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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团队协同合作技能越来越受到就业单位的重视,也成为我国高等院校近年

来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基于本文作者在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2011—2012年度担任助教的经历,从课程设置、授

课情况等几方面,详细介绍了团队实践环节在该校基础课程中的授课情况.通过比较国内外在团队实践教育方面的

异同,为我国高等教育基础课程设置的改革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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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以来,在物理学领域先后出现了几项重

大突破,例如CERN首次在实验中发现类希格斯玻

色子,LIGO首次探测到引力波等.上述突破除了科

技进步所带来的设备能力大幅提升的原因外,这些

重大科学成就的实现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都是

大型团队协同合作的结果.在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领衔研究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项目,也是

团队协作科研的成功典范.
随着科技发展所带动的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社

会分工的日益细化,越来越多的工作离不开团队协

作的技能,团队协作技能作为一项核心能力,已成为

越来越多企业招聘员工的重点考察指标.那么在本

科教育中,如何运用团队协作技能,受到中外高校教

育教学的关注.在将团队协作实践融入本科毕业论

文(设计)和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方面已有许多报

导[1~3],但是纵观我国目前在团队协作实践方面的

教学改革成果,大多作为一种考核的手段[4~6],应用

在课程考核等综合考察环节,较少应用在低年级基

础课程教学方面[7].而反观国外大学,由于教育资源

更为丰富,以及教育方式的差异,团队协作在基础课

程教学中有广泛的应用[8,9].由于团队协作技能在

大学生就业中的重要地位,如何将团队协作技能培

养与课程教学尤其是低年级基础课程教学有机结

合,是我国高等教育工作者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本文作者在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攻读博士学

位期间,曾多次作为助教参与该校本科生团队协作

实践课程的教学工作,详细了解了团队协作实践在

基础课程中的培养模式和特点.为了更好地介绍国

外大学在此方面的教学现状,本文将在课程设置、教
学环节等方面,就中外大学在团队协作教学方面的

差异展开讨论.

1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基础课程设置特点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是荷兰历史最悠久、规
模最大的理工科大学(QS排名15),被誉为“欧洲的

麻省理工”.除了在科研方面的影响力外,该校在工

程技术领域高质量的教学水平,在荷兰国内和国际

上都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代尔夫特理工大学专业设置几乎覆盖所有的工

程科学领域.该校本科生课程设置为3年,包含课程

学习,团队项目实践,以及毕业设计实习部分.在课

程设置上非常重视理论知识在实际工程技术中的应

用,把其作为教学的重要方向,这在一年级学生的基

础课程教学中有所体现.
《技术科学引论》是代尔夫特理工大学一年级

学生的基础课程之一,和其他理论基础课程(高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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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大学物理等)同步开设,结合基础理论知识,培
养学生以小型团队形式解决工程技术问题的能力.
本文以《技术科学引论》课程为例,着重介绍本课程

的设置特点和团队协作实践部分的教学特点.

2 团队实践课程介绍

2.1 课程设置概况

该课程授课时间为一个学期48课时,由一名教

师主讲,并有8~10名助教共同参与授课,助教由

各院系的博士研究生担任.本文作者2009—2014年

在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有幸在此

门课程中担任助教.该课程教学过程中,任课教师负

责课程内容的讲授,助教负责理论课程之后团队实

践部分对学生的辅导.
2.2 课程理论部分内容

作为理工科大学培养的主要目标之一,技术工

程师在未来的工作中需要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在

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问题无法直接地从所学的理论

知识中找到答案或解决办法,因此就需要把现有的

信息收集起来,在此基础上分析从而找到解决办法.
在这些情况中,学生更多的是作为团队的一分子,而

不是单独地处理和解决这些工程技术问题,这就需

要学生在大学教育中就掌握作为团队成员,如何从

全局的角度把握问题的关键,找准自己的角色,为解

决问题贡献自己的力量.在理论讲授部分,学生将学

习到如何将问题转化为物理/数学模型;如何判断

解决问题所需要的信息,如何寻找所需信息,以及如

何批判性地审视信息并加以利用.

2.3 团队实践具体环节

2.3.1 讲授

主讲教师对所有参加课程的学生集体授课,围

绕以下3个问题展开教学:

(1)如何将工程技术问题抽象成物理学模型;

(2)如何通过分析模型确定解决该问题所需的

信息;

(3)如何搜索信息,以及如何评判性地审视这

些信息并加以利用.

2.3.2 分组和题目设置

对所有学生按学号随机分组,大约5~10人一

组.并根据学生的物理和数学基础,设计出简单和较

难的2个工程技术问题,要求他们在3周和5周的两

个时间段内完成.第一个课题结束后,由助教对小组

成员的表现和课题报告进行评估,并会同主讲教师

协商,来决定该组学生能否进入下一阶段的课题.

2.3.3 学生课题进行环节

学生可上网寻求解决问题方案,也可查阅图书

馆文献,但须在上课时间(每次课约4h,每周两次

课)并且在指定教室内完成.在实践环节进行过程

中,助教需全程观察学生开展工作的情况,分别从

“工作计划的制定”、“成员间任务的分配”、“信息收

集”、“批判性地审视新信息”以及“信息的使用情

况”几个方面对该组学生的课题进展情况进行评

估,督促学生在规定时间内按照要求完成项目.在课

题进展遇到困难时提供帮助.

2.3.4 课题报告撰写

小组成员在课题进展的最后阶段,从课题背景、

相关信息的批判性选取、问题解决方法、具体的解题

过程、与工程技术实际问题的联系几个方面撰写研

究报告.助教对研究报告进行批改,并给出建议.

3 感想

本文从课程设置、授课流程以及考核标准等几

个方面详细介绍了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基础课程

授课中团队实践环节的具体情况,结合我国大中专

院校大学物理等本科基础课程情况,对于如何将团

队实践理念与基础课程有机结合,笔者有如下两点

感想:

(1)在基础课程教学中引入团队实践,势必需

要数量较多的、且具有一定项目研究经验的助教(通

常是高年级研究生或博士生).这对于教育资源不慎

充裕的一些大中专院校而言有较高的难度,在985
等科研实力较强的高校可行性较高.

(2)由于团队实践过程中要求学生自行上网或

在文献数据库中搜索相关知识,且为确保项目在助

教的观察和指导下完成,以及项目完成的独立性,要

求学生须在规定时间、指定教室中完成所要求的问

题任务,因此除了高水平的助教外,对学校的电脑硬

件、网络覆盖程度、文献数据库的接入等硬件配置有

一定的要求,目前我国大部分大中专院校已具备这

样的硬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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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团队实践环节与我国高校大学生创新项目的区

别

在李克强总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口号的指

引下,我国许多高校近年来在本科生中开展大学生

创新项目计划,与本文介绍的团队实践相比较,都是

围绕实际问题以小型团队为单位,运用所学基础知

识,及网上搜索到的相关知识,团队成员间相互配

合,解决实际问题的活动.主要区别在于“大创”项

目多是学生自己组织在课下完成,在项目具体执行

过程中(尤其是团队成员协同合作方面),并没有教

师的指导,且时间上也无特别要求,并不是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因此经常会出现一个团队成员(或几个)

由于个人兴趣或研究能力较强,承担了大部分或全

部工作,而团队成员的协同配合能力得不到有效锻

炼.因此国外高校的团队实践培养在这几方面是值

得我国教育工作者学习和借鉴的.

5 结束语

本文从课程设置、授课环节等几个方面详细介

绍了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基础课程教学中团队实

践的具体情况,比较了和国内高校中“大创”实验等

已开展的团队实践项目的区别.在团队协作越来越

重要的今天,团队协作技能作为一项重要技能,将越

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重视,将团队实践融入大学基

础课程教学,将很可能是未来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

之一.本文通过笔者在代尔夫特理工大学作为助教

参与团队实践项目的经验,希望能够为国内高等教

育基础课程设置的改革和创新,提供一点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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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ApplicationonTeamPractices
inUniversityBasicCourses

ShenKun WuXiuwen HaoHuiying ZhaoChangchun
(ChinaUniversityofGeosciences,SchoolofMathematicsandPhysics,Beijing 100083)

Abstract:Teamworkabilityisnow receivingincreasingattentionastherefinedsociallabordivision

developed,whichhasbecomeanimportanteducationreformdirectioninrecentyears.Basedontheteaching

assistantexperiencesoftheauthorinDelftUniversityofTechnologyfrom2011-2012,theteamworkeducationin

theuniversityfoundationprogramsisbrieflyintroducedfromseveralpointsofview.Bycomparingtheteamwork

educationbothatdomesticandforeignuniversities,thisstudymayprovidereferenceforthefutureeducation

reformofthefundamentalcoursesintheuniversities.

Keywords:ComparisononthehigheducationbetweenChinaandtheNetherlands;fundamentalcourses

education;teamwork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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