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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Based
 

teaching
 

is
 

proposed
 

as
 

a
 

contrast
 

to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l
 

that
 

primarily
 

focuses
 

on
 

one-way
 

knowledge
 

impartation
 

known
 

as
 

the
 

 cramming 
 

or
 

 receptive 
 

teaching
 

approach.
 

Its
 

core
 

features
 

include
 

student - centered
 

learning 
 

research
 

at
 

the
 

core 
 

cultivating
 

students
 

problem
 

awareness 
 

inquiry
 

skills 
 

innovative
 

thinking 
 

scientific
 

literacy 
 

and
 

research
 

capabilities
 

as
 

objectives 
 

highlighting
 

openness
 

and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content 
 

and
 

diversification
 

of
 

assessment
 

methods.
 

The
 

author
 

actively
 

explores
 

and
 

boldly
 

reforms
 

the
 

course
 

American
 

Diplomatic
 

Decision
 

Making 
 

for
 

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English
 

at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integrating
 

Research-Based
 

teaching
 

concepts
 

into
 

every
 

specific
 

teaching
 

segment.
 

This
 

has
 

created
 

a
 

new
 

teaching
 

model
 

that
 

is
 

student-oriented 
 

emphasizing
 

not
 

only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but
 

also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and
 

enhancing
 

academic
 

research
 

capabilities.
 

This
 

reform
 

demonstrates
 

that
 

Research-

Based
 

teaching
 

perfectly
 

balances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and
 

academic
 

research
 

capabilities 
 

significantly
 

enhancing
 

graduate
 

students
 

research
 

thinking 
 

fostering
 

the
 

cultivation
 

of
 

versatile 
 

innovative 
 

and
 

high-quality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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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背景下英語專業碩士課程「研究型教學」改革
———以《美國外交決策》為例

石俊傑

四川外國語大學

摘　 要:
 

研究型教學作為一種創新性教學模式,是對以單向知識傳授為核心特徵的「灌輸式」與「接受式」傳統教學

範式的結構性改革,其核心特點是以學生為主導、以研究為中心、以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探究意識、創新思維、科

學素養和科研能力為目標,注重教學內容的開放性和融合性,強調考核手段的多元化。 筆者對四川外國語大學英

語專業碩士生課程《美國外交決策》 積極探索,將「研究型」 教學理念貫穿每個具體教學環節,打造了以學生為中

心,既強調英語語言技能,又重視跨學科視野,並提升學術研究能力的新型教學模式。 改革實踐表明,研究型教學

兼顧英語語言技能和學術研究能力,能極大增強研究生的科研思維,促進複合型、創新型、高素質拔尖人才的培養。
 

關鍵詞:
 

新文科;英語專業;碩士生課程;研究型教學;改革

基金項目:
 

2022 年度重慶市研究生教育教學改革研究重點項目:新文科背景下英語專業研究生課程「研究型教學」

改革———以四川外國語大學《美國外交決策》為例,(項目編號:yjg222032)。

一、
 

學術動態與問題的提出

2015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佈的《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轉變?》強調了教育新形態①。
2017 年美國希拉姆學院率先提出了「新文科」概念。 中國高等教育與時俱進,2018 年中國官方首次正式使

用「新文科」概念,2019 年 4 月,教育部等十三個部門聯合啟動「六卓越一拔尖計畫 2. 0」,標誌着新文科建設

工程全面正式啟動。 新文科建設包括推動文科內部、文科與理工科之間的交叉融合,積極發展新興專業,改
造升級原有文科專業,深化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改革,打造具有中國特色的文科教育範式。 此外,新文科建

設還強調國際化人才培養和專業建設,提升國家軟實力,繁榮中國文化。 新文科建設的提出,順應了新時

代、新形勢、新使命的要求,旨在推動人文社科的創新發展,以適應新經濟和新科技的發展需求。 它不僅是

傳統文科的新發展,更是通過建設新專業或新方向來促進學科間的交叉融合。 新文科建設強調融合創新,
通過引入新技術和跨學科方法,提升文科教育的綜合能力和國際競爭力。

學界通常認為新文科之「新」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超越傳統文科的觀念與邊界;二是打破傳統文

科的學科體系與人才培養模式;三是構建傳統文科所不具備的方法論,包括使用現代科技手段研究人文學

科。 從這三方面來看,新文科對包括研究生教育在內的高等教育改革具有重要意義。
新文科建設為外語專業研究生教育提供了新思維和新路徑,強化和推動了外語專業研究生課程的改

革。 北京外國語大學孫有中教授認為,我國外語專業的問題主要表現在辦學定位不清,培養目標無差別,課
程設置和培養模式趨同,應用型專業和學術型專業混同②。 在外語專業研究生培養中,如何去掉培養內容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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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化、如何打造研究生教育的中國模式、如何打破學科壁壘、形成學科交叉融通的教育模式,培養「一專多

能」具有國際視野的高水準複合型外語拔尖人才,成為新時代外語專業研究生教育課程改革的新趨勢。
英語專業研究生教育發展迅猛,但其人才培養方面存在的問題也凸顯,諸如「重規模、輕品質」、「重套

路、輕思辨」 ③。 上海外國語大學王雪梅教授認為,與其他文科類研究生相比,外語學科研究生普遍存在「思

辨缺席症」,學位論文存在選題缺乏創新、論證缺乏問題意識、收集資料輕視原始文獻等諸多問題,因而在科

研成果的品質和數量方面具有很大改善空間,有必要進一步提升創新思維,培養研究能力。 迄今為止學界

涉及英語專業研究生教育中存在的問題的宏觀調查研究已為數不少,已取得了各級各類立項研究成果,譬
如西南大学文旭教授主持的重慶市研究生教育教學改革研究重點項目「外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研究生培養

模式的改革與探索」等等。
新文科的「新」的內涵和特點要求高等教育絕不能沿用傳統的教學模式,尤其是在碩士研究生教育層

次。 要培養創新型人才,必須把握研究生課程教學的內在邏輯,進行課程體系與教學模式的改革。 最近幾

年以來,在政策導向、學術研究與實踐探索的三重推動之下,研究型教學日益受到高度重視和大力推崇,並
正在逐漸成為我國高校研究生課程教學改革的重要導向④。 筆者認為目前國內已有的探索多從宏觀視角審

視問題之全貌,在具有實踐指導意義的課程的具體教學操作方面的探討比較缺乏,針對具體課程的研究型

教學可借鑒的比較成熟的成果相對匱乏。 為此,有必要通過具體課程研究型教學模式的剖析與實踐,提升

英語專業碩士生課程研究型教學模式的應用水準。

二、
 

研究型教學之內涵及其意義

傳統教學模式強調教師、教材和課堂的中心地位,優點在於高效迅速地培養大批知識型、繼承型人才,
而其缺點則是過於偏重對知識的傳授,忽視對學生能力的培養,尤其是創新能力的培養。 1998 年,美國研究

型大學本科教育博耶委員會發表了題為《重建本科生教育:美國研究型大學發展藍圖》的調研報告,提出研

究型大學應充分利用研究優勢,吸納本科生參與科研,此後美國研究型高校大力實行本科生科研制度⑤。 實

際上,不少西方國家在本科階段就開始開展研究型教學⑥。 我國在借鑒它國經驗的基礎上,也逐漸開始實施

本科生研究計畫。 本科尚且如此,那麼在研究生層次,科研活動和科研能力培養理應更加重視。 這種重視

既要反映在課題研究、論文撰寫等方面,也要體現于研究生的日常課堂教學,即大力提倡研究型教學。
所謂「研究型」教學是相對於以單向知識傳授為主的「灌輸型」、「接受型」傳統教學模式而提出。 它是

指教師以課程內容和學生的學識為基礎,使學生將學習、研究、實踐有機結合起來,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

用,引導學生創造性地運用知識和能力,自主地發現問題、研究問題和解決問題,在研討中積累知識,鼓勵學

生主動參與知識的探索和生成,通過研究性活動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科學素養以及團隊協作能力。 它是

始於問題、基於發現、凸顯創新研究的新型教學模式,強調教學內容的前沿性、先進性、探索性、教學方法的

多樣性和評價手段的多元性,例如課堂教學以學生為中心,要求學生撰寫文獻綜述、研究方案,PPT 講解,課
堂辯論⑦。 研究型教學體現「教研結合」、「寓教於研」的核心思想,以培養學生批判性思維和創造力為理念,
推動教學內容、教學方式、手段和評價方式等方面的全面創新⑧。 簡言之,研究型教學模式的核心特點為:以
學生為主導、以研究為中心、以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探究意識和科研能力為目標、注重教學內容的開放性

和融合性、强调考核手段的多元化。
隨着高等教育的迅猛發展,目前本科教育的重心逐漸演變為以理論知識和實踐知識為基礎的通識教

育,碩士教育的重心則是以研究為基礎的專業教育,即專業教育已經上移。 根據 2025 年 1 月 1 日正式實施

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法》第十九條和第二十條之規定,學士學位和碩士學位的授予資格差別本質上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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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術研究」能力上,前者只要求「初步能力」,而後者要求「能力」,即去掉了「初步」二字。 顯而易見,碩士

教育的內在屬性和培養目標決定了硕士生專業課程的教學方式,應該採取研究型教學模式,其重點在於如

何迅速高效提升研究生發現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如何迅速高效地將其引入學術研究前沿,發現和解決尚未

被前人或他人所發現和解決的學術問題。 而積極探索並推動教學模式改革,推進教學和科研的深度融合,
特別是鼓勵研究生參與科研,進行課題研究、學術競賽、參與學術沙龍、學術講座、研究小組等,是提升研究

生學術邏輯思維能力、學術分析思考能力和學術語言表達能力以及創新能力的有效途徑。 這與當前中國全

國範圍內方興未艾的新文科建設高度契合,實為新文科建設的一個具體有效的舉措,因而無疑具有特別重

大的意義。

三、
 

目前英語專業碩士生教育教学中存在的問題及其成因

(一)
 

部分英語專業碩士生學術書籍閱讀數量極其有限

現在的研究生處在一個資訊爆炸的時代,平時的精力較少放在學術書籍的閱讀上,當遇到學習上的問

題、專業課的作業、期末考試的題目或期末論文,只要上網百度一下,儘管并非十分準確,或許魚龍混雜、良
莠不齊,但是多半就能查出現成的答案。 有些研究生越來越不願意自己動腦思考,這種「速食」式的學習,長
此下去弱化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做事情不求甚解,也不會提問題,對本專業的基礎很難打得扎實,也就很難

做到學術創新。

(二)
 

部分英語專業碩士生閱讀品質不高,淺嘗輒止
 

一些英語專業碩士生對本專業領域的大師之作不但涉獵較少,而且對其英文原著囫圇吞棗、浮光掠影。
而外語學科中的學術研究原動力的一個重要源泉是對名家經典尤其是原著的研讀和思考。 如果缺乏反復

研讀、深入思考、深層次的理解、咀嚼和挖掘,就很難碰撞出靈感的火花,更難以提出有創見的問題,更不可

能產生高品質的創新性研究成果。

(三)
 

多數英語專業碩士生對自身的科研能力缺乏明確的定位

本科階段絕大多數課程的考核是採取閉卷考試,甚至某些硕士課程的考核也是如此,而閉卷考試的答

案多是固定的、「標準的」,學生們很少對事先準備的答案或者教師給出的答案抱有懷疑。 長期的應試教育

使得學生們長於考試,長於做題,而質疑意識和問題意識淡薄,創新能力欠缺,對自己的學術研究能力沒有

清晰的判斷和定位。 在學習和研究過程中,如果不能發現問題、提出問題並找到解決問題的恰當方案,就無

法保質保量完成學習任務,勝任課題研究工作,甚至可能催生學術剽竊等不端行為⑨。
另外有一點值得注意,在碩士生招生考試中雖然有複試環節,但是對於英語專業而言,口試時間短,再

加上以英語作為工作語言以及考生的口語水準參差不齊,考官們對考生的研究潛力做出誤判的情況不在少

數,最後錄取的考生中有一部分科研潛力較弱。

(四)
 

部分英語專業碩士課程教師在教學方面存在不足

一些教師的教學材料陳舊老套、教學方法枯燥沉悶、教學手段呆板單一。 根據新文科建設的精神,學科

建設和課程建設都應該體現「交叉融通性」,教學材料的選取也不應例外。 教師需要通過優化教學設計,激
發學生興趣,充分發揮其主觀能動性,引導學生積極主動地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使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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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探索、研究和實踐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培養學生自主性和研究性知識獲取能力,以及研究生必須具備的

學術邏輯思維能力、學術分析思考能力和學術語言表達能力。

(五)
 

許多學校的英語專業碩士生教育出現了明顯的「本科化」趨勢

在碩士研究生大量擴招的背景下,很多高校模糊了本科教育與碩士研究生教育之間的界限,後者出現

「本科化」趨勢。 表現在課堂講授的班級規模日益扩大,師生交流互動的機會越來越少,深入思考和討論的

頻率越來越低。 與此同時,導師指導的研究生數量越來越大,一個導師帶十多個甚至更多,超負荷的工作量

必然導致「放羊式」操作,稀釋了個性化指導⑩
 

。 上課的方式是教師講授為主,學生聽講為輔,教學內容大多

是基礎理論知識,前沿性和深度性都體現不足。 正如謝安邦教授所言「研究生教育的部分課程的高深層級

性只是體現在對本科生課程內容在橫向層面上作平面式的擴展,而沒有凸顯研究生教育在課程內容上的要

求和特色」 。
此外,就內容而言,部分專業基礎課與本科階段的課程相互重疊,導致部分研究生實質上在讀「大五」。

例如某些學校開設的硕士生課程《英國文學導論》《西方文化概論》《語言學概論》《翻譯概論》等。 實際培養

的結果脫離了理論上設定的培養目標,弱化了對研究生的「研究能力」的培養。 國家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
財力培養出來的研究生既不是目標原本設定的專門人才,也無法取得創新性成果。

(六)
 

相當一部分英語專業碩士課程教師對課程的考評存在弊端

目前研究生學業成績的評價大多數還是基於研究生的學期論文或者期末考試,考評方式過於單一、不
夠科學全面,不利於充分調動學生的

 

「研究」積極性。 其實,評估方式應該多元化、立體化,包括但不限於前

兩者。 筆者認為以期末考評為輔,過程考評為主則更為恰當。 即在學期教學過程中進行考評,可包括:研究

生提出創新性問題的數量和品質、文獻資料收集情況、文獻綜述的完成情況、小組討論表現與展示表現、小
論文寫作或者小項目完成品質、不同級別的科研專案的申報與完成情況等。

四、
 

研究型教學在英語專業碩士生課程教學中的實踐探索
 

課程教學是研究生培養過程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與人才培養的品質密不可分。 下文將以《美國

外交決策》這門課程為例,改革傳統的教學模式,將研究型教學貫穿于研究生培養的各個環節。

(一)
 

課程內容及教學理念

課程內容:《美國外交決策》是四川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為英語專業碩士研究生開設的一門專業選修

課,英美文化、英美文學、英語語言學、英語翻譯、區域國別研究等各種方向的研究生都可以選修,旨在探索

和研究美國外交決策的過程、特點和規律,涵蓋美國的外交思想、外交史、外交決策模式、外交決策機構以及

影響決策的諸多部門、組織和力量及其博弈互動。
教學理念:以「全人教育」(holistic

 

education)為理念,即主張以人為本,培養博雅通達、全面發展的「完整

的人」,即所謂的「全人」。 全人教育既是人自身所有內在潛能自由地、完整地發展的需要,也是終身生活、學
習以及工作的永恆需求。 英語專業硕士研究生階段的學習固然需要但並不局限於聽、說、讀、寫、譯五種基

本語言技能的進一步夯實和提高以及相關的文學、語言學、翻譯、文化、政治等知識的積累和拓展,而更是要

通過自主研究、合作討論昇華到培養和提高學術研究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和創新思維。 這與新文科建設

在培養創新型拔尖人才方面目標一致、高度契合。 這需要廣闊的視野和深厚的積澱。 「全人教育」支持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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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習,以《美國外交決策》為例,它涵蓋外交學、國際政治、國際關係、世界歷史、國際經濟與貿易、區域與國

別研究、文化、宗教等,從而為培養和諧發展的「全人」創造條件。
在 2024 年 9 月召開的全國教育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新質生產力。 其本質是科技創新,科技創

新的關鍵是依賴「人」的創造力,而高素質的「人」則要通過高水準的教育來造就。 近年來,在創新驅動的

引領下,高等外語教育在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品質發展,深化中外文化交流,講好中國故事等方面取得

了顯著成效。 但是與加快培育新質生產力的要求相比,我國英語專業人才培養還有許多不相適應的地方。
而跨學科融合、課程改革和教學創新,就是對發展新質生產力號召做出的切實回應。

(二)
 

具體探索活動主要包含以下六個方面

1.
 

充分發揮學術大師的科研引領作用。
深刻剖析目前課程教學內容體系的局限性,即分析現行的《美國外交決策》課程的教學內容和教學過

程,結合國內外現有的有關美國外交決策理論的最新學術前沿動態以及最新教學材料。 眾所周知,大學教

師的科研成果同教學效果具有很大的正相關性,為此,我們邀請諸如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北京大學

國際關係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外交學院等

高校和研究院所的學術大師前來講學,和研究生們分享該領域的前沿資訊、最新動態和研究成果,拓寬學生

們的學術視野,激發他們的求知欲、研究衝動、研究熱情。
2.

 

着力探究課程教材體系從孤立性、封閉式到融合性、開放式的轉變。
借助于教師自身的學術背景和知識結構的優化,同時取長補短,博采眾家之長。 筆者作為這門課的任

課教師,因地制宜從我校自身的國際關係學院、以色列研究所、區域國別研究院邀請從事美國研究、南亞研

究、拉美研究、以色列研究的專家教授,針對美中關係、美拉關係、美印關係、美以關係為選課的研究生舉辦

講座、報告,尤其是在某些專題討論環節裡,嘗試引入其他承擔與該課程具有相關性的創新性研究課題的科

研團隊成員參與,將其科研成果吸納為教學材料之一部分,這樣就使資料更新穎,角度更豐富。 這些措施引

起的反響強烈,效果較好。
傳統教材一般講述相對完整的知識體系,偏重於「面」和整體性,而對個別知識點的探討或研究不夠深

入,因而基於此類教材的講授很容易造成教師講、學生聽,教師動嘴、學生動耳不動腦的單向惰性資訊傳輸,
學生囿于膚淺的知識點而不易進入深層思考,研究更是無從談起。 而在改革過程中,筆者申請了一個研究

生教育教學改革省級專案,編撰了一部教材,凸顯了研究性和批判性閱讀的特色,經過一段時間的試用,效
果良好。 研究型教學將教學與科研有機融合,從教師的角度實現「教學支持研究———研究反哺教學」的教研

相長。 根據新文科建設精神,進行教材等教學材料方面的廣泛的橫向和深入的縱向聯繫,整合資源,融會貫

通,尤其是適量融入對熱門現象、熱點問題的多維度、寬視野的分析,依託視頻、音訊等現代科技手段,激發

學生濃厚而持續的探索興趣。
 

3.
 

大膽嘗試對教學內容進行專題化、模組化分類重組。
通過分析研究型教學模式的基本要素、基本方式和手段,擺脫傳統的碎片化的零散知識點的識記學習,

通過對課程授課內容的模組式分解研究,對現有《美國外交決策》課程內容體系進行專題化、模組化分類重

組,提煉出若干專題化的課題研究式教學主線,優化典型案例剖析等專題內容,科學設計專題討論內容,並
結合當代美國國際政治名家的理論原著研讀等實踐環節,激發和提升硕士生研究型學習的欲望和效果。

在教學改革實踐中,筆者把《美國外交決策》課程拆分為「美國外交思想」、「美國外交史」、「美國外交決

策機制」、「美國總統與外交決策」、「美國外交決策的職能機構」、「美國國會與外交決策」和「美國利益集團

與外交決策」七個板塊。 引入問題導向式( problem-based
 

learning)、案例式( case
 

study)、探究式( inqui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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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learning)等教學方法,不僅教師可以根據研究內容向學生提出問題,而且學生也可以向教師提出問題,
並對所研究的相關問題進行平等對話。 筆者喜歡採用問題導向式教學方法,比如在解決「美國外交史」板塊

時,筆者設計的題目有「關於冷戰的起源有內因論和外因論,你對此有何觀點? 為什麼?」在處理「美國外交

決策機制」板塊時,筆者設計的題目有「如何理解美國對朝核問題的政策?」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牽涉到層次分

析理論的學習運用,同時也涉及到美朝關係自冷戰開始以來的歷史變遷。 必須要把理論同事實結合好才能

回答好這個問題。 那就需要搜集資料、查閱文獻、深入思考、提煉概括。 這就是研究的過程。 有時適當採用

案例教學法,比如美國肯尼迪政府對古巴導彈危機的順利處理就可以用來闡釋「理性行為體決策模式」。 有

時候也會使用探究式教學法,比如筆者就 1949 年至 1969 年的中美英三邊關係向學生提供了一系列事實:對
新中國的外交承認、對華貿易管制、對聯合國中國席位的恢復、兩次台海危機、朝鮮戰爭、越南戰爭。 然後讓

學生獨立探究分析,嘗試摸索出美英雙邊互動關係的某種規律,得出自己的結論。
4.

 

大力探索並實現在課堂教學中師生角色功能的雙重轉型,即教師從「教」 轉「導」、學生從「學」 轉

「研」。
在傳統教學中授課教師唱主角,學生被動接受,教師的話就是絕對真理,不容置疑,教師對學生具有控

制權,束縛了學生主觀能動性的發揮。 這種扼殺個性、強調標準式培養的教學機制導致教師填鴨式灌輸,學
生死記硬背,學而不思、學而不疑,乏于創新。 硕士生課堂不是教師展現既有知識和完成既定工作量的場

所,研究生教學主要不能由教師主講、學生消极被動地接收,不是教師一言堂,而是師生群言堂。 這很大程

度上需要教師優化授課環節、恰當安排任務、做好引導啟發,讓學生自己去認知,去搜集資料、查閱文獻、撰
寫綜述、互相討論,然後教師點評,學生再總結、歸納、吸收、感悟、昇華,從而提高綜合素質、分析和解決問題

的能力以及創新能力。 筆者常常課前佈置任務,一個班的研究生劃分為若干小組,分工協作完成任務,在下

一次上課時每個小組派代表發言或採用 PPT 演示,有時進行小組與小組之間的辯論。 從活動角度來說,注
意確保學生是該過程的中心,教師不是控制、把持、包辦,而應該重在進行啟發、引導、點評,包括研究內容、
思路、組織安排情況,演示過程存在的不足和改進事項等。 同時,教師指出本次研究活動的借鑒意義以及將

來進一步研究的可行性和空間。
5.

 

努力擺脫部分研究生缺乏研究意識、疏於研究、名不副實的尷尬處境。
有別於仍處於基礎知識積累階段的本科生,研究生要培養科研意識,形成科研思維,獲得獨立科研的能

力。 但是目前相當數量的研究生「不研究」,原因何在? 因為提不出問題,即使提出往往也是寬泛、陳舊、平
淡、品質不高。 究其原因:未找到興趣點,缺少知識積澱,欠缺聚焦問題的能力,不善於文獻梳理,更缺乏打

破常規的思維。 所以研究生必須注重自身知識的積澱,在日常學習中積極反思,批判地看待事物,勇於質

疑,「學源於思,思起於疑。」另一方面,不能純粹把責任歸咎于學生。 少數教師對於研究生培養所投入的精

力不夠,也是導致研究生無法真正進行研究的原因之一。 筆者本人就向學生提供了參與課題研究的機會,
讓學生承擔一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拓展知識深度和廣度,掌握一定的研究技能,鍛煉搜集資料、查閱文

獻、邏輯分析、合理解決問題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啟迪創新思維,培養創新意識,產出科研成果,對於「研究

生」的「研究」二字做到名副其實。
6.

 

積極摸索以過程評價為主,期末測評為輔的考評體系。
對碩士研究生學習課程成效的考評不再局限於期末考試成績或一篇期末論文,要以能力檢驗為導向,

要綜合評估學生針對該課程的參考文獻獲取情況(例如考察他們獲取的途徑、數量、品質、相關度等等)和投

入的工作量、基本理論問題的把握程度、對關鍵問題鑽研的深入程度、提出問題的難度、層次、新穎性、小論

文寫作或者小專案完成情況、不同級別科研專案的申報與結題情況等等。 把過程性考評與結果性考評結合

起來實行綜合性多元化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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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研究型教學並不因為其「研究型」而變得枯燥、乏味、陳舊。 相反,它可以生動、有
趣、鮮活。

第一,趣味性。 有些理論比較深奧抽象,教師可以借助錄影、電影、紀錄片等相關的視頻、音訊材料對所

學內容進行輔助講解,這些手段使研究不再局限於以文字為載體的平面方式,而是多維度的立體方式,從而

增加學習過程的趣味性。
第二,體驗性。 在教學過程中,適當加入一些模擬活動,比如筆者模擬美國參議院就某一項外交政策舉

行聽證會,例如模仿 1966 年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就對華政策舉行的福布賴特聽證會,或者模擬肯尼

迪政府在 1962 年古巴導彈危機中的決策過程,從而讓學生獲得更直觀、更難忘的體念和認知。
第三,時效性。 在課堂教學中,不但即時跟蹤目前國內外學術界的最新理論研究成果,提升學生關注學

術研究前沿動態的意識、問題意識,而且同時緊跟美國的即時對外政策,例如關注白宮、美國國務院和美國

國防部的外交新動向、目前仍然持續的俄烏戰爭中美國扮演的角色、唐納德·特朗普重新執政後美國角色

可能發生的以及正在發生的演變。

五、
 

結語

通過將「研究型教學」引入《美國外交決策》這門課程的具體的教與學的實踐活動中,筆者就新文科背景

下英語專業碩士生層次專業課程「研究型教學」改革進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效。 首先,打造了以學生為

中心,既重視英語語言知識和實際應用,又重視培養跨學科視野,提升學術研究能力的新型課程教學模式。
不少英語專業研究生存在錯誤認知,即重視作為知識載體的語言本身,比如複雜句子的結構、詞語的固定搭

配,也重視課程的知識內容,但對學術研究能力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 對於研究生而言,這種認識和做法不

利於其學術視野的開拓和批判性思維的培養。 以《美國外交決策》為例,有些學生滿足于字面意思上讀懂,
而不再深入探究政治、經濟、歷史、哲學等維度上的深意,這背離了新文科建設強調的學科跨界交融性和研

究生層次自身固有的研究性。 然而研究型教學改革,基本解決了這個問題,兼顧了語言知識、實踐運用、科
研能力三者,契合了新文科建設的內涵和要求。 其次,助力英語專業碩士生真正掌握和切實進行「研究」,並
產出了一定品質和數量的科研成果,使研究生稱謂裡的「研究」二字實至名歸。 選修這門課的研究生兩年多

以來,已經在不同級別的學術期刊上發表了一系列論文,申報並結題了一系列校級項目和多個省市級項目,
有多篇畢業論文獲評重慶市優秀碩士畢業論文。 第三,培養了一批能通過學術邏輯思維來懷疑、質疑、發現

問題,通過學術語言表達來提出問題,通過調研、討論、學術分析思考來解決問題的複合型、創新型高素質拔

尖人才。 選修這門課的研究生兩年多以來,有多人榮獲重慶市優秀畢業生稱號。 該項改革實踐表明,研究

型教學兼顧英語語言技能和學術研究能力,能夠極大增強英語專業碩士研究生的科研思維,促進複合型、創
新型、高素質拔尖人才的培養,並契合提升我國新質生產力的時代呼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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