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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国外做博士后时，读了几本关

于青年教师科研起步的英文著作，就以

为自己掌握了“秘籍”。2009年回国任教

至今，我陆续指导了十多名研究生，也了

解了别的一些学生的情况，这才明白带

研究生并非原本想象中那么简单。每当

有新进校教师向我咨询，我都提醒说：带

研究生很重要，切勿掉以轻心。

带研究生困难之所在

每年在考研面试现场，很多大学生

都信誓旦旦地表示对读研很感兴趣，毕

业后准备用科技解决实际问题。

然而，入学后，有些硕士研究生没有

及时“切换频道”。他们满足于像读本科

那样上完课就参加社团活动或回寝室，

而不习惯到办公室、实验室。

导师督促研究生进实验室以后，又面

临着学术培养方面的挑战。很多学生读

本科期间习惯了读书和应试，一旦读了研

究生，提不出有创新性和可行性的科研点

子，不擅长做实验，也不会写论文。

有些研究生还缺乏工作效率和激

情。例如把样品送出去测试后，很久没

有跟进结果；在办公室、实验室玩手机，

浏览和科研无关的网站；习惯于像读本

科那样被一个个截止期限安排的生活：

就像“弹簧”那样，松一阵，紧一阵。

时下，有些理工科的研究生将来不

准备从事和专业相关的工作，于是他们

试图参加和专业培养无关的实习。如果

导师不同意，学生就纠结于“别的同学都

外出实习”而没有科研积极性。

很多学生的家庭经济并不宽裕，他

们面临着交学费、交友、找工作等相关开

支。还有些学生面临着和同辈攀比、被

父母催促结婚等压力。

3年制硕士研究生读一年级时要上

课，读三年级时，9月底开始找工作，来年

4月中旬提交硕士毕业论文，真正能做科

研的时间不多。博士生和硕士生相比，

在科研上“熟门熟路”，也有更加明确的

目标，但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能做出扎

实的科研工作并写出博士毕业论文、发

表几篇学术论文是很“紧凑”的。

上述种种，给研究生导师出了难题。

应对策略

很多经验型文章从研究生培养的过

程（阅读文献、做实验、写论文等）角度介

绍如何带研究生。而我从组织行为学中

得到了启发。

“个体行为及绩效的MARS模型”指

出影响个体行为和绩效有4个因素：员工

动机、能力、角色感知、情境因素。动机

是“影响个体自发行为的方向、强度和持

久程度的内在力量”。能力包括“成功完

成一项任务需要的天赋和习得才能”。

角色感知是“人们对其分配到的或者被

期望完成的工作职责有多少了解”。情

境因素是“时间、金钱、有形的工作设备

和其他情境条件”。

这使我想到，研究生如果有做科研

的动力、做科研的技能，对自己作为研究

生需要做什么、怎么做有“角色感知”，并

且配以课题组氛围、设备经费保障等情

境因素，就会做科研并取得成果。导师

应该在这4个方面发力。

科研动力：考虑到现状（科研氛围、

学生的能力和志向、课题组的条件、系里

的研究生毕业要求和毕业情况），我不强

求研究生在高档次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而是以确保学生“认真科研、正常毕业”

为工作重点。我允许学生在研二升研三

时参加暑期实习，也保证他们读研三时

找工作的时间，但他们在确保自己能毕

业之前，必须全身心地投入科研。要把

完成一本学位论文这一目标“切割”成几

个阶段性的研究，及时梳理总结。这至

少能让学生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怎么做、

做到哪里了、还需要做什么，从而持续不

断地朝着目标进发。

科研能力：在指导研究生做科研方

面，我并没有“包办”，而是让他们通过文

献调研、开题报告、实验设计、开展实验、

数据处理和分析、软件使用、论文撰写和

修改、中期考核、学位论文撰写、毕业论

文答辩等过程全面提高自己的能力，哪

怕有些学生将来不准备以科研为职业。

能力的培养有多种形式，包括师生一对

一面谈、研究生相互学习和研究生自学

等等。我让学生不要仅仅把目光放在是

否发表了SCI论文，而更要反思：自己做

了什么，学会了什么。

角色感知：准备考研的学生第一次

联系我，我就对他们讲清楚课题组的培

养理念、要求、以往学生的学业进展和出

路情况、课题组的特点和面临的问题。

我会带他们参观实验室，并让课题组学

生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们。新生进校后，

我让他们在上课之余，尽早到办公室和

实验室调研文献、学习仪器，不能一下了

课就回寝室。个别新生不理解为什么要

“坐班”，我就带其“夜游”科研楼，看看别

的课题组是怎么工作的。我还把我们系

最近几届研究生延期毕业、拿不到学位

证的情况通报给学生。

情境因素：学生对某一新课题感兴

趣，但实验室没有开展新课题所需的仪

器，我在听取学生的可行性分析后，出资

购买这种仪器。校内没有某种测试条件

或者公共仪器的使用需要排很长的队，

我就让学生开辟校外的测试途径。学生

经济有困难，我就增加了课题组所有学

生的科研补助，甚至拿出自己的工资和

奖金发给学生。师生之间的关系，还通

过一次次的谈心和集体活动拉近。

以上 4个要素虽然不能代替“做科

研”这一产生科研成果的行动，但它们都

渗透于做科研的全过程。缺了其中任何

一个要素，就像一辆车子缺了一个轮

子。而在“做科研”方面，我强调的是投

入，即学生认真做和导师经常指导。抓

住上述4个要素和“做科研”的行动，那么

研究生的正常培养和课题组步入正轨都

是可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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