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教育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9年（第11卷）  第3期         
Journal of UESTC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Jun.2009,Vol.11,No.3 

95.

高校教学中的“学法”教育之探讨 

□李会欣  [福州大学  福州  350002] 
 

[摘  要]  高校“学法”教育是以大学生为学习主体，以培养大学生自学能力为目标，以教授

学习方法为主要内容而实施的教学管理和课堂教学活动。其目的在于唤起学生的主体意识，激发其

自主学习知识的兴趣，培育综合素质和能力。高校开展“学法”教育符合大学生学习的规律，是高

校推行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的有效途径，是促进高校教学管理科学化、提高教学水平的有利手

段。高校实施“学法”教育，需要加强对“学法”教育的认识和理解，制定推行“学法”教育的教

学管理制度和规范，构建多层次的课程体系，建立多元化、高素质的“学法”教育教学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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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教学之目

的是要把教育对象培养成为具有全面素质和综合能

力的人。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在教学过程中仅向学

生传授必要的知识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注重培

养学生的能力。尽管素质教育已经引起社会广泛的

关注，但是，许多事实表明，我国培养的人才仍然

存在不少缺陷，如动手能力弱、创新能力差、创新

意识淡薄等。这无疑显现了教学中存在的欠缺和不

足。究其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在当前高校的

教学工作中，无论是学校管理者，还是教师，在制

定教学目标和实施计划时，更多考虑的是以老师“如

何教”的思路来安排和完成学科知识的传播和讲授，

而以学生“如何学”的视角来制定相应的个性化、

特色性的教学计划则往往被忽视。换言之，围绕学

生这一教学主体，旨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

教学计划和安排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并付诸实施，

在目前我国的高校教学工作中，更多地重视老师的

“教法”而忽视学生的“学法”。本文欲对学生的“学

法”教育做些讨论。 

一、高校“学法”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学法”教育是以学生为立足点，基于学生如

何学而开展教学管理和课堂教学工作的教育活动，

其目的在于激发学生自身的自主性、积极性，使学

生具备自学的思维素质和能力，进而培养学生的全

面素质和综合能力，真正实现“授人以渔”的目标。

当前，我国高校教学中的“学法”教育亟待发展。 
（一）开展“学法”教育是高校推行素质教育、

提高教育质量的有效途径 
能否培养出素质好、能力强的人才是高校教育

质量优劣和素质教育效果好坏的重要标志。高等教

育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培养出对社会有用的专业人

才，更在于培养出具备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公民，进

而提升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这与素质教育的目标

是一致的。这样的目标仅靠教师专业知识的传授是

远远不够的，靠有限的人文课堂、人文讲座等熏陶

亦是难以实现的，“学法”教育的提出和有效实施将

改善高校素质教育“疲软”的状况。“学法”教育立

足于学生自身的实际，倡导尊重和激发学生的自主

性、自觉性，因人而异，因势利导，培养学生的创

新意识、自主思维和综合能力。它要求学校的教学

管理和教师的教学都要立足于学生，充分考虑学生

的自身特点和需求来规划和设计教学任务与方法。

尽管现代化、个性化的教育理念早已被提出，但是

我国高校“规模化生产”的现实和传统教学模式的

延续使其难以有效实践。“学法”教育的推行无疑会

使这种状况得到改善，有利于提高高校的教育质量。 

[收稿日期]  2008− 06 − 20 
[作者简介]  李会欣（1969 − ）女，博士，福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高等教育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9年（第11卷）  第3期         
Journal of UESTC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Jun.2009,Vol.11,No.3 

96. 

（二）开展“学法”教育是促进高校教学管理

科学化、提高教学水平的有力手段 
教学是高等学校培养人才的主要手段。要培养

出高素质的人才必然要有高水平的教学。高水平的

教学包括科学合理的教学管理和切实有效的教学实

践。高水平的教学并不仅仅意味着教师教学任务和

计划的完成，更意味着学生通过老师的“教”，不仅

学到了知识，而且学会了如何学习、如何生活，锻

炼了自己的思维，进而提升自学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而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设计和课堂教学实践中要充

分重视学生的“学法”培养，培育学生的自学意识，

激发其学习自主性，培养其创造性的思维和能力。

现实中的高校教学更多实现的是老师“教”的单边

效应，而缺少“教”与“学”的共振，老师掌握着

学习的主导权，学生则习惯了被引导。学校教学管

理部门对教师教学的评价侧重“教”得如何，学生

对老师教学的评价则是老师引导得怎样，而很少提

及学生如何“学”、学得怎样。即使有关于学生学得

怎样的评价，也多以分数为主要标准。这样的教学

理念和模式培养的学生缺少学习的自主性和创新意

识，高分低能，综合素质不佳则实属自然了。推行

“学法”教育将促使这种状况大为改观。 
（三）开展“学法”教育是符合大学生学习规

律的应然选择 
大学生处在自主意识、自行思考能力的快速成

长时期，加之其判断和辨别能力的逐步增强，应是

“学法”教育深入开展的好时机。不同于中学阶段，

大学阶段的学习不仅知识范围广、层次高、程度深，

而且学习途径和方法是多元化的。只固守一、两种

学习方法定会落伍。在众多的学习方法中，究竟选

择哪种学习方法是最有效的，如何使多种方法并用

达到最佳学习效果，这些大学生并非能够自然而知，

而是需要老师的点拨和引导。因为尽管与以往相比，

大学生判断事物的能力在增强、明辨是非的能力在

提升，但是还远远没有达到成熟的程度，加之社会

阅历尚浅、经验不足，甚至有时会出现判断失误和

偏差，因此，在很多问题的分析和判断上都需要老

师的指导。老师的引导则须充分考虑大学生的自身

特点，做到因材施管、因材施教、对症下药。就此

而言，开展“学法”教育实为理想之选。 

二、高校“学法”教育的内涵和特点 

“学法”教育并非是一个新问题，我国古代早

就有“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名句。顾名思义，

高校“学法”教育是指以大学生为学习主体，以培

养大学生自学能力为目标，以教授学习方法为主要

内容而实施的教学管理和课堂教学活动。与传统的

以“教法”为主的教学管理和以讲授专业知识为主的

课堂教学方法不同，“学法”教育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充分尊重和发挥大学生的主体性 
大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其学习效果的好坏与其

主体意识强弱、主体性能否得到发挥有着直接关系。

大学生的主体性指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在教师的

引导、指点下主动学习，积极感知、思维和活动，

主动自觉地理解、消化知识，吸取精神营养，化课

本知识为自我精神财富[1]。“学法”教育强调要把发

挥大学生的主体性作为高校教学管理和课堂教学的

指导原则和重要任务，这就要求在高校教学管理规

范和制度的制定中，要尊重大学生思维发展的规律，

充分肯定大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要以能否激发大

学生的主体意识和思维为指导思想来设置相关的教

学条例和规定。在教师的教学中，“学法”教育则强

调老师在备课和课堂授课过程中都要考虑学生参与

这一因素，应该设计适当的教学方式和方法加以引

导，使学生通过亲历授课过程增强其主动建构、获

取知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授课过程真正成为学

生自主学习的过程。 
（二）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性 
大学教学过程是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

作用的统一。如上所述，大学生的思维发展有着自

身的不足，其主体作用的实现不会自然达成、无师

自通，而是需要老师的指导和引领。大学教师的主

导性意味着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于领导者、组织者

和教育者的地位，起着领导、教育、组织、引导、

启发、指导、培养、训练、辅导、帮助等作用[2]。

显而易见，“学法”教育强调的教师“主导”性并非

指知识的“传导”，而是指教师对学生学习知识和思

维训练的引领与指导，教师更多地发挥着“导航员”

而非“传递员”的作用。要使教师的主导作用得以

充分发挥，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高校的教学管理要

根据教师主导性的原则和要求设计教学评估标准，

相关评估指标的设定要以教师主导性是否发挥、发

挥得怎样为依据。例如，关于教师授课效果的评价，

可更多地从教师对学生课堂需求的关注度、教师授

课方法的使用、授课过程中学生参与的程度、师生

之间交流与沟通的程度等等方面考虑设定指标，而

不是更多地考虑设定教师是否讲授了某课程的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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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或者难点重点和成绩中优、良、中等各个级别

的比例分别占多少及是否使用了规定的教材等等指

标。 
（三）强调学习内容和目标的综合性 
高校“学法”教育属大学阶段的基础性教育，

其并非立足于培养“专才”，而是立足于培养具备综

合素质和能力的人才，尤其强调培养学生的自主学

习、自主管理和自我塑造的能力。因此，“学法”教

育不单以向学生传授某一专业领域的知识为目的，

而是要通过教师的教学和引导，使学生学会并掌握

学习知识的规律和方法，锻炼其自行思考的思维方

式，培养其自主学习的能力，提升其知识运用和实

践的能力，练就其综合素质。换言之，“学法”教育

不仅要教学生学什么，更要教学生会学、善学、能

学。就教学内容而言，“学法”教育不限于人文社科、

自然科学等各个专业领域的知识，而更着重于人类

认知自然和社会的一般性规律和方法，即人类一切

科学发展的方法论知识应是关于人类认知文明和思

维发展规律的集成，具有鲜明的综合性特点。基于

大学学习的时限限制，结合大学生自身特点，高校

的“学法”教育应以学习规律和学习方法论为教学

重点，突出训练和培养大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自

我认知与社会认知能力、生涯规划能力等综合能力，

可有针对性地设计相关教学管理制度和课程。 

三、高校“学法”教育的实施思路 

（一）要加强对“学法”教育的认识和理解 

（二）制定推行“学法”教育的教学管理制度

和规范 
制度规范是推行“学法”教育的重要保障。实

施“学法”教育需要建立一套相应的教学管理制度，

围绕学生如何学、如何学得更好来设计教学管理规

范。这需要进行高校的教学管理制度改革，制定能

够推进“学法”教育的教学管理制度和规范。其行

之有效的方法应是在保留原有已被实践证明有效的

管理规范的基础上，增加和补充适合“学法”教育

要求的相关规范条款。在诸多的教学管理制度中，

最关键的是教学评估制度。该制度有着“牵一发而

动全身”的作用，因此建立适合“学法”教育的教

学评估制度至关重要。建立这样的教学评估制度要

从学生学习的视角出发，可考虑从学生的学习欲望

和需求、学习过程、学习效果几个角度设计评价指

标。例如，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需改变以考试

分数为主作出判断的评价方法，可把课程考试与其

他多种测试方法结合起来，如实地调研、课题讨论

和辩论、课题答辩、教学参与程度等等（这些指标

需设计相应的次级指标），对学生的学习作出综合评

判。尽管有的高校已开始了对学生学习效果评价制

度的改革，但是现有教学管理制度提供的改革空间

还很有限，就全国而言，尚没有取得公认的、普遍

性的改革实效，而且对学生学习欲望和需求以及学

习过程的评价则还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相关工作

亟待加强。 
（三）构建多层次的“学法”教育的课程体系 
完善的课程体系是高校教学得以有效实施的支

撑。要开展“学法”教育，自然离不开科学、合理

的课程体系。高校“学法”教育过程是大学生学习

素质和能力逐渐形成、并提升的过程，是一个延续

不断的过程，应该贯穿于整个大学教育阶段。结合

目前我国高校实施以专业教育为主的现实，构建“学

法”教育的课程体系需要从多方面入手，一方面，

可结合不同专业的专业课程开展“学法”教育，针

对各个专业的特点，引导学生学习和运用不同的学

习方法，特别是本专业的特色学习方法。另一方面，

要根据大学生认知和思维发展的特点按照年级设置

专门的“学法”教育课程。如对刚刚跨入大学校门

的一年级新生，不是引导他们如何学习专业课程，

而是进行成才教育、大学学习规律的一般性教育、

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教育，可开设《成才学》、《认

知学》、《大学学习概论》等课程，让其知晓大学学

习需要达到的目标和需要培养的能力，帮助他们认

万事成功皆始于认知和理解。实施高校“学法”

教育亦如此。一方面，高等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要充

分认识高校“学法”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把其

纳入日常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工作。另一方面，高

校则要明确“学法”教育在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把“学法”教育纳入其日常的教学管理，并切实付

诸教学实践。教师要强化学生主体观念，尊重学生，

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教学关系，在教学实践中要关

注学生的需要，注重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自身的主

导作用，把学生的生活经验、价值认同和课程内容

与教学方法的选择联系起来，使学生想学、爱学。

同时，大学生自身也要加强对“学法”教育的认知

和理解，改变以往单向“接受”知识的学习惯性，

自觉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变“要我学”为“我要

学”，积极参与课堂教学过程，自觉锻炼综合素质与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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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自我现实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差异，了解当前学习

活动与实现个人未来目标的关系，既使其懂得要为

后面各个年级的学习做好准备，又激发其更浓的学

习兴趣。对大二和大三学生的“学法”教育可设置

专门的《学习方法论》课程，通过学习，学生既可

以掌握学习方法的有关理论知识，加深对学习方法

的理性认识，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和学习方法观，又

可以培养自己对学习方法的应用能力。对大四学生

的“学法”教育更多的则是较为具体的应用方法和

技巧的教育，相关课程可根据学生的不同需求进行

设置，如《论文写作方法训练》、《求职技能培训》

等等。总之，应以专业性课程和专门性课程的结合

构成多层次的“学法”教育课程体系。 
（四）建立多元化、高素质的“学法”教育的

教学队伍 
教学队伍是教学工作得以开展必不可少的保

障。“学法”教育是一项综合性和专业性都比较强且

涉及领域较广泛的工作，集理论性、应用性、专业

性、专门性等特点于一身。要使这项工作持续有效

地开展，就必须建立起多元化、高素质的“学法”

教育的教学队伍。目前，由于“学法”教育尚没有

引起各高校的关注，显然，专门的教学队伍尚未建

立，各科专业课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则多传授专业知

识，而对专业知识的学习方法以及不同方法在专业

领域的应用则较少介绍，难免导致学生只知道某一

专业知识是什么，但却不知道该知识如何用、为什

么用的情况，考试时只有靠死记硬背。“学法”教育

的教学涉及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方法论、人

力资源等多学科领域，一方面应配备专职教师，专

门承担“学法”课程的教学，另一方面可对各科专

业课教师加强培训，使其重视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教

育，增强“学法”教育的教学能力。为此，学校管

理方面应提供所需的相应的制度保障、人员保障和

资金保障。 
总之，缺少学生自主性发挥的教学，绝不是理

想的、成功的教学。“学法”教育的实施旨在唤起学

生的主体意识，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知识、追求真理

的兴趣，培育学生自行学习的能力，这将使长久以

来的高校课堂“教师讲，学生记”的教学模式得到

改善，大学生高分低能、动手能力弱、创新能力差、

批判与创新意识淡薄的状况也将得到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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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ussion on Education of “Learning Method” in Universities 

 
LI Hui-xin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China) 
 

Abstract  Education of “Learning Method” in universities is a kind of practice for class teaching and 
teaching management in which college students are masters of learning. The target of the education is to train the 
study capacity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by themselves, and the main training contents are study methods. The 
purpose of education of “Learning Method” is to spark plug independent learning consciousness and interest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for their all-around development. Education of “Learning Method” in the university conforms with 
law of learning of the college student, and i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implement education for all-around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and a useful means to promote scientific teaching management and improve 
teaching level. In order to carry out education of “Learning Method” in universities, understanding about education 
of “Learning Method” must be strengthened,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eaching management for education of 
“Learning Method” must be made, multi-level curriculum must be constructed, and diversified and high-quality 
teaching team must be esta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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