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3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4)2022,3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1　研究背景

2013 年，习主席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带一路”

的倡议，不仅继承和发扬着丝路精神，更是对“高端人才”的

渴求。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研究生教育，尤其是西部地

区研究生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相对于一线城市或东南沿海地区，

西部地区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生教育相对落后[1]。随

着西部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对西部教育的关注，虽然西部地区研究

生教育规模和教学质量稳步提高，但生源结构差别较大，尤其是

物理类生源水平。博士生和研究生的知识结构和创新能力差异较

大，在国际视野与能力方面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这些都是需

要逐步改善的。要想拉近研究生教育与东部沿海的差距，与国际

接轨，必须提高研究生的学术修养，自我完善能力、科研能力和

创新能力。而文献阅读是了解本专业研究领域，掌握国内外科研

动态的基本途径，是开展科研基础能力和科研学术能力培养的重

要途径[3]。为了减小不同层次的研究生阅读及外语水平的差距，

应该对其进行相关的有针对性的文献阅读科研训练，提高学生的

学习效率，增强学生的学兴趣，提高学生的自信心。

随着电子产品、信息技术的和学习资源的迅速发展以及高校

教育理念的发展，混合式教学模式成为现代教育教学探究的重点。

越来越多的高校都开展了优质教学资源的共享，“互联网”使课堂

走进个人。其课堂内容的多元化，主讲教师的可选性，上课时讲

的灵活性已让传统教学模式望尘莫及。因此，实现网络化和教学

资源的整合及融合是现今高校改革，尤其是西部高校教育模式变

革的重要突破。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人手一部一台智能机

对大多大学生已不是梦想。学生可以自由的查找想要的科研信息。

研究生教育信息化极大地改变了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

不仅改变了学生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方式，也改变了其学习观念和

学习方式；同时将教师由知识载体和传播者转变为组织者和引导

者。因此，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开展课程教学改革是大势所趋。

混合式教学指的是基于互动平台的线上与线下的混合教学，

兼顾传统教学与线上教学的优势，利用传统课堂教学方式与平台

的技术手段，整合多种教学资源，结合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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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实际，合理采用各种教学方法与教学策略等，改变教与学的

方式，从而更好地培养学生学习自主性和应用创新能力的一种教

学手段方式[4]。研究生的文献阅读在混合式学习条件下，可以

根据自身条件与交流需要，随时在线上或者离线下载学习交流。

同时在线下可以和同学何老师进行有效讨论，极大的节约了课堂

时间。这种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能够减小同学之间学习的

差距，建立同学自信心，同时在全体成员之间建立团结友善的关

系，有助于提高群体的凝聚力[5]。通过阅读大量专业文献，提

高学生阅读专业文献的兴趣及自觉性和主动性，以满足硕士研究

生在未来学习和工作世对获取大量科学研究信息的需求。

2　混合式教学创新方案

2.1教学组织实施

本课程通过线上预习，线下课堂讲授，课后线上线下互补的

教学模式，使学生具有斟辩、追踪，找主流专业文献的能力。主

文献的研读教学组织实施图如图1所示。建立学科专业文献库是

本论文混合教学的创新之处。

建立学科专业文献库，需要每位研究生导师根据自己的专业

特长，从当前文献中找出本学科的经典、主流文献资料，再由组

会讨论分析，从学科整体的发展历史和前沿几方面对经典学术论

文和著作进行归纳总结。在教学过程中，首先是各专业方向导师

与自己所带的研究生一起根据承担课题，初步确定研究方向，指

导学生从所建立的文献库中选择适当文献，进行指导性阅读，并

图1     专业文献阅读教学组织实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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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讨论和解析阅读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同时，研究生通过

在课堂上对经典文献的讲解和讨论，能够及时反馈给自己对文献

的理解程度，对作者的学术观点，研究思想及写作方法都有深

刻的认识。在次，课堂上通过老师的点评和总结，在听取他人

意见修正自我观点，提高自身学术研究水平都有较大的帮助。

同时小组讨论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同时锻炼了同学

之间的互助和包容；个人文献汇报有助于培养学生严谨的工作作

风，促使学生职业素养的养成。因此，本课程不仅有助于导师

自身严谨的治学理念和学术务实精神的提高，也有助于授课教师

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自身授课水平和专业水准。

虽然西部地区条件艰苦，生源底子薄，软硬件实力不如内

地。但通过线上提前预习，线下及时讨论指导反馈，课后总结的方

式，不但培养了学生正确对待求学态度如——不畏困难，追求真理

的精神，而且培养了分析文献，追踪文献，迅速掌握专业前沿动态

的学习能力；保证学生知识与能力一体化发展，增强学生实事求是

的科学态度和相互之间的合作精神。如今科技迅速发展，要成为科

技强国就必须科技领先于世界。这就要求掌握多门语言文字，最普

遍的就是英语。因此在此过程中要培养同学持之以恒的决心，热爱

科学，勤奋学习科学知识，在毕业后成为能参与国际高新技术竞争

的技术人才，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

2.2混合式教学模块的设计

在整体教学过程中，混合式教学模块的设计如图2所示。针

对基础薄弱的生源，为了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通过开设专

业文献阅读课程，使研究生的个人专业基础在对专业文献阅读和

讨论中逐步提升，并激发其创新灵感。面对海量文献，如何有

效阅读成为本专业每位研一学生需要面对的问题。研一同学对文

献价值的识别力不强，在专业文献选取方面缺乏遴选能力。所

以可以建立专业文献库。旨在强化研究生的学术基础，提高研

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例如在本专业领域广泛调研，开展专题

讨论，收集文献信息资料，召集专家进行讨论修订，以此建立

本专业的文献资源库，在讲授该课程时不断探索热点文献，同

时结合文献阅读课程的教学方法进行案列分析，并对该领域的最

新研究成果对文献库进行更新。这对每一届该专业研究生都是事

半功倍。因此对于研究生来说，必须选择本专业的前沿领域文

献进行研读。对于专业的热点文献，通常特征是具有新思想，

新方法，新性能。

《专业文献阅读》课程的主要目标是加深研究生对本专业学

科的全貌认识，掌握本专业规范的研究方法，创造自主学习，

相互学习和研究性学习的氛围，了解本专业最新研究成果，对

拓展研究生学术事业，把握专业发展方向，构建合理知识体系

及养成良好的学术规范有着而重要的意义。通过该课程能激发学

生认真学习、积极实践、广泛讨论、积极思考的良好的学习氛

围，实现专业认知、相互包容、理性行为全方位认同，在潜

移默化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线上线下的教学活动，

使学生阅读文献库中的精品，经典和主流文献资料，使学生学

会如何查阅并跟踪文献，提高科学阅读的能力；逐渐掌握对科

学问题的判断力和鉴赏力。

根据不同物理专业方向分小组讨论式的阅读最后将教学效果

反馈给授课教师，及时对授课模式进行调整。

2.3《专业文献阅读》混合式教学模式的评价

该课程针对研究生专业比较多，知识背景差异性大，

学生阅读能力和理解力差异较大，科研能力参差不一，因此

难以统一规范的进行教学效果评价。这也是与传统教学评价

明显不同的地方。混合式《专业文献阅读》教学模式旨在缩

小研究生个体之间的差距，更注重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评价，

着重考察学生的学习态度，如线上预习，线下积极讨论。通

过自己参与文献阅读做出课件与大家分享阅读过程主动寻找

自身阅读弱点，提升今后科研能力。在整个学习过程中逐步

提高阅读能力，提出问题能力以及交流表达能力。这些与课

程结束后的论文一起进行考核评定。并且据此原则制定相应

的成绩评定方法。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知识的习得性。通过利用现代化教学手

段，结合地缘特点，转变教学思维，加强学习的趣味性，开

启自主式学习模式，对推动西部研究生教育发展，紧贴“一带

一路”战略实施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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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专业文献阅读混合式教学模块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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