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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8_AD_A6_E6_8C_87_E6_c67_291723.htm 拓展学员思维张力

的空间 《孙子兵法》课上，26个研究生像开研讨会一样围坐

一圈。主讲军事思想与发展战略的李文庆教授对教学内容进

行简要讲授后，提出了讨论题目：如果战争明天打响，你准

备好了吗？ “兵不钝，利可全！”题目一出，学员周业斌迅

速发表自己的观点。周业斌结合兵法里的观点接着谈道：“

通过学习《孙子兵法》的备战思想，我认为应当争取全胜条

件下的战争利益最大化。”紧接着，学员张政权亮出观点：

“上兵伐谋，谋定而后动，战争离我们很近，而我们的谋略

本领离打赢还很远⋯⋯” 记者不禁为活跃的课堂气氛所感染

。李教授告诉记者：这是“争鸣式教学”带来的效果。按理

说，老师教，学生学，天经地义。可由于长期受传统学习模

式影响，学员习惯于接受、理解和掌握现成知识，束缚于前

人结论和思想框架，缺乏独立思考、自主判断能力。为了改

变这种现状，我与其他教员经过几年实践，探索出“争鸣式

教学”。这是一种思维性教学，在教员的主导下，学员对有

关学科知识及其一般原理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把研究重心放

在对相关知识的探本穷源、对有关内容从不同层次和不同视

角等进行开放式的争鸣，从而拓宽学术视野，以培养学员的

理论研究能力、论辩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这一教学模式集

研、问、答、辩、启为一体，最大限度地拓展学员思维张力

的空间。 研究性学习绝不是曲高和寡的空中楼阁，而是建立

在扎实概念、强化理论基础上的知识整合与理论升华 登高望



远还需奠厚根基 采访中，李文庆教授告诉记者，争鸣式教学

的目的是提高运用科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得研究

性学习绝不再是曲高和寡的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扎实概念

、强化理论基础上的知识整合与理论升华。 凡事预则立，不

预则废。他们要求学员在每门课开课之前，都要进行一定的

知识储备，打好一定的理论基础。事先预告“争鸣式教学”

的内容，并作相关的辅导，让学员了解相关知识；教员有目

的地对学员进行有针对性的探测，以了解学员的总体素质状

况。同时，提出研究探索的问题，促使学员主动搜集材料，

认真学习研究。 “能给别人一碗水，自己首先要有一桶水！

”李文庆教授对记者说：“作为教授，我们同样需要夯实、

拓宽相关知识，这就要求教员不仅仅要关注教科书，还要关

注本学科的前沿知识、本学科知识与实践的联系、本学科与

相关学科的联系，自己的知识储备厚实了，才能更好地引导

和帮助学员。”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

土”。知识基础扎实了，学术成果的产生便顺其自然。从该

院05级研究生成果统计表中，记者看到该级研究生，在全国

各类核心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60余篇，这无一不与他们扎实

的知识基础密切相关。 学术环境的宽松不可弥盖学术品质的

严谨，使之养成言之凿凿的学术品质和严谨细致的思维习惯 

学术争鸣和治学严谨并不矛盾 争鸣式教学所带来的活泼的课

堂气氛会不会影响研究生教育应具备的严谨细致的治学态度

？ “争鸣式教学绝不是放任自流的游戏，也不是浅尝辄止的

表面文章，更不是为了看热闹！”该院教务处处长原继祖回

答了记者的疑问。他说，按照争鸣式教学法计划，在学员认

真准备的基础上，教员对规定的教学内容进行讲授，尔后让



学员根据所占有的信息资料进行分析研究，通过讨论、辩驳

等形式，发表自己的观点，或者根据教员提出的问题，或自

己在学习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交流争辩，提出独特的见解，

这些过程无一不是在严谨的治学态度下进行。 在活泼中严谨

，在严谨中养成良好的学术品质。该院政委徐田有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指出，争鸣式教学为学员提供了开放式的教学环境

。既拓宽了信息流通渠道，也拓展了教学双方的交流空间，

但是学术环境的宽松不可弥盖学术品质的严谨，要让每名学

员养成言之凿凿的学术品质和严谨细致的思维习惯。 “争鸣

式教学”彰显魅力，他们还在不断地探索完善之中。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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