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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鼓励研究生在校期间参与各种科研活动，提升创新能力和学术水平，是提高研究生培养

质量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对某高校 520位研究生的调查，发现目前人文社科研究生在科研活动

的参与等方面总体上表现良好，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利用多元 log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发

现提高研究生科研参与的数量和深度以及增强研究生的科研兴趣，更利于创新能力的培养，提高

科研产出。最后，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如何促进研究生科研参与及产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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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ostgraduate training is to

encourage graduat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improve their academic

level. Through a survey of 520 graduate students in a university, we found that the current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graduate students are generally good at participating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ctivities,

but there are also some problems. The multiple logit model is used for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it is

found that improving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graduate students' scientific research participation and

enhancing their interest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re more conducive to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on

abilit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output. Finally,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based on statistics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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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高等教育大众

化水平的提高，我国研究生培养规模已步入教育大

国行列。据教育部统计，2018年全国研究生招收博

士生 9.55万人，硕士生 76.25万人；在学博士生

38.95万人，在学硕士生 234.17万人。研究生教育

已成为我国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

研究生教育与科学研究相结合，其意义在于将

科学研究作为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平台与载体，通过

系统严格的学术训练，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和水

平。周文辉等人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大部分研究

生在校期间都参加了导师课题，但不同层次、不同

学科之间在数量上存在着较大差别；［1 ］朱红等基于

2010年首都高校学生发展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课

题参与程度和参与方式对研究生的创新能力会产

生显著影响；［2 ］袁本涛等通过对不同作者身份的综

合加权估计，我国在校研究生对国内高水平学术论

文发表的平均贡献率为 32.31%，且 Tobit模型的回

归结果显示贡献率受学科特征、院校类型、合作研

究团队规模以及科研资助等因素的显著影响。［3 ］基

于 2017年全国研究生离校调查数据，高耀等发现：

整体而言，科研参与方面，学术型硕士生在读期间参

与过科研项目、学术会议和境外学术会议的比例依

次为 85%、72%和 6%左右；科研产出方面,该群体在

读期间发表过国内期刊论文、国际期刊论文、国际会

议论文的比例依次为六成、两成和一成左右。［4 ］纵观

这些研究，较少从学科差别角度研究科研参与和研

究生培养质量之间的关系。本研究旨在对人文社

科类研究生进行实证调查的基础上，探讨科研参与

和科研产出之间的关系，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建议。

一、研究方法

1. 调查对象和资料收集

以某高校在校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生为调查对

象。采用无记名问卷法收集资料。共发放问卷 600
份，回收有效问卷520份，有效回收率为86.7%。

2. 问卷设计

问卷从研究生基本信息、科研产出（目前发表

论文）、科研实践参与环节、参与次数、对科研活动

的兴趣、导师和科研团队的影响力等几个方面进行

设计和调查，共20道题目，均为单项选择题。

3. 数据处理

采用Stata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回归分析。

二、科研参与及科研产出情况的描述性分析

1. 科研产出现状

研究生参与学术研究，从事科学探讨，分享研

究成果，是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科研

产出是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所产生的科研产品，包括

学术论文、科技著作、新技术专利、新产品等。在研

究生阶段，发表论文是最常见的科研产出形式。因

此在本研究中，将学术论文发表情况作为测评研究

生科研产出的重要指标。鉴于目前社会上学术期

刊较多，且每篇论文的质量无法客观测评，所以将

核心期刊论文、一般期刊论文进行了区分，以观察

研究生群体中高水平论文的产出情况。

表1 研究生科研参与和产出现状

调查内容

论文发表

情况

核心论文

参与科研

实践环节

参加科研

项目的

次数

选项

无

有

无

1篇

2~3篇

3篇及以上

基础性科研环节（资料收集、文献查阅、

数据整理）

提高性科研环节（研究设计、研究开展、研

究成果形式）

两个环节都参加较多

3次及以上

2~3次

1次

无

人数

248

272

297

121

57

45

280

86

154

210

142

88

80

比例

47.75%

52.3%

57.1%

23.3%

11.0%

8.7%

53.8%

16.5%

29.6%

40.4%

27.3%

16.9%

15.4%

在本次调查中，研究生在校期间公开发表的论

文平均 1.09篇，有五成的研究生已公开发表了学术

论文。从表 1中可见，42.9%的研究生已在核心期

刊上发表论文，其中近一半的学生发表了 2篇及以

上核心论文。

2. 科研参与状况

科研实践是培养研究生的关键环节。研究生

作为生力军，在学期间参加一些科研项目研究，不

仅为其学术训练提供了保障，还可以与研究生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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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结合起来。根据研究生具体从事科研活动的

环节来看，可分为两个类别：一类是基础科研环节，

包括资料收集、文献查阅、数据统计等基础性科研

工作；另一类是核心科研环节，包括研究设计、研究

开展、形成研究成果等纵深性的科研工作。

从表 1可以看出，人文社科类研究生参与核心

科研环节程度较低，工作仅限于资料收集、前期调

查，总体性的研究设计、后期的研究开展等参加较

少，存在着科研参与的碎片化、基础性特点。而在

理学工学学科领域，赵世奎等一些学者研究发现研

究生参与核心环节的比例达到了近 70%。在不同

学科领域导师指导的方式不一样，研究生参与的科

研类型也不一样。这也许是受人文社科学科特点

影响。

研究生是高校科研活动的生力军。从表 1中调

查数据可见，整体来看，近 85%的研究生在读期间

参与过各种类型的科研实践活动，但仍有 15.4%的

研究生从未参加过任何科研实践项目。在参与的

群体中，近一半的群体参加过 3次及以上。总体上

人文社科类研究生参与科研活动情况还比较乐观，

通过参与科研项目培养研究生已成为人文社科高

层次人才的重要途径之一。

3. 科研参与兴趣

兴趣是研究生参与科研活动的直接内驱力，能

鼓舞和推动研究生自觉学习研究。总体来看，研究

生对于科研活动兴趣还是比较浓厚的，分别有

14.2%和 46.5%的研究生表示“非常感兴趣”和“比

较感兴趣”，“一般感兴趣”的占 34.6%，而仅有 4.6%
的研究生表示对科研实践活动“不太感兴趣”（表

2）。应多渠道激发研究生科研兴趣，鼓励并创造多

种机会让研究生参与科研活动，拓展知识结构，开

拓视野，激发研究生的创造性和对本学科的浓厚兴

趣。

4. 导师和科研团队的影响

科研活动是师生交往的重要载体。导师是培

养研究生的第一责任人。从表 2可以看出，18.1%
的研究生认为导师对其参与科研提升能力影响非

常大，51.5%的研究生认为比较大，认为“比较小”和

“非常小”的分别只有5.4%和1.5%的比例。

就科研团队氛围来看，研究生们普遍认为，所

在的科研团队的氛围整体良好。45%和13.8%的研

究生认为“非常满意”或“比较满意”，只有 14.3%的

学生表示“不满意”。研究生参与导师或团队的科

研项目，共同进行科研活动，成为研究生培养与教

育的重要内容。学校和学院、导师要多创造各种条

件，多给研究生参与科研活动的机会。让研究生从

参与科研项目中获益。

三、研究生科研产出影响的回归分析

1. 变量

（1）自变量

将研究生的科研参与情况设为参与意愿、参与

次数、参与深度、导师团队影响力四个变量，且均为

定类变量。

（2）因变量

以核心期刊论文篇数作为研究生科研产出的

量化值，具体量化为3篇及以上，2-3篇，1篇，无。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为性别（1为男性，2为女性，以男性为

基准变量）。

2.模型

本文主要采用多元 Logit回归模型。因变量为

四分类变量，取值为 1，2，3，4。设定因变量取 1（没

调查内容

对科研活动

的兴趣

导师对科研技

能提升影响

您参加的科研

团队氛围

选项

非常感兴趣

比较感兴趣

一般

不太感兴趣

非常不感兴趣

非常大

比较大

一般

比较小

非常小

非常不满意

比较不满意

一般

比较满意

非常满意

人数

74

242

180

22

2

94

268

122

28

8

30

44

140

234

72

比例%

14.2

46.5

34.6

4.2

0.4

18.1%

51.5%

23.5%

5.4%

1.5%

5.8%

8.5%

26.9%

45.0%

13.8%

表2 研究生参与科研兴趣及导师、团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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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核心论文发表）时表示参照变量，则多元 Logit回
归模型可表示为：

解释变量 X的含义为影响研究生科研产出的

各种因素，系数 β表示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

度。运用 Logit回归时输出的机会比（OR 值），即

P/(1-P) =exp (α+∑βjXi+ε)表示控制其他变量时，相

对于基准变量“没有核心论文发表”而言，每一自变

量提高一个等级，因变量提高了概率的倍数。当机

会比值大于 1时表示该自变量有利于提高科研产

出，小于1时则相反。

从回归结果来看，研究生参与的科研活动越

多、核心环节越多，科研兴趣就越浓厚，会显著提高

科研能力，产出较多的核心论文，并达到非常显著

的水平。

从表 3可见，以发表核心论文作为科研评价指

标，研究生参与科研活动项目越多，越倾向于有较

高的科研产出，其发生比远远超出无核心论文的研

究生，最多达到 1.79倍（p<0.001），达到极其显著水

平；即研究生参与的科研活动越多，越有利于促进

其创造性思维的产生、科研产出的提升，学术视野

更为宽阔，也有利于掌握研究方法。

研究生参与科研实践的深度能极其显著地影

响其科研产出。参与研究设计、研究开展、研究结

果形成等核心科研环节较多的研究生，其科研能力

提高较快，发表核心论文最多的达到 3.04倍，达到

极其显著水平。也就说，研究生本人在科研活动中

参与的核心环节越多，其学术成果会越多，即研究

生在科研实践中参与程度越深，层次性、系统性程

度越高，越有利于科研产出。科学研究的基本任务

就是探索、认识未知。它要求主体具备一定的知识

结构，开展有目的性的研究设计活动。研究生在其

中参与的过程越完整、系统，越有利于其创新思维

的形成以及科研能力的提升。

研究生对科研活动的兴趣正向影响其科研产

出。从研究结果来看，科研参与兴趣越浓厚的同

学，其论文发表得越多。

导师团队环境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影响在本

次回归中未达到显著水平。这与已有的一些研究

结论认为导师团队在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过程中

具有重要的作用不完全符合。可能本研究中的导

师团队环境指标过于宽泛，需要做进一步的细化。

在控制变量上，男女生并未表现出显著差异；

硕士和博士在统计意义上并不完全有显著差异。

四、结论与讨论

1. 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需要高水平科研项目

的支撑

研究生参与科学研究，符合创新型科研人才培

养与发展的需要。有长期参与科研经历的研究生，

科研能力培养、研究方法训练、论文写作规范和技

能掌握、开拓视野等方面，比未参加过或参加的少

的研究生更具优势，在思维能力、创新水平方面提

升更快。任何针对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如果不注重

对研究生完整的科研训练，不把研究生培养与高水

平科研结合，是不能取得实效的。在本次调查中，

大部分人文社科研究生都有参加科研活动的经历。

但还需要创造各种条件，鼓励他们在学期间更多地

参与科研训练，发挥科研潜力，满足个性化需求。

要建立良好的制度保证。面对庞大的研究生

群体，研究生培养应充分考虑不同学科人才培养的

自变量

参与
次数

参与
深度

参与
兴趣

团队

环境

控制

变量

性别

研究生
层次

3篇以上/
无核心论文

系数

0.131

1.112****

0.323

-0.343**

-0.974

-0.359

机会比

1.14

3.041

1.381

0.71

0.377

0.698

2-3篇/
无核心论文

系数

0.361**

0.897****

0.600***

0.206

-0.591*

-0.642**

机会比

1.435

2.453

1.822

1.229

0.554

0.526

1篇/无核心论文

系数

0.583****

0.949****

0.491***

-0.087

-0.417

0.124

机会比

1.791

2.582

1.634

0.916

0.659

1.132

表3 科研参与对研究生科研产出影响的多元回归分析

注：*、**、***、****代表显著水平分别为 p<0.1，p<0.05，p<
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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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制定合理、科学的方案。国家要加大对研究

生科研教育经费的投入，通过制度创新鼓励搭建多

样化的科研平台，为研究生开展前沿性创新研究提

供条件支持。人文社科研究生培养要强化以科研

项目为载体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可以设立专门的研

究生科研基金。要健全教育评估机制，同时要赋予

培养单位和导师相应的权责权限, 提高积极性和主

动性。［5 ］继续改革和完善研究生培养机制，建立一

支高素质的优秀导师队伍，是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

最有效和现实的选择，把能够从事高水平科学研

究，具有良好科研能力和良好师德师风作为导师遴

选的重要标准，把导师的科研项目情况作为分配招

生指标的重要依据，为研究生的科研活动参与提供

制度的保障。

2. 增强研究生科研实践参与的多样性与完整

性，是科研创新能力提高的重要路径

在本次调查中，人文社科研究生普遍参与过科

研活动，并通过这些活动努力提升自己的科研素养

和实践能力。在导师指导下承担一些科研工作对

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效果较为明显，而在研究设

计、研究开展、研究成果形式等核心科研环节参与

较多的研究生则提高更快。

科研实践参与形式的多样化在研究生创新能

力培养过程中十分关键。增加研究生参与科研的

机会，可以为以后独立开展科研活动建立良好的知

识与能力储备。应鼓励研究生以各种渠道、各种方

式参与科研实践。提倡人文社科类研究生走出校

门，面向现实经济生活，考察真实国情，将理论知识

应用于实践，在实践中锻炼自身能力，在导师指导

下开展研究。

增强研究生参与科研过程的完整性和深度。

要让研究生更多地参与到核心环节中，才能真正有

益于创新思维的提升。增强研究生在科研中的参

与深度，需要将导师指导与研究生实践紧密结合，

让研究生参与科研训练的全过程，为研究生科研提

供更多的参与机会，在实践中提升科研创新水平和

思维能力。可以设立专项的研究生科研基金，择优

立项资助，增强研究生整体实践创新能力。

3. 良好的学术氛围和团队氛围是引导研究生

科研创新的重要保障

兴趣既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也是科学研究的

手段和目的，更是科学研究的根本动力。兴趣与探

索精神互相融通，兴趣催化创新人才培养。宽松自

由的学术氛围有利于激发研究生的兴趣和创造力。

可以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学术活动，如开展学术报

告活动、学术知识竞赛、学术沙龙等活动，构建良好

的学术团队，努力营造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开阔

视野，使研究生在良好的学术氛围中培养科研素质

和科研能力，了解学科的新动态，建立开放、动态的

知识结构，激发研究生对科研创新产生浓厚兴趣，

储备和积累从事科研活动所需的素质和能力。

所在科研团队应根据学科的不同、研究生性质

的不同制定不同的要求。创造相对宽松的学术环

境，使研究生能够按照自己的兴趣领域进行深入的

研究，有利于激发研究生的创新潜能，提高他们的

科研兴趣。强化科研团队创新文化氛围的建设，积

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使研究生在良好的氛围中潜

移默化地增强自我动机和兴趣，调动他们参与科研

的积极性。从研究生个人来说，要发挥主观能动

性，端正学习态度，主动收集信息，制定科研计划，

扎实地学好专业知识和研究方法，逐步提高科研能

力和创新能力。

4. 完善研究生学术评价体系和奖助体系，助力

研究生科研创新

改变学术成果数量唯一论，要真正建立起学术

质量的评价标准，同时将研究生的科研参与、科研

精神与科研努力的综合考察纳入到评价体系中，从

而真正激发研究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建立良好

的学术规范标准，构建与创新人才培养相适应的研

究生奖助体系，形成有利于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的

竞争激励机制以及长效保障机制，切实激发研究生

群体的科研创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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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与经验是新知学习的基础，学习是通过或顺应或

同化的心理过程作自主建构的过程。教学前，准确

把握学习的起点，即原有的相关知识与经验，才有

可能做精准的学习过程设计，分析出学习发生的必

要条件，做更有针对性的课前学习准备或课堂复习

准备。对初中生命科学教师而言，了解清楚高中学

习目标，可以更有针对性地为后续学习做好准备。

这一现象也在提醒课程专家需要加强课程体系的

整体设计，市与区教师培训部门需要开发“全学段

学科本体知识”培训课程，教师要更自觉地认识到

了解全学段课程对于提升自己课程教学效率的价

值与促进学生更好发展的潜在价值。

六、关注学科本体素养

在学科本体素养上教师明显存在三个不足：一

是教师本体素养尚待扎实；二是对学科发展前沿知

识的掌握上存在问题；三是初中教师对教材范围内

的学科知识掌握明显低于高中教师。从结果上看，

教师们对生命科学发展前沿继续学习不足，面对网

络时代，有时会发生教师对相关知识掌握落后于学

生的情况。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样的：初中生

命科学教学不被重视，专业师资配备不齐，教学质

量缺乏必要的监控，校本研修不足，囿于初中生命

科学教学的学科视野等都使其学科本体素养逐步

衰退。如今对中考、高考改革提出新要求，生命科

学学科地位不断攀升的背景下，这一现象更应值得

警惕。

中学所涉及的信息科技与生命科学是知识更

新最快的两门学科。生命科学教师理应比其他学

科教师有更强的知识更新的内在需要与养成不断

学习新知识的良好习惯。唯有如此，才能自如解答

学生的各种新问题，主动引导、打开学生生命科学

的新视野。《生物学教学》《生物学通报》等杂志都有

学科前沿的相关专栏，生物教师要对此养成每月一

读的习惯。严格地说，初中教师对等级考试范围、

难度的相关考试不应该存在因“超越初中”而不能

考、考不出的问题。不关注、不了解、不熟悉、不掌

握高中课程的生命科学教师是不符合高级教师任

职资格条件的。建议“十四五”期间对初中教师要

做学科本体素养的再培训与测试，但归根结底应该

是初中教师不断学习习惯的养成。

如何用好高评过程信息，引导教师课程与教学

行为，提升学科建设水平，改进当前教师教育工作，

构建有利于教师成长的新机制，这是一个有待深入

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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