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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体系就显得非常迫切和必要 [7]。师生互动运用

得当可以产生很多积极效果 [8-9]，老师不只是学

生智力的开发者，还应该是学生主动学习的激发

源和学生人格的塑造者，更应该是学生学习和模

仿的好榜样。师生互动对学生学习、发展、成长

均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师生互动的机会被视作

衡量高校教育综合积极作用的一个重要指标 [10-11]。

但师生互动多被从狭义角度进行理解，即课堂教

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给予平等师生关系，为实

现预期教学目标和任务，运用教学手段（含现代

教育技术），在合理设计的问题解决活动过程中

所发生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言行举动 [12]。师

生互动被理解为在课堂教学中通过特定教学手段

使教师、学生、环境、教学内容等相互协调、相

互促进，从而提高教学效果的一种教学模式 [13]。

引  言 

   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教学以教师为主体，

学生被动地学习，这种教育教学制度和理念在某

种程度上忽视了对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实

践能力的培养，致使学生的独立性和创造性日渐

消失，最终出现对专业学习兴趣不浓、学习目标

不明确、学习动力不足等问题 [1-4]。《国家中长

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提出：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遵循教育规律

和人才成长规律，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教育

教学方法，探索多种培养方式，形成各类人才辈

出、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的局面 [5]。创新能力

与实践能力是高素质人才的必备能力，培养创新

型与实践型人才是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 [6]。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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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之一。杰出的教育家梅贻琦先生提出“从游

论”来诠释其教育理念，即“学校犹水也，师生

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

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

至，不为而成”。前苏联著名教育实践家和教育

理论家苏霍姆林斯基也认为，“教育，这首先是

人学。不了解孩子—不了解孩子的智力发展，

不了解他的思维、兴趣、爱好、才能、禀赋、倾向，

就谈不上教育”。目前国内多数院校实际的师生关

系因为诸多原因而令人堪忧，可用梅贻琦先生描述

当时师生关系的一段话：“反观今日师生关系，直

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来概括我国高等教育

的师生关系现状。梅先生当时觉得现实中的师生关

系就好像吹拉弹唱的“奏技者”与袖手旁观的“看

客”，“奏技者”在台上拼了老命，费了老劲，卖

力得很，“看客”却在台下嗑着瓜子，漫不经心。

    依据梅贻琦先生的“从游论”，基于“夯实基础、

强化实践、鼓励创新、提高能力”的人才培养理念，

本课题组从 2009 年开启“以课题组为单元的拔尖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鼓励并吸纳本科生从大一入

学就在课余时间参加课题组的日常科研活动。这

种做法提供了充足的师生接触时间，有效加强了

师生互动。比如，师生可在教师办公室、课题组学

生办公室、实验室、食堂等场所开展讨论。同时，课

题组还建立了 NMTER 微信群和 QQ 群，学生有问题

要讨论，既可以面对面的方式交流，也可采用即时

聊天的方式交流，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在师生互动过程中，通过对学生寄以高的期

望值，并通过言传身教鼓励学生主动学习。注重

本科生基本操作能力的训练，鼓励本科生通过查

阅文献和小组讨论（组会）的形式解决科研过程

中的问题和困惑。允许本科生在安全限度内尝试，

从“试错”和“试对”中加强创新思维训练。鼓

励学生使用各种仪器并进行相应的数据处理，引

导学生以适当的方式表达学术成果，从而提高学

生使用相关软件（包括办公软件、绘图软件、数

据处理软件及专业解析软件）的能力、口头表达

能力及论文撰写能力。同时，还能通过学以致用

“倒逼”学生认真学习理论知识，从而有效提高

学习成绩，甚至通过查阅英文文献提高英语四六

从这个角度诠释的师生互动不能确保学生得到满

足，也无法在发展师生和谐关系和调动学生学习

积极性上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在中国高等

教育进入大众化的大背景下，高等学校在校学生

人数的大幅度增加、教师面临教学科研双重压力

且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服务工作、教师住房社会

化等因素导致师生之间的接触时间减少。为有效

提高育人质量，不仅要重视课堂教学中的师生互

动，更要加强课外时间的师生互动，通过师生间

的信息和行为互动而让学生的心理和行为发生积

极的改变，最终提高育人质量 [14-15]。1986 年，

美国高等教育协会等机构主持制定的《提高大学

本科教育质量七原则》（简称“七原则”）尤其

重视师生互动，从“鼓励师生之间密切联系、鼓

励学生之间密切合作、鼓励学生主动学习、及时

反馈教与学的信息、强调有效利用时间、应对学

生高标准严要求、注重因材施教”等七个方面提

出了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对诊断高等教育中存

在的问题、鼓励教师有效改进工作方法、构建优

越教育环境、提升高校教育教学质量具有重要的

推动作用 [16]。

   北京建筑大学新型环境修复材料与技术课题

组提出的“科教融合，本研一体，以课题组为单

元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是在“七原则”基

础上的融合创新。该人才培养模式所倡导的“朋

辈传承制” “组内轮岗制” “组会/学术报告制”

及“因材施教的多元化培养机制”所强调和执行

的内容，无形中与“七原则”交融吻合，其培养

方向和“七原则”一致，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新时代背景下探索产生的人才培养模式。该模式

以课题组为基本单元，建立了“导师—研究生—

高年级本科生—低年级本科生”的金字塔式团队

结构，加强师生互动，全方位培养并提升学生的

科研能力，激发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引导

学生“以用促学，学以致用”，最终有效提高了

育人质量。本文详尽介绍该人才培养模式中所强

调的师生互动，供同行专家批评指正。

一、以课题组为单元的师生互动具体举措

    1. 建立密切的师生关系，寄予学生较高期望

   建立密切的师生关系是提高育人质量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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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闪光点，帮助其建立自信，积极面对问题并

解决问题。（4）反馈程度要适度。反馈内容的

多寡以及反馈程度（肯定或批评）应以有利于学

生掌握既定学习内容，达到培养其能力为目的。

反馈内容过多，学生会因为消化不了而将后续工

作搁置，反馈内容过少，学生面临的瓶颈问题或

疑惑问题难以解决。

    3. 给予学生个体特别关注，实施因材施教

   目前，课题组有来自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给排水工程与技术、无机非金属材料等专业的本

科生。这些学生的家庭背景、专业背景、天赋、

能力、学习目的、学习时间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

差异，因此在给这些学生制定培养方案和培养目

标时，要尊重其个性，根据其多样性特点采取多

样化措施，做到因材施教。为此，事先要熟悉

每个学生的个体情况，并注意跟踪学生的发展情

况，从而做到动态调整其培养方案。课题组提供

了很多机会用以挖掘课题组成员的潜力，使他们

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优势。比如，鼓励擅长绘

画的学生将课题组的成果艺术化展示，用以制作

投稿论文的图文摘要，助力论文的发表；鼓励制

作 PPT 或视频的学生利用自己的技能制作精美的

PPT，参加组会报告及各类科技竞赛活动，或将

课题组的成果拍摄成视频经剪辑后作为投稿论文

的视频附件，方便读者直观了解我们的科研成果；

鼓励擅长数学的学生对课题组的一些实验数据进

行数学建模和计算，从而进一步提高科研成果的

理论高度，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实验数据；鼓

励擅长演讲的学生用简单的语言表达深奥的科学

知识，助力科研成果为大众所知。甚至，课题组

还鼓励动手能力强的学生制作新型实验装置，帮

助学生把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

     4. 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增强创新活力

   课题组的组会制度要求学生定期汇报自己的

实验进展和文献阅读心得，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

为了开阔学生的眼界，课题组还采用“引进来、

走出去”的方式开展学术交流。“引进来”就是

邀请专家学者或同领域的年轻博士来课题组开展

学术讲座，目的是让学生感受并领会“科研长者”

的科研上层建筑构建和科研哲学；而邀请年轻的

博士来讲座主要是让学生近距离领会科研实际操

级通过率。

      2. 获取学生需求，给予适时反馈，激励学生

主动学习

   反馈是帮助和指导学生学习的一种简单而有

效的做法。在以课题组为单元的本科生人才培养

模式中，课题组教师针对每个本科生的特点和能

力制定个性化培养方案，设立培养目标。在学生

执行个性化培养方案时，课题组教师随时监测学

生进展和学生需求。当学生遇到解决问题的瓶颈

和困难时，教师不是直接帮助学生解决问题，而

是通过启发思维的方式辅导学生分析问题、指导

学生查阅文献、鼓励学生讨论，直到找到问题解

决的方法。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费时费力，却有

利于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文献查阅能力、

实验操作能力、数据分析能力和实验结果表达能

力，是一种提高学生能力的反馈方式。在进行反

馈的时候，课题组老师根据学生特点采用不同的

反馈方式，但总的原则包括并不限于以下几条。

（1）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要适时给学生反馈，

掌握反馈的时机和火候。适时反馈与延时或过早

反馈相比，能使学生对反馈的信息和结果更感兴

趣，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挥反馈的作用，有利于学

生根据反馈情况继续努力或调整自己的工作。反

馈的方式可以是单独或当众面对面谈话、电子邮

件或发信息等。不管是哪种反馈方式，原则是适

时。过早反馈会影响学生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

而延迟反馈会让学生感觉过于迷茫，从而失去反

馈的意义和价值。（2）在反馈时，要注意多肯

定鼓励，适当批评。现在的大学生自尊心很强，

批评太多，会打击其积极性，从而产生放弃的念

头。对其工作进行肯定和表扬，这一小小的成就

感会促使他们积极分析和解决问题。同时，要在

充分讨论后让学生知道自己的改进方向和努力方

向。（3）反馈的信息尽量具体，不要模棱两可。

不管是肯定学生的工作还是指出存在的问题，都

尽量做到具体明确，这样可使学生知道怎么做是

合理的，并知道哪些做法是不妥或者欠妥的。同

时，要针对不同情况的学生采取不同的反馈。比

如，对于取得成绩就骄傲自满的学生要适当“镇

压”，使其安心于手头的工作；而对于工作屡屡

受挫的学生要经常予以积极的反馈，挖掘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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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篇和 4篇。

    4. 课题组培养的本科生质量较高

   课题组本科生全员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

约 60% 的本科生通过大学英语六级考试，16 名本

科生考取国内外硕士研究生。

三、总结与展望

   “科教融合，本研一体，以课题组为单元的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贯彻“大一进组接受熏

陶、大二上手夯实基础、大三收获出成果、大四

考研 / 出国开启新旅程”的链条式培养体系，建

立“导师—研究生—高年级本科生—低年级本科

生”的金字塔式团队结构。该模式有效帮助低年

级学生了解所学专业，快速适应大学学习生活，

较顺利跨越“迷茫期”。通过师生互动、朋辈传承，

逐步尝试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从而较快确立

“兴趣点”。高年级本科生通过指导低年级本科

生不断提高自己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通过有效的师生互动，建立亦师亦友的

密切师生关系；通过建立互信师生关系对学生寄

以较高期望，鼓励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并

给予适时反馈，最终提高学生学习能力；通过分

析个体学生特点，实现因材施教的多元化培养机

制，真正实现“因材施教”的培养目标；发挥课

题组成员多才多艺的优势，打造优势互补的学术

团队，成就优秀的学生成果，实现团队成员的个

人梦想。鉴于该模式在实施过程中取得了人才培

养的显著效果，《北京高等教育质量报告（2015）》

将“以课题组为单元实现本硕协同育人”的人才

培养模式收录为该教学改革典型案例。北京建

筑大学将此人才培养模式纳入“人才培养工作

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指出要实施“科教融合与

本硕统筹培养计划”。北京建筑大学校内的数个

课题组已经采用该模式，并取得了可喜的育人成

果。同时，海南大学热带农林学院、北京石油化

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及湘南学院均邀请团队进

行模式介绍和推广。

   为进一步提高师生互动质量，课题组着力完

善教师团队，通过引进新教师和博士后等方式加

作中的技能和技巧。同时，课题组还定期组织成

员参加研究领域内的各种学术会议，这对学生而

言是饕餮盛宴，可以在会议期间聆听各种会议报

告。每次参加完这些学术会议，学生们都说自己

脑洞大开，会针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有很多新奇的

想法，有利于深入开展相关研究工作。

二、 以课题组为单元的师生互动关系实施效果

及展望

   以课题组为单元实现的活跃师生关系对育人

质量提升大有裨益。从 2009 年至今，课题组已

培养本科生 30 多人，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的科研

能力和创新能力，不仅在竞赛获奖、论文发表方

面大有斩获，而且使本科生在出国及考研方面极

具优势。

    1. 获得各类竞赛奖项

   获得国家级挑战杯科技竞赛、国家级创青春

创业竞赛、国家级节能减排竞赛三等奖 5 项；获

得首都挑战杯科技竞赛特等奖 1项，一等奖 1项，

二等奖 2 项，三等奖1项 ；获得首都“创青春”

创业赛银奖 1 项，铜奖 1 项 ；获得北京市大学生

化学实验竞赛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11 项。特别是 2016 年，课题组本科生制作了一

套用于去除儿童图书中 VOC 的“智能书柜”，获

得了全国“创青春”创业大赛铜奖和北京第五届

大学生科技创新作品与专利成果推介会资源与环

境技术类第一名暨创新金奖。参加该成果研制的

本科生邢碧枞同学接受了千龙视频专题采访。同

时，2017 年 1 月 17 日《科技日报》的“科技改

变生活”专栏将这一成果作为“最炫科技风”予

以专题介绍。

       2. 申请并承担了科技立项

   获得中华环保基金会大学生小额资助项目 3

项、国家级大学生科研立项 6 项、北京市大学生

科研立项 8 项、北京市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深化

项目 3项。

    3. 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本科生参与发表被 SCI 收录的论文 11 篇，本

科生作为第一作者或参与发表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王崇臣等：以课题组为单元的师生互动助力创新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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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子课题，不仅使学生得到全面的学习和锻炼，

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达到预期培养目

标，为培养卓越工程师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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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被扬州大学评为优秀毕业设计团队。

结  语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我国人才培养模式与

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凸显了现行毕业设计机制的

弊端。本文以 BIM 技术在工程中的应用为主线，

从教师指导团队及学生设计团队的组建、设计任

务的分工与协作、毕业设计工作流程和过程管理

等方面，探讨了土木类跨专业综合毕业设计团队

模式。实践证明，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完全可以

全过程介入工程项目建设，通过完成相互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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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师资力量，同时进一步完善“以课题组为单元

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运行机制，积极调动

课题组研究生的朋辈影响。另外，扩大推广应用

规模，广泛收集模式运行过程中的经验和问题，

通过广泛调研和理论研究开展专题性革新活动，

以求探索值得推广的师生互动经验，并深入研究

成功案例，从而进一步推动该模式师生互动的广

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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