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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教学模式在《形势与政策》

课程教学中的运用 ①

贺　鉴，周　琦
（湘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１０５）

摘　要：要想完善研讨式教学法，并进一步推广，必须对其变式进一步研究。“三明治”教学模式是“研讨式五步教学
法”的重要变式之一，它由“基础知识讲授”、“典型案例讨论”和“科研项目研究”３个环节组成。“三明治”教学模式在《形
势与政策》课程教学过程中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实现了师生关系和谐、融洽，教学与科研良性互动之目的。这种教学模式能

充分调动大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利于培养其各方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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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郭汉民教授主持全国教育科学“十五”
规划重点项目：研讨式五步教学法的推广和应用研究（批

准号：ＢＩＡ０３００３１），对教学方式、教学形式、教学目标、师生
关系、成绩评估等方面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在《中国大

学教学》、《历史教学》、《贵州师范大学学报》、《湘潭大学

学报》等期刊发表了系列论文，完成了几十万字的研究报

告。这是“大学教学方法的创新与突破”，是“本科教学改

革的创新之举”，“为大学教学改革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

例”，“无论从理论意义上还是从实际成果来看，都有一定

的推广价值。”但也正如鉴定专家在结项报告会上所言，

“要想完善研讨式教学法，并进一步推广，必须对其变式进

一步研究”。因此，我们拟将“研讨式教学法的变式研究”

为题，对“研讨式五步教学法的推广和应用”进行后续研

究。笔者认为，“三明治”教学模式从根本上说属于研讨式

教学法，它是“研讨式五步教学法”的重要变式之一，由３
个环节组成：分别是基础知识讲授、典型案例讨论和科研

项目研究。我们在《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中尝试“三明

治”教学，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一　“三明治”教学模式在《形势与政策》教学
中的第一个环节：基础知识讲授

“三明治”教学模式的第一个环节是“基础知识讲授”。

知识是能力的重要基础，系统的知识是能力发展的必要条

件。对于学生来说，不学好知识就不可能发展能力；对于

教师来说，忽视知识的传授，也谈不上孤立地培养学生能

力。学生能力的发展是在掌握知识的过程中实现的。然

而，知识又不等于能力。那种单靠教师讲、学生记所授受

的知识，不利于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古人

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三明治”教学模式将传授

知识与培养能力有机统一起来，既“授人以鱼”，更“授人以

渔”，教会学生如何学习，掌握学习方法主动地去探索

知识。

《形势与政策》是一门政策性和时事性极强的课程，它

涉及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世界经济学、外交学以及国

际法学等学科领域；而且，每年、每月、甚至每天都有新的

内容。我们在２０１３年下半年《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中以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关于印发的《２０１３年下半年高校“形势

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为基础，同时指定相关参考资料，

包括相关报刊、专业杂志、专业网站供学生参考，主要如下：

（一）相关报刊

１、《参考消息》

２、《环球时报》

３、《中国日报》（英文）

４、《２１世纪报》（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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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南方周末》

（二）专业杂志

１、《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现代国际关系》

３、《国际问题研究》

４、《国际论坛》

５、《外交评论》

６、《美国研究》

７、《阿拉伯世界研究》

（三）专业网站

１、国关在线

２、南方国关在线

３、外交学院官方网站

４、联合国官方网站

５、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官方网站

６、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官方网站

７、国际关系学院官方网站

２０１３年下半年《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的主任务是要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

大和十八届一中、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开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引导大学生正确把握国内外

形势新变化新特点，统一思想，坚定信念，凝聚力量，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

学习、奋发成才。主要教学内容包括：国内“形势与政策”教

育教学要点和国际“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

二　“三明治”教学模式在《形势与政策》教学
中的第二个环节：典型案例讨论

“三明治”教学模式的第二个环节是“典型案例讨论”。

在这个环节，教师从当今世界热点问题中选择若干典型案

例，指导学生查找并整理有关资料为主题讨论作准备。由

主讲教师和助教在全面、具体地描述真实案例的基础上提

出问题，让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进行讨论、分析。最后，

由主讲教师就大家的分析结果进行点评和总结。我们变

师生之间的“主———客”改造关系为“主———主”合作关系，

努力构建一种良师益友并存的和谐的师生关系，共同组建

人性化学习环境，在学生之间、学生和教师之间建立一种

多边互动的协作学习机制。

（一）典型案例的选择

在２０１３年下半年《形势与政策》的教学中，我们选择

了以下几个典型案例：

１、中国梦与美国梦

２、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３、“房地产泡沫”及其对前经济形势的影响

４、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５、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局与“习马会”的重要意义

６、２０国集团峰会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
７、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
（二）案例教学的具体情况

在《形势与政策》的教学中，主讲教师经常把自己在参

加国际性和全国性学术研讨会时所见到的前沿问题以及

自己科研工作中的重要问题介绍给学生。我们摈弃了“以

教师为中心，以知识灌输为核心，以考试为重心”的“三心”

教学观念，而是以专业知识为纽带，以问题为切入点，启发

学生进行思考，营造知、意、情相融合的师生互动的教学氛

围。师生关系的和谐是实施和谐教育的前提，它潜移默化

地影响着学生的心灵，影响着学生的发展，影响着学校教

育的结果［１］。教师启发式创造性式地教，学生探索性批判

性地学，伴随着师生不断的探索、发现和创新，教育的目的

得以圆满实现［２］。

在《形势与政策》的教学中，我们主张开发发散性的教

学思路，坚持思维系统的开放性。创新教学方法，发端于

问题，进行于问题，终止于问题。传统教育通常以线性的

求同思维为教学思路的基本特征，传统的教学方法习惯于

提出封闭性问题，导致被教育者的求同思维，容易造成思

维僵化。在“典型案例讨论”环节，我们引导学生进行多视

角探索，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观点，以激发其学习动机和

兴趣。

在《形势与政策》之“典型案例讨论”的教学环节中，我

们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湘潭大学优良的多媒体教

学条件为《形势与政策》的教学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我们在教学中采用图文并茂、声像同步、仿真模拟、微机演

示等多媒体技术，形成集符号、文字、图像、声音、色彩和动

画等为一体的交互式教学环境，大大提高了教育质量和教

学效益。

“三明治”教学模式的实质是发现教学和发现学习，它

是让学习者体验产生概念和原理的过程，从而发现事实和

规律的学习。巴黎莱（Ｗ．Ｃ．Ｂａｇｌｅｙ）认为，不应当只对学
生讲，更应引导他们自己去“看”。现代人民教育家陶行知

说得十分透彻：“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

学生学”，“与其把学生当作天津鸭儿填入一些零碎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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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教学模式是引导学生从

记忆学习转向发现学习的十分有效的手段。该教学法一

反过去“学生下面记，老师上面讲，期末背笔记”的记忆学

习的模式；而是在教师指导下对典型案例进行讨论，使学

生主动学习知识，主动发现知识。总之，“典型案例讨论”

使学生从单纯听讲和记录的被动接受者变成主动的探索

者。教师要善于捕捉和激发学生思维的火花和学习的灵

感，发现和挖掘学生发展的潜能，使他们在不断的实践与

学习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教师同时也是学习的参与

者，教学中能够与学生分享自己的想法和情感，能够承认

自己的不足和过失，与学生展开平等的对话与交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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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明治”教学模式在《形势与政策》教学
中的第三个环节：科研项目研究

（一）“科研项目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主要内容

“三明治”教学模式第三个环节是“科研项目研究”，这

是“三明治”教学模式的核心，强调“教、研互动，教、学相

长”。当今中国高等教育十分强调教学与科研的结合。但

这种结合主要体现在教师身上，教师带着教学中的问题搞

科研，并以科研成果丰富或更新教学内容，使教学与科研

良性互动。然而对广大本科生来说，学习和科研却是２张
皮，很难将两者有机结合。由于学生在平时的学习中缺乏

必要的科研训练，在短时间内很难写出有创见的论文。一

些学生由于不知道写论文应从何入手，随便找一２篇文章
加以改头换面，甚至照抄一遍了事，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抄

袭现象。所以，如何将教学与科研真正结合起来，在教学

活动中逐步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和能力，是一个值得探讨

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是转换教学模式［４］。

“三明治”教学模式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它不但要

求教师将教学与科研有机结合，也主张引导学生在基本知

识的学习中学会科研，使师生良性互动，教、学相长。在教

师的引导下，通过“基础知识讲授”和“典型案例讨论”２个
环节，学生获取了必要的专业知识，并且还初步培养了科

研兴趣和科研能力。在“三明治”教学模式第三个环

节———“科研项目研究”环节，学生选择合适的问题开展科

研，写作相关科研论文，获得本课程学分。

“科研项目研究”环节实质上是研究性教育，它要求教

师和学生均以研究者的身份参与到“教”与“学”的活动之

中，鼓励教师以科研促教学，深入开展教学研究活动和教

学改革实践；允许学生就教学中的问题发表独立见解，鼓

励创新和冒尖，注重培养学生的求异思维、研究意识和科

研能力。教师启发式创造性式地教，学生探索性批判性地

学，伴随着师生不断的探索、发现和创新，教育的目的得以

圆满实现。美国的“研究型大学本科生教育全国委员会”

指出，探索、调查和发现是大学的核心，大学里的每一个人

都应该是发现者、学习者，因此教师要教导学生进行以探

索为本的学习。“研究型学习”强调学生学习方法的掌握

和学习能力的培养，提倡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并将自学与

讲授、讨论与讲座等结合起来；对于那些成绩优秀、善于钻

研的学生来说，通过自学和主动科研等多种途径，他们也

履行了“研究者”的工作［５］。

（二）“科研项目研究”的几个步骤

“科研项目研究”环节具体说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指导选题。教师在尊重学生意愿的前提下，

将全班学生分为若干小组，与本课程各位教师协调，指导

各小组选择科研方向，确定一个主题作为本小组的研究

课题。

第二步，资料的搜集、整理与论文的写作。各小组学

生按教师传授的方法去查找索引、检索文献、阅读资料，分

工合作，共同完成相关研究资料索引和论文。

第三步，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由本课程各位主讲教

师以及助教组成。以小组为单位进行答辩，每个组设立一

名组长。在答辩的过程中，组长对本组课题的框架作一个

简单的介绍，然后由评委提问，组员自由回答（每个人都要

参与）。答辩结束后，评委就整个过程进行点评，指出各组

的亮点与不足。最后由每位组员协助组长写一份总结。

综上所述，“三明治”教学模式整个过程对于教师来说

是结合课程教学，按照做学问的路径对学生进行初步科研

训练，并在与学生的互动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的过程；

对于学生来说，就是结合专业课的学习初步接受科研训练

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师生关系和谐、融洽，教学与科研

良性互动。这种教学模式在《形势与政策》课程中产生了

很好的效果，能充分调动大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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