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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高校“三三制”协同培养物理学研究生 

创新能力的研究与实践 

王志勇  肖剑荣  张富文  李明  王柳 
（桂林理工大学  物理与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摘  要：本文通过对桂林理工大学物理学研究生培养模式进行全面改革，从导师团队协同培养机制的构建、材料和化学学科知识
融入物理学科的多学科协同体系构建、与实践、就业企业的校企协同和兄弟院校的校校协同培养机制的构建等多维度全方位协同培养
研究生的创新能力，为立体化研究生培养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有效途径，符合促进国家创新体系的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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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科技发展，国家对于高层次人才培养有了新的要求。为

响应国家的战略部署，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建设，党中央、国务院
做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重大战略决策。在国
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
里面明确指出围绕着建设“双一流”的目标,要培养拔尖创新人
才,突出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着力培养具有国家使命感和社会责
任心,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各类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
的优秀人才。研究生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中流砥柱，是创新型
人才的后备阵地，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因此，培养具
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综合素质良好的研究生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
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逐年增加，在扩招的同时，研
究生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与社会发展需求脱节、培养质量不
高、社会评价机制缺失等问题，尤其在一些地方高校研究生的培
养还是以传统的培养模式为主。基于此，高校和科研院所加强对
多层次协同培养理念的重视，进而培养能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
复合型人才已经成为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共识，这也是当前研究生
教育面临的重大任务和挑战。因此，探索符合高校“双一流”建
设方向培养研究生协同创新能力的教学模式与方法，为国家攻坚
尖端技术难题提供持续的人才支撑与储备，是高校研究生培养改
革与创新的重点。目前研究人员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索和实
践，探讨了民族地区高校研究生实践创新教育相对薄弱的现状，
结合物理学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情况，提出从创新意识、思维、
方法和能力等四个方面实现对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1】。有
研究人员就多学科、多专业交叉研究生协同课程创新进行了探索
【2】。另外，在创新培养模式方面，针对双创背景下研究生创新能
力和创业能力培养开展了相关研究【3-4】。并探讨了从多维度、全
方位协同和导师团队协同来提高研究生的创新实践能力【5】。以上
这些研究都是单方面考虑改变教学方法来优化研究生培养模式、
校企协同或导师团队协同等来开展研究生创新教育改革和探索，
对于考虑西部高校物理学科的多学科交叉协同机制的研究还很
少。 

因此，在“双一流”学科建设背景下探索出一个适合物理学
研究生协同创新能力培养的方案，不仅在研究生培养的理论和实
践方面都有着重要性，而且对于提高我国研究生培养质量方面有
着示范性和借鉴意义。本论文以桂林理工大学物理学一级学术型
硕士点的改革为例，深化学院内部导师团队、相关学院间导师团
队和外校或研究所导师团队协同培养机制的构建；材料和化学学
科知识融入物理学科的三学科协同体系构建；与已有实践基地企
业、就业企业和兄弟院校联合培养的校企和校校协同培养机制的

构建，将研究生“三三制”协同创新能力培养贯穿于教育教学的
全过程。 

2 “三三制”协同创新能力培养模式的建立 

2.1 导师团队的构建 
通过把学院内部研究方向和兴趣比较接近的导师组建成多

个科研团队，团队导师和研究生可以经常通过参加团队的组合进
行交流，这样既加强了师生之间的交流，也对导师之间的合作提
供了机会。另外通过定期和不定期的学术讨论和组织学术会议等
方式构建相关学院间导师团队和校外导师团队，在物理学硕士研
究生的培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2.2 相关学科协同体系的构建 
把材料学科和化学学科的相关知识体系融入到物理学科研

究生的课程教学和知识体系构建中，让研究生具有交叉学科的科
研思维，在进行各自的研究过程中能够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去分析
和解释所观察到的实验现象和理论结果。这样能够产出更高质量
的科研成果。 

2.3 实践基地、就业企业和兄弟院校的协同体系的构建 
通过加强与本学科已有的实践基地、毕业生就业的相关企业

和进行研究生联合培养的兄弟院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探索出一
系列符合物理学科研究生培养的方法，今后在培养研究生的过程
中，通过不断的实践和修改，可以让构建的协同体系更加完善。 

3 结语 

近年来，桂林理工大学物理学一级硕士点在提高研究生培养
质量方面作了大量的改革和探索，物理学一级学科的研究生培养
质量大幅度提升，近几年博士录取率持续稳定在 40%以上，人均
完成的高水平科研成果在全校各学科中处于前列。本文构建的
“三三制”协同培养物理学硕士研究生的体系也可以为西部高校
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提供借鉴和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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