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研对教学水平的提升作用 

一、科研的重要地位 

教育学界有一个说法，“学者未必名师，名师须是学者”。这道出

了学者与名师、科研与教学之间的辩证关系：教学需要丰厚的科研底

蕴做支撑，而科研则需要教学作为先决条件为之传承。可见，“汝果

欲学诗，功夫在诗外”。 

大学要出名，须重视科研，因重大科研成果享有声誉而成为研究

型大学；大学教师要出名，也要搞科研，通过科研成为研究型教师，

进而成为教学名师。大学的成长、大学生的成长、大学教师的成长，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离不开科研，都需要重视和强调科研。 

大学的本质是什么？美国高等教育哲学家布鲁贝克认为，“大学

是传授和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这“高深学问”从何而来？一方面

是通过文化传承，而另一方面是通过科研创造。高等职业院校、校外

培训机构可以开设职业性课程，讲些操作性、程序化知识，大学本科

课程设置却应体现出一定的基础性和学术性。所设课程非“高深学问”，

教师所讲非“高深学问”，就背离了大学的本质。 

大学生不同于中小学生，他们的抽象思维和自我意识已达到相当

高度，具备了学习“高深学问”的能力和水平，需要通过“高深学问”

牵引他们前进，促进他们发展。“名师出高徒”仍然符合今天的人才

培养规律。培养名师的重要途径就是科研，不搞科研，只能是一个教

书匠。学术水平上不来，讲不出深度和新意，只好照本宣科消磨时间。



这样的课，难以使学生产生认同感、尊崇感及获得感。 

大学教师提高学术水平，可以通过进修、攻读学位等方式，但主

要是通过科研。从事科研，是大学教师职业的内在要求。科研至少要

解决以下问题：找一个有价值的题目，这并不容易，需要有学术眼界；

这个问题已研究到什么程度，寻找什么切入点才可能有新的发现、写

出新意，需要了解这些“学术行情”。为此，需要大量阅读文献，需

要琢磨；需要围绕选题搜集资料、分析论证、调查研究、撰写论文等。

教师不断地研究课题，不断地接受这种训练，就能站在学科的前沿地

带，获得谈论“高深学问”的话语权。 

高校教师从事科研，存在两种模糊认识，需要予以辨析。 

一曰科研无用论。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写文章有什么用呢？辛

辛苦苦写出来的东西有谁看呢？仅评职称时能派得上用场。此言差矣！

其一，如果你的文章或著作写得确实有水平，肯定会有人看，至少本

学科领域的同行会看；其二，学术性研究不同于政策性研究。写出文

章后，自己感到有收获、水平有提高，即达到了目的、体现出价值—

—科研的训练价值。 

二曰科研教学矛盾论。在人们的习惯性认识中，教师在教学与科

研中只能兼顾一方。因为科研与教学是分离的，互不联系的，前者是

进行高深学问的探究，后者是进行一般知识的传承，二者并行不悖，

毫无交集。显然，这种认识是虚设的。从理论上讲、从内在规律讲，

教学与科研可以相互统一、相互促进。科研确实能够促进教学，科研

水平确实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教师的教学水平。当然，从现实上讲、



从教师的角度讲，二者之间又可能产生不协调。人的时间和精力总是

有限的，双管齐下，难免顾此失彼或厚此薄彼。但那已是另一性质的

问题，通过科研政策、教学政策的导向和调整不难解决。 

二、科研的迁移价值 

科研水平可以提升教学水平，但前者如何向后者转化或迁移呢？

科研活动与教学活动虽是两种不同的活动，但有关联性；科研水平与

教学水平具有交互性。这就为转化或迁移提供了基础，这种迁移大约

可分为三种类型或三种途径： 

学术水平的迁移 

研究不等于创造，研究了也不一定有创造。但一般来说，只要真

正下功夫研究了，多多少少总会有些创造；研究成果不一定都适合在

课堂讲，课堂里也不可能只讲自己的研究成果。但通过科研有所发现、

有所创造，就为高水平教学提供了前提和可能。这表现在如下方面：

在批判质疑的基础上，对教材内容有所取舍或增添新内容；对已有定

论不盲从，言之有理，持之有据，讲出新见解；章节次序的安排、阐

述的顺序等有自己的体系结构，讲出新思路；重新提炼教材，使之更

有内在逻辑性，做出新概括等。 

即使没有创造，但达到了另一目的。即通过科研阅读了大量文献，

跟踪了学术前沿。看得多了，值得讲的内容也多了。如此，讲课就能

居高临下，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左右逢源。就不存在照本宣科的问

题，就不存在水份多的问题。不搞科研，学术水平上不来，讲课只能

是道听途说、信口开河，经不起推敲，聊天式、漫谈式，难有含金量。 



学术方法的迁移 

学术方法当然不等同于教学方法，但有相似性与相互联系。当代

大学课堂教学，亦非仅仅运用教学方法，而应要求或包含一定的研究

方法。教师在科研过程中形成和掌握的学术方法，讲课时会不自觉地

体现和运用于教学过程。这种迁移体现为：一是思维方式的迁移，科

研训练形成的思维的严密性和逻辑性、说理的充分性和证据性等，体

现于教学，讲课就不会是简单地解释教材，而是注重概念的辨析、学

理的探讨，让学生感受到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科研过程中形成的怀

疑精神、批判精神、创新精神，体现于教学，教学方式可能更多地是

问题式而非灌输式，是疑问式而非陈述式。二是研究方法的迁移，虽

然本科教学难以全面运用研究性教学方式，但应体现出一定的研究因

素。要使学生为适应未来变化做准备，会学习、会思考、会从事“再

发现”活动，就需要运用一定的研究方法。教师具有良好的科研素养，

才有可能变灌输式为启发式，自觉地运用研究方法，指导学生的学习，

引导学生开展初步的研究活动。 

学术人格的迁移 

学术人格，指在从事学术活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行为方式和

精神风貌。教师只有长期从事学术活动亦即科研活动才能产生学术精

神。当这种学术精神内化、沉淀为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时，就形

成了学术人格。可见，学术精神是内核，学术人格是外显。所谓学术

精神，就是崇尚真理的精神。既崇尚真理，那就要追求真理，在追求

的过程中形成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创新精神。真理未追求到手就要



继续追求，追求到了就要信奉真理、坚持真理；既崇尚真理，那就要

服从真理，而非服从权威、服从上级、服从领导，有学术风骨而无奴

颜媚骨；既崇尚真理，那就要捍卫真理，坚定信仰，不随风倒舵。当

遭到恶势力的打压，那就要“威武不能屈”，准备为真理而献身。 

教学不仅仅是一种知识性教学、智力性教学，也是一种“教育性

教学”，即“教学具有教育性”、德育寓于教学中。通过教师的言传身

教，教师的学术人格特征在教学过程中释放出来，将对学生产生潜移

默化的影响。这种人格魅力上的感染和影响，可能比单调的说教灌输

和所谓思想教育更有实效。 

当然，我们可能会说，学生毕业后只是找一个工作，并不一定从

事学术活动，那还需要什么学术精神、学术人格呢？此言难免偏颇！

人生在世，不管从事什么职业，总应该具有一些最基本的品质、最基

本的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如为人正直、实事求是，讲客观、重证据，

讲逻辑、讲严谨，说真话不说假话、破除愚昧迷信盲从，不谄媚奉上、

保持心灵自由；有人文关怀与人文精神、有社会责任感，关心社会进

步公平正义；更辩证地思考，更优雅地表达，更自觉地追求一种有理

想、有尊严、有品味的道德生活，等等。这些，也正是学术人格所蕴

含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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