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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创新教育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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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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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长沙 41 即3 )

〔摘 要〕 本文论述了进行研究生创新教育的重要意义
,

提出了实施研究生创新教育的几点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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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教育结构和人才培养体系的最高层次
,

研

究生教育担负着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和发展现代科

学技术的双重任务
,

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如何
,

对我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影响
。

特别是进人

21 世纪以来
,

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
,

知识经济已

见端倪
,

国力竞争 日趋激烈的情况下
,

提高研究生

的教育质量
,

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
,

将具有关键

作用
。

一
、

研究生创新教育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 ) 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

知识经济就是以知识为基础 的经济
, “

是建立

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
、

分配和使用之上 的经济
” 。

在知识经济时代
,

知识和人才将成为生产要素中最

重要的因素
,

经济的发展
、

社会的进步
,

将主要受

制于知识的创新和知识的应用
。

在这个即将到来的

时代里
,

只有那些素质全面
、

创新能力强的复合型

人才
,

才能紧跟时代的步伐
,

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

总之
,

创新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本质特征
。

没有了创

新
,

知识经济就没有了生命力 ; 没有了创新型人

才
,

创新就无从谈起 ; 没有了创新教育
,

创新型人

才就是无源之水
,

无本之木
。

许多发达国家非常重

视培养创新型人才
,

例如 日本
,

大力调整教育和科

研政策体制
,

大力推进
“

科技创新立国
”

战略
。

研究生的创新教育更是时代发展 的迫切要求
。

我国学位条例明确规定
,

研究生
“

要求在本门学科

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与系统的专门知识
,

具有从

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任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 ”

它对研究生教育提出了两方面要求
: 一

、

培养具有

创新素质的高层次人才
,

这些人才将是社会发展的

生力军
,

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中流砒柱 ; 二
,

可以预

见
,

我国未来高等教育将不仅仅是
“

输送人才
”

的

机构
,

它将逐渐成为社会经济
、

政治
、

科技
、

文化

的中心
,

高等院校的科学研究成果
,

将以更快的速

度转化成生产力
。

其中
,

研究生的创新性研究具有

不可小视的作用
。

【二 ) 建设一流大学的需要

尽管研究生教育与本科教育同属于高等教育的

范畴
,

但与本科教育不同
,

研究生教育更强调学生

的研究性质
,

更强调学生的创新特性
。 “

本科教育

是立校之本
,

研究生教育是强校之路
。 ”

只有充分

开展研究生创新教育
,

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
,

才能

提高学校声誉
,

才能更坚实地向世界一流大学迈

进
。

首先
,

研究生创新教育水平直接影响到学校的

学术地位
。

学校除了教学外
,

科学研究水平是评价

学校地位的关键因素
。

中外的高等院校实践证明
,

单靠教师的力量进行科研是很有限的
,

研究生是完

成科研工作的得力助手和重要保证
。

并且
,

研究生

精力充沛
、

思维活跃
、

接收能力强
,

在创新性研究

中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

研究生创新教育水平高

了
,

发 SCI 索引的论文多了
,

获得
“

全国百优
”

的

博士生多了
,

学校学术地位自然就会越来越高
。

其次
,

研究生创新教育是整个大学创新教育的

标尺
。

因为本科教育有很多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
,

需要把大部分时间投入到学习之中 ; 研究生 已经掌

握了本门类的基础知识
,

具备了开展研究的条件
,

他们的创新能力如何
,

创新性研究的成果如何
,

将

直接反映大学创新教育的水平
。

纵观世界顶尖人

才
,

绝大多数都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
,

有很多是在

研究生学习期间就奠定了一生事业的基础
。

这些人

对提升学校声誉
,

吸引更多学子到学校接受培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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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世界一流人才有重要示范作用
。

(三 ) 发挥个体潜能的途径

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
,

我国当前的研究生教

育仍然存在较多缺陷
:
在教学上 以灌输知识为主

,

在管理上把学生当成被动的受教育者
,

在评价上以

考试成绩为主要指标
。

这样培养出来的研究生只能

是
“

批量生产的储备知识的容器
” 。

创新教育强调和坚持学生的主体地位
,

以培养

学生的全面素质为目标
,

以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教育

为特点
,

不仅能够促进个性的良好发展
,

而且能够

极大地激发学生 的各种潜能
,

比如想象力
、

创造

力
、

动手能力
、

思维能力
。

创新教育所培养的研究

生
,

将不仅仅是一个合格的求职者
,

而且是一个优

秀的创业者
。

二
、

实施研究生创新教育的措施

创新教育理念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
,

但

是
,

在当前研究生的教育实践中
,

绝大多数还是传

统教学方法
。

实施创新教育
,

提高研究生教育质

量
,

是摆在新时代教师面前的迫切任务
。

卜 ) 强化创新理念
,

建设新型教师队伍
“

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
,

振兴教育的希望在

教师
” 。

要实施研究生创新教育
,

关键是要建设具

有创新理念的教师队伍
。

这个新型的教师队伍
,

必

须要实施观念上的转变
:
(1) 在指导思想上

,

要从

过去的以教学为中心
,

转变到以人为中心
。

以教学

为中心
,

就会只强调对知识的传授
。

备好课
,

讲好

课是一个教师的职责
。

但教师更重要的职责应当是

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

促进其全面发展
。

以教学为

中心
,

一个教一个学
,

教师把学生看成是被动的知

识吸收者
,

而没有看到学生是
“

活生生的人
” ,

从

而忽略其智力 差异和情感差异
,

不能因材施教 ;

(2 ) 在教育方法上
,

要从过去的管理学习变为引导

学习
,

一是要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

二是要引导学生

学习未知的知识 ; (3 ) 在教师地位认识上
,

要破除

过去教师的知识权威
、

道德权威
,

培养民主
、

平等

的师生关系
。

只有这样
,

学生才有更大的学习积极

性
,

才能更好地发挥潜力 ; (4 ) 高水平的创新教

育
,

要求教师本人也应当具有高水平的创新精神和

创新能力
,

特别是研究生本身具有相当高的知识水

平和能力
,

这就要求教师不仅要是科研实践者
,

还

要是
“

教学艺术家
” 。

【二 ) 深化课程改革
,

构建综合评价指标

我国现有的研究生课程还存在不少缺点
:
内容

落伍
,

跟不上学科发展 ; 课程设置过分狭窄
,

只关

注学科本身的逻辑和结构
,

而缺乏了对人发展的关

注 ; 和本科内容重复过多
,

甚至是本科课程的翻

版 ; 理工科的研究生几乎没有人文课程 ; 对研究生

的重要评价指标仍然是考试成绩
,

这种考试要求学

生死记硬背
,

这种考试压抑了学生的创新性和学习

积极性
。

针对研究生教育的特点
,

深化研究生课程改

革
,

在课程设置上
,

要
“

通专
”

结合
,

研究生不仅

要学习本专业知识
,

还要学习其它知识和技能
,

对

学校来说
,

一是要开设这些高品质的课程
,

二是要

给学生足够的选择课程的空间 ; 在课程内容上
,

要

加强新知识
,

新方法
,

注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 ; 在

考核制度上
,

要建立有利于创新素质的综合评价指

标
,

特别是应当弱化笔试的权重
。

(三 ) 营造创新环境
,

促进 自主研究能力

加拿大著名心理学家赫伯认为
:

在研究生培养

阶段
,

课程没有太大效用
。

课程只是一种研究的准

备工作
,

它不是研究本身
,

更不能取代研究
。

这就

要求给学生创造 良好环境
,

使其在研究中创新
,

在

研究中进步
,

这是研究生教育与本科教育的最大不

同
。

这就要求
:

对学校来说
,

要培养思想活跃
、

学

术自由的校风 ; 对指导老师来说
,

要避免以课题工

作代替研究
,

特别是那些
“

劳力型
”

课题 ; 对学生

自己来说
,

要发扬个性
,

勤于研究
,

敢于创新
。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

研究生创新教育

是推动民族创新的集中体现
。

我们一定要不断探索

和实践
,

为培养新世纪优秀人才而不懈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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