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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美国大学的“LPFE”体验式教学改革的实证案例。它在教学中贯彻以本科生为中心的教

育理念，既强调团体合作，又注意发挥个人创造力，学生通过模拟工作情境的体验式学习，既对学习规律

有了切身的体会，又能学习到就业所需要的相关学习技能和生活技巧。此外，本文还阐述了体验式教学方

法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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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高校扩招以后的大学生就业形势本来就十分严峻，而近年来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更是雪

上加霜。高校毕业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竞争和挑战，高校不能依靠政府出台政策缓解就业压力，而

是应该从自身出发，推进教学改革，主动根据企业需求培养大学生就业竞争能力，从而应对金融危

机下严重的就业形势。[1]为了适应市场需要，国内高校纷纷进行了旨在提高毕业生就业能力的教学

改革，并出现了许多新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但以讲授为主，重知识传授，

轻能力培养，强调教师作用，忽视大学生独立学习的教学模式并未根本改变。[2]大学生听多做少，

写多说少的学习方法阻碍了其综合能力的提高，以致在就业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始终处于劣势。所以，

借鉴西方教育发达国家教学改革的成果经验大有裨益，本文将介绍美国“LPFE”体验式教学方法。 
一、体验式教学的涵义 

体验教育是基于现代教育理论，吸收教育心理学、管理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等相关学科成果，

针对现代人的工作特点和现代组织的特征而开发的一种新的学习方式。[3]其教育哲学及理论架构是

整合教育家杜威的“在做中学”、社会心理学家大卫·库伯的“体验式学习圈”、认知心理学家皮亚

杰的“发生认识论”以及其他学者的理论而形成的学习框架。体验式教学注重为学习者提供真实或

模拟的情境和活动，让学习者在人际活动中充分参与来获得个人的经验、感受并进行交流和分享，

然后通过反思总结并提升为理论或成果，最后将理论或成果应用到实践中。[4]体验式教学和传统教

学方式本质的不同在于前者是让学生“自己游泳”，后者是让学生“观摩游泳”。[5] 
美国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以体验式教学理论为指导进行各种形式的教学改革，如 Alexander

的 e-learning[6]，Niemi 的 active-learning,[7] Cherif and Gialamas 的 creative final project[8]等。对我国高

校最有借鉴意义的是 M.R.Garvin 的 LPFE（Lab, Project and Field Experience）体验式教学模式，[9]

它的实质是以大学生为中心，在传统的课程教学中结合实验教学、项目教学和实践体验教学的混合

教学方法。其中的实验室教学工作由传统教学方式来完成，改革的重点放在项目学习和实践体验两

方面。 
二、“LPFE”体验式教学法在美国阿克伦（Akron）大学的实践 

1．LPFE 体验班的组成：LPFE 体验班通常在每个学期初成立，大约有 35 个学生，主要是从全

校二年级本科生中选拔具有创新潜质、学习积极性高、课余时间充裕、自主学习能力和团队合作能

力都比较好的同学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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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安排：LPEF 课程的设计理念强调以本科生为中心，跨学科学习和注重职业工作能力的

培养。一个 LPFE 体验教学周期分为两个阶段，分别在本科二年级的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进行，在

第一学期主要以课堂教学和团队项目学习为中心，第二学期主要安排实践实训类项目，包括参观学

校以及企业的科研设施，到非正式教育基地实地考察，参加学术研讨会以及选择到高水平的实验室

进行科学研究等。此外，在每个学期的期末安排一个比较大的项目，由学生合作完成。 
3．课堂教学：LPFE 体验式课堂教学采用多种方法创设一个自由、平等、真诚、和谐、理解互

助、宽松生动的教学情境，包括使用个性化教材、不定期更换上课地点等。课堂教学首先从提问开

始，学生随机组成学习小组，每组三、四个人。问题五花八门，由教师和学生共同提出，然后以学

习小组为单位讨论并提出解决方案。针对一个小组提出的解决方案，教师和其他小组的学生进行质

疑，再由该组学生答疑，并由此产生新一轮的问题，各个小组再根据新产生的问题进行辩论。学生

通过提问和辩论可以提高自身交流和演讲的技巧，并学会互相尊重，因为每个学生都会随机加入不

同的学习小组，并且最为不同小组的成员面对全班同学提问、质疑和辩论。当今社会工作环境中特

别需要员工具有一定的人际交流技巧，这种课堂教学形式以及教学情境设置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4．项目教学：项目教学的模式是鼓励学生跨学科、自主组合、系统完整的“创意—合作—实践”

模式。上课第一周，同学们根据学习兴趣提出问题，讨论课题的创意，并通过互相交换联系方式，

特别是 email 地址，自由组建项目小组。指导老师的职责是帮助学生围绕项目成立工作团队，并在

班级上创造团结互助、开拓创新的学习氛围。学生团队成立后即可获得大约 400 美元的经费用以购

买完成项目所需要的设备材料等。资金来自校友捐助、学校职能部门管理经费以及企业资助等多种

渠道，项目小组的建设和运行完全模仿社会上公司的经营模式。 
课题小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和讨论后形成一个初步的工作计划，计划中包括经费预算、材料

和供应商清单、课题的初步设计以及详细的工作地点等。项目计划经过和指导老师沟通后，便可以

正式实施。项目进行过程中小组成员要把和项目相关的所有信息详细地记录到项目笔记上，包括一

些新的发现、遇到的困难、成功的经验和获得的教训等，这样，项目结束以后便可以留下一份整个

项目实施过程的文字记录，指导老师会定期检查笔记本并给出建议和指导意见。此外，到学期结束

的时候，项目组需要把他们项目的工作向全班陈述，可以采用 power point 辅助说明或者现场展示说

明，课题陈述内容需要经过创造性的设计，并且小组的每个成员都要参与。 
5．社会实践和实地考察：体验班学生第二学期的课程中很重要的部分是参加科研基地、试验基

地以及工厂的考察，此外，还要参加各种科研与安全研讨会，以及到科研中心和其他非正式学习机

构实地参观等。这些活动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当今科学跨学科发展的现状。学校给学生发放包括

考察地点和时间安排的考察计划表，计划表设计得非常机动灵活，让学生有可能参加所有感兴趣的

活动，学生每次参加活动后都要提交考察报告，这将记录到他们的课程档案中去。参加各种研讨会

（讲座）可以把课堂知识同科学前沿问题联系起来，紧跟当前研究热点和潮流。实地考察和到工厂

参观学习最受学生欢迎，因为可以真实体验到科学技术在世界中的应用，学习工业环境下的团队合

作，经营财务状况和健康安全保障等。 
6．学生成绩的评估：学生成绩的评定主要包括个人表现和团队表现两个方面，具体内容有：（1）

大约每 5 个礼拜一次的加闭卷考试（不能携带计算器、笔记本和课本），占 45 分；（2）大概一周布

置一次的课外作业，可以独自完成，也可以合作完成，占 15 分；（3）至少在一半的班级会议上参与

团队共同解决问题，并能向全班提出和解答问题，占 15 分；（4）在第一学期参加一个团队项目，在

第二学期参加其他的体验学习活动，占 25 分。 
三、LPFE 体验式教学法对我国教学的启示 

国内高校传统的理工科本科生的教学主要就是通过学习课本、老师课堂讲授和实验室学习，学

生缺少一种真实工作环境的体验，职业综合素质得不到提高，就业便缺少竞争力。美国高校在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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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的基础上进行的体验式教学改革在以下三个方面值得仔细学习和借鉴。 
（一）课堂教学情境的创设 

国内大部分高校的教学形式是统一派发教材，老师通过口头讲授、放映幻灯、板书等满堂灌输，

课后布置完成家庭作业，期末参加考试。美国体验式学习的课堂时间用于复习主要概念，讨论本课

程同其他课程、其他专业和最新科技发展的联系上面。学生必须认真阅读指定教材，思考与教材内

容联系的现实问题，并认真做好课堂讨论的相关准备。体验式课堂教学最重要的教学手段是课堂交

流，这是大学生最感兴趣的学习方法，它改变了被动的传统教学方式，使课堂充满活力，使学生充

满激情。学生在交流看法、交换意见的过程中不断接触新的信息、得出新的结论产生新的预测，形

成了一个大家共同分享的“思想平台”，在“思想共享”基础上，做到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找出解

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这种学习对大学生以后的工作和学习都很有益处。 
（二）本科生和指导教师的角色定位 

国内本科生开展各类课题研究或者实践活动，大都在老师的全程陪护下进行，大到实验材料的

购买，小到住宿地点的选择都要老师来决定。而在体验式教学中学生的身份既是学生也是朋友，同

事，有时候还是老师，指导教师则集调解人、导师和导游等各种角色为一身。以项目学习为例，大

学生以项目小组为学习团队，完全独立操作，老师只在项目组成立之初听取学生的意见，项目中的

所有实际问题都必须由课题组独立解决。 
学生除了要学习和该项目相关的基础理论外，还必须按照完全市场化的要求来运作项目，包括

独立向项目管理部门，地方管理部门、地方安保机构以及场地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等。有时候，在项

目进行中会遇到资金、材料供应不充分或者是很难获得材料资金等情况，项目组还必须对工作计划

进行适时调整，以保证项目的顺利进行。通过这种学习经历可以让学生把课堂学习同社会工作环境

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就业能力。 
（三）本科生成绩评定的形式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各高校也纷纷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研究项目。

但是同国外学生采用班级陈述的结题目形式相比，国内高校更注重文字材料的提交，除了毕业论文

答辩以外，很少组织学生参与全班的项目答辩。偶然的项目陈述机会也是面对寥寥几个专家，而专

家提出的问题更注重科研层面，包括课题研究方法设计的先进与否以及成果的先进性等。而美国本

科生项目的结题形式都是召开班级会议，课题小组成员首先做陈述报告，由全班同学提问，小组成

员回答或者大家一起讨论。因为大家都是同龄人，相互之间又比较理解。所以相互交流的问题都是

自己关心的，问题面比较广，涉及各个细微的步骤，比如如何说服赞助方追加投资，通过哪种渠道

获取信息更方便、更可靠等。美国考核本科生社会实践的形式是在撰写考察报告并进行课堂总结陈

述，考察报告和总结陈述的形式都比较自由，任学生自由发挥。这比国内高校学生简单地撰写考察

报告更有意义，因为学生准备考察陈述报告的时间更长，花费的时间更多。此外，学生在准备总结

陈述的过程中提高了分析问题和实践应用能力，更关注团队学习的技巧，有更多的自由去创造并实

现自己的东西，更有责任感，更能树立自信心，更有能力管理劳动力、财务和网络。 
本科生特别是理工科学生通过 LPFE 体验式教学可以大大提高就业综合能力，主要体现在以下

方面：在一对一、小组或团队环境下的工作和沟通能力，包括书面交流、口头交流、视频通信以及

电子邮件交流等；时间规划和预算控制能力；寻找并利用各种资源来完成项目的能力，包括参考文

献、技术支持、专家帮助和资金支持等；把单一学科同其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融会贯通的能力。

自身综合素质得到提高后的本科生便能更加从容地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给国内就业市场带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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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LPFE” in the US and its Inspirations to the Reform of Chinese Education  

DING Ai-xia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case studies the “LPFE”, an undergraduate-centered methodology, practiced in the US universities that 
stresses both teamwork and individual creativity. In the interactive and experience-based learning environment, students have 
direct input into their learning construction, closely-related to workforce training and lifelong learning. The author, thus, 
provides inspirations of the “LPFE” that will benefit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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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eacher-Student Cultural Conflict behind College Students’ Rule Violations   

WU Min-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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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 students’ rule-violation, a common phenomenon of wide concern calls for great attention of 
administrations involved. The author’s survey reveals the root causes of conflicts between student culture and mainstream 
teacher culture that arise from the coexistence of multiple values, differences and gaps in each other’s roles and goals, and 
certain students’ counterculture. Instructors, therefore, should understand students’ culture and integrate teachers’ culture into 
students’ through appropriate mode of education to perfect rules and regulations concerned.  
Key words: higher learning institutions; student culture; teacher-student cultural confl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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