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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利派”教学模式在研究生课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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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在生科院研究生课程中引入“托利派”教学模式，评估其教学效果。方法 选择 2015 级生态学专业

和学科教学专业的研究生作为研究对象，在《生态学原理》和《生物教育测量与评价》课程中采用“托利派”教学模

式进行教学，课程结束后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94.1％的学生认为“托利派”教学模式有利于激发其学习兴趣。

76.4％的学生认为“托利派”教学有助于提高其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100％的学生认同“托利派”教学锻炼了其

逻辑思维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76.5％的学生认为“托利派”教学模式有助于增强其团队合作意识。结论 相比传统的

讲授式教学，“托利派”教学模式更能提高研究生的综合素质，改善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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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托利派”（TOREPIE）教学模式的简介

“托利派”（TOREPIE）最初是由汉阳大学的约
瑟夫 • 舒维勒教授提出的，是韩国高校普遍用于培养
研究生的一种研讨式教学模式。它是根据韩国本土教
育发展的实际，并借鉴德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
优秀的研究生教学模式而形成的。其在教学理念、教
学手段等方面与被大家熟知的 seminar 教学法有一定
的相似之处，但却比“赛米纳”教学模式更规范，具
备严密的逻辑性和可操作性 [1]。在我国研究“托利派”
教学模式的相关文献资料仍较少。“托利派”是指学
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就某一学习主题与老师进行研究与
讨论的交互式教学路径，是由传统的“讲授 - 接受”
式的单一教学模式转变为“讲授 - 讨论”式的双向教
学模式。相比传统的教学方法，“托利派”教学模式
更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合作精神。其核心
特征是注重对学生创新思维和科研能力的培养，提倡
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托利派”教学模式的基本教
学程序：①题目引导：老师根据课程目标与教学内容，
拟定有研究价值的课题，供学生选择。②研究拓展：
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围绕专题，自主学习，独立思
考。③课堂展示：选出学生通过幻灯片展示进行专题
演讲、观点陈述。④师生互动：主讲人汇报完毕，师
生根据汇报情况，相互讨论与交流。⑤综合评价：师
生共同对主讲人的综合表现进行点评。本研究尝试将

“托利派”教学模式引入到研究生课程中，以期调动
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科研思维，
旨在改善研究生课程的教学质量。

二　“托利派”教学模式的研究过程

（一）　对象选取

本研究选取了《生态学原理》课程和《生物教
育测量与评价》课程实施“托利派”教学模式。其授
课对象分别是生态学研究生和学科教学研究生，且这
两门课程均由同一教师授课。

（二）　教学方法

1. 课前准备：授课教师在开展“托利派”课程
前，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计划将相关知识分解成若干
题目，包括基础知识和应用问题相关题目，前沿探究
问题相关题目，可供学生以个人或小组形式进行选题，
如在《生物教育测量与评价》课程中老师将教学内容
划分成“我国古代教育考试”、“我国近现代教育评价
与测量”、“西方教育测量的产生与发展”等多个题目
供学生选择；师生也可根据课程内容共同商讨，拟定
学习主题，比如学生在《生态学原理》课程中提出“重
金属污染现状及防治”、“可持续发展观与资源利用”、

“生物多样性及其保育”等问题。在进入课堂展示阶
段之前，给予学生 1~2 周的时间，在老师的指导下，
以问题驱使为导向，查阅大量的相关文献资料，对该
课题的产生背景、研究意义、研究进展等方面深入了
解，促使学生在丰富自身的学术视野的同时，发现其
中的创新点；在好奇心和求知欲的驱使下，不断质疑
和释疑。同时，授课教师可在适当时机对学生进行基
础知识的讲授，促进“托利派”课程收到更好的教学
效果。

2. 教学过程：任课老师充当主持人的角色，对
本节课的教学主题和报告内容做一些必要的说明。学
生收集整理相关文献资料后，选择其中具有代表性
的材料，并将其制作成 PPT 上台进行展示，时间约
5~10 分钟。报告内容涉及该课题的研究背景、研究
意义、研究内容与方法及研究前景等内容，如在“有
机污染对生物种群进化的影响”专题中，报告人应向
大家介绍有机污染的定义及种类、来源，有机污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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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生态系统的影响，目前防治有机污染的最新研究
进展等内容。报告完毕，老师宣布进入探讨阶段，时
间维持 10~20 分钟，全部参与人员就主题报告的内容、
形式、意义以及其它任何与之有关的问题互相进行提
问、质疑、交流和建议，主题报告人以及参与人员进
行必要的辩护、解释甚至反提问 [2]。最后，老师根据
报告人的汇报情况及学生的有效讨论的参与度来进行
点评和总结。

3. 效果评价。本学期“托利派”课程结束后，
我们对生态学专业的研究生和学科教学（生物）研究
生统一发放问卷，调查学生对“托利派”教学模式的
满意度，问卷回收率 100％。

三　结果

表1　“托利派”教学模式在研究生课程的教学效果问卷

评价内容 赞同 基本赞同 不赞同
非常不赞

同

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热情
58.8％ 5.9％ 0

有助于拓展学生的知识

面
52.9％ 35.3％ 0 0

有助于提高学生分析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
52.9％ 23.5％ 0 0

有助于锻炼学生的演讲

口才和人际交往能力
35.3％ 41.2％ 0 0

有助于提高学生的逻辑

思维和信息处理能力
70.6％ 0 0 0

有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

考的能力
29.4％ 17.6％ 5.9％ 0

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

意识
23.5％ 35.3％ 11.8％ 0

有助于增进师生情谊 41.2％ 11.7％ 0 0

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团队

合作精神
47.1％ 23.5％ 0 0

调查结果表明，生态学专业及学科教学专业的
研究生均认同“托利派”教学比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更
有优势；其中 94.1％的学生较认同“托利派”教学能
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64.9％的学生认同“托利
派”教学有助于学生拓展知识面；76.5％的学生认为

“托利派”教学有助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100％的学生认同“托利派”教学能锻炼其
逻辑思维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88.3％的学生认为“托
利派”教学能促进师生关系更亲密；但仍有 5.9％的
学生认为“托利派”教学未能发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
能力的作用；且有 11.8％的学生认为“托利派”教学
在培养学生创新思维方面并未取得显著的教学效果。
究其原因，可能与学生的惯性思维有关，由于受传统
的“老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方式的影响，很多学生
习惯于依赖老师，被动思考，被动学习，会导致其对
新的教学模式感到不适；同时，也可能与学生的研究
能力薄弱，专业基础不扎实等因素有关。

四　结语

实践证明在研究生课程教学中引入“托利派”
教学模式，能促进学生学会自主学习，培养学生问题
意识、合作意识和创新意识，注重培养学生个性，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尽管在此次教学实践仍有诸多不足，
但我们会继续探索、努力改进并完善“托利派”教学
模式，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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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词汇教学渗透认知语言学理论教学模式虽然会给
任课老师教学创新带来一定的难度，但是，任课老师
可以通过对应用认知语言学理论模式下英语词汇教学
方式进行创新，来推动英语词汇教学在创新方面的进
步。同时，还需要任课老师能够克服应用认知语言学
理论教学模式下英语词汇教学创新存在的弊端，并且
通过将资源应用到了英语课堂方面，以此来促进学生
对于英语词汇的学习，这对于英语词汇教学渗透认知

语言学理论基础教学方式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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