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期

"#!$年 %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 '()*%'+,-+#$./$(,#01$%'%& 2)3+',-$(

4$56!! 7$6"

8'%6"#!$

&'(!!#)!%*+",-)./0()!123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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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改革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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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5要!公共选修课作为高校课程体系中的一类通识教育课程$对拓宽学生知识面&完善知识结构&促进文理渗透&

提高综合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针对当前部分高校公共选修课存在的一些问题$从交叉融合的视角提出了以/科学精神与

人文精神相融合&知识传授与能力拓展相融合&课程教学与科学研究相融合&教师主讲与学生主导相融合0为内涵的/四

融合0教学模式% /天文学基础0课程教学实践表明,该教学模式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人文精神$提高学生的

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实践能力$对高校选修课教学具有较好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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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选课制始于洪堡大学创始人*德国著名教育

家威 廉3冯3洪 堡 " >(J;@H T'/ 89HQ'J&:$)

!+2"年#主张'智力上适者生存(理论的哈佛大学

艾略特校长在哈佛大学大力推行选课制#随后逐

渐传播至其他国家+!,

) 我国最早是由蔡元培校

长在北京大学实行学分制并推行选课制) !$$%

年%全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要求全国高

等院校逐步实行学分制#为选课制提供了制度基

础) "#!"年%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

意见&再次明确了高等教育的目标是全面实施素

质教育#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需要作

为衡量人才培养水平的根本标准#为完善选修课

教学制度提供了政策指导) 公共选修课是面向全

校学生开设的通识教育类课程#是高校课程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分制教学管理制度的一

项重要内容+"

4

%,

) 公共选修课旨在引导学生涉猎

不同的学科领域#拓宽知识面#完善知识结构#促

进文理渗透#提高综合素质能力#对培养创新型*

复合型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公共选修课是当前高校实施学分制和推进教

育教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多高校教师和教

育工作者结合所在院校的实际情况#对公共选修

课的教学改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林同从实际教

学经验出发#结合问卷调查#分析了公共选修课在

课程建设*师资建设*教学管理*学生主观认识等

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调动师生积极性#

充分利用网络教学资源*增加实践教学内容等改

革措施+3,

) 张瑜从课程设置*选课认识*教学管

理*授课质量*学生满意度五个维度完成了高等学

校公共选修课现状调查#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

加强课程建设*提高教学质量*完善教学制度等教

学改革建议+",

) 靳娟等系统分析了北京邮电大

学公共选修课建设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借鉴美

国大学通识教育课程设置模式#从课程体系*选课

指导*激励机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提出

了针对性的改革措施+*,

) 孙芳采用问卷*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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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等多种方式对华北电力大学公共选修课教学

情况进行了深入调研#并以学生为中心#提出了明

确课程定位*完善课程设置*改进选课方式*更新

授课内容*完善考核方式*加强监督管理等系列有

益措施+1,

) 李蒙等通过问卷调查#从教学管理*

教师及学生三个层面总结归纳了新建本科院校公

共选修课存在的问题#建议将公共选修课纳入教

学质量监控体系#并探讨了加强课程建设*规范教

学管理*完善课程评价体系等可行的解决方

案+2,

) 上述研究工作为公共选修课教学改革提

供了参考和借鉴#本文针对本校公共选修课'天

文学基础(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探讨可行的改革

方案和措施) 天文学是研究宇宙空间天体*宇宙

结构和发展的学科#是自然科学六大基础学科

"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之一) 天文

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自有人类文明史以来#天文

学就占有重要地位#不断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和

科技的发展) 同时#天文学又是一门崭新的学科#

当今天文学前沿集中了物理学*数学*化学*生命

科学等各类学科# 成为最活跃的学科交叉

热点++,

)

为树立正确的宇宙观*增强学生的科学意识*

掌握科学思维方法*完善知识结构体系#国防科技

大学自 "##! 年起开设'天文学基础(公共选修

课#截至 "#!2 年底#授课人数超过 !# ### 人#学

生选修率达 +#g以上#是全校最受欢迎的选修课

之一) 在近几年的教学过程中#教学团队逐步梳

理总结出当前存在的问题!一是'通识教育(的目

标不够明确#文理交叉渗透*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

结合不深-二是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学生运

用所学知识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较为欠缺-三是教学与科研结合不紧密#没有系统

地将相关科研成果引入课堂来丰富和拓展课程内

容-四是教学方式较为单一#以教师讲授为主#学

生的主体地位体现不够明显#未能充分发挥学生

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针对上述问题#教学

团队积极探索公共选修课程教学改革方案#提出

了以'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融合*知识传授与

能力拓展相融合*课程教学与科学研究相融合*教

师主讲与学生主导相融合(为内涵的'四融合(教

学模式#对高校公共选修课教学具有一定的理论

指导作用和现实价值)

!5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融合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人类精神的两种基本

形式) 科学精神所追求的目标或所要解决的问题

是研究和认识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是求真*求实-

人文精神所追求的目标或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满足

个人和社会需要的终极关怀#是求善*求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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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者之间是相互交融渗透的#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科学精神在探索客观规律的同时#蕴含着人文关

怀以及对善和美的追求#而人文精神作为对人的

存在和命运的关注#对人的未来理想的终极追求#

不能脱离现实的客观规律+!!,

)

天文学作为自然科学六大基础学科之一#在

科学精神的产生与发展中产生过重大影响#例如

对日月的运行以及宇宙创生的探索与认识) 天文

学基础教学团队通过优化设计课程体系#着力培

养和提高学生们的科学思维#例如#'天文观测实

践(BeeK适应业余天文观测需要#系统介绍天

文观测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天文学与现代

自然科学(BeeK以了解天文学的基本研究方法

为目标#讲授天文学研究*天文学与人类世界观等

内容-'天文学新视野(BeeK适应学生对天文学

前沿认知的需要#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黑洞*暗

物质*暗能量等当代天文学热点知识-'航天时代

的天文学(新生研讨课通过天文*航天*科技相关

专题研讨学习#引导学生将目光投向灿烂星空#强

化唯物的世界观#培养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 长

期的教学实践表明!天文学教学是学生掌握天文

学基础知识#了解客观物质世界*培养科学精神的

重要途径之一) 在天文学教学中融入人文精神#

不仅体现了科学的人文价值#同时能够使学生在

培养科学精神的同时#获得情感*态度*文化*价值

观等多方面的发展与完善) 人文内容尤其是古典

诗词的引入#使得天文学教学不再是抽象的*理性

的*单调的#而是抽象与形象*理性与感性*单调与

丰富的有机统一#由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古典文学如%诗经&*唐诗*宋词等均有许多

对天文现象的诗意描写#为天文学教学提供了丰

富的人文素材) 如%诗经3七月&中的'七月流

火#九月授衣(#'流(的意思是'下行(#'火(是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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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火星#描述的天文现象为农历七月大火星的位

置已越过子午线中天逐渐西降#赋予了行星移动

和季节变化以审美的诗性) 结合此诗句讲解行星

的运动#增强了感性理解#使得抽象的描述更为生

动形象) 如柳永词作%雨霖铃&中的'今宵酒醒何

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勾勒出一道凄清的风景!朦

朦晨曦微露*习习微风轻拂*丝丝柳枝飘摇*弯弯

残月隐现#景语皆情语#将离人凄楚惆怅*孤独忧

伤的情感表达得十分真切) 在诗词赏析的同时#

以此为题#引导学生分析'晓风残月(的月相#寓

教于乐*寓学于乐)

"5知识传授与能力拓展相融合

知识与能力是教育教学中的一对基本范畴#

二者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既相互依存又相互

转化) 知识传授是教育教学的基本目标*基本任

务和基本方式#但教育教学的目标*任务和方式不

仅仅是知识教学#知识教学还必须促进能力的发

展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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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知识学习与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培养相结合#一直都是教学研究的重要难题)

知识转化为能力#就教师而言#需要丰富教学内

容*提高教学质量#改进教学方式#注重实践性*启

发式*案例化教学#注重因人而异*因材施教) 天

文学基础教学团队注重固'讲(强'解(#在'讲(

的基础上着力提高'解(的教学能力) 通过采用

灵活多样的方式*丰富多彩的内容*生动有趣的案

例来提升教学效果) 例如#构建资源共享*线上线

下协同的教学模式#开设 BeeK线上教学#依托

GA9<:(@网站共享教学资源#利用微信群在线答疑

及交流互动-搜集大量世界各大天文台发布的天

文图片#编辑%斗转星移& %人与宇宙& %天文望远

镜 3##年探索之旅& %哈勃望远镜&和%宇宙大爆

炸&等视频#将其整合充实为教学内容-以科幻电

影%星际穿越&中窥见的黑洞为案例讲解'大爆炸

宇宙论(#以科幻电影%太空漫游中&为案例讲解

太阳系的行星) 就学生而言#需要增强学习的积

极性*主动性#加强科学思维*独立思考#积极参加

各类创新实践活动)

天文学教学通过加强下列实践教学环节促进

知识向能力的转化!一是设置探索研究型项目#就

某一个有趣的天文学问题设立研究项目#引导*启

发和鼓励学生开展研究工作#通过这一创新实践

手段#不仅将天文学课程相关的基础知识*基本理

论*基本方法融会贯通起来#而且将学生创新意

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有机结合起来#使

学生初步具备研究天文学问题的科研能力-二是

设立天文兴趣爱好小组#利用天文观测设备了解

红月*超级月亮*日晕等有趣的天文现象#通过实

践操作和实践体验#丰富课程教学内容#加深对课

程知识的理解#提高学生运用课程知识理解天文

现象本质的能力)

%5课程教学与科学研究相融合

德国著名高等教育家洪堡于 !$ 世纪初提出

了大学'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观点#这一观点对

现今课程教学改革与发展仍具有现实指导意

义+!3,

) 高校培养的专门人才不仅要掌握本学科

领域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而且要初步具

备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的能力) 因此#高校把科

研引入教学过程是培养大学生科研能力的重要措

施#也是高校教学区别于普通教育的显著

特点+!*

4

!1,

)

教学与科研作为高校的两项中心工作#如同

'鸟之两翼*车之双轮(#二者是相辅*相成*相生

的关系) 在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引领下#一

批综合性大学的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得到较大提

升#科学研究对高校创新能力的提升和人才培养

的支撑作用逐步凸显#科教融合发展取得了显著

成效#科教融合的一体化趋势日益凸显) '问渠

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若教学是'流(#

科研则是'源(#教师只有通过科研才能使教学内

容更为丰富*更具新意*更有深度#也只有通过教

学才能使科研更为系统*更加深入*更具价值) 因

此#只有在相关研究领域内不断创新探索#才能将

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新的教学内容#将科学思

维*研究方法糅合到教学方法之中#从而全面提升

教学质量水平)

近年来#教学团队积极开展相关科研工作#在

天文导航*深空探测等研究方向先后承担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 项目*+1% 项目等科研项

目 !#余项#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1#余篇#出版学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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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专著 % 部#获国家发明专利 !# 余项#撰写科技

报告 "#余份#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上述科研

成果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教学资源#保证了教学

内容的新颖性和前沿性) 此外#在课程教学中#讲

述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心得体会#引导启发学生

从科学研究的视角来理解掌握相关课程内容)

35教师主讲与学生主导相融合

传统的课程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为中心#以教

师讲授为主#学生更多的是一种'被动式(的听讲

和'注入式(的接受) 研讨式教学则是一种在教师

指导下#通过采用多种教学手段与方法#以培养学

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为目的的教学模式+!2,

) 研讨式

教学将研究与讨论贯穿于课程全过程#打破了旧模

式下教师主讲的'填鸭式(教学#实行在教师指导

下的自由探索研究与讨论交流#注重方法传授#注

重能力培养#注重学生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能够

充分发挥学生的深层次认知能力并增强师生之间

的交流与互动#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4

!$,

)

针对'天文学基础(课程教学中学生的主体

地位和中心角色体现不明显*课堂教学方式方法

较为单一等问题#结合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学科

专业背景#教学团队精心设计'航天时代的天文

学(研讨课程#并聘请中国天文学会副理事长*中

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张双南研究员为客座教

授#讲授天体物理前沿专题) 该课程区别于其它

类型课程#是以小班或小组方式自主选择天文学

某一专题开展研究*撰写报告和汇报答辩#没有固

定的教材和指定的课程内容) 该研讨课程强调

'学生主导(#即以'学生为中心(#突出学生的主

导地位#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鼓

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研讨)

'航天时代的天文学(研讨课程具体采用'四

步教学法(#即自主选题*自由探索*研讨交流*总

结讲评) "!$自主选题) 充分尊重学生的研究兴

趣和学习意愿#鼓励学生从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专

业特长出发#自主拟定研讨主题) ""$自由探索)

学生通过文献检索阅读#经过综合分析和独立思

考撰写研讨报告) "%$研讨交流) 各小组推选一

名代表汇报项目内容#其他同学提问*讨论和交

流#教师在此过程中指导#并引申一些问题进行深

入讨论) 通过'问答(和'评议(#使学生产生一种

'沉浸感(和'全程参与感(#强化学生的独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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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高校公共选修课教学改革的现实需要#

将文理渗透*知行合一*教研一体*角色互换的理

念引入课程教学#提出了以'科学精神与人文精

神相融合*知识传授与能力拓展相融合*课程教学

与科学研究相融合*教师主讲与学生主导相融

合(为内涵的'四融合(教学模式) 该教学模式实

施以来#课程成绩优秀率有较大幅度提升#选课学

生在(K7\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课外学术科

技作品竞赛*飞行器创新设计大赛等竞赛活动中

获得优异成绩#名列前茅) '天文学基础(课程教

学实践表明!该教学模式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科

学思维和人文精神#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

创新实践能力#对高校选修课教学具有较好的指

导作用和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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