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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式教学改革 ①

任荣
（湖南理工学院 社科部，湖南 岳阳４１４０００）

摘　要：用“智识”培育取代单纯的“知识”积累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式教学改革的重要目标。在研究式教学
改革中，教师通过对学科学术、教育对象和教学手段的研究主导教学。学生则需要不断拓展学习的时间和空间，实现从

个体单独被动学习向小组分工合作主动学习的转变。课外的个体学习、小组讨论、成果总结和课内研究成果展示，推进

了学生潜心投入思想政治理论学习过程，从而为不断实现真学、真信、真用理论提供了具体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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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
见》，明确提出要着力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启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提升

工程［１］，这是继２００４年１６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
见》之后又一指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见。１１年前的１６号文件颁发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
革不断推进，“以提升‘智识’来代替单纯的‘知识’积累”［２］的研究式教学模式不断实践，也取得了丰硕

成果。研究式教学改革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变得更加具有时代性、针对性和趣味性，促进了使学生真

心喜爱、终身受益、毕生难忘之目标的不断实现。在新一轮启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提升工程的大

潮中，我们需要不断推广智识培育的研究式教学实践，从而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培养出更多的优秀建设者和接班人。

１　教师在研究式教学改革中的作用和定位
对于研究式教学，人们往往强调学生通过自身独立的分析、探索、实践、质疑、创造等方法获得知识、

培养能力，其实这只是研究式教学的一部分，教师研究的不断推进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要

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教师只有注重学术、教学对象和教学方法手段研究，才能更好引领思想政治

理论课研究式教学改革。

第一，教师从事学科学术研究，是学生形成研究意识和习惯的基础。研究式教学方式并不表示教师

不需要进行课堂知识点的讲授，作为一门学科让学生全面认知基本理论的架构、理解理论深层次的内涵

以及深入分析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教师讲授仍然十分必要。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中有很多学

生都在中学时期接触过，全国又统编了教材，再加上信息化时代资讯的平面性制约，怎样使教师讲授富

有自身的价值，这就需要教师通过学术研究。和基础教育不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实现从“是

什么”的浅层次认知向“为什么”的深层次理性思维突破，从而最终为学生“怎么做”奠定理性的基础，因

此研究式教学首先体现在教师的学术研究，从而不断提升理论教学的深度和广度，挖掘理论的深刻内

涵。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教师学术研究的习惯、方法和成果都将对学生产生巨大影响，学生既可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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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研究中获得最新的研究成果，从而拓展其视野，培养其理性思维能力，教师也会通过教学将研究的

精神和方法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

第二，加强对授课对象的研究，是提升研究式教学效果的动力。社会的高速发展、网络化时代的到

来使当今大学生的特点、兴趣点、能力等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加强对学生的研究，成为研究式教

学的又一重要部分。针对授课对象———不同生长背景、不同专业、不同现实需求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使

教师了解到学生对理论知识关注的兴趣点和认知难点，有利于因材施教，答疑解惑，另一方面又可以使

教师高效运用不同学生的特点和优点，从而调动学生在研究式学习中的积极主动性，使学生研究式学习

取得更好效果。因此在研究式教学改革中要求教师加强和学生的接触，更多了解学生，知其所难、用其

所能、解其所惑，从而不仅达到传播知识的目的，而且能更好提高学生运用理论分析现实的能力，培养正

确的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

第三，加强教学新手段和方法研究，是研究式教学推进的要求。信息化时代教学手段、师生联系方

式、学生知识获得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ＱＱ、微信等便捷的信息交流方式使课前、课中、课后三者相统
一的课堂时空改革成为可能，也为研究式教学改革创造了重要条件。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需要对

教学新手段和方法进行研究，从而不断运用学生喜闻乐见的信息化时代新的教学载体，适应教育发展新

趋势，才能更好地推进研究式教学改革。现阶段慕课、ＱＱ、微信等方式既方便了老师和学生的积极交
流，也使教师能深入学生研究式学习的全过程中，实现课外学习各环节的及时有效指导，从而不断提高

研究式研究的成效。

２　研究式教学改革中学生智识培育的内容
陶行知先生提出：“与其把学生当作天津鸭儿填入一些零碎知识，不如给他们几把钥匙，使他们可

以自动地去开发文化的金库和宇宙的宝藏。”［３］研究式教学改革中，培育学生智识就是要交给学生钥

匙，使其主动参与到开启知识、培育能力、陶冶情感的过程中，收获学习的快乐和成果。

第一，研读教材和收集资讯是学生智识培育的基础。桑格指出，网络化时代信息的“超级丰富其实

让获得知识变得更困难了”［４］。互联网时代和纸媒传播时代不同，什么是真正的知识，什么是虚假的命

题，有经验、有眼光的编辑们的帮助和检验作用非常少，主要靠受众自己思考和判断。因此研究式教学

改革旨在提高学生对纷纭复杂的现实社会生活之辩证能力，逐步养成学生理性的分析判断能力，形成对

理论的全面正确认知，从而使其认同理论，内化为知识，最终外化为行动。因此在研究式学习中首先要

求学生注重研读教材的能力培养，只有通过研读教材才能在课程体系中明确自己想去论证的理论，确立

理论的根基，从而在资讯的茫茫大海中有的放矢收集和判断资讯，用此验证理论。

第二，个体独立思考和集体合作能力的培育是智识培育的核心。研究式教学过程中，学生通过分组

的方式主动参与研究过程，将从传统教学中被动独立的学习向主动分组学习转变。教师将班级所有成

员分成若干研究式学习小组，每组３～５人，将每个小组的小组长确定为小组研究的召集者和师生联系
的联络者。在小组学生主动选择和教师指导下，每个小组确定与教材不同章节相关的研究主题。研究

主题确立后，小组每个同学根据选题收集整理研究资料，进行独立思考，逐步形成自己的观点。在此基

础上小组集体讨论，进行观点交锋和思想的碰撞。在课外学生查阅资料、集体讨论和进行成果总结，最

终在课内进行研究成果的展示，教师在其中主要起到监督、检查和理论指导的作用，学生将全过程认真

参与研究过程之中。

第三，理论论证和语言解说能力的提高是研究式学习中智识培育的综合体现。小组课外研究完成

后，课堂成果的展示成为研究式学习的最后阶段。课堂展示即小组成员用集中有序的论题、言之有据的

说理、清楚有力的论述在课堂上通过ＰＰＴ的方式向老师和其他同学汇报研究成果。因为语言是形成思
想和经验的力量，在学生小组研究基础上运用逻辑、清晰的文字和语言将其表达出来将进一步提升学生

的理性能力和智识水平，既可以进一步锻炼学生的写作和表达能力，促进理论更好内化于心，又可以通

过研究成果演示对其他同学带来思想上的碰撞和启迪。研究成果展示也可以使教师更加了解学生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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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观点、兴趣点，从而不断提高教学的针对性。

３　研究式教学改革是实现学生真学、真信、真用理论的重要路径
在研究式教学中师生共同参与追求真知、应用理论的过程，以研究为核心的教学方式充分调动了教

师和学生在教与学上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使教与学不断绽放出新意。教师和学生在理论的探索、现实的

认知、思想的碰撞、情感的交流中师生皆可获得了更多的快乐和收获，也为学生真学、真信、真用理论提

供了具体的路径。

首先，研究式教学能使教师更好引领学生真学真信真用。研究式教学的价值体现在两个重要方面，

一方面体现在通过研究式教学可促进教师更好将真学真信真用变为自身自觉的行为。著名哲学家雅斯

贝尔斯指出，“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一个灵魂。”［５］

确实只有教师热爱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这个职业，执着于探寻理论的价值，自己真信、真学、真用才能潜

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教师“在学术研究中感受到真正的乐趣、富有诗意的享受，进而能在学术研究中最

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自己的生命潜能和创造力”［６］，就能获得真知，为真信提供精神支

撑，从而在传道授业解惑的过程中拥有真情。因此夯实理论的根基，在研究的基础上探寻到理论的真谛

是教师真爱真信理论的基础。教师也只因为拥有对理论的热爱，才能执着于教学和研究的过程，投身于

用灵魂唤醒学生灵魂的教学改革之中。教师对理论的信奉和热爱，会化作激情的理论讲述、认真的教学

过程，指导学生的心甘情愿，释疑解惑的无比快乐，这些都将润物细无声地引领学生真学、真信、真用。

其次，研究式学习能使优秀学生在真学、真用和真信中发挥积极作用。在学生研究式学习过程中，

学生自我教育作用将得到极大的发挥。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过程中不同的大学生在求知欲、兴趣点、

能力和态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研究式教学改革可以充分发挥优秀学生的作用。在小组分工的过程

中，那些热爱阅读、思想活跃、勤于思考、乐于表达的优秀学生将发挥其重要作用，成为研究小组的核心

人物，他们在理论和实践认知上的兴趣、能力较强，因此在小组研究交流过程可以带动、影响绝大部分普

通同学，也会促进极少数头脑空空、沉默寡言的学生逐步培养思考的习惯，锻炼表达的能力。研究式学

习中优秀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发挥着学生自我教育的作用，在其带领下，学生将获得更多求知的快

乐、合作的快乐和能力锻炼的快乐，从而使真学、真用和真信在研究中不断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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