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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教育与科研相结合 

提高军校博士生培养管理水平 

秦国军，马芳珍，胡 雷，胡茑庆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 针对军校博士研究生的思想特点，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学业、婚恋和就业三大主要 

思想困惑产生的原因及其对博士生培养的影响；分别从发挥导师和导师组教师思想指导作用，解开学生心理 困 

惑，以及发挥培养单位政治工作优势，提高思想教育效果两个方面，探讨通过政治教育与科研过程相结合，提 

高博士生培养管理水平的途径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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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 the Management of the PhD Students in Military University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Research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QIN Guo-jun，MA Fang—zhen，HU Lei，HU Niao-qing 

(College ofMechatronics Engneering andAutomation，National University ofzxof~e Technology， 嘞 ，410073， l口) 

Abstract：Aim~s atthethinking characteristics and based onthe questionnaireinvestigation ofthePhD studentsinmlh't~  

university，the causes of the main puzzle about=tudy。marriage and employment as well as their effects Oil the education aIe 

analyzed．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thro~h integr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olitical education，the approaches to relieve 

their puzzle through the supervisor’s ideological suide and tO im prove the educational effects through the department’8 political 

work are both studi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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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作为我军最高学位培养层次的人才，不仅 

需要 “掌握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 

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能够立足学科前 

沿、开展创新研究”，而且应该 “军政素质好，具有坚定的 

共产主义信念和爱国主义精神，高尚的科学道德和敬业精 

神，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事业心与艰苦创业精神，团 

结协作与合作精神强；具备锻炼成长为高层次指挥和管理 

人才的基本能力和素质”⋯。这就要求军校博士研究生不仅 

具备对学术前沿的敏锐把握和创新能力，还应具备良好的 

军政素质和心理素质。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军队建设的 

特殊需求，军校博士生的政治思想工作既有地方院校的共 

性问题，也有其特殊性。因此，本文力图在对军校博士生 

的特点、主要思想困惑及对培养管理影响进行分析的基础 

上，探讨通过政治教育与科研相结合，提高博士生培养管 

理水平的途径与方法。 

一

、 军校博士研究生思想特点分析 

对比军校硕士研究生及本科生，博士研究生无论在年 

龄、政治思想、知识层次还是社会认知方面，都有较大的 

不同。主要表现在L2 JI ： 

1、思想更加成熟，但生活负担相对较重 

目前 ，在读博士生的年龄一般在 25—40岁之间，大多 

数博士生是硕士毕业后直接攻读博士学位，有些则是数年 

工作经历后再返回学校深造。虽然大多数博士生拥有一定 

的生活阅历，思想比较成熟，能比较客观地思考和看待人 

生和社会的问题，但部分博士生已结婚成家甚至已为人父 

母，特别是近年来博士生实际婚龄提前已成普遍现象，因 

此，对于科研工作繁忙而经济收入相对偏低的在读博士生 

而言，生活负担相对较重。 

2、自主科研能力强，但学科专业较分散 

作为最高层次学位培养的对象，博士生有较高的知识 

层次，具有根据学术兴趣和条件、独立开展研究并逐步取 

得创新性成果的能力。但博士生不再像本科生和硕士生那 

样具有固定的毕业年限，而是在导师指导下各自开展不同 

的课题研究，还有部分学生通过各种形式在国外进行短期 

或 1年以上的合作研究工作，因此，博士生在工作时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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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空问上比较分散，有时会造成政治教育训练与课题攻 

关上的时间冲突和矛盾。 

3、整体素质较好，但部分功利性较强 

作为层层选拔形成的群体，博士生具有较好的整体素 

质，同时，经过多年的政治思想教育，博士生能比较理性 

地分析和看待各种社会现象。但 由于近年来就业压力的增 

加和学历的相对 “贬值”，不少学生或多或少存在避免到艰 

苦环境工作的思想，尽快毕业和找到专业对 口的科研工作 

岗位等急功近利的想法成为部分博士生的主要 目标。 

4、掌握新理论能力较强，但工程经验相对欠缺 

对于大多数博士生，特别是经本科 一硕士阶段，直接 

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而言，虽然掌握了大量的理论知识 ， 

具备很强的新理论、新技术学习能力，但同时，由于工程 

训练过程相对不足，而攻读博士学位更加注重理论研究和 

创新，使得部分博士生对工程性较强的课题存在畏难情绪 ， 

对未来的工作也存在一定的迷茫。 

这些特点 ，造成博士生在学习、研究和生活上有其 自 

身特殊性 ，所面临的种种工作和生活困惑对博士生培养造 

成了复杂的影响，要求对博士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进行 

内容、方法和手段创新，在和谐的环境下提高博士生创新 

能力和综合素质。 

二、博士生所面临的主要思想困惑及对培养管 

理的影响 

笔者对国防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科的 30名博士生进行 

了思想状况问卷调查 ，结果表明，所有被访者均存在对 

“未来工作或发展方面”的思想困惑，存在 “社会人际关 

系、感情方面”困惑的占36．7％，而存在 “学习动力方面” 

困惑的也达到了 36．7％。此外 ，6o％的人认为 “在博士生 

阶段结婚生子影响学业”，但也有 36％的人认为 “结婚生子 

对学业有促进作用”。 

因此 ，从总体上讲，学业、婚恋和就业问题仍然是军 

校博士生所面临的三大主要困惑。 

1、学业的困惑 

博士生来自学业的压力是很大的，主要来自如下几个 

方面 ： 

一 是完成课题与完成毕业论文的矛盾。随着国家经济 

的发展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水平的不断提高，为院校的科研 

工作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会和平台，作为培养博士生的导 

师与课题组承担了大量的各类课题，但并非所有的课题都 

适合支持博士学位论文，而在教师的编制受限的情况下， 

博士生无疑是完成所有课题的主力 ，因此，如何在完成课 

题和完成毕业论文的时间投入之间进行权衡，便成为博士 

研究生学业困惑之一。 

二是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与提高实践能力的矛盾。虽 

然从理论上讲，高水平科研论文离不开高水平实验，但在 

军校现有体制下，实验人员编制相对不足 ，很多时候博士 

生既要进行原始设计、动手搭建实验装置、获取实验数据， 

又要处理数据和进行理论研究 ，实践性环节往往 占去了大 

量研究时间。而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是博士毕业的必要条 

件和学术水平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评价指标。是扎扎实实做 

研究，老老实实做验证 ，还是急功近利，以多发论文为 目 

的，便成为博士研究生学业的另一个困惑。 

三是导师期望与个人能力的矛盾。 “培养高素质人才， 

出高水平科研成果”是每一个博士生导师的 目标和希望。 

但由于个人能力差异和选题不同，博士生或多或少都存在 

与导师期望值存在差距 的情况。随着入学时问延长，有些 

研究进展不顺利的学生在沉重的毕业压力下可能会怀疑攻 

博的选择，甚至产生放弃学业的念头。 

2、婚 恋的 困惑 

博士研究生入学年龄一般都在 25岁以上，大部分都进 

入了国家规定的晚婚年龄，婚恋问题已经是一个很现实的 

问题。不可避免地造成婚恋与学业或多或少的冲突，具体 

讲 ，大致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 是婚恋对象的困惑。对军校博士生而言，考虑的已 

不是能否恋爱的问题，而更多是与谁恋爱和何时结婚的问 

题。如何选择一个合适的婚恋对象 ，既可建立美满的家庭 ， 

又有利于减少学业和事业之外的各方面压力，是缺乏社会 

经验又已成年的军校直读博士生感到困惑的问题之一。 

二是何时结婚的困惑。由于 “试婚”近年来已成为一 

个普遍的社会现象，是否在读期间结婚和承担起家庭的责 

任是很多博士生在婚恋方面考虑的重要问题。加之博士生 

特别是直读军人博士生还将要面临毕业分配的问题，结婚 

与否往往需要反复考量。 

三是生子与否的困惑。对于在读期间迈人婚姻殿堂的 

博士生而言，婚后何时养育下一代便成为他们需要考虑的 
— 个问题。特别对于女博士生而言，这个问题尤为突出。 

在这个问题上，已婚的博士生往往面临家庭 (特别是父母 ) 

和配偶的压力。如果孩子出生，即使有家人的帮助，初为 

新手父母的博士生也必然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照顾孩子， 

女博士生还必须休学，从而影响学业的正常完成 ，甚至有 

人因此放弃学业。 

3、就 业的 困惑 

经过 3—5年刻苦努力，在解决了一个个难题 ，发表了 
一 篇篇学术论文后，博士生终于即将完成 自己的学位论文。 

而此时，就业问题又摆在面前，虽然这在 1O年前还不是很 

大问题，但随着具有博士学位的人数迅速增加 ，军校博士 

生就业不易的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主要表现在： 
一

是研究方向相对过于新颖 ，而留校名额又有限，对 

口单位难找造成的困惑。理论创新是博士生从事研究工作 

的重要目标和要求之一。但理论新颖也往往意味着在社会 

上还未形成产业、在装备上还缺乏研究和应用，这就造成 

博士生毕业后很难找到对 口的研究单位，在近年来留校名 

额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就业便逐步开始困扰从事理论 

研究工作的博士生。 

二是在军队编制调整的大背景下，用人单位岗位需求 

减少也影响了军校博士生的就业。近年来，随着军队编制 

的调整 ，研究单位特别是位于大城市的研究单位难进 已成 

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就要求博士做好分配到偏远地区和 
一 线部队的思想准备，这一点对于存在通过博士学位获得 

较好就业岗位思想的博士生尤其感到难以接受。 

在读期间所面临的这些困惑，对博士生培养水平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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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多或少的影响，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影响学生的创新研 

究的动力和献身国防的精神。因此，需要将政治教育与科 

研工作紧密结合 ，通过充分发挥导师与导师组集体思想指 

导作用和发挥培养单位政治工作优势两个方面，提高博士 

生培养管理水平 ，进而提高博士生整体创新能力和水平。 

三、发挥导师和导师组思想指导作用。解开学 

生的心理困惑 

军校博士研究生主要采取导师负责下的集体培养方式， 

这一培养特点使导师具有思想指导的条件。对我校博士生 

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认为 “思想指导工作 以导师为 

主来做应该效果最好”占调查对象的 73．3％，认为 “导师 

的言传身教对博士生的影响很大”和 “影响较大”的高达 

93．3％，同时，认为 “在思想方面得到导师帮助最大”占 

53．3％。因此，在对博 士生科研能力进行培养 的过程中， 

导师对博士生思想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1、加强 “授业”的同时，充分发挥导师 “传道”和 

“解惑”的职能 

‘传道”、 “授业”、 “解惑”是教师这一职业的核心要 

求。导师一对一指导博士生，经常进行双向交流，不仅有 

利于指导博士生的学术研究 ，而且可以帮助博士生树立严 

谨治学的精神 ，同时还可以为学生排解困惑，使学生可以 

轻装上阵，更好地完成学业。因此，导师应该通过平等谈 

话、网上交流、侧面获取信息、与研究生队加强沟通等各 

种途径，随时了解每个博士生，特别是处在入学、出国、 

婚恋、准备答辩等敏感时期的博士生的思想状况和动态。 

博士生导师不仅学术上有很深的造诣 ，而且年龄一般 

比学生大 1O岁以上，思想水平高，生活阅历丰富。因此， 

导师不仅要将自身看作学术研究上的导师 ，而且要主动作 

为博士生 “生活”和 “思想”上的导师，在政治思想、学 

习动机、经济状况、就业想法、婚姻恋爱等方方方面，作 

博士生思想上的领路人和指导者。 

2、把握 “同龄”优势，发挥课题组年轻教师的思想指 

导作用 

在导师组中，除导师外还有不少协助导师工作的年轻 

教师。这些年轻教师对博士生思想指导作用应该得到充分 

发挥。一方面，年轻的协助指导教师与博士生年龄相差不 

大，相对于导师而言，与博士生的交流机会更多，而且双 

方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客观上具有对博士生特别是对年轻 

博士生进行思想指导的机会；另一方面，年轻教师在攻读 

学位期间大多经历过与在读博士生基本相同的思想困惑， 

解决问题的过程本身就可以为博士生提供借鉴，同时这些 

导师组成员相对直读博士生而言，年龄和社会经历较多， 

思想也更加成熟，可以很好地为博士生提供思想指导。 

四、发挥培养单位政治思想工作优势。提高政 

治思想教育的效果 

博士生培养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而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是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基础之一，就军校而言，必须 

充分发挥学员队、系 (所)的育人功能，不断提高博士生 

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1、始终扭住铸魂励志不放松，不断强化献身国防的精 

神支柱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全面提升博士生思想政治素质的 

根本动力，是凝聚博士生热爱军队、献身国防的一面旗帜。 

育人单位在培养人才的实践中，要始终把提高博士生的思 

想政治素质放在首位，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育人铸魂，用 

科学发展观引领博士生成长成才。突出培育当代革命军人 

核心价值观这一灵魂工程，从源头校正博士生的人生航向。 

通过开展 “听党指挥、服务人 民、英勇善战”优良传统教 

育、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教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 

价值观教育、“服从组织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 

立业”毕业分配教育等一系列主题教育活动，不断强化博 

士生献身国防的精神支柱。 

2、创新教育方式方法，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 

有效性 

充分发挥学员队干部和课题研究单位政工干部的专业 

特长，加强对博士生思想政治工作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创 

新教育方式方法，不断增强博士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 

和有效性。健全学员大队、学员队、系 (所)、教研室共同 

育人机制和学员队干部与导师定期交流制度，真正摸清博 

士研究生的思想动态。针对博士生学历层次高，自主意识 

强 ，学习科研任务重，人员集中相对难的特点，采取灵活 

多样的管理教育方式 ，对因课题和科研任务的需要，需要 

到外单位进行较长时间的学习和长期出差、出国的博士生 ， 

采取打电话、发短信、发电子邮件等方法定期询问学员的 

思想、工作、生活情况，并及时传达上级的指示和规定 ， 

同时要求学员定期汇报思想。积极开展心理教育和心理咨 

询，为博士生提供及时、有效的心理健康指导和服务，实 

现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结合，注重做好博 

士生的思想互助和心理疏导工作，积极为博士生排忧解难 ， 

减负减压，化解思想包袱。帮助博士生解决学习、生活、 

思想、婚恋等方面的各种困难、困惑，引导博士生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3、重点加强全面素质教育，提高博士生综合素质 

科研素质和学术能力的提高是军校博士生培养的重要 

内容，育人单位要积极为博士生提高综合素质搭建平台， 

通过开展形式多样 的科技、学术、文体等活动陶冶情操 ， 

活跃学术气氛，激发创造热情，培养学术精神，提高人文 

素养，提高综合素质。学术研究是博士生的重要任务和主 

要学习方式，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体现博士生的这一特点， 

以激发学习积极性为突破 口，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渗透到 

博士生的学术研究工作中的各个环节，使博士生在学术活 

动和科研实践中学会做人和做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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