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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研究性学习和创新能力培养的研究与示范”项目是我校主持的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重点课
题。
该课题研究的主要目标为：通过国内外比较研究，在已有的教学改革实践基础上，引入先进的教学与
学习理念，积极探索研究性学习和创新能力培养的模式、途径、方法，建设示范性研究性教学课程，
将研究性学习理念在全校本科生教学中加以实践、推广，营造研究性学习的环境和氛围，创造研究性
教学与学习的条件，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研究性学习新体系，促进创新人才的培养。
2008年，该项目在北京顺利通过教育部组织的课题验收。
在完成课题的过程中，我们逐步形成了本专著的框架。
本专著是对我校长期坚持研究性教学的总结，同时在此基础上，结合学习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形成了
进一步推进研究性教学的理念与做法。
　　在课题研究启动之初，我们通过调查发现，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研究型大学
出现了本科生教学遭受“冷落”，教学与科研失衡和分离，本科生教学质量与研究型大学的声誉不相
称等现象。
由我校高等教育研究所主持的教育部高教司2006年一项专项调查的结果显示，我国研究型大学的本科
生对教学质量反映非常满意和较为满意的只占69％，普通高校反映非常满意和较为满意的高达93％。
这折射出我国研究型大学在对本科生教学上存在着不少问题。
　　从美国等发达国家20多年来走过的高等教育教学改革路程及其取得的经验教训来看，研究型大学
本科生教学改革的重点在于建立教学与科研融合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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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研究型大学的研究性教学》旨在通过对南京大学近10年来创新人才培养的建设和成效进行全面
总结，为今后的改革服务，并在此基础上从理论高度探讨我国研究型大学本科生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建
设的内在机制和规律，为提高研究型大学的本科生教学质量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全书在框架结构上分为“认识篇”、“实践篇”、“成果篇”和“展望篇”共四篇。
“认识篇”主要介绍南京大学的办学理念与创新人才培养思路，其内容为学校现任和部分历任领导以
及资深学者的文章，另外还收集了学校部分学者关于研究性教学的理论研究文章；“实践篇”主要介
绍南京大学在研究性教学主要环节方面的探索与实践，包括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性课程建设、研
究性实验教学环节、构建本科生科研训练的立体化途径、推进社会实践的改革与创新、研究性学习的
制度建设等；“成果篇”主要介绍南京大学开展研究性教学所取得的初步成果，主要包括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的群体成效、学生参加各类重大比赛获奖情况、社会评价，以及教学改革的成果等；“展望篇
”则结合近年来南京大学开展的教育教学思想大讨论以及“十一五”人才培养规划的制定，对存在的
问题进行了反思，对进一步推进研究性教学，进行新一轮本科生教学改革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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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改革课程体系。
经过充分调研和反复讨论修改，我们制订厂新的教学计划。
这个新教学计划充分体现了注重基础和培养创新能力的指导思想，它精简了必修课的门数，给学生选
课以更多的自由.　　（2）改革教学方法。
在教学方法方面，我们重点抓了文学概论、古代汉语、中国文化概论等课程的改革。
文学概论课教学小组通过课堂讨论和辩论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负责人胡有清还写出了10多篇探
索教学改革的文章和一部教改专著。
该课程1995年获江苏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1996年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古代汉语任课教师注意将教学活动由课堂延伸到课外，他们将“改进课堂教学一强化课外辅导一指导
兴趣小组活动一举办暑期课题研究培训班”组成“一条龙”教学，学生的课题研究成果逾百万字。
中国文化概论教学运用多媒体、网络等新技术，并把“田野调查”引入教学。
　　（3）建设阅读书库。
我们早在1995年就提出了加强“三专课程”的建设，旨在恢复国学教育的优良传统，为学生打下深厚
扎实的专业基础。
为了让学生知道应该精读的书目，我们编制了《汉语言文学专业阅读书目提要》。
　　（4）加强实践环节。
①社会实习：我们在省内外的一些新闻单位建立了稳定的实习基地，在四年级上学期组织学生到中央
、省、市的报社、电台、电视台进行毕业实习。
②教学实习：我系师生结合课程教学内容开展了暑期课题研究、美学考察、文化考察、方言调查等。
③我们对学生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写作制定有关规定，提出具体要求。
④A：-@II作：我系办有《耕耘》、《凝眸》系刊，各年级还办有《劲草》、《雏凤》等文学刊物。
近5年来，每年正式出版一本以上学生文学作品集。
学生还在教师指导下自编自演一些话剧。
　　（5）改善办学条件。
包括加大资金投入、图书资料和计算机等硬件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教材建设、科学管理等。
　　（6）结合基地建设，试办文科强化班。
强化班依托于中文系，学生一、二年级学习文史哲基础课程，三、四年级逐渐分流，向文、史、哲不
同专业方向发展，以培养“口径宽、基础厚、能力强、素质高”的人文学科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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