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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创新品质培养
X

刘永祥, 黎  湘, 庄钊文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  创新品质是博士生培养的根本。博士生的培养是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的, 本文通过分

析科学研究的内在规律, 指出了学校、导师、学生作为统一的整体, 需要在博士培养过程中尊重科学研究规律,

各负其责, 形成利于创新型科技人才成长的环境。具体结合科学研究的内在需求, 有针对性的分析了学校在学

术氛围、科研条件、科学管理等方面的责任, 导师在学术品德、学术指导、学术交往等方面的责任, 学生在责

任感、创新意识、自身知识结构等方面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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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Spirit for PhD Candi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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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novative spirit is the core in training PhD students. Since the cultivation of the PhD students is based on

scientific research, the law of scientific resear ch is introduced to regulate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universities, supervisors and

students. The three distinct responsibilities should be considered and integrated systematically in order to form a positive

environment for cultivating the innovative spirit of PhD students. Some specific details of the above responsibilities are provided,

including some measures taken by universities to improve the academic culture, research facilities and management, supervisors.
duty in cultivating the scientific spirit, academic supervising , and research networks. The PhD students should strengthen the

academic obligation, innovation character, and knowledge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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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6 中, 把提高

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

并特别强调创新型科技人才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所

在。大学作为国家科技创新的主力和人才培养基地, 开展

新形势下的创新型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工作 , 是其不可回

避的历史责任, 博士生作为大学最高层次的学位培养对象,

是未来创新型科技人才的先锋, 其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

博士是研究型学位, 以科学研究为基础, 因此, 在讨

论博士生创新品质培养问题之前, 首先要掌握科学研究的

内在规律。科学研究是在对自然规律和社会现象的探索过

程中, 利用科学方法, 创造和积累知识的理论与实验活动,

其实质是对未知的认识并创造新知识。科学研究一般包括

领域调研、选择突破方向、进行质疑、提出想法和研究方

向、理论和实验验证等阶段[1, 2]。科学研究是在已知基础上

对未知的探索, 因此首先要了解已知与未知的边界, 这需

要在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学术交流中掌握领域内的研究进展

和前沿问题, 调研阶段在科学研究中是非常基础、也是非

常繁重的第一步。在掌握领域内的前沿问题后, 需要选择

自己感兴趣并有可能突破的方向进行研究, 而突破的关键

是能够针对已有成果进行正确质疑并能提出新的想法和研

究方向, 该阶段是科学研究中产生新知识的突破阶段, 跟

研究者素质紧密相关, 其中, 质疑能力不仅需要丰富的知

识, 还需要独到的思维, 而质疑之后提出新想法和见解,

更需要丰富的想象力甚至直觉。提出新的想法后, 需要通

过深厚的专业知识进行理论证明或实验验证, 最后得出有

意义的结论。

从科学研究的内在规律可以看出, 博士生的培养绝不

仅是现有知识的传授, 而是重点培养学生独立的思维和见

解, 原创的想象力, 对已知的质疑和理论分析水平 , 有鉴

于此, 博士生创新能力不是抽象的, 而是包括科学精神、

学术道德、个人素质、专业知识等因素在内的综合能力。

因此 , 博士生的创新能力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 跟大学环

境、导师水平、个人素质等息息相关, 如果把培养过程比

作烧制瓷器, 则学校环境是瓷窑, 导师是工匠 , 学生是瓷

土。要培养出创新型的博士人才, 学校是基础 , 导师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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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 学生是根本, 三者是统一的整体, 应该在尊重科学研

究的内在规律基础上各尽其职、相互促进。

作者结合自身博士求学、指导博士生以及在国际知名

大学进修的经历, 就博士生培养过程中学校、导师、学生

三者应该起到的作用和责任提出一些建议, 以供参考。

  一、学校应该注重学术氛围、科研条件、

科学管理方面的建设水平

  一流的大学才能出一流的人才, 考察世界著名学府,

除了拥有大师级学者、杰出校友、高水平科研成果和优势

学科外, 还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科学的办学理念和

发展战略、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等[ 3]。学校要为博

士生提供合适的环境和基础。

学校要弘扬求知求真的科学文化, 营造宽松自由的学

术氛围。大学的文化底蕴是灵魂, 会潜移默化影响着一代

又一代师生的科学精神和学术品质。博士生的培养过程本

身就是科技创新的过程, 因此需要高度重视校园文化和学

术氛围建设, 弘扬尊重科学、鼓励探索未知规律的科学文

化; 倡导淡薄名利、潜心研究、严谨治学的道德风尚; 提

倡平等的学术批评和争论, 宽容失败; 鼓励勇于创新、大

胆质疑、敢为人先的科学精神; 推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尊重创造的价值取向; 贯彻唯真唯实的科学伦理道德[4]。

学校要加强科学研究的基础条件建设。分析科学研究

的内在规律可知, 学校尤其要在领域调研、成果验证等阶

段给研究者充分支持。在领域调研阶段, 要想全面准确把

握领域的研究进展及前沿问题, 不获得第一手资料是不可

想象的, 这些第一手资料大部分都需要学校长期大量的投

入和建设, 如学校图书馆资源、与国际知名研究机构之间

的合作协议等, 纵观国际一流大学, 其占有的学术资源绝

对都是一流的。在成果验证阶段, 实验设计和实施都是在

建立在科研条件的基础之上, 先进科研条件是科学研究中

不可或缺的要素。

学校要探索适应于自身特点的科学管理机制。大学作

为从事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特殊机构, 其管理措施既要

符合科学研究规律, 又要适应社会实际, 并需有前瞻性和

国际视野。大学发展本身是一个渐进积累的过程, 管理体

现在两个方面, 从某个阶段来说是吸引优秀人才, 调动一

切积极因素, 做到人尽其材, 实现良性发展; 从长期看要

适应时代变迁, 不断发展、完善和进步, 并形成自己的特

色。例如, 南加州大学从 1994 年起, 在校长 Steven B.

Sample的领导下, 制定和实施了 5增强南加州大学学术卓

越性( USC. s Plan for Increasing Academic Excellence) 6 战略发
展规划, 通过对自身条件和环境的评估, 规划确立了南加

州大学要成为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发展目标, 并坚信模仿不

会成功, 必须走自己的特色发展道路, 在规划实施过程中

高度重视监控和评估环节, 这些措施推动了大学的跨越式

发展, 使南加州大学取得并巩固了其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地

位[5]。

另外, 大学管理的另一个重点体现对科研人员的价值

评价和对入学学生的选择标准上。价值评价应切实反映研

究工作的长远科学和社会价值或潜在经济价值, 改变那种

将科学价值评价停留于短期文章发表的数量和刊物的档次

上[ 4] , 要营造一种鼓励研究者长期积累、潜心研究的宽松

环境。科学研究的内在规律也对博士生素质提出了较高的

要求, 如何选择适合于科学研究的优秀人才攻读博士学位

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工作, 世界一流大学通常采用严格的录

取标准来保证学生质量, 并通过笔试、面试等多种措施评

估学生的水平和潜力。

  二、导师要提高业务水平, 承担好引路、

合作、评估三方面的作用

  优秀人才的成长离不开有力的指导, 那些作过重大贡

献的科学家, 大都曾有相当好的老师。考虑到个人因素在

科学研究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导师应该对博士生进行 / 一

对一0 的指导, 以此充分识别博士生的个性, 对其进行个

性化培养[ 6]。从个人的体会看, 导师为人为学的风格往往

都会在学生身上留下鲜明的印记 , 会对这些未来的专家、

学者和导师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 导师的人品、学术品

德、研究精神都是博士生学习过程中的标尺, 这也对导师

自身修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博士生培养过程中, 在领域调研及选择突破方向阶段,

导师的引导作用尤为关键, 科学研究的选题是否解决国家

重大需求问题, 是否具有突出的科学目标, 导师起着重要

作用。在研究过程中, 要鼓励学生多思考, 提出新的想法,

认识原创性的重要, 避免做跟随性研究, 要结合实际做一

些原创性研究。随着博士生的不断成长和科研工作的不断

深入, 师生关系要向合作研究的方向推动[ 7] , 双方开放平

等地切磋、探讨, 一方面培养博士生的独立科研能力, 另

一方面使研究成果在继承中发展提高。一定程度上说, 博

士生是导师学术成果和水平更上台阶的助推器, 固体物理

学家黄昆院士, 年轻时曾师从物理学大师玻恩教授, 两人

合作撰写了 5晶格动力学6 , 对于这本有世界影响的经典专

著和黄昆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玻恩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

与爱因斯坦的通信中评价到 / 书稿内容现在已经完全超越

了我的理论, 我能懂得年轻的黄昆以我们两人名义所写的

东西 , 就很高兴了0 [8]。

导师要高度重视建立专业的学术交流平台。学术交流

是了解领域研究进展和前沿的最直接有效途径, 导师主导

建立的学术交流平台, 尤其是国际交流平台尤显重要, 这

种交流平台是面向特定研究方向, 与学校建立的科学研究

基础条件形成互补。博士生研究方向大多是又专又深的,

在学校范围内可能很少人做类似的深入研究, 他与周围人

交流往往只限于思路和方法, 很难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

通过建立这种特定研究方向的学术交流平台, 可以在世界

范围内召集同行进行深入的交流和协作[9]。这个过程不仅

有利于提高博士生的国际视野和合作精神, 有效评估科学

研究价值, 也对提高学术声誉有重要意义。以作者曾经进

修过的帝国理工学院为例, 大部分老师都建立了跟自己研

究相关 的 国际 学术 网络, 通过 定期 举行 Workshop、

Symposium 以及研究人员短期互访等形式进行交流和协作,

并共享部分学术资源及科研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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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博士生要修好内功, 做有责任、高

素质的创新型科技人才

  古话说 / 师傅领进门, 修行靠个人0 , 博士生培养作为

科学研究的修行过程, 个人素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科

学研究的内在规律看, 也对研究者自身素质提出了很高的

要求, 因此, 博士生需要加强自身修养, 具备适合从事科

学研究的素质。

博士生首先要有进行科学研究的激情。科学研究不仅

需要智慧、需要知识, 更需要具有惊人的意志和毅力, 这

种意志和毅力就是激情的具体表现。这种激情, 一方面来

自对科学的向往、对未知的兴趣, 另一方面来自对国家对

民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尤其后者更是绝大多数科学家所

珍视的。科学是没有国界的, 但科学家是有国界的, 国家

利益是牵引科技创新的巨大精神动力, 正是基于此, 钱学

森、钱三强、邓稼先等科学家会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和科

研条件, 甚至冒着生命危险, 毅然回到祖国, 在艰苦的环

境下开创中国自己的科技事业。一个学生读博的初衷可能

有些功利, 或许并非出于对科学研究的热情, 或许不够关

心国家大事, 归根结底还是需要自己去调整、去改变。

博士生要有意识培养自己创造新知识的能力。思想的

火花和灵感是科学研究中最令人激动的时刻 , 但也不是凭

空坐等来的, 需要丰富的知识、长期的积累和思考、丰富

的想象力。在知识积累的过程中, 要具备收集、加工、处

理各种信息的能力, 要善于从浩繁的知识中有选择地吸取

有价值的成果。有意识培养自己的想象力和洞察力, 想象

力越丰富, 就越能把有限的知识和经验充分调动起来并加

以利用; 洞察力越强, 就越能穿透事物的表象看到本质,

获得别人得不到的东西和难以进入的领域。爱因斯坦说过

/ 提出一个问题, 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 因为解决问

题也许仅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 而提出新

的问题或从新的角度去看旧问题, 却需要有创造力和想象

力0 [9] , 一语道破研究者自身素质在科学研究中的决定性作

用。

博士生要有针对性地补充和完善自身知识结构。纵观

国内外伟大的科学家无不是伟大的思想家, 对社会的贡献

也不仅表现在研究成果上, 还表现在其独特的人文关怀。

在国内基础教育中, 过早地把文理科分开, 致使一些理工

科大学生甚至博士生在人文基础知识和哲学思维方面明显

不足, 不仅缺失了部分优秀传统文化, 还缺少了部分优秀

方法论的训练和培养, 因此, 博士生要根据自身知识结构

的不足, 有针对性地完善和补充, 才有可能在前人优秀成

果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获得创新性的成果。可以说, 独

立的继续学习能力是适应科技变化日新月异特点下必备的

能力 , 只有不断学习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并不断进步。正

如何毓琦院士所言, 世上没有所谓最好的教育理念, 只有

一个共同的目标 ) ) ) 教育学生具备独立学习的能力 , 掌握

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10]。

  四、结束语

  博士生培养是关系到我国未来科技人才储备的战略性

工程, 他们的创新品质决定了未来几十年内我国科技创新

的状态。人才成长需要自身的努力、合适的环境和有力的

支持。本文从科学研究的内在规律出发, 阐述了博士生的

创新品质培养过程中学校、导师、学生应该承担的责任,

可以看出, 三者应该尊重科学研究规律, 相互配合、共同

努力, 实现科学研究创新过程和创新型人才培养过程的统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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