与信息时代的诞生0、/ 生涯发

展规划0、/ 设计互联网0、/ 艾滋病与社会变迁0等

新颖的课程名称透射出无穷的新鲜活力。两年

来,我校已成功开设近 200门次新生研讨课, 涉及

文、理、工、管、法等各个学科, 百余名知名教授参

与,已有近 3000名大一新生选修。

我校开设新生研讨课,突出强调它具有/ 以问

题为载体训练基本研究能力, 以名师引导激发研

究兴趣,以师生互动启迪自主学习,以鼓励质疑倡

导探索精神0的基本特点。因此, 在实施方案中,

我们对如下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

1. 课程定位。新生研讨课是面向全校大一

新生的选修课, 主体是学术造诣高的知名教授与

大学本科一年级学生。新生研讨课不仅要让新生

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让新生经历认知过程,强调

教师的引导和学生的充分参与和交流, 启发学生

的研究和探索的兴趣, 培养学生的能力。课程结

束考核合格者取得课程学分。

2. 课程专题。新生研讨课的专题选择是课

程的关键。任课教授在选题时应考虑新生特点,

重在激发新生兴趣和主动参与意识。所选专题可

以涉及任何学术领域,鼓励交叉学科选题,由于课

程学时的限制,一般建议结合教授的研究项目,选

择教授有研究体会的、具体的专题。

3. 任课教师。新生研讨课的任课教师由热

爱本科教学、学术造诣较高的知名教授担任,要求

教授上课期间定期与学生见面, 确保与学生直接

接触的时间。教授的主要责任, 一是根据新生特

点,选择能激发兴趣和主动参与意识的课程专题,

介绍必要的知识;二是组织开展小组讨论,鼓励学

生主动参与,指导学生学习和研究。

4. 选课学生。全校各院系的新生都可以根

据自己的兴趣,自主选修一门研讨课,在参与课程

讨论、研究的过程中,从教师的学识风范、个人体

验中,领悟研究型学习方法和学习氛围,培养创新

精神、合作精神和表达能力。

5. 主要教学形式。在教授主持下, 围绕某一

师生共同感兴趣的专题, 通过教授与学生之间、学

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口头及写作训练,以小

组方式边学习, 边讨论。可以根据需要, 安排实

验、参观、调查等教学活动。鼓励教授采取灵活多

样的教学方式。

6. 考核方式。新生研讨课考核方式由任课

教师确定,一般不采用书面考试方式,而代之以灵

活多样的考核方式, 如口头报告和书面报告。

7. 课堂容量。为保证小组讨论的效果,每门

课程的选课人数限制在 8- 30人以内,各门课程

的具体人数由任课教师确定。

新生研讨课建设处在不断探索、不断完善的

过程中。对于授课教师来说,没有成熟的经验可

以遵循;对于一直习惯于传统课堂教学的学生来

说,对这种新的课程形式与教学模式也不一定完

全适应。从首次开课至今,教务处始终关注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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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建设与发展,不断推进有关的制度化建设,推

广新生研讨课的课程理念。每学期课程结束,教

务处都会组织已经上课与即将上课的任课教师座

谈会,交流经验, 集体备课, 已先后组织了五次交

流研讨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保证新生研讨

课的不断发展, 教务处向开课院系划拨专门课程

经费, 并将新生研讨课的开课情况作为院系教学

工作评价体系的指标之一。在课程评估与质量保

障方面,教学研究与培训中心设计了新生研讨课

专用学生调查问卷, 每学期对所有选课新生进行

课程评估问卷调查, 并召开学生座谈会,倾听学生

意见,还安排教学顾问或教学督导随堂听课。

三、新生研讨课的实践效果

开设新生研讨课五个学期以来,任课教师、选

课学生都积极肯定这项教学改革措施。概括起

来,获得师生一致肯定的最重要的几个方面是:

1. 目标定位) ) ) 重在培养认知能力。

/ 学习知识、经历认知0 ,是研讨课的两个基本

目标,强调启发学生的研究和探索的兴趣,初步培

养学生的研究能力。这种目标定位为几乎所有的

新生研讨课上所体现、所实践,很多教授的亲身实

践都闪烁着研究型教学的思想火花。参与选课的

新生改变了过去习惯的听课做作业来学习知识,

而是通过自己研究问题来学习知识; 很多学生经

历了选择课题、研究收集、归纳整理、书写报告、交

流讨论的过程, 对于通过研究探索方式进行自主

学习有了深刻的感受,真正有了/ 研究0的感觉,是

一次从未有过的体验。

2. 师生关系) ) ) 教育者和学习者平等性合

作。

新生研讨课的目标要求明确, 具体形式放开,

由每位教授根据各门课程的特点自行设计实施。

虽然课程组织形式不尽相同, 但所有的课程在教

学方式上都体现了师生互动、研究型、讨论式的基

本原则。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充分参与到课程

中。有兴趣和真正参与,正是学生对研讨课最满

意的两点。新生研讨课体现的是教育者和学习者

平等性合作的师生关系, 师生配合默契,课堂氛围

融洽,这种气氛在/灌输0课堂里是很少有的。

这种师生互动、小组研讨的学习方式,不仅培

养了学生的团队精神、协作精神,而且锻炼了其表

达能力、思辨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很多课程组

织了课堂讨论、辩论;即使在院士主持的讨论中,

大一新生也敢于挑战权威,也许学生观点确实不

妥甚至是错误的,但其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3. 名师上讲台) ) ) 对新生成长的激励与启

迪。

新生研讨课为新生提供了走近名师的机会,

是其受到新生衷心欢迎和取得大面积良好效果的

核心因素。新生研讨课的教学特点, 对教师提出

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教师时刻面临着来自学生

的挑战。正是这些具有很高学术造诣的教授,融

科学研究和教学为一体, 集学术水平、教学水平于

一身,不仅教学理念先进, 而且教学经验丰富,能

够高屋建瓴,驾驭自如,有力地保证了研讨课的教

学效果与教学质量。他们能够紧密联系学科发展

及经济社会发展走向, 赋予教学与训练方法以科

学研究特色,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研究意识与

研究能力,培养批判性思维与探索的精神。

研讨类课程在有效地引导学生提高综合素质

和能力、改变思维方式,培养富有创新性的人才方

面可以发挥独特作用, 已成为我校课程体系中必

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新生研讨课的成功更重要的

意义在于, 在目标、理念、方法与措施方面对于大

力推进研究型教学模式具有重要的示范、推动作

用。我们正在以新生研讨课的成功实践为契机,

将新生研讨课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推广到更多

的课程,继续推进教学内容、体系的改革。今年秋

季学期,专题研讨课已经在本科高年级陆续开设,

从而逐步实现研讨类课程系列化。我们希望能有

更多师生在更多的课程教学中体现教学思想观念

的转变,实现研究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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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何培养大学生批判性思维已成为教育研究中十分重要的课题。本研究通过准实验法，对新生研讨

课上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效果进行了调查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新生研讨课可以促进新生批判性思维发展; 小班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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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10 年 7 月 29 日国家正式出台了《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 2020 年) 》。纲要

指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到 2020 年，……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

平的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

学水平”［1］。2010 年 2 月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

文在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第七届年度讲座发言

时指出:“大家比较能达成共识的是，世界一流大学

必须培养学生独立的、批判性的思维能力。”［2］
研究

型大学要想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在人才

培养上必须强调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

二、文献回顾
虽然研究者对批判性思维的定义存在分歧，但

是他们大致上都有共同看法，即认为批判性思维既

包括批判性思维技能，又包括批判性思维的人格特

质。［3］
具体说来，一个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人在思维技

能方面往往表现为有目的、有目标地去思考，藉以解

决问题、推理、计算成功率及做出决策。［4］
在人格特

质方面，这类人往往表现为好奇心强、见多识广、信

任性强，而且开明。［5］

近些年，培养大学生批判性思维受到了重视，探

讨大学生批判性思维培养途径成为了热点话题。有

学者指出应从大学的学习方式与教育方式变革入

手，创建良好课堂学习环境，鼓励学生批判质疑，采

用案例教学方式。［6］［7］
还有学者提出重在培养大学

生的批判性精神和批判性思维技能，通过学科教学

来进行批判性思维训练的培养模式。［8］
探讨如何通

过课程来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案例研究开始出

现。［9］
纵观这些研究的一大不足之处是缺乏实证研

究。

新生研讨课是指由各学科领域的知名教授担任

主导教师，专门为全校大一本科新生开设的小班研

讨课。其目的是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培养学术品

质、感受研究的乐趣、接触著名教授、建立良好的同

伴关系，同时，认识大学和熟悉学校环境、资源，以此

帮助学生顺利完成学习阶段的转换过程。［10］
新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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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课普遍具有小班教学、学习内容灵活、注重研讨、
师生互动、鼓励质疑等教学特点。［11］［12］

它是我国最

近几年新兴的课程，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新生教育

途径，可以为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发挥积极作用。［13］
自

2003 年清华大学首次开设新生研讨课以来，全国研

究型大学纷纷响应。
本研究通过问卷法对新生研讨课上学生批判性

思维培养效果进行了初步的调查研究，以期寻找规

律，为我国研究型大学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提供参

考依据。

三、研究设计与过程
1. 研究思路。本研究采用准实验设计的研究思

路。研究中涉及 3 个组，一组是实验组，另外两组是

控制组。研究人员对实验组新生实施前测和后测;

对一组控制组学生( 上了新生研讨课) 只实施后测，

目的是检测出前测与实验刺激交互作用所形成的影

响; 对剩下的一组控制组学生 ( 没有上新生研讨课)

也只实施后测，目的是检测出实验以外的因素影响

的结果。计算实验结果时用实验组的差分分别减去

两控制组的差分，所得结果就是实验刺激的影响。
本研究中，如果实验结果大于零，则表明新生研讨课

可以促进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否则表示没有促

进效果。研究思路图示见图 1。

实验组: 前测 1……实验刺激( 新生研讨课……后测 1
控制组 1: 实验刺激( 新生研讨课……后测 2
控制组 2: 后测 3

图 1 新生研讨课准实验设计研究思路

计算公式如下:

实验刺激的影响 = 实验组的差分 － 控制组 1 的

差分 － 控制组 2 的差分 = ( 后测 1 － 前测 1) － ( 后测

2 － 前测 2①) － ( 后测 3 － 前测 3)

2. 研究对象。本研究以 M 大学 2009 级新生为

总体。M 大学是我国著名的研究型大学，1994 年，被

确定为国家“211 工程”重点支持的大学; 1999 年，该

大学进入国家“985 工程”首批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

学行列; 2006 年，教育部和该大学所在的省再次签订

重点共建 M 大学的协议，共同支持 M 大学建设具有

鲜明特色和重要国际影响的世界一流大学。2009 至

2010 学年，M 大学首次面向全校一年级本科生推出

70 门新生研讨课。该校派出最强的本科教学阵容打

造这批课程，要求课程主持人是学科领域的知名学

者。新生研讨课来自该校几乎所有院系，并且打破

院系门槛、专业壁垒，实现每门课程面向全校新生开

放，实施小班化教学( 班级人数不超过 30 人) 。
3. 测量工具。自编批判性思维测量问题，但没

有单独制成测量量表，而是把这些问题融于新生适

应问卷中，将其作为新生适应问卷中的一部分一起

测量。批判性思维测量问题编制以美国比较成熟而

且应用较广泛的测量个体批判性思维人格倾向的量

表 CCTDI ( The California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Inventory) 为参照，根据我国研究型大学学生特点，将

批判性思维的维度设定为“系统性”、“分析性”、“求

真”和“开放性”4 个维度，前两个维度代表了批判性

思维技能方面，后两个维度代表了批判性思维人格

特质方面。各维度题目形式为自陈量表，以李克特

量表五点计分法来测量学生对题目所描述的情况与

自己实际情况的符合程度。② 前测 1、后测 1、后测 2
及后测 3 各数据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是 0． 672、
0． 673、0． 775 和 0． 586。

4. 抽样方法及过程。本研究以班级为单位进行

抽样。在新生研讨课开始前，抽取大一新生进行问

卷调查( 总计 174 人) ; 在新生研讨课结束之际又抽

取新生进行问卷调查( 总计 130 人) 。此次的调查问

卷中增加了一道问学生是否参与过前测的题，从而

区分出参与了前测的学生( 总计 47 人，作为实验组)

和没有参与前测的学生( 总计 83 人，作为控制组 1) 。
大一下学期开学初，我们又问卷调查了刚选上新生

研讨课的新生( 总计 86 人，作为控制组 2) 。③

四、研究结果
大一上学期开学初所测新生的批判性思维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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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前测 2 由前测 1 代替。同样的，前测 3 也由前测 1 代替。
各维度问题举例: 求真———“我经常因为担心我的观点遭别人反对而选择沉默”; 开放性———“与高中老师相比，我喜欢大学老师的教学

方法”; 系统性———“我不清楚大一上的课与今后的专业学习有什么关系”; 分析性———“我能够分辨出老师的讲解思路是分析的还是综合的”。
有两点要说明。第一，每个新生只可选修一次新生研讨课。也就是说如果你大一上学期选修了，那么大一下学期就不能再选了，只能让

那些上学期没选上的去选修。第二，按理说，控制组 2 的学生也应在大一上学期结束时测量，但由于受实际情况限制，我们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

了大一开学初再测。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可行的，因为一般来说批判性思维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强，如果在假设控制组 2 学生批判性思维已经

增长即控制组 2 的差分增大的情况下，实验组差分减去它仍能大于零，这样的结果只能是增强说明了新生研讨课的效果。我们的调查结果也验

证了这一点。



维度得分见表 1。这些数据将作为新生入学时批判

性思维得分初值。
表 1 新生入学时批判性思维及各维度的平均值①

均值 标准差

批判性思维 3． 58285 ． 636548
求真 3． 786 ． 7927

开放性 3． 434 ． 9389
系统性 3． 537 ． 8669
分析性 3． 549 ． 9878

实验组后测时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及各维度得分

见表 2。
表 2 实验组后测时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及各维度的平均值

均值 标准差

批判性思维 3． 67663 ． 737665
求真 3． 837 ． 8169

开放性 3． 809 1． 0711
系统性 3． 511 1． 0859
分析性 3． 585 ． 9798

控制组 1 后测时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及各维度得

分见表 3。
表 3 控制组后测时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及各维度的平均值

均值 标准差

批判性思维 3． 57470 ． 595398
求真 3． 849 ． 6929

开放性 3． 355 ． 9707
系统性 3． 494 ． 8392
分析性 3． 622 ． 8224

控制组 2 后测时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及各维度得

分见表 4。
表 4 控制组 2 后测时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及各维度的平均值

均值 标准差

批判性思维 3． 46726 ． 544385
求真 3． 631 ． 7203

开放性 3． 384 ． 7695
系统性 3． 413 ． 7978
分析性 3． 465 ． 8771

我们利用测出的平均值进行计算进而可判断出

新生研讨课对学生批判性思维发展是否起促进作

用。依据计算公式有如下等式:

新生 研 讨 课 效 果 = ( 3． 67663 － 3． 58285 ) －
( 3． 57470 － 3． 58285 ) － ( 3． 46726 － 3． 58285 ) =
0． 21752 ＞ 0

因为最后结果大于零，所以可以说新生研讨课

对学生批判性思维发展起促进作用。也就是说，上

了新生研讨课的新生其批判性思维可提高 4% ( 计算

过程: 0． 21752 ÷ 5 × 100% = 4% ) 。同理，我们可以

分别计算出批判性思维 4 个维度的提高结果，分别

是 0． 143( 求真) ( 2． 9% ) 、0． 504 ( 开放性) ( 10% ) 、
0． 141( 系统性) ( 2． 8% ) 、0． 047( 分析性) ( 1% ) 。由

此可见，新生研讨课对新生的开放性促进作用最大。

五、讨论与结论
1. 新生研讨课上学生批判性思维培养效果分

析。本研究数据显示新生研讨课对学生批判性思维

发展起促进作用。笔者在随后对上了新生研讨课的

新生进行访谈时，学生们普遍反映，上新生研讨课后

他们对研究探索有了初步感性认识，不再感觉那么

神秘，并且产生了兴趣; 敢于并且愿意跟老师和同学

交流互动，表达自己的观点; 改变了对知识学习的认

识，培养了分析意识; 学会了怎样找资料，分析资料;

锻炼了写论文、做研究报告的能力。学生们的体会

和评价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新生研讨课的作用。
已有研究表明，学生的课堂学习经历对学生批

判性思维发展具有显著性积极作用( 尤其表现在大

一学年结束时新生的批判性思维得分上) 。［14］
美国

等国家的经验还表明，将批判性思维融入各门学科

的教学中，通过课程教学的潜移默化来强化大学生

的批判性思维训练是非常有效的途径。［15］
国内进行

的一项对我国大学生批判性思维调查研究显示，与

美国大学生相比，中国大学生批判性思维得分明显

偏低，并且从总体上看，中国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倾

向偏于消极。［13］

综上，本研究认为，新生研讨课作为一类课程可以

发挥促进学生批判性思维发展作用的观点是可信的。
针对国内大学生批判性思维偏低这一事实，开设新生

研讨课以促进学生批判性思维发展是很有必要的。
2. 新生研讨课促进学生批判性思维发展的原因

分析。笔者在随后对上了新生研讨课的新生进行访

谈的过程中，学生谈到了新生研讨课让他们感到满

意的方面。归纳如下: 跨学科选修，学习内容新颖，

吸引人; 老师与学生以及学生与学生之间互动性强;

教学方式灵活，研讨式教学、小组合作学习等教学方

式使学生积极参与学习; 经常讨论问题，课堂氛围活

跃; 考核方式灵活，如写读书报告、小组做 PPT 向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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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批判性思维及其各维度得分都以 5 分作为满分。每个维度的得分是该维度下所有问题得分之和的平均值; 批判性思维总分是各维度得

分之和的平均值。



班学生做 Presentation; 课后一般有搜集资料的学习

任务，锻炼了自主学习能力。
已有研究表明，跨学科课程对学生批判性思维

发展有帮助。［16］M 大学新生研讨课来自该校几乎所

有院系，并且打破院系门槛、专业壁垒，实现每门课

程面向全校新生开放，为学生跨学科选修提供了很

好的保障。一些教学方式也被证明对培养学生的批

判性思维有积极作用，如学生写读书报告，教师点

评; 小组合作就某一问题进行研究; 班上公开做研究

报告; 以写论文的考核方式代替笔试，等。［16］［17］
上述

教学方式在 M 大学的新生研讨课上都有体现，也被

学生认可。
小班化教学制度为上述灵活的教育教学方式提

供了良好的保障条件。实际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是

大班上课，那么上述的教育教学方式一般很难开展。
3.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首先，本研究只是准实

验，没能做到严格控制实验条件，如实验组和控制组

学生的选择、教师因素的考虑、学科因素的考虑，等

等。这些势必影响实验测量结果。其次，本研究在

测量新生的批判性思维时没有编制单独的量表，而

是将其融合于新生适应量表中。这导致测量的维度

和问题的数量有限，不能很全面地测量出新生批判

性思维。最后，本次研究只选取了一所研究型大学，

样本数有限，代表性有待商榷。期待更完善的研究。
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新生研讨课可以促进学

生批判性思维的发展。要发挥新生研讨课促进学生

批判性思维发展这一作用，应做到两点。课程开设

方面，要求课程开设多样，以利于学生跨学科选修，

鼓励学生跨学科学习，同时做到小班化教学。教学

方式方面，要求做到创建良好的课堂氛围，师生积极

互动，鼓励质疑; 采用研讨式教学方式，鼓励小组合

作学习; 考核方式灵活多样，提倡采用写读书报告、
写论文、课上做研究报告等考核方式，同时教师应积

极给予学生反馈。
新生研讨课为新生批判性思维发展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平台，其小班化教学、跨学科选修等特点是其

他一般课程所没有的。如果学校能合理开设新生研

讨课，对教师教学方式进行正确引导，那么新生研讨

课将积极促进新生批判性思维发展，从而为提高教

育教学质量、培养高水平人才打下良好基础。
［参 考 文 献 ］

［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

室．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2010 －
2020 年) ［EB /OL］． http: / /www． moe． gov． cn /Public-
files /business /htmlfiles /moe /A01 _ zcwj /201008 /xxgk _
93785． html，2010 － 7 － 29 /2011 － 1 － 15．

［2］［美］理查德·莱文． 亚洲大学的崛起［J］． 清华大学

教育研究，2010( 4) ．
［3］罗清旭，杨鑫辉．《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倾向问卷》

中文版的初步修订［J］． 心理发展与教育，2001( 3) ．
［4］Halpern，D． F． ( 2003) ． Thought and knowledge: An in-

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inking( 4th ed． ) ［C］．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5］Facione，P． A． ( 1990) ． Critical thinking: A statement of

expert consensus for purposes of educational assessment
and instruction( The Delphi Report) ［C］． Millbrae，CA:

California Academic． ( ERIC Document No． ED315423)

［6］朱新秤． 论大学生批判性思维培养［J］． 高教探索，

2002( 2) ．
［7］左洪亮． 努力培养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J］． 江

苏高教，2004( 6) ．
［8］罗清旭． 批判性思维的结构、培养模式及存在的问题

［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1( 3) ．
［9］王君超． 媒介批评课程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J］． 清

华大学教育研究，2009( 5) ．
［10］张红霞． 美国大学的新生研讨课及其启示［J］． 中国

大学教学，2009( 11) ．
［11］马启民．“seminar”教学范式的结构、功能、特征及其

对中国大学文科教学的启示［J］． 比较教育研究，

2003( 2) ．
［12］刘宝存． 美国研究型大学一年级习明纳尔课程［J］．

外国教育研究，2005( 3) ．
［13］刘俊霞，张文雪． 新生研讨课: 一种有效的新生教育

途径［J］． 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 6) ．
［14］Patrick，H． T． ，Leonard，S． ，Ernest，T． P． ，＆ Amau-

ry，N． Influences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J］．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1995( 1) ．
［15］岳晓东． 批判思维的形成与培养: 西方现代教育的

实践及其启示［J］． 教育研究，2000( 8) ．
［16］Lisa Tsui． Courses and Instruction Affecting Critical

Thinking［J］．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1999( 2) ．
［17］Lisa Tsui． Fostering Critical Thinking Through Effec-

tive Pedagogy［J］．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2002( 6) ．

( 责任编辑 刘敏慧)

—54—



新生引导，大学该做些什么 

T来源：HTT科学时报TH，T2013 年 08 月 29 日T，T作者：温才妃T 

改变学生的应试思维并不是开学一朝一夕的事，期待仅仅在入学教育阶段得

到快速解决是一种奢望。 

开学季，新生们像小喜鹊一般热闹了整个校园。总有一个老问题在等着他们

回答，那就是大学该怎么读？“努力读书拿到奖学金”、 “顺其自然不刻意安

排”……新生们的回答通常随意、感性。 

实际上，之前心无旁骛、一门心思复习高考的新生，要回答好这样的问题着

实不易。在这个时候，大学的入学引导就显得及时而必要。 

今年的入学教育很早就拉开了序幕，陕西师范大学老师毛笔书写高考录取通

知书、中山大学建议新生入学前读《弟子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为新生准备了

一本《优秀大学生成长手册》……大学不再简单地以教条的方式告诉学生该怎么

做，而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新生的成长。 

异彩纷呈的入学引导背后，我们试图找到一些新生入学时高校最应该做的引

导，以帮助新生们尽早融入大学生活。 

告诉学生，家长的手该怎样放开 

一封信、一张推荐课表、一句话，这是浙江大学送给新生的“见面礼”。其

中信是写给家长和学生的，一句话是单独送给家长的，意在引导新生学会选择、

自主学习、自主成长。 

浙江大学本科生院常务副院长陆国栋表示，基础教育中家长管得太多，学生

一路“被”高中，“被”大学，“被”专业，“被”高考，如果就这样按部就班地

走下去，学生可能永远成长不了。 

“见面礼”包含的一层意思是让家长“放手”。然而，在中国的独生子女政



策下，陆国栋也深知劝家长“放手”谈何容易，“我们只能通过一句话提醒家长，

学校更多的还是放在对学生独立意识的引导上，然后通过学生的成长反过来影响

家长，这样做也是家长乐见的。” 

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元培学院副院长卢晓东则认为，鉴于中国的独生子

女政策，国内的大学教育应该是大学生、老师、家长三者完满的合作。 

一米线把新生与家长分开，寓意新生脱离了父母的庇佑。在卢晓东看来，这

种像办 18 岁成人礼仪式的入学引导并不能一下改变孩子独立性较差的事实。相

反，承认孩子成长慢的事实和国情，努力建立学校跟家长合作教育的关系更为实

在。 

“在中国，独生子女的沟通参与感很重要，合作教育的方式并不是要求家长

完全放手。”据卢晓东介绍，北大元培学院在入学教育之后衔接着家长教育，校

方希望家长积极参与学生在本科 4年的教育工作，其中包括让家长理解大学教育

的各环节安排、发展目的、通识教育理念等。借着开学家长与学校见面的难得契

机，加强老师与家长之间的交流，促成家长与家长之间的交流对学生本科后期的

发展依然发挥着很大作用。 

告诉学生，不必急于实现经济独立 

学校盼、家长盼，包括学生自己也都盼着尽早实现独立自主。那么，什么才

是真正的独立？ 

卢晓东指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应当是经济上的独立。然而，目前对于大

多数学生而言，在大学本科阶段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并不现实。 

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亨利·福特曾说：“人存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唯一的安

全感源自于他的知识、经验和能力的储备。没有这些，金钱实际上毫无用处。” 

在卢晓东看来，假期体验打工生活、课余勤工俭学无可厚非，但在上课期间

打工则另当别论。一方面，我们目前的社会根本没有为大学生预留如此多的兼职



岗位，一部分大学生不得不选择薪水低廉的兼职；另一方面，从时间机会成本的

角度来看，大学生在快餐店打一小时不足 10 元的短期工，倒不如把时间用在课

后“充电”、社团活动等方面，更不用提旷课打工有多么得不偿失。 

与其让学生以荒废学业为代价实现独立自主，不如教他们做一个有计划的理

财者。 

今年，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向新生发出录取通知书时，附带了一封“致新

生家长的信”，建议家长给孩子的生活费为 600 元。尽管在一些高校人士看来，

树立财产的约束观应当从中小学教育开始，并非大学的教育范畴，但校方鼓励学

生养成独立生活、独立理财的理念还是得到了社会上的认可。 

在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优秀大学生成长手册》一书中，作者戴夫·埃利斯提

出了一则简易而熟悉的理财方法—记录新生一个月内所有的收入和支出。“只需

要保证随身携带纸和笔，即便是不方便的时候也要记录。这样做的好处是把平时

漏掉的财务细节管控起来。对自己的收入和花销越清楚，就越能作出可以改变自

己生活的经济决定。” 

告诉学生，要迅速打开视野 

相比较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意识，更多的人认为，迅速打开学生的视野才是

入学引导的应有之义。 

在陆国栋看来，如今高校多以固定专业招生，学生入学后无论是学校层面的

培养方案，还是学生自身的理解，都呈现出过分强调专业分隔的倾向。 

专业分隔的倾向从国内高校入学指南上就可见端倪，一些高校的入学指南仅

仅是薄纸几页，内容多局限于对学生入学专业、学院的介绍。 

“从道理上来说，高校的入学指南应该非常厚，而且包罗万象。”卢晓东举

例，西方大学的入学指南对大学全部的课程、学术规范、生活规范、四年周期性

的安排都有重要的概览，周密而详备。 



“区区几页的国内高校入学指南，也暴露出当下整个教育制度的缺陷—新生

的入学教育变味为专业教育。除了少数大类招生的大学之外，不少大学在新生报

到伊始，缺少为学生提供一个开阔知识视野的机会。”卢晓东说。 

专业视野狭窄是扼制创新思维的“元凶”之一。基础教育进行的是收敛式教

育，如果到大学阶段还不解放学生的思维，为时晚矣。 

那么，要如何在开学环节上打开新生的视野？卢晓东认为，大学的特点是人

与人相接触的教育。在开学的场域中，应尽快建立师生间的交流，帮助新生建立

目标感。 

不少国内大学在师生、新老生接触上有了积极的探索，譬如北大元培学院为

10 名新生指派 1 名高年级学生担任新生辅导员，引导新生熟悉大学生活；浙大

连续多年举办“新生之友”活动，由各岗位的老师，每人负责联系一个寝室，与

新生交流学业、理想。 

陆国栋补充，通过不断交流沟通，还将引导新生学会选择，打破按部就班的

思维；逐步让学生找到兴趣所在，而非人云亦云。 

告诉学生，应该逐渐摆脱应试思维 

经历了 18 年的寒窗苦读，新生身上的最大问题莫过于基础教育留下的烙印。

“从高中的压力中释放出来，很多人会突然找不到方向。一种情况是过于放纵、

荒废学业，另一种情况则是继续应试思维。”陆国栋不无担忧。 

北京某大学数学系大二学生李华就是典型的后者。大一刚入校时，她拒绝参

加任何社团，没事就爱去图书馆自习室待着，答题爱较真儿，提起考试特别兴

奋……在同学眼中，她还在延续高中生活，中学期间养成的习惯一时改不过来。 

卢晓东表示，改变学生的应试思维并不是开学一朝一夕的事，可以说期待仅

仅在入学教育阶段得到快速解决是一种奢望。 

众多的课程中，第一学期或第一学年的新生研讨课（freshman seminar）显



得尤其重要。新生研讨课是引导学生思维转化的重要课程，中学阶段把知识看做

是固定的、答案唯一的知识，而新生研讨课的特点就是要求每个人都要参与讨论，

而非教师单方向传授知识。 

“新生研讨课将会给学生灌输新的学习理念。第一，前沿的科学家帮助学生

把知识视野拓宽；第二，研讨课形式上是师生很好的交流渠道；第三，课程可以

培养学生怀疑的精神和质疑的态度。”卢晓东说。 

陆国栋对此表示肯定，他同时提醒，单靠一个讲座、一门课不足以改变学生

的应试思维，“博士、硕士培养中的问题导向、项目驱动，其实应该早在本科阶

段就去这么做，本科阶段要多想办法加以改变”。 

专家观点：开学须体现学校个性 

开学是大学中重要的开始，而好的开始等于成功的一半。 

采访中，卢晓东指出，一方面，相比较国外大学的入学引导，国内大学入学

引导的系统规划尚且不足，尽管有一些常规动作，但缺少系统的分析和周密的规

划，我们的大学逐渐形成各自的传统还需要时间和努力。 

譬如，国外大学的入学教育一般为 7～8 天，而国内大学的入学教育有长有

短，建议设在正式开课前，延长到至少一周的时间。 

另一方面，开学典礼的个性化亟待加强。一所大学的开学仪式与另一所大学

的应该有着不同内容，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形成一所大学的个性。如今国内大学的

开学典礼过于雷同，是否能体现大学自身的特点值得每所大学的教育者深思。 

所谓开学的个性化，卢晓东举例说，中国人民大学今年提出的本科生教育改

革路线图中，计划给予每名新生导师 2万元额度作为请学生吃饭、参观博物馆等

交流学术思想活动的经费，为开学期间建立导师与新生的紧密关系提供了重要契

机和可能。“这种尝试与人民大学的学科特性挂钩，在中国是比较领先的观念和

举措，符合大学本质的意义。”（《中国科学报》 (2013-08-29 第 5 版 大学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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