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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23 页）系，促进沟通，而且本身就具有咨询效果。 尤其对那

些怯懦自卑、性格孤僻的学生，辅导员的积极关注往往能帮助他们深

化自我认识，看到自己的长处、光明面和对未来的希望，从而树立起信

心，增强战胜困难和挫折的勇气，促进自我成长。

6 把握心理咨询范围，明确自身局限

辅导员毕竟不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要充分认识自身能力的局限

性，对于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问题一定要及时转介，取得校内外心理

咨询专门机构的支持，以免错过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 [5]。
综上所述，高校辅导员要胜任心理咨询工作，需要从自身心态、角

色扮演、问题区分、理论学习、技术借鉴、范围把握等方面提高自身素

质，培养心理咨询能力，并将心理咨询的特质自觉地应用到与学生的

日常交往中，协助学生完善自我、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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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研究的开展，对高等院校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自主学习

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 但是，目前高等院校课题研究的普遍性还

很低，大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也相对较低，因此，通过课题研究的深入

开展，有利于进一步调动大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有利于理论知识

的全面理解和掌握。

1 课题研究对于大学生学习具有重要作用

1.1 课题研究促进大学生自主学习

传统教育中，老师是知识的传授者，学生是知识的接受者，老师的

任务是将知识的文字形式的呈现转变为口头形式的呈现，教学过程成

了知识的解释与记忆的过程，考试结果成了知识的记忆与复现。 传统

教育中的“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方式使学生自主学习能力逐渐降

低。 即使是现代大学教育中形式多样的多媒体的教学方式，但学生的

课堂感受却是浏览，而没有任何思考。 因此，在这种教育背景下，如何

调动大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变更学习方式，改变以往被动

学习方式为主动学习就显得尤为重要。课题研究对于促进大学生自主

学习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课题研究作为一种学习方式，主要强调学习者的主动参与，获取

知识从具有依赖性转变为积极主动地思考和具有问题意识。学生在进

行课题研究时，一方面最大程度的调动了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另一方

面又有利于对知识的全面理解和掌握，在研究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真正调动主观能动性，使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状态。
1.2 课题研究有利于学生专业知识的拓展

高等院校专业课程教育中的局限性还是不可小觑的。相同的专业

在不同院校所开设的课程也是有所差别的， 难易程度也各不相同，这

就使得不同高校的学生对于知识的掌握程度差距很大。课题研究的开

展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小这种差距。 通过课题的确定、实施、总结，
问题的提出、探讨等，利用查阅资料、文献检索等方式对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进行解决，并从中对相关知识进行了深化和拓展，有利于学生进

行更深入的研究。
1.3 课题研究能促进学生创新性思维的形成

课题研究除了老师提供的教材、课件，更是以互联网为背景。课题

研究中，学生们在网络上了解最新的专业发展动态，发现问题，形成共

同合作进步的学习群体。 学生们将自己的构思在群体中展示，彼此交

流探讨，互相启发、互相学习，拓宽创造意识的想象空间，全面开动脑

筋，精化设计思维，从而学会创造性解决问题。

2 课题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2.1 课题研究率较低

现代教育中，从事课题研究的学生比例相对较低，学生对课题研

究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因为难度较大、耗时较长等原因学生主动进行

课题研究的积极性不高。
2.2 课题研究缺乏专业引领，研究深度不够

目前高等院校高等教育中， 由于学生所学的专业知识极其有限，
难度要求又很低，导致学生的专业知识甚为缺乏。因此，在进行课题研

究的过程中，由于缺乏专业知识，所以研究的范围相对较窄。
2.3 课题研究中缺乏系统学习，研究成果中规律揭示肤浅，停留在自

圆其说阶段居多。
2.4 课题研究缺乏过程监督，课题结题率偏低，延时结题状况更是普

遍存在。

3 课题研究中存在问题的解决对策

3.1 在研究中学习，在学习中研究

课题研究最忌“为课题而课题，为研究而研究”。 应当通过课题项

目为载体，将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提炼经验和寻找规律进行紧密统

整。在课题研究中运用理论知识，并在研究中拓展，为更好的研究做好

充分的知识和技能的储备。
3.2 教师在课题研究中进行及时引导和监督

一个新的课题进行时，教师应该帮助学生在研究中发现问题和不

足之处，进一步明确研究方向，启发学生创造性思维，引导学生更好的

研究。在整个课题研究中，教师还要做好监督工作，及时有效的提醒和

监督学生积极完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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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题研究的开展，对高等院校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 通过对课题的研究，有助于大学生深

入了解研究对象，全面掌握研究方法，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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