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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学生数量

的急剧增加以及复杂的外部环境的影响，大学生

群体的组成结构、需求及特性出现了一些重要变

化。大学生，尤其是新生学习目标不明确、学习能

力欠缺、校园生活难以适应等现象明显增多。很多

国家通过重视和强化第一年教育或体验（First
Year Experience，FYE）来解决这些问题。FYE 以学

生发展理论为基础，强调学生的整体经验以及发

展需要，旨在通过一系列的学生学习体验，帮助学

生融入大学的学术环境中，以顺利实现从中学到

大学的过渡，并为以后的成功奠定基础。本文介

绍 FYE 发源地美国的情况，以期为我国大学开

展 FYE 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美国大学 FYE 的发展过程

在 1862 年莫里尔法案（the Morrill Act）的推

动下，美国教育史上首次出现大量学生涌入大学。
然而，很多入学者因为不能适应大学组织文化和

大学学习而中途辍学。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877

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形成了一种教师指导者制

度（a system of faculty advisors）。哈佛大学也在 1889
年建立了新生指导者委员会（a board of freshman
advisors）。[1]

20 世纪 40 年代以后，随着《军人调整法》（the
GI Bill）的颁布，大批不同层次的学生涌入大学，新

生教育得到进一步重视和强化。学校通过各种支

持服务，设法解决学生学业准备不足的问题。
现代意义的 FYE 运动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

80 年代获得发展的势头，盛行于 90 年代，并一直

持续到现在。[2]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高等教育从

大众化向普及化方向发展，校园内充斥着来自不

同文化、经济和种族背景的学生以及学习能力、学
业水平参差不齐的学生。尤其令人忧虑的是，在保

障学生学习自由的理念和制度下，这种多元化的

学生群体极易出现大量转、退学的问题。一些有识

之士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共识：要引导学生继续完

成学业并最终支持他们取得成功，就必须高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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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大学第一年教育。1972 年，南卡罗莱纳大学校长

托马斯·琼斯（Thomas Jones）在校内开设了以加深

师生沟通和新生适应性转变为目的的新生研讨

课。这也许是导致现代意义的 FYE 运动的最重要

事件。整个 20 世纪 70 年代，这种新生研讨课在南

卡罗莱纳大学经历了持续的评估，产生了积极而

显著的成果。当时的课程主任约翰·N·加德纳

（John N. Gardner）、首席学生事务主任查尔斯·H·威

滕（Charles H. Witten）以及课程评估专家保罗·P·
菲德勒（Paul P. Fidler），将南卡罗莱纳大学的101
项目（University 101 Program）发展为国家课程，[3]

其他学校纷纷借鉴和效仿这种新生研讨课模式。
在南卡罗莱纳大学国家课程 101 项目的推动

下，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在探讨和实施 FYE，以满足

学生的需要。1982 年，加德纳举办了一次关于新生

研讨课程的全国会议。这次会议获得广泛的关注

和深远的影响，因而随后又召开了一次议题更为

广泛的全国性会议。这就是始于 1983 年的一年一

度的 FYE 全国会议的缘起。1986 年，全美 FYE 研

究中心（the 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Fresh-
man- Year Experience，后改名为 National Resource
Center for The First- year Experience and Students in
Transition，即全美 FYE 与转型期学生资源中心）成

立，其使命是研究 FYE，出版和传播研究成果，推

广 FYE 的实践以及培训 FYE 指导者。[4]20 世纪 80
年代末，出现了半年刊的学术研究杂志和季度简

讯。同时，FYE 年度会议的主题也不断扩展。
综合分析相关研究的最新文献，美国大学

FYE 的研究与实践主要有如下一些方面的发展趋

势：一是从关注“教学生”转移到关注学生的“创新

学习”，鼓励教育工作者把学生学习看作一个整

体，竭尽全力“提高学习质量”，促进“学生学习和

成功”；[5]二是除了关注一年级学生的适应性转变

外，FYE 已越来越在引导新生专业选择、引领学生

涉足学术研究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美国提

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有效举措；三是 FYE 项目在大

学课程体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很多大学将 FYE
部分项目列入大学一年级的课程结构中，逐渐与

毕业要求联系起来；四是日益重视合作，加强卓越

学术中心、职业中心、多元文化办公室、性健康与

暴力预防处等校内机构的合作，发展学术管理者、
学生事务工作者和教师之间的工作伙伴关系，协

调校际之间的合作，加强与社区机构的合作，在更

广泛的领域里开展 FYE 活动。

二、美国大学 FYE 项目的实施

美国大学 FYE 项目种类繁多，各具特色。既

有入门性的，也有前沿性的、研究性的；既有大班

的讲座式的，也有小班的研讨课式的；既有课内

的，也有课外的；既有校内的，也有校外的。它日益

成为一个为大学一年级学生服务的综合教育计划

或“一揽子工程”，并通过新生研讨课群、活动、讲
座、工作坊和在线合作等多种形式，共同完成大一

新生教育目标。这里主要以新生研讨课和课外活

动为例来介绍 FYE 的实施情况。
新生研讨课不仅是 FYE 最主要的实施方式，

而且在 FYE 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

高。南卡罗莱纳大学的“101 项目”已连续 6 年被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评为“对大学一年级学生

最有效的项目”的第一位，成为促进学生成功的一

年级项目中“最有前景的项目”。[6]尽管不同大学的

新生研讨课各具特色，富有灵活性，但按预设的目

标和取向来看，主要有学术性转变研讨课和适应

性转变研讨课两大类。一般大学的新生研讨课以

引导学生适应性转变为主；研究型大学则以学术

性专题为主，以促进学生学术性转变。还有部分学

校则兼容两种形式。
学术性转变新生研讨课，首创于哈佛大学。它

源于应对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的挑战所掀起的教育

改革运动。据 2001 年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教学委

员会的调查结果显示，参与调查的研究型大学中

有 80%的学校开设了该类新生研讨课，其中 42%
的学校覆盖半数以上的大学新生。[7] 研讨课的班规

模不超过 20 人，一般是 15~18 人不等，哈佛大学

有的课程甚至只有 8 人。研讨课的主题大多引人

入胜，喜闻乐见。有跨学科的综合学习主题，有多

元化的并列主题，有学科知识框架的主题。研讨课

的主讲教师大多由著名专家、知名教授承担，哈

佛、耶鲁、麻省理工等一流大学，还推崇诺贝尔奖

得主上课。这种研讨课就是让新生在与名师的近

距离沟通中，共享科学发现的成果、经验和乐趣，

领悟人生、科学的真谛，培养追求科学、真理至上、
严谨治学和批判的精神，提高学生的学术能力和

研究能力，并“帮助学生选择今后的主修乃至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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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的专业”。[8]

适应性转变新生研讨课，是 1972 年南卡罗莱

纳大学为应对校园骚乱事件的举措之一，后来几

乎为每所大学所效仿。研讨课的班规模不超过 25
人，主要由受过训练的指导者开设（绝大多数为专

门的学生事务工作者、教育行政人员以及相关机

构的工作人员），还有相当多的研究生、高年级学

长提供同辈辅导工作。研讨课大部分主题是为适

应大学学习服务的，如规划高效的学习小组、学习

能力与风格、学术成功的秘密、有效的记忆工具、
建构学术自信心及抗逆能力的技巧，还有小部分

主题为适应大学生活服务，如性健康、校园安全、
压力管理等。通过研讨课的师生、生生多向互动，

学生掌握一定的学习、生活方法和技能，培养学习

兴趣，激发探究热情，培养团队意识，建立良好的

人际关系，并学会向合适的机构与人员寻求帮助

和未来发展的支持，以帮助新生更好地过渡到大

学，体验大学学习和生活，顺利完成学业，促进学

生成功。[12]

此外，美国大学的一年级课外活动也丰富多

彩，这些活动的开展有利于新生了解大学的理念

和使命，感受大学、社区的文化氛围，尽快地融入

大学的学习与生活，完成从中学向大学的转变。FYE
活动和学校特色与传统、社区风格等紧密地联系

在一起，这里主要介绍俄亥俄州立大学几种最有

影响的活动。一是学校新生欢迎仪式。所有新生和

转学学生聚集在著名的圣约翰广场上聆听学校高

层人员的迎新讲话，了解大学的传统和使命，开始

大学之旅。二是俄亥俄州人的民间欢迎仪式。在冬

季和春季学期举行，为新生提供欢迎和交友的聚

会，并有利于新生与大学管理者、高年级学长以及

其他俄亥俄州人见面，进一步了解大学传统。三

是杰出讲座系列。每年邀请该年度在科学、艺术和

政治领域的杰出人物给新生作讲座。四是领导能

力发展计划。该计划为期一年，为新生成为未来的

大学和社区领袖提供学习和训练机会。五是可供

选择的春假。FYE 中心与俄亥俄州联盟合作，为新

生特别提供在哥伦布以外的其他城市为期 1 周的

旅游和社区服务活动。六是 ALDPES 活动（Alpha
Lambda Delta and Phi Eta Sigma）。ALDPES 是建立

在学术卓越、领导、服务和社会活动传统基础上

的、提供给一年级学生的国家荣誉。只有那些在第

一年累计或平均学分达到一定标准且成绩排名位

居前 20%的优秀学生方可参加。一旦加入，学生即

成为其中的终身会员。[10]

三、美国大学 FYE 发展的支持与保障

1.大学外部的支持与保障

在美国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尤其

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以及“始终对国家存有戒心，人

们更加信赖自发的民间组织”[11]的文化传统，使得

人们更多地依赖民间组织来解决问题。受这种传

统影响，给美国大学 FYE 发展提供支持与保障的

机构也多来自校外的民间组织。
全美 FYE 和转型期学生资源中心自建立以

来，采取各种富有成效的积极措施，不断拓展自

己的职能，是促进美国大学 FYE 发展最强大的支

持和保障力量。一是每年举办一次全国 FYE 会

议，且不断地扩展会议主题。例如，2010 年的会议

主题包括强化并使新生研讨课制度化、加强评

估改善 FYE、研究新生学习、考察社区学院的新生

学习计划、加强学术与学生事务的联系、加强和改

进校企合作和社会服务创新、发挥充满活力的学

习团队的作用、改善学习和职业指导，等等。[12]二

是自 1988 年开始和其他国家合作举办国际 FYE
会议，从国际视野上吸取 FYE 的研究成果和实践

经验，更好地为本国服务。三是出版学术研究杂志

《FYE 与转型期学生期刊》和季度简讯，资助出版

专题著作，发行 FYE 指南和相关书籍，推动 FYE
实践工作和理论研究的发展。四是通过（教师）培

训班、专题研讨会等活动来提供实践与理论研究

的信息和思想交流的平台，互通有无，相互吸收相

关成果和经验，提高 FYE 专业化水平。五是设立

专项奖学金，奖励 FYE 成就显著的个人和学校；启

动专门的研究资助基金，激励 FYE 研究以及相关

领域研究。六是接待访问学者，扩大对外交流。七

是充分利用网络，建立、管理网站以及提供电子

名录服务，使相互沟通更便利，资源共享更可行。[13]

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委员会也对研究型

大学开设新生研讨课，为促进 FYE 的发展发挥了

重要的推动作用。1998 年，该委员会发表了著名

的《博耶报告》，建议重新设计一年级教学，开设新

生研讨课，为新生发展提供新动力。另外，1999 年

成立的大学一年级政策中心（the Policy Center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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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Year of College）与全美 FYE 和转型期学

生资源中心合作，致力于 FYE 评估程序和评价工

具的开发与传播，设立 FYE 卓越项目基金，为 FYE
项目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支持。政策中心

还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高等教育研究所合作，

一起研发实施“你的大学一年级年度调查”。美国

大学学生事务组织也经常召开相关会议，交流和

分享有关 FYE 的资料和信息。这些校外民间组织

及其相关活动，对创新和发展 FYE 产生了积极而

重要的影响。
2.大学自身的支持与保障

美国大学内部具有健全的组织和管理系统。
绝大多数学校都设置了专门的 FYE 中心，设有中

心主任和专门工作人员。该中心协调全校各个相

关职能部门和教学部门，与这些机构合作，全面权

衡、计划、组织、安排、实施各种 FYE 项目。例如，

由来自教学第一线的不同专业的知名教授和专家

组成新生研讨课管理委员会，通过调研，了解学生

的需求和教师的意愿，根据学生的发展需求和教

师的实际情况来设置研讨课；负责监管、评估研讨

课的研发、组织、教学情况，并根据监管、评估结果

来确定哪些研讨课要取消或增设，等等。还有少数

大学设置专门一年级学院（First Year College），

所有 FYE 项目都在其中开展。在大学第一年结束

时，学生对自己和大学都有足够的认识，并能对自

己的前途作出明智的决定。
同时，美国大学还特别重视为 FYE 指导者

（包括教师、大学高年级学生及研究生）提供各种

研讨班和培训。指导者水平高低是 FYE 成败的关

键，每个学校都很重视采取相关举措来提高指导

者的水平。例如，南卡罗莱纳大学给参与 FYE 的

指导教师提供一系列的研讨班，每年举办两次教

学经验研讨班，教师必须参加该研讨班才能获得

最起码的资格；还有教学大纲编写研讨班和教师

会议，等等。通过上述活动，教师在一起交流思想，

相互学习，合作研讨，共同促进 FYE 的提升。另

外，所有参与 FYE 指导工作的学生都要在春季学

期参加同辈领袖研讨班和研究生领袖研讨班。参

与指导 FYE 的所有同辈领袖、研究生领袖、教师

必须一起参加团队建设研讨班，与会者一起交流

思想、共享资源，共同确定有效的战略、模式与方

法，以更好地实现 FYE 的目标。[14]

此外，美国大学还提供专项 FYE 财政资助。
例如，俄亥俄州立大学规定，教师新开发一门新生

研讨课，最初提供 2，500 美元酬金，其中 1，000 美

元用于课程发展，后续每年给该研讨课提供 1，500
美元资助。[15]

四、美国大学 FYE 对我国大学教育的

启示

美国大学重视大学第一年教育以帮助学生在

整个大学阶段乃至今后的职业生涯中走向成功的

经验，对于改革和发展我国的大学第一年教育，具

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1.重视和加强大学第一年教育，促进学生学术

性转变和适应性转变

大学教育是基础教育通向终身学习的重要阶

段。与中学学习相比，大学的组织文化、学习目标、
内容与方式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学生的角色及其师

生关系等也与中学有很大的差异。大学第一年又

是学生学习、学术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转折时

期和关键阶段。大学第一年教育能否适应新生转

型和过渡的要求，将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到学生

能否顺利融入大学，并进而关系到学生学习目标

的确立、潜力的发挥乃至终身的职业发展。因此，

大学第一年教育至关重要。特别是随着我国高等

教育大众化的纵深发展，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进

入大学，加之大学所处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大学

新生群体在从由中学到大学转型的适应与探索过

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日益繁杂多样。如何及时有效

地解决这些问题，已成为学生和大学的当务之急。
2.整合和改革现有的入学教育和学生指导活

动，加强课程形式的大学第一年教育，创新教育内

容与方式

反思我国大学的新生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

还只是一种简单的入学教育，未能从根本上解决

从高中向大学过渡以及后续大学学习、生活所面

临的种种问题，影响了学生的有效学习和成功发

展，必须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就是整合现有的入

学教育和学生指导活动，加强课程形式的大学第

一年教育和体验的探索，创新教育内容与方式。
当前，尤其要重视新生研讨课等课程形式的大学

第一年教育。美国新生研讨课的经验表明，新生研

讨课能够为大学 4 年的学习提供新的体验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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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近年来，我国虽有清华大学等少数研究型大

学开设了以学术性转变为目的的新生研讨课，并

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总体来说，这项工作在我国还

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多种类型和形式的大学第一

年教育和体验课程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开发。
3.为大学第一年教育提供必要的支持与保障

我国不同于美国的市民社会，民间组织发挥

的作用很有限。因此，我国难以出现像美国那样的

民间机构给 FYE 提供更多的支持与保障，转而主

要靠政府提供。当前，我国政府除了在涉及人才培

养方案、培养目标等相关文件中提出大学一年级

开展军事教育的要求以外，没有对大学新生教育

提供明确的政策与财政支持。发展我国的大学第

一年教育，需要政府出台配套的政策并提供一定

的财政支持。
大学作为 FYE 的直接组织者和实施者，也需

要在机构、人员、财力、制度方面提供必要的支持

与保障。例如，建立专门的 FYE 中心，统筹全校的

FYE 项目；开展相关培训，增强学生工作人员的素

质与能力，提高专业化水平；激励本校优秀教师和

知名教授、优秀学长参与新生教育；给新生教育提

供专项资金，加大力度资助新的 FYE 项目，尤其

是新生研讨课；制定相关规章制度，使 FYE 项目

成为教学计划和人才培养方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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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的新生研讨课及其启示 

张红霞 

摘  要：美国高校的新生研讨课历史悠久，其目的是帮助新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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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研讨课的课程目标是适应新环境、转换学习方式、接触著名教授、

结识新朋友。今天美国的新生研讨课是适应性转换与学术性转换两种模式并举，根据学生的特点，各类学

校可以采取不同的模式或在两种模式中采取不同的侧重点。新生研讨课在教学内容、教学法、考核方法等

方面不同于专业课、普通引论课、大四顶峰课程等；其课程体系的逻辑也不同于通识教育课程。  
关键词：新生研讨课；课程体系；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批判性思维 

 

我国正在进行的本科教育改革已经从过去以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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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阶段的

任何改革举措都将牵涉到学校的每一个部门、每一位教

师的切身利益。正如美国 Rice大学校长 M. Gillis所言：

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心理上，改革大学的校级课程体系都

像是迁移墓地[1]。这是因为校级课程体系是一所大学的

教育思想、教育目标的具体体现，是一所大学全体教师

主流价值观的反映。通识教育课程和新生研讨课就是这

样的校级课程的代表。 

从美国大学的经验来看，所谓创新人才培养是通

过贯穿本科四年的一系列结构严谨的课程体系来实现

的，而不是一门课或一场名人报告，其中包括以低年

级阶段为主的通识教育课程和新生研讨课程，大三阶

段为主的独立工作（junior independent work）和本科

生科研项目（undergraduate research project），大四阶

段的顶峰课程（capstone course）和学位论文等。“课

程”（curriculum）的概念在发达国家的本科教育中具

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经过长期的实践已经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虽然我国的教育环境和教育资源与美国

有很大不同，但对其原理和实践进行探讨无疑将有助

于我国的改革。本文将通过对美国新生研讨课的历史

渊源和现行实践的介绍，探讨其特点，以期对我国大

学正在进行的改革提供一点借鉴。 

一、新生研讨课的历史回顾 

探讨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本质不能不从它的历史出

发，尤其是对于那些存在认识分歧的社会现象。 

1．“新生教育课程”的前身 

美国高校“新生研讨课”（freshman seminar）的前
身是诞生于 19 世纪后期的“新生教育课程”(freshman 
orientation course)，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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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中期，哈佛大学在艾里奥特校长的倡导下，

在全校推行完全“自由选修制”。自由选修制无疑是教育

思想上的巨大创新，但由于一些学生选课的盲目性也带

来了负面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除了采取选修和必

修相结合及指定性选修外，新生教育课程也应运而生。

进入 20世纪后，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特别是其“以
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使新生教育课程蓬勃发展。1911
年，Reed College（西部文理学院）首先将新生教育课程
纳入本科课程体系，承认学分。随后许多著名大学如布

朗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等均开设了此类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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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小组研讨课”形式的引进 

“小组研讨课”（seminar）的教学形式起源于 19 世
纪初的近代第一所研究型大学——德国柏林大学，它是

一种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新型教学方式，但当时多限

于小班的、师徒式的研究生教育层次。在 20世纪初的美
国，小组研讨课也普遍应用于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教

学，但没有延伸到低年级或新生层次。 
1957 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激起了美国全面的教育

改革运动，以提高各级教育质量，尤其是学生的学术能

张红霞，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育科学与管理系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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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研究能力。在此背景下，1959年哈佛大学首创“新
生研讨课”以强化大一新生的学术经历，1963年正式列
入其文理学院的课程。 

至此，美国的新生研讨课可以分为两种模式：适应

性转换与学术性转换[3]；小组研讨形式的引进标志着后

者的出现，其主要教学方式是，在教授主持下，借助某

一师生共同感兴趣的问题，通过教授与学生之间、学生

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以小组方式讨论与探究。但人

类是一种极容易走极端的动物，美国人也不例外。至 20
世纪 60年代中期，适应性转换课程基本消失，而强调研
究与发现能力培养的学术性转换课程大量出现。 

3.大众化阶段的需求回归 

20世纪 60年代末，美国高校大规模扩招。进入 80
年代，由大众化带来的严重教学质量问题越发凸显，引

发了新一轮的质量控制运动。对于大量所谓“非传统学

生”、“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学习辅导和新生适应问题

成为教育研究界广泛关注的课题。因而“适应性转换型”

新生研讨课重新回到校园。 

1998 年，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教学委员会的报告
《重建本科生教育：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蓝图》建议研究

型大学开设以探究性学习（inquiry-based learning）为特
征的新生研讨课。该委员会三年后（即 2001年）的跟踪
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的研究型大学中开设学术转换型

新生研讨课的比例达到 80％，其中 42%的学校覆盖半数
以上的大一新生[4]。从目前各校网站上看，该类课程开

设的门数不等，普林斯顿大学 2009 年春、秋两学期共
75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2009年秋季约 80门。 

 今天美国的新生研讨课是适应性转换与学术性转
换两种模式并举。根据学生的特点，各类学校可以采取

不同的模式或在两种模式中采取不同的侧重点。近年来，

国际教育研究界对研究性教学问题、新生批判性思维发

展问题、新生适应问题、新生交友问题等进行了大量的

调查研究，为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 

二、美国大学新生研讨课案例分析 

下面以美国三所不同层次的大学作为案例进行分析。 
1.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该校是一所普通的综合性

大学，只有两个博士学位点。该校“新生研讨课的使命

是在第一个学期帮助新生从中学阶段向大学阶段转换，

了解学校的历史、资源和学习条件，以及帮助新生提高

学习技能，拓宽个性发展和多元文化视野。”新生研讨课

共有 3个学分要求，分为“普通研讨课”和“主题研讨
课”两类。普通研讨课主要关注学生的适用性转换，包

括阅读和计算能力训练，学会时间管理、对付压力、保

持身心健康，学会做笔记、查阅资料、参加考试、记忆

等，学会参与集体活动、合作学习等，熟悉学校环境与

学习实施、设备。主题研讨课则关注日常生活中的跨学

科问题，如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一些专业性的学术问题。 
在该校有关新生研讨课介绍的网页上，将建立同学

间持久的友谊放在课程开设目的的第一位。该校还将学

生以研讨课班级为单位安排在同一门必修的大课里，如

英语、历史等大班通识课程。进行这样的联系，是为了

帮助学生更好地建立起学习小组，甚至共同外出旅游的

小组，有利于学生结识新朋友。此外，网站上还非常具

体地列举了学习此类课程的好处：及早关注学术和个性

发展问题可以使大学阶段的学习更容易把握；你可以结

交 23位朋友（研讨课班级人数限制在 24人）；提高写作、
阅读和听力；了解学校。此外，网站上还引用了前几届

老生对此类课程的赞许之言以鼓励学生踊跃选课。总体

而言，该校的新生研讨课主要属于适应性转换的内容。 
2.加州大学。与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不同，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对新生研讨课的文字介绍既简明扼要，又反映

了高水平大学的特点：“新生研讨课为优秀的教师和低年

级学生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完全为自己而学的、探讨双方

共同感兴趣的学术性问题的机会。通过参与这样的研讨

课，学生将成为伯克利大学学术圈中积极、活跃的一员。

研讨课的成效取决于大家的按时出席和积极参与。与他人

分享观点是一种重要的学术能力，而这种能力只有通过实

际的课题讨论的操练才能获得⋯⋯学生对研讨课的选择

应该基于自己对某一课程问题强烈的好奇心的驱使。” 
伯克利分校的新生研讨课的形式灵活多样，既充分

体现了为新生服务的理念，同时又不乏学术深度。该校

有两类独特的课程计划值得推荐，一是“同读一本书”

（On the Same Page），教师和学生共同讨论一本近年来的
畅销书。2009 年秋季学期的书是《杂食者的悖论》，相
关主题涉及动物保护主义、环境保护、伦理道德、食品

安全、政治信仰等领域。而且，它不仅以一门新生研讨

课的形式出现，学校还组织相关主题的大班报告，邀请

作者与学生对话，指导有志于进行深入探讨的学生选修

相关高年级专业课程等。另一类课程计划是“思想午餐”

（Food for Thought），即学生和教授共进午餐、共同讨论
问题，诸如：您（教授）正在做什么研究？您是怎样成

为著名教授的？您怎样治学？您怎样看待人生的价值？ 
伯克利分校 2009年秋季正在开设的科学类课程“人

类的眼睛”，充分体现了新生研讨课不同于普通科学类

专业课程的特点。这是两周一次的 1个学分的课程，在
教师的带领下探讨人类眼睛及其附件的结构与功能。学

生们将在教师的指导下，使用标准的眼科仪器观察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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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眼睛结构，每位学生将获得眼睛虹膜的数字图像。有

关讨论题包括：为什么角膜是清澈透明的而巩膜却是白

色的？为什么虹膜是五颜六色的？眼中的液体究竟是什

么？它从何处来？又到何处去？头盖骨和眼周骨是如何

保护眼睛且又不妨碍它的活动？眼睛的附件如眼睑和眉

毛是怎样工作的，他们的功能是什么？眼睛是如何调节

焦点的远近的？这种调节功能为什么会因年迈而丧失？

隐形眼镜是什么原理？激光手术对角膜有什么影响？可

以看出，这门课不仅会受理科学生青睐，也适合于非理

科专业的学生。它不是系统的医学专业课程，也不是人

体生物学课程，而是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单一主题形式，

让学生学会观察——科学方法的基础，理解观察在科学

中的重要性，解释各个观察事实之间的联系——结构与

功能，从而初步体验形成科学理论的成就感。 
从网站上展示的课程内容看，著名大学的新生研讨课

非常注意培养学生的批评性思维和尊重不同观点的学术

态度，尤其注重培养学生尊重事实的学术品质。加州大学

圣地亚哥分校有一门非常有趣的课程：“神创论、创造科

学（intelligent design）与新达尔文主义进化论”。课程介
绍说：“本课程是帮助那些试图了解我们是怎样来到这个

世界的同学寻找相关证据的。此类问题没有所谓的‘正确

答案’；本课程的关注点在于各种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

的意义以及支撑这些观点的证据。至于本课程的具体教学

内容将在第一次课中和同学们共同商定。” 
3.普林斯顿大学。该校网站上的课程介绍与该校的高

定位是一致的：“在普林斯顿的四年里，你会发现新的观念

和新的知识领域，而最重要的是，你将经历一种学习的探

险。新生研讨课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引导你与一位教授和

小组同学一起，借助于大家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体验这种

激动和挑战。在新生研讨课上，你将获得一种独特的机会

在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情境下检验自己的观点、了解他人的

观点、熟识一位教授。几乎所有选修过新生研讨课的学生

都认为，这是他们在普林斯顿大学最好的学术经历之一，

而且在该课程上结识的朋友，具有最经久不衰的友情。” 
普林斯顿大学的新生研讨课深度大、视野高。如“大

选机器”（Election Machinery）一门课，以美国大选选票
统计方法为主题，通过对 200年来美国选举所用统计方法
的历史回顾，分析其中政治腐败的事件，探讨政治活动与

计算机发展的关系，讨论美国当前的选举及其计算方法，

以及不同国家政治体制与选举机制问题。尽管普林斯顿大

学课程内容具有较高的学术性、较强的跨学科性，但课程

主题和课程介绍语言紧扣学生的兴趣。该课程介绍的第一

句话很幽默：“你怎样知道在大选中你投的那一票一定会

被计算在内呢？”最后一句话则雄心勃勃、激励人心：“在

本门课上，我们将从技术的和政治的两个角度去探讨选举

机制问题，并探讨怎样使这个选举机器工作得更好。”再

如该校的“冷战”一门课，课程介绍文字以一句发人深省

的命题开始：“冷战对我们生活的影响要大于我们的估

计”。接着：“今天世界上这些主宰我们的机构：小到国家

安全组织，大到联合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甚至国际金

融组织，都主要是在冷战的框架下形成的。我们对国际关

系的理解方式同样也受一种无所不在的恐惧气氛、真真假

假的军事威胁所控制，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联合国总是采

取过分的军事行动对付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我们这门

课的新生们诞生于冷战结束后，而这门课教师却生于冷战

的开始。”这样的语言不是哗众取宠，而是让学生更准确

地选择自己喜欢的内容和教学风格的教师，同样，教师也

会获得欣赏自己的学生。 
另一门题为“物质世界”的课程介绍，看似普通自然

科学引论课，但实际不然：“物质存在于我们周围，也组成

了我们自己。由自然的地质过程和生物过程产生的物质在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我们还通过人工合成方法生

产出自然界通常不存在的物质。整个人类文明史就是物质

进步的历史；事实上物质形态的变化是人类进化的标志：

石、铜、铁等，今天则是硅。那么，物质究竟是什么？它

们是怎样形成的？它们怎样被使用？未来的物质又会是什

么样？本门课将在课堂上和实验室里回答这些问题。”在简

短地介绍物质的性质与其原子结构关系的知识后，课程介

绍接着说：“本门课的总体教学目标，是帮助新生了解通过

纳米或微结构设计和技术控制物质性质的过程。更具体地

讲，要让学生通过实验室亲自动手探讨将生物的方法应用

于技术创新上的问题。”显然，这是一门引人入胜的，跨学

科的，既博览基础知识，又直指学科尖端课题的学术转换

型新生研讨课程。相信上了这样一门课的学生，不会不热

爱科学技术，不会不激起创新的热情。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美国的普通大学新生研讨课以

学生的转换性适应为重点，而对于研究型大学而言，主

要关注于学术性转换。但无论哪类大学，都要以学生为

中心。研究型大学学生的学习能力强，当然学术性高、

跨学科度大的课程内容就是他们的需求。 
对于研究型大学学术性转换的课程内容，这里似乎

可以初步概括出几种值得推荐的类型：（1）跨学科的主
题。新生感兴趣的问题往往是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而实际问题往往是跨学科的问题，如“大选机器”。（2）
专业性的案例教学。以某一案例或课题为载体对普遍意

义的科学研究方法、过程和规范的深入浅出的讲解与学

生体验的结合，起到“一滴水见太阳”的效果，如“人

类的眼睛”。（3）综合类畅销书的阅读、讨论。畅销书的
主题往往是学科涉及面广泛的现实问题，学生参与面很

大。（4）类似于引论课的课程，但引而不露、深入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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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退自如，重点让学生尝试探究科学前沿问题的乐趣，

而且同时也获得了本学科的知识框架，如“物质世界”。

另外，对于高水平、有经验的教师，具体教学内容还可

以在教学过程中诞生或者视教学过程中学生学习的具体

情况而不断调整，如包容不同学派观点的课程“神创论、

创造科学与新达尔文主义进化论”。 
到此可以给新生研讨课下一个暂时的定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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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研讨课内

容和教学形式可以灵活多样，越是高层次的大学，教学和

考核方法越灵活多样，一般不用常规教材，考核方法多为

“通过”与“不通过”两级。学生参与程度是教学成功与否

的重要标志。总课时数一般小于 20，普通大学可以略多。 

三、对我国改革的启示 

美国的有关历史告诉我们，为新生服务是新生研讨

课的中心目的。那么，对于我国目前包括新生研讨课在

内的许多改革而言，在教师中建立全新的教育观是根本。

我国在近代没有自然出现让学生自由选修的事件，没有

发生过“以学生为中心”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在这样

的条件下要进行“跨越式发展”的改革是相当困难的，

因为教育观念的转变需要长期的过程。我们司空见惯的

新生教育内容主要是军训、思想政治教育、校史校规教

育。我们对学生手册上的“必须”、“不得”、“后果自负”

等强硬词语习以为常。而新的教育观要求教授建立与学

生平等的关系，不以大师自居、不以管理者自居。 
为新生服务不仅是新生研讨课的中心目的，而且为

了这个目的，其教学内容、教学法、考核方法等与常规

课程也非常不同。第一，新生研讨课不同于全面展示名

教授学术水平的专业课，要重视学生提出问题，突出研

讨课的性质。第二，不同于系统传授专业基础知识的普

通引论课，重点不在于厘清学科线索、基本知识、基本

理论，而是关注基本问题，以实际问题（往往是跨学科

的）而不是学科理论体系为线索。第三，不同于培养专

业研究能力的大四顶峰课程。大四顶峰课程是鼓励学生

将前三年所学的知识综合运用于一项研究课题，进行实

战训练。第四，不同于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新生研讨课

的主题和内容视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兴趣而定，学术自由

在这里得到最好的体现，而不像通识课程体系要考虑不

同学科的完整覆盖面、不同课程之间的互补性结构等。 
简要地讲，新生研讨课的课程目标是适应新环境、转

换学习方式、接触著名教授、结识新朋友。美国大学将“交

朋友”作为新生研讨课重要目标之一的原因大致如下：第

一，该课程的教学方法比其他课程更加强调学生之间的合

作与互动，因此提供了更多的交友的机会；第二，该课程

人数比其他课程要少，学生容易有深入接触的机会；第三，

由于以学生的问题为中心，学生展示自己个性特点的机会

就多，因而有利于找到知己；第四，选择不同的课，实际

上已经将不同兴趣的学生进行了分类，这比必修课上的同

学关系更近；第五，也许是最主要的一条，美国大学普遍

实行一年级不分专业的通识教育模式，新生没有专业归属

感，所以更需要结交朋友。因此，在我国已经推行通识教

育的大学，这一点也应该引起重视。 
由于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种种问题，学生在学习方

法、独立思考能力、学术观念、学科概念等方面存在较多

缺陷，所以，对于我国大学新生，批判性思维和质疑精神

应该是新生教育学术型转换的重点内容。同时，加强对学

科性质和课程体系、结构的介绍和选课指导服务也非常重

要。引导新生了解大学的组织和管理，帮助学生了解大学

四年通识教育和专业课程等总体培养计划，知晓各年级课

程开设的意义及其先后次序的逻辑是为新生服务的重要

内容。而且，正如斯坦福的副教务长 John Braveman 对开
设新生研讨课的意义所阐述的那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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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此外，课

程介绍要以课程目标、教学方式为重点。教学内容要有弹

性，要从学生的角度进行表述，让学生能够准确判断是否

合适自己的兴趣；要明确学生参与的方式，暗含有与专业

引论课、大四“顶峰课程”等差异的信息。 
[本文系 2009 江苏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的

中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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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研讨课（Freshman Seminar），在美国大学和学院中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

是美国本科教育中的一类特色课程，在大学本科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至于在一

些学校甚至被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筹划和组织。国内已有学者对美国哈佛大学等著名

研究型大学的新生研讨课进行过相关介绍和探讨，[1] 笔者认为美国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的新生研讨课也很值得关注，这不仅是因为美国的文理学院和研究型大

学都是富有声望的学校，[2] 还因为顶尖的文理学院被认为是美国“本科教育的最好典

范”，[3] 因为它们在本科教育方面有很多优秀的、独特的、值得效仿的做法，[4] 而大

一新生小班研讨课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做法之一，在学生的大学四年生活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本文将以美国麦克莱斯特学院（Macalester College）为例，结合笔者在该校

的实地调研，对该校的新生研讨课的特点进行剖析，以期对我国大学本科教学改革提

供参考和借鉴。

一、美国新生研讨课的历史与现状

早在1900年之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哈佛大学就建立了大学新生导师制。1882

年，位于肯塔基的里学院（Lee College）开设了第一门新生小班研讨课。1911年，里

德学院（Reed College）开设了第一门有学分的新生小班研讨课。1925年，艾默里大

学（Emory University）专门为大一学生安排了新生周（Freshman Week），帮助学生

了解大学生活的各个方面。但这类课程随后的命运却是坎坷不平。20世纪30年代末，

由于教师们反对给那些教学生如何适应生活环境的课程学分，大多数此类课程于是不

得不中止。到20世纪60年代，这类课程几乎全部废止。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有一

批教育者强调要注意大一新生所面临的困境和需求，认为高中毕业生尚不知道该如何

顺利度过大学生活，他们有必要在刚进大学时就掌握恰当的技能。例如，大学新生需

要适应大学环境，需要与指导老师建立有意义的关系，需要了解如何选课并注册、如

何参加考试、如何规划自己的专业，等等。他们还需要知道该如何学习、如何管理时

间、如何利用大学的资源，等等。南卡莱罗纳大学的加德纳（John Gardner）在了解到

大学新生的这些需求后，一心致力于帮助大一学生。他将大一新生的需求再次提到人

美国文理学院
新生研讨课的特点及启示
——以麦克莱斯特学院为例

王春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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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面前，引起人们的重视。他最初的建议是，让大学一年级新生聚在一起通过小型研

讨会的形式来学习如何成为成功的大学生。加德纳的热情和努力，在国内外掀起了提

高大学新生年质量（Freshman Year）的运动，即“大学一年级体验”（Freshman Year 

Experience）。

如今，在美国，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大学，无论是四年制还是两年制的中学后教

育机构，都提供专门针对新生的课程或项目。大学新生政策研究中心（Policy Center 

on the First Year of College）在2002年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在美国经过认证的四年制

大学和学院中，有94%的学校至少向部分学生开设大学一年级小班研讨课，超过一半

的学校为90%甚至更多的大学一年级学生开设此类课程。[5]

这种专门针对新生的特点和需求而开设的课程，其称呼、表现形式、具体内容和

受到的重视程度在美国是因校而异的。有的学校将这类课程称为“大一课程”（First 

Year Course），有的叫作“新生体验课”（First Year Experience），有的叫作“大一

研讨课”（First Year Seminar），有的则叫作“新生研讨课”（Freshman Seminar）。

新生研讨课在不同学校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课程内容，它可能是新生入学教育的拓

展，也可能是学术性较强的小型研讨课；它可能聚焦于教师的某一特殊研究领域或体

现交叉学科的主题，也可能是由某些学术系或专业学院开设，目的在于向学生介绍一

些专业或职业的期望和要求。新生研讨课在有的学校可能是所有新生必修的课程，也

可能只是新生选修项目。

不过，尽管称呼和表现形式各异，美国大学和学院普遍开设新生研讨课的主旨

却是一致的。即向大一新生提供一些必须的信息和策略，以提高新生的保持率，同时

促进他们在学业或社交生活中的成功。具体而言，这类课程关注学生从高中到大学的

过渡，强调大学教育的价值，重视培养学生的学习方法和时间管理能力，帮助学生了

解大学课程及各种专业和职业。有的课程则更为全面，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考能

力，注重教学生发现和利用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有的课程则是将学习指导、课程

注册以及个人发展规划等融为一体。

综上所述，如今美国大学和学院的新生研讨课是一项由大学教师、学术行政人员

以及学生事务工作人员共同参与，把大学一年级学生放在学校优先考虑地位的工作。

其重点是提高大学一年级学生生活质量，其总体目标是帮助学生顺利度过大学第一

年，进而提高一年级学生的保持率及将来的毕业率。

二、麦克莱斯特学院的新生研讨课

（一） 麦克莱斯特学院简介

麦克莱斯特学院创建于1874年，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州府圣保罗市，是一所私

立四年制本科院校，也是一所典型的文理学院。该校共有1920名学生（包括31名非全

日制学生），其中国际学生约占12%。另有157名全职教师，55名非全职教师，学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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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比例是11:1，94%的全职教师拥有博士学位或其专业领域的最高学位。[6] 该学院

具备以下特点：坚持博雅-文理教育传统、以本科教育为主要任务、保持小规模、强调

优秀的教学、实行住宿制和选择性极强的招生制度。[7] 

麦克莱斯特学院有着自己独特而鲜明的使命：致力于成为一所卓尔不群的文理学

院，在追求学术卓越的同时，尤其重视国际化、族群多元化和服务社会。该校将教育

视为一种彻底的转变经历，致力于通过全校有着各种文化和背景的师生员工的努力与

合作，通过营造一个学习者共同体，使所有的人都有可能在个性上、人际交往方面以

及智力上有所转变和发展。笔者在该校的实地调研中发现，麦克莱斯特学院的使命已

渗透到学校的方方面面，从其新生小班研讨课就可见一斑。

麦克莱斯特学院认为，由于到该校学习的学生有着不同的经历与期望，许多人对

文理学院和博雅-文理教育仅有模糊的概念，为了帮助学生在麦克莱斯特学院成功度过

大学生活，很有必要在第一学期给予新生额外的指导，以帮助他们理解并适应学校的

教育理念和学校对学生的要求。因此，学校开设了“大一新生小班研讨课”来帮助新

生顺利从高中过渡到大学，尤其是让他们适应文理学院的教育模式，了解麦克莱斯特

学院对学生的期望和要求。该校特别强调，所有的新生小班研讨课都须重视培养学生

具备大学水平的写作能力和运用图书馆做研究的基本技能。

（二）麦克莱斯特学院大一新生小班研讨课的特点分析

2008年秋季学期，麦克莱斯特学院共开设了31门新生小班研讨课，开课单位涉及

到学校21个系，其中有22门课程的教师特意要求宿舍生活管理部将本班学生的宿舍集

中安排在宿舍楼的某个区域，以便于学生在课堂内外的交往与交流，为建设一个真正

的学习-生活共同体创造条件。

麦克莱斯特学院的新生研讨课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课程目标明确，重点突出

麦克莱斯特学院明确规定了新生研讨课的目标：一是向学生介绍至少一个学科

领域或交叉学科领域的关键探索方法。二是帮助学生掌握大学水平的写作能力（包括

学会打草稿、反复修改，学会正确使用索引等），掌握使用图书馆进行研究的技能。

三是帮助学生适应麦克莱斯特学院的学习要求。四是建立师生之间的联系，使导师在

一开始就能对学生有所了解。并为有着相同兴趣和经历的学生提供支持性的共同体氛

围，使他们更好地过渡到大学生活。[8]该课程的重点是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

2. 班级规模小

学院将班级规模严格控制在16人以内，确保所有大一新生都能注册到一门新生研

讨课。麦克莱斯特学院明确规定：大一新生小班研讨课是学生必须在大学第一个学期

完成的课程。学生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在开学前就可以在网上选课，每人可以填

报四个志愿。小班教学有利于师生之间和学生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有利于教师给予学

生足够的关注和个性化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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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任课教师热爱学生，热爱教学，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新生研讨课的任课教师中既有资深教授，也有新来的年轻博士，他们未必都是

名师，但一定都是热爱教学、擅长教学、喜欢和学生打交道的教师。当然，文理学院

在招聘教师时就尤其重视考察候选人的教学能力，这与文理学院以本科教学为主要

任务、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是一致的。此外，由于大一学生在新生研讨课上的经

历不仅会影响到他们将来是否转学，还非常可能影响到他们今后的专业选择和职业倾

向，因此，新生研讨课的教师在某种意义上还充当着本系科或本专业的“代言人”角

色。在这种情况下，各系在确定授课人选时也更加谨慎。

4. 任课教师集讲师、学者、导师、朋友等多重角色于一身

新生研讨课的授课教师同时是班上16个学生的导师，他们不仅要负责指导学生

的学业，还要对他们的大学生活提供咨询或指导。考虑到教师指导的学生人数不宜过

多，各系一般会安排教师轮流开设新生研讨课。学生在大二或大三确定专业后，可根

据情况申请换导师。值得一提的是，文理学院有教师邀请学生到家里吃饭的传统。麦

克莱斯特学院要求并强调新生研讨课的教师至少要请本班学生到家里而不是到餐馆去

吃一次饭，并提供相应的经费支持，目的是减轻学生在新环境里的陌生感，拉近师生

间的距离，增强学生的归属感。而平时教师在办公室用咖啡或茶招待学生就更不足为

奇了。此外，学校规定教师每周必须留出足够的时间来为学生答疑或提供咨询。

5. 教学过程以学生的学为中心，强调学生的参与和融入

学院尤其重视对学生的阅读、写作和表达等基本能力的训练，重视培养学生的批判

性思维能力；教学方式以研讨和讨论为主。作业数量和质量要求很高，教师对作业的反

馈及时并且认真；课程考核尤其重视学生平时的表现，从制度设计上防止学生“平时不

烧香，临时抱佛脚”。 [9]

麦克莱斯特学院的新生研讨课特别重视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这一点给人印象非

常深刻。该校规定，无论是人文社会科学类的课程，还是自然科学类的课程，在新生

研讨课上，教师至少要布置一项写作性质的作业，而且，教师不仅要对学生的写作内

容，还要对本学科的写作文体和写作方法进行指导。为了确保学生写作水平的提高，

一项写作任务可能会贯穿于一个学期的始终。例如，历史系某教授要求学生从完成初

稿到提交定稿，师生之间至少要有三个来回，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会对学生的写作提

供详细的书面反馈意见，学生则须根据教师的意见修改作业，如有不同意见，可随时

与教师沟通。如此一来，学生最后提交的作业，实际上是经过反复修改后的比较完

善的作品。麦克莱斯特学院希望学生通过这样的写作训练，学会打草稿，学会修改，

学会研究和引用资源，学会形成自己的观点和论述，深入掌握某一学科特殊的写作要

求，同时遵守严格的学术规范。麦克莱斯特学院还很强调通过新生研讨课培养和提高

学生的学习能力（如批判性思考，发言、解决问题、讨论、设定目标），因为这是确

保学生大学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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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多部门合作，准备充分

新生研讨课从开始筹备到最后结束，需要招生部门、图书馆、教务部门、住宿

部门以及系主任和任课教师的通力合作，各个部门之间有及时且充分的沟通。尽管新

生研讨课程是每年秋季开设，但是授课教师早在春季学期就已作好课前准备。首先，

各系要将开设的新生研讨课程名称及授课教师的信息上报给学校教务部门；接着，教

务部门、注册部门和招生部门要向教师提供一些信息，帮助教师事先对新生的情况有

所了解；然后，由教务部门牵头，召集图书馆和学生学习提高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以及

所有新生研讨课的授课教师进行培训，旨在让大家进一步了解新生研讨课的性质、目

标、资源和具体要求，促进各个部门之间的合作，共同实现新生研讨课的目标。在秋

季学期开学之际，学校还特意安排新生研讨课的教师与学生及学生家长见面，旨在从

学期一开始就建立起师生之间的联系。

（三）新生研讨课的效果与意义

新生小班研讨课在麦克莱斯特学院既是一类特殊的课程，又是一类普通的课程。

特殊是因为其有着特殊的目标，普通是因为其教学过程体现了学校教学的常态。就是

说，在文理学院，小班教学很常见，教师普遍热爱教学，研讨课的教学形式也很普

遍。麦克莱斯特学院每年约开设700门课程，其中，66%的课堂规模小于20人，14%的

课堂规模小于10人，最小的课堂规模是5人，平均课堂规模是18人。不仅新生研讨课的

教师热爱教学，热爱学生，其他教师也同样热爱教学。换句话说，新生研讨课实际上

体现了文理学院重视教学、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

透过新生小班研讨课，我们可以管窥文理学院保持高质量本科教学的秘密之所

在。帕斯卡瑞勒等人曾经在美国13个州选取了16所四年制大学（包括5所文理学院、4

所公私立全国性研究型大学、7所综合性地方大学或学院），进行了为期三年的实证研

究。研究表明，与其他类型高校相比，文理学院有更出色的本科教育实践，具体表现

为：师生互动频繁、重视合作学习、学生投入到学习上的精力和时间更多、教师给学

生积极的反馈、教师对学生持有较高的学术期望值、学生接受的教学质量高等。[10] 这

些特点在麦克莱斯特学院的新生研讨课上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由于美国文理学院能够切实做到以学生为中心，重视本科教学，重视培养和提高

学生的学习能力，其毕业生成为美国许多著名研究型大学的研究生院所青睐的对象。

文理学院的校友中获得博士学位者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类型的大学。例如，麦克

莱斯特学院有近60%的学生在毕业后的6年里继续攻读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而这一比

例在文理学院中还不算特别高。

从麦克莱斯特学院的例子可以看出，新生研讨课不单是一门简单的大一必修课，

还是与学校的使命和教育理念密切相联的教育计划的一部分。麦克莱斯特学院的新生

研讨课所蕴含的教育教学理念，在美国文理学院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尽管不同学校

在具体做法上可能呈现不同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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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启示与建议

近年来，新生研讨课也成为我国大学本科教学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自2003年秋

季清华大学首次开设新生研讨课以来，[11] 我国许多高校陆续开设了类似的课程。例

如，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南京审计学院等都为大

一学生开设了新生研讨课。2009年秋季，南京大学采取了“三三制”教学改革，其中的

本科新生研讨课是该校本科课程改革的重点之一。虽然这类课程还不够成熟，但毕竟

是我国大学本科教学改革中的有益探索和尝试，与美国文理学院2000人左右的学生规

模相比，我国大学要在短期内普及小班教学还面临很多困难。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

以从美国文理学院的新生研讨课，特别是其中所蕴含的教育理念中获得一些启示。

（一）准确定位本科教育和教学，在教学活动中体现学校的使命

文理学院的新生研讨课不仅承载着学校的使命，还体现了学校对本科教育的合理

定位。麦克莱斯特学院无论是对课程目标、教学内容、班级规模的限定，还是对教师

角色的规定，都充分体现了学校的教育理念，即营造全方位的教育环境，以学生为中

心，把教学工作放在首位，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我国大学也有必要进一步明确

自己的使命，准确定位本科生教育在大学各项工作中的地位，还应在各项工作尤其是

教学活动中采取有效措施充分体现学校的使命。

（二）在教学活动中落实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

麦克莱斯特学院的新生研讨课体现了该校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从该校设置新

生研讨课的初衷，到开课前的周密筹备；从为学生安排导师，到鼓励教师邀请学生到

家做客，都可以看出文理学院始终是以学生为中心，一直在努力为学生的发展创造条

件。文理学院一方面对学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另一方面则尽力为学生提供积极的、

富有支持性的环境，以促进学生的成长。教学活动是大学校园里的主要活动之一，更

应该从细微之处真正做到“以学生为本”。

（三）注重教学部门、行政部门以及教辅部门之间的合作，营造全方位的教育环境

麦克莱斯特学院的新生研讨课颇受重视，它不是单纯的学术性课程，也不是简

单的新生入学指导，而是融二者为一体的课程，它不仅有行政教辅人员的倾心付出，

还有大学教师们的热情投入，而且得到了学校诸多部门的支持。透过新生研讨课，可

以看到，文理学院的各个部门通过明确的分工与紧密的合作，来营造全方位的教育环

境，致力于整合学生的教育经历。而从我国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教辅人员和教师之

间的配合现状来看，还很有必要进行更多的交流与实质性的合作。

（四）教师应更新教育教学理念，丰富教学形式，改进教学方法

从新生研讨课的课堂教学本身来看，教师无疑充当着重要角色。文理学院的教师

普遍热爱教学、热爱学生，注重更新教育教学理念，积极改进教学方法，重视和学生

的交流，重视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口头表达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认真对待学生

的作业，关注学生的个性发展。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投入到教书育人的工作中，归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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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底还是因为文理学院始终坚持以本科教育为主，以学生为本，把教学放在首位，重

视学生的个性发展与成长，并为此提供了各种制度保障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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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型大学新生研讨课的探索与实践 

——基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 U101 课程的启示 

阮啸  傅方正 

摘要:新生研讨课对于新生适应大学学习生活、开拓学术视野、转变思维方式、塑

造创新精神等有着积极意义针对研究型大学新生研讨课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借鉴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 U101 课程体系的做法,提出研究型大学新生研讨课

要将适应性转换和学术性转换结合起来,通过建立学习型社区,形成有效的教

与学“正循环”,促进本科教学质量的提升,推动高素质创新人才的培养。 

关键词:新生研讨课;学习型社区;研究型大学 

  

学生的学术能力和研究能力是研究型大

学人才培养的核心指标,也是研究型大学本科

教育改革的重要命题。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

美国研究型大学应对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要

求,建立了以学术性转换为主的新生研讨课体

系,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在国内研究型大学本

科教育中,开设新生研讨课己形成共识,但如

何准确定位新生研讨课,科学设计课程教育模

式,提高新生研讨课的教学质量,推动高素质

创新人才培养,是当前研究型大学新生研讨课

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新生研讨课在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

中的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以知识传授为主、依赖教师和

教材的教学模式占据大学本科教学的主流,致

使教与学脱节,传播知识与创造知识分离,创

新人才培养的效果不佳。《国家中长期教育改

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指出,“要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

论式、参与式教学,帮助学生学会学习”P

[1]
P。

对于研究型大学而言,新生研讨课立足于以问

题为导向和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教学模式,改

变了传统的教学方式,对建立与研究型大学相

适应的本科教学体系,提升高素质创新人才培

养水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新生研讨课满足了研究型大学学术性

转换的要求,帮助新生加快融入大学生活,养

成探究的学习习惯。经过激烈竞争进入大学的

新生,不同程度存在学习方式、人生发展方向

等不适应问题,要快速地实现从被动学习向主

动学习转变,形成正确的人生目标和科学的实

现路径,必须加强对新生的引导。新生研讨课

针对这些“适应”问题,提出通过小班研讨、

师生互动,团队协助等教学方式,引导新生在

较短时间内了解大学学习要求,掌握大学学习

方法,养成探究学习的习惯,从而加快融入到

大学生活,实现从中学向大学的顺利过渡。 

  2.新生研讨课提高了研究型大学课程的

教学质量,吸引新生参与到课常教学中,形成

良性的学习氛围。作为研究型大学,教学与研

究是并重的中心,而本科教学的质量直接影响

科学研究的开展,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单

一的课堂知识传授已难以追上知识遗忘的速

度,唯有掌握高效学习能力,才能立足于不败

之地,新生研讨课定位在培养新生的认知问

题、探索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上,激

发新生学习兴趣和探究激情,引导新生自主探

索知识,使课堂的教学更易于被学生接受,从



而形成研究性学习的良好氛围。 

  3.新生研讨课推动了研究型大学教育教

学改革,促使学校更加关注本科教学,“灌输

式”教学,其教学目标在于知识的被动接受,

因而极大地限制了创新人才的培养,要改变这

些弊端,就必须转变教育观念、教学方式和评

价标准,开展以研究为基础的学习。新生研讨

课利用环境、合作、交流等学习情境,发挥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教师

的教学组织者、指导者和促进者的作用,实现

了教学的变革。 

  二、研究型大学新生研讨课的现状与问

题 

  (一)研究型大学新生研讨课开设现状 

自清华大学 2003 年首次开设新生研讨

课以来,国内一些研究型高校,如上海交通大

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吉林大

学等高校先后设立面向新生的研讨课程。纵观

这些研究型大学的新生研讨课,突出学术转换

的适应性,崇尚学术研究的创造性,注重师生

之间的互动性,在引导新生加快调整角色状

态、适应大学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在课程内容的设置上,颠覆以教材为

依托的教学内容。研究型大学新生研讨课普遍

打破专业的界限,内容涉及众多领域和交叉学

科,关注专业学科的引导和前沿问题的探讨,

强调教师科研经验的总结、问题探究和经典赏

析等。例如清华大学开设的首批 31 门新生研

讨课,涉及文、理、工、管、法等各个学科,

突出学科导引和学科交叉,最大限度满足新生

对知识的不同需求。 

  2.在课程的组织形式上,强调以问题为导

向和以学生为中心。研究型大学新生研讨课在

组织形式上不同于专业导读和通识课程,其课

程容量一般控制在 10-30 人之间,保证课程的

实际效果；教学形式一般围绕某一专题,开展

小组讨论、经典名著阅读、实验观察等,便于

师生交流互动;学业评价一般以综合考核为主,

注重课堂参与表现。这种课堂组织形式,不仅

在课堂上创造了平等交流的机会,营造探究式

学习的氛围,而且激发新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

学习的热情。 

  3.在师资队伍的安排上,要求以高水平师

资为主要力量。研究型大学新生研讨课追踪学

术前沿、涉及交叉学科、体现问题意识,这就

要求任课教师具有广博的专业知识、较高的学

术造诣和高超的教学技巧,不仅能把研究领域

的问题讲清楚,而且能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对

此,各大学均安排了热爱本科教学、学术造诣

较高的知名教授担任。 

  (二)研究型大学新生研讨课存在的主要

问题 

  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新生研讨课在

受到广大新生追捧的同时,在课程建设中也存

在一些不足,需要不断地调整完善。当前研究

型大学新生研讨课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教师的开课率不高。据统计,2009 年吉

林大学开设新生研讨课 30 门,浙江大学开设

66门,上海交通大学开设31门,而同期普林斯

顿大学春、秋两学期开设 75 门,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秋季开设 80 门P

[2]
P,究其原因,一些高校

的知名教授学者承担繁重的科研任务,要抽身

投入到新生研讨课的教学中精力难以保证,时

间成本较高；而青年教师处于事业上升期,教

学、科研压力巨大,难以开设满足教学要求的

研讨课程。 

  2.课程的覆盖面有限。从现有情况看,新

生研讨课覆盖的专业、学生人数都有限。例如

南京大学2009年第一学期开设的28门新生研

讨课,包含生命、环境、人文、信息、法学等

10 个学科,修读学生 650 人左右P

[3]
P。同期南京

大学招收新生3600人,仅20%的新生有机会参

与课程。而哈佛大学在 2009 年的新生研讨课

中,共开设了 129 门,开课学院涵盖商学院、工

程学院、医学院、法学院、教育学院、政府管

理学院等,修读学生 1307 人,同期招收新生

2100 人,62%的新生参与研讨课程P

[4]
P。 

  3.学生接受程度各异。新生研讨课对学生



的学习方式提出新的挑战。在中学阶段,他们

习惯被动地接受和吸收知识,而在大学阶段,

特别是在研究型大学,新生恰恰在主动性学习

上不适应,在师生之间的启发学习、学生之间

的互动学习上缺少必要训练,出现了显著的分

化。一些平时阅读量大、表达流畅、批判性思

维强的学生反映课程很好,收获很大;而另外

一些课前不预习、课上不提问、课后不交流的

学生则相对比较被动,对课程评价也较低。 

  4.政策引导不到位。由于教师的开课内

容、学生的上课方式、课程的设计形式都与传

统课堂的教学模式不一样,导致在教学评价方

式、教师业绩折算方式、课程建设经费等方面

发生变化P

[5]
P,对教学管理部门的政策引导和优

化提出新的要求。目前,有些高校将学生研讨

课放在通识教育课程中,与通识教育课程一样

评价；有些高校名义上由知名教授开设新生研

讨课,实际上是一些博士后、副教授来参与课

程讨论。究其原因主要是新生研讨课价值没有

得到充分体现,在教学观念引导、教学资源配

置、评价制度改革等方面学校缺少政策倾斜和

保障。 

  三、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 UlOl 课程的特

点及启示 

  南卡罗来纳大学在全美公立大学中排名

第55位,学术声誉全美排名第98位,是一所综

合性大学。其从 1972 年始创的新生研讨课—

—universitylOl课程项目(简称UlOl课程),

在全美大学中独树一帜,成为全美一年级新生

研讨课的模板,区别于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

学等研究型大学以学术性转换为重点的新生

研讨课,南卡罗来纳大学新生研讨课更加关注

新生适应性转换,着力加强师生沟通和交流,

帮助新生适应和发展大学生活,实现大学的角

色转变。 

  (一)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 UlOl 课程的特

点 

   1. 课程原则清晰，教学目标明确。U101 

课程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归属感，让学生清楚学

校、教师对其的期望，帮助学生理清发展方向、

意义和目标，提升批判性思维能力，实现学业

和个人发展的成功转型。在课程设置的原则

上，倡导学习氛围安全、温馨，有利于建立集

体关系；课程内容适合学生实际需求；课程体

验是主动的、参与式的、愉快的；课程教学方

法、任务指向一定教学效果，体现目标性；最

终帮助学生在挑战和扶持之间找到平衡， 建

立一种合作的教学模式。在教学目标上U101 

课程提出，要引导学生取得学业成就，让学生

学会在新环境中学习的基本方法、路径和规

则；帮助学生发现、加强与学校联系，尽快了

解大学校园，适应校园学习生活；培养学生的

公民意识，成为有责任的公民P

［6］
P。 

2. 课程内容多样，师资来源广泛。为了

实现教学目标，U101 课程在设计中有意增加

了适应性转换的教学内容。一方面，利用好新

生研讨课的指定教科书《转变》，为学生研习

课程提供学习索引；另一方面，选择一些特定

的书目，开设不同主题的课程内容，如学习技

巧和方式、校园活动参与、职业探索、性健康、

多元文化、高等教育目的和通识教育、社区服

务等，让学生接受全方位的体验。由于开设的

课程内容多样，U101课程的师资来源广泛。凡

是具有硕士以上学历，接受过完整的教学备课

训练，并得到部门领导和U101课程项目主管同

意的本校教员、职员和教育管理者都可以开设

新生研讨课，同时，参加过高级教师培训活动

和学生评价满意的还可以续聘任教。 

3. 提倡师生互动，推出学长计划。U101

课程的教师不仅来自各专业院系，还有学生教

学中心、职业规划中心、校园安全部门、校内

医院、图书馆、学生宿舍管理等机构的职员。

这些教师接受教学培训后，贴近学生的日常生

活学习所需，开设针对新生的学习辅导和适应

问题的课程，极大拉近了与学生的距离，形成

较好的教学互动关系。另外，学校还推出学长

辅导计划P

［7］
P，通过学长与新生之间的传帮带，

促进新生更加快速地适应、融入大学学习生



活。学校选拔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组成学长

组，担任U101课程助教，参与组织课堂讨论、

课外活动，开展一对一的辅导，作为一个正面

形象展现在新生面前。 

我们可以看出，无论在教学目标还是教学

内容、教学方法上，“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

理念贯穿于U101课程始终。通过新生研讨课程

的实施，较好地解决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的

教学质量滑坡问题，促进了教学质量显著提

升。 

（二）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U101 课程的

启示 

1．重新认识研究型大学新生研讨课。当

前，国内研究型大学正从教育扩招走向质量提

升的关键阶段。一方面，大批学子进入高等学

府，接受系统的高等教育；另一方面，国家对

研究型大学提出更高的战略要求。研究型大学

不仅要提升科研学术水平，还要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

本领过硬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因此，大学的新

生教学课程不但要教会如何开展学术科研，更

要教会如何成人成才。 

在美国大学的新生教育中，学术性转换和

适应性转换两类新生研讨课程比例相当。虽然

南卡罗来纳大学作为美国综合性大学，与哈佛

大学等研究型大学在新生研讨课中有不同的

价值取向，但是U101课程不得不说是一个成功

的、经典的新生研讨课案例。在U101 课程中，

课程目标、教学内容和学习方式被有效地衔接

起来，专业教师、行政人员、学长、新生被充

分调动起来，课堂教学和课外辅导被有机联系

起来，构建了良性的教育、学习和管理三者统

一的生态环境，对于国内研究型大学的新生研

讨课建设有着启示意义。 

国内研究型大学新生研讨课主要效仿美

国研究型大学的课程体系，以新生学术性转换

为主要目标，其优点是教学模式新颖，知识启

发性强，师生容易互动。但从新生研讨课的实

际运行来看，与国外研究型大学的差距也十分

明显，无论是在课程的数量、内容，还是在学

生的接受程度上，都没有达到预想中的设计效

果。尤其是国内研究型大学的学生受中学阶段

教育的影响，习惯于以教师和教材为中心的教

学模式，对于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还比较

陌生， 在教学参与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上明显

不够。因此，要让新生真正参与到新生研讨课

的教学中来，就应该放弃为研讨而开课的课程

建立逻辑，要把适应性转换和学术性转换两种

新生研讨课模式结合起来， 既培养学生正确

价值观，又促进学生的学业成功。 

2. 在新生研讨课中构建学习型社区。借

鉴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U101课程，在研究型大

学中有必要将整个新生研讨课作为一个“学习

型社区”系统建设。在这个系统内，首先建立

起良性的社会关系，使课程主体间保持良好的

互动状态；继而构建健康的学术关系，围绕某

一问题开展课程教学，形成一个共同的“学习

型社区”，促进师生间、学生间的学术交流、

分享和创造，从而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

让新生可以融入其中。 

从社区生成的基本要素来看，在这个

“学习型社区”中，有特定的人群——既

有教师、教员，还有新生、学长，构成大

学的关系圈； 有特定的空间区域——以新

生研讨课程为主的课堂内外（包括学生宿

舍、图书馆、医院等），形成特殊的社会

环境；有特定的社会关系——基于学术关

系的师生交流与互动，师生间可以平等对

话； 还有特定的文化——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育教学理念，学生不仅是教育的主动接

受者，更是教学的自主创造者。这样，只

要各要素越明确，“学习型社区”的模型

就越清晰，新生研讨课的成效也就越显著。 

笔者认为，在新生研讨课中引入“学习型

社区”的概念，突破了单一课程管理的概念， 

而是将新生研讨课中的教学、管理、服务等各

要素进行系统整合，形成一个有效的教与学

“正循环”，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和教学改革



的深入。 

3. 学习型社区建设的要素把握。 

（1）要把课程建设放在“学习型社区”

的重要位置。课程是学习型社区的基础。国内

研究型大学新生研讨课中，与学生密切相关的

生活、心理、情感等课程较少。而U101课程不

仅包括纯粹的学术性课程，还包括许多适应性

课程，正是这些不同课程内容，满足了不同学

生的需求，使课堂真正活跃起来。因此，在“学

习型社区”建设中，要扩大课程的涵盖范围和

内容选择。一方面要加强学术性课程的建设力

度， 除传统学科领域的前沿问题外，更应该

提倡交叉学科、跨学科的课程探索P

［8］
P，有效

激发学生的学生兴趣，打开新生的学科视野和

认知高度；另一方面也要增设适应性课程的内

容，可以通过开设《大学导论课》，将学业指

导、生涯规划、校园资源、学术文化等适应性

要素整合成课程，让新生明白大学的真正意义

和校园规则。 

（2）要发挥教师在“学习型社区”中积

极作用。教师是学习型社区的主体。在“学习

型社区”中，新生研讨课的教师不但有来自专

业院系，也应该包括教育管理人员和教育服务

人员。不仅要让大量的教授走上讲台， 与新

生共同探讨问题、启迪新知，而且也要让教学

管理、服务人员介入课堂，这样可以使新生更

加直观、生动地了解校园环境和生活，起到积

极的引导和调节作用。同时，还要加强新生研

讨课教师的培训力度。 

（3）要加强师生在“学习型社区”中的

互动。U101 课程能够经久不衰，关键是有了

师生互动，使得新生研讨课不仅仅帮助新生获

得了学习技巧，更增进了新生的校园体验，认

清了自身的价值定位，融入到完整的大学学习

生活中。要在课堂内推动师生参与课程的探

讨，在讨论、争辩、问答中拉近师生沟通距离，

催生师生之间的相互认同，找到归属感。要在

课堂外增加师生接触交流的机会和途径， 尤

其发挥学生宿舍在学与住一体上的优势，依托

宿舍管理部门和学生工作部门，共同组织、策

划各类面向生活的活动，如讲座、小型研讨课、

经验分享会等，把新生研讨课延伸到宿舍，等

等。 

（4）要为“学习型社区”提供强大政策

保障。针对新生研讨课政策支撑不足、管理机

制不全的现状，要加大教育教学改革和课程创

新的力度，为新生研讨课提供必要的政策保

障。要转变本科教学的理念和目标， 出台针

对性和指导性更强的课程建设指导意见，把握

新生研讨课的方向和原则。要鼓励广大教师开

设各类新生研讨课，在课程资源、课酬安排、

工作量计算等方面给予必要的倾斜，建立新生

研讨课的激励机制。要优化课程评估的体系， 

在评价课程教学效果的同时更加关注新生适

应性转换和学术性转换带来的实际成效，发挥

政策的引导效应。（阮啸，浙江大学海洋科学

与工程学系副教授，浙江杭州 310058； 傅方

正， 浙江大学助理研究员，浙江杭州 31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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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新生研讨课距今有１２０余年的发展 历

史。一直以来，新 生 研 讨 课 在 帮 助 新 生 从 高 中 向 大

学的社交（ｓｏｃｉａｌ）与学术生活的过渡，以及提高学生

的保持率与毕业率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根源

上讲，新生研讨课起始于综合型大学，但却最早在文

理学院中确 立 了 其 学 分 课 程 的 地 位。在 美 国，文 理

学院尤其是一 批 顶 尖 文 理 学 院，是 高 质 量 本 科 人 才

培养的一支重 要 力 量，对 这 批 学 院 新 生 研 讨 课 项 目

实践情况的了 解，可 以 为 时 下 我 国 正 在 兴 起 的 新 生

研讨课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新生研讨课的产生与发展

新生研 讨 课 最 早 于１８８８年 开 设 于 波 士 顿 大

学［１］，但最早 被 赋 予 学 分 是 在１９１１年 的 里 德 学 院

（Ｒｅｅ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新生研讨课的产生主要源于１９世

纪末期课程选修制度的盛行所带来的新生指导工作

需求的增加［２］。此时的新生研讨课是以新生适应课

程（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ｒｓｅ）的形式出现的，课程的核心

点是新生 的 社 交 与 智 力（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调 整 问 题，主

要为新生提供 适 应 新 环 境 的 信 息，以 及 选 择 课 程 的

信息［３］。教 学 方 式 上 多 采 用“研 讨 班”的 形 式。到

１９３０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美国大学与学院开设了

新生适应课程。由于研讨式教学对教师的高要求给

教师带来的不 适 应，以 及 教 师 对 是 否 应 该 将 其 纳 入

学分课程体系存有争议等原因，３０年代之后新生适

应课程逐渐减少［４］，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后期新生研讨

课几乎销声匿迹，直到７０年代后期才获得新 生，并

繁荣至今。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学生和大学管理者对于新生研

讨课的兴趣锐减。一方面由于学生本身的激进主义

倾向（ａｃｔｉｖｉｓｔ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使 得 他 们 对 这 样 的 项 目

不感兴趣。一方面由于“婴儿潮”的一代人到了升大

学的年龄，大学管理者享有前所未有的充足的生源。
然而，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生源减少却成为大学

管理者所面临 的 严 峻 挑 战，这 种 挑 战 重 新 刺 激 了 大

学管理者采取包括新生研讨课在内的各种措施来帮

助学生适应 大 学 生 活［５］。当 时，很 多 美 国 大 学 为 了

应对新生的高流失率，纷纷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构建

学习社区、加强学术指导、实施学校住宿项目，开 设

新生研讨课等 等，以 帮 助 处 于 过 渡 阶 段 的 学 生 更 好

地适应大学生活［６］。１９８８年，美国全国资源中心的

调查结果显 示６８．５％的 美 国 大 学 开 设 了 新 生 研 讨

课。１９９８年，博耶报告《重建本科教育，美国研究型

大学发展蓝图》发布，其中就新生研讨课程所提出的

相关建议成为各高校实践新生研讨课的一股强大推

动力，２００９年的 最 近 调 查 表 明，８７．３％的 美 国 大 学

都开设了新生研讨类课程［７］。
二、新生研讨课的两种基本模式

新生研讨课 有 两 种 基 本 的 模 式，即 拓 展 性 适 应

·１８·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研 讨 课 与 学 术 性（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ｏｎｔｅｎｔ）研讨课［８］。

１９５９年，哈 佛 大 学 首 次 试 点 开 设 新 生 研 讨 课

（Ｆｒｅｓｈｍａｎ　ｓｅｍｉｎａｒ），为 大 一 年 级 新 生 实 施 小 组 教

学，鼓励师生之间亲密、及早的接触。研讨课以学术

性专题为主，采用小班研讨，强调师生互动。新生研

讨课 实 行 仅 一 年 后，就 受 到 了 很 高 的 评 价，在 大 学

生中带来了学术与交流的热潮［９］。１９６３年，新 生 研

讨课正式成为哈佛大学本科课程的组成部分。成为

学术性新生 研 讨 课 的 开 端。１９９８年，博 耶 报 告《重

建本科教育，美 国 研 究 型 大 学 发 展 蓝 图》提 出，所 有

新生都应该有一门新生研讨课。研讨课的主题应该

能够促进与打 开 学 生 的 智 力 视 野，并 且 提 供 在 一 个

合作的环 境 中 通 过 探 究 来 进 行 学 习 的 机 会［１０］。该

建议为新生研讨课深深地注入了“研究文化”。
虽然从 根 源 上 讲 新 生 研 讨 课 是 一 种 适 应 性 课

程，但２０世纪末期的新生拓展性适应研讨课的发展

是源于１９７２年的一项教育实验。１９７２年，为了应对

１９７０年学生反对越战、社会不公以及校园问题所带

来的校园动乱，南卡莱罗纳大学开设了大学１０１（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０１）新 生 研 讨 课 程，主 要 的 目 的 是 建 立 学

生、教职员工及管理者之间的相互信任、理解以及敞

开心扉的 沟 通［１１］。由 于 在 实 践 中 展 现 出 的 积 极 作

用，该课程作为一种新生拓展性适应课程，成为其他

高校新生研讨课的一个模版。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

得以复兴的新生研讨课最初就是以此类课程的形式

出现的。这些 课 程 通 常 属 于 必 修 课 程，赋 予 相 应 的

学分。课程内 容 的 主 题 包 括 图 书 馆 的 利 用、学 习 技

能，以及大学生活适应中的性问题、毒品问题、酒 精

问题、个人价值、生涯咨询等等［１２］。
学术性研讨 课 不 同 于 大 学１０１研 讨 课，最 主 要

的差别 在 于 前 者 对 智 力（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内 容 的 强 调。
学术性研讨课 可 以 分 为 两 种 类 型，一 种 是 内 容 比 较

宽泛的“文 学 名 著（Ｇｒｅａｔ　ｂｏｏｋ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与

“社会问题（Ｓｏ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式研讨课，课程目标围绕

着学生交流技能的提高，尤其是批判性思维的发展。
一种是基于 论 题（ｔｈｅｍｅ－ｂａｓｅｄ）的 研 讨 课，这 种 研

讨课允许每名教师按照自身特殊的研究兴趣去开发

一门研讨课，使 得 师 生 可 以 更 加 集 中 性 地 参 与 到 深

入探究一个特？ㄖ魈獾墓 痰敝校纬棠勘暝谇罢

呋 ∩希 幼⒅匮  难 芯 磕 芰 Φ呐 嘌？［１３］。

２００９年美国全国最近的调查显示，拓展性适应研讨

课在所有新生研讨课中的总比例占到了４１．４％，呈

逐渐下降的状态。学术内容研讨课占到了３１．５％，
呈逐渐上升的状态［１４］。

三、文理学院新生研讨课项目实践

美国的一批 顶 尖 文 理 学 院，因 其 所 提 供 的 高 质

量本科教育而 广 受 赞 誉，其 中 部 分 学 院 设 立 了 正 式

的新生研讨课 项 目，将 其 作 为 实 施 一 年 级 本 科 生 教

育的一种重要载体。本研究依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

道２０１１年发布的美国文理学院的 排 名，选 取１５所

设立有正式新 生 研 讨 课 项 目 的 顶 尖 文 理 学 院，对 其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学 年 新 生 研 讨 课 程 的 开 设 情 况 进 行 相

关的统计分析。

１．样本介绍

１５所样本学院的学生数量、生师比以及课堂规

模的相关数据 均 属 于 各 校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学 年 期 间 的

数据。样本名单见表１。
表１　样本学院名单

学校 建校年份学生数量生师比 课堂规模

威廉姆斯学院 １７９３　 ２０００　 ７：１ ——————

阿姆赫斯特学院 １８２１　 １７９５　 ９：１ ≦２５（８０％）

斯沃斯莫尔学院 １８６４　 １５４５　 ８：１ ——————

明德学院 １８００　 ２４５０　 ９：１ 平均１６

卫斯理学院 １８７０　 ２３００　 ９：１ 平均１７－２０

波莫纳学院 １８８７　 １５００　 ７：１ 平均１６．５

鲍登学院 １７９４　 １７５０　 ９：１ ——————

卡里顿学院 １８６６　 １９９１　 ９：１
平 均１８，≦ ２０
（６１％）

哈沃福德学院 １８３３　 １１７７　 ８：１ ≦２５（９９．４％）

克 莱 蒙 特·麦 肯 纳

学院
１９４６　 １２８９　 ９：１ ——————

瓦萨学院 １８６１　 ２４００　 ８：１ 平均１７

斯密斯学院 １８７１　 ２５００　 ９：１ ——————

华盛顿与李大学 １７４９　 １７７７　 ８：１
平 均１６，≦ １０
（２５％）

格林内尔学院 １８４６　 １６００　 ９：１ ——————

贝茨学院 １８５５　 １７００　 １０：１ ≦２０（６８％）

　　各文理学院的学生数量从１１７７—２５００人不等，
生师比最低为７：１，最高为１０：１，且普遍采用小班教

学，体现 了“小 而 精”的 办 学 特 点。各 学 院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学年新生研讨课项目及开设门数分布见表２。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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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学年开设的新生研讨课项目及门数

学校 新生研讨课项目 开设门数

威廉姆斯学院 Ｆｉｒｓｔ　Ｙｅａｒ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Ｓｅｍｉｎａｒ －

阿姆赫斯特学院 Ｆｉｒｓｔ－ｙｅａｒ　ｓｅｍｉｎａｒ　 ２６

斯沃斯莫尔学院 Ｆｉｒｓｔ－ｙｅａｒ　ｓｅｍｉｎａｒ　 ４６

明德学院 Ｆｉｒｓｔ－ｙｅａｒ　ｓｅｍｉｎａｒ　 ５０

卫斯理学院 Ｆｉｒｓｔ－ｙｅａｒ　ｓｅｍｉｎａｒ　 ２７

波莫纳学院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ｓｅｍｉｎａｒ　 ２９

鲍登学院 Ｆｉｒｓｔ－ｙｅａｒ　ｓｅｍｉｎａｒ　 ３９

卡里顿学院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Ｓｅｍｉｎａｒ　 ３５

哈沃福德学院 Ｆｉｒｓｔ－ｙｅａｒ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ｓｅｍｉｎａｒ　 ２１

克 莱 蒙 特·麦 肯 纳

学院

Ｆｒｅｓｈｍａｎ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Ｓｅｍｉｎａｒ　 １７

Ｆｒｅｓｈｍａ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Ｓｅｍｉｎａｒ　 ２７

瓦萨学院 Ｆｒｅｓｈｍａｎ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Ｓｅｍｉｎａｒ　 ４５

斯密斯学院 Ｆｉｒｓｔ－ｙｅａｒ　ｓｅｍｉｎａｒ　 ２７

华盛顿与李大学 Ｆｉｒｓｔ－ｙｅａｒ　ｓｅｍｉｎａｒ　 １７

格林内尔学院 Ｆｉｒｓｔ－Ｙｅａｒ　Ｔｕｔｏｒｉａｌ　 ３７

贝茨学院 Ｆｉｒｓｔ－ｙｅａｒ　ｓｅｍｉｎａｒ　 ９１

　　开设的新生研讨课项目，除了直接以“ｆｉｒｓｔ　ｙｅａｒ
ｓｅｍｉｎａｒ”命名的项目外，还有其他命名的项目，直接

突出了其项目的侧重点与特色。威廉姆斯学院的新

生住宿研讨课的特点主要表现为选修该研讨课的学

生需要集体住 宿，便 于 将 课 堂 上 的 探 讨 更 好 地 延 伸

到课程之外。其他１４所学院中，新生研讨课大体分

为两种类 型，即 新 生 写 作 研 讨 课 与 探 究 性 研 讨 课。
前者主要致力 于 提 升 学 生 的 写 作 技 能，后 者 更 注 重

包括写作在内的多样化学习技能。新生研讨课围绕

“主题（ｔｏｐｉｃ）”来实施，每门课程都有一个主题，主题

主要是任 课 教 师 根 据 自 己 的 研 究 兴 趣 或 专 长 而 制

定。课程教学以“讨论（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为基础。

２．新生研讨课的开设目的

各学院新生 研 讨 课 的 开 设 目 的 既 有 差 异，也 表

现出一些共同点。具体内容见表３。
表３　各学院新生研讨课的开设目的

学校 开设目的

威廉姆斯学院

塑造学生在 社 交 与 学 术 生 活 上 的 相 互 联

系，帮他们了 解 学 习 的 意 义，引 起 他 们 对

融入大学生活的相关问题的争论，向学生

介绍比较性 的 学 习 方 法 以 及 学 校 的 智 力

资源。

阿姆赫斯特学院

向学生 介 绍 自 由 探 究（ｌｉｂｅ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式

学习，培养学生的学习技能。鼓励学生涉

足于一个不熟悉的领域，与教师和同学密

切合作探索新的思想。

斯沃斯莫尔学院
向学生介绍一种特殊的学习领域；发展学

生的学习技能。

明德学院
向学生介绍住宿式文理教育的价值，发展

学生的学习技能。

卫斯理学院

形成学生对 于 本 科 学 习 的 价 值、严 格 性、

抱负与回报的期望；形成对于智力探究极

为关键的思维技能与习惯；培养学生的集

体意识；让 学 生 及 早 与 教 师 进 行 亲 密 接

触，并体验通 识 教 育 的 个 性 化 教 学 方 式；

向学生展示 在 一 个 特 定 领 域 里 知 识 是 如

何构建的。

波莫纳学院
为新生全面、成功地参与学院的学习生活

做准备。

鲍登学院
帮助 学 生 认 识 从 事 认 真 的 智 力 学 习 的

意义。

卡里顿学院
向学生介绍探究学习的方法，发展学习中

所需要的批判性与创造性技能。

哈沃福德学院 提升学生的写作技能。

克 莱 蒙 特·麦 肯 纳

学院

人文研讨课 重 在 介 绍 个 人 与 社 会 和 世 界

之间的关系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写作研讨

课旨在加强 写 作 技 能 与 文 学（ｌｉｔｅｒａｒｙ）敏

锐性。

瓦萨学院 培养学生批判性阅读及写作的技能。

斯密斯学院
为学生今后 接 受 成 功 的 通 识 教 育 进 行 智

力技能应用的基础训练。

华盛顿与李大学 向学生介绍一个学习领域。

格林内尔学院
教会学生进行探究学习的方法，同时建立

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初始联系。

贝茨学院
发展学生的学习技能；塑造学生在教育过

程中积极参与的态度。

　　威廉姆斯学院的新生住宿研讨课主要是一种拓

展适应性课程，偏重于学生的适应性转换。其他１４
所学院主要属于学术性转换课程。目的主要涉及以

下方面。第一，提升写作能力，尤其是新生写作研讨

课。第二，向 学 生 介 绍 在 本 校 学 习 的 价 值 与 意 义。
第三，向学生介绍一个特殊的学习领域。第四，培养

学生在今后学 习 中 所 需 要 的 一 些 关 键 技 能，尤 其 是

探究学习的技能，为学生成功参与学术生活做准备。
第五，建立学生与教师之间的联系。在这些目的中，
各校各有侧重 与 选 择，但 均 会 致 力 于 对 学 生 或 多 或

少的学习技能的培养。学习技能分布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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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研讨课所培养的学习技能

学校 学习技能

威廉姆斯学院 写作

阿姆赫斯特学院
写作、量 化 技 能、科 学 推 理、口 头 展 示、辩

论，表演

斯沃斯莫尔学院

分析性思考，批 判 性 阅 读，完 整 学 术 论 点

的构建与展示，学术写作，信息能力，有效

利用图书馆，独立研究，与同伴的合作

明德学院

批判 性 思 考、阅 读、写 作、演 讲，跨 学 科 思

维，对知识的好奇心，信息能力，学术责任

感，将课程学 习 与 生 活 相 联 系，理 解 自 身

文化与多样性文化

卫斯理学院 批判性与创造性思考

波莫纳学院 批判性阅读、写作

鲍登学院
批判性思维 技 能，阅 读 与 写 作 技 能，利 用

图书馆进行研究

卡里顿学院 智力独立、批判性思维、反思能力

哈沃福德学院
批判性分析，构 建 完 美 的 论 点，撰 写 漂 亮

的文章

克 莱 蒙 特·麦 肯 纳

学院
写作与口头交流

瓦萨学院 书面与口头表达

斯密斯学院
写作、演 讲、图 书 馆 研 究、数 据 库 使 用、小

组学习、量化推理以及批判性思考

华盛顿与李大学 ——————

格林内尔学院 写作、批判性阅读、口头交流及信息能力

贝茨学院 写作、推理与研究技能

　　这些技能 中 表 现 出 一 些 共 同 点 或 核 心 点，如 写

作与口头交流，批判性思考，数量推理，信息利用，合

作学习，独立研究等等。通过对这些技能的培养，帮

助学生顺利实 现 学 术 上 的 过 渡，为 成 功 完 成 本 科 学

习打好基础。

３．新生研讨课的班级规模与开设学期

新生研讨课 均 采 用“小 班 化”教 学 形 式，规 模 的

限定从１２—２０人 不 等，平 均 规 模 为１５人。在 课 程

的开设学期上，分为两类，一类只在秋季学期开 设，
共有７所学院。一类在秋季与春季两个学期均有开

设，共有８所学院。各校班级规模及开设学期具 体

分布见表５。

表５　新生研讨课的班级规模与开设学期

学校 班级规模开设学期 学校 班级规模开设学期

威廉姆斯学院 １９ 秋季 哈沃福德学院 － 秋、春季

阿姆赫斯特学院 １５ 秋季 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 １５ 秋、春季

斯沃斯莫尔学院 １２ 秋、春季 瓦萨学院 １７ 秋、春季

明德学院 １５ 秋、春季 斯密斯学院 １６－２０ 秋季

卫斯理学院 １５ 秋、春季 华盛顿与李大学 １５ 秋、春季

波莫纳学院 １５ 秋季 格林内尔学院 １２ 秋季

鲍登学院 １６ 秋、春季 贝茨学院 １５ 秋季

卡里顿学院 １５ 秋季 － － －

　　“小班化”教学为学生与教师之间进行充分有效

的讨论创造了 一 个 亲 密 的 环 境，为 每 个 学 生 的 参 与

提供了充足 的 机 会。选 择 只 在 秋 季 学 期 开 设，保 障

了学生在一入 学 就 要 参 与 到 新 生 研 讨 课 当 中，以 尽

快实现向大 学 生 活 的 转 变。而 选 择 在 秋、春 季 学 期

均有开 设，则 给 予 学 生 更 大 的 课 程 修 习 选 择 的 灵

活性。

４．新生研讨课的师资配备

新生研讨课 的 任 课 教 师 来 自 于 不 同 的 学 系，每

门课程由一名 或 多 名 教 师 承 担，任 课 教 师 的 职 称 呈

现出多样化。具体的职称分布见表６。
表６　新生研讨课任课教师职称比例分布

学校 教授 副教授助理教授 讲师 博士后 其它

威廉姆斯学院 － － － － － －

阿姆赫斯特学院 ８０．６％１６．１％ ３．３％ － － －

斯沃斯莫尔学院 ５４．３％１９．７％ ２１．７％ ４．３％ － －

明德学院 ３９．２％２５．５％ ２７．５％ ７．８％ － －

卫斯理学院 ５０．０％１４．３％ ２５．０％ １０．７％ － －

波莫纳学院 ４４．８％１７．３％ ３７．９％ － － －

鲍登学院 ２５．６％３５．９％ ２５．６％ ５．２％ ７．７％ －

卡里顿学院 ４０．０％２２．９％ ３１．４％ ２．９％ ２．８％ －

哈沃福德学院 ４．８％ ９．５％ ８１．０％ ４．７％ － －

克莱蒙特·麦肯纳

学院
２７．１％２９．２％ ４１．７％ ２．０％ － －

瓦萨学院 ４４．４％３１．１％ ２０．０％ ２．３％ ２．２％ －

斯密斯学院 ６０．７％２１．４％ １０．８％ ７．１％ － －

华盛顿与李大学 １１．８％２３．５％ ４７．１％ ５．８％ － １１．８％

格林内尔学院 ３２．５％３５．１％ ３２．４％ － － －

贝茨学院 ４０．７％２５．３％ ９．８％ ２４．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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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有数据显示的１４所学院中，师资的分布呈现

三种形态。第一，教授占有最大比例的学校有９所，
最高占到了８０．６％，最 低 占 到 了３９．２％，平 均 值 为

５０．５％。第二，副教授占有最大比例的学校有２所，
分别占到了３５．９％与３５．１％。第三，助理教授占有

最大比例的学校有３所，最高占到了８１．０％，最低占

到了４１．７％。除了贝茨学院，其他学院讲师所占的

比例都非常低，最高的只占到了１０．７％。因此，大部

分学院的 新 生 研 讨 课 的 授 课 任 务 主 要 由 教 授 来 承

担，小部分学院以副教授或助理教授为主。

１４所学院中，有５所学院的部分新生研讨课采

用了团队 教 学（ｔｅａｍ－ｔａｕｇｈｔ）的 形 式，由 两 名 或 两

名以上的教师共同承担。这部分课程所占各校新生

研讨课 的 比 例 最 高 为 阿 姆 赫 斯 特 学 院 占 到 了２３．
１％，最低为斯密斯与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占到了

３．７％。５所学院的具体数据分布见表７。
表７　新生研讨课“团队教学”课程门数

学校
研讨课

总门数

团队教

学门数

所占

比例

团队人

数组成

阿姆赫斯特学院 ２６　 ６　 ２３．１％ 每门２名教师

哈沃福德学院 ２１　 １　 ４．８％ 每门４名教师

斯密斯学院 ２７　 １　 ３．７％ 每门２名教师

卫斯理学院 ２７　 ３　 １１．１％ 每门２名教师

克莱蒙特·麦肯

纳学院
２７　 １　 ３．７％ 每门５名教师

　　注：克莱蒙特学院的开设门数只是指新生人文研讨课

１４所学院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学年一共所开设５３４门

新生研讨课，采 用 团 队 教 学 的 新 生 研 讨 课 门 数 总 共

只有１２门，所占比例为２．２５％。显然，新生研讨课

在整体上以？ジ鼋淌Τ械Ｎ鳌？

５．新生研讨课的修习要求

虽然新生研讨课在帮助学生从高中向大学的社

交与学术生活 的 过 渡 中 发 挥 着 重 要 的 作 用，但 部 分

学院并没有将其列为必修课程。１５所学院中，共有

６所学院的新生研讨课列为选修课程，９所学院将其

列为必修课 程。与 必、选 修 性 质 相 对 应 的 表 现 形 式

见表８。
表８　新生研讨课的修习要求及表现形式

学校 修习要求 表现形式

威 廉 姆 斯

学院
选修

是学位条件中“指定（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修

习”要求中的选修课程。
阿 姆 赫 斯 特

学院
必修 学位条件中的一项单独要求。

斯 沃 斯 莫 尔

学院
选修

很 多 课 程 可 以 作 为 某 些 学 系 的 专 业

学习的基础课程。

明德学院 必修
用 于 完 成 学 位 条 件 中 的 写 作 要 求 或

一些“指定修习”要求。

卫斯理学院 选修
可用于完成学位条件中特定的“指定

修习”或者主修专业中的修习要求。

波莫纳学院 必修
学位 条 件 中 通 识 教 育 部 分 的 一 项

要求。

鲍登学院 必修 学位条件中的一项单独要求。

卡里顿学院 必修
学位条件中的一项要求，可用于满 足

量化推理的要求。
哈 沃 福 德

学院
必修 学位条件中的一项单独要求。

克 莱 蒙 特 ·

麦肯纳学院
必修

学位 条 件 中 通 识 教 育 部 分 的 一 项

要求。

瓦萨学院 必修 学位条件中的一项单独要求。

斯密斯学院 选修
大 部 分 可 用 于 完 成 学 位 条 件 中 一 年

级的写作要求。

华 盛 顿 与 李

大学
选修

大部分可用于完成学位条件中的“基

础 与 指 定 修 习”的 要 求，在 一 些 情 况

下，还可以用于满足某些主修专业 的

要求。

格 林 内 尔

学院
必修 学位条件中的一项单独要求。

贝茨学院 选修

可 用 于 完 成 学 位 条 件 中 通 识 教 育 部

分的初级写作或其他要求，还可用 于

满足 主 修 专 业 或 辅 修 专 业 的 某 些

要求。

　　６所 学 院 虽 然 将 新 生 研 讨 课 列 为 选 修 课 程，但

强烈鼓励学生 积 极 选 择 修 习，且 规 定 修 习 所 获 得 的

学分可以计入 学 位 条 件 的 要 求 当 中，如 指 定 修 习 或

写作要求，或者 在 一 定 条 件 下 可 以 计 入 某 些 主 修 专

业课程的修习要求当中。这种规定提升了学生修习

该课程的积极性。将新生研讨课列为必修课程的９
所学院中，有５所 学 院 将 其 作 为 学 位 条 件 中 的 一 项

单独修习要求。４所学院将新生研讨课的学分计入

毕业条件中的通识课程修习要求。但没有学院将新

生研讨课学分计入主修专业或辅修专业的课程修习

要求当中。
四、文理学院新生研讨课项目实践的启示

１５所顶尖 文 理 学 院 新 生 研 讨 课 项 目 的 实 践 中

所呈现出的多 样 性 与 一 致 性，可 以 为 我 国 的 新 生 研

讨课建设提供以下启示。
第一，新生研讨课多样化开设，但不能忽略其学

术性。根据学 校 的 实 际 情 况 与 学 生 的 需 要，既 可 以

开设适应性的 新 生 研 讨 课，也 可 以 开 设 多 样 化 的 学

术性新生研讨课，如写作研讨课，探究研讨课，一 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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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式的研 讨 课 等。即 使 是 适 应 性 的 新 生 研 讨 课，
也带有一定的学术性，帮助学生发展一些学术技能。

第二，研讨课 以 主 题 为 依 托，提 供 多 样 化 主 题。
每一门研讨课 要 规 定 一 个 主 题，围 绕 主 题 制 定 相 应

的课程任务，并实施严格的评价，切实提升学生的一

些能力，从而避免课程流于空泛的探讨。另外，要注

重研讨课主题的多样性，给学生以宽泛的选择空间，
满足学生的学习兴趣。

第三，采用“小 班 化”教 学，创 造 亲 密、合 作 性 的

教学环境。采 取 小 班 化 教 学，对 课 程 规 模 的 上 限 做

出规定，课程人数一般维持在２０人之下，以创造 一

个小型亲密 的 学 习 环 境。使 得 学 生 之 间、学 生 与 教

师之间拥有充分的交流机会，保障每位学生积极、充

足的参与，提升新生研讨课的教学效果，
第四，调动各种师资力量，鼓励“团队教学”。在

师资方面，知名教授的参与固然重要，同时要利用副

教授、讲师、甚至博士后人员的聪明才智，使其承 担

新生研讨课的教学任务。同时鼓励教师采用团队教

学的方式，尤其 是 不 同 学 科 的 教 师 共 同 承 担 一 门 新

生研讨课，增强研讨主题的跨学科性。
第五，将新生研讨课列为学分课程，调动学生的

修习积极性。根 据 学 校 的 需 要，新 生 研 讨 课 可 以 是

必修或选修 课 程。列 为 选 修 课 程 时，新 生 研 讨 课 被

赋予相应的学 分，对 于 该 课 程 的 修 习 所 或 学 分 可 以

计入毕业所要 求 的 总 学 分 当 中，或 者 计 入 通 识 教 育

部分，或者计入主修专业的专业要求部分，从而提升

学生修习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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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美国理海大学新生研讨课和本科生专业课培训交流活动的见闻和体验，结合其他美国

高校和欧洲典型研究型高校对工科新生研讨课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成功经验，对国外工科新生研讨课教学、本

科专业课教学、人才培养模式、课程管理等方面的先进经验进行总结和探讨，并对国内工科高等教育提出相关

思考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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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２日新浪网发布的一则科技新

闻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物理学领域的普遍关注———

“英国大学生称已解决隐形衣关键技术难题”。英

国圣安德鲁斯大学一名匈牙利本科生佩泽尔，在

８个月内发明了隐形球，解决了“哈利波特隐形斗

篷”研发过程中的关键技术难题，该研究成果已发

表于国际专业期刊《新物理学杂志》［１］。这则新闻

报道中称“佩泽尔介绍说，他是在莱昂哈特教授指

导下，开始对超光速传播问题进行研究。有了想

法后，努力钻研了８个月，终于克服了其中的技术

障碍，并验证 了 可 行 性。”［１］，“德 国 物 理 学 会 物 理

研究所一位发言人表示，这一最新成果将让未来

研制出实用的隐形衣成为一种可能，它解决了其

他人正努力克服的光速难题。更令人难忘的是，

这一重要研究成果竟然是由一名年仅２２岁的本

科生完成的。”［１］。该发明的基本原理是采用特殊

的光学装置，可以使物体表面的光线传播速度减

慢。它与目前已知的隐形衣技术的最大区别之处

或者称之为“先进之处”就在于，这种隐形球可以

保证在背景图像不发生扭曲的前提下，使隐形对

象保持运动状态而不露出“马脚”［１］。

由这则新闻可知，“隐形衣”这个物理学领域

一直悬而未决的关键技术难题的解决，学生发挥

到了关键作用。有两个要素值得关注：一是，学生

强烈的专业兴趣是推动学生进行深入探究的原动

力；二是，学生具有的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最

终解决科学难题的有力保证。同时，教师在学生

对科学难题探究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也体现为两个

方面：引导和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方法；训练和提

高学生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双方之间是如何

成功实现互动的呢？一个十分重要的媒介就是研

讨型课程教学，其中，新生研讨型课程教学的收效

更为显著。

一、新生研讨课探析

１．新生研讨课的定义和特点。

新生研讨课（ｆｒｅｓｈｍａｎ　ｓｅｍｉｎａｒ）是 一 种 以 小

班教学为特色、以课堂理论研讨和试验室实践训

练互补方式、专为大学新生开设的研讨型课程。

这类研讨型课程普遍受到国际关注和欢迎的

原因有二：首先，新生研讨课是研究型大学引导新

生进行探究式学习、完成学术性转变的有效课程

教学形式。其次，这类课程重视理论教学与实践

训练并重的课程设置模式，可实现校内和校外资

源互补的共赢发展。

设置新生研讨课的目的是通过新生与各个专

业的教授和年轻教师的面对面交流，激发学生强

烈的求知欲，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使学生尽快适

应大学生活、尽早树立就业方向。它已成为美国

本科教育的特色课程，是一种有效的新生教育途

径［２］，在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已经将新

生研讨课列入对本科生的分类课程要求或核心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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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要求中［２］。

新生研讨课与专业研讨课相比，其课 程 定 位

存在较大的特殊性。新生研讨课的任务不是简单

的知识传授，也不是以往的专业概论或科普性课

程，更不是需要深厚专业基础才能完成的专业性

课程，而是通过利用工程实际问题作为前导，驱动

学生产生浓厚的专业兴趣和研究热情；是通过实

践训练和理论研讨相结合的方式，培养和提高学

生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是通过师生互动，使学生

学会自主学习的能力，养成快乐学习的习惯；是通

过鼓励学生具有批判意识，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

和分析当前的理论和事件，树立学生多样化的创

新意识。正如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所

说“教育的关键不在于教学的内容，而在于教学的

方式、方法。”

总之，新生研讨课的特点可以总结概括为［３］：

（１）教学模式由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

心、教师为主导转变；

（２）教 育 功 能 从 知 识 教 育 向 认 知 教 育 的 转

变；

（３）教学方式从教学型向研究型的转变；

（４）人才培养模式从单一学科背景下的专业

教育向交叉与综合背景下的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

口径培养转变。

２．新生研讨课教学模式及教学理念。

按照课程设置目的和教学理念的差 异，新 生

研讨课可以分为两种模式：适应性转换模式的新

生研讨课，学术性转换模式的新生研讨课。目前，

美国的新生研讨课是根据学生特点采用不同模式

或在两种模式中采取不同的侧重点［４］。

适应性转换模式的新生研讨课的设 置，通 常

在非研究型的普通大学中比较常见。该课程是通

过阅 读 和 计 算 能 力 训 练，学 会 时 间 管 理、对 付 压

力、保持身心健康，学会做笔记、查阅资料、参加考

试、记忆等，学会参与集体活动、合作学习等，熟悉

学校环境与 学 习 设 施、设 备［４］。其 教 学 理 念 可 以

概括为如下４个要素：

（１）帮助 新 生 尽 快 适 应 大 学 环 境，包 括 生 活

环境和学习环境。

（２）帮助新生由高中向大学的学习方式和思

维方式的转换。

（３）帮助新生学会团队合作与有效交流的方

法和技巧。

（４）帮助新生树立自信心。

对于研究型大学而言，普遍对学术性 转 换 模

式的新生研讨课更加重视，开课数量也较多。这

种模式的研讨课内容，一般是围绕Ｐｒｏｊｅｃｔ为核心

进行实践和研讨，通常以日常生活中的跨学科问

题和工程实际问题［４］作为Ｐｒｏｊｅｃｔ题目，让学生通

过小组讨论和动手实践的方式来解决某个实际问

题，并从该过程中学习如何科学思维、如何提出研

究方案和如何进行有效的团队合作。因此，国外

也 称 其 为“Ｐｒｏｊｅｃｔ－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Ｂ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ｔｉ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ｙ　ｄｏｉｎｇ”。

该课程的教学理念也有如下４点：

（１）让学生尽早接触著名教授或有一定造诣

的青年学者，尽早接触科研；

（２）了解学校的专业设置；

（３）激发 学 生 的 专 业 兴 趣 和 研 究 动 力，培 养

创新精神；

（４）帮助 学 生 选 择 适 合 自 己 的 专 业 方 向，为

大学四年的学习和毕业后的去向提前做出规划。

由于美国大学普遍实行一年级不分专业的通

识教育模式，新生入学之后往往不知道自己喜欢

和适合哪个专业，而通过学术性转换模式的新生

研讨课的学习，可以在深入了解不同专业的专业

设置情况及研究内容的同时，确立自己大学期间

的专业方向，及早规划自己这四年的大学课程选

课计划，及早激发专业兴趣，为把自己培养成创新

型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３．美国理海大学工科新生研讨课实例分析。

美国理海大学（Ｌｅｈｉｇ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针对工科

新生开设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５：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ｎ－

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是每年春季开设的学术性转

换模式的新生研讨课，也是学校组织工科不同院

系的知名教授共同开设的工程实践导论课。学生

可以提交项目申请书，由学校基金会进行遴选，选

出的项目由企业投资设立相关的研究基金资助开

展研究。

该课程分为理论教学环节和实践训 练 环 节。

具体内容为：

（１）工程学科和学位课程简介———用于指导

专业方向的选择；

（２）介绍 实 际 工 程 涉 及 的 基 本 概 念、方 法 和

原则；

（３）强调沟通和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４）树立职业道德观念，培养敬业精神；

（５）以课题为依托的创新性解决方案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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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施———用于帮助学生积累工程经验。

上述第（５）条实践训练环节的设计思路是，根

据校外项目赞助企业提出的工程实际问题，由工

科院系中相关专业教授组成不同的教学小组，每

个小组承担一个Ｐｒｏｊｅｃｔ主题的理论和实践教学

任务。该课程共设置了５个Ｐｒｏｊｅｃｔ主题，由学生

自由选择其中 任 意２个，只 有 课 堂 讨 论 情 况 和２
个Ｐｒｏｊｅｃｔ完成情况都通过了考核，才能获得该课

程的学分。到目前为止，理海大学新生研讨课已

完成 的Ｐｒｏｊｅｃｔ主 题 已 超 过 了２０项（如 图１所

示），涉 及 经 济 学、新 能 源、新 材 料、机 械、食 品 安

全、农业、生物医学等学科交叉领域，涵盖了物理

学、化学、力学、材料学、土壤学、无 线 电、给 排 水、

电学、岩石学、生物学、植物学等专业的基本概念

和原则。而且，根据合作企业提出的工程实际问

题的变化，该课程的Ｐｒｏｊｅｃｔ题目每年也都在发生

变化，因 此，每 一 届 新 生 都 会 面 临 与 往 届 不 同 的

Ｐｒｏｊｅｃｔ主题，有利于新生保持新鲜感和具有强烈

的研究兴趣。

图１　美国理海大学新生研讨课涉及的实践训练主题

该课程的教学目的，可以分 为 两 方 面。一 方

面，对学生而言：

（１）提供学生与教授和教职员工进行面对面

交流的机会；

（２）了解工业工程的院系组成和专业组成情

况；

（３）激发和扩大学生对工科领域的好奇心；

（４）体验自主解决无标准答案的实际工程问

题的乐趣；

（５）理解不 同 专 业 方 向 需 要 遵 循 的 不 同“从

业原则”（即，专业操守）；

（６）培养和锻炼学生与陌生人进行有效沟通

和交流的能力和技巧；

（７）帮助学生理解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８）帮助 学 生 树 立 自 信 心，使 每 个 学 生 都 相

信自己有能力较好地完成大学学业；

（９）培养学生迅速响应和灵活应对任何困难

的能力，即：灵活应变的能力；

（１０）培养 学 生 科 学 思 维，掌 握 自 我 管 理、自

我规划的能力；

（１１）理解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的重要性；

（１２）体验 多 学 科 交 叉 对 解 决 科 学 问 题 和 科

学创新的重要性；

（１３）有益 于 学 生 毕 业 后 能 够 把 握 住 更 好 的

就业机会。

另一方面，对于资助Ｐｒｏｊｅｃｔ研究活动的校外

企业单位而言：

（１）通过 与 高 校 合 作，企 业 每 年 都 可 以 及 时

获得最新的实际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或新产品，

同时，可以降低企业内部的产品研发投入成本；

（２）具有从本科毕业生中挑选优秀学生的优

先权，可提高企业的人才储备力量；

（３）与高 校 之 间 建 立 良 好 的 合 作 研 发 关 系，

形成“提出问题－投资－获取解决方案－客户应

用满意度反馈－再投资”的良性循环。

２０１１级新 生 研 讨 课“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５”的Ｐｒｏ－

ｊｅｃｔ主题有“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Ｑｕｅｕ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工程排

队系统”、“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Ｓｅｎｓｉｎｇ无 限 传 感 网”、“Ｗａ－

ｔｅｒ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污 水 净 化 装 置”和“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Ｓｅｎｓｏｒ土壤湿度传感器”等。

其中，工程排队系统的研究主题源自 人 们 经

常需要排队的快餐店、图书馆、银行等机构服务效

率如何提高的实际问题，要求学生使 用ＳＩＭＵＬ８
软件模拟该排队系统并给出改进方案；无限传感

器的研究主题来源于现代无线人机（电脑）互动游

戏、手机、蓝牙技术等，要求学生使用Ｉｍｏｔｅ２界面

设计套件自行设计一组无线传感装置，用于实现

人机交互的网球训练；污水净化装置的研究主题

来源于南非等严重缺水或缺乏基本卫生系统的发

展中国家人民的饮水安全问题，要求学生选用身

边可用原材料，自行设计加工出一个家庭用、便携

式、低成本的污水净化装置；土壤湿度传感器的研

究主题来源于农场、花圃、公园草地、牧场等领域

管理人员如何根据土壤湿度来自动控制洒水装置

的洒水量、水流速率、洒水时间等问题，要求学生

采用电路设计套件自行设计出便携式、低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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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湿度传感器，同时提出湿度传感器数据的标

定方案。

上述Ｐｒｏｊｅｃｔ的实践训练工作，大致分为四个

步骤：

步骤一：提出问题和初步方案规划。首先，教

师就Ｐｒｏｊｅｃｔ的研究主题的实际工程背景进行详

细描述，重点强调实际工程中存在的问题，起到抛

砖引玉的作用；其次，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

论，明确他们的研究范围和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

难题。

步骤二：基 础 知 识 准 备。首 先，教 师 介 绍 该

Ｐｒｏｊｅｃｔ涉及到哪 些 新 知 识，这 些 基 本 概 念、原 理

和原则应从哪些渠道获取；其次，学生以小组为单

位进行该主题研究现状的资料调研工作，明确已

有的解决方法有哪些，目前仍然存在的技术差距

在哪里。

步骤三：研究方案设计和评 估。该 过 程 以 学

生研讨和动手实践为主，教师不过多干预。学生

首先要明确可用原材料和工具的选择范围；其次，

进行概念设计，可以同时提出多种解决问题的思

路和方法，并对每种方案进行可行性分析和先进

性分析，遴选出最优化的一种解决方案；然后，进

行细节设计，确定一些具体的材料参数和性能参

数等；第三，确定最终解决方案或亲自动手设计出

某个装置，并通过实验验证其可行性和可靠性是

否符合设计要求；最后，必须进行成本核算和性价

比分析。

步骤四：汇报和点评。学生将 以 书 面 和 口 头

两种方式将研究结果进行汇报，汇报对象为指导

教师和全部选修该门课程的学生，要求以多媒体、

海报、实物应用演示等方式展示研究成果。最后，

由该课程的主讲教师进行点评和课程总结。

值得一提的是：在完成上述四个步骤 的 过 程

中，围绕“以学生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教师不过多

干预学生的研发活动；始终鼓励学生以小组为单

位进行深入研讨和团队合作来解决问题；教师不

规定标准答案，以表扬和鼓励为主的方式对学生

的研究成果进行点评，注意保护学生的自尊心和

自信心。

４．美国理海 大 学 新 生 研 讨 课 的 成 绩 评 定 办

法。

每个学生的最终成绩由两部分组成：教 师 评

分（占８０％）和学生互评成绩（占２０％）。

教师根据每个团队学生的期末论文和答辩情

况，结 合 平 时 课 堂 研 讨 和 实 践 训 练 情 况，综 合 评

定。成绩比例为：教师评分８０％＝平时成绩３０％
（包含 课 堂 研 讨 和 实 践 训 练 成 绩）＋期 末 成 绩

５０％（包含书面报告和答辩成绩）。

期末答辩前，每位学生将会收到一张“学生互

评表”，具体内容主要包括：自己所在小组中每位

成员的分工情况，以及对每位成员在平时课题研

讨、实践训练、期末论文撰写和答辩活动中的表现

情况进行评分。教师将对于学生互评结果进行统

计分析，对每组中有明显争议的互评结果，教师要

与该组每位成员进行单独交流和组内讨论，重新

互评，直至教师和学生达成一致意见为止。

二、国外本科专业课教学

１．教学模式和授课方式。

国外本科专业课教学模式通常包括 两 种：课

堂讲授的传统模式，以课堂讲授（研讨）和实践训

练相结合但各有侧重的研讨模式。国外本科专业

课的授课方式又分为：以教师宣讲为主的传统授

课方式和 以 学 生 研 讨 为 主 的 研 讨 型 授 课 方 式 两

种。其中，按照授课对象不同，研讨型课程又分为

三种：针对大二学生的专业基础研讨课、针对大三

学生的专业研讨课和针对大四学生的顶峰研讨课

或称为“就业研讨课”。

２．美国理海大学本科专业课教学实例分析。

本文以美国理海大学大三学生专业课“ＭＡＴ

３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的 教 学

过程 为 例，由 课 堂 讲 授 和 课 外 研 学 两 部 分 组 成。

其成功的教学经验总结如下：

（１）所有教学资料上网共享。以美国理海大

学为例，要求教师在开课前、每上完一次课之后，

必须将与课程有关的所有教学资料（包含：教学大

纲，教学日历，参考资料，家庭作业题目与答案，课

堂讲义与多媒体课件，成绩评定办法，课外研学题

目与答案，课堂测验题目与答案，以及各种临时通

知，等）上 传 至 校 园 网 主 页 上 的 课 程 中 心 Ｃｏｕｒ－
ｓｅｓｉｔｅ，以方便 学 生 通 过 登 录 各 自 的ｃｏｕｒｅｓｉｔｅ账

户进行资料下载做复习之用。学生随时可以检查

Ｃｏｕｒｓｅｓｉｔｅ中教师 布 置 的 作 业、课 外 测 验 和 任 何

与 课 程 有 关 的 通 知 等。此 外，学 生 可 通 过

ｃｏｕｒｅｓｉｔｅ主页 中 的ｅｍａｉｌ邮 箱，发 信 息 给 任 课 教

师和所有选修该课程的学生来交流学习经验和进

行信息共享。

（２）教 师 鼓 励 学 生 踊 跃 发 言 和 参 与 课 堂 讨

论，教师时刻准备着给学生答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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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每当 重 要 知 识 点 讲 授 完 成 之 后，教 师 会

组织一次课堂测验；每个章节讲授完之后，都会布

置一次家庭作业。每次学生上交作业或完成一次

课堂测验之后，教师会及时讲解答案，以便学生牢

固掌握每个章节的知识，起到复习巩固的作用。

（４）教师布置课外研学任务，学生自由分组，

在教师指导下进行研讨和实践训练。在期末考试

之前完成并提交相关的分析报告，并做成多媒体

文件进行口头汇报。

（５）定时组织学生填写课程教学质量调查问

卷。为了对教师授课效果的有效管理和监督，学

校教务处通常会在期中或期末考试前，通知学生

登录ｃｏｕｒｅｓｉｔｅ填 写 课 程 教 学 质 量 调 查 问 卷。教

务处会将问卷调查结果统计之后，进行综合分析

和评价，并将调查结果及时通知授课教师本人及

其所在院系教学负责人，以便教师及时改进教学

方式、提高教学质量。

３．美国理海 大 学 本 科 专 业 课 的 成 绩 评 定 办

法。

以 “ＭＡＴ　３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课 程 为 例，每 位 学 生 的 课 程 总 评 成 绩

由四部分组成，各自所占比例如下：

总评成绩１００％＝家庭作业成绩２０％＋课堂

测验成绩２０％＋期中考试成绩２０％＋期末考试

成绩４０％。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学生的课外研学 结 果 要

在期末考试时提交给主讲教师，教师将对课外研

学情况进行评分，将该成绩与多次家庭作业成绩

进行平均值计算，并将该平均值代入上式进行总

评成绩计算。

三、国外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探析

１．创新型人才培养原则。

创新型人才培养，通常在国际一流大 学 和 研

究型大学进行。国外创新型人才培养，坚持一个

“中心”、三个“结合”的原则［６］，即：以学生为中心，

课内和课外相结合、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科学与人

文相结合。

（１）以 学 生 为 中 心。“培 养 创 新 型 人 才 是 当

今大学所面临的挑战性任务”，美国理海大学副校

长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Ｅｌ－Ａａｓｓｅｒ教授在《新生手册》如是

说。由此可知，大学的所有教学活动和组织管理

活动的核心对象，是学生，以提高学生创新性为核

心目标。教师和管理层人员所扮演的角色，不是

高高在上的管理者，而是学生在校生活、学习活动

的引导者和服务者。

（２）课内和课外相结合。美国研究型大学通

常每门课的教学时数较少，规定学生自学时间与

课堂讲授时间之比约为４∶１［７］。近年来，美国已

通过立法的形式规定，每个专业必须设立核心课

程（ｃｏｒｅ　ｃｏｕｒｓｅｓ），每个课程必须提出“核心概念、

原理和原则”（ｃｏｒ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教师授课必须以这

些核心元素为重点进行详尽阐述，对于非核心元

素则由学生自学为主［８］。因此，在课内，要求学生

参与研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课外，教

师要求学生进行自学，并进行独立研究，以培养学

生实践能力和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

（３）教学 与 研 究 相 结 合。例 如：斯 坦 福 大 学

对本科生参与科研活动的认识是“本科生有机会

参与大学的研究、站在新知识的前沿，是美国一流

大学在本科教育方面最明显的竞争优势”。目前

绝大部分研究型大学所开设的学术性转换模式的

新生研讨课，就是实现教学与研究成功结合的有

效途径。

（４）科 学 与 人 文 相 结 合。正 如 斯 坦 福 大 学

“人文学科导论”课程所提出的观念，“那些掌握高

技术的人们，他们能摧毁我们这个世界，能污染我

们的地球，能组合成新的基因来生产新的生命形

式，但 他 们 只 懂 得 如 何 画 指 数 曲 线、如 何 使 用 试

管，而对其他一无所知，那将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世

界！所以，人文教育同样不能忽视”。２０１１年８月

披露的英国人兽胚胎杂交产物，就是一个活生生

的例子。

同年３月，中 国 政 协 委 员、中 央 教 科 所 研 究

员———龚亚夫，在做客人民网谈“创新人才 培 养”

话题时也表示，国内高校对学生的人文教育和人

文关怀普遍不够重视，尤其是国内知名大学和重

点院校的学生，在人格、性格和品格培养方面普遍

存在一定的缺陷［９］。人们经常可以听到或看到在

校学生因学业压力过大、人际关系紧张、失恋和三

角恋等情感问题而自杀或对其他学生造成人身伤

害的事件发生。有一部分的知名大学学生，由于

自恃资质甚高，不能与人为善，不能与人相处，没

有团队合作精神。龚亚夫认为，“这样的人恐怕进

入社会也很难创新”。因此，科学与人文相结合，

是目前国内外都应更加重视的突出问题。

２．本科生的导师负责制。

国外大学普遍采用本科生的生活导师负责制

和专业导师负责制两种方式。这两种导师可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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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一，由同一名教授担任。

本科新生入学后，学校会将学生按照性别、年

龄、生源地等因素进行交叉组合分成若干生活小

组，一般每个小组人数不超过１０人，学校给每个

小组指派一名教授或其他正式的教职员工担任生

活导师，四年一任。生活导师的任务是，帮助学生

尽快熟悉校园环境和一些相关的管理规定，让学

生对学校有归属感；指导学生如何与人有效沟通

和交流，树立团队合作的意识；帮助学生了解大学

学习特点和高中学习特点之间的差别之处，使学

生在今后的学习过程中引起注意；帮助学生解答

有关心理问题和生活难题，等。这与中国国内大

学本科生辅导员和班主任的工作内容相似。

学生在进 入 大 二 后，还 可 以 选 择 专 业 导 师。

专业导师和生活导师可以为同一人，也可以有所

不同。专业导师不是学校指派，而是先由学生自

由申报，再由所申报教授遴选，每位教授作为专业

导师指导的每届本科生人数不超过５人。专业导

师的任务是，指导学生深入了解专业、研究前沿，

尽早确定专业方向；让学生参与导师的科研课题，

激发专业兴趣和研究热情；解答学生在专业课程

学习、课外研学和毕业设计过程中提出的专业问

题；帮助学生寻找本科就业机会或创造继续深造

机会，等。

作为生活导师或专业导师，在上述指 导 过 程

中也将有所收益。具体体现在：在与本科生日常

交流过程中，可以深入了解学生对学校、课程、课

题组和教授等方面的真实看法和建议；可以尽早

找到优秀的本科生作为今后研究生的培育对象；

通过本科生新鲜思想的注入和学生之间的团队合

作，有助于提高导师课题组内部创新性研究的热

情和工作效率，等。

以美国理海大学为例，本科生的导师 负 责 制

已取得了良好的培养效果，受到了学生和教职员

工的普遍欢迎。

四、思考和建议

对比分析国外研究型大学在人才培 养、教 育

理念、教学管理、课程设置等方面的成功经验，本

文对国内工科院校在国际化办学、教育理念、教学

管理等方面，提出几点建议：

（１）完善学校及教学英文网站建设，充实、丰

富和及时更新网页内容，尤其是要重视网络课程

中心Ｃｏｕｒｅｓｉｔｅ英文网页的建设和功能优化；

（２）扩大 国 际 化 办 学 的 国 内 外 宣 传 工 作，尽

量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让国内外大部分工科研究

型大学的管理者和教师能够了解到这一信息，以

便加快我校国际化办学的建设进程，同时也能吸

引更多的留学生来我校就读。

（３）为了 适 应 国 际 化 办 学 的 需 要，应 该 重 视

对相关开课教师的再教育培训。建议在教务处下

设的国际化教学指导工作组中设立专职人员，负

责每年组织对参与国家化教学的相关教师进行再

教育培训。

（４）应重视和加强工程伦理或职业道德的教

育。鼓励教 师 将 工 程 伦 理 和 职 业 道 德 的 有 关 理

念、原则和案例，融入到自己所主讲的所有课程中

去，这不仅对本科生的专业教育非常重要，而且对

于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的教育，也非常重要。进

一步提升学校师生在国际学术届的良好信誉。

（５）建议全面推行本科生导师制。建议设立

生活导师和专业导师并举的本科人才培养模式。

而且，不局限于目前优秀本科生才能申报专业导

师的规定，将受益面扩大到全部的本科低年级学

生。

（６）尽量 创 造 条 件，吸 引 一 些 多 年 来 一 直 奋

斗在科研和教学一线的国际知名专家学者来我校

短期授课，并由我校相关专业的教师做助教，逐步

培养一批业务过硬的中青年教师，快速、有效地提

升我校国际化教学的教学水平、教学质量和国际

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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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研究型大学新生研讨课教学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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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文通过对美国新生研讨课的产生背景及发展过程的回顾, 对新生研讨课的组织特征进行了研究, 分析其

背后折射出的教育理念。新生研讨课的学习模式虽然面临很多问题和挑战, 但仍然呈现出进一步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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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Patterns of the Seminars for Freshmen in USA

TANG Yi

( Teaching Aff airs Off ice, 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 100876, P . R . China )

Abstract: � Through reviewing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seminars for the freshmen in the Stat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rganizat ion features and the educational ideas of the seminars. Although facing many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the freshmen� s seminars show a trend of further development.
Key words: � freshman seminar; Boyer Report; teaching pattern

一、新生研讨课的产生和发展

美国新生研讨课作为专门为新生开设的研讨班

课程,最早出现在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美国高

等教育从大众化向普及化方向发展, 大量来自不同

文化、经济和种族背景的学生进入美国大学校园, 新

生适应性转变的问题非常突出。为帮助大一新生尽

快实现由高中向大学学习生活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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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 U101�项目)。这

类课通常为必修课, 内容包括大学学习技能和图书

馆使用技巧,此外课程还涉及性、毒品、酒、个人价值

观等主题,并为学生提供生涯发展咨询。

新生研讨课目前是美国大学�大一新生经历�项

目的核心内容之一。1982 年, 美国全国性的高校

�大一新生经历�项目实践与理论研究机构 � � � �大

一经历及转校生国家资源中心�成立。该中心每隔

3年对新生研讨课项目开展一次全国性调研。调研

内容包括各高校开设新生研讨课的类型、课程目标、

课程主题、学分设置、选课人数、对学生的要求,以及

课程评价和管理等
[ 1]
。根据 2000 年的全国调查,

直到 2000年以前,全美 60%以上的新生研讨主题仍

然以新生入学导向为主。然而进入 21世纪以后, 新

生研讨课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 �学术内容�逐渐成

为一些研究型大学新生研讨课的发展方向。这类课

程涉及对名著或当今社会问题的研讨,目的是加强

学生的交流能力, 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

维。此后, 基于� 学术内容�的新生研讨课与原来

� U101�项目中以学生入学导向为目标的研讨课开
始有了明显的区别。特别是在研究型大学, 教师根

据本人的研究领域为学生开设主题型研讨课, 开始

引导大一新生初步涉足教师的研究课题, 而非仅仅

帮助学生实现从中学向大学的社会转型。根据

2006年�大一经历及转校生国家资源中心�的调查

(以下简称� 2006年调查�) , �在全美 968所院校中,

有 84�8%的高校开设了新生研讨课。其中 64�2%
的课程目标为发展学生学术技能, 52�9%的课程目
标为新生入学导向(因一些高校包含多项课程目标,

因此统计百分比总和会超过 100%) ; 40�8%的课程
内容锻炼学生批判性思维, 36�7%的课程内容涉及



学术内容。� [ 2]

1998年,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委员会在其

著名的�重建本科教学: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蓝图�(以

下简称�博耶报告�)中提出改革本科教学的 10项措

施,其中有一条建议�构建探究性的一年级教学�。

�博耶报告�指出,研讨课是探究性学习的一种重要

形式, 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在学生整个大学生涯中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学一年级应给学生开设由

经验丰富的教师组织的小型研讨课。该研讨课能够

促使学生在一个互动合作的学习环境中, 开阔学术

视野,激发学生开展探究性学习,使学生有更多时间

与教师和同学交流。加强学生的�学术素养�成为美

国研究型大学对新生提出的新要求
[ 3]
。

二、新生研讨课的组织特征

(一)基本组织结构

根据 2006 年调查, � 42�5% 的新生研讨课为 1

学分, 32�7%的课程为 3学分, 12�6%的课程为 2学

分。�� 36�9%的新生研讨课学生人数为 16~ 20人,

29�8%的课程学生人数为 21~ 25人, 18�2%的学生
人数为 10~ 15人。� [ 2] (其余少数比例暂不考虑)因

此,新生研讨课一般为 1 ~ 3 学分, 参与学生人数

10~ 25人, 这样能够保证每一个学生都能充分地参

与交流和讨论。

(二)角色扮演

在新生研讨课中, 教师被称为 facilitator 而非

coach、tutor、lecturer, 这与导师制或讲授制中的角色

有所不同。研讨课强调以学生为中心, 要求教师讲

得越少越好, 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学生思考和分析。

当然, 这并不说明承担新生研讨课的教师会比较轻

松,恰恰相反,要保证研讨课获得预期的效果, 他们

需要能够在更多角色中灵活转换。这要求教师在课

前做好对教学内容和素材的选择,课堂上有效推动

研讨的持续进行,还要对每个学生的表现进行评价。

有学者将教师的角色归纳为: 提出问题者、裁判员、

总结者、教练。此外教师还是真正的参与者, 通过以

上每一个角色, 逐渐融入学生中,更好地实现了以学

生为中心的学习模式。

新生研讨课中, 学生的参与效果将直接影响课

程的实施效果。他们将在课上学习到如何有效的参

与,包括对教学素材进行理解和诠释,聆听别人的发

言,做到发言清晰而简洁,以及与同学进行合作。课

后,学生还需完成大量的写作任务, 包括小测试、小

论文、分类条目,以便教师对每位学生的研讨参与程

度及综合掌握和运用知识的能力进行评价。通过新

生研讨课,学生的听、说、读、写等基本技能得到了训

练, 为今后的学习和工作打好了坚实基础。

(三)课程内容

美国新生研讨课中,除了少量的物理、计算机、

医学知识外, 大部分都是人文类的研讨课程,体现了

对�通识教育�的注重。同时, 很多研讨课都是用特

定的学科方法和材料对微观层面进行研究。在这样

的微观领域里,引导学生分析社会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及传递人文的精神和价值。此外,一些带有�概

论�性质的新生导论课, 也并非是强调知识全面系统

的�概论�课, 这类课程不需要多少先修课程知识,但

他们用的是特定学科的方法和材料进行研究, 重在

引导,激发学生对学科的兴趣,从而为学生进行专业

选择做准备
[ 4]
。

(四)教学场所

新生研讨课的座位和灯光需要特别的安排。学

生的座位建议被摆放为环形, 这样能使大家相互看

到对方,确保参与者能平等地交流。有专家建议学

生围坐成马蹄型, 这样可以保证没有学生坐在教师

的背后。如果学生人数较多,可以围成� 金鱼缸�和

�苏格拉底环形�, 即围坐成内外两圈。

通常教室的灯光能够照射到每一个成员, 既不

让某个人因为强光照射而感到不自在,也不能让某

个人感到自己处于不被人注意的阴暗角落。均匀而

柔和的灯光能让人感到舒服和放松,有利于创造平

等的交流氛围
[ 5]
。

(五)时间安排及过程控制

一堂新生研讨课通常为 60~ 90 min。为了便于学

生和教师在课后进一步深入讨论,一些高校,例如伯克

利大学为部分新生研讨课提供�课后午(晚)餐� [6] ,以便

学生和教师在轻松的氛围下进一步研讨。�

三、新生研讨课体现的教育理念

(一)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理念

新生研讨课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理念。

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理念中,教师是教学过

程的权威,学生处于被动的地位。而以学生为中心

的学习理念首先关注学生的需求、能力、兴趣和学习

风格,强调学生活动的目标、学生的动机取向、学生

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教师的作用只是学习过程的促

进者和推动者。

(二)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作为研讨课的倡导者, 洪堡曾提出大学教学应

和科研相结合。�博耶报告�也指出,研究型大学应
改变灌输知识的教学方法, 鼓励学生研究和探索。

新生研讨课就是这样一类探究性学习课程。随着

�学术内容�逐渐成为新生研讨课发展的新趋势,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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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将自己的科研成果应用于教学内容中, 课程中没

有标准答案,任何问题的回答有赖于学生自己去思

考和探索。

(三)平等合作

研讨课教学中, 所有参与者都是平等地进行学

术和思想交流, 大家相互启发、相互影响, 没有人扮

演权威的角色。研讨课教师类似于主持人, 负责控

制整个研讨进程和推动研讨的深入开展, 他的地位

和学生是平等的。在研讨中, 教师特别要注重尊重

每一位学生平等参与的机会, 不论是性格外向、善于

讨论的学生还是性格内向、木讷胆小的学生, 在研讨

课中都有发言的机会。能否实现学生真正的平等参

与,是研讨课达到理想效果的关键因素。

(四)注重能力培养

因为美国一直很重视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

�博耶报告�中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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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研讨课注重对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对
学生读、写、听、说、辩论技巧、团队合作等多项能力

进行训练。它不仅要求学生能理解别人的观点,而

且要能够充分证明自己的观点。它不仅要求学生大

量的阅读, 而且要学会从中批判性思考, 并提出问

题。学生在开学之初就能得到这种锻炼, 为走上社

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新生研讨课中的几个问题及对策

(一)问 � 题

首先,一堂成功的新生研讨课很大程度上有赖

于教师一开始提出的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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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

讨论中,甚至不能针对教师提出的问题展开讨论, 研

讨的结果可想而知。对任课教师来说, 研讨课首先

要求教师具有提出问题、提好问题的能力。

其次,是学生的参与表现。有些学生试图在整

场讨论中掌握控制权, 而有些学生有可能一次发言

都没有,因此, 需要教师很好地控制整个研讨的过

程,当然这是非常花费时间的。

最后,研讨的教学方法主要培养学生的批判性

思维和阅读能力, 但是研讨课的评价却比较复杂。

也许很多老师认为评价一个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表达

能力并不是一件难事。但是, 到底什么才算是�好�?

能够提出问题的学生是否就一定比陈述问题的学生

更优秀? 有些学生讨论的问题一开始似乎跑题了,

但是最后却又启发到了更多深层次的思考, 这类问

题算不算好? 一个善于说的学生是不是一定比安静

聆听的学生�好�? 这些问题无疑增加了研讨课教学

评价的复杂性。

(二)对 � 策

第一,在探讨过程中,教师如何有效地提问保证

研讨向预期的目标推进, 这里有一个窍门。多问几

句�为什么��你是如何从材料中推断出来的�类似的

问题,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因为这类问题能促使

学生挖掘更深层次的内容。也有学者建议教师, 使

用 3类问题提问,即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

第二,在研讨中教师随时跟进学生,有效地控制

研讨进程,对研讨课的成功举行和对学生的评价都

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教师在学生研讨过程中, 会对

每个学生的发言和表现做好记录。参加研讨课的学

生需要完成比其他课程更多的任务, 包括阅读、记

录、聆听、引用、推理、语言表达等。对于一些思维活

跃的学生,发言可能没有明确的目标。因此,需要教

师对学生提出明确的目标。例如,要求学生做到�举

例�和�总结�。
第三,评价和打分。教师首先应决定是否要评

价每一个学生。因为给学生个人评分,采用测试、写

论文等考核方式较为方便。而研讨课一般作为其他

类型课程的补充和提高, 许多教师只能对研讨课本

身的完成质量进行评价, 而并非对每个学生进行评

价。因此一些教师采用多种方式进行综合评价, 如

学生自我评价、教师观察法、教师课堂笔记、学生完

成作业、跟进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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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型大学新生研讨课开设效果初探
) ) ) 南京大学案例调查研究

孙志凤
1  张红霞1  郑  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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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新生研讨课成为高校本科教学改革的亮点。本研究以南京大学 2009- 2010 学年新生研讨

课建设项目为对象, 以准实验设计的方式对上课的新生进行了问卷调查与访谈。结果表明,新生研讨课受到学

生的普遍欢迎。新生的进步主要表现在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和同伴交往方面, 但在学习方法、学科认知、自我认

同方面进步较小。新生研究讨课同时减缓了新生入学后因为适应压力而导致的自我效能感下降,缩短了其适

应的过程。鉴于研究型大学新生起点高, 本研究建议, 今后的新生研讨课教学应进一步加强学术性转换的指

导,并通过对其他年级课程的教学改革,使新生研讨课的效果得到保持和延续。

关键词: 研究型大学;新生研讨课; 适应性转换;学术性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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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于美国的新生研讨课有两种类型: 适应性转换和学术性转换。¹ 前者旨在引导新生认识大学生

活,熟悉学校环境、学习资源,学会具体的学习方法, 如课内外时间管理、做课堂笔记,以及结交同伴朋友;

后者旨在帮助学生了解大学学习阶段的特点,初步体验探究未知世界的乐趣和方法, 激发学生的研究兴

趣和动机,初步培养提出问题、独立思考和合作交流的意识,实现学习阶段的顺利转换。一项对美国不同

层次高校新生研讨课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特点进行的案例比较研究发现, 在当今美国大学的新生研讨

课实践中,适应性转换主要应用于普通大学,学术性转换则主要应用于研究型大学。
º

在中国, 自 2003年清华大学首次开设新生研讨课以来, 各研究型大学陆续建设此类课程, 这是我国

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改革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近年来,国内的相关研究已经对美国大学研讨课

的发展历史、教学理念、教学模式、结构、功能、特征等进行了介绍。
»
此外还有一些任课教师对自己的教

学方式方法进行反思与总结。然而,对作为一种校级课程计划的整体效果的实证调查研究尚未展开。

根据课程开发理论,一项新课程计划的设立不可缺少评价环节。本研究以南京大学首批新生研讨课

计划( 2009- 2010 学年)为对象,通过问卷法与访谈法对课程实施效果进行了初步的调查研究, 其目的是

寻找规律、发现问题,为我国研究型大学新生研讨课的改进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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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调查对象。南京大学经过两年校内外调研,于 2009年秋季正式推出了全新的新生研讨课课程计划。

该学期共开设新生研讨课 28门,修读学生 650名左右,班级学生数在15- 30人。¹ 本研究抽取了其中部

分班级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样本课程有目的地覆盖了物质科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传统人文和应用

文科等五大类学科。

准实验设计。本研究在新生研讨课开始前以班级为单位抽取了 172名新生进行测量(实验组前测) ;

在课程结束后抽取了 132名新生进行测量(实验组后测) ; 2010年春季学期伊始,对没有参加新生研讨课

的 86名新生(对照组)进行测量。此外,在秋季学期中间(上课三个月后)对 34名学生进行了个别访谈,

访谈时间为半小时左右。

测量工具。测量问卷主要内容为新生适应量表, 此外还包括人口学以及学生所在院系、专业是否符

合自己理想等题目。我国已有的大学新生适应的量表内容主要集中于学生的课堂行为、人际关系、学习

适应、校园生活适应、择业适应、情绪适应、自我适应、满意度等方面。º 本研究根据研究型大学学生特

点,将新生适应量表的维度设定为人际关系、学习转换、生活适应和自我认同等四个维度。其中自我认同

是指个体在寻求自我的发展中,对自我的确认和对有关自我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诸如理想、职业、价值

观、人生观等的思考和选择。每个维度又分别由若干子维度构成(见表 1) ; 共 12个子维度。各维度题目

在参考前人相关量表的基础上自编而成,其形式为自陈量表,以李克特量表五点计分法来测量学生对于

题目所描述的情况与自己实际情况的符合程度。本量表前测、后测和对照组数据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

为 0. 92、0. 76和 0. 80。

访谈工具内容为学生对所修新生研讨课的评价和对自己适应程度的评价, 主要包括教师教学方式、

课堂氛围、课程作业、师生互动等方面,用以弥补问卷调查可能存在的不足。

二、调查结果

1.问卷调查结果

根据均值统计发现,大一本科生无论在选修研讨课之前或之后,在问卷各维度上的得分皆较高, 平均

得分最高为 4. 081,最低为 3. 161(量表满分为 5分,最低为 1 分)。其中在生活适应上得分最高, 其次是

人际关系,而学习转换与自我认同得分较低, 四个维度的得分依次为 4. 081、3. 805、3. 776、3. 161(见表

2)。从学习转换子维度上看,学科认知和学习方法低于学习态度和元认知能力,即新生在学科认知和新

的学习方法的掌握上尚存在较大困难。

从实验组的前后测比较上看,四个维度的平均分都没有提高, 学习转换和生活适应两个维度甚至有

所下降并达到显著性水平(见表 2)。尤其在学科认知方面, 即使在课程结束时的后测中, 仍有许多同学

( 41. 7% )对自己所修专业课程表示茫然。值得注意的是, 在引入对照组的数据后可以看出,无论与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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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前测比较还是与实验组的后测比较,对照组在四个维度上都呈现显著性地下降。实际上除了 1个子

维度(元认知)外, 其他 11个子维度都显著性地下降( p [ 0. 001, 见表 3)。这就是说, 新生在入学后普遍

经历了从较高地估计自己到理性反思而自我评价下降的过程; 因此从较高的自我效能感¹迅速滑向较低

的自我效能感,而参与新生研讨课的同学的自我效能感下滑较少。

调查结果还反映出众多子维度的后测方差比前测大, 包括师生交流、参与社会活动和同伴交往等子

维度。结合这些子维度后测得分比前测有所提高的现象可以推测, 学生在这些方面的差异性比刚入学时

加大了; 也就是说部分学生变得更活跃,而另一部分学生则保持沉默或变得沉默。

另外,不同性别的学生在各维度的适应状况也存在差异。将后测与前测数据比较显示,男生在/课堂

讨论0、/师生交流0、/同伴交往0、/学习方法0及/自我能力评价0上有所提高; 而女生仅仅在/同伴交往0、

/学习方法0及/自我的人格认识0得分上有所提高。也就是说,男生在/课堂讨论0、/师生交流0和/自我效

能感0上似乎比女生发展得更好。

此外,来自城市和乡镇的学生在研讨课开设前后各维度得分几乎都没有提高, 而来自农村的同学在

大部分维度上的得分都有所提高,且在学习方法的提高上呈现出显著性( p= 0. 04)。

最后,新生对问卷中关于/是否能够很快适应大学的学习方式0的自我判断与/是否认为自己所在院

系、专业符合自己理想0之间的皮尔森卡方检验结果达到较高的显著性水平( p = 0. 002)。这反映了新生

对自己学科的认同度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影响其学习适应水平。

综上,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南京大学的新生在人际关系、生活适应、学习转换和自我认同上得分都比

较高,但后两者相对较低。新生研讨课对新生适应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第一学期末和第二学期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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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自我效能感( sel f ef f icacy)由美国心理学家 A# 班杜拉在 1977 年提出,指一个人对自己在某一活动领域中的操作能

力的主观判断或评价。它影响或决定人们对行为的选择, 以及对该行为的坚持性和努力程度; 影响人们的思维模

式和情感反应模式, 进而影响新行为的习得和习得行为的表现。



两次测量结果都低于入学时的测量结果,这一现象说明, 研究型大学的新生适应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尤其在学习转换和自我认同上遇到较大的困难。

2.访谈调查结果

学期中间的访谈调查资料显示,绝大多数学生对新生研讨课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有位来自哲学系的女

生选修了中科院院士主讲的水资源研讨课, 她激动地说: / (新生研讨课)上得比5新生学习指南6上(课程介

绍)写的还要好。我们参与的机会很多。老师注意我们不同专业来的同学的背景, 知识点也不难,,开始

来的时候不安心专业,现在觉得我也可以把哲学学好的,我不相信学这些就找不到工作,,哲学研究与科

学不一样,不过,我有信心学好哲学,,我觉得这门课给我的最大的帮助是我的人生观都改变了0。

学生对新环境的适应尤其充满乐观、自信的态度。几位学生反映: /开始时因为找教室有些不适应

, ,不过,不需要学校提供专门帮助可以自己克服。0/遇到一些困难也不是坏事, 学会自己克服困难也很

重要。0/不是当地的学生都会想家吧, 我们需要一个转变,大学就需要学生变得更加独立一点。0/没什么

不适应的,学习本来就是要靠自己。0/全新的环境, 熟悉它需要花点时间,现在都适应了。0/宿舍里北方、

南方的同学文化差异大,性格差异大, 不过讲开了就很容易适应了。0

不过,部分新生在开学后第三个月的访谈中反映出在学习方法、学习时间安排以及学习规划上存在

一定的困难, 这与问卷调查数据也较一致: /时间不够用, 以前在家只学习就行了, 现在事比较多, 课也比

较多,都没有时间去自己思考了,也没有时间去图书馆。0/时间安排不好,事多, 都堆在一起。0/上课速度

快。0/闲事比较多,比如要做海报等,感觉一整天除了上课都没看书,有点内疚,有点难受, 很紧张, 高中学

习非常投入, 现在感觉没有更多时间投入进行自主学习。0

反映时间紧的学生大多来自理科,而多数文科的学生正相反: /没人管了。我自觉性差,开始很松,玩

电脑。不过, 现在已经抓紧了0。不过, 虽然期中访谈时许多理科学生反映在学习时间管理上有许多不

足,但他们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已经发生了改变。特别是那些在高中时代没有研讨课经历的同学,研

讨课全新的师生互动、小组合作的学习模式,对他们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与问卷调查结果也是一致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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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非常内向、腼腆的女生反映: /第一次上研讨课就比较震撼, 课堂座位是围成一圈的。一开始老师讲,后

来每一周我们都有各种各样的体验, ,以前我是比较害怕在众人面前表达自己的,但是这门课要求我要

做演讲展示, 要求我要表达自己。几次下来,我现在觉得在大家面前发言也不是件很恐怖的事情, 而且在

别的场合我也能比较自如地表达自己,,这门课不仅仅提高了我的表达能力,我现在已经开始习惯从多

个不同角度来分析问题,思路也比较开0。

跨学科的学习内容对新生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具有独特作用: /班上有不同专业的同学, 从不同的角度

去看问题,很有意思, ,例如关于对地球水资源未来的讨论,一位理科学生概念中的今天是近一万年的

时间,昨天是指上百万年的时间,将来指的是可能几千万年以后,和我们文科的概念很不一样,很有趣0。

这些学生谈话中所涉及的对于课堂氛围、教学模式、课程作业形式、课堂讨论和学习方法等方面的评

价,代表了访谈中绝大多数学生的感受。几乎所有受访者认为研讨课讨论氛围浓郁, 自己的口头表达能

力得到了提高,学会了一些收集资料的方法、交到了许多不同院系的新朋友,拓展了视野,学习方式发生

很大转变,都体会到大学学习要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然而,在被问及新生研讨课对他们今后专业的规划、职业的选择以及对其他方面的影响时,许多学生

则表示没有太多联系, 或是还没有考虑到。这与问卷调查反映的自我认同较低的结果也是一致的。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极少数学生反映新生研讨课老师的教学方法与高中老师差不多, 并将该课程戏

称为/高四课程0。经过进一步询问后发现,这些任课教师的教学方法尚未体现/研讨课0的特点, 而与普

通专业引论课相似,这必然给跨学科选修的学生带来很大失望。

三、结论与建议

综合问卷调查与访谈调查的结果,可以初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新生研讨课的教学模式受到学生的

普遍欢迎。无论是问卷调查数据还是访谈数据都证明了这一点。新生们对师生互动、问题导向、合作探

究的教学模式一致推崇。通过研讨课的学习,新生的进步主要表现在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和良好的同伴交

流上。尽管多数同学对大学学习方法和学科性质的认知水平较低, 但经过新生研讨课也都有所提高。研

讨课让同学们初次体验学术研究和与同学合作学习的乐趣。

第二,研究型大学新生普遍经历了自我评价急剧下降的心理历程。问卷调查数据显示,许多学生在

第一学期结束后表现出比入学初时更不自信。分析原因,新生在入学后第一学期经历了从较高地估计自

己到痛苦地反思自己的过程;但现行的新生研讨课减缓了这种独自痛苦摸索的压力,缩短了适应的过程。

对于这种/新生情绪低谷0现象的出现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观点是, 面对强手如云的新环境, 在高中

阶段全班第一的位置受到严重挑战,新生的自我重新定位出现困难。¹ 另一种观点将此现象视为大学生

认知与情感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美国心理学家派瑞对哈佛大学学生的研究发现,新生入学时多处于第

一阶段 ) ) ) /二元论阶段0, 认为事物都可以截然分为好与坏、正确与错误两类,因此正确地解决问题的办

法是唯一的、清楚的;第二阶段是/多元论阶段0,学生能够认识到事物并不可以简单地分为好与坏、正确

与错误两类, 对于一个问题可以找到多种解决的办法, 但往往又走向另一个极端: 无所谓什么是对、什么

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因而陷入迷茫状态。本研究在第二学期初测量的结果显著地低于入学时的结

果,验证了这个阶段学生的特点。如果学生在这个阶段不能得到及时的帮助, 将难以顺利达到第三阶

段 ) ) ) /相对主义阶段0,即能够认识到虽然对于一个问题可以有多种解决办法,但在给定的条件下存在

一个最佳的办法, 因此判断事物好坏、对错要基于一定的条件。这也就是/批判性思维0的阶段。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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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研究型大学新生适应难点在于学习转换和自我认同的建立。从问卷中的有关问题和访谈结果

看,大多数新生在生活环境适应上几乎没有太大困难;有些同学甚至视困难为锻炼自己的机会。大多数

同学的突出问题表现在学科认知、大一学习与随后大学三年学习之间的联系、时间管理、自我认同等方

面。新生研讨课虽然有所帮助, 但效果不太显著,其主要原因是基础教育阶段长期应试教育养成的缺乏

自主意识和独立思考习惯的深远影响,加之大学阶段某些专业的大一课程安排不尽合理。如果新生研讨

课的教师更明确、更有针对性地关注这些方面的问题,将会有更好的效果。

根据上述讨论,本研究初步提出三项建议。第一,研究型大学新生起点高,新生研讨课的教学目标也

要相应提高。在选修研讨课前后,大一新生在问卷各维度上的得分都比较高, 这反映了研究型大学学生

有较高的自我效能感, 访谈中有些学生表示生活和学习上的困难不需要学校给予特别的帮助, 也恰好说

明了这一点。因此,研究型大学的新生研讨课教学, 在关注对学生进行常规的生活转换与学习转换教育

的同时, 应给学生提供更宽的学科视野和更高的学术高度。通过跨学科的探索,提供相关学科框架引导

他们对于自己学科专业的认知,使他们在改变学习方式的同时, 对学术的概念、学科的概念、专业的概念

及其相互关系有一定的了解。当学生明确所选专业在整个人类知识体系中的位置后, 就会热爱自己的专

业,才能在接下来的各学期学习中制定具体的学习目标。只有确立了明确的学习目标, 学生的时间规划

才会有效,才会产生意义感。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 学生的自我认同才能保持在较高的自我效能感水

平上,且才有可能进一步超越自我。

第二,新生研讨课的教学尽可能考虑不同群体学生的差异。调查显示,在参与了新生研讨课学习后,

新生在同伴交往、师生交流和社会活动参与上出现了分化现象,如有的学生更多地与老师交流、更愿意与

同学合作学习、更频繁参与社会活动; 男生在课堂讨论、师生交流上比女生发展得更好; 来自农村的大一

新生比来自城镇的对自己适应性评价更高,对研讨课的满意度更高。这些差异与分化现象,要求教师在

教学中关注不同群体的特殊需求,保证所有学生都有合适的参与机会和方式。

最后,新生研讨课的改革需要全校其他课程改革和整体性教学改革的配合和支持。尽管新生研讨课

的小班、研讨形式不可能也不必要移植到所有专业课中去,但新生研讨课关注学生参与、重研究能力而不

是知识传授的理念应推广到其他所有课程中,这样不仅可以使新生研讨课的效果得到更好发挥, 且可使

其积极影响长期保持并延续到学生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去。

Freshmen. s Orientation Course in Research University
) ) ) A Case Study in Nanjing U niversit y

SUN Zh-i feng1  ZH ANG Hong-xia1  ZH ENG Yu2

( 1 . Institute of Educat ion , Nanjing University , Nanjing , Jiangsu , 210093 ;

2 . Depar tment of Teaching Affa ir , Nanjing Univ er sit y , Jiangsu , 210093 )

Abstract:T 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2009-2010 freshman o rientation cour ses at Nanjing U niversity .

Based on the quas-i exper imental survey and interv iew data, the r esults show the o rientat ion cour ses are

very popular among freshman. Colleg e f reshman show signif icant prog resses in the class part icipat ion

and the social act iv it ies, less in study methodo logy , major- recognit ion, and self- recognition. T he or ien-

tat ion course make the f reshman adjustment process shorter and relieve their adjustment st ress.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universit ies should open other related cour ses which could maintain the o rientat ion

cour ses ef 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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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光辉，西南财经大学教学训练与评估中心主任，教授。

开设新生研讨课“教育与经济”的三点思考 

宋光辉 

摘  要：新生研讨课以小班专题研讨为主要教学组织形式，侧重于探究和批判精神的培养。以跨学

科的知识为教学内容，以营造和谐师生关系为教学场，以充分信任学生能力为出发点，坚持问题导向意

识，从基本概念开始讨论，依托教师的研究专长来引领讨论的深入，是成功开设新生研讨课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新生研讨；小班教学；交叉学科；问题导向 

 
作为专门为新生开设的研讨课程，其产生与发展可

追溯至 19 世纪末美国大学兴起的新生教育课程，在其发

展过程中，逐渐从新生适应知识教学向以研讨学科专业

内容转变，形成了今天美国大学课程教学的一道风景，

吸引了世界许多高校的关注。 
自 2003 年清华大学首开新生研讨课后，国内一些综

合研究型大学纷纷跟进，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课程体系，

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新生研讨课如何在更多高校推开，

特别对学科较为单一的行业型高校，存在学科门类较窄、

教师跨学科研究能力可能受限等制约因素。如何破解这

些制约因素，探索在行业特色型高校有效开设新生研讨

课，帮助大学新生尽快融入学习生活，作为西南财经大

学首批新生研讨课的 11 位任课教师之一，现有三点初步

思考与同行交流。 

一、积极理解开设新生研讨课的价值 

本文针对中国重点大学背景下的新生研讨课作如

下界定——“由知名教授或学术成果突出的中青年学

者主持，以大一新生为教学对象，以小班专题研讨为

主要教学组织形式，以较为宽泛的交叉学科知识为主

要教学内容，侧重于学术研究能力、探究和批判精神、

口头表达和学术论文写作等能力和素质培养的课程”。

概括为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参与主体是知名教授或中

青年学者和大一新生，师生间学科专业知识背景和年

龄跨度一般差异较大；二是教学内容侧重于理论性或

思辨性，以跨学科类的内容为主；三是教学组织基于

小班教学，以教授指导下的专题讨论（含小组讨论、

共同研究）和写作训练为主；四是注重学业过程评价，

根据小组讨论、课堂展示、小论文等情况给予学生成

绩评定，且以等级评价为主。 

二、全方位推进新生研讨课教学 

新生研讨课倡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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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何引导对相关学科概念基本不了解的大学一年级新

生进行有效研讨，在教学实践中，个人的体会有以下几

点。 
一是合理选择适合新生研讨课的课程。哪门课程适

合用作开设新生研讨课？我认为应考虑以下条件：一是

适应一年级新生的知识背景，以入门级课程为主；二是

要以专题为教学内容的主要组织载体，不强调知识体系

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三是以研讨为主要教学组织形式，

即在师生共同研究基础上展开的讨论。 
基于以上认识，我以“教育与经济”而不是“教育

经济学”或“教育经济学导论”作为课程名称，主要基

于课程定位于研讨性质，而不完全是一门学科或专业的

入门介绍，便于以专题形式进行探讨，可能会更好地激

发学生的兴趣。选择教育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进行探

讨，一方面基于自己的研究兴趣和方向所在，另一方面

教育和经济领域都是学生接触和感受较多的领域，选取

的专题学生也比较感兴趣。在课程设计中讨论的主题包

括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教育收益、教育与经济增长、教

育生产、教育选择和教育财政等问题。如在第一堂的开

场白中就引入了三个视角的关于教育概念的界定：“教，

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说文解字》）；

“教育是有意识的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社

会活动”[1]；“教育是一种生产、积累和维持人力资本的

方式”。有中国古人的智慧，也有现代教育学和经济学的

不同观点，一一剖析，学科交叉的魅力就体现出来。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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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专题和学生将来如何找工作密切相

关，涉及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与教育所形成的人力资本的

关系，既重视人力资本等基本概念的探讨，也引入了如

何计量人力资本等较有难度的问题，还涉及了对人力资

本理论形成挑战的筛选理论、内部劳动力市场理论等。

再如教育选择专题主要探讨学生择校问题，这和不少同

学所经历的高中、初中和小学择校经历直接相关，要求

学生探究引致择校问题的根源，明白导致择校问题的关

键在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且短期难以均衡，这与

家庭异质化所导致对教育的差异化需求相矛盾,需要研

究在当下如何优化择校制度，这也是目前的热点问题，

同学们对这个专题给予了高度关注。 
二是尊重学生，了解学生，形成和谐师生关系。新

生研讨课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师生平等交往。传统

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理念中，教师是教学过程的权威，

学生处于被动的地位。而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理念要求

关注学生的需求、能力、兴趣和学习风格，强调了解学

生学习的目标、学生的动机取向、学生的交流和互动，

教师是学习过程的设计者、促进者和推动者。 
在激发学生求知热情的前提下，形成和谐的师生关

系是提升教学效果的关键。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促进积极情感的形成，让学生感到教师尊重他们个人；

对学生反馈的信息非常敏感，鼓励学生表达自己的情感，

鼓励学生表达自己的观点，鼓励学生创造性地理解学科

教学内容。因我任教的班级只有 30 个人，分别来自 7
个专业或方向。班级规模小，这为促进师生了解，有效

开展师生互动提供了可能；学生差异大，这就要求教师

更多地了解学生。因此，刚开始上课前，我要求自己根

据学生名册尝试记住学生姓名，两三次课以后，基本能

记住班上所有学生的姓名、专业、大致性格特征。在了

解学生的基础上，可以直接点名让学生参与讨论，学生

感受到了尊重，而且这样也能关照到一些不擅长主动发

言的同学，更能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安排相应的课堂角

色。同时，为促进师生交流，在正常教学之外，每次上

课前，都安排了 6 个左右的学生与我一起在教工食堂共

进学术晚餐，一个学期下来，班上所有学生都至少与我

有了一次进餐的机会，进餐时讨论的主题不仅局限于教

学内容，这促进了师生的相互了解，增进了师生友谊。

一个学期的实践表明，和谐的师生关系是教学场，拉近

了师生距离，学生也会更为主动和积极地参与到课堂研

讨中来。 
三是充分信任学生，鼓励学生开展学术讨论。在新

生研讨班上，我提出了一个理念“学术无起点、创新无

边界”，基于此，我将任教的班级取名为“无双班”。其

本意是鼓励本科一年级学生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势，打破

思想禁忌，不预设标准，不设定边界，大胆开展学术研

究，鲜明提出自己观点。在第一次上课时，我列举了几

位年龄在 20 岁出头就发表重要成果的著名学者典型，如

拉姆齐 23 岁发表的《真理与概率》一文，为 1944 年冯·诺

伊曼和摩根斯坦的名著《博弈论与经济行为》提供了主

观概率的哲学基础；25 岁发表的《一个关于储蓄的数学

理论》一文，被凯恩斯评价为“数理经济学领域有史以

来发表过的最杰出的作品之一”。通过典型学者的介绍，

极大地提升了本科学生开展学术研究的自信心。 
在课堂上，充分尊重和保护学生的思维火花和创造

性。对于学生提出的观点，不轻易否定，而是力争发现

其闪光之处，引导学生进行深度的课后思考和更细致的

分析总结。即便对基本概念的讨论，也要求学生提出与

经典定义不同的理解。力争以“师生共同研究”的眼光

欣赏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多给学生更多的想象和创新

空间。事实上，不少学生在课堂讨论上提出的观点对于

开拓我自己的思维都很有启发。如有学生创造性地提出

“教育循环论”，将其界定为一个人某次受教育的意义并

不仅仅表现在当次教育带给他的改变，还应包括此改变

对此人今后接受再教育的程度以及此人对他人教育质量

的影响。尽管其搭建的框架略显稚嫩，且与新古典经济

学中所界定的公共品的外部性概念有重复之处，但由于

提出的是一个新概念，包含的内容也不仅局限于经济学

范畴，值得鼓励。 
四是以问题为导向，从基本概念入手讨论。成功的

新生研讨课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教师提出的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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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结合课程内容提出问题、提好问题，教师需要分

析学生的基本情况。选修“教育与经济”的学生是大学

一年级，他们的知识背景主要来自于高中的基础学科，

对相关专业领域的知识基本上还是空白。如果一开始上

课就涉及相关专业领域较深的概念，学生会感到一片茫

然，更谈不上展开讨论。因此，从基本的学科概念开始

讨论，然后导入较多的知识点，符合学生认知发展规律，

有利于激发讨论的热情。为了更好地引导学生讨论，除

在开学之时将教学大纲发给每一位同学之外，我也在每

次讨论前至少提前一周告知学生讨论的问题，以便学生

查找相关资料进行预习，这样才能形成更为有效的研讨。

在这门课程上，我提前预设的问题包括：为什么经济学

要用来分析教育当中的问题，而不是相反？如何设计让

更多人满意的择校制度？为什么接受较多教育的人具有

较高市场价值？教育收益的范围和主体有多大？如果教

育对经济增长有贡献，其传导机制是什么？学习成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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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一种产出，如何界定其生产函数？谁应该承担教育

成本，各层次教育如何体现出差异？等等，这些问题严

格意义上没有标准答案，学生自由发挥的空间较大。 
五是最好每个讨论专题都是教师熟悉的领域。新生

研讨课着力让学生对一些学科领域的知识点进行自己的

分析、判断和总结，教师需要给学生及时进行引导和提

供有价值的反馈，这就要求教师对讨论的专题有相当的

研究深度。 
目前我校新生研讨课的设计一般为 8 周，一般会有

8 个讨论主题。从实践来看，讨论主题如果教师熟悉，

更有利于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的发言给予中肯的评价

和引导。如判断学生的讨论是否具有创新性，引导学生

关注学科发展的研究热点，和学生交流目前的主流观点

等。这就要求教师对所涉及的主题做过较为有深度的研

究，且最好结合每个专题的讨论，将教师本人在这方面

发表的相关专业文章以及经典文献通过电子版的形式

提前发给学生，缩短学生查阅文献的时间。在教学中，

我努力按这种思路进行操作，和学生一道探讨如何发现

问题、如何查阅和评述文献、如何概括提出自己观点，

怎样采用理论或实证的方式证明自己的观点等，和学生

一起探究经典的学术观点是如何形成的，严谨的专业文

献所具备的基本要素，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文献的交流

和分享，促使学生养成阅读专业文献的习惯。在期末的

小论文中，有一些本科一年级学生开始展现出基本的科

研素质。 

三、关于加强新生研讨课建设的建议 

通过新生研讨课的逐步探索和总结，就我上的班级

而言，新生研讨课较好地达到了预先设立的目标。但同

时，作为第一次上新生研讨课的教师，仍感许多有待完

善之处，也对进一步优化新生研讨课的着力方向有一些

初步建议。 
一是如何引导学生提高重视程度，增加投入。由于

课程以研讨为主，且没有闭卷考试，这就导致极个别的

学生并不是很重视，学生课前准备的认真程度存在较大

差异，这制约了研讨效果的提升。 
二是如何激励更多教师，特别是资深教授来开设新

生研讨课。就个人经验而言，上一门新生研讨课的备课

量甚至超过了给研究生上课的备课量，而且由于以强调

研讨为主，为防止“冷堂”情况的发生，课堂教学流程

需要更为精心的设计。教师需要较多的精力投入，亟待

研究如何创设激励机制，鼓励更多资深教授上课。 
三是如何完善配套体系的支撑作用。新生研讨课程

作为一种普遍推广的课程设置，需要在课程资源、教学

环境、教学评价等方面进行系统设计。其中就教学环境

来讲，由于现在的教室大多布局固定不变，不适合进行

研讨，一定程度也影响到了课程的讨论。 
四是如何定位新生研讨课在当前课程体系中的地

位。新生研讨课不是专业主干课程，也不是文化素质课

程，在当前课程体系中的实际地位还没有明确，如何将

新生研讨课列入当前课程体系的一个大类，并赋予其不

可替代的作用，还需要探讨。 
五是如何避免新生研讨课的学科概论化。在实践中，

新生研讨课容易出现以学科知识概论作为其教学内容，

成为“学科导论”课程的替代品，这就需要在课程要求

上进行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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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叶澜. 教育概论[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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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研讨课”是改革有益尝试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3 年 06 月 21 日，作者：李妍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中国

人民大学将选出 179 名新生导

师，每人发给 2 万元，专门用

于请学生吃饭、参观博物馆等

交流学术、沟通思想等工作。

据中国新闻网 6 月 20 日报道，

该校相关负责人回应，上述消

息并不准确。人大自去年起就

全面实施了新生导师制，开设

了 179 门“新生研讨课”，由

179 名新生导师负责主讲。为

加强课程建设，增强教学效果，

学校为每门课程安排 1万元建

设经费，由课程主讲教师负责

支配，用于课程准备、教学资

料印制、师生交流和教师授课

等支出。 

  看到这则新闻，去追究万

元的大学课程建设经费究竟用

于何处，或许有点喧宾夺主。

新闻的真正看点其实在于，大

学开设了并不那么功利的“新

生研讨课”，引导初入大学校

门的新生去阅读、了解大学，

重塑独立、开放、自主的自我。

据介绍，人大的新生研讨课既

不同于传统的新生入学教育，

也不同于一些学校开设的纯粹

知识性的课程，而是体现育人

的首要内涵，旨在帮助新生认

识大学、释疑解惑，同时培养

学术兴趣、激发学习热情。 

  那么，什么样的课程才是

以育人为本，并能帮助学生认

识大学，激发学术兴趣呢？仍

以人大新生研讨课的具体课程

设置为例，其中既有“观察媒

体”、“怎样观察社会”这样

的洞察性课题，也有“如何通

过课外阅读拓展视野”这样的

引导式议题……可以说，自由

与开放是这些课程的主旨。而

除了在课程设置上不局限于专

业知识外，新生研讨课的课堂

讲授形式，也区别于传统教育

中的填鸭式灌输，更强调师生

的交流与互动，鼓励学生自由

提问、大胆设想。 

  畅所欲言、直抒己见，是

打开心灵的过程，也是一个大

学生真正走向自由思想、独立

人格的过程。唯其如此，才可

能摆脱填鸭式教育的束缚，对

知识、学术保持天然、纯粹的

热爱，以兴趣与向往打开求知

之门。这或许正是人大开设“新

生研讨课”的根本目的。 

  事实上，新生研讨课并非

人大独创。目前，国内不少大

学也已开始了新生研讨课的尝

试，目的是关注学生的技能、

行动、态度、情绪，强调理论

与现实的关联。除此之外，新

生研讨课还更关注学生作为一

个完整的人，在思想、感情、

行为等各方面的发展。这完全

区别于传统课堂，是当下大学

教育改革的有益尝试。 

  这样做的成效显而易见。

在美国大学，其创新人才的培

养过程，就是通过贯穿本科四

年的一系列结构严谨的课程体

系来实现的。这一课程体系的

重要部分，就包括了以探究性

学习为特征的新生研讨课。 

  最近，腾讯网校园频道发

布的调查显示，大学生学习热

情冷却已成为一种令人忧心的

现象。有学者分析，原因可能

是大学缺少有教学热情的教

师，也可能是十多年应试教育

的折腾把学生的热情燃烧殆

尽，又或者，大部分学生根本

没有求知的兴趣。从这点来说，

如果在新生入学时，就以自由

与开放的新生研讨课，开启大

学第一课，打开学生探索世界、

认识自我的大门，定能成为一

个人从思想上走向独立自主的

重要一步，或也是一个国家科

学技术、创新能力向好的重要

一步。（作者：媒体评论员） 



上海交大校长张杰为本科生上“新生研讨课” 

来源:东方网，2012 年 10 月 10 日， 作者:钱钰  

  东方网 10 月 10 日消息：

据《新闻晚报》报道，今天一

早 8 点，上海交大校长、中科

院院士张杰走进闵行校区东中

院 4—303 教室。同学们热烈鼓

掌，欢迎校长为他们上新生研

讨课。张杰告诉新同学：学习

任何一门科学，只有热爱它，

才能真正地学好它。 

  作为大学老师，不仅仅要

传递知识给学生，更重要的是

传递对真理和科学的激情与信

念。一年级的学生初次接触某

门课程，又迫切地想了解该领

域的前沿知识，极需要“大

师”人物当向导，以对这门课

产生恒久的热情和兴趣。因此，

张杰提出大力加强本科教学的

举措，院士、教授齐齐踏上本

科生的讲台，让新同学从一接

触课程，就“爱”上这门课。 

好老师会传递“热爱”与“激情” 

  张杰为新生上课的题目是

《物理学：传统与文化》，与

传统课程不同，他没有从物理

学的定义等基本内容讲起，而

是给同学们讲了两个让他感触

很深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关于“热

爱”。 2007 年，张杰和物理

系毕业生们聊天，了解他们的

毕业去向。让张杰感到非常震

撼甚至有些沮丧的是，选择继

续从事研究工作的学生比例并

不高。 “学物理的学生为什么

毕业后不愿意做物理？ ”张

杰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张杰

从和学生的交流中发现，同学

们非常喜欢的授课老师有一个

特点——他们无不把对专业、

对学科的热爱传递给学生。 

  第二个故事关于“激

情”。 77、78 级的毕业生中，

涌现出一大批各行各业的领袖

人物，总结他们成功的原因时，

张杰提到“那个时候，他们连

像样的课本、讲义都没有，资

源非常匮乏，条件并没有现在

好，老师们把对科学、对知识

的激情和追求传递给了学

生”。张杰强调，“正是这种

对真理执着的追求和追逐梦想

的激情，成就了他们的未

来。 ” 

解密科学研究的“三境界” 

  从三大行星定律到牛顿三

大定律，从牛顿力学到量子力

学……张杰从引领人类发展进

步的著名物理定律入手，带同

学们走进一幅幅物理学神秘而

美好的画卷中，让同学们明白

物理学是朝着人类认识的极限

而发展。 

  张杰为同学们讲述爱因斯

坦的故事，并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阐述了相对论是如何产生

的。他从哲学上关于人类认识

的无限性谈开来，讲述了关于

夸克的实验，告诉同学们：实

验虽然失败了，但是人类认识

自然的哲学取得了飞跃。 

  张杰认为，有很多人学习

科学，是把科学当作一块“敲

门砖”。这是第一种境界，也

是最低的一种境界。同样，还

有很多人把科学当作谋生的职

业或工作，科学成了他们的

“衣食饭钵”，这是第二种境

界。他最希望同学们做到的是

“第三种境界”，那就是把学

习科学当作终身热爱的事业和

信念。张杰说：“古今中外，

凡是在科学领域有巨大成就的

人，无不把科学当成一生的事

业和追求。 ” 

  “同学们要建立学习科学

的自豪感，抱着对人类未来的

最大责任感和最强信心，才去

学科学，”张杰勉励新同学，

无论是学习物理，还是其他科

学知识，这“三境界”是相通

的。只有把科学当成自己毕生

的追求和信仰，才能勇攀科学

高峰，取得人生和事业的突破

和成就。 

新生一接触课程就燃起兴趣 

  为改变传统教学模式，自

2006-2007 学年开始，上海交

大为一年级本科学生每学期都



开设了研讨性质的课程，称之

为新生研讨课。其目的不仅仅

在于向学生传授知识，更重要

的则在于培养学习者的学习能

力和综合素质，以及提出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上海交大，已经有一

大批‘大师级’人物开始给新

生上导论课，”张杰表示，“对

同学们而言，我首先是一位老

师，然后才是校长。新生研讨

课是一种很好的形式，我愿意

在课堂上，把我对物理的思考

与新同学分享，愿意做他们进

入科学殿堂的‘向导’，让他

们真正地享受知识，热爱科学，

追求真理。 ” 

  据悉，新生研讨课就是特

为新生开设的一些对教学场景

进行特别设计，以探索和研究

为基础、强调师生互动和鼓励

学生自主学习的研究型课程，

目的在于帮助学生完成大学一

年级这一关键时期的转折，并

为后继学习打好基础。其授课

教师，都是教授，皆为博学鸿

儒；有学术名宿，亦有科研新

锐；有长江学者，亦有“杰出

青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获得者）。这些课程授课方

式灵活多样，不拘一格，少了

单纯的灌输和记忆，多了自主

的学习与探讨，在老师的参与

和指导下，围绕某一专题进行

小班学习。其授课内容，全凭

教师的治学心得与兴趣，都是

教师的“拿手好戏”。 

  在上海交大，2012-2013

学年第一学期开设了 58 门新

生研讨课，可容数千人选课。

所有新生研讨课程，面向一年

级学生，没有院系、专业之限

制，亦几乎无任何先决条件和

具备某些专业知识之要求，只

要有兴趣和爱好即可通过网络

选课。它应与传统的教学有很

大不同，强调学习过程的研讨

性，注重资料的收集和阅读、

讨论、交流、合作、写作和批

判性的思考。在考核方式上，

突破书面考试的局限，不是

“一考定成绩”。学生考核合

格后，可获得相应学分，其学

分可归入通识核心课程或个性

化课程模块。 

  “越来越多的院士、‘千

人计划’专家、特聘教授等高

层次人才将陆续走上本科生的

讲台，带领学生走进神圣的科

学殿堂。 ”张杰充满信心地

说。 


	封面&目录2.pdf
	专题资料7前言
	1.以课程建设推动本科人才培养_新生研讨课的角度_胡莉芳[1]
	2.美国大学FYE及其启示_屈林岩
	3.美国大学的新生研讨课及其启示_张红霞
	4.美国文理学院新生研讨课的特点及启示_以麦克莱斯特学院为例_王春春
	5.研究型大学新生研讨课的探索与实践_阮啸
	6.美国顶尖文理学院新生研讨课的实践探析_郭雷振
	7.国外工科新生教学实例分析与人才培_省略_niversity学习见闻与思考_郭丽萍
	8.美国研究型大学新生研讨课教学模式研究_唐轶
	9.研究型大学新生研讨课开设效果初探_南京大学案例调查研究_孙志凤
	10.开设新生研讨课_教育与经济_的三点思考_宋光辉
	11.“新生研讨课”是改革有益尝试
	12.交大校长张杰为本科生上“新生研讨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