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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走向创新教育：“研讨式五步教学法”的推广与应用研究》共分四编，40余万字，前三编对“
研讨式五步教学法”的探讨过程、理论依据及推广应用的教学实验情况作了翔实的叙述和分析，第四
编是已公开发表的研究“研讨式五步教学法”的30余篇论文结集。
完全可以预期，该书的出版将会对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产生积极而广泛的影响。
　　首先，这项成果体现了新的教育教学观念，切中时弊，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很快，在办学理念、结构调整、管理体系、学科建设、教材建设等方面都有明
显进展，但在改革教学方法、更新教学模式方面却相对滞后，大学课堂普遍采用的仍然是注入式、填
鸭式教学，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不利于大学生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的培养。
针对这种情况，郭教授的“研讨式教学改革”就是要实现从讲授式到研讨式的转变，即把教师对学生
单向传授知识的讲授式改变为教师指导学生研究问题和讨论交流的研讨式，这一重大转变所体现出来
的教育教学观念有五个方面：一是以生为本，重视学生主体性的发挥，引导他们参与教学过程，使之
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探索，从“要我学”到“我要学”；二是重视治学方法的传授，从授人以鱼到授
人以渔，让学生在研究问题的科研实践中学会学习，学会研究；三是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让他们在
研讨问题的过程中循序渐进地、润物无声地提高学习能力，如检索文献、阅读资料的能力，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文字表达与口头表达的能力以及相互合作的能力等；四是重视师生互动，平等交
流，变教师一言堂为师生群言堂，建构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五是重视教学效果的多元评价，改变“
一张试卷定高下”的做法，重能力、重过程、重学生自评与互评，让评价对所有学生产生激励作用。
这些新的教育教学观念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体现了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可以给广大教育工作者提
供启示。
　　其次，这项成果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教学模式”，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研讨式五步教学法”将一门课程分为五个步骤：第一步，指导选题；第二步，独立探索；第三步，
小组交流；第四步，大班讲评；第五步，总结提高。
这五个步骤环环相扣，逐步递进，前一步是后一步的必要准备，后一步是前一步的自然延伸。
它将指导学生研究与讨论交流置于中心环节，将课堂教学，学术研究，讨论交流有机结合起来，成功
地改变了传统的注入式教学，较好地协调处理了教学中的师生关系、教学与科研以及学术性与师范性
的关系。
它经历了十余年教学实践的反复检验，深受学生的欢迎与好评，是在实践中产生出来的教育教学创新
成果，有利于提高广大学生的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值得在大学教育教学中加以推广，至少可以为高
校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一个成功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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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研讨式五步教学法”的探索历程　　前言　　第一章　初步尝试　　一、尝试改变“
填鸭式”教学　　二、全校性教学改革研究课　　三、大学生的心声与期待　　第二章　回应挑战　
　一、遇到挑战　　二、正面回应　　第三章　扩大试验　　一、两份“研讨式”教学改革计划　　
二、师生协同努力　推进教学改革　　三、评学议教与问卷调查　　第四章　再接再厉　　一、公之
于世　　二、理性思考　　三、新的追求　　第五章　坚持不懈　　一、八年未曾间断　　二、一项
特别条件　　第六章　水到渠成　　一、胜算在握　　二、大型公开课　　三、学生学术讲座周　　
第七章　推而广之　　一、列入国家课题　　二、研究推广应用　　三、征询专家意见　　四、一个
渐进过程　　　　第二编　“研讨式五步教学法”的理论探讨　　前言　　第一章　研讨式五步教学
法中的主体论　　一、主体性是现代教学论的生长点　　二、主体论在研讨式教学中的应用　　第二
章　研讨式五步教学法中的乐学论　　一、乐学的生理机制及其教学价值　　二、乐学论在研讨式教
学中的应用　　第三章　研讨式五步教学法中的互动论　　一、互动的心理机制及其教学价值　　二
、互动论在研讨式教学中的应用　　第四章　研讨式五步教学法中的发展论　　一、学生发展的潜在
性　　二、学生发展的可持续性　　三、学生发展的全面性　　四、学生发展的主体性　　五、研讨
式五步教学法的发展性　　第五章　研讨式五步教学法中的创新论　　一、研讨式五步教学法的创新
背景　　二、研讨式五步教学法的创新之处　　第六章　研讨式五步教学法中的方法论　　一、教学
方法的概念和研讨式五步教学法的特征　　二、研讨式五步教学法体现了教学方法的改革趋势　　三
、研讨式五步教学法的实施原则　　本编参考文献　　　　第三编　“研讨式五步教学法”的应用报
告　　第四编　“研讨式五步教学法”研究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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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初步尝试　　一、尝试改变“填鸭式”教学　　我从事“研讨式”教学改革是从1997年9
月开始的。
那时我在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工作，担任中国近代史研究室主任、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研究生和
博士研究生导师，同时，为本科生讲授《中国近代思想史》和《近代湘籍名人研究》两门课。
对于我教的课，学生的评价很高，但我并不满意，因为我和许多人一样，都是把现成的知识灌输给学
生。
我滔滔不绝地讲，学生刷刷不停地记，期末背背笔记。
那些平时偷懒不做笔记的人，临考前就将别人的笔记拿去复印狂背一顿以应付考试。
我感到这种传统的教学虽有某些优点——有利于较快地系统地传授前人积累起来的知识，但从长远看
，从根本上看，如果这种方式过于普遍地采用，将不能有效地发展学生的智力和能力，尤其是难以发
展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与党和国家制定的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方向和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对于这种情况，我虽说并不满意，却也似乎习以为常。
 　　1997年9月，我开始给历史系基地班的学生上《近代湘籍名人研究》课。
基地是指国家教育部批准设立的文史哲基础学科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1995年首批获得中文与历史两个基地。
按规定，历史学科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每年招生30人，从本科招生第一批次中录取，不足部分在
全校新生中选拔补充。
这些学生并非普通师范生，他们之中相当一部分将直接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
如何培养他们的科研意识与科研能力，成为摆在我们教师面前的迫切任务。
我开始思索着如何在基地班教学中进行一些改革，以利于学生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的培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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