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8 卷第 3 期
2(X) 5 年 9 月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Jo u m a lOf H ig he r EdLJC atio n 陇sea ro h

V ol
.

28
,

N o
.

3

阮p
.

2(X )5

略谈军校工科研究生创新素质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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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我们的研究生培养实践出发
,

结合当前高等工程教育的发展趋势
,

分析了工科研究生

创新素质的几个关键组成要素
,

即
:

知识结构
、

工程素养
、

思想方法和思维方法
、

科学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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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是军校教育的最高层次
,

近年来
,

随着世界形势的迅速变化和新军事变革的迫切需

求
,

军校的研究生培养规模不断扩大
,

如何提高研

究生的培养质量
,

使之适应国家和军队的需求
,

成

为了研究生教育领域和全社会都十分关注的问题
。

2(X) 3 年 9 月
,

江泽民同志在国防科技大学建

校五十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川
: “

加强 国防和军队

现代化建设
,

关键是要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新型

军事人才
,

大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 ”

这一讲话为

军校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
,

即
:

军校培养的人才
,

特别是研究生等高层次人才
,

必须具有较强的创新

素质
,

能够解决国防建设
、

军队建设和武器装备发

展
、

科技和社会发展等重大问题
,

在推进中国特色

军事变革的过程中成为中坚力量
。

加强创新素质的培养是军校研究生教育的内在

要求
,

创新素质的培养有着特定的意义和丰富的内

涵
。

本文从我们的研究生培养实践出发
,

结合当前

军校高等工程教育的发展趋势
,

谈谈我们对于军校

工科研究生创新素质几个关 键组 成要素的理解
,

即 :
知识结构

、

工程素养
、

思想 方法和思维方法
、

科学精神
。

一
、

知识结构

当前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
,

最显著的特点

是科学技术不再朝单一方向发展
,

而是科学理论趋

于统一
,

技术发展趋向综合
。

学科之 间相互渗透
,

相互交叉
。

大量的新理论
、

新技术的出现都取决于

各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程度
。

在这样的背景下
,

培

养一名能够适应科学技术发展要求的工科研究生
,

就必须注意引导其构建合理的知识结构
一

“〕
。

工科研究生作为面 向信息时代的科技工作者
,

合理的知识结构应包括四个方面
:

(一 ) 基础知识

对于工科研究生来说
,

基础知识又包括理论基

础知识和技术基础知识
。

理论基础知识指数
、

理
、

化等
,

它们是各种技术知识的基础
。

技术基础知识

是某些专业或工程技术所共有的基础 知识
。

例如

《空气动力学》就是航天专业的技术基础知识
,

凡

从事航天技术研究 的人都必须具有 《空气动力学》

的知识
。

基础知识是一切创造的根本
,

对于认清事

物的内在本质至关重要
。

(二 ) 工具知识

工具知识主要包括外语知识和计算机知识
。

外

语知识是进行国际交流
、

阅读国外参考文献
、

消化

吸收外国先进技术的必备工具
。

计算机知识则是当

今信息化时代必须掌握的工具
,

对于航天专业的研

究生而言
,

除掌握一般的计算机知识外
,

还要掌握

一定的计算机辅助设计 (CAD )
、

计算机辅助工程

(c AE)
、

计算机辅助制造 (CAM )知识
。

工具知识是

解决工程问题的必备手段
。

(三 ) 专业知识

专业知识是研究生从事某一专业或研究方向所

需要掌握的专门知识
。

专业知识是科研工作的重要

依靠
,

是对基础知识的综合应用
。

(四 ) 人文知识

通过人文知识的学习
,

有助于研究生树立科学

的世界观
、

人生观
、

价值观
,

掌握科学 的方法论
,

有利于提高研究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

具备合理知识结构的研究生往往具有对各种学

派
、

各种学科
、

各种理论
、

各种方法
、

各种人物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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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宽容平和的态度与海纳百川的胸襟
,

善于从各个

方面汲取为我所用 的成分
,

通过不同学科的交叉和

融合发现新的科学创新生长点
,

通过新的综合与提

高
,

创造新的成果
。

具备合理知识结构的研究生具

有用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世界观
、

人生观
、

价值

观
,

具有世界眼光和时代精神
,

能够从科学技术发

展的全局定位 自己所从事的学科和专业 的发展
,

站

在科学发展的前沿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
。

二
、

工程素养

应该能够进行工程设计
、

了解工艺流程
、

熟练应用

专业软件等
。

此外
,

工程问题往往包括了除本学科

之外的多门学科
,

其解决过程往往需要大范围的团

队合作
,

发挥各自优势
,

取长补短
。

(四 ) 要求研究生不断提高解决工程问题的能

力

工程问题的解决是综合能力的体现
。

除了理论

基础与专业技能之外
,

还要具备相应 的其它能力
,

包括团队合作能力
、

交流能力等
。

军校工科研究生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往往与国防

行业的关键工程技术相关
,

这类研究方向综合性

高
、

实践性强
,

对其相关问题开展研究
,

不但需要

宽广
、

精深的基础知识作为支持
,

还要求具备解决

复杂
、

综合的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
,

因此要求研究

生具备相当高的工程素养
二

工程素养就是要求在掌

握本学科基础理论的前提下
,

通过综合相关学科的

技术
,

采用多种有效的手段与方法
,

完成实际技术

产品的能力与素质
。

对于工科研究生来说
.

应当时

刻注意培养 自身的工程素养
,

提高自身发现工程问

题和解决
_

J
_

程问题 的能力
。

为了加强工程素养的培养
,

我们对研究生有四

个要求
:

(一 ) 要求研究生树立解决工程问题的意识

作为工科研究生
,

无论是进行课程学习
,

;二是

进行论文研究
,

都必须在大脑中形成一 个焦点
,

即

自己所进行 的工作必须解决一定 的实际工程问题
、

通过解决工程问题实现更好的实际工程产品 我们

认为
,

到 了研究生 阶段
,

学习不能 只局限于书本知

识和抽象分析
,

而要有将学习
、

研究与产品实现相

结合的意识

(二 ) 要求研究生能够从工程问题 中提炼学术

问题

工程问题往往是多个学利
一 、

多种现象的综合体

现 为了顺利解决工程问题
,

首
一

先应能够依照学科

划分及重要性等将工程问题进行恰当分解
,

然后从

中找到本学科的相关问题
_

研究生必须要能够通过

分析实际现象
、

提 出理论模型等方法将这些问题转

换为学术问题
,

再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 这样
,

论

文研究具备工程背景
,

而工程问题的解决又能达到

一定 的深度
,

可实现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的双赢

!三 ) 要求研究生掌握解决工程问题的必要手

段

工程项 目要求特定的解决方法
,

研究生必须掌

握 了其基本手段
,

才能够谈得上解决问题
。

研究生

三
、

思想方法和思维方法

在研究生创新素质的培养上
,

让学生掌握科学

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方法
,

把握创新规律
,

比单纯教

给他们特定的技能或知识更重要
。

为此
,

一方面应

有意识地倡导研究生进行科研方法论 的学习
,

另一

方面结合研究生具体的学习和研究
,

将各种思维方

法
,

灵活地教给研究生
。

!一 ) 研究生思想方法教育

在对研究生进行思想方法的教育方面
,

应该强

调
:

坚持辩证唯物主 义思想观
。

在学习上
,

各个学

科
、

本学利
一

的各个内容
,

在科研上
.

各个部分
、

各

个方面
、

各 个要素之间
,

都存在普遍 的联系
,

鼓励

学生用普遍联系的观点看问题
,

例如
,

近年来在我

们导 师组 所从享的多学科 设计优化 (M D O )方法研

究
,

就是将 曰于器的结构
、

气动
、

控制等多个学科

联系起来的典型
-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观
。

保持思想上的与

时俱进 坚持事物发展的观点
,

注重长远规划
,

一

方面
,

保持 工作的连续性
、

稳定性 ; 另一方面
,

也

有利于研究生
一
步一 个脚印地迈 向科学研究的高

山条
。

培养全面的
、

系统的思想方法
。

研究生由于所

处的地位
、

所从事工作的局限性
,

常常只能埋头于

局部的工作
~

但是
,

我们不仅常和学生讨论该怎么

做科研
,

而且还要让他们为自己的工作提指标
,

定

目标
,

将工作置身于国防科技战线的大环境中
。

(二 ) 研究生思维方法训练

在对研究生进行思维方法训练时
,

应该强调
:

综合集成方法
。

我们所从事的航天专业是一个

高度综合集成的专业
,

在研究中必须强调综合思维

能力
。

这种能力是把握赘体的能力
,

要求把点上问

题放到面上
、

系统内
,

放到背景
、

环境中去认识
,

要求在分析不同流派对同一问题回答的过程中
,

不

仅能透析每一种答案的实质
,

各自思考问题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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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
、

不同层面
,

而且善于把这些观点中的精华整

合为一个丰富而合理的整体性认识
,

从有机整合
、

理清结构
、

把握关系的高度
,

从理论的抽象向理论

的具体发展的意义上实现创造
。

思维的综合性还应

体现在对事物发展的历史过程与现状
、

未来发展趋

势的整体
、

全过程的理解和把握
。

迁移思维方法 [3]
。

将通过专业研究所形成的知

识结构
、

研究过程的思维路线等向新的领域和问题

的研究扩展所必须的思维能力
,

这是通过专业训练

而形成研究能力的人能较快适应不同领域的根本原

因
。

这种迁移的实现
,

不只是通过联想
、

知识类比

等实现
,

更重要的是知识内在的结构
、

研究方式的

结构用于新的研究对象的结构性迁移
,

它使研究者

在新间题面前具有很强的适应性
。

发散思维和集中思维相结合
。

发散思维就是在

思维过程中
,

充分发挥人的想象力
,

突破原有的知

识圈
,

从一点向四面八方想开去
,

通过知识
、

观念

的重新组合
,

找出更多更新的可能的答案
、

设想或

解决办法
。

而集中思维就是从众多的信息中引出一

个正确的答案或大家认为最好的答案
。

也就是说
,

以某个思考对象为中心
,

从不同的方向和不同的角

度
,

将思维指向这个中心点
,

以达到解决问题的 目

的
。

发散思维主要取决于知识面
、

想象力
,

尤其是
“

移转
”

的能力
,

集中思维主要取决于分析
、

综合
、

抽象
、

概括和判断
、

推理的能力
。

四
、

科学精神

在研究生创新素质的培养过程中
,

还必须突出

强调 的一点是科学精神的培养
一

4 ,
。

科学精神指的是

科学研究素质中的非智力因素
,

是人 的心理素质
、

意志品质
、

精神境界的外在表现
。

科学精神是科学活动主体在科学活动中形成的

追求真理的价值观
、

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统一

体
。

应该力求培养出来的研究生
,

具有科学的理性

精神这一必备的基本素质
,

并力图使科学精神转化

为研究生的精神品格
,

形成研究生贯穿终身的素

质
。

应该强调研究生要牢固树立科学精神
,

尊重科

学和科学规律
,

以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认识现

实
、

探索未知
,

反对一切非理性
、

反文化
、

伪科学

的观念和倾向
,

使研究生养成科学的态度
、

求真精

神
、

进取精神和合作精神
。

五
、

小结

江泽民同志说过
: “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

魂
,

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

一个没有创新能

力的民族
,

难于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 ”

军校

工科研究生作为我军人才培养的最高层次
,

理应在

国防科技创新体系的构建中发挥中流砒柱 的作用
。

因此
,

军校工科研究生的创新素质的培养应当成为

研究生培养的核心
。

本文根据我们的研究生培养实践
,

总结了研究

生创新素质的四个重要组成部分
,

即合理的知识结

构
、

深厚的工程素养
、

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方

法
、

坚定的科学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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