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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模式研究 ①

———以地方综合性大学为例

梁　波，杜荣华，华熳煜
（长沙理工大学 汽车与机械工程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７６）

摘　要：通过分析国内外高校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模式，探讨了学科交叉对研究生创新思维培养的重要性。结合目
前我国地方综合性大学的学科特点，建议建立基于交叉学科背景的导师团队培养模式，成立跨学科机构或组织，设立专

项基金，建立跨学科学术指导委员会，强化交流机制，吸引优秀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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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研究与开发的国际化趋势明显加快，科学技术

特别是高科技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科学

技术更新的速度加快，科技成果商品化周期缩短，各学

科、各技术领域相互渗透、交叉、融合，科学技术与人文和

社会科学结合。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型人才的培

养已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及各界人士的共同关注和重

视。研究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理应肩负起

科教兴国发展战略对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历史重任。国家

将重点加强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

这是科技发展的必然要求。

１９９６年，国际２１世纪教育委员会提出了创造型人才

的７条标准［１］，指出创新型人才必须具有宽厚扎实的基

础知识、广泛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和他人

协调及进行人际交往的能力。美国当代著名的心理学家

吉尔福特教授［２］４７也指出，创新型人才对事物的运动机理

有深究的动机，知识面广，善于观察。由此可见，知识面

宽广、基础知识扎实成为对创新型人才知识结构的基本

要求。如２００７年中科院新增的２９名院士中，本科阶段就

读于“９８５工程”或“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高校的院士有２４

人，占８２．７５％；在硕士或博士阶段就读于“９８５工程”或

“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高校的有１６人，占５５．１７％［３］。这

在一定的程度上说明，“９８５工程”或“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

高校的综合实力、学术氛围、师资力量等因素对优秀人才

的成长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目前这种多学科渗透、

交叉和融合的教育新形势下，非“９８５工程”或“２１１工程”

地方综合性大学如何利用自身的优秀师资力量培育出具

有创新思维的拔尖型研究生？本文试图从学科交叉这个

角度来研究学科的行业特色与导师的学科背景对研究生

创新思维培养的重要性。

１　国外对学科交叉研究的现状
国外对学科交叉研究的起步比较早，并进行了大量

的研究和改革，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尤其是欧美的一些国

家如美国、英国、法国等。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美国社会科学

研究促进委员会（ＳＳＲＣ）第一次提出两个及以上学科组

织进行合作与交流的概念［４］２４。从学科交叉最初的概念

可以知道，学科交叉是不同学科背景的组织或成员组织

在一起致力于研究共同的问题，其中汇聚不同学科间的

各种概念、方法、数据与术语等。

美国为了促进学科交叉的发展进行了大量的调研，

出台了很多政策［５］。如 ２００４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协会

（由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医学院、研究理事会四大学

术权威单位组成）发表了《促进交叉学科研究》，对学科交

叉进行了定义并提出相关建议。该报告提出了建立交叉

学科的教师聘任和评价体系以及完善交叉学科的资助体

系等建议，对美国高校进行交叉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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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意义。同时，为了促进交叉学科的发展，美国也在国家

层面上对其进行经费上的倾斜。例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

委员会（ＮＳＦ）对交叉学科研究进行优先资助，建立了研究

基地支持计划如科学技术中心（ＳＴＣ）、学习科学中心

（ＳＬＣ）、工程研究中心计划等，意在促进交叉学科研究、促

使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有机结合、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和知

识的转移［５］。

在该报告的指导下，美国各大高校为了促进交叉学

科的发展进行了大量制度方面的改革。如大学建立交叉

学科教师聘用制度，其中联合聘用是教师参与交叉学科

科研与教育的重要方式，在美国高校中被广泛应用［６］。

美国科学院交叉学科研究委员会调查显示，高校中有超

过７５％的在采用联合聘用方式，联合聘用的教师最高时

达到高校总人数的１０％［６］。与此同时，美国大学也在交

叉学科教师的评价上进行了积极的实践与探索。如教师

的工作是否注重其在自身专业领域外开拓新方向，是否

在新方向上产生重要的科研成果或学术论文等。此外，

美国高校还建立跨学科的基层单位，打破原有院系与专

业的学科界限，如建立跨学科研究中心或实验室等。

２　国内的学科交叉研究的现状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交叉学科的研究起步比较

晚，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才开始。１９８５年，北京召开第一

届学科交叉学术研讨会，会议出版了《迎接交叉学科的时

代》，标志我国开始进入跨学科研究的时代。

在交叉学科的理论研究方面，以刘仲林为代表的科

技哲学研究者们对跨学科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其中

代表性著作有刘仲林的《跨学科导论》、李光等著的《交叉

科学导论》、徐飞的《科学交叉导论》以及谢恩泽等著的

《交叉科学概论》［７］。他们通过借鉴国外在学科交叉的实

践和理论方面的经验，对我国开展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

进行了一定的探讨，从不同角度分析我国开展跨学科研

究所遇到的问题，为我国各大高校开展实践研究提高了

理论基础。

在交叉学科的实践研究方面，我国很多高校开展了

不同形式的摸索并取得一定的发展，尤其以“９８５工程”或

“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居多。北京大学２００６年成立了

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明确将“培养交叉学科的优秀人

才”作为三大基本任务之一，并且其下属的生物医学跨学

科研究中心已经出台了《北京大学生物信息学跨学科硕

士／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７］；浙江大学已经成立了１９个

跨学科研究中心，招生培养了大量的跨学科研究生；中国

科技大学依托大跨度、多学科交叉的科技创新平台，相继

组建了“同步辐射博士生创新中心”和“微尺寸物质科学

研究生创新中心”，通过优质资源的开放共享以及学科交

叉，为广大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培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被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

育司领导称赞为“真正的研究生培养基地”［８］。此外，武

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都成立了自己的

跨学科组织，有利地推动了跨学科研究的发展。

３　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策略
现代学科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在高度分化

的基础上的高度综合，是分化与综合的高度对立和统一。

各学科相互渗透、交融，社会对具有创新精神的跨学科复

合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大量的科学问题变得越来越综

合，仅靠单个学科的知识难以解决，必须依靠多个学科的

专家学者采用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和方法进行“立体会

战”才能解决。

以前，我国的很多高等院校都是为部门服务的，地方

综合性本科类院校都有自身独特的学科优势。然而这些

独特的学科优势可能不像“９８５工程”或“２１１工程”大学

那么集中，可以组建自己的学科群。他们零散地分布在

不同院校，难以组建自己的学科群和培养跨学科性研究

生。为了能够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知识经济时代有一席之

地，并提升学校的品牌效应，地方综合性本科类院校可以

依托自身的学科优势，采取联合办学模式培养具有创新

精神的跨学科型研究生。本文通过借鉴国外名校和国内

“９８５工程”或“２１１工程”大学对学科交叉的研究经验和

成果，探讨一种适合地方综合性本科类高校对具有创新

精神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模式。

３．１　成立相应的跨学科机构或组织

地方综合性本科类院校可能具有几个学科优势专

业，而这些优势学科专业又是彼此渗透、交融的，院校可

以成立相应的跨学科组织，由学校统一从相关院系抽调

优秀师资力量组建研究所之类的研究机构，直接挂靠学

校管理，方便各学科交叉融合，可从相关的任一院系招收

研究生。对于具有不同学科优势的院校，可以通过院校

与院校、院校与科研单位联合办学的模式培养跨学科型

研究生，由各院校及科研单位抽调优秀师资力量、高级工

程师组成跨学科研究机构，由各单位派出专人成立委员

会对其进行管理。这样以来，可以形成各院校、科研单

位、学科之间的优势互补，学生可以接触到各个院校、科

研单位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优势老师，可以大大启发研

究生的创新思维，使其能从不同角度思考学术问题。同

时，这样为科研单位、企业培养了他们所急需的跨学科复

合型人才。

３．２　设立相应的专项基金

地方综合性本科类院校的课题经费一般都不会太

多，可以由各院校、科研单位抽出部分经费组成专项基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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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用以对口支持科研及贫困研究生的生活补助。在科

研经费支配方面，各院校、科研单位在经费上可以向跨多

个学科的科研项目进行倾斜，优先发展这些项目，从而保

证这些跨学科项目的正常运转，从而集中力量解决一些

重大科研难题，扩大团队的影响力，形成科研氛围的良性

循环。同时，在研究生的资助体系上进行完善，优先资助

那些优秀的跨学科型研究生，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使其

能够安心从事科研。

３．３　建立相应的跨学科学术指导委员会

跨学科研究机构应该成立相应的学术指导委员会

（由来自不同学科或行业的专家组成），对跨学科教师的

学术成果进行评价，实行优胜劣汰的淘汰制度，对优秀的

教师予以重奖。在教师的聘任制度上，优先聘任那些有

跨学科经验的优秀教师，他们的跨学科学习经历有利于

指导研究生进行科研。同时，学术指导委员会给每个跨

学科研究生配备导师组（确定一名责任导师），导师组对

学生选课及学术研究进行指导，有利于从各个角度培养

研究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兴趣。此外，相关学术指导委

员会负责专业科目的设置及协调各院系部的课程安排，

使跨学科型研究生能够跨校或跨院系选修课程，实现真

正意义上的联合培养，使研究生能够接触到各学校的学

术氛围，有利于激发跨学科型研究生的创新思维。

３．４　吸引优秀生源报考跨学科研究生，保障生源的质量

我国的研究生培养发展迅速，吸引优秀的人才报考

及加入是最基本的要求。只有确保了优秀的研究生生

源，优秀的导师团队才能培养出具有创新思维的跨学科

性研究生。对于地方综合性院校，在吸引优秀生源方面

必须做些工作。一方面，需要加大宣传力度，列出相关的

专业和行业优势，吸引优秀学生报考；另一方面，为了能

够确保录取研究生的质量，成立相应的导师面试小组，对

跨学科研究生的各方面如专业、口头表达能力、创新思维

等进行考核，让学生在进入研究生学习阶段前明确自己

的努力方向。此外，对推免生的培养可以从其毕业论文

开始就由跨学科研究生导师组接管，在导师组的指导下

完成学位论文，使其尽早适应研究生生活。从细节入手，

积极争取优质生源，培养研究生学习期间的主动性，锻炼

其研究能力，激发研究生的创新思维，有利于加强研究生

的社会竞争力。

３．５　强化交流机制

学校、科研单位及企业都需要通过不断地对外交流

来提高自身办学质量及科研能力。因此，对于跨学科研

究机构而言，应鼓励指导教师及研究生到国外知名大学

及国内“９８５工程”、“２１１工程”大学进行交流和学习，学

习他们前沿的教学理念及思想，并引入到自身科学研究

中，拓宽教师和研究生的学科视野。同时，多邀请国内外

知名专家学者做讲座，使研究生能够及时了解国内外最

前沿的科研动态。此外，各导师组之间加强交流和学习，

使一些好的方法和思想得到推广及应用，导师主办“学术

沙龙”加强与学生的思想交流，由导师主持，学生积极参

与发言，可以事先确定或不确定主题，在不断的思想交流

中发生撞击，形成浓厚的学术氛围［９］。

４　结　论
不同学科间的渗透、交叉和融合将更为深刻和广泛

地影响创新性研究成果的产生。培养具有创新性思维的

复合型人才是时代对我国研究生教育提出的必然要求和

新的挑战。通过分析和借鉴国外知名大学及国内“９８５工

程”或“２１１工程”重点大学学科交叉的研究经验及成果，

学习国家“２０１１协同计划”指导思想，探索出一条适合地

方综合性本科院校培养具有创新思维的跨学科型研究生

的联合办学新模式，使跨学科研究生能够接触到不同学

科背景的导师团队，有利于加强研究生的社会竞争力，有

利于提升地方综合性本科院校学生的竞争力，打造品牌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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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

［５］赵文华，程　莹，陈丽瞞，等．美国促进交叉学科研究

与人才培养的借鉴［Ｊ］．中国高等教育，２００７（１）：６１

－６３．

［６］杨海燕．美国研究生阶段交叉学科的发展及其对我

国的启示［Ｊ］．中国高教研究，２００８（８）：４０－４４．

［７］贾　川．我国高校跨学科研究生培养机制研究［Ｄ］．

长沙：国防科学技术大学，２００８．

［８］裴　旭，张淑林，余 芹．依托大跨度、多学科交叉的科

技平台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研究生创新中心

建设的实践理念定位［Ｊ］．学位与研究生教育，２００６

（６）：１２－１４．

［９］刘宗劲．高质量培养博士生的实践逻辑———基于个

人两校经历对比视角的观察［Ｊ］．研究生教育研究，

２０１２（２）：２９－３４．

（责任校对　朱正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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