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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与科研融合，提高研究型 
大学本科教学水平 

□郑宇涛  吴援明  [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  610054] 

 

[摘  要]  本文对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找出了教师不重
视教学工作的原因。提出了研究型大学构建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团队的构想和运行机制，即促进教
学与科研融合，提高教师的学术水平与教学水平；着力专业建设，促进教学内容与科技进步同步，
提高课程与教材建设质量；推进学生课外科技活动，促进学生参与科学研究，提高学生科技创新能
力。经过近5年的探索与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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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在研究型大学中，普遍存在这样一种现象：
教师非常重视科研工作，而不重视教学工作[1]。具
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教师宁愿花费大部
分时间从事研究工作，但不愿意承担基本的教学任
务；第二，教师对发表论文非常积极，但不愿意探
讨教学方法，更不愿意进行教学改革与探索；第三，
教师对国内外同行的科研成果和论文非常感兴趣，
但对其他高校的教改成果并不关心；第四，教师对科
研取得的成果感到自豪，但对教学成果不以为然。 

二、问题的原因分析 

为什么会出现教师重视科研的现象？我们认

为：第一，学校和学院为了不断提升学科的学术地

位，形成了具有较强实力的科研团队，学校和学院

给团队施加了较大压力，并把科研水平和科研任务

作为对团队和教师的主要考核指标；第二，团队申

请科研项目立项后，有足够的经费支持，且科学研

究的成果可以给教师带来较高的经济收入，更可以

给教师和学校带来荣誉；第三，国家和地方政府对

科研成果的奖励丰厚，评价与奖励每年进行一次，

鼓励教师多出科研成果，为国家和地方的科技进步

和经济建设作贡献。 

教师不重视教学工作有以下三个主要原因。 

第一，教学团队的结构松散。教学团队是在上

世纪末拆除教研室后形成的课程组的基础上建立

的，团队成员来源于不同的科研团队，因此结构松

散，不容易形成合力来共同解决教学建设与改革过

程中的诸多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教师

只愿意讲授符合自己专业兴趣的课程，不愿意讲授

基础课程或专业基础课程；讨论教育目标时，即使

形成共识，但是否所有教师都按照这个目标来组织

教学，无法监控，是否有足够的学时来达到这个目

标，考虑不够；教师一方面同意开设某门课程并认

同课程要求，但不愿意讲授该课程，导致该课程无

人讲授或交给学术水平和教学经验不足的教师来承

担，因此专业基础课程由那些学术水平不够且教学

经验不足的教师来讲授，不能取得满意的效果；他

们认为，教学的任务只是传授知识，他们没有意识

到或没有能力对学生学习能力、思维能力和创新能

力进行培养。 

第二，对教学团队完成任务的评估缺乏有效的

办法。对科研团队的考评可以通过对科研成果、发

表的论文级别与数量作出对学术水平的评价，而对

教学团队的评价缺乏有效的办法。国家没有一种机

制评价学生在学业上取得进步的大小，也没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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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哪所学校培养的学生取得了更大的进步，学校

也没有一种机制评价教学团队在学生学业进步上作

出了多大贡献。外界对学校或学院的评价也只是看

学科的水平，因此，没有任何外界力量迫使教学团

队成员在常规教学任务之外对教学活动倾注更多的

心血，他们也很少抱着帮助学生学习更多东西的心

态，重新审视常规的教学形式，或尝试新的教学方法。 

第三，政府和学校对教学改革与建设支持的经

费不足。相对科研而言，教师对教学工作的热情没

有那么高涨，虽然国家和地方政府对教改与教学建

设也立项，但支持的经费非常有限，有些地方政府

甚至只立项，但不分配任何经费。对教学改革与建

设的成果也有评价与奖励，虽然也给个人和学校带

来荣誉，但是每四年才进行一次，而且奖励的力度

明显不够。这就是教师更多重视科学研究而不重视

教学的重要原因。 

第四，忽视学生的课外科技活动。没有给学生

提供足够的场地和设备让学生进行自由探索，也没

有足够的教师愿意指导学生进行这些科技活动。部

分教师认为现在的研究生已经足够多，都没有精力

指导，哪里还有精力指导本科生，更不愿意吸纳本

科生进入自己的科研课题，理由是他们不可能对自

己的科研工作作出什么贡献，只会带来麻烦。 

三、创建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团队是解决
问题的有效办法 

（一）构建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团队，促进教

学与科研融合，提高教师的学术水平与教学水平。 

将教学团队与科研团队融合，团队既要承担科

研任务，完成科研目标，也要承担教学任务，完成

教学目标。建立合理的团队运行机制是团队发挥作

用的重要保障[2]。学院管理者根据学院的实际情况

和发展要求，与各个团队共同设定近期和远期工作

目标，这些目标既包含科研目标，也包含教学目标。

其中，教学目标包括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方案、课

程体系、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教学方法、学生参

加课外科技竞赛成绩、学生科研成果等具体目标。

要求整个团队在每个年度和四年进行规划，并在每

年末由学院教授委员会评估完成情况。考核的结果

直接与团队成员职称晋升、绩效工资挂钩。在这些

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团队教师既提高了学术水平，

也可以提高教学水平，使科研促进教学，为教学与

科研协调发展提供组织保障[3]。 

（二）着力专业建设，促进教学内容与科技进

步同步，提高课程与教材建设质量。 

团队负责人既作为学术带头人，又作为科研和

教学的负责人，承担本科专业建设任务。团队站在

学科建设的高度，结合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和国家

产业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准确把握专业发展方向、

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组织专业课程体系和编

写系列教材，促进教学内容与科技进步同步，积极

探索研究性教学方法，提高课程与教材建设质量。

保证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

法的一致性，避免课程设置与培养目标不协调、重

视教学内容而忽视教学方法、有课无人愿意上等问

题。大大提高教学管理的效率和教学效果。 

（三）推进学生课外科技活动，促进学生参与

科学研究，提高学生科技创新能力。 

由于教师从事科研工作，在课堂教学过程中，

容易激发学生解决问题的兴趣，容易引导学生参与

科研的积极性。教师通过课程综合训练题目的完成

情况，以及与学生的交流，可以发现有培养潜力的

学生，并将他们吸引到自己的科研课题中，作为硕

士生的前期培养。 

学院通过设立科研训练项目、国家创新实验计

划项目、学校的创新基金项目及各种科技竞赛项目，

为学生和教师搭起沟通的桥梁。通过这些项目的训

练，学生可以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在教师的指导

下，培养自己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合作沟通能

力，同时也为教师选拔研究生提供了渠道。 

四、构建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团队后取得
的效果 

通过近5年的探索与实践，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

团队，既有利于教师从事科研工作，更有利于科研

促进教学工作的开展，并且教学效果得到明显改善，

教学质量明显提高，得到了教师和学生的认可。 

一是专业建设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们学院的

三个本科专业中有两个专业被评为国家级特色专

业，有一个专业被评为省级特色专业。 

二是课程建设与教材建设成果丰硕。教师通过

科研的积累和教学的实践，主动承担起教学内容更

新的工作，积极进行教材编写。近5年，学院共获得

省精品课程5门，编写出版教材20部，大面积更新了

教学内容。通过编写教材，教师除了对课程内容更

新外，也加深了对重点难点内容的理解，更体会出

了教学方法的重要性，采用研究性教学方法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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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大幅提高，并且主动增设综合训练题目供学生

联系，提高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 
三是大大提高了学生对科学技术和科学研究的

兴趣，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学生通过各类训练项
目以及参与教师的科研活动，极大地激发他们对科
学技术的兴趣，积极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近5年来，
学生获得国家级科技竞赛奖励63人次，为企业完成
项目开发13项，发表科技论文89篇，继续攻读硕士
学位的比例由原来的32%提高到50%。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任务，教学与科研都是
为人才培养服务的。在科学技术和社会各项事业快
速发展时期，大学肩负着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
重任，但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核心。作为大学的基层
单位，建立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团队，可以合理安
排教师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时段，更充分地发挥教师
在教学工作中的主观能动性，通过科研促进教学，

提高本科教学水平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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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asons that professors pay more attentions to science researches than to students’ instructing 
are listed. How they affect students’ learning is summarized. Consturucting teacher teams which have to pay the 
same attentions to science researches as to students’ instructing is an available approach for improving professors’ 
teaching in universities. The approach has been proved to be effective through 5 years’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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