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实验室科研探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实验室科研探究>>

13位ISBN编号：9787302210764

10位ISBN编号：7302210764

出版时间：2009-11

出版时间：卢达溶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11出版)

作者：卢达溶 编

页数：34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实验室科研探究>>

前言

“实验室科研探究”课的开设，是我校在实施研究型教学模式方面的又一次有益探索。
一年来，学校各部门、各院系和各实验室通力配合，老师、同学积极响应、广泛参与，针对该课程的
建设动了很多脑筋，下了很大功夫，取得了喜人的成果。
听了大家的发言，很受教育和鼓舞，对这样一种既能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又有益于学生培养的模式，
我觉得没有理由不坚持下去。
我们不但要坚持下去，而且要不断改进，使之日臻完善。
就个人的理解和认识，该课程的特色有下面四个方面的主要体现：第一，体现了以人为本。
对大学来说就是以育人为本，以培养人才为本。
人才培养是大学办学的根本任务，教学改革的着眼点就是要围绕着人才培养，不断改进人才培养的模
式，适应各种人才的培养，适应研究型大学的人才培养，适应国家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实验室科研探究”课程紧紧扣住了以人为本，体现得比较充分、到位。
第二，体现了通识教育和研究型教学。
该课程的开设，可以使学生按自己的兴趣和发展需求，跨院系、跨专业选择几十个科研项目进行学习
探究，从科研实践的角度向老师学知识、学做事、学做人。
学生由此得以建立起通识的框架，进而通过探究型学习，逐步进入到宽口径专业教育。
探究课在“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教育”方面是一个很好的体现。
探究课寓学习于探究之中，又以探究激励学习，是研究型教学的很好体现。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读万卷书是学习，行万里路是探究。
一静一动，一个是书本，一个是实践，互促互补，相得益彰。
“实验室科研探究”课中老师和同学处于同等地位，共同探究；通过以老师为主导的因材施教，加上
以学生为主体的因材求教，达到一种乐教乐学、教学相长、互动并进的教学效果。
就这个意义而言，古人的传道、授业、解惑似乎还缺了一个师生共同探究的环节。
鼓励和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探究课是一种有效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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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实验室科研探究-基于广泛科研资源和人文资源的工程文化体验》呈现给大家的是清华大学的一
项教育教学改革实践成果，是北京市教育教学研究重点课题“基于广泛科研资源的探究课程新模式”
的主要成果之一。
本教育教学改革实践通过组织实验室科研探究课程，盘活科研积累，扩展教学资源，使学生取得基于
广泛科研资源和人文资源的工程文化体验，铺垫基础教学、专业教学和各项创新培养措施，实现通识
基础上的宽口径教育的培养目标和厚基础、宽口径、强实践、重创新的教学理念。
　　《实验室科研探究-基于广泛科研资源和人文资源的工程文化体验》分教育研究、课程内容、比较
借鉴、教学案例和效果调研；个部分。
全面展示了这项教学改革的思路、做法和效果。
以帮助学生和教师更好地把握课程改革的脉络，共同将课程实践变成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试验区，把
改革推向深入。
《实验室科研探究-基于广泛科研资源和人文资源的工程文化体验》可供参与课程学习的学生作为教科
书，也可供关心教育教学改革的大学领导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借鉴参考。
《实验室科研探究-基于广泛科研资源和人文资源的工程文化体验》精选的20个教学案例还是介绍工程
方面科学研究前沿成果的科学普及读本，可供广大工程人员和科学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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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3．5注重整合融通，优化培养过程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我们着手将探究课整合入本科人才
总体培养方案（如图1-9所示）。
我校本科教育有非常好的基础平台，用“新生研讨课”、“实验室科研探究”这些环节来进一步激活
它，等于给专业培养加上“跨学科通识”这样一个辅助支撑。
通过广泛的观摩研讨，拓宽学生知识面；在发现学校丰厚资源的同时，也找到自已真正的专业兴趣点
；在这些兴趣点上，与专业结合，参与研究，启发思维，逐渐深入，这样就为我们的创新平台做了很
好的铺垫。
学生选上专业研讨课、SRT项目、参加各种赛事，就再不是望文生义、仓促上阵，而是带着浓厚的兴
趣、有备而来。
这样，就使我们已有的各种创新培养环节在教学链的延伸中提高了附加值，并使学生以良好的通识基
础顺利过渡到宽口径专业教育。
1．3．6鼓励因材求教，充实因材施教探究课中老师和同学处于同等地位，共同探究。
通过以老师为主导的因材施教，加上以学生为主体的因材求教，取得一种乐教乐学、教学相长、互动
并进的教学效果。
在这里，学生在发现学校资源的同时，也发现了自己。
“天生我才必有用”，学生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规划，充分利用学校资源，寻师求教。
教学相长、互相提携、互相砥砺，让所有的金子都发光，学生个个充满自信地走向社会。
改革实践证明，探究课正在改变着学生的学习方式。
学生们说，自己原来有两个课堂：第一课堂是理论课，向老师学习；第二课堂是实践课，向社会学习
。
而在探究课里，学生找到了第三课堂，自己去探究，而且要通过“探究”课的“探究”，去促进第一
和第二课堂的“探究”。
三个课堂互为侧翼、彼此帮衬，共同发挥作用，自己的视野宽了，境界高了，潜能发挥出来了。
这样，就可以用多样的知识背景培养出多样的拔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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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实验室科研探究:基于广泛科研资源和人文资源的工程文化体验》：国家精品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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