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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型教学方法在财政学教学中的应用 ①

马艳艳
（大连理工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部，辽宁 大连１１６０２４）

摘　要：研究型学习与研究型教学是建设研究型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目前研究型教学已经在我国高等教育
诸多学科中得到广泛应用，但目前仍未被应用于财政学课程中。将研究型教学方法引入财政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既能

够帮助学生完成预定的专业学习任务，又能够培养学生的研究型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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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多所高校提出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目标。研究型学习与研究型教学是建设研究型大

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研究型教学已经在我国高等教育诸多学科中得到广泛应用。然而，通过对现

有文献进行深度梳理后发现，研究型教学目前尚未被应用于财政学课程的教学中。财政是国家治理的

基础和重要支柱。与财政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位置相对应，财政学作为一个跨经济学、政治学、公

共管理学等学科领域的综合性学科，是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对于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生来说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财政学课程中开展研究型教学对于提高该课程的教学质量，提升经济管理类学生

的研究型学习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１　研究型教学在我国高等教育各学科中的应用情况
本文在中国知网（ＣＮＫＩ）检索主题为“研究型教学”的论文，共检索到论文２４２０篇（截止到２０１５年９

月）。主题为“研究型教学”的论文最早出现于１９９６年，此后论文数量逐年增加，年均增长率超过３５％，如
图１所示。这一现象说明研究型教学方法在我国课程教学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其中，被引频次
最高的论文是张安富于２０１２年发表的“改革教学方法 探索研究型教学”一文。文中提出“应强化研究型
教学的意识，转变教学范式，这是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造就创新型人才的关键环节”［１］。

图１　中国知网收录的主题为“研究型教学”的论文（按年份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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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检索结果看，研究型教学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高等教育、外国语言文学、数学、教育理论与教育管

理、物理学、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医学教育与医学边缘学科等学科，如图２所示。例如，于歆杰等
在清华大学电路原理课中进行研究型教学，认为研究型教学强调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和

研究兴趣［２］。范钦珊等提出在基础力学课程中实施研究型教学需做到“教学内容重在学术深度、教学

过程重在启发与互动、课外学习重在研究、考试考核方法重在刺激思维鼓励创新、教育技术的应用重在

与课程整合、实验教学重在自主设计”。李桂娥借鉴剑桥大学研究型教学的经验，从区域经济学的学科

特点出发，以创新教学理念为指导，以问题为导向，从课堂教学和课外指导两个方面开展研究型教

学［２］。范钦珊等指出清华大学自２００１年就开始在“材料力学”“理论力学”“工程力学”等课程教学中
进行研究型教学的尝试［３］，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陈侃等运用课堂观察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本科课堂

上实际体现的研究型教学主要表现为从讨论和发表意见的氛围、鼓励批判和探索、以问题为中心激发探

求欲、结合当下应用实际、介绍研究过程和成果等五个维度。然而，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深度梳理，发现

“研究型教学”目前尚未被应用于财政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

图２　中国知网收录的主题为“研究型教学”的论文（按学科排列）

２　财政学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教学手段单一。尽管目前本科财政学课程已采用多媒体方式教学，但是这种方式仍以教师为

主，偏重对财政学基本理论知识的系统讲授。如果片面地认为使用了多媒体设备，就是进行了教学方法

的创新，那么多媒体教学不过是从黑板作为载体的“填鸭式”教学转化为以计算机为载体的“填鸭式”教

学，这样的方式依旧难以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为了提高课堂教学效果，部分教师在财政学

课程中运用案例教学法，例如任传普、郑洁［４－５］。然而，受限于本科生财政学课程案例教材的缺乏，案例

教学效果目前仍难以保证。

第二，教学内容滞后。在当前的财政学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过分强调学科的理论体系，过分强调

学生对财政学基本理论的学习与掌握，缺乏对财政学研究前沿进展的跟踪，缺乏对当前公共财政问题的

深入分析与解释，使得学生对财政学的理解浮在表面，不清楚政府为什么要在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财政

政策，不理解政府为什么要采取不同的财政政策对经济和社会进行调控，不能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无法透过现象探索财政本质，达不到揭示支配这些财政现象的规律的教学目的［６］。

３　研究型教学方法在财政学课程中的应用
针对目前研究型教学在我国高等教育各个学科运用的情况以及财政学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将研究型教学方法引入财政学课程中，有助于弥补现有教学方法的不足，提升课程的教学效果，培养

学生的研究型学习能力。

第一，以研究型教学带动研究型学习为理念，以推进课程论文写作和 ＰＰＴ演示为手段，将“自主学
习”与“合作学习”相结合，培养学生的独立研究能力和合作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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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导论”教学过程中增加中英文文献的检索方法、数据搜集方法等内容的讲授，并在该章内容结

束后列出若干课程论文选题供学生选择，学生也可以依据自己的研究兴趣自行选题，要求学生自己查阅

文献、搜集数据、分析问题，并在课程结束后提交课程论文。

根据学生的科研兴趣，组建“财政学兴趣小组”，由任课教师担任兴趣小组的指导教师，鼓励学生自

由报名参加，吸引部分具有科研潜质的学生参与到兴趣小组中来进行研究型学习。围绕大家共同感兴

趣的财政问题，利用课余时间，通过 ＱＱ、微信等平台进行互动和交流，开展科研训练，通过“干中学”提
高学生的独立研究能力。

图３　财政学课程研究型教学的理念

在财政学课程教学过程中开展合作

学习，以“收入分配的衡量”为例，按照自

然班级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要求每组学

生运用所学方法围绕“在校大学生贫富差

距现状”开展调查研究，并将调研结果制

作成ＰＰＴ在课堂上演示，演示结束后留出
一定时间回答同学们的提问，如图３。

第二，以研究型考核方式检验研究型

教学和研究型学习的效果，研究型考核方

式侧重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财政问题的能力。

研究型教学和研究型学习的效果需要研究型考核方式来进行检验。课题组将通过课程论文质量、

课堂ＰＰＴ演示效果、期末考试成绩三个方面综合评价学生的学习成绩，杜绝死记硬背，鼓励自由探索、
提倡运用所掌握的基本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的财政问题。

课程论文质量主要由任课教师从学习态度、任务量、创新性、内容质量和撰写质量等五个方面进行

综合评价；课堂ＰＰＴ演示效果采用德尔菲法，教师评价（权重６０％）、学生自评（权重２０％）与同学互评
（权重２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价；期末考试成绩将降低客观题的比例，加大主观题的比例，将客观题
比例控制在２０％以内。

图４　财政学课程研究型考核方式

课堂 ＰＰＴ演示效果的教师评价以
ＰＰＴ演示前的准备情况、ＰＰＴ演示情况、
ＰＰＴ演示结束后的互动交流情况三方面
的考核相结合，合理分配各项权重。学

生自评和同学互评均采用课题组设计的

量规表进行评价。量规表的设计侧重学

生提出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团

队协作能力、表达能力等四大项，每项再

设计２～５个二级指标，如图４。
总之，将研究型教学方法引入财政

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既能够帮助学生

完成预定的专业学习任务，又能够培养

学生的研究型学习能力，包括独立研究

能力和团队研究能力，同时通过课程论

文写作和 ＰＰＴ展示，提升了学生的文字
表述能力以及口头表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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