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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助教是高校教学的必要补充
—以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为例

□宋颖潇　吕　恕

[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　611731]

[摘　要]    现代高等学校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基础课程教学中所产生的大量问题仅仅依靠教

师是无法充分解决的，引入研究生助教制度进行辅助性教学成为高校在基础课程教学中的必要补充。

从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的教学实践出发，详细介绍研究生助教对课程辅助性教学实践的设计、实施

及评价，说明研究生作为本科基础课程教学的助教，是教学过程中的重要角色，是师生之间情感互动

的催化剂。充分重视开展研究生助教工作，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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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graduate Assistant is a Necessary Supplement to the Teaching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Take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Course for Example

SONG Ying-xiao   LV Shu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173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reform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 moder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
large  number  of  problems  arising  in  the  basic  course  teaching  cannot  be  fully  solved  only  by  teacher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eaching assistant system has become a necessary supplement to the teaching of basic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tarting  from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cours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sign,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auxiliary  teaching practice  of  the
postgraduate  assistants  in  detail.  It  shows  that  the  teaching  assistant  syste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undation courses teaching process, as well as the catalyst of emotional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Giving  full  attention  to  the  work  of  postgraduate  teaching  assistant  is  an  effective  guarantee  for  improving  the
classroom teach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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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随着教育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教育实

践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多种课堂教学模式和辅助教

学手段被广泛地应用到高校教学中，为教学过程注

入了新的活力。2016年教育部《关于中央部门所属

高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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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改革教学方式方法，广泛开展启发式、讨论式、

参与式教学。教学模式的改变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的主动性变得更强，自主学习带来的大量问题只

靠教师是无法及时有效解决的，因此研究生助教制

度的引入是对高校基础课程教学的必要补充。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我国高校重要的基础课

程，既有数理基础课程内容抽象、学习难度大的特

点，也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因此在教学过程

中十分需要辅助性教学的帮助[1~2]。本文以概率论

与数理统计课程为例，结合教学实践，详细介绍辅

助性教学的意义、设计、实施及评价，探讨如何在

研究生助教的帮助下更好地推进课程教学改革。

一、研究生助教是高校基础课程教学中

的重要角色

高校采用研究生作为助教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既

是对研究生综合能力的培养，也是高校基础课程教

学的有效助力。研究生的知识储备更为丰富完善，在

以往的学习中也有很多经验，因此在担任本科生课程

助教的过程中，能够很好地帮助教师完成教学工作。

（一）助教工作内容

1988年，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制定了《高等学校

聘用研究生担任助教工作的试用办法》，推行研究

生助教制度，此后各大高校不断完善，现已成为一

项普遍推行的教学制度。以电子科技大学为例，研

究生助教公开招聘，择优聘用，严格考核，工作内

容包括：（1）承担课程的习题课、辅导答疑、批

改作业、指导实验课或实践课程、辅导课程设计等

教学工作；（2）助教须在主讲教师的指导下，了

解教学进度和内容，听从主讲教师的工作安排；

（3）担任探究式小班教学课程助教需协助课程主

讲教师开展探究、研讨等教学环节的组织与管理工

作以及日常教学的组织与管理工作。

一方面，助教需要了解教师授课进度，及时开

展各教学环节工作。另一方面，助教需要通过课后

辅导来了解学生学习进度，及时向教师做出反馈，

以调整授课进度。

（二）助教在教学过程中的重要性

随着教育教学方法的改革，研究型大学越来越

多地引入研究生助教作为教学补充，研究生作为助

教可以分担作业批改、辅导答疑等方面的工作，大

大减轻了教师的工作量，使教师可以在科研工作和

教学设计等方面进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从而提升

教师科学研究和教学研究的水平[3]。除此之外，教

育部发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

用与管理的意见》，以教育信息化全面推动教育现

代化，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等基础课程是教育部重点推广课程。研究生助教

制度的引入可以为在线课程中的教学与答疑提供帮

助，缓解了教师在线课程的教学压力。

在当前教学学时减少和教学信息量增大的新形

势下，学生在课堂较短的时间内接收大量的信息，

课后知识的消化就需要有详细的辅导，学生在课程

中遇到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问题就会越积越多，

严重影响后续课程的学习。然而任课教师除了课堂

授课外，课后没有充裕的时间解决每一个学生遇到

的问题，助教进行课后辅导答疑，能够细致、具

体、及时地解答学生疑问，同时作为学生的助教，

在以往学习中对于重难点的理解，可以帮助学生更

轻松地掌握知识点，之前的经验教训也可以让学生

避免走入误区。

（三）助教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教学纽带

学校教育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的双边活动，

也是特定情境中的人际交往活动。整个教育活动是

“一个涉及教师和学生在理性和情感两方面的动态

的人际过程”[4]。现代教育中助教制度的引入，深

化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连接，使师生间的信息沟通

更加便捷畅通，同时也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大了师生

交往的活动范围，建立起更积极的师生关系，这有

利于培养学生对课程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有助于

教学氛围的和谐。

心理学家霍利认为“教学环境是一种能够激发

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温暖而安全的班级气氛”，积极

良好的教学环境具有益智、导向、凝聚、陶冶、激

励、健康和美育功能[5]。研究生助教既是可以答疑

解惑的老师，也是经验丰富的学生，特殊身份使得

他们在与学生交往时更加平等友爱，学生更易敞开

心扉，研究生助教制度的引入可以营造出温暖而又

积极的班级气氛，促进教学活动更好地实施。

二、研究生助教制度实践—以概率论

与数理统计课程为例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一门研究随机现象统计规

律性的学科，在工程技术和科研工作中有着广泛应

用，是高等学校理工科专业教学计划中的主干基础

理论课。课程教学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学

生的数学应用能力与随机理论基础，注重学生的创

造性思维和创新意识等综合素质能力的提高。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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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助教在该学科的实践应从基础教学、创新培

养、沟通关怀三方面进行设计和实施，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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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生助教制度实践设计

 

（一）基础教学

基础教学是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尤其是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这类数理基础课程，知识点较为

抽象复杂，不易理解，学生要在这一环节打好坚实

的基础，才能在实际应用中游刃有余。研究生助教

在基础教学中主要承担批改作业、辅导答疑、

MOOC课程三项工作。

1. 批改作业

课堂学习效果需要依靠课后作业加以巩固，同

时在作业中查漏补缺，因此批改作业是助教工作的

主要内容。每章作业应在教师授课完成后收取，在

进行作业批改前，助教应先完成作业并与参考答案

比对，确保熟悉作业题目的解答过程、正确答案、

考察知识点、易错点及重难点，然后认真批改作

业，对题目的错误点做出注解，并标注出作业的等

级评价。作业批改完成后应制作记录表格，记录学

生信息、作业等级评价及显著问题。每章作业批改

后横向比较，总结学生在本章存在的主要问题，学

期末对作业批改结果纵向比较，总结学生在课程学

习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学生会将学习中对知识点的认知错误表现在作

业中，对诸如概念理解模糊不清、解题思路错误等

问题，助教需及时向教师反馈，教师在习题课上进

行讲解，并适当调整授课进度，对诸如书写错误这

类问题，助教可自行向学生做出提醒，避免错误再犯。

2. 辅导答疑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的前半部分为概率论，

包含了许多深刻而抽象的数学理论，部分概念容易

混淆，后半部分为数理统计，主要是各种统计分析

和检验的方法，方法的选取和使用都需考虑许多条

件，因此较为复杂。课程内容导致学生在课堂听讲

及课后自学中产生大量问题，因此辅导答疑成了辅

助性教学工作的重中之重。

辅导答疑可分为线下答疑课和线上答疑两部

分。每学期设置答疑课若干节，助教针对前段时间

所授知识进行备课，巩固梳理课程知识点、重难点

及作业问题，在答疑课上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公

开解答，课后将学生存在问题较多的内容整理并反

馈给授课教师，以便教师在后续课程上对问题再次

讲解加以巩固。线上答疑以一对一解答为主，助教

通过社交网络与学生沟通交流，对于学生存在的问

题，有针对性地答疑，如若遇到多位学生同时对某

一知识点存在疑问，则需在QQ群等平台做统一解

答。辅导答疑需要助教保证知识储备的正确性和广

泛性，以便准确地对学生疑问做出解答。

3. MOOC课程

电子科技大学积极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

合发展，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开发与共享，由概率论

与数理统计课程组集体录制，在MOOC平台上发布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共享课程，课程针对工科学生概

率统计的应用问题进行授课。MOOC课程作为共享

课程，面对的学生专业跨度大，数学基础差别大，

因此课程制作必须深入浅出、形象生动，难度层次

递进，具有连贯性[6]。

研究生助教首先要参与到MOOC课程的制作与

发布中，助教运用信息技术帮助教师录制、编辑和

发布教学视频，辅助教师及时更新公告、课件、测

验与作业。其次助教需要承担MOOC平台课程讨论

区的答疑工作，及时解答学生在讨论区子版块“老

师答疑区”提出的问题，同时关注“课堂交流区”

内学生对于课后思考与讨论的回答，了解学生对于

课程掌握情况。

（二）创新培养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主要是对收集到的数据的估

计、描述、解释、预测和误差分析，以数学理论为

基础，应用遍及几乎所有科学技术领域、工农业生

产和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中。因此研究生助教应注

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将概率统计与所学学科相

结合，推动学科融合及发展。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在实践活动中以小论文

撰写为主，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将知识转化为实践

能力，发现各专业领域中的概率统计问题，或尝试

将概率论基础及数理统计方法融入专业相关问题。

研究生助教专业基础扎实，对学科前沿了解深入，

在教学实践中可以为本科生介绍学科发展前景和研

究前沿，培养学生对于概率统计专业的兴趣[7]，在

学生进行问题研究和论文写作时，为他们提供统计

知识答疑、统计软件辅导及论文撰写经验，帮助本

科生更好地完成问题研究。

· 110 ·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第 20 卷



（三）沟通关怀

研究生助教不仅要立足线下教学辅导，而且要

在线上学习及生活方面为学生提供帮助，由于教师

与助教课后不便与学生随时见面，因此应该重视网

络带来的便捷性。助教与学生的沟通渠道主要为网

络社交群，因此研究生助教制度实践在沟通关怀方

面的开展应以QQ群等社交方式为主要平台。

课程开始时以班级为单位建立QQ群，充分利

用群内的各项功能，及时发布教学通知、上传课件

及作业参考答案、组织网络学习、收集学生信息、

提供学习方法和策略的指导，基础教学部分的作业

批改和辅导答疑可以结合网络社交群开展线上交

流，创新培养的论文撰写也可将电子邮件或社交平

台作为主要沟通渠道。除教学辅导外，助教还可以

通过QQ群内学生的交流发现他们学习生活中的精

神状态变化，及时鼓励学生，引导学生积极健康地

面对学习和生活。

（四）研究生助教制度评价

研究生助教制度实践的设计与实施效果体现在

学生的作业情况、考试成绩、论文撰写和学习态度

等多方面，作为高校教学的必要补充，研究生助教

的评价由三方面决定：第一，辅导班级成绩，概率

论与数理统计课程为大班教学，学生自由选择授课

班级，因此学生学习水平相差不大，研究生助教实

践的成效可以由学生成绩直接表现出来；第二，教

师评价，教师从助教平时的工作积极度、工作量、

工作效果等方面综合考虑，为课程助教打分；第

三，学生评教，学生是研究生助教制度的直接受益

者，可以深切感受到教学实践效果，学生通过助教

在批改作业、辅导答疑、论文辅导和沟通交流方面

的态度及能力，为助教评教打分。综合三方面的评

价分数，多方面考察研究生助教制度实践效果，可

以督促助教在教学过程中认真负责，更好地进行辅

助性教学。

三、研究生助教制度实践成果

创新培养环节的论文撰写每学期都会收到大量

投稿，论文投稿数量和质量逐年增加，学生在学习

基础课程的同时较早地接触科研环节，将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提高创造性思维，为后续专业课学习和

科研做好充分的准备。同时研究生助教还为基础课

程的教学效果提供了保障，培养了学生扎实的数学

基础和运用数学思维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得学

生在数学建模等比赛中游刃有余。

研究生助教在教学过程中的实践对于学生成绩

的提升有着显著作用，以电子科技大学为例，见表1。
 

表 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某教师所带班级期末成绩
 

授课时间 2011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优秀率 11.38% 13.18% 13.41% 25.78% 37.95% 40.71%

合格率 92.22% 92.70% 88.72% 90.37% 89.76% 96.41%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在合格率基本稳定的情

况下，学生成绩的优秀率逐年显著递增。近年来网

络的发展加深了师生间的联系，研究生助教借助互

联网平台，可以随时随地为学生辅导答疑，增强了

研究生助教制度在课外辅导方面的实践效果。网络

也使研究生助教能够深入学生中去，更有效地关怀

学生，增加彼此间的沟通。小论文撰写制度在近几

年的引入，大大提升了学生对于课程的兴趣、自主

学习的热情和能力。事实表明，研究生助教在教学

过程各方面的实践，都有助于学生成绩和能力的

提升。

研究生助教制度的引入是现代教学改革与发展

的必然趋势，大部分高校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助教

制度体系，在学生的基础知识教学、创新能力培养

及素质教育提升方面都有显著成效。研究生助教的

引入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热情，并通过批改作业和

辅导答疑等工作巩固课程学习效果，数理基础课程

的扎实学习培养了学生的逻辑思维和数学能力，让

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学会多角度考虑，在专业发

展的同时更多的融入数学方法，提高科研创新水平。

四、结束语

研究生助教是教师与学生间深入交流的桥梁，

是高校基础课程教学的必要补充。学校在丰富课堂

形式与多媒体教学工具的同时，要注重研究生作为

助教的培养，让研究生学会更好地“教”与

“学”，不仅能够提高研究生教学实践能力，在辅

导本科生的过程中不断巩固专业知识，也能让教学

延伸到课堂外，优化课堂教学效果，让本科教学更

加丰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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