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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生视角看课改实施中的

焦点、问题及对策 ①

———以水土保持工程课程为例

张晓明，刘震，丁树文，林丽蓉
（华中农业大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０）

摘　要：解决学生关注的问题是课程教学改革成功的关键。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课程特点、已有的教学改革基础以及
相关的研究成果，采取调查问卷方法，从学生的视角，揭示课程教学改革实施中的焦点和问题：学生关注课程考核以及教

学内容的实践性，部分学生存在专业思想不端正情况及缺乏主动学习意识。针对上述焦点和问题，用系统导学法解决学

生专业思想和以科学考核观推动课程教学改革，从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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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改革是高等学校提升教学质量研究的热点。水土保持工程作为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

业的核心骨干课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科学性和综合性。国内对水土保持工程课程的教学改革就在不

断的前进与探索中：韩玉国总结了水土保持工程的课程、教学方式和教学效果３个方面特色［１］。张胜利

根据新时期水土流失特点，对水土保持工程课程的教学内容、教材、教学方法和实践教学的改革进行了

初步探讨［２］。张晓明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课程特点和教学经历，提出了一些关于教学内容的充实、更新

与优化建议［３］。以上学者对水土保持工程课程的教学改革进行了许多有益的研究，但课改成果更多地

是从教师“教”的视角获得。为此，本文另辟蹊径，以调查问卷为基础，从学生的视角揭示水土保持工程

课程教学改革实施中的焦点与问题，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进而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综合素质。

１　调查背景
在省和校级教学改革项目的支持下，水土保持工程教改推进顺利，然而在教改实施的过程中，少数

学生仍存在“等、靠、要”问题：“等”老师期末划重点，“靠”同学完成作业，“要”课件和历年试卷。针对

上述问题，以学生的视角，从专业认可、教学模式、课程教材和课程设置四个方面设计问卷，力求全面、客

观地反映课程教改的实施成效及其存在的问题（表１）。
调查对象是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水土保持方向）的学生，分别是农资０９０３（３２人）、农资１００３（３１

人），农资１１０３（３０人），回收有效调查问卷９３份。

２　调查问卷结果与分析
从专业认可这三个题目的调查结果来看，有６８．８％的学生愿意从事水保方面的就业或者考取其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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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并且认为其专业发展前景好。但仍有近１／３的学生认为水土保持行业的发展前景不好或者倾向
于选择其它专业，这说明部分学生存在一定程度的专业思想困惑或者对本专业认识上存在一种迷茫的

状态，由此缺乏兴趣导致学习动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而通过对“若从事其它专业的主要原因”进行进

一步的调查也反映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４６．８％）。
表１　“水土保持工程”调查问卷统计结果 ％

调查内容 题号 调查项目 调查结果

专业认可

１
是否愿意从事水保专业工作或者考

取其研究生

是 否 不知道 —

６８．８ １１．８ １９．４ —

２
你认为水土保持专业将来发展前景

如何

好 一般 不好 不知道

６８．８ ２５．８ １．１ ４．３

３ 若从事其它专业的主要原因
就业前景 收入水平 兴趣使然 发展前景

２４．１ １６．５ ４６．８ １２．７

教学模式

４
你最倾向于《水土保持工程》的教学

方法

理论讲授 多媒体 探究法
讲授法结合案

例法

３．２ ２０．２ ９．６ ６７．０

５
你认为《水土保持工程》最好的学习

模式

课堂讲授

课前学习、课堂

探究、课后讨

论、校外实习

课堂探究、课后

讨论

课堂探究、课后

讨论、校外实习

０．０ ６７．７ ５．４ ２６．９

６
你认为《水土保持工程》教学过程中

师生比重

教师１００％
教师 ５０％、学
生５０％

教师比重略大 学生比重略大

０．０ ４７．８ ３５．９ １６．３

教学模式

７
你最倾向于《水土保持工程》的考核

方式

期末闭卷
期末闭卷结合

平时成绩

平时多次课堂

测验

开 卷 考 试 或

论文

１．０ ２２．６ １９．４ ５７．０

８
你认为平时课堂测验必须解决的

前提

评价客观 保证纪律 成绩公布及时 其它

２１．１ ３７．８ ２５．６ １５．５

９
你认为开卷考试或论文必须解决的

前提

评价客观 独立完成任务 题目开放 其它

２．１ ４４．７ ５２．１ １．１

课程教材 １０
你认为《水土保持工程》教材最应具

备的特点

科学性 实践性 时代性
与“国家规范”

等结合

８．４ ５２．６ ７．４ ３１．６

课程设置 １１
你认为《水土保持工程》之前必须先

学哪一课程

工程力学 水力学 土力学 水文学

２１．４ ２０．８ １３．９ １１．０

　　注：各年级调查问卷时间为开课中后期。

对于教学方法的调查，６７．０％的学生倾向于讲授法结合案例法，只有３．２％的学生认可讲授法，这
是由水土保持工程课程实践性特点所决定的。排在第二的教学方法是多媒体视频教学方法（２０．２％），
再次是探究法（９．６％）。值得一提的是随着课程教学改革的推进，认同多媒体视频教学方法的比例逐
年下降，从０９级的 ２８．１％下降到 １１级的 １０％，而认可探究法教学方法的比例则从 ６．３％上升到
１６７％。越来越多的学生认为多媒体教学虽然丰富了教学形式，但是极大地限制了学生做笔记和课堂
上消化知识。而可以启发学生思考的探究法，由于师生互动，学生参与度高，可以充分地调动学生学习

热情，正越来越受到学生的认可。

此外，学习模式的调查结果显示，高达６７．７％的学生认可课前学习、课堂探究、课后讨论、校外实习
的模式，认为学习水土保持工程应该贯穿于课前、课堂和课后的全部过程，否定了纯粹的课堂被动式学

习模式，这说明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在增强。相应地，也没有学生认为在课程教学中，教师１００％起作
用。而认为师生所起比重一样的有４７．８％，认为学生比重略大的有１６．３％，由此可见学生对课堂中教
师的“主宰”地位和“唱独角戏”状况提出了挑战，表达了他们在课堂中要求积极参与的愿望。但不容忽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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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的是仍有３５．９％的学生依然认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比重应略大，这一方面承认了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的主导地位，但另外一方面暴露了部分学生过度依赖教师对学习活动的组织等问题，潜意识中放弃了

自己在学习当中的主体地位，创新意识逐渐泯灭。

而对于课程的考核方式，有５７．０％的学生希望采用开卷考试或者论文的方式，与此对应的则有
４２０％的学生认可过程考试方式（期末闭卷结合平时成绩或平时多次课堂测验），只有１．０％的学生依
然倾向于传统的期末考核方式。在进一步对“你认为平时课堂测验必须解决的前提”调查中，有８４．５％
的学生关注课堂测验的公平、公开和公正，而仅有１５．５％的学生提出及时讲解题目等建议。而在对“你
认为开卷考试或论文必须解决的前提”调查进行分析后，也反映了这一趋势。由此可见，绝大部分学生

虽然不认同传统的单一期末考核方式，但相当部分学生更青睐于其它终结性的、较轻松的考核方式（例

如开卷考试或结业论文等）；较之知识、能力的获取，几乎所有的学生更关注考核成绩本身［４］。因此，考

核改革是课程教学改革的一个重点。

在课程教材调查中，有５２．６％的学生认为实践性是该课程教材最应具备的特点，但持这一观点的
学生随着教学改革的推进由０９级的６４．７％下降到１１级的４０％。同时认为教材应该与水土保持相关
的“国家规范”等结合的学生则从原来的２３．５％上升到４６．７％。

在课程设置方面，有６７．１％的学生认为在学习水土保持工程之前应着重学好工程力学、水力学、土
力学和水文学这四门专业基础课程。特别是对于农科背景的学生来说是尤为重要，因为它们直接决定

了学生对水土保持工程课程理论和知识的理解程度。

３　从学生视角看课改实施中的焦点、问题及对策
３．１　用系统导学法解决学生专业思想

少数学生的专业思想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这关系到学生学习动机的强弱、教师教学工作

的成效乃至学生步入社会的工作贡献。因此，应建立系统的导学体制：从招生宣传到入学教育，从大一

基础课到大四专业课，从招生机构到教学部门，从教辅人员到专任教师都应充分宣传、培养和教育学生

热爱本专业，例如以专家讲座的方式谈个人志趣与社会需求的关系等学生普遍关注的问题；以校友示范

的方法回答学生的疑问和其它关心的问题；请用人单位到课堂进行就业宣讲等等。疏导学生的专业思

想，提高专业兴趣，内化为学生的学习动力，由“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

３．２　以科学考核观推动课程教学改革
课程考核作为高等学校教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不仅是评价教学成效的尺子，而且是规范教学过

程的坐标，更应是教学改革的罗盘。首先，专任教师应彻底摒弃课程考核等同于课程考试的观念，牢固

树立教育既要“解惑”更要“授道”的信念，同时学生也要克服考试结束就是学习结束的惯性。为此要实

现考核的“四化”即考核内容全面化、考核方式的多样化、考核时间的动态化、考核评价的多元化。其

次，以考核的转变带动教师“教”的转变，即由中小学阶段填鸭式的基础教育转变为大学阶段启发式的

专业教育，由教授知识转变为培养能力。将水土保持行业单位工程设计案例融入到课程教学内容中，使

学科问题生活化、情景化、社会化。同时，积极从课堂走向工程设计现场，在实践中学，实现“教是为了

不教”。最后，通过教学方法和考核方法的联动改革，推动学生的“学是为了创造”。应充分发挥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引导学生从单一的课堂听课到课外自主学习，从学习一本教材到多途径广泛摄

取相关知识，从死记硬背到触类旁通，进而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探究能力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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