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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交通强国战略的实施，对我国高校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更加强调学生

学科交叉与创新创造能力的培养。为培养学生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以“道路工程”课程为载体，

对研究导向型教学模式的应用开展研究，提出研究导向型教学需要多维度教学设计、深层次参与式学

习以及全过程有效评价。其中，多维度教学设计能够有效解决知识点理解、知识脉络建立以及知识体

系构建等问题。深层次参与式学习，需要学生利用已有经验，参与研究，主动构建知识。全过程的有

效评价，需要着重考察学生创新创造的能力。教学研究与实践表明，研究导向型教学广泛适用于各类

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可为构建交通强国战略下交通人才培养的新型课程教学模式提供有效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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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2019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交通

强国建设纲要》(以下简称《建设纲要》)，明确

通过统筹建设，逐步建成人民满意、保障有力、

世界前列的交通强国。为实现这一目标，《建设

纲要》明确指出，要“培育高水平交通科技人才”，

“打造素质优良的交通劳动者大军”，“建设高素

质专业化交通干部队伍”[1]，《建设纲要》明确了

未来交通人才培养的具体方向。高校是人才培养

的主战场，教学是人才培养的总抓手。交通强国

的建设与推进，无疑对我国高校相关专业的人才

培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随着网络技术、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前沿

科技与交通行业的深度融合，交通行业正面临着

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未来交通学科所面临的问

题，已不再是传统的单一学科问题，而是极具前

沿性和复杂性的多学科交叉问题。这些问题必须

依靠创新才能解决。为适应交通发展向更加注重

创新驱动转变，新一代交通行业领军人才不仅要

有扎实的专业基础，还应具备学科交叉、创新创

造的能力[2]。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强调学生对既

有专业知识的掌握，往往容易忽视对学生创新创

造能力的培养。然而，随着技术更迭的不断加快，

新材料、新工艺、新规范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学

生在大学阶段所学到的专业知识，很可能被未来

的新技术所淘汰。为适应上述新形势，大学教育

不仅需要向学生传授知识，更需要让学生通过知

识迁移，创造性地构建新知识，具有解决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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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研究导向型教学模式重视学生通过研究

来解决问题的能力[3−7]，对培养创新型人才具有积

极意义。“道路工程”是土木交通专业方向的一

门重要专业课，是交通强国建设形势下，人才培

养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依托相应教改

项目，对研究导向型教学模式在“道路工程”课

程中的应用开展研究，旨在培养学生创造性构建

新知识并解决新问题的能力，以满足交通强国建

设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并为相关学科的课程教

学提供有益借鉴。 

    二、研究导向型教学的多维度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是教学活动的蓝本，是教学目标顺

利达成的保障。特别是对于强调学生参与的研究

导向型教学，合理的教学设计在保证高效、有效

的参与式学习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传

统教学模式相比，研究导向型教学 主要的特征

之一就是以“研究”为载体推动教学，促进学生

知识的构建。但相关学者指出，研究型教学并非

在传统教学中加点研究佐料[8]。这表明，研究性

问题需要精心设计，并服务于教学目标的达成。

因此，如何设置研究性问题，是研究导向型教学

设计所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本研究的实践表

明，多维度教学设计是保证研究导向型教学有效

开展的方法。所谓研究导向型教学的多维度教学

设计，主要指针对课堂教学、(知识)单元教学、

课程教学等不同维度的教学活动，分别设置不同

层级的研究性问题，采取不同的策略开展教学设

计。采用多维度教学设计的主要依据在于，教学

设计的主要目的是保证教学目标的实现，而教学

目标需要根据课程、章、节进行分解。因而针对

课堂教学、(知识)单元教学、课程教学等不同维

度教学活动的教学设计，必须考虑相应教学目标

的特点。 

    以“道路工程”课程为例，从课程维度出发，

其总的教学目标是让学生系统掌握道路设计、施

工、管理全过程的基础理论和实践方法。同时，

根据课程各章节知识的相互关系，将该课程划分

为道路线形、路基工程、路面工程三大知识单元，

每一单元又根据教学内容划分为若干章节。上述

不同的知识单元与章节，又分别具有不同的教学

目标。考虑到学生对知识的掌握需要循序渐进，

对知识体系的构建需要逐步展开，在多维度教学

设计中，研究性问题的设置也需要由浅入深，遵

循课堂教学、单元教学、课程教学这一由微观到

宏观的逻辑理路。 

    课堂教学时间有限，每次仅有 2 个学时。因

此，研究问题的设置不宜过度开放，而是应该与

相应课堂教学的知识点紧密相连，做到小而精，

简而明。可以在课堂教学的导入部分，提出与课

堂教学内容密切相关的工程问题，让学生提前思

考问题的答案。课堂教学过程中，让学生通过不

断的学习，逐步纠正、完善自己的预设答案。

后，在课堂教学的总结部分，引导学生形成对上

述问题的 终答案。总体来说，课堂教学维度的

研究导向型教学，主要针对的是知识点，是让学

生在不断探究的过程中，主动、自然地掌握知识

点，并深刻理解利用这一知识点，可以解决什么

样的工程问题。因此，课堂教学维度的研究，一

般是具有确定性、指向性答案的研究，应该具有

明确的研究结论。这样，才能够在培养学生研究

能力、创新意识的同时，保证相关知识点能够被

学生充分掌握。例如，对于“道路工程”课程“交

通荷载”这节课堂教学，可在导入部分展示道路

结构的典型破坏图片，并提出“哪些破坏形式主

要是由交通荷载的作用造成的？”这一具体研究

问题。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断思考上述问题，

并尝试利用所学知识，给出合理答案，在教学总

结部分，引导学生梳理研学成果，总结新知识

点，回答导入部分所提出的问题。上述不断“学

习、探究、再学习、再探究、总结”的过程，能

够促进学生主动构建知识，实现对知识点的透彻

理解。 

    单元教学由若干内容紧密相关的课堂教学

组成。单元教学维度的研究导向型教学，其主要

目的在于帮助学生建立单元教学内部相关知识

点之间的知识脉络。因此，单元教学的研究问题，

应当比课堂教学的研究问题更具挑战性，需要学

生整合多个知识点，进行深入研学，才能得到解

决。相应地，单元教学研究问题不宜采用简单固

定的答案，应该在合理的基础上，具有一定的开

放性。例如，对于“道路工程”课程“路面工程”

这一知识单元，可设置“设计抗超载道路是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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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这一研究问题。学生需要整合交通荷载、路

面材料、路面性能、路面设计等多个课堂教学所

学习的知识点，开展深入分析，才能有理有据地

给出自己的答案。这也就达到了建立知识脉络的

目的。 

    课程教学维度的研究导向型教学，旨在帮助

学生构建本门课程完整的知识体系。相应的研究

问题设置，应该依据整门课程的知识内容。例如，

对于“道路工程”整门课程，可设置“道路工程

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平衡”这一研究问

题。解决上述问题，要全面调动课程三大知识单

元的大量知识点，从而形成开放性、创造性的研

学成果，让学生对本门课的理解更为深刻。 

    总之，如图 1 所示，多维度教学设计，从课

堂教学、单元教学、课程教学三个维度开展，分

别解决知识点理解问题、知识脉络建立问题，以

及知识体系构建问题，保证研究导向型教学的有

效开展。 
 

 
图 1  研究导向型教学的多维度教学设计 

 

    三、研究导向型教学的深层次参与学习 

    研究导向型教学中，学生是“研究”的实施

者，因此，研究导向型教学要求学生在课程的全

程都要积极地参与[9]。但是，研究导向型的参与

式学习并不是简单地在教学过程中增加提问与

讨论，而是需要深层次的有效参与。其原因在于，

参与式学习的重要原则之一是“利用已有经验，

主动构建知识”[10]。相应地，具体到研究导向型

教学，其参与式学习过程应该是一个“利用已有

经验，通过参与研究，主动构建知识”的过程。

上述过程中，主动构建知识是 终目的，参与研

究则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研究活动本身难以通

过简单的问答予以实施，必须深层次地参与才能

实现。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门工科专业课，本门

课程的内容具有较强的高阶性和专业性。在这一

背景下，为保证深层次参与式学习的可行性，学

生必须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基础主要

源于两方面：一是通过先修课程所形成的前期基

础；二是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不断消化积累所

形成的新基础。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学生通过全

程参与研究型学习，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逐步

构建新知识。而通过上述过程所构建的新知识，

又可以进一步被学生吸收，补充已有经验，作为

构建下阶段新知识的重要基础。这样一个反复的

过程，形成了主动获取知识、培养学习能力的良

性循环。 

    值得注意的是，深层次的参与式学习，往往

需要充分的教学活动与充足的时间作为保障。因

此，有限的学时可能成为限制参与式学习开展的

障碍因素。为了排除这一潜在障碍因素的影响，

通过教学实践，本文形成了从“时间”和“空间”

上扩充课堂教学的方法，如图 2 所示。 

    (一) “课前+课堂+课后”的时间扩充法 

    研究导向型教学中，教师的教学设计与学生

的参与式学习应当贯穿“课前预习”“课堂学习”

“课后复习”的全过程。在本研究所讨论课程的

实践过程中，参与式的课前预习，不仅仅是要求

学生提前阅读学习材料，更重要的是，要强调师

生之间的交流。通过交流，帮助教师准确分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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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研究导向型教学的深层次参与式学习 

 

情，从而更好地设置研究问题。参与式课堂学习

阶段，则要明确课堂教学不能讲解所有问题，相

信通过深入的研究活动，能够促进学生自主构建

知识体系。参与式课后复习，并非对课堂学习内

容的复看，而是在课堂研学的基础上，提出更进

一步的深层次问题。也就是说，参与式的课后复

习，其复习的对象并非知识本身，而是获取知识

的方法——  研究。学生需要利用学习的理论知

识，给出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一过程就在不

断强化学生的研究创新能力。这样“课前+课堂+

课后”的研究导向型教学模式，就极大扩充了有

限的教学时间。 

    (二)“实体教室+虚拟平台”的空间扩充法 

    对于工科课程而言，很多研究活动所必需的

专用设备受空间限制，无法带到课堂，从而限制

了研究导向型教学的实施效果。为解决这一问

题，可以采用“实体教室+虚拟平台”的空间扩

充法，即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引入虚拟云平台，

如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等，供学生在线操作，

作为实体教室课堂教学的补充，从而保证相应研

究型教学活动的顺利展开。 

    总之，研究导向型教学需要学生的深层次参

与式学习。而信息化教学平台的引入，是深层次

参与式学习的有效保障。 

    四、研究导向型教学的全过程有效评价 

    如何有效评价研究导向型教学的效果，是研

究导向型教学在实践中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一方

面，有效的评价机制需要与课程目标相匹配，能

够准确评判学生达到学习要求的程度；另一方

面，有效的评价机制需要对教师的教学效果提供

客观反馈，促进教学质量的不断改进。与传统教

学模式相比，研究导向型教学强调培养学生主动

研学的能力和利用知识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

因此，对研究导向型教学的有效评价，不仅需要

关注学生对知识理论的掌握，还需要强调学生创

新能力的达成。这很难单纯通过考试全面考量。

通过对教学实践的分析总结，本文提出图 3 所示

的研究导向型教学全过程有效评价方法，即过程

性评价与结论性评价并重，显性评价指标与隐性

评价指标相结合的评价方法。 
 

 

图 3  研究导向型教学的全过程有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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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图 3 所示，研究导向型教学重视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的参与和自主探索，因此，其效果评价

必须覆盖教学的全过程，包括小组讨论、研究项

目、研究报告、考试等。其中，小组讨论主要设

置于课堂教学过程中，基于这一方式的学习效果

评价通常在课堂教学之后尽快展开。学生参与的

研究项目，需系统应用各知识单元的知识，因此

其评价通常安排在各单元教学结束之后。小组

讨论与研究项目是本课程过程性评价的主要方

式。而研究报告的撰写与期末考试，则属于集

中开展的结论性评价，因此安排在课程结束之

后。过程性评价与结论性评价并重，能够避免

考试的局限性，更为全面地评价教学效果和学

习成效。 

    同时，对于小组讨论、研究项目、研究报告、

考试等评价手段，均需要设置相应的显性评价指

标和隐性评价指标。其中，显性评价指标主要指

具体的、客观的、结论性的指标，包括小组讨论

形成的汇报材料，研究项目的成果，研究报告与

论文，考试中的客观性考察题目等。这些指标主

要用于评价学生对知识理论的掌握程度，是学生

学习所需要取得的 基本成效，也构成了研究导

向型教学的底层目标，其评价主体为授课教师。

与之相对应的隐性评价指标主要用于评价学生

学习能力、创新思维的培养情况。例如，通过分

析学生在小组讨论、研究项目中的参与度与贡献

率，研究报告所体现的创新性，考试中主观题的

回答情况等，来综合评价学生是否具备一定的创

新思维。由于隐性评价指标涉及学生之间的相互

合作(如参与度与贡献率)，其评价主体不仅包括

授课教师，还需包括学生。 

    总之，过程性评价与结论性评价并重，显性

评价指标与隐性评价指标相结合的全过程评价

方法，是与研究导向型教学理念相匹配，保证教

学质量和学习效果的有效方法。 

    五、一些关键问题的讨论 

    教学改革实践表明，通过在“道路工程”课

程教学中应用研究导向型教学模式，学生通过自

主探究来构建知识体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得

到了提升。但是，在研究导向型教学模式的应用

中，也发现了一些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一) 研究导向型教学能否融合教师科研项目 

    当前，很多任课教师具有较强的科研背景，

能否将教师自身的科研项目引入课堂，是值得关

注与探讨的问题。本文认为，能否引入教师自身

科研项目的关键，在于其是否有助于教学目标的

达成。教师可以兼具科研与教学的双重职责，但

是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明确教学的主体地位，

科研项目只能作为达成教学目标的载体，否则，

将会本末倒置，影响人才培养。因此，如何有效

地将教师自身科研项目转化为教学素材，引入研

究导向型教学，是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个关键问

题。对于特定的教学内容，引入适宜的科研项目，

需要具备内容关联性、学习促进性、思维启发性。

其中，内容关联性指科研项目必须紧密围绕教学

内容，如果科研项目与教学内容的关联性不足，

学生将难以建立科研项目与教学内容之间的逻

辑关系，无法清晰构建相关的知识体系。学习促

进性指科研项目的引入必须能够促进学生的学

习效果，例如促进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促进学

生对知识的综合应用等。如果科研项目对学习的

促进性不强，其引入就会失去意义，反而增加学

生的学习负担。思维启发性指科研项目必须能启

发学生的创新性思维方式，培养学生使用知识创

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既反映了研究导向型教

学的重要理念，也反映了交通强国建设对人才培

养的更高要求。 

    (二) 研究导向型教学是否会影响考试成绩 

    教学改革实践中，一些教师担心用研究导向

型教学模式代替传统教学模式，不仅会压缩有限

的教学时间，还会在强调研究的同时，弱化知识

本身在课程教学中的重要性，进而影响学生的期

末考试成绩。这种担忧正反映了时代对新型教学

模式的需求与传统的考核理念之间的矛盾。本文

认为，研究导向型教学不仅包括对教学过程的改

革，还包括对教学评价方式的改革。如果课程考

核只关注对知识本身的识记，那么，采用传统教

学方法确实更容易让学生在考试中取得高分。但

是，正如前文所分析，新一代交通行业领军人才

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基础，还应具备进行学科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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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创新创造的能力，这很难利用传统的课程考

核方式进行保证。大学必须肩负起培养创新型人

才的责任。因此，不能被考试成绩困住教学改革

发展的步伐，而要顺应时代，真正让教学过程和

考核标准都能够体现创新型人才培养这一核心

任务。 

    (三) 研究导向型教学是否仅适用培养研究
型人才 

    研究导向型教学是否有效，其根本评判标准

在于能否更好地培养人才。而人才是具有多样性

的。正如《建设纲要》所指出，需要“培育高水

平交通科技人才”，“打造素质优良的交通劳动者

大军”，“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交通干部队伍”，亦

即培养研究型人才、技术型人才、管理型人才。

由于研究导向型教学具有明显的研究特性，其是

否仅适用于培养研究型人才，而不适于培养其他

类型人才，一直是教学实践中被反复讨论的问

题。其实，研究导向型教学的目的并非培养学生

的研究能力，而是培养学生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

力；研究导向型教学也并非致力于培养研究型人

才，而是培养创新型人才。当前科学技术的快速

发展加速了各行业、各领域的融合，这导致未来

必然会出现之前从未出现过的新问题。而解决新

问题，必然需要采用新方法。因此，创新将不再

是研究型人才的专利，而是未来各类人才均需要

具备的能力。在这一背景下，研究导向型教学的

泛用性将更为显著。 

    六、结语 

    随着交通强国的建设与推进，我国的交通行

业必将呈现出技术更迭快、科技含量高、学科融

合广、创新驱动强的新特性。在这一背景下，新

一代交通行业领军人才不仅要掌握扎实的专业

基础，还应具备进行学科交叉、创新创造的能力。

研究导向型教学模式重视学生通过研究来解决

问题的能力，对培养创新型人才具有积极意义。

通过多维度教学设计、深层次参与学习、全过程

有效评价，能够促进学生通过不断探究，自主构

建知识体系，提升创新能力。教学研究与实践表

明，研究导向型教学不只适用于研究型人才培

养，而是广泛适用于各类型人才的培养，值得相

关专业课程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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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building a nation with advanced transportation, higher 

requirement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training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relevant majors in China. 

Interdisciplinary and innovative capabilities are especially emphasized. To cultivate the creative 

problem-solving ability for the students, this paper takes the course of “Road Engineering” as the carrier to 

conduct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research-led teaching mode. It proposes that research-led teaching 

requires multi-dimensional teaching design, deep-level participatory learning, and effective full-cycle 

evaluation, among which multi-dimensional instructional design can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s of 

knowledge understanding, knowledge network establishment, and knowledge system construction. 

Deep-level participatory learning needs to promote students to use existing experiences and actively 

construct knowledge through participating in the research. The effective evaluation of the whole process 

needs to focus on the ability of students to innovate and create. Teaching and research have shown that the 

research-led teaching is widely applicable to the cultivation of various innovative talents, and can provide an 

effective reference for constructing a new course teaching model for transportation talents training under the 

strategy of building a nation with advanced transportation. 

Key Words: country with strong transportation; research-led teaching; road engineering; innovative talents; 

curriculum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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