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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院所研究生成长与学术素养培养初探索

李海燕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北京长城计量测试技术研究所北京　100095

摘　要：学术素养是研究生必须具备的核心素质之一。它包括严谨的科学态度、扎实的学术基础、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思维

能力等。加强我国科研院所研究生学术素养的培育，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而在研究生成长、成才和学术素

养培育过程中，导师是直接责任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根据作者在跟踪观察学术素养较高的学生的导师对培养学

生的理念、措施以及途径，总结出一些通用规则，以期对科研院所的研究生培养管理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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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属于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与本科教育有

着较大差异。本科生教育重视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

而研究生教育，包括硕士和博士阶段，都强调其在专业技术

领域的专业性教育，更注重学术创新能力的培养。研究生是

科研院所承担科研任务研究的重要补充力量之一，研究生学

术创新能力主要体现在取得创新性研究成果，以及研究成果

受到学术同行的关注程度等方面 [1]。因此，科研院所研究

生教育的主要任务是科学研究和学术创新，培育学术素养是

研究生教育的核心。所谓学术素养是指研究者在从事学术研

究时应具备的素质和修养，表现出来的综合素质和综合能

力，主要由研究生学术意识、学术知识、学术能力和学术道

德等要素构成。我国应试教育中培养的大学生往往把追求优

异的学习成绩作为唯一的奋斗目标，忽视了心理素质和学术

素养的培育。文献 [2] 列举了研究生在学术素养方面存在的

主要问题：有研究生的知识面过于狭窄、学习态度不端正、

创新意识匮乏、实践能力不足、学术道德不端等。中国校友

会网推出的《中国高考状元职业状况调查报告》指出，在杰

出的政治家、企业家、学术大师中没有一位是高考状元。这

说明了考场状元未必能成为职场精英。应试教育模式由于其

特定模式，在培养大量人才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选拔和培养

了许多学术素养较低的人，由于学术素养缺陷而影响到个人

成才的状况令人十分担忧。

科研院所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导师

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研究生学术素

养培育的主要力量。那么，导师应该如何以及从哪些方面培

育研究生的学术素养呢？笔者作为曾经的研究生管理工作

者，有幸跟踪观察了数十位教师学术团队的研究生培养的过

程。他们的毕业生有的具有较高的学术素养，有的学术素养

一般，究其原因发现与导师团队的指导方法有较大的关系。

注重学术素养培养的导师团队基本上每年都有研究生获得

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或者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研究生毕业后

更是捷报频传，成为国企、外企的中坚力量。诚然，学术素

养不是靠背书本、靠应对考试能得到的，这里笔者总结概括

了这些优秀的导师团队培育研究生学术素养的途径：“高人

指点，贵人相助，个人努力，他人监督”，以期对科研院所

的研究生培养管理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1. 高人指点，可以帮助研究生站在较高的起点

古人读书有三个境界：“第一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

消得人憔悴；第三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

却在灯火阑珊处。”

如何顺利度过从本科到研究生的“迷茫过渡期”？培

育研究生学术素养的途径之一是研究生要积极寻求“高人”

的指导，让自己站在较高的起点上。所谓“经师易遇，人师

难求”，这句话源自《资治通鉴》。教师的专业水平和道德

情操是有层次差异的，如果仅仅会传授知识，他们属于灌输

型教师，只能算作经师或教书匠；如果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

高尚的道德品质、创造性的思维，则可称其为人师。人师是

对教书匠的超越，他们是知识和品格完美结合的代表，是知

行统一的典范，他们具有思想的光辉和人格的魅力，深受人

们的爱戴和敬仰，他们是教师群体中的精英人物，即所谓“高

人”。著名激励大师安东尼·罗宾说：“我所认识的、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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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所有的成功者，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创造人脉和维护人脉，

人生中最大的财富便是人脉关系。”导师要积极鼓励和带领

研究生参加学术讲座和国内外学术会议，这是他们进入学术

圈子和建立学术人脉的有效途径，这样就有机会接近人师，

得到“高人”的指点。聆听人师在学术及做人方面的感受和

教诲，能够开阔眼界，提升学术兴趣。有时候人师的一句忠

告或一次提示，可以帮助研究生在学术领域迅速捕捉到前沿

信息，并可以避免少走弯路，“高人”的指点往往具有“四

两拨千斤”之效。

好的学术团队大力为研究生营造浓郁的学术氛围，每

年都会参加或者举办数场的学术讲座，讲座的专家都是本领

域的成就突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知名学者教授，为研究生

创造和搭建与“高人”零距离相接触的机会和平台。

2. 贵人相助，导师是研究生永远的良师益友

高人指点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培育研究生学术素养

的第二个途径是不要忽略身边的贵人，即朝夕相处的导师的

帮助。在培养高素质的研究生过程中，导师的作用是至关重

要的，导师是照亮研究生学术前程的指路明灯，导师是研究

生永远的良师益友。

导师负责研究生从选课指导、论文选题、开题报告、

论文答辩、就业指导等环节的全程指导工作。研究生导师一

般都有一个研究领域，有一个或几个研究方向，工科研究生

导师更要时刻把握学科前沿和热点问题，指导研究生的选题

既要有前沿性，又要有工程背景和应用价值。研究生参与导

师课题的级别、数量、创新程度等都会直接影响到研究生培

养质量和科研能力的训练水平。导师的作用就在“导”字，

导师不是研究生的“保姆”，而应是“教练”。好的学术团

队研究生培养由“师傅带徒弟式”的个人指导转变为由导师

带领的学术团队集体指导的模式，体现了学术上的自由、平

等和互补。导师团队由导师、副导师、指导小组成员等组成。

导师本身承担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重大科研项目甚至是

国际合作项目等高水平的科研项目，团队指导研究生的模式

是依托科研课题，集体指导。注重研究生培养的过程管理，

实行每周一次的组会制度，即要求研究生在组会上作工作汇

报，要向学术团队所有成员详细汇报自己的最新研究进展的

情况，并接受大家的评判。若有事须办理请假手续，不请假

者，扣减当月勤工俭学补助津贴。甚至有些导师还担任了科

研院所的行政职务，但是无论他的工作有多么繁忙，他们每

周都会坚持参加组会活动，并亲自对研究生的工作进行指导

和作出点评，从来不缺席。团队通过组会制度加强对研究生

学术技能的系统性训练，如培养研究生学术论文的撰写能力

和语言表达能力等。

这样的学术团队除了气氛严肃的学术组会活动，每年

还要举办春游、秋游等郊游活动以及团队聚餐，在郊游活动

中回归自然，放松身心，在聚餐中增进感情甚至在餐桌上以

“学研计划”为主要内容进行畅谈。团队帮助低年级研究生

确立个人发展目标和学业规划。研究生在科学崎岖的山路上

探索、攀登，迷惘不知所向，而身边的导师则是照亮他们通

往成功道路的指路明灯。

3. 个人努力，除了时间的付出，还要培养创新精神

培育研究生学术素养的途径之三是研究生个人要努力。

勤奋、刻苦，耐得住寂寞是所有成功的科学家具有的一个共

同点，这是一条真理。哈佛大学图书馆凌晨四点多学生仍在

学习的照片在网上传播并引起关注。哈佛大学曾培养了 33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7 位美国总统以及各行各业的职场精英。

实际上，无论社会上哪一种职业，要想成为本行业中的佼佼

者，都必须付出比常人多的时间。要想做一名优秀的研究生，

时间的付出更是必要的条件。

为了加强研究生的组织纪律性，督促研究生抓紧时间

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好的学术团队会制定研究生考勤制度，

实行 8 小时坐班制，即要求从研究生进入论文阶段开始，每

天累计坐班工作时间不少于 12 小时，每周不少于 70 小时，

每年暑假不放假，仅寒假放假等。研究生每天进出实验室都

要进行指纹考勤，考勤不合格者要被扣减当月勤工俭学补助

津贴。通过建立规章制度来约束研究生付出足够的时间投入

到学术研究上。

研究生要完成高水平学位论文，仅仅能做到时间的付

出和拿出优异的学习成绩单是不够的，研究生还要培养创新

精神和创造力。导师告诫研究生不要墨守陈规，不要因循守

旧，鼓励研究生要挖掘自己潜能和创造力，要“跳起来摘桃

子”。导师带领研究生深入社会实践，培养研究生服务社会

的社会责任感。学术团队里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都是来源

于具有实际工程背景的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导师带领研究生

深入到生产研发第一线进行课题调研，研究生学位论文拟解

决的科学问题都源自实际中的技术难题，导师要求研究生提

出“既有理论深度，又要有原创性”的解决问题的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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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封锁技术信息、国内很少有可参考的资料和文献的情

况下，就需要研究生具备“啃硬骨头”的顽强意志和毅力以

及创新精神；有的研究生本科出身是二本院校的，专业基础

相对薄弱些，但是他们表现出比其他学生更加肯吃苦、不肯

服输的勇气，在导师的鞭策下，研究生勇于接受各种挑战，

如痴如醉地全身心投入到研究工作中，使自己所做的科学研

究发挥经济效益，真正服务于社会。几年下来，许多研究生

都获得了高水平的学术成果，比如，一些研究生学位论文的

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本领域的顶级学术期刊上，有的研究生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等。学术团队还建立了高质量、原创性学

术论文的奖励制度，奖励力度较大。论文奖励制度将研究生

发表论文的数量要求转变为发表高水平论文的质量要求。

4. 他人监督，研究生要坚守学术诚信的准则

培育研究生学术素养的途径之四是培养研究生要坚守

学术诚信的准则，自律严谨的学术风范。学术诚信是指学术

活动主体在学术研究过程中遵守共同的学术道德规范，实事

求是，不欺不诈，研究生的学术成果要经得起他人的质疑和

监督。目前，研究生学术不诚信行为主要表现为考试作弊、

学术论文一稿多投、论文相互署名而没有实际合作、随意篡

改和编造实验数据、论文抄袭等 [3]。好的学术团队在平时

指导研究生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注重对研究生加强学术道德

和学术规范教育，培养研究生的科学素养和诚信意识。通过

典型案例为研究生讲解学术不端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使研

究生对学术不端行为的界定和社会危害性有所了解，增强自

律意识，从而自觉地抵制学术不端行为。

学术团队内部还制定了有关规章制度，对研究生学位论

文学术不端行为实施事先防范和过程监管。使用“学位论文

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对研究生学位论文提前进行检测。

同时，对学生发表的学术论文在投稿前进行严格的审查，团

队规定研究生在投稿每篇论文前，都必须在组会上作相应的

学术报告，明确声明论文的创新之处。对于违反学术诚信有

关规定的研究生坚决给予严厉的处罚，情节轻微者，即在论

文没投出以前，被发现有轻微抄袭现象，必须写出书面检查，

并停发一年的科研补助；情节严重者，即存在严重抄袭问题，

投稿前被发现，一稿多投或抄袭、造假。已成实事并被发现，

提交学术委员会处理，建议勒令退学。

5. 结语

目前，在我国科研院所研究生教育规模快速发展的同

时，如何确保和提高科研院所研究生培养质量已成为大家共

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学术素养是研究生的核心竞争

力，研究生学术素养不仅关系到个人的职业发展，还关系到

科研院所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升和国家创新水平。加强我国

科研院所研究生学术素养的培育，是培养高层次拔尖创新人

才的重要举措。实践表明，利用研究生学术素养培育的“高

人指点，贵人相助，个人努力，他人监督” 等途径能够开

阔研究生的学术视野、培养创新精神和良好的学术道德、提

高学术创新能力，可为增强导师对研究生的指导效果提供有

益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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