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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利用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数据库对研究性教学有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并梳理了二十多

年来国内研究性教学的发展历程和研究现状,指出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难点与问题,以期为高校本科教学

研究与改革提供一定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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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academic journal database of CNKI to visually analyze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f 

research teaching, sorts out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research status of domestic research teaching in the past 

more than 20 years, points out the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research,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undergraduate teaching research and reform in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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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传统的“灌输式、接受式”教学模式重知识传承,轻思考创

新,重教师主导,轻学生主体,将教师、教材和教室置于核心地位,

其弊端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愈加明显。研究性教学作为对

知识传承型教学方式的变革,强调学生作为学习主体,以问题为

导向,体验知识的形成、获取和应用过程,重在培养学生的问题

意识和自主探究能力。研究性教学是世界一流大学本科教育的

共性及基本特征(王强等2009；黄福涛2017),在高素质创新人才

培养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是世界各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共识,是新

时代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重点,也是传统教学模式改革的

现实需求。 

为理清研究性教学的发展过程,了解其研究现状,把握目前

研究中的难点与问题,本文利用文献计量学软件CiteSpace 

6.2.2,以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数据库为基础,以“研究性教学”为

篇名进行检索,人工去除关联性不大的文献后,共得到有效文献

2332篇,随后对搜集到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并结合现有文献

对研究现状进行深入讨论,以推动研究性教学向纵深发展。 

1 研究性教学的发展历程 

图1是研究性教学的年度发文量情况。我国关于研究性教学

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温泉(1986)在国内首次提出研

究性教学的概念,而自2001年起研究性教学这一话题在国内才

逐步得到重视,相关研究论文逐渐增加,这与国外研究大体同

步。美国1998年发布了《重塑本科教育：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

蓝图》,首次明确在高校进行研究性教学。 

 

注：数据采集时间为2024年1月9日 

图1 “研究性教学”年度发文量 

2001-2014年间,相关发文量逐年大幅增长,这与国家和各

级教育部门的引导和重视密不可分。教育部2005年提出“积极

推动研究性教学,提高大学生的创新能力。”自此,学界对研究性

教学展开了丰富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相关研究论文发文量

直线上升,研究成果丰硕。2007年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发文要求

高等学校在教学内容、课程体系和实践环节等方面进行综合改

革,以启发式教学和研究性学习为核心,全面创新教学理念、培

养模式和管理机制。2012年教育部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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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创新教育教学方法。自2015年起,

年度发文量逐渐下降,相关讨论的热度有所减弱。 

2 研究性教学现状分析  

图2是利用所收集文献生成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图中节

点大小代表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节点越大表明该关键词出现的

次数越多。图2显示,围绕“研究性教学”出现的高频关键词有

“教学改革”“教学模式”“研究性学习”“创新能力”“教学方

法”“实践”“高校”“应用”等。结合具体文献分析,研究性教

学研究现状可归纳如下： 

 

图2 “研究性教学”相关文献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2.1改革传统教学模式,注重创新能力培养 

传统的教学模式过分强调知识的传授,忽视学生的认知过

程,导致学生缺乏独立思考、主动探究和实践创新的能力与意识,

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对创新型、应用型人才的需求。研究性教学

正是对传统教学观的发展与创新,该教学模式有利于激发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研究初始阶段,

学界多集中于研究性教学相较于传统教学模式在创新能力培养

方面的优势探讨,开展研究性教学的必要性、紧迫性以及存在的

问题等(如：别敦荣、徐景武2000；屈波等2011；彭皓玥、向阳

阳2022)。 

2.2研究性教学理论与实践 

研究性教学模式是一种创新型教学模式,旨在培养学生的

研究能力和创新意识。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性教学的理论

思考,包括内涵特点(李宏祥等2008；陈少林2023等)、教学模式

(何云峰 2009；解德渤、崔桐2020)、教学方法(赵洪2006)、研

究性教授与研究性学习的关系(刘智运2006)。应用研究多是在

具体课程中的实践(田禾2021)及实施效果评价,以经验性探索

为主。 

2.3研究性教学方法应用 

研究性教学涵盖多种具体教学方法,如问题式、项目式、案

例式教学、活动体验与实验探究教学等,这些方法有利于培养学

生的研究能力和创新意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提高学

生的学习效率和质量。不少研究集中于研究性教学方法的设计、

实施、效果评价(刘洁、杨连生2015)以及研究性教学方法的问

题与对策(李昌新2009)。 

3 研究性教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启示 

3.1研究性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缺乏系统性与持续性 

目前虽然对研究性教学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研究成果对

于创新课堂教学模式,促进教学与科研融合,提升学生创新能力

与研究能力等方面有较大促进作用,但研究集中于对研究性教

学的优势特征分析、概念解释或是“经验性”的“应急”改革

介绍,较为宏观和笼统,缺乏一定的学理性以及深层次与系统性

的理论探索。我国的研究性教学实践首先在部署综合性、研究

型大学展开,在教学多个环节都有所体现,形式多样,而地方性

本科高校的教学实践相对较晚,覆盖面窄,改革难度较大,而且

是少数专业部分课程的改革实践,改革的实效比较有限。 

要对大学各学科领域内研究性教学的现状、问题、效果等

进行系统的调查和分析,找出研究性教学的优势和不足,总结研

究性教学的经验和教训,提出研究性教学的改进和完善的措施

和建议。要结合不同的学科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探索适合各学

科领域研究性教学的内容、方法、过程、评价等,制定具体的实

施方案和操作指南,为研究性教学的实践提供支持和保障。 

3.2研究性教学课内外一体化机制尚未形成 

课外学习和指导是研究性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拓展学

生学习空间和时间,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研究能力,提高学生学

习效果和质量的有效途径,目前针对第一课堂的研究性专业教

学和第二课堂的创新能力训练多数是自下而上的,缺乏全面系

统的规划和设计,以有效融通课内教学和课外教学,将研究性教

学理念和方法渗透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需要构建研究性教学的课内外一体化机制,要充分发挥课

外学习和指导的作用,将课外学习和指导与课堂教学有机结合,

形成研究性教学的课内外一体化机制。建立健全研究性教学的

课外学习和指导的组织和管理制度,明确课外学习和指导的目

标、内容、形式、要求、评价等,为学生提供丰富的课外学习和

指导资源及平台。加强对学生课外学习和指导的跟踪和监督,

建立有效的沟通和反馈机制,及时解决学生在课外学习和指导

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提高学生课外学习和实践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 

3.3研究性教学保障机制尚不完善 

研究性教学作为一种创新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其实施的

效果和质量不仅取决于研究性教学本身的设计和组织,还取决

于相关保障机制的建立、完善、监督和考核。现有的研究性教

学保障机制不够健全,组织管理,资源投入较为有限,对研究性

教学保障机制的研究相对较少。 

3.3.1研究性教学的组织保障。要建立研究性教学的规划、

协调、指导、督促、评估等组织保障制度,形成研究性教学工作

网络和责任体系,建立细化的组织和管理机制,如研究性教学的

领导小组、专责小组、教学团队等,提高研究性教学的组织和管

理水平,保障研究性教学的顺利实施。 

3.3.2研究性教学的资源保障。要建立健全研究性教学的资

源保障制度,将研究性教学纳入学校的财政预算,设立专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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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性教学的项目申报、实施、评价、师资培训等提供经

费支持。加强研究性教学的资源保障措施,充分利用校内外的

各种资源,为研究性教学提供丰富的资源支持,资源获取和利

用渠道。 

3.3.3研究性教学的评价保障。要建立健全研究性教学的评

价保障制度,明确研究性教学的评价目的、内容、标准等,形成

研究性教学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模式,为研究性教学提供科学合

理的评价依据和指导。加强研究性教学的评价保障措施,采用多

元化的评价方式和方法,综合评价学生在研究性教学中的参与

度、创新性、实效性等方面的表现,及时给予学生正向的激励和

反馈,促进学生的自我监督和自我提高。同时,也要建立健全评

价教师开展研究性教学的机制保障措施,综合评价教师在研究

性教学中的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反思、教学研究等方面

的表现,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和教学改进。 

4 结语 

研究性教学是一种符合时代要求、有利于学生发展的教学

模式,对于全面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水平,培养适应未来

社会的创新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本文梳理了二十多年

来国内研究性教学的发展历程和研究现状,总结了当前研究性

教学探索中的一些问题,以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以期为后续教

学改革提供一定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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