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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战式教学是一个全新的名字，相关和类似的教学方法已经
在西方许多知名院校中进行，很大程度上悄然无声地推进专业的
拓展与改革，换句话说，这样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在高等教育教
学体系中提早适应现代社会与科技的发展，也能更好地推动学生
的就业率及将中国教育推向国际化。

1  对战式教学的概念
所谓对战式，就是一方设计“战略堡垒”，另一方需要逐

一攻克。当然，现今的应试教育似乎也是对战的含义，但其最
大的不同在于教师与学生一同对付考题，甚至是教师为“先
锋”去应对困难，再传授内容与方法给学生，在面对挑战的教
育中把受教育者保护得严严实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违背了
教育的根本目的。而对战式教学，则是学生需要主动面对教师
团队设计的专业障碍，通过学习、研究与合作有能力去面对复
杂的专业问题并学会解决困难。同时，通过不断地攻克专业及
相关知识所设立的“障碍”，培养学生面对未来就业环境挑战
的能力，从而增强就业率和自信。

2  国内国际教育发展的要求
对于今天这个飞速发展的世界而言，教育关乎着不同国家的

未来发展与命运前途，无论未来科技如何智能，人才，永远是最重
要和最为核心的发展动力源。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国际科技与经济的
发展出现提升速度快和多领域交互的两大发展趋势，很多科技产品
的设计与研发都需要涉及多个领域及其团队的合作。换句话说，未
来的人才不是只知道本专业的人员，而是多专业交互式的人才。

叁年多前访问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时，本文作者就注意到，
墨尔本大学在对经济类学生的培养与教育中，通过很多项目的设计
让学生不得不邀请其他专业的同学进入团队共同“攻克”项目设计
的壁垒，在这样的合作与共同研究中，学生不仅可以相互学习彼此
的知识，也能通过对方的专业思维方式和知识逻辑分析去了解彼此
是如何切入主题的，及如何解决困难的。学生不仅要考虑经济投
资、融资、预算、成本等问题，同时，还要考虑项目中产品的设计、
开发、前景投入、材料、能源、销售、市场运作和宣传等内容，这
样培养的学生早已打破了传统观念经济学科的概念，在进入职场
时，学生能更好地观察不同的项目及较快融入不同项目背后的专业
知识领域，从而增强学生就业的能力与自信度。不仅如此，在莫纳
什大学的访问中，生物化学类的学科也融入许多假设性的项目让学
生进行多学科探索和深度研究，在教师设置的复杂条件下，学生需
要有独立研究、团队合作和讨论来设计攻克计划，这不仅促使学生
加强专业研究的能力，同时使学生在合作中增添了更多工作、交
流、合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由此可见，专业学科的教育在当今现
实发展的需求是：厚实的专业学科知识及丰富的相关领域扩展，不
仅要求受教育者的知识“精”和“广”，更要能“融”。

3  现今国内教育存在的问题
从近几年大学生毕业就业情况来看，毕业生存在专业知识面

窄、相关知识认知度低、专业解决问题能力差及各项相关技能掌
握差等问题，其中，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要相对于普通大学的毕业
生在这些问题上好一些。但在每年的招聘会中都普遍存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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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学生解决专业问题的能力，同时，以项目内容促使学生对学科知识进行多方面研究，学会融入团队合作，能拓展相关学科领域的
知识，攻克困难，建立应对未来发展的能力与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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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者很多，却没有公司真正需要的人才。如果从就业的情况来反
观我们的教育方式，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挂科率决定教师教学的质量。不挂科的学科说明教师
教学的“优异”，在每一门课程的教学中，挂科是一种非常正常的
现象，同时也是对未能完成学习要求学生的一种警示和给予再学
习的机会。全球著名大学如哈佛与剑桥，挂科率相当高，但这反
而造就高质量人才。第二：教学方式的陈旧。一门学科往往采用
一本教科书，教师根据章节制定教学大纲、作业和考试内容。这
样的方式是能够给学生建立一个初步的专业知识架构，但却忽略
一本教科书的不足、局限和错误。久而久之，过度和只依赖一本
教科书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专业眼界的拓展与研究。第三：
学科的考核多半是根据上课和教材内容进行的，无法也不敢超越
教材内容，更无法涉及现实职场中复杂和多变的情况。第四：相
关学科跨领域教学差。全国知名大学如北大清华能紧跟社会需求
和国际教育潮流外，大部分高校学科依旧固守原有城池，最典型
的莫过于领导创新潮流的艺术设计专业，一个学设计的学生除了
自己所学方向外，其他相关的设计一窍不通，更别说融合其他领
域。这样的局限限制了现代艺术设计专业的多维发展。

4  对战式教学的方式
针对市场发展、国家人才战略的需求及现有教育方式的问

题，提出对战式教学方式的大体建议：
第一：教师根据本门课的教学要求，自由组合对战团队，

鼓励跨领域跨校组合。从教学的“教”方面突破学科发展的局限性。
第二：教师团队制定对战项目及考核评定阶段标准及总标准，并给
予推荐的多教材清单，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订教材。第三：学
生也需要组合成团队进行对战学习、讨论及制定攻克计划，并完成
和提交项目结果，最终以项目公开答辩的方式进行汇报。第四：教
师团队根据制定的评判标准对每个学生团队的成绩进行评定，并以
答辩的形式向专家委员会展示评定结果和评语。

此外，每一门课程的等级应以双语、学科深度和广度、跨领
域范围及与市场现实发展关联程度等内容进行测评，教学质量以
教师团队的对战项目内容、要求及最终项目评定准确为主要依据。
同时，在对战教学的辅导中，教师除基本知识的解答与介绍外，应
更注意创造性思维的启发和相关知识的点拨与引导。

5  总结
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培养合格的接班人，是要有可以适应时代

发展和国家需求的人才，是要有足够能力解决问题的人才。国之
根本在教育，面对未来的挑战与风浪，我们的青年需要的是足够
的能力、坚定的意志和充满自信的勇气，对战式教学可以在学生
步入社会前就学会面对严峻和复杂的挑战，学会通过合作、沟通
与研究来培养不同的能力，也学会生存之道。少年强，则国之强，
强者永不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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