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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世纪现代科学日益分化、强调学科分门别类的同时，

跨学科研究开始逐渐进入现代学人的视野，从早期兴趣驱动下

的学科跨越到后期愈发重视问题解决式的多学科攻关，现代跨

学科研究兼具卡莱茵所谓的“内生性跨学科”和“外生性跨学

科”双重属性[1]。特别是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全球化后，以

解决社会实际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研究受到极大的关注和追

捧。这种趋势在高等教育中的弥散结果，一方面是大量跨学科

研究中心、研究机构以及交叉学科培养项目的涌现，另一方面

是对传统单一学科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渗透和改造。正是在此

背景下，欧美发达国家设置了大量交叉学科的研究生培养项

目，同样，我国在2020年新增交叉学科作为新的学科门类。不

过本文无意于对交叉学科或跨学科项目的研究生培养展开探

究，在这方面国内外已有大量文献做了翔实研究，而是关注传

统典型单一学科中研究生的跨学科兴趣和意愿，通过关注不同

因素对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兴趣影响作用的大小，探寻关键影响

变量。这不仅有助于厘清原始跨学科模型，即兴趣主导下“内

生性跨学科”的研究生科研问题，而且对重塑和改造单一学科

研究生科研训练模式具有重要价值。因此,本文将聚焦于单一

学科研究生的跨学科研究兴趣问题，通过关注不同因素对研究

生跨学科研究兴趣影响作用的大小，探寻关键影响变量，尝试

更有针对性地提出促进研究生跨学科研究的建议，提高创新型

研究生培养质量。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跨学科主要指超越一个已知学科的边界而进行的两个或

两个以上学科的活动[2]。。如今，有关跨学科的研究得到了科学

学研究、文献计量学研究的关注，现有关跨学科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以下几个方面：跨学科研究的概念及其发展历程[3]、跨学

科学科建设[4]、跨学科组织建制[5]、跨学科人才培养和跨学科研

究成果评价[6]等，其中绝大多数研究致力于探索跨学科人才培

养的问题及改进策略。研究生作为重要的科研力量，研究生教

育的过程同时也是科学研究的过程，因此研究生教育无法忽视

跨学科研究。已有研究表明我国硕士生培养过程中，大部分高

校的跨学科研究活动尚处于自发的零散状态[7]，全守杰调查发

现在我国博士生培养过程中存在跨学科研究不足的问题，我国

研究生跨学科研究能力有待提高[8]。其中关于研究生跨学科

研究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研究生个体与跨学科研究兴趣

研究生个体的科研主动性对研究生科研活动具有正向影

响，研究生科研主动性与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存在正相关关

系[9]。一般情况下，科研能力越高，研究生从事科研活动的兴

趣也会较高。Kammeyer的研究表明主动性人格能更积极主

动地适应环境，更易于融入工作团队、获取更多相关知识[10]。

在研究生教育中也是如此，张莉论述了个体主观能动性在跨学

科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11]。据此推断，个体

主观能动性同样会对研究生跨学科研究产生一定影响。基于

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a：个人科研主动性对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兴趣具有显著

正向预测作用。

研究生的跨学科研究兴趣及影响因素

——以3所研究型高校606份问卷调查为例

李永刚 付芝宁

（天津大学 教育学院，天津 300350）

摘 要：鼓励研究生开展跨学科研究是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和培养质量的重要方式。文章通过

对研究型大学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兴趣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研究生开

展跨学科研究的兴趣处于中上等水平，跨专业学生、博士生和持有内部动机的研究生具

有更高的跨学科研究兴趣。研究生个体主动性、外部资源支持对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兴趣

具有显著影响。未来研究生培养应优化生源的学科结构，重视研究生学术兴趣的考察与

培养；加强跨学科课程建设，创造多学科学术交流机会；尊重学生研究兴趣，强化导师跨

学科资源支持；发挥学校作用，加强跨学科学术资源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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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b：个人科研产出对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兴趣具有显著正

向预测作用。

（二）导师支持与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兴趣

导师作为研究生的“重要他人”，其提供的支持对研究生的

成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学者王蔚虹研究发现在所有博士

生质量影响因素中，“导师指导”的权重最大[12]。本文基于国

内外研究中关于导师指导风格类型的划分，着重从导师支持型

和控制型两类指导风格对研究生跨学科研究的影响展开探究。

目前已有研究表明，支持型指导风格下，导师提供更多的资源

与支持，学生拥有更大的自主性，有利于博士生的专业发展。

相反控制型指导风格对博士生专业发展起到抑制作用[13]。师

生良好的交往、指导或合作关系是研究生质量的基本保证，赵

祥辉等人研究发现师生关系越和谐，博士生的学术热情就越能

更好地维持和提高[14]。而疏离的师生关系则可能催生出“冷

漠化、利益化、紧张化、简单化”的异化现象[15]，阻碍博士生对

学术的追求以及自身的学术发展[16]。因此，师生关系对研究

生的学习、成长有着重要的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以

下假设：

H2：导师因素对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兴趣具有显著正向预

测作用。

H2a：导师支持型指导对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兴趣具有显著

正向预测作用。

H2b：良好的导生关系对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兴趣具有显著

正向预测作用。

（三）团队氛围与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兴趣

研究生科研活动的展开受到主客观多重因素影响，浓郁的

学术氛围是提高研究生学术水平、科研能力的重要途径。闫广

芬强调，积极稳定、自由开放、独具特色的科研氛围有利于跨学

科研究的开展[17]，袁广林认为自由、创新的研究氛围对跨学科

研究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18]。不同学者根据研究需要对团队

氛围的维度进行了划分，如刘敏认为团队氛围可以划分为团队

沟通、团队信任及团队支持三个维度，且都有利于培养和提高

研究生科研能力[19]。陈青的实证研究将学术氛围分为学术文

化、学术管理制度、学术交流、学术资源四个维度[20]。王黎萤、

陈劲认为成员互动是团队氛围的重要维度之一[21]。国内外学

者对团队氛围的维度划分尚未达成定理，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

及通过不同学者对团队氛围概念的界定及维度的划分，本文将

团队氛围分为团队交流、团队信任及团队合作三个维度。基于

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良好的团队氛围对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兴趣具有显著

正向预测作用。

H3a：团队交流对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兴趣具有显著正向预

测作用。

H3b：团队信任对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兴趣具有显著正向预

测作用。

H3c：团队合作对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兴趣具有显著正向预

测作用。

（四）资源支持与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兴趣

科研资源是影响研究生科研活动的重要因素，一流的研究

生教育离不开一流的培养资源，齐全的图书资料、高精尖科研

设备是开展高水平研究的必要条件[22]。在硬件条件方面，学者

吴立保指出跨学科平台、跨学科研究项目及课程等资源是影响

跨学科博士生发展的重要因素[23]。跨学科组织作为跨学科研

究的重要载体，通过把教师、经费和设备等资源整合起来，极大

地推进了跨学科研究和教育活动的开展[24]。翟洪江等实证研

究发现，学校所提供的科研场所、科研经费、图书资源是激发研

究生科研热情的重要条件[25]。由此可见，学校的硬件条件、经

费条件等资源对跨学科研究的开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基

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4：资源支持对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兴趣具有显著正向预

测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样本基本信息

本研究所用问卷来自“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年度报

告”课题组，问卷共分为三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为个人基本情

况，包括学生身份、性别、学科、录取方式、导师职称、是否跨专

业考研等；第二部分为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兴趣现状调查；第三

部分为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兴趣影响因素调查，主要包括个人、

导师、团队氛围、资源支持四个方面。

本研究调查数据主要来源于天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和

大连理工大学等三所研究型大学。问卷共发放646份，经过筛

选，最后回收 606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3.8%。本问卷

Cronbach′s α值为0.923,一致性指数值较高，说明变量的测

度符合信度要求。KMO指标为0.915,表示问卷变量适合进

行因子分析。

调查样本的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从学生身份来看，硕士

占69.80%，博士占30.20%，以硕士研究生居多；在性别上，男

性占48.00%，女性占52.00%，男女样本量分布较为均衡；学科

门类上，问卷设置设有13个学科门类，为便于分析，按照人文

社科、理工科和其他进行归类，其中调查对象以理工科研究生

居多（87.50%）；跨专业考研占26.20%，本专业考研占73.80%，

本专业考研学生占较大比重；导师职称为讲师或助理研究员的

比重为4.80%，副教授/副研究员的比重为30.40%，教授/研究

员的比重为64.90%；从录取方式来看，硕士研究生入学方式主

要以推荐面试（57.00%）、普通招考（42.60%）为主，博士研究生

普通招考、硕博连读、直接攻博和申请考核的比例分别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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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0%、22.40%、13.10%、29.00%。调查对象的分布特征基本

与实际情况相符，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表1 调查样本的基本信息

变量类别

学生身份

性别

录取

方式

学科门类

导师职称

跨专业考研

硕士

博士

样本分布

硕士（69.80%）；博士（30.20%）

男（48.00%)；女（52.00%）

普 通 招 考（42.60%）；推 荐 免 试（57%）；其 他

（0.40%)

普通招考（35.50%）；硕博连读（22.40%）；直接攻

博（13.10%）；申请考核（29.00%）

人文社会学科（11.00%）；理工科（87.50%）；其他

（1.50%）

讲师（4.80%）；副教授（30.40%）；

教授（64.90%）

否（73.80%）；是（26.20%）

（二）研究变量

1.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研究生跨学科研究的兴趣。通过问题“我

有很强烈的兴趣开展跨学科研究”进行调查，兴趣程度均按照

李克特五级量表设计，从1到5，分别表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

一般、同意和非常同意。

2.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主要是包括四个维度：个体因素、导师因

素、团队氛围以及资源因素。其中个体因素通过个体科研主动

性、科研产出、入学动机三个变量测量；导师因素通过导师职

称、导师跨学科研究支持、导生关系三个变量测量；学术氛围通

过团队学术交流、团队科研合作、团队信任三个变量测量；资源

因素通过硬件资源、制度支持、参与跨学科研究机会三个变量

测量。数据均为李克特五级量表调查得分。

3.控制变量

为有效探索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兴趣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将

研究生的身份、性别、录取方式、学科类别、是否跨专业、导师职

称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三）研究方法

问卷数据的分析主要利用SPSS22.0软件，通过对问卷进

行探索性因素分析，致力于探索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兴趣现状及

其影响因素。研究主要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分析研究生跨学

科研究兴趣的现状及表现；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

分析法比较不同学生身份、性别、录取方式、学科类别、是否跨

专业、导师职称、入学动机等属性的研究生在跨学科研究兴趣

上的差异；采用相关分析判断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

果关系，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判断因变量对自变量的依赖

程度。

三、研究发现

（一）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兴趣的现状分析

研究首先对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兴趣进行了描述性统计，通

过对变量“我有很强烈的兴趣开展跨学科研究”进行测量，发现

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兴趣得分的平均值为3.72，略高于3.5，说

明目前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兴趣处于中上等水平，研究生较为愿

意参与跨学科研究。17.66%的研究生具有比较高的跨学科研

究兴趣，42.08%的研究生较为愿意参与跨学科研究，35.97%

的人参与跨学科研究兴趣一般，不愿意（0.99%）及非常不愿意

（3.30%）参与跨学科研究的研究生所占比重较小。

（二）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兴趣的差异性分析

根据表2分析结果所示，性别、学科类别、导师职称、录取

方式与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兴趣无显著性差异。但在学生身份、

跨专业攻读和入学动机等三方面表现出明显差异。具体来看，

首先在学生身份方面，不同学生身份跨学科研究兴趣表现出显

著性差异（P<0.05），与硕士研究生相比，博士研究生具有更高

的跨学科研究兴趣。究其原因，一方面，相较于硕士生，博士生

在知识储备、科学认知及研究能力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提升，

随着知识专攻的深入，越易接触到学科交叉领域知识。另一方

面，随着专业学习的深入，博士生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基础上，更

需要具有独立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很多问题是单一学科

无法解决的，从而会引起其对跨学科研究的兴趣。

表2 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兴趣的差异性分析

性别

学生

身份

是否跨

专业

学科

导师

职称

录

取

方

式

入学

动机

硕

士

博

士

男

女

硕士

博士

是

否

人文社会学科

理工科

讲师

副教授

教授

普通招考

推荐免试

其他

普通招考

硕博连读

直接攻博

申请审核

对学术研究感兴趣

提升就业竞争力

3.88±0.836

3.78±0.807

3.68±0.807

3.83±0.859

3.89±0.930

3.65±1.020

3.72±0.794

3.73±0.830

3.62±0.622

3.73±0.791

3.73±0.855

3.72±0.854

3.64±0.767

4±1.414

3.83±0.993

3.63±0.623

3.88±0.992

3.94±0.770

3.98±0.840

3.57±0.786

2.586

-1.996

2.583

-.133

.226

.589

1.038

8.766

.10

.047**

.010**

.894

.798

.556

.377

.000**

变量类别 跨学科研究兴趣 T/F S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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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家人和朋友影响

不想马上就业

3.71±0.859

3.72±0.683

续表

变量类别 跨学科研究兴趣 T/F Sig

注：**表示在置信度（双测）为0.05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在是否跨专业攻读方面，研究生的跨学科研究兴趣表现出

显著性差异(P<0.05)，与本专业考研的学生相比较，跨专业攻

读的研究生开展跨学科研究的兴趣更高。根据已有研究来看，

这种差异主要集中在研究生学习的前两年当中[26]。跨专业考

生可以利用跨专业优势，从多学科视角看待研究问题，更易于

形成交叉性学科学术思维，因此和本专业学生相比，跨专业攻

读的研究生具有更高的跨学科研究兴趣。

在入学动机方面，不同入学动机学生跨学科研究兴趣表现

出显著性差异（P<0.05），其中按照跨学科研究兴趣由强到弱

排序依次为：对学术研究感兴趣、不想马上就业、受家人和朋友

的影响、提升就业竞争力。一般来说，内因和外因共同影响个

体的行为，其中内因对个体的行为选择起决定性作用，只有对

学术研究感兴趣，才会具有较高的科研主动性，研究生的科研

动机越强烈，其科研兴趣才会越高。研究生的入学动机是研究

生从事科研活动最基本的动力，相关研究也表明研究生的学术

动机显著影响研究生的科研志趣，对学术感兴趣的研究生比其

他动机（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广的社会网络等）的研究生具有更

高的学术志趣，更易积极主动投入科研工作[27]。

（三）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兴趣的影响因素分析

1.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兴趣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由于自变量和因变量都属于连续变量，因此在统计中采用

皮尔逊相关分析法。研究生跨学科兴趣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

关系如表3所示，其中，个人因素、导师因素、团队氛围、资源因

素与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兴趣的相关系数在0.316～0.473之

间，说明这四个影响因素与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兴趣存在中度的

正相关。从各个影响因素相关系数的大小来看，与研究生跨学

科研究兴趣相关性最高的是资源因素（0.473），其次为个体因

素（0.413），再次为导师因素（0.408），最后为团队氛围

（0.316）。

表3 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兴趣及影响因素的相关分析

跨学科研究

兴趣

个人因素

导师因素

团队氛围

跨学科

研究兴趣

1

.413**

.408**

.316**

个体

因素

1

.312**

.284**

导师

因素

1

.622**

团队

氛围

1

资源

因素

资源因素 .473** .436** .623** .576** 1

注：**表示在置信度（双测）为0.05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2.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兴趣及其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研究采用分层线性回归分析，以个体因素、导师因素、团队

氛围、资源因素四个维度为自变量，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兴趣为

因变量，将控制变量设置哑变量，探究因变量研究生跨学科研

究兴趣的影响因素。分层线性回归步骤主要分五层，具体分析

结果如表4所示。

模型1中，控制变量对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兴趣的解释力为

1.1%，此解释力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F值=1.600，P>

0.05）。我们发现，学生身份（P>0.05）、学科类别（P>0.05）均

与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兴趣无关。在性别方面，与男性相比，女

性跨学科研究兴趣较低；在跨专业攻读方面，与本专业研究生

相比，跨专业攻读学生具有更高的跨学科研究兴趣。

模型2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增加了个体因素，包括入学动

机、科研主动性、科研产出三个变量。个体因素三个变量加入

以后，性别变量影响不再显著。模型2的控制变量和个体因素

共可解释跨学科研究兴趣8.6%的变异量，个人因素三个变量

可以解释因变量一部分信息（7.5%），此解释力达到统计上的

显著水平（F值=6.104，P<0.05）。在读研动机方面，以“提高

就业竞争力”作为参考，“不想马上就业”“对学术研究感兴趣”

者具有更高的跨学科研究兴趣；科研主动性（β=0.323，P<

0.01）对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兴趣具有显著性影响，科研主动性

越高，参与跨学科研究兴趣越强；研究生的科研产出对其跨学

科研究兴趣不具有显著性影响（P>0.05）。

模型3在模型2基础上增加了导师因素，包括导师职称、导

师跨学科研究支持、导生关系三个变量。模型3的控制变量、

个体因素和导师因素共可解释跨学科研究兴趣11.2%的变异

量，导师因素三个变量可以解释因变量2.6%的变异量。导师

跨学科研究支持（β=0.141，P<0.05）对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兴

趣具有显著性影响，导师支持力度越大，学生进行跨学科研究

兴趣越高。

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增加了团队氛围，包括团队学术

交流、团队信任、团队科研合作三个变量。模型4的控制变量、

个体因素、导师因素和团队氛围共可解释跨学科研究兴趣

11.7%的变异量，模型4显著（P<0.05）。其中，团队氛围变量

对因变量的解释仅达0.5%。团队学术交流（P>0.05）、团队科

研合作（P>0.05）对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兴趣不具有显著性影

响。团队信任（P<0.05）对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兴趣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团队成员信任度越高，跨学科研究兴趣越强。

最后将变量资源因素加入回归模型中得到模型5，此时模

型显著（P<0.05），模型5所有变量共可解释跨学科研究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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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的变异量，模型效果理想。其中，资源因素变量对因变

量的解释达到9.9%。资源因素三个变量加入以后，导师跨学

科研究的支持、团队信任两个变量的影响不再显著，且导师跨

学科研究支持、团队信任两个变量的回归系数下降。模型5结

果显示，第一，与男性相比，女性跨学科研究兴趣较低。第二，

在个体因素中，个体科研主动性对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兴趣具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入学动机变量中，与为“提升就业竞争力”

者相比，学术型、盲从型动机的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兴趣更强。

第三，导师因素、团队氛围对跨学科研究兴趣不具有显著性作

用。第四，资源支持对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兴趣具有显著的正向

预测作用。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文主要目的在于探索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兴趣及其影响

因素，通过相关数据分析，主要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兴趣处于中上等水平，跨学科研

究兴趣较高，但存在内部差异。具体来看，不同性别的研究生

跨学科研究兴趣具有差异，男性跨学科研究兴趣高于女性；与

本专业考研学生相比，跨专业考研学生对跨学科研究兴趣更

高；功利型动机研究生的跨学科研究兴趣显著弱于学术型、盲

从型动机的研究生。

第二，研究生个体科研主动性是影响其参与跨学科研究兴

趣的重要变量，个人科研主动性对其跨学科研究兴趣具有显著

正向预测作用，假设1a成立。个人科研产出对研究生跨学科

研究兴趣不具有显著性作用，假设1b不成立。与已有的研究

结果相一致，研究生的科研主动性是驱使研究生从事科研活动

的动力，若具有较高的科研主动性，则越会积极参与跨学科研

究。一般来说，内因对个体的行为活动起决定性作用，科研主

动性较强的研究生能够有效利用学术资源，积极参与跨学科研

究活动，在研究参与中进一步激发跨学科研究兴趣。

第三，导师支持、导生关系对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兴趣不具

有显著作用，假设2、假设2a、假设2b不成立。这可能是由于

在现有的导师指导实践中，受单一导师指导视野、科研资源的

限制，指导教师在实际指导过程中并没有为研究生开展跨学科

研究提供足够的探索空间和资源支撑，这在理工科研究生培养

表4 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兴趣与各影响因素回归分析模型汇总

基本

情况

个体

因素

导师

因素

团队

氛围

资源

因素

R2

F

ΔR2

常量

硕士（参照博士）

女（参照男性）

理工科（参照人文社科）

跨专业考研（参照本专业考研）

入学

动机

科研主动性

科研产出

导师

职称

导生关系融洽

导师跨学科研究支持

团队信任

团队学术交流

团队科研合作

跨学科课程

科研资源制度支持

跨学科研究机会

对学术感兴趣（参照提升就业竞争力，下同）

受家人朋友的影响

不想马上就业

副教授

教授

模型1

3.738

-0.004

-0.115**

-0.008

0.201**

0.011

1.600

0.011

模型2

2.491

-0.051

-0.099

0.037

0.175**

0.148*

0.086

0.429**

0.323***

0.077

0.086***

6.104

0.075

模型3

2.140

-0.071

-0.077

0.001

0.172**

0.144*

0.078

0.394**

0.216***

0.057

-0.061

0.012

0.054

0.141**

0.112***

5.635

0.026

模型4

1.976

-0.060

-0.073

-0.008

0.158*

0.151*

-0.071

0.387**

0.206***

0.062

-0.057

0.010

0.017

0.134**

0.051**

0.029

0.038

0.117***

4.807

0.005

模型5

1.713

-0.076

-0.057

0.013

0.104

0.081

-0.018

0.396**

0.200***

0.078

-0.006

0.044

0.030

0.021

0.048

0.023

0.016

0.120**

0.243***

0.342***

0.216***

8.360

0.099

注：a.因变量：我愿意参与跨学科的研究项目；b.*、**、***分别表示在0.1、0.05、0.01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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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体现尤为明显，研究生的科研选题与导师研究方向高度一

致，如果导师不开展跨学科研究，所指导的研究生也较少有机

会进行跨学科训练和探索。因此目前来看，导师因素对研究生

跨学科研究兴趣的影响作用较小。

第四，团队氛围的三个维度,团队信任、团队学术交流、团

队科研合作对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兴趣不具有显著性作用，假设

3不成立。原因可能在于，虽然自由的团队氛围对研究生跨学

科研究活动意义重大，但是其作用的发挥归根结底依赖于学生

是否有机会参与跨学科研究活动以及学生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因此可以推测，学术氛围对研究生的影响表现在科研活动开展

的过程之中，而对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兴趣形成作用不显著。

第五，资源支持对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兴趣具有显著正向预

测作用，假设4成立。尤其是跨学科项目、课程及经费对研究

生跨学科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研究生跨学科课程可以较

好地满足学生的需求，方便学生其他学科知识与方法论的学

习，学生所了解的跨学科知识是开展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前提。

同时学生是否拥有参与跨学科研究的机会是影响其跨学科研

究兴趣的重要因素，参与跨学科研究项目是研究生跨学科研究

兴趣形成的重要途径之一。

（二）研究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结合对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影响因素的分

析，为更好地激发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兴趣，完善研究生学术训

练支持条件，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我们认为应当从以下几方

面支持研究生从事跨学科研究。

首先，研究生招生过程中应注重考察报考者的学术兴趣，

重视跨专业学生多元知识结构的价值，为跨专业攻读学位的学

生提供更多机会。入学动机是研究生进行学习的内部动力，直

接影响研究生的科研态度。一方面，要完善研究生招生考试制

度，重视考察学生的学术兴趣，争取优质生源,如在招生环节中

制定严格的要求，优化初试、强化复试。初试加强对学生思维

能力的考察，复试加强对学生学术兴趣及实践经验的考察。另

一方面，明确跨学科优势，重视跨学科背景学生生源，通过加大

研究生招生宣传力度，吸引不同学科优质学生资源。其一，各

培养单位可以适当放宽研究生选拔条件，不以固定的学科专业

等指标将学生拒之门外，为具有多学科背景的学生提供更多的

报考机会。其二，招生过程加强对于多学科背景学生的考察，

明确考察重点，用综合性评价指标考察跨专业学生的专业知

识、学术兴趣、科研能力、创新思维等。

其次，创造多学科知识教育、学术交流机会，激发单一学科

研究生的跨学科研究兴趣。培养研究生的跨学科研究兴趣，关

键在于引导研究生走出各自的“学科孤岛”，进入不同学科研究

领域。跨学科教育及学术交流会不仅可以为研究生学习多学

科知识提供平台，而且还为研究生今后的跨学科研究奠定了一

定的基础。一方面加强跨学科课程建设，通过为研究生开设跨

学科课程，使得学生有机会接触其他学科，扩展研究生的知识

宽度、学科视野和包容性，提升学生的跨学科研究意识与素养，

促进研究生跨学科研究的顺利开展[28]。另一方面要重视创造

多学科交流的机会，如开设系列综合性的跨学科学术报告，支

持学生参加相近学科、交叉学科的学术会议，为不同学科背景

研究生交流提供平台，促进不同学科知识交融，加强对研究生

跨学科研究活动的指导。通过学校提供的多学科交流对话平

台，让不同学科的学生就前沿知识、学术研究等多种议题展开

互动交流，促进他们之间的合作与学习。

再次，导师应注重为研究生开展跨学科研究提供适当的兴

趣空间与资源支持。一方面导师应尊重学生的研究兴趣，进一

步提供更多的研究方向，鼓励研究生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走

深、走远。注重扩展学生的知识视野，营造宽松自由的学术氛

围，鼓励学生开展跨学科研究。研究生具有科研兴趣，就容易

生发持久的内驱力，导师应鼓励研究生从事兴趣领域内的科研

活动，同时引导研究生逐步实现读书、思考与研究相结合。此

外，在指导过程中要重视引导学生接触不同学科知识，了解学

科前沿动态，掌握熟悉新的研究方法，不断扩充完善研究生的

知识结构。另一方面应为开展跨学科研究的学生提供学术支

持，如利用学术人脉，为学生与相关学科研究者开展学术交流

提供便利和机会，积极争取相关学科科研平台的支持，做好跨

学科研究的指导和服务，为研究生提供跨学科研究所需的理

念、方法、资源、设备和技术支持[29]，帮助学生真正从事跨学科

研究实验。

最后，学校应加大跨学科学术资源的投入，为研究生跨学

科科研创造便利条件。学术资源是研究生从事研究活动最基

本的保障，学校可以开辟多样化的资源投入渠道，吸引政府、企

业、科研机构、社会等主体共同参与跨学科人才的培养，建立多

渠道的学术资源体系以及多主体共同参与的质量保障体系。

具体而言，一方面要搭建跨学科科研平台与互动空间，通过建

立多样化跨学科组织，为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和学生提供交流

机制与资源共享平台。另一方面要设立跨学科研究项目，加大

跨学科研究资源投入，通过项目申请的方式，使学生拥有更多

的参与机会，为研究生跨学科研究活动的开展提供经费和资源

保障。同时设置合理的资源调配制度，打破原来按照院系分配

的制度，使更多的资金流向跨学科研究组织，促进跨学科研究

的开展。

研究生跨学科研究兴趣影响因素非常复杂，本研究还存在

一些局限性，一是本研究中所调查的对象以理工科学生为主，

针对人文社会学科，相关问题可能会有新的结论。二是本研究

主要从高校内部系统探讨影响因素，未将高校系统外部因素纳

入考量，这类因素未来可做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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