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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广西师范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开展项目研究式学习模式试验，通过项目研究的方式，让理工科大

学生主动去探索、发现和实验，学会对信息进行收集、归纳、分析和判断，去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 决 问 题，从

而锻炼思考能力，增强创造力，培养创新精神和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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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创新精神和综合能力的培养是高等教育

教学改革的方向。长期以来，我国高校沿袭教师“传
道、授业、解惑”和学生“聆听、接受、模仿”的传统教

学模式，学生缺乏学习的自主性，在创新精神和能力

的培养方面十分薄弱。因此，探讨一种新的学习模

式，对高校学生，尤其是对高校理工科学生显得特别

迫切。２００９年，作者所在的广西师范大学物理科学

与技术学院把开展项目研究式学习作为教改项目实

施，同时作为一门选修的实践课程开出，通过项目研

究的方式，让学生主动去探索、发现和实验，学会对

信息进行收集、归纳、分析和判断，去获取知识、应用

知识、解决问题，从而锻炼思考能力，增强创造力，培
养创新精神和综合能力。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１　项目研究式学习模式的意义

１．１　项目研究式学习模式是以学生为主体的创新

学习模式

　　研究性学习是高校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随着

高校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在教学中应着重确立学

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学生个性和才能全面发

展［１］。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教师是课堂的“主角”，

学生仅仅是作为“配角”而存在。学生往往是被动地

进行接受 式 学 习。项 目 研 究 式 学 习 是 学 生 自 愿 参

与，自发地组成学习研究小组，每个小组由教师给出

研究项目或 专 题，或 是 学 生 自 己 选 定 项 目 或 专 题。

DOI:10.13657/j.cnki.gxkxyxb.2013.01.018



在教师指导下，学生自主地进行研究式学习。项目

研究式学习是学生自愿参与学习的、自发性的学习，
是以学生为主体的，是自主型的学习活动。项目研

究式学习促进了学生的角色转换，学生是学习活动

的“主角”［２］。项目研究 式 学 习 是 完 全 开 放 式 的，不

受课堂的限制，学生可以充分地、广泛地收集资料、
收集信息，可以广泛地展开交流和讨论，可以深入地

探讨和研究。项目研究式学习给了学生自主学习的

空间。这种学习模式打破了传统课堂上老师讲学生

听的被动学习的模式，整个学习过程完全以学生为

主体，老师只是起引导和指导作用。学生自己选择

感兴趣的内容，因而学习的积极性高。同时学习没

有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学生可以充分地去思考、探
索和研究，这样大大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热情，能够自

觉地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去学习。项目研究式学习，
学生自愿参与学习，是自发性的自主型学习，能够充

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１．２　项目研究式学习模式是创新人才培养的有效

途径

　　传统的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缺乏创新性，课堂教

学往往脱 离 社 会 和 生 产 实 际。尤 其 是 理 工 科 大 学

生，单从课堂和书本上学习，不接触生产实践和工程

项目，很难有效地培养创新能力和综合能力。项目

研究式学习模式是学生以学习小组的形式，针对某

一个与专业学科相关的小项目或专题，在导师的指

导下开展科学研究活动，让学生直接参与到实际的

一个科学研究活动中去，从选题、收集资料、制定方

案，到研究学习、实验制作，到撰写论文、交流答辩，
学生了解和熟悉了项目研究的全过程。在小项目和

专题研究活动过程中，学生可能应用到已学过的学

科知识，也可能要应用到没有学习过的知识，这就要

求学生在整个研究活动过程，学会应用已有的学科

知识和学习新的知识。也就是要在研究中学习，在

学习中研究。学生自主地进行学习、探索和研究，得
到全面而充分的实践锻炼和科学研究锻炼。项目研

究式学习不仅让学生了解和熟悉了项目研究的全过

程，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学生的科学研究的素养，使学

生初步掌握科学研究的能力，同时培养学生对信息

进行收集、归纳、分析和判断的能力、学生自我获取

知识能力、应用知识进行综合设计能力、组织管理能

力、获取科研数据和数据分析与应用能力、文字表达

能力等综合能力和创新精神［３］。
１．３　项目研究式学习模式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和

团结协作能力

　　２１世纪的科学研究已告别孤军奋战、单打独斗

的历史，科学 研 究 工 作 的 集 体 性 日 益 凸 显，团 队 合

作、协同作战已成为当前科研活动的主要模式。对

于理工科大学生，培养其团队精神和团结协作的能

力显得尤为重要。在传统的课堂学习中，学生往往

得不到这方面的培养和训练，而项目研究式学习则

可弥补课堂学习的不足。

　　在大学生中开展项目研究式学习，是完全依照

科研活动来进行的，不少项目选题就是小型的科研

课题，有的老师甚至直接就把自己的在研项目的部

分模块或子项目作为选题让学生参与。而学生参加

项目研究式学习，一般为一学期或一年，且大多利用

课余时间进行，所以个人很难完成一个项目选题，需
要多人合作来完成。从我们已开展的两期项目研究

式学习的情况来看，６０多个项目选题，全 部 是２人

以上，甚至由３～５人组成学习小组来进行。

　　项目研究式学习，通常是在老师的指导下，以学

习小组或创新团队的方式进行。这给学生提供了一

个广阔的有利于人际沟通与合作的空间，在这里与

导师的沟通与交流，与同学通过合作、交流、探索，最
终达成一定的目标，体验到与他人分享研究信息、创
意和成果的喜悦。通过这样一个过程的锻炼，培养

了大学生乐于合作的团队精神，与他人交流沟通的

能力和团结协作的能力［４］。

２　项目研究式学习模式的实践和效果

２．１　项目研究式学习模式的实践

　　项目研究式学习主要包括选定项目课题、开展

项目研究准备、开展研究学习、成果呈现及交流与评

价几个阶段［１，５，６］。我们以教学副院长牵头，成立项

目领导小组，负责项目方案的制定和实施。项目实

施对象为二年级以上物理学专业和科学教育专业的

学生。二年级以上的大学生已具备了一定的自主学

习和项目研究的能力，他们也有较强的自主学习的

愿望和要求。项目研究式学习分期进行，每期时间

原则 上 为１年，从 每 年 春 季 学 期 开 始，冬 季 学 期

末结束。

２．１．１　项目申报

　　由指导教师拟定切合学生实际的项目或专题，
可以由老师在自己的在研项目中选出某个子项目，
经过简 化 目 标 和 研 究 方 案，作 为 研 究 式 学 习 的 课

题［７］，也可以鼓励学生在各课程学习中通过发现问

题、提出 问 题 而 自 然 生 成 项 目 课 题［８，９］。每 个 指 导

教师申报１～２个项目（填写项目申报书），经项目领

导小组审定后向学生公布，时间为１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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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　项目领导小组组织学生报名选题

　　学生自愿报名，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以及自己

的实际情况选定项目课题。只有学生根据自己的兴

趣爱好自主选择内容，才能使其倾注全部热情，认真

进行研究，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５］。在学生自 主 选

题的前提下，指导教师应加以引导，增强选题的规范

性和可持续性。指导教师根据学生报名的情况选定

学生，组成学习小组，每小组２～５人。如果学生选

定的项目课题是学生自己提出的，学生可自己聘请

指导教师。这样由指导教师和报名学生双方确定，
组建项目学习小组。然后，学生收集资料，在教师指

导下制定研究方案，举行开题报告，时间为１个月。

２．１．３　开展课题研究

　　在项目研究前期，学生选定了课题，但是对课题

的了解可能还不够深入，如对项目研究的目标、研究

方案和进行过程等可能还不清晰，还不知道如何入

手开展研究工作。指导老师要组织学生进行认真学

习和讨论，让学生透彻地了解项目研究的目标，真正

领会研究方案和如何开展研究活动，鼓起学习研究

的信心。然后，学生充分利用图书馆、网络资源等查

找、收集资料，整理和分析资料，进行相关信息收集、
分析和判断，或进行调查研究，或进行实验，或进行

设计制作等。这个过程，小组或团队成员要注重进

行分工与合作，交流和讨论。在整个研究学习过程

中，老师要尽可能给学生具体的指导和提供一些必

要的条件，如指导学生正确搜集和选择科学事实或

探索事实，提供必要的实验设施和材料。引导学生

通过对问题的分析、探索，进行假说、讨论或归纳等

一系列再发现的认知操作过程，寻找问题的解决方

式，使研究得 到 正 确 的 结 果，乃 至 得 到 创 新 性 的 成

果［９］。开展课题研究期间教师进行指导、督促 和 检

查，时间为４～６个月。

２．１．４　成果形成以及成果交流与评价

　　成果形成是在老师指导下学生撰写论文，如果

设计制作的要完成作品，时间为１～２个月。成果交

流与评价是在老师主持下进行小组交流和答辩，考

核通过者给予学分，不通过者提出整改意见。并推

选优秀者进行大组交流，进一步推优，达到要求的选

送学术期刊发表或申请专利。时间为１个月。

２．２　项目研究式学习模式的实践效果

　　广西师范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从２０１０年

春季学期开始实施第一期项目研究式学习，２０１１年

春季实施第二期。两期共有二年级以上物理学、科

学教育两个专业１６０人参加了近６０多个项目的研

究学习。项目涉及的内容有理论物理、中学教学研

究、教育教学调查、实验设计与研究、计算机在教学

中的应用、实用产品设计制作等方面。经过答辩，已
有１２５人获得学分，学生在省级以上学术期刊发表

８篇论文，学生与指导教师一起取得了５项国家 专

利。学生制作的实验仪器、教具和物理实验预习与

仿真系统，获得省、市和校级的奖项多项。２０１２年８
月，在成都召开的第七届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实验教

学研讨会上，１篇学生论文和１件学生制作的教 学

仪器分别参加全国大学生已发表论文评比和自制教

学仪器评比分别获得三等奖。

３　结束语

　　项目研究式学习体现了“以学生发展为本，以培

养学生创新精神和综合能力为核心”的教育思想内

涵，是一种自主学习型、能力型的开放式创新人才培

养模式。参加项目研究式学习，学生在研究中学习，
在学习中研究，在学习知识的同时，了解和熟悉了科

学研究的过程，锻炼并提高了科学研究的素养。通

过项目研究式学习，培养了学生对信息进行收集、归
纳、分析和判断的能力，培养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获

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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