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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随着考研人数的不断增加，出现了的“考研热”潮流

[1]。 据统计，2005 年的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首次突破 100 万，而到

2017 年，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达到 201 万 [2-3]。 到 2018 年，考研

人数 已 达 到 238 万，约 占 2014 年 高 考 实 际 录 取 人 数（720.40 余

万）的三分之一 [4-5]。 在这股“考研热”潮流下，考研已经成为本科

生毕业的主要选择之一。 然而其中不乏盲目跟风者，部分学生即

使考上了研究生之后也没有学习的热情， 这对大学生自身和研

究生教育事业都是不利的 [6]。 现阶段虽已有很多学校在本科教育

中开设了职业规划课程， 但仍缺乏开设与对考研相关的专门课

程。 同时，大部分本科生平时接触到的学术活动比较少，特别是

对于一些师资和学术资源匮乏的院校，学生对学术研究、研究生

生活等缺乏了解， 对其未来参加考研及从事科研活动造成了一

定困扰。 对学生而言，考研是一场持久而艰苦的“战役”，需要长

期和充分的准备，也是他们步入科研的开端。 对于有志继续深造

的学生，越早决定考研，越有利于学习和备考。 某师范学院曾针

对其各专业不同年级学生考研意向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表明：
40%大二和 16%的大三的学生还不明确是否考研 [7]，这既显示了

部分学生在对待考研与否问题上存在犹豫不决， 也表明了学校

在这方面教育的缺乏。 因此， 学生只有充分地接触了研究生教

育，经过认真的思考，才能做出决策。 而在大学里，教师比学生更

了解科研，不同专业的教师从事着不同方向的科研内容，有着自

己独特的科研经历和经验。 如果将上述宝贵资源进行整合，开设

一门关于科研的大讲堂， 将会为本科学生是否选择科研道路以

及考研提供有益的借鉴。 同时，开设该课程不仅可以丰富学生的

前沿科学知识，也可以指导学生的就业和未来的规划。
1 开设“科研大讲堂”课程的必要性

为了了解学生对该课程的兴趣， 也为了验证开设该课程的

必要性， 我们针对河南某高校大一和大三的 463 名学生进行了

是否愿意选该门课程的意向调查，调查形式为 QQ 群投票，其中

有 321 参与了投票，142 位同学未参与投票， 具体的调查结果如

表 1 所示。
表 1 是否愿意选修“科研大讲堂” 课程的问卷结果

Table 1： the results of whether or not the students are willing
to take a “Scientific Research Lecture Hall” course.

年级
未投票人数

（人）
愿意与不愿意

人数比

3

大一 123
18

9.1

大三
3.3

19

不愿意（人）

2

13

23

8

性别

女生

男生

女生

男生

愿意（人）

56

118

77

24

投票结果表明：学生对“科研大课堂”课程的积极性比较高。
特别是大一的学生， 愿意参加课程的人数与不愿意参加课程人

数的比值大于 9，说明超过九成的大一学生想上“科研大讲堂”课

程，而到大三，这个比率下降到 3。 这说明，依然有七成的学生愿

意参加该门课程。 因此，该门课程有良好的学生基础和需求。 此

外，大一学生中男生对“科研大讲堂”的积极性较女生更高，而到

大三，男女的积极性都差不多；大三的学生较大一的学 生 相 比，
对“科研大讲堂”课程的积极性有明显的下降。 这表明经过两年

多的大学学习， 男女生对于是否考研甚至未来的人生规划已经

有了初步的认识，因此这些大三愿意参加该课程的学生，具有更

强的目的性。
2 课程内容设计

内容是课程的核心，是课程的灵魂，是能否引发学生兴趣的

关键，也从侧面反映出了课程开设者的知识水平、教学 思 路 等。
因此，对于课程内容的设计就显得十分重要。 综合考虑各方面因

素，本课程内容的设计可分为以下 3 个方面：1）学时设计。 考虑

到该门课是以大讲堂的形式开展，所以总的学时就不宜太多，课

程设置的时间跨度不宜太长，最好集中在 4～5 周上完。 2）课程内

容的层次设计。 这里的层次一方面是指课程讲授的内容要由浅

入深，逐层递进，注意衔接。 既要有对科研的理论定义、某些学科

中理论知识的介绍， 也要有本科生所了解和能接受的， 即所谓

“接地气”的科研常识性内容。 例如：科研名人和大师的人生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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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科研事迹，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科学效应等。 3）课程内容的

多样化设计。 由于该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涉及专业众多，所以

不仅要给学生讲述本专业熟悉的科研知识， 还需要搜集其他专

业的基础知识，比较不同专业科研上的异同，让不同专业的学生

有更真切的体会。 例如：材料、化学等化工大类专业的科研更偏

重于实验研究，考研数学的要求上相比机电、电气这类强调理论

与实验并重的学科要低一些。 为了更好地展示本课程的内容设

计，下面用一例子进行详细描述。

图 1 课程内容设计示意图

Fig 1.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course content
如图 1 所示，在课程内容设计上，先用大家熟知的科学名人

的故事来开始课程，引出主题，再从科学大师们的科研经历中提

炼出他们科研之路的共同点：充满艰辛，要时刻保持乐观精 神。
接着通过说明读研与科研的关系来进一步引向正题， 让学生明

白选择读研就意味着一步步走上科研之路。 然后设计了一块学

生关心的内容—读研要做的准备，借此来吸引学生注意力。 在核

心内容的介绍之后，设计了讨论部分，以“如何培养自身的 科 研

素养”为主题，将课堂的气氛推向高潮，让学生在主动参与 中 获

得最理想的教学效果。 最后进行简短的总结。
3 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服务于教学目的和教学任务， 是师生双方共同完

成教学活动内容的手段。 根据本课程开设的目的，教学方法采用

“以语言传递信息为主的方法”，主要包括讲授法和讨论法，具体

的实现形式为：学术报告；考研同学讲授考研心得；自由讨论。 详

细内容如下。
1)学术报告部分。 邀请本学院老师讲授自己所研究的工作，

讲授内容尽量简单通俗易懂，兼具趣味性和知识性。 这一部分的

内容不仅可以让本科生了解到真正的科学研究， 而且可以扩大

自己的视野，了解自己专业相关的研究。该部分的学时设置为 8～
14 学时，每位老师不超过 2 学时。 通过此部分内容的学习，可以

使学生对科研建立初步的认识， 进一步接触到更多的科研内容

和方向，从而学习到更多的知识。
2)考研学生心得体会。 这部分设置 2～4 学时的考研交流会，

邀请经历过考研的学生或者老师为学生介绍考研相关事项 （包

括何时开始准备考研、 如何选择考研专业和学校以及如何在漫

长、枯燥的考验过程中调整自己的身心状态等）。 每位报告者时

间尽量控制在 1 学时左右。 这部分的内容将起到实际的示范作

用，让学生大致了解考研的过程。
3)课堂讨论。 在这一部分中，可以将学生酌情分为几组，让他

们以组为单位搜集科研相关资料，做成 PPT，并演讲 15～20 分钟。
演讲题目可以由学生自选或者是老师出题。 这里给出几个参考

题目：“我心中的科研圣地”“我喜欢的某某科研领域”“我崇拜的

某某科学家”“XX 专业考研情况调研”“考研资料调研”。 演讲完

可以学生自由讨论和问答。 在本部分结束时还要对学生进行问

卷调查，掌握学生对该门课程、科研以及考研等的看法，后 期 将

调研结果再交给相关班主任或者辅导员， 以便后期的跟踪和定

向研究。
4 其他问题和解决方案

开设一门新课程，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 本文上述部分也

涉及到一些相关的具体问题，但还有很多问题也需要认真考虑，
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展开讨论，下面将仅对 4 个方面的问题进行

讨论。
1)学分设置问题。 考虑到开设本课程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学

生对考研及科研的初步了解，主要内容不涉及基础理论的知识，
且学时比较短。 因此，建议设置为 1 个学分。

2)考核方式问题。 建议综合考虑学生出勤情况、演讲情况以

及课堂表现情况， 对该门课程进行考核， 考核结果可分为不合

格、合格、良好和优秀 4 个档次。
3)上课老师协调问题。 考虑到该门课程中需要邀请一些老师

授课，且涉及到不同专业，建议将课程设置在晚上，这 样 大 家 会

有公共的时间。
4)学术与商业的问题。 由于本课程涉及到考研经验，包括了

考研资料、选报辅导班等多方面的问题。 因此，要提前和任课教

师及学生沟通，避免在课堂上出现商业广告及资料，保持学术的

纯洁。
5 结论

本文对本科生开设“科研大讲堂”课程进行了研究。 调查问

卷表明大一新生对此课程有较强烈的兴趣， 但随着年级增加呈

递减趋势；教学内容设计上以激发兴趣为目的，采取逐 渐 深 入、
灵活多样的设置方式；教学方法以讲述为主，形式上通过整合学

院师资、 集中短期上课的方式， 为学生讲授本院相关的科学前

沿、科研经历以及考研相关事宜，并通过讨论、演讲的 方 式 来 锻

炼学生的个人和团队协作能力， 更借此来激励学生搜寻相关资

料，关注科研，思考自己今后的道路；后期跟踪可以更 好 地 为 学

生和教育服务，形成一个持续的培养模式。 此外，文中还对学分

设置、考核方式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以此来形成相对完整的理论

研究体系，为本科教学及学生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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