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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点评 
 

课堂教学与人才创新能力培养 
范黎 

(《微生物学通报》编委会  北京  100101) 

高等学校肩负着培养人才、发展科学和为社会服务 3 项任务。在此三者中, 最根本的任务是培养人才, 而
教学是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之一, 教学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学生的质量。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发展, 促进了

知识、技术、信息系统的发展和变革, 同时改变着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 使得人才培养质量和人才培养体制问

题也越来越受到教育界及全社会的重视和关心[1]。为此, 国家 2006 年后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科学与技术、教育

改革、人才培养等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 提出了改革人才培养体制一定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多种培

养方式”, 强调具有创新精神与应用能力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人才培养目标要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人

才的需要[2−3]。近年来, 我国各高校通过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强化教学建设和改革, 有效增强了学生的学习能

力、自主创新意识和实践应用能力, 本科人才培养质量得到逐步提升。 
在大学本科教学活动中, 课堂教学是最主要的教学工作, 学生的大部分学习时间都用在课堂上, 课堂教学

不仅是传授知识的殿堂, 而且是培养思维方式、塑造精神的核心途径[4−5]。本期介绍林海萍、张立钦等的文章“创
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课堂教学改革”[6], 作者根据自身的教学经验和体会, 认为当前高校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

题主要有教师与学生的角色定位偏离、教与学的目标迷失以及“填鸭式”“满堂灌”的教学方法不利于培养学生独

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多媒体技术使用不恰当, 造成课容量过大, 师生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不够, 学生

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如过眼烟云。针对上述问题, 作者提出了“五重”的课堂教学改革思路, 即重氛围、重自

主、重创新、重运用和重自学技能培养, 使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能够营造亲切、和谐、激励、快乐、讨论、探索

的良好氛围, 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 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 培养学生的自学技能, 收到了较好的教学

效果。作者提出的问题切中我国当前教育模式下课堂教学中存在的关键问题, 其教学改革思路从教学实际出

发, 切实可行, 有助于改变传统的线性知识传授, 注重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培养, 贯彻以生为本、因材施

教的教学理念, 对教育界同行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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