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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研究性学习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 
◆杨广超 

（重庆大学计算机学院） 

 
摘要：针对当前高校学生被动学习的教学现状，本文提出了基于研究性

学习的混合式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模式转变了传统教学的方式，激发了

学生的积极性。我们从师生角色变换、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培养、构建研究性学习的教学评价体系几个方面进行改革实施，并应用

于课程教学中，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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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与高等
教育的结合，大学教育教学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传统的以
教师为主体的课堂讲课模式，逐渐被以“互联网”为载体的多样
化教学模式所替代。混合式教学方式作为一种新颖、有效的教学
模式，已经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所采纳和实践，逐渐在大学教育中
得到应用。所谓研究性学习[1]是一种以学为主的学习模式，是根
据设计或者实际工程背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通过各种灵活
的学习方式，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从而达到知识
学习和能力培养等课程教学目标。 

对于混合式教学，很多教育工作者进行了研究，并撰写了相
关研究文献，例如何克抗[2]早在 2004 年就提出信息技术与混合式
教学的融合；陈一明[3]提出教与学形态变化对教学的影响；刘允
等[4]给出翻转课堂和传统课堂教学模式比较研究；Min Song[5]等
将混合式教学与 MOOC 结合。但在相关文献中，有的是从教育
理论进行论述，有的阐述信息技术在课程中应用，有的从教学效
果进行比较。均缺乏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创新能力的应用研究。
我们提出基于研究性学习模式的混合式教学方法，除了提高教学
效果之外，重点强调了学生的分析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1.研究性学习模式的背景 
国内外的高校都在寻求教学改革的方向、方式，从而提出了

各种不同的教学改革模式。与传统的教学方式不同，研究性学习
模式是以培养学生分析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为目标[6]，将
研究性学习方式应用在高校课程教学中，并不是将学生培养成为
“研究性学者”，而是突出学生的个性发展，让学生在自己掌握
的已有知识基础上，通过探究去获取更广泛的新的信息和新的知
识，达到学以致用的效果。 

欧美等国家的教育工作者最先引入研究性学习方式到教学
中，并获得了较好的效果。2007 年，我国启动了高校本科教学
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研究性学习才开始慢慢走进高校课堂[7]。
但是，目前高校研究性学习模式的探究还是很少，这导致国内高
校中，研究性学习模式的应用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探索。 

我们根据学校关于计算机专业的教学要求，结合课程的具体
知识背景，将研究性学习模式引入到大学计算机专业课程教学
中，旨在从根本上改变学生在实际应用中，不善于运用所学知识
进行实际项目分析，项目设计与开发的问题，从而培养出具有能
够主动分析问题，根据项目背景灵活设计的高层次工程技术能力
的高端人才。 

2.研究性学习模式在课程的实施方案 
笔者担任数据库系统的课程负责人，从事数据库系统教育达

8 年之久。这门课程是计算机学院的专业核心课程，在课程教学
中，我们尝试引入了研究性学习模式。具体实施过程中，主要从
以下几方面进行了改革。 

2.1 教学过程中，师生角色的转换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问题发现、提出和解决能力，传统的

以教师为中心的知识灌输方式必须向以学生学、研究为中心，教
师为引导的方式转换。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能满堂讲授知识，
学生被动听，需要新的教学理念，在研究性学习模式中，教师的
角色由主讲为主的角色，转变为引导为主的角色，课堂上，不再
整节课的讲授知识，而是根据知识点、项目背景、问题等方式引
导学生理解课程知识内容，使学生学会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进行设
计，并能发现项目中的问题，学会解决问题。学生也不再是被动

的接受教师讲解的知识，而是需要积极的参与到课程的教学中，
努力思考，根据自己的知识架构体系，提出自己的看法，自己的
解决思路。 

2.2 注重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 
由于数据库课程的知识体系非常适合学生进行问题思考、分

析，进行项目创新设计等活动，教师在课堂上根据相应知识点引
导学生对某个项目进行分析、设计，充分发挥学生的分析能力和
创造能力，然后通过课堂分享讨论，让学生找出问题，并试着解
决问题，从而充分的培养了学生的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我们设计了几个与实际背景相关的工程
项目，比如：旅游项目 ER 模型设计、关系规范化设计等，在 SPOC
视频学习和重点知识点讨论后，让学生分小组完成，并在课堂上
展示，由其他组学生进行评价，并发现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2.3 构建研究性学习的教学评价体系 
为了引导学生更快的适应研究性学习的教学模式，我们从学

生成绩入手，构建了一个多样性的评价体系。我们将课程成绩设
定为期末考试、SPOC 学习、课堂讨论、课下 Projects 设计、实
验成绩几部分组成。其中，我们将期末考试比重降低到 40%，杜
绝了只想最后几天突击课程知识点，进行考试的学生。SPOC 学
习、课堂讨论、课下 Projects 设计、实验成绩几部分都是在课程
实施过程中，由学生逐步完成的，让学生注重平时的成绩。通过
这种方式，引导学生查找资料、发挥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在获得
较好的课程成绩的同时，提高了学生的研究性学习能力。 

3.研究性学习模式的成效 
通过教学改革，数据库系统课程教学效果有了明显的提升。

根据我们的统计，在课程实施过程中与学生交流讨论的次数明显
提高很多，学生成绩得到了较大的提升。从中可以看出，采用了
研究性学习，学生更加积极主动，教师更加了解学生，更有针对
性的教学。因此，我们相信，研究性学习模式的应用可以极大的
提升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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