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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迭代的研究生课程教学改革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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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面向现阶段研究生课程教学效果不佳，尤其是理论实践关联不够、学生吸取不足、创新意识欠缺、兴趣激发不够等问题，
以我校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的研究生课程改革为导向，构建三维迭代的课程教学改革方案，以理论铺垫为基础，以案例剖析
为手段，以能力探索为目标，形成学习、实践、创新、创业一体化模式的良性循环，探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供可持续推
进和可迭代衍生的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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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中强调：“要深
化培养改革，着力增强研究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明确
了必须深化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着力增强研究生实践能力、
创新能力。近年来，随着一批批研究生毕业后进入社会工作，
诸多企业和公司反映部分毕业生的能力与学位不相符，不只
是硕士毕业生，本科毕业生也存在这种情况，且具有愈演愈
烈的趋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在
学校教学方面存在一些薄弱之处，例如学生对教学内容的兴
趣不高，学生自主动手的机会不多，理论知识无法充分与实
践结合等问题。为制止这种情况重复发生，提高学生兴趣和
实践能力，教育改革刻不容缓。

目前研究生课程教学效果不佳，尤其是理论实践脱节、
学生知识吸取不足、创新意识欠缺、对学生兴趣激发不够，
因此对研究生课程教学进行创新和能力方面的改革需求越来
越大，如何解决上述问题是当前改革的重要核心。

本文结合我校的人才培养方案，以《电子对抗技术》课
程为例，构建三维迭代的课程教学改革方案，以理论铺垫为基
础，以案例剖析为手段，以能力探索为目标，形成学习、实践、
创新、创业一体化模式的良性循环，探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2、现状分选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内外对学术型人才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我国学术界欲在全球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教育
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必须同时具有前沿的科学技术知识、丰富
的创造力以及强大的责任意识。如今高等教育实现了大众化，
研究生教育的地位在整个教育领域中越来越重要。学术型思
政教育的前进脚步不可阻挡。

在国外，创新优化研究生培养机制是当下各国关注的焦
点，研究生培养质量是大学教育水平和整体竞争力的重要指
标，它们从学业成效和学生在学体验进行评估和改善，注重
跨学科培养，将数字技术应用到教学上丰富学生的在学体验，
美、英等国家的世界一流大学扩宽了研究生教育的受众人群，
提供在线教育以及多元化的培养。2014 年，粟莉等人 [1] 针对
研究生课程建设的国内外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指出美国等
三个国家的研究生教育水平相较于其他国家而言较好。

而我国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在此基础上开展精神
教育，让学生学习到知识的同时能够树立正确的三观。2018
年，杨玉林等人 [2] 针对航空电子对抗基础的课程特色，选取
利用 System	View 软件仿真方法展开教学，将抽象的内容形
象化增强教学内容的可理解性，提高了教学效率；同年关硕、
齐超等人 [3] 提出当前的教学方式无法满足国家对创新实践
型人才的需求，并从教学模式等四个方面提出建议和措施；
2019 年，郑萌萌 [4] 面对新时代研究生思政课存在的问题 , 从

教学效果等四个方面改革创新并提出对策；同年邵明、夏军
等人 [5] 结合当前研究生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从实践出发提出
了几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推动了教学改革。

2020年李树青、曹杰等人[6] 从研究生文献检索课程出发，
全面分析了开展该课程对当下研究生的利弊，从四个方面探讨
了研究生文献检索课程教学改革设计，提高学生获取信息的能
力；同年8月，薛欣欣等人 [7] 对研究生教学中的自主学习内涵
进行解释，分析其作用，并从两个维度提出将自主学习融进研
究生课程教学的实践策略；同年12月王桂芳、梁光传等人 [8]

针对当前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培养意识等方面对培养研
究生的创新实践能力提出了相应的改革策略，但没有进行实践。

2021 年 4 月王方等人 [9] 对研究生课程中的思政实施效
果进行调查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2022 年，孙静
等人 [10] 以课程“DSP 原理与应用”为例提出从课程内容等
三个方面对该课程进行改革，突出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以产
出为导向，实现了“知识—能力—实践”的递进式培养；同
年 6 月薛亚东、黄宏伟等人 [11] 针对高等岩石力学课程的教
学特点与现存问题，结合实践与实际需求，提出针对课程教
学改革的指导思路与实际举措，并在实践中取得不错的成果；
同年 7 月，罗红等人 [12] 在教学内容优化等方面对教学进行
改革与实践，提高了学生的自主学习和研究分析能力。

综上，可以看出各大高校在研究生教学方面仍存在一些薄
弱之处，例如学生对教学内容的兴趣不高，学生自主动手的机会
不多，理论知识无法充分与实践结合等问题，尤其是理论实践脱
节、学生知识吸取不足、创新意识欠缺、对学生兴趣激发不够，
因此对研究生课程教学进行创新和能力方面的改革需求越来越
大，如何解决上述问题是当前研究生教学改革的重要核心。

3、三维迭代的课程教学改革

以《电子对抗技术》课程为例，建立如图 1 所示的三
维迭代的课程教学方案，一维为理论铺垫环节、二维为案例
剖析环节、三维为能力探索环节。

图 1	三维迭代的课程教学方案
在一维理论铺垫环节中，从教师、往届学生角度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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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总结该课程中存在的缺陷及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进
而针对现存问题，进行理论课程讲解中的内容元素、内容关
联、前需基础的剖析，并有针对性地对不足内容补充完整，
同时将本课所需要的前需基础进行提炼，指导学生进行查缺
补漏。同时，将关联性内容进行融合，系统性地讲解底层关
系，并打通孤立内容间的屏障，使得学生能够深刻理解每个
知识点的底层逻辑、各个知识点间的非显性关联、每个知识
点的应用价值等，从而达到学有所获的目的。

在二维案例剖析环节中，依托理论铺垫环节的基础知
识学习，针对重要知识点以及多知识点结合的问题，以典型
案例为主体，先分层次、分维度地将典型案例进行分解，并
引导学生从不同层次、不同维度进行思考，挖掘多角度应用
需求，并结合前期的理论知识，建立应用需求与知识点间的
关联。进一步，以团队形式进行分组讨论，从而形成多种案
例分析与解决方案。最后，老师带领学生针对形成的多种方
案进行探讨，发现并指出学生可能存在的知识点欠缺或知识
点关联混淆等问题，从而，以案例效果形成进行知识点的更
正，达到知识深刻掌握的目的。

在三维能力探索环节中，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想法，
并引导学生进行创新性方法的思考，进而进行关键模块的建
立与分析。进一步，老师带领学生集体探讨可行的、新颖的
思路，形成可行方案，并指导学生组队形成创新创业项目，
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与实施，达到学有所成的目的。

本项目的三维迭代的课程教学方案，不仅可以促进学
生的学习兴趣、使得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更加深刻，而且也
可以启发学生的创新性思维。本教学改革能够推演至其它研
究生课程改革，从而形成学习、实践、创新、创业一体化模
式的良性循环。

4、效果分析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与推进，在本年度的《电子对抗技术》

课程中已经开展，其中，兴趣高的学生数占总人数的百分比
定义为兴趣度，其效果如图 2 所示，由于学生对多知识点的
兴趣高涨，因此学生课堂学习兴趣度显著提高。学生提出的
个性及创新性思路的数量与总人数的比值定义为创新思路提
出率，其效果如图3所示，由于课后自学及能力提升明显改善，
学生的创新想法和思路得到了启发。因此，通过课程改革的
效果可见，此改革达到了预期效果，并具有可持续推进的价值。

图 2	改革前后兴趣度比较效果

图 3 改革前后创新思路提出率比较效果

5、结论

通过构建三维迭代的课程教学改革方案，分析当前该

课程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当下教育环境及学生兴趣，探索

当下教学状况，丰富课堂内容，提高学生兴趣，培养学生自

主探索和学习的能力，提出相应的改革策略，为国家输送更

多具有创新能力的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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