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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本科生“科学与社会”研讨课

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为更好地服务于我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进一步提高本科

生“科学与社会”研讨课的教学效果，加强课程管理，现规范课程教

学要求如下：

“科学与社会”研讨课为我校本科生必修课程，纳入学业发展引

导范畴，主要内容包括主题报告、小班研讨、团建活动、跟踪指导等。

一、主题报告

主题报告由教务处组织在课程第一学年内实施，每届安排 5～8

场。通过各类主题报告从宏观视野探讨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未来科学的发展趋势、人类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等，拓展学

生的科技前沿知识，激发学生的科学兴趣，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创

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二、小班研讨

小班研讨为 20学时 1学分，在第一学年内实施。通过导师指导

下的小班课程讨论和专题调研，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判断与团队协作能

力。导师全面负责组织小班开展教学活动，指导学生选题、查阅文献、



开展研讨、撰写报告、组织答辩、给出学生成绩，帮助学生提升科学

素养、增加社会责任感、明确学习目的、提升学习兴趣，尽快适应大

学学习。具体要求：

1.导师在第一学年内至少组织五次以上的教学讨论。

2.第一学年秋季学期 9月完成学生分组；10-11月帮助学生完成

选题开题，期间引导学生认真查阅文献，开展课题研究等；12 月教

务处适时开展中期检查。

3.第一学年春季学期 3-4月指导学生撰写报告，审阅报告，帮其

定稿；5月组织小班进行答辩；6月给出学生小班研讨成绩。

导师可根据学生进展情况作相应调整。

三、团建活动

为培养学生团队精神、协作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增强学生归属

感，每学年导师须组织五次左右的团队建设活动。活动形式可以多样，

如：师生交流谈心餐会等。学校给予一定的活动经费支持。

四、跟踪指导

坚持“因材施教、个性化培养”的方针，跟踪学生学习情况，帮

助学生进行学业规划。在学科发展、专业选择、管理规定等方面答疑

解惑，接受学生咨询，并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为学生排除其发

展道路上的困难。

本通知自 2019级本科生试行。

                              教务处

                                        2019年 10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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