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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年，河南省教育厅发布《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研
究性教学工作的指导意见》（下文简称《意见》）。这是教育大
省河南省首次从总体思路、基本原则、重点任务、推进措施、
政策保障等方面对全面推进研究性教学进行宏观谋划和部
署。虽然研究性教学不是最近才有的原创概念，但这一概念
面世以后，学界对其展开了热烈讨论，对其也褒贬不一。有
观点认为，“研究性教学”行将成为本科教育改革的主导模式
（周光礼、姜嘉乐，２００９：４１），得到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可，称
得上“一流理念，一流效果”（王超，２０２２：６２）。有学者则不以
为然，认为其是“新瓶装旧药”（田宏杰，２０１９：５３），很容易成
为一种“折中”和“将就”方案，教学效果难以保证（张宇、聂继
凯，２０１８：６２），未能产生一流效果（周序，２０１８：１３１）。在我国
全面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和“双
一流”高水平大学建设全面推进的新形势下，明确什么是“研
究性教学”“研究性教学”的本质内涵是什么、实施“研究性教
学”需要遵循何种原则等问题，对全面推进高等教育研究性
教学，强化其实施效果，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助力我国高等教
育持续健康发展尤为重要。

一、“研究性教学”概念的提出
２００５年，国家教育部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

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就曾提出“积极推动研究性教学”
（教育部，２００５），研究性教学随即成为我国本科高校教育教
学改革的主攻方向。而世界范围内最早提出“研究性教学”
概念的时间，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１９９８年，美国博
耶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委员会（Ｔｈｅ Ｂｏｙｅｒ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发布《重
建本科教育：美国研究型大学蓝图》（Ｒｅｉｎｖｅｎｔ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 Ｂｌｕｅｐｒｉｎｔ ｆ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下文
简称《蓝图》）。《蓝图》要求研究型大学充分利用其研究优
势，吸纳本科生参与科研，提出教学应与研究相结合，学生的
学习应基于研究，建立以研究为基础的教学模式，即本科生
研究性教学（刘赞英，等，２００７：６９）。《蓝图》对研究性教学实
施条件、构成要素、实施原则等内容的精准阐述，对包括美国
在内的世界范围内高校的教育教学改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研究性教学”概念的理论沿袭
作为一种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或教学模式，“研究性教

学”是现代教育理论发展的必然产物。一般认为，“研究性教

学”与欧美发达国家倡导的教育理念有很大关联，是众多教
育理念基于时代发展，进行深化、整合和发展的概念创新。

杜威（１９９０：３８２）提倡的“从做中学”（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ｙ Ｄｏｉｎｇ）
的教育思想，以皮亚杰（１９９０）“发生认识论”（Ｇｅｎｅｔｉｃ Ｅｐｉｓｔｅ
ｍｏｌｏｇｙ）、维果茨基（１９７８）“最近发展区”（Ｔｈｅ Ｚｏｎｅ ｏｆ
Ｐｒｏｘｉｍ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理论为代表，强调学习者基于个体和社
会建构主动习得知识的建构学习观，奥苏贝尔（１９６３）提出的
“有意义接受学习”（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 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理念，罗
杰斯（２００６）提出的“有意义自由学习”（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ｎ Ｍｅａｎｉｎｇ）
理论，布鲁纳（１９８２）主张的“发现学习”（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理论，相互贯穿的一条主线是，强调学习者通过不断探索世
界、发现问题、形成理解、建构意义，从而实现新旧知识的统
合与贯通（孙璐，２０２２：１２４）。上述理论不仅为“研究性教学”
概念的提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也与“研究性教学”倡导
的研究和教学相互融通、相互支撑，确保教学活动更有质量、
更有效果、更有创造性，着力培养学生善于探究知识，提升分
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基本理念上具有内在一致性。

三、“研究性教学”的实践探索
世界范围内，德国可以算是最早实践研究性教学的国家

之一。１９世纪初，洪堡创立的柏林大学就确立将科学研究视
为一种教学模式和人才培养主要方法的核心治校理念，这也
是践行洪堡“教学与科研相统一”原则的具体体现。在这一
原则下确立的“科研—教学—学习”三者联动的共同体（孙
璐，２０２２：１２４），对德国现代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
为世界范围内研究型大学创新教学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和借鉴价值。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开始，我国部分研究型大学，如清华大

学实施的大学生研究训练计划（清华大学教务处，１９９６：１５－
１６）、南京大学实施的卢德馨研究性教学模式（卢德馨、许望，
２００４：２０）、华中科技大学实施的“基于导师制的本科人才孵
化站”（黄元国，２０１５：１９５－１９７）项目，就已经率先在某些单一
课程或学科开展研究性教学的尝试。这类探索虽只是以点
带面，但收集的实施要点、整理的教学模式、归纳的实践特
点、反馈的积极经验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为国内其
他高校陆续开展研究性教学探索和实践奠定了坚实基础。
２００５年，国内明确提出“研究性教学”概念之后，在相关

文件指导及利好政策的扶持下，越来越多国内知名的研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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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加入“研究性教学”的实践行列，研究性教学也从教师个
体基于课程的试水摸索向范围更广的专业发展、学科建设推
进。北京大学的“本科生科研训练计划”、浙江大学的“大学
生科研训练计划”（ＳＲＴＰ）、湖南大学的“大学生创新训练”
（ＳＩＴ），无论是层次还是规模，较之前期都有了较大程度的提
升，取得的育人效果也更加显著。

目前，研究性教学有逐步向地方应用型大学扩展的趋
势，无论是扬州大学“从课程拓展到专业”（戴跃侬，等，２０１７：
６２）的研究性教学改革实践，还是浙江万里学院“以合作性学
习为特征”（钱国英，２０１０：８２）的研究性教学改革等，均在“应
用”也需要以“研究”为先导的思想指引下，试图证明“双非”
和地方应用型大学开展研究性教学，不仅必要而且可行，进
一步推广了我国的研究性教学理念，扩大了研究性教学的适
用和实践范围。但研究性教学在实践过程中暴露出的教学
科研融合认识不足、本科生科研训练质量难有保证、研究性
教学的效果不尽如人意、支持力度不足（施林淼、刘贵松，
２０１５：３４）等问题，需要我们对相关概念和内涵做出更深层、
更有逻辑性的思考。

四、“研究性教学”概念的时代发展
关于“研究性教学”的界定，早在教育部（２００５）发布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的文
件中，就从“增加实验比重”“推进讨论式教学、案例教学等教
学方法和合作式学习方式”“大学生通过参与教师科学研究
项目或自主确定选题开展研究”等层面进行过具体的实施性
描述，而对“研究性教学”的理论阐述、系统解读仍需要加强。

学界对其核心内容的界定，则更为细化：一是强调“研究
性教学”的“教学”属性。认为“研究性教学”作为一种教学理
念和方式方法，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为目标，激发学生独立
思考和自主学习的潜能，拓展学生研究性思维和探究精神
（王芹，２０２０：７）。二是凸显“研究性教学”的“研究”特点。
强调教师通过指导学生选择和确定与学科相关的专题进行
研究，使学生在独立的主动探索、主动思考、主动实践的研究
过程中，吸收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获取新颖的经验（曹
娟，２００２：１１１）。三是将教学与科研同等看待，认为寓教学于
科学研究，在科学研究中开展教学活动，教学发现问题，科研
解决问题，二者相互支持、相互依存（姚玉环，２００５：５１）。四
是突出“研究性教学”教师的主动主导和学生的被动参与作
用。认为教师的引发、促进、支持和指导，在学生的研究性学
习活动中处在非常重要的地位。教师基于思维情境的创建，
确定实际教学问题，结合不断的假设探究及验证，为学生实
践创新能力及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提供依据（皮武良）。这
也是绝大部分学者在论述“研究性教学”优势和实施路径时
的主要看法之一，也是研究性教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采用的
主要思路之一。五是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认为研究性教
学是一种在教师的组织指导下学生自主学习、自主实践的教
学（别敦荣，２０１７：１０）。六是强调“研究性教学”实现路径的
多维整合。主张将课内讲授与课外实践、教师引导与学生自
学、教材与阅读有机结合，通过教学过程的研究性，引导学生
进行研究性学习（欧阳小迅、戴育琴，２０１７：１７８）。

综上，研究性教学就是将研究作为手段，将教学作为目
标，通过教师预设开放的教学情景和教学内容，确立平等互
助的师生关系，强化理论与实践相协调的教学理念，夯实师
生协同参与的教学方法，以相关知识的习得和探究为纽带，
通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答问题，不断锤炼学生思维，以
培养学生写作能力、创新精神，增强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为目标的多元化教学理论和教学模式。

五、“研究性教学”的本质内涵
研究性教学理念下，老师和学生肩负多重身份，他们既

是研究和教学活动的参与者，新知识、新思维、新技术的学习
者，还是专业知识的输出者，共同构成“研究和学习共同体”。
创立“研究和学习共同体”，明确参与主体的身份和主要任
务，不仅有利于践行终身学习的理念，也对建立平等协同的
师生关系，营造良好的研究和学习氛围，提供了理想的解决
方案。理清“研究性教学”的本质内涵，需要着重处理好“研
究”与“教学”“研”与“究”“教”与“学”间的关系。

（一）明确“研究”与“教学”的关系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第６版）的解释，“研究”的词义

有二：探求事物的真相、性质、规律，考虑或商讨（意见、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２０１２：１４９７）。“研
究”的第一层意义，表达了提出问题—探寻科学的解决途
径—解答问题或取得结果“三位一体”的事物本质探索过程，
大体等同于广义上的“科学研究”，即通过创造知识和综合整
理知识，在现有水平上前进一步，其必然以取得新的结果作
为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周立伟，２０１１：３２）。“研究”的第二
层意思，表达了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需要通过仔细考虑，反
复商讨，优化“研究”途径或内容的含义。

需要明确的是，研究性教学中的“研究”和广义上的“科
学研究”还不尽相同。碍于本科生的知识储备、学习能力、科
学思维等方面的差异，研究性教学中的“研究”不一定都是以
“取得新结果”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它可能是对现有知识
的总结和梳理，对相关知识的积累和应用，也可能是基于假
设并试图寻求解决方案的分析解答过程，重要的是培养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锤炼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答问题的
能力。同时，认清“研究”的第二层意思，有助于突破狭义“研
究”的桎梏，扩展研究性教学的外延，破除将学生参与项目研
究作为研究性教学主要硬性指标的思想，优化研究性教学的
模式选择。

通常来讲，教师是高校“研究”和“教学”的主体。在研究
性教学中，明确“研究”和“教学”关系，首先需要着力理清教
师“为什么研究”“研究什么”，“研究”和“教学”是否相互关
联的问题，着力提升思想认识。长期以来，研究与教学之间
相辅相成、彼此融合的辩证关系得到普遍认可，通过二者的
协同推进实现知识的双向迁移，对提升高校教育教学质量和
师生科研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在部分高校教师身上存
在的有科研无教学、有教学无科研、研究与教学在主题和内
容方面相背离相割裂的现象，都是对研究性教学本质内涵的
误解，无疑会对研究性教学的有效实施产生消极影响。

需要明确，“研究性教学是教学，而不是在教学之外做研
究”（别敦荣，２０１７：５８）。也就是说，研究性教学中，“研究”的
关键落脚点必然也理应落到“教学”上，“研究”的最终目的是
为了教学。“研究”与“教学”的关系，大体可以确定为“研
究”是手段，“教学”是目的，“研究”的实施必然服务于各项
“教学”活动，服务于学生思维、思辨和独立解决问题能力的
提升。“研究性教学”中的“研究”，必然更关注和指向教学，
更关注学生的个人成长和专业发展。“研究”的主体不能仅
仅限于教师，学生始终处于被管理、被支配的地位。学生在
解决实际问题中萌生的与专业学习有关联的内容，也可以向
老师“出题”或同老师讨论交流，这也是增强教师学习紧迫
感，督促教师不断学习的重要载体。任何借“研究”之名，疏
于对学生的学业指导，盲目放弃“知识回归”的基本教学立
场，弱化课本知识讲解，单纯强调学生自主学习，让学生一味
为教师科研项目“打下手”的做法理应摒弃。

（二）明确“研”与“究”的关系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第６版）的解释，“研”多用于抽

象意义，指反复、仔细地分析琢磨，而“究”表推求、追查之意。
顾名思义，合并在一起的“研”“究”，旨在表达通过仔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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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求事情解决方案的过程，其中，“研”是“究”的手段，而
“究”是“研”的目的。明确“研”和“究”的区别和联系，对于
理清研究性教学中教师的工作重点，明确学生的角色定位，
拟定学生的学习方式，分配学生的任务安排，确定学习者的
预期目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研究性教学中的“研”重在强调，教学设计和实施环节需
要秉持科学严谨的态度，反复推敲教学内容，整合教学方法，
优化评价体系，推动教学质量提升，保证评价指标科学全面。
研究性教学中的“究”重在强调对包括书本确定性知识在内
的与教学相关联的各类知识的探索和积累，引导学生通过预
设的教学环境和教学环节，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学
习旧知、探索新知、发现未知，并将习得的知识移植到实践应
用中去，锤炼其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明确“教”与“学”的关系
明确“教”与“学”的关系，主要涵盖三个层面。首先，要

主动打破传统的教师“教”、学生“学”的单向知识灌输模式，
教师的“教”不再是学生“学”的唯一渠道，学生基于教师
“教”的主题和内容进行深层次或多方位的知识探究与实践，
变被动接受为主动习得也是获取知识的重要来源之一。其
实，传统观念认为，老师是知识的权威，是学科相关知识集大
成者，拥有至高无上的对位，对教师权威顶礼膜拜，绝对信
任。在研究性教学理念下，自然需要充分肯定教师在某些专
业知识方面的储备优于教学对象，这是教师立足教学岗位的
前提和基础。但相关领域知识的无穷尽性，也需要教师破除
自满情绪，在“教”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学习，提升自身的知识
储备和结构。再次，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部分教师，特
别是老教师暴露出知识结构老化，不太容易接受新思想、新
思维、新事物，对现代信息技术融入教学活动甚至有排斥情
绪。而这些问题正好可以从思维活跃、接受新事物能力强的
年轻学生群体中得到弥补。教师敢于充当学生的“学生”，从
学生中“学”，通过与教学对象的平等、双向交流，取长补短，
完善自身综合能力，也是新时代教师职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六、结语
在中国特色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高校通过系统性的教

育教学改革，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对接我国发展大局，为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是高校不可推卸的历史
责任。在此背景下，理清研究性教学的概念及内涵，有助于
统一思想，消除认识误区和实践懈怠，有助于消除实施环节
非此即彼的绝对化倾向，灵活处理实施环节遇到的各类问
题，有助于国内各高校基于自身优势和实际，针对性地创新
性开展研究性教学改革，提升整体育人质量。

研究性教学实施过程参与主体众多、教学方法多元、牵
涉面广、统筹难度大，需要在国家相关文件指导下，借鉴兄弟
院校成功经验，坚持教学组织科学化、教学主体多元化、教学
内容丰富化、教学方式多样化、教学评价层次化、教学研究融
合化原则，积极谋划，点面结合，协同推进，保障研究性教学
顺利开展，并取得积极成效，助力我国高等教育持续健康
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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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同时，我们还积极组织各类体育活动和比赛，为学生
提供展示自我和锻炼能力的机会。在实施过程中，我们还注
重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工作，通过问卷调查、课堂观察等方式
收集相关数据，以便对改革效果进行评估。
３．分析评估结果并优化改革方案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施后，我们对改革效果进行了全面评

估。通过对比实施前后的数据发现，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和
体育素养均得到了显著提升。同时，学生对体育活动的兴趣
和参与度也有所提高。然而，在实施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
题和不足。例如，部分学生在某些运动技能上仍存在薄弱环
节；部分教师对新的评价体系还不够熟悉等。针对这些问题
和不足，我们对改革方案进行了优化和调整。例如，针对学
生的薄弱环节加强了辅导和练习；针对教师对评价体系的不
熟悉加强了培训和指导等。通过不断优化和调整改革方案，
我们逐步形成了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

四、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体育教学评价体系的改革与实践探索，不

仅揭示了当前评价体系存在的问题，还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
向与建议，并通过实践探索验证了改革措施的有效性。未

来，随着教育理念的持续更新和教育技术的不断进步，体育
教学评价体系仍需不断完善与创新，以适应新时代教育发展
的需求，更好地服务于学生体育素养的提升和终身体育意识
的培养。希望本研究能为相关领域的学者和实践者提供有
益的参考和启示，共同推动体育教学评价体系的持续健康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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