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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简要阐述了英国的教育现状，以物理类研究生的培养为例，从课程设置、科研能
力培养和经费支持等三个方面入手，分析了英国的研究生培养模式，由此提出了几点关于进一

步提升国内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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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英国作为一个老牌的教育大国，其先进的教

育理念和水平、雄厚的师资力量、强劲的科技研

发能力是举世公认的，是除了美国以外，著名大

学最多、国际留学生量最大的国家之一。在 《泰

晤士报》给出的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全球大学排行榜
中［１］，在综合性排名的前２００所大学中英国的大学
占据了３１所，仅次于美国 （７７所），工程技术类
排名的前１００所大学中，英国有１３所，物理类排
名的前１００所大学中，英国有１１所，尤其是剑桥
大学、牛津大学和帝国理工 （英国大学的 “金三

角”）长期以来基本上都能进入前１０。
研究英国的研究生教育体制，首先需提及的

是英国的罗素大学集团 （ＴｈｅＲｕｓｓｅｌｌＧｒｏｕｐ）［２］。
罗素大学集团成立于１９９４年，由二十四所英国一
流的研究型大学组成，被称为 “英国的常春藤联

盟”，代表着英国最顶尖的大学。与美国的 “常春

藤”盟校不同，罗素集团的大学都是国家资助的

公立学校，罗素集团的首要任务是代表这些学校

的观点提出相应的研究报告，并游说国会，使国

会支持他们的立场。罗素集团的得名是因为最初

的二十所院校的校长，每年春季固定于伦敦罗素

广场旁的罗素饭店举行研究经费大会。该集团关

心的焦点在于提升研究经费、增加学校收入、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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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最优秀的教职员与学生、降低政府干预及提倡

大学合作等。罗素集团实力雄厚，目前该集团大

学囊括了全英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研究经费，据

２０１１年的统计［３］，该集团内的馆藏图书占到全英

的５７％，但只教授了２３％的在英大学生，相当于
每个罗素集团的学生享有的图书资源量为其他大

学学生的四倍以上，充足的研究经费和丰富的教

学资源保证了这些大学能吸引到一流的科研人员

和学生、从事一流的科学研究和教学。

本文主要基于作者于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在国家留
学基金委资助下赴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的等

离子体物理中心进行联合培养时的留学经历，结

合自己的所见所闻及切身体会，谈谈英国研究生

的培养模式，尤其是物理类研究生的培养，以及

能够给予我们的一些启示。

二、英国研究生的培养模式

研究英国的研究生教育，首先需准确认识英

国大学对其研究生学位的定义。经查阅，我们发

现英国对其硕士和博士学位分别有如下定义［４］：

硕士学习是为了提升某一特定领域的知识或是利

用在大学本科期间已获得的专业能力去研究一个

完全不同的研究领域，硕士学位是授予那些在某

个特定的领域已经掌握了较高的专业技能和知识

的人。博士学位 （这里主要指研究型博士）是学

生所能获得的最高学位，对知识和技能有很高的

要求，它授予那些在其学位论文研究领域有完整、

全面的知识结构且具有原创性研究的学生，他们

毕业后通常会在院校或科研院所继续从事类似的

工作。在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Ａｇｅｎｃｙ（ＱＡＡ））框架中［５］，英格兰、威

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高等教育资格认证体系分为八

级，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教育分别为第７级和
第８级，即为最高级别，苏格兰地区也有相应的认
证资格体系。由此可以看出，英国的研究生学位，

尤其是其博士学位对学生的知识和科研能力均有

较高的要求，且通常为本人对研究比较感兴趣，

有志于今后从事科学研究的学生才会选择进一步

的读博升造，毕竟至少３－４年的博士研究生的学
习生涯，无论在时间还是经济上都是一笔不小的

付出。总体来讲，像英国这种发达国家的博士研

究生，通常都是在理论基础或实验能力方面有比

较扎实的基础，且热衷于科学研究事业，这与国

内的博士研究生有些不同，因为我们很多研究生

是出于工作压力而选择的继续升造。

（一）课程设置

英国的研究生课程分为两类：讲授式课程

（ＴａｕｇｈｔＣｏｕｒｓｅ） 和 研 究 式 课 程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ｅｇｒｅｅｓ）。讲授式研究生课程主要有两种：一是
硕士学位课程，通常为期 １２个月，包括课堂讲
授、专题讨论、考试及连续性评估、学位论文

等。另一类为研究生文凭或证书课程，通常为期

９个月，包括硕士课程的授课内容，但不包括期
末论文，有些文凭课程结束后可转为硕士学位课

程。在这些讲授式课程中既有技术性和实用性很

强的专业课程，也有为下一步研究打基础、作准

备的研究课程，其共同特点是学生有机会参与小

组讨论，接触不同的思想，和来自不同背景的学

生进行互动交流。讲授式课程的教学方法多种多

样，学生可能要在课堂上讨论疑难问题，听讲

座，接受导师的个别辅导，某些情况下需要独立

或小组完成一个项目或写一份论文，甚至要到企

业进行实习。

研究式课程分为研究式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研究式课程主要是为想发展自己专业兴趣的学生

提供机会。学生通常在一位导师的指导下，自己

选定研究课题并开展研究，博士研究课程至少要

全日制念３年。英国的院校历来重视研究，对于研
究式硕士学位，尤其是博士学位，英国采取宽进

严出的方式，具有较高的淘汰率，要求学生要具

备独立思考、刻苦钻研的能力，还需具备相关领

域的较为全面的知识结构。

物理类研究生的课程不是很多，但是很专一，

例如针对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的等离子体物理中

心的研究生，通常除了类似等离子体物理类的专

业基础课程设置外，还讲授一些常用的数值计算

的工具软件，如有十余个学时的 Ｍａｔｌａｂ教学，这
对学生从事科研工作非常有用。据了解国内高校

开设此类课程则相对较少，只能靠学生自己摸索，

而类似的工具软件，只需要有人在课堂上稍微引

导，便可很快入门，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此外，

英国的大学都非常重视大学生的课后辅导活动，

每个大学都会开设大量的网上课程，供学生在完

成课堂学习后，根据自己的需求上网温习课堂内

容，进一步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另外，研究

生课程通常是不需要考试的，主要是以大作业的

形式进行考核，老师通常会在最后给出几个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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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课题，让学生独立完成。

（二）科研能力的培养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导师会给其指定一个研

究方向，而具体实施过程，譬如实验上的操作和

设计等则主要是由博士后引导着进行，导师主要

是把握总体的方向以及一些关键的技术问题，当

然，很多难度较大的实验，年轻学者存在困难时，

导师也会身先士卒的参与到其中去。组内的讨论

交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实验小组每周都有

一个固定的时间对实验设计、实验结果以及下一

步工作进行讨论，只有通过严格评议的实验方案

才允许开展。另外，每天上午１０点左右，中心成
员都会有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聚在一起喝咖啡，

一方面是放松心情，更重要的是这时可以遇到不

同方向的导师和学生，可以与他们尽情的讨论和

交流，这对解决疑难、拓宽知识、提升学术水平

是非常有意义的。

此外，在英国学习一年，整体的感觉是国外

课题组的国际合作和交流非常频繁和广泛。由于

作者所在的课题组是以实验为主的，而通常一个

好的实验结果需搭配一个合理的理论模型或是数

值模拟结果才能得到同行认可并发表到一个高水

平的杂志上。此时，就会体现出合作的重要性，

国外很多文章的作者都很多，尤其是实验类的文

章，事实上每一个作者都有着不同的分工和贡献。

对于合作的重要性，作者有着切身的体会，自己

在英国期间的一个研究工作，由于起初物理图像

比较模糊，无从下手，导师通过已有的国际合作

关系，联系了意大利和瑞典在该领域的专家帮助

分析，最终使得文章能顺利发表。假如是在国内，

这样的工作很可能会夭折，因为我们很多单位还

缺乏一流的研究学者以及各单位之间的真正意义

上的合作。当然，这种合作不只表现在文章发表

上，还有课题组之间的项目和实验合作，合作申

请项目和开展实验。由于导师之间建立起来的长

期的合作关系，作者所在课题组的博士生经常有

机会到法国、德国和美国等国家的大型激光装置

上进行相应的实验，以弥补本校甚至英国在该领

域实验室的不足。这样，不仅培养了研究生的各

方面的实验技能，更重要的是通过合作开展实验，

为研究生建立起了初步的国际合作关系，对他们

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

英国科研体系值得我们学习的还有一个重要

的方面，那就是英国的国家实验室是开放的，譬

如位于牛津哈维科学园区的卢瑟福 －阿普尔顿实
验室，只要科研人员能提出合理、有价值的实验

方案，实验室每年都有固定时间邀请全英甚至欧

美国家该领域的知名专家对实验方案进行评议，

有意义的实验方案在第二年就会安排相应的实验

时间，而且这种实验是免费的，除了某些特殊的

器件和耗材需自己提供外。这在极大程度上提高

了实验室的利用效率，并且能够保证出高效的研

究成果，对于那些自己不具备实验条件的学校来

说，这对提升科研能力和培养学生都是非常有意

义的。

（三）经费支持

英国对于研究生培养的经费支持是多方位的，

下面重点介绍英国工程和物理科学研究委员会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ｕｎｃｉｌ，
简称ＥＰＳＲＣ）对研究生的资助。ＥＰＳＲＣ是由政府
成立的，主要用于资助工程和物理学领域的研究

及培养该领域的研究队伍。ＥＰＳＲＣ的资助力度和
范围非常广泛，从数学到材料科学、信息技术到

结构工程学等，每年投入超过８０亿英镑的经费［６］。

英国非常注重年轻一代的科研人员的培养。

在ＥＰＳＲＣ的资助项目中，很多是专门资助年轻学
者和博士后的，比如，ＥＰＳＲＣ资助的博士后通常
有三年期和五年期的，获得后者资助的博士后还

能以该基金自己招聘一个博士后和一个博士研究

生。另外，ＥＰＳＲＣ对博士研究生培养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的资助力度也很大，每年都
会有相当数量的学生因此受益，如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
ＥＰＳＲＣ总共资助了 １２４个博士研究生，总经费达
到２４４亿英镑 （其中包含了研究生的生活费和使

用实验仪器的费用）［７］。作者所在的英国课题组中

多名博士生均由 ＥＰＳＲＣ资助，他们不仅不用缴纳
高昂的学费，而且每个月还能拿到超过１１００英镑
的生活费。

此外，ＥＰＳＲＣ专门有资助培训学校和会议的
经费。英国针对研究生举办的暑期学校或是冬季

学校，基本上都是对研究生免费开放的，不仅免

交注册费，连机票和住宿都是由 ＥＰＳＲＣ资助的，
某些学术会议 （如卢瑟福 －阿普尔顿实验室每年
举办的圣诞年会 “ＣｈｒｉｓｔｍａｓＭｅｅｔｉｎｇ”）也会有类
似的举措。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学者之间

的交流，更重要的是让研究生能体会到一种科研

体制的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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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英国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启示

（一）加强专业课的教学

英国的研究生课程相比起国内学生来说要少

很多，但是却都很精，均为做好进一步科研工作

所必不可少的。要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必须

要加强专业课的教学。首先，应大力加强专业基

础课的教学质量，尤其是应该让在该领域具有深

厚的知识功底的专家教授进行授课，授课不仅仅

是讲授书上的内容，更重要的应是能联系实际，

举一反三，利用专业的基础知识解答一些前沿领

域的问题。其次，要保证专业课的课时量，只能

增加，不能随意删减，一门真正好的专业课，应

该是让学生学完后能对该领域的基础知识有一个

较好的了解，以备将来开展相应的研究工作。最

后，要重视教材的质量，一本好的教科书，即使

上课老师有没讲到位的地方，学员自己阅读后也

能明白或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案。目前，国内高校

在这方面仍有诸多不足，有部分专业课没有相应

的教材或者说是真正好的教材，这对教学质量、

效果都会大打折扣。

（二）加强合作与交流

无论是从培养学生还是提升科研水平的角度，

我们已经深切感受到了合作与交流的必要性和重要

性，因此，必须加强科研单位之间的合作与往来。

这里的合作，指三个层次的合作，第一是课题组及

校内兄弟单位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每个课题组都应

形成自己定期的组会制度，组会上由研究生及科研

人员汇报近期工作，并展开讨论，发现不足，提升

工作水平；课题组的带头人则需经常性地对工作进

行总结、商议和部署。第二是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

单位之间的合作，包括理论分析和实验合作，尤其

是在本单位实验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应通过设计

合理的实验方案，赴合作单位进行相关的实验。第

三是国际间的合作，目前，主要是通过国际间互访

的形式，一方面是要积极派出相关人员进行短期或

长期的访问交流，学习一流的科研技术，一方面则

是请进国际知名学者来校讲学，以拓展科研人员的

知识结构、提升科研人员的学术水平、提高课题组

的国际化水平。

（三）加大对年轻学者和研究生的支持力度

在英国的科研院所中，年轻学者是开展科研

工作的主力军，ＥＰＳＲＣ、英国皇家学会等组织机构
中都有很多项目经费支持是专门针对刚参加工作

的年轻学者、博士后及研究生的，这对支持年轻

学者的科研、培养他们的科研素养和提升他们的

科研能力都是非常必要的。或许我们应效仿英国

的这种科研体制，加大在年轻学者身上的投入和

支持力度，尤其是一些专业领域的会议或是各种

暑期班、冬季学校等，应对研究生免费开放，而

由专门机构进行承担相关费用，这样可以使我们

的研究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一流的学者和前沿的

研究，毕竟，近年来参加会议的费用已经越来越

高，很多是难以承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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