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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竞争的加剧，高等教育已成为增强国家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 方 面。在

我国实施的“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等一系列重大战略中，大学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组成

部分，承担着培养拔尖创新型人才的 重 任，因 此，需 要 主 动 适 应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需 要，更 新 教 育 观 念，完 善 创 新

管理机制，努力探索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模式和途径，积极推进研究生创新教育，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科研 水

平与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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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年）》、《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年）》的 相 继 发 布，标 志 着 创 新 型 国 家 建 设、

创新型人才培养这一战略目标进入执行阶段，旨在

进一步推动我国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转变［１］，提

升我国综合教育质量与水平。高等院校作为贯彻国

家自主创新 战 略、建 设 创 新 型 国 家、培 养 创 新 型 人

才［２］的重要力量，应加强自身的创新教育研究，改革

人才培养模式，积极探索有效的培养途径，尽快建立

与国家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人才培养体系，

重点提升研究生的创新能力与科研水平，这既是国

家建设对所需人才的客观要求，也是高校尤其是研

究型大学谋求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研究生暑期学校及相关问卷简介

为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教育部于２００３年开始

实施研究生创新计划，其中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和教育部自１９９５年以来联合开展的研究生

暑期学校项目。该项目主要面向９８５、２１１工程建设

学校，依托重点或优势学科，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组

合与共享，扩展研究生的学术视野，促进研究生交流

与合作，激发研究生创新思想，提高研究生的教学与

科研水平、培养质量［３］，体现了快速激发、扩 展 和 提

高研究生的创新视野、创新思维、创新方法的价值，
在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年，我 国 的 研 究 生 暑 期 学 校 已 举 办１２３校

次，举办院校有６２所，参加学员近两万人，学校和学

科受益面不断扩大。
本文就研究生暑期学校建设绩效问题设计、发

放、回收了４０００多份调研问卷，收到调研反馈的院

校４５所，占２００５～２００９五年间举办研究生暑期学

校高校总数的７３％，问 卷 调 查 涉 及 院 校 多，具 有 很

大的代表性与普遍性。问卷涉及范围广，旨在发掘

研究生创新价值的关键影响因素，提出其建设绩效

体系的改进措施，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暑期学校



建设绩效进行观察评价：一，创新思路管理机制。是

否坚持先设计创新思路再举办暑期学校的原则，体

现在学员的选拔方式是否合理有效、课程设计与课

程结构是否既有前瞻性又有实践性等；二，问题的提

出与解决机制。是否坚持及时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解决问题的原则，体现在是否建立了即时激发研究

生创新思维，并能得到及时沟通和指导、梳理修正的

机制；三，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的普及机制。体现在

暑期学校中是否有宣传、讲解、培训新的研究方法以

及各种仪器、设施的功能及使用方法的内容；四，学

习效果的接续机制。体现在暑期学校是否建立了共

享平台，以及与校内外高校、学科、重点实验室之间

的承接关系，使研究生从开阔学术研究视野转向深

入后续研究的接续。

二、研究生暑期学校建设绩效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使用ＳＰＳＳ统计软件对问卷统计数据进行

回归分析，旨在发现研究生暑期学校建设绩效的影

响因素，以及各变量之间的影响作用，研究创新活动

管理机制、问题的提出与解决机制、研究方法与研究

手段的普及机制、学习效果的接续机制在研究生暑

期学校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对于学员学习收获与科研

创新能力的提高有什么性质（正或负）及程度（强或

弱、显著或不显著）的影响等，为举办单位提供改进

建议。
（一）研究假设

本文给出如下４个假设：

假设 Ｈ１：创新活动管理机制设计越合理，发挥

作用越大，学员最终收获与能力提高越明显，正面显

著作用越大。
假设 Ｈ２：问题的提出与解决机制设计越合理，

发挥作用越大，学员最终收获与能力提高越明显，正
面显著作用越大。

假设 Ｈ３：研 究 方 法 与 研 究 手 段 的 普 及 机 制 设

计越合理，发挥作用越大，学员最终收获与能力提高

越明显，正面显著作用越大。
假设 Ｈ４：学习效果的接续机制设计越合理，发

挥作用越大，学员最终收获与能力提高越明显，正面

显著作用越大。
（二）变量定义与描述

本文研究的因变量为学员的收获，包括具体性

收获、感觉性收获、激励性收获。控制变量为学员自

身各方面因素，包括学员身份、学历层次、就读学业

年数、主题了解程度、专业程度、主题定位理解程度。
自变量为创新活动管理机制、问题的提出与解决机

制、研究方法与研究手段的普及机制、学习效果的接

续机制四方面机制。
计分规则：单选题选项按照高低程度排列，选项

为４个，则计 分 规 则 为：Ａ＝１，Ｂ＝２，Ｃ＝３，Ｄ＝４。
选项为３个，则计分规则为：Ａ＝１，Ｂ＝２，Ｃ＝３。多

选题的选择结果中有关键选项＝２，无关键选项＝１。
最后得分＝（实际得分／选项最大分值）＊各条目预

定最大分值。进行回归分析的变量清单及描述性统

计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变量清单及描述性统计

名称 二级指标 Ｍ（均值） ＳＤ（标准差）

因变量

总收获 以下三项收获平均 ７２．６７　 ６．６１

具体性收获

收获知识广度深度 １５．０４　 ２．１８
收获研究方向问题 １２．２０　 １．９７

收获研究思路 １２．６７　 ２．１１
收获研究方法 １２．２５　 １．９８

科研创新能力收获 １３．９７　 １．９５

感觉性收获
最大收获 ３６．６５　 ３．５３

收获与平时学习工作比较 ４０．７５　 ３．０８
激励性收获 今后在该研究领域作为 ７４．１４　 ４．４５

控制变量

学员身份 ０．８８　 ０．１６
学历层次 ０．９１　 ０．１４

就读学业年数 ０．２３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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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二级指标 Ｍ（均值） ＳＤ（标准差）

报名提供资料 ０．５８　 ０．４５
主题定位 ０．５３　 ０．２５

主题了解程度 ０．６１　 ０．２４
专业对口程度 ０．３０　 ０．２３

自变量

创新活动管理机制

招生环节 １７．６３　 １．８８
主题合理性 ７．６５　 ２．０６

教学活动安排 １５．８９　 １．９０
班级规模 ４．５７　 ２．２３
教学评价 １４．８１　 １．７１

问题提出与解决机制

师生交流情况 １６．２５　 ２．６１
师生交流收获 １９．３０　 ２．５５
生生交流情况 ２０．３４　 ２．５３
生生交流收获 ２１．０９　 ２．３１

研究方法与研究

手段普及机制

教学活动形式 ６．１４　 ３．２８
教学内容 １２．８６　 ３．５４

学习效果接续机制 愿意向他人推荐 ４６．７５　 ３．５１

　　（三）数据分析

采用一般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对问卷数据进行分

析，回归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一般多元线性回归结果（Ｐ＜５％）

模型自变量

总收获 具体性收获 感觉性收获 激励性收获

标准差
标准化

系数
ＶＩＦ 标准差

标准化

系数
ＶＩＦ 标准差

标准化

系数
ＶＩＦ 标准差

标准化

系数
ＶＩＦ

常数项（系数为非标准化） ０．５９２　３５．２１２ － ０．３１７　１５．００６ － ０．２２６　１６．３２７ － ０．３１９　５．５２４ －

自身因素

学员身份 ０．３１２　０．０３０　１．０３１　０．３１８　０．０４１　１．０２４　０．３１１　０．０１１　１．０２９　０．３１７　０．０３３　１．０２６
学历层次 ０．２４７　０．２８０　１．１６７　０．２４１　０．１３２　１．１３５　０．２５４　０．０５９　１．１６６　０．２５１　０．０８７　１．１３１

就读学业年数 ０．４１０ －０．０３６　１．１４４　０．４１５ －０．０１４　１．１１７　０．４１３　０．０３５　１．１５０　０．４２０ －０．０４９　１．１１９
报名提供资料 ０．９５４　０．０５９　１．０２５　０．９４３　０．０６３　１．０２１　０．９６１　０．０５９　１．０２２　０．９３３　０．０５１　１．０２４

主题定位 ０．５００　０．１０６　１．０５８　０．５００　０．１２７　１．０５３　０．４９９　０．０６４　１．０５６　０．５００　０．０９１　１．０５０
主题了解程度 ０．４９０　０．１００　１．１０３　０．４９０　０．０６３　１．０８５　０．４８９　０．０６７　１．０９６　０．４８９　０．２０７　１．０８０
专业对口程度 ０．４３８　０．１８６　１．０６５　０．４４７　０．１８９　１．０５０　０．４３８　０．０５７　１．０６７　０．４４８　０．１５１　１．０５０

创新活动

管理机制

招生环节 ０．５０７ －０．０３８　１．２０３　０．５２１ －０．０４８　１．２７９　０．５０８　０．０１１　１．２０３　０．５２５　０．０１６　１．２７８
主题合理性 ０．４１４　０．１０１　１．２６５　０．４１８　０．０７９　１．３１３　０．４１５　０．０６０　１．２７９　０．４２０　０．０５４　１．３２０

教学活动安排 ０．５２９　０．２５９　１．２９２　０．５４２　０．３１８　１．３７１　０．５２９　０．２２８　１．２９８　０．５４１　０．０６５　１．３６７
班级规模 ０．４９８ －０．０５８　１．００８　０．４９８ －０．０１５　１．００７　０．４９７ －０．０４９　１．００９　０．４９８ －０．０４６　１．００９
教学评价 ０．５４１　０．２７０　１．３１０　０．５７４　０．２５８　１．３７５　０．５４５　０．１５３　１．３２５　０．５７２　０．２１３　１．３７９

问题提出与

解决机制

师生交流情况 ０．０８４　０．２２１　１．８６９　０．０８８　０．２１７　１．８５６　０．０８４　０．０６１　１．８３５　０．０８９　０．１４８　１．８１６
师生交流收获 ０．０４２　０．０１４　１．７２１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３　１．７１１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２　１．７３６　０．０４３　０．０２８　１．７０６
生生交流情况 ０．７７９　０．０５４　１．９８０　０．７７３　０．１４９　１．９７９　０．７７４　０．０２７　１．９５６　０．７７１　０．０２４　１．９５２
生生交流收获 ０．６４１　０．１９２　１．７８１　０．６４１　０．２２１　１．８０６　０．６４３　０．１４０　１．７９９　０．６４２　０．１１６　１．８０３

研究方法与

手段普及机制

教学活动形式 ０．４３０　０．１０７　１．０４２　０．４３０　０．１０１　１．０４１　０．４２８　０．０６４　１．０４１　０．４２９　０．０６８　１．０３８
教学内容 ０．５００　０．１６４　１．０４９　０．５００　０．１０９　１．０４７　０．５００　０．１７８　１．０５０　０．５００　０．０２５　１．０４９

学习效果接续 愿意推荐 ０．２１３　０．１８２　１．０１３　０．２３８　０．１４７　１．０１１　０．２２０　０．１４４　１．０１４　０．２４４　０．２３９　１．０１８
观测值 １１８８　 １１８８　 １１８８　 １１８８

调整Ｒ方 ０．２７６　 ０．２５１　 ０．１１２　 ０．１７４
Ｆ（Ｓｉｇ）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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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回归分析结果看，四个回归方程Ｆ显著性水

平为０．０００，说明各个回归模型是显著的，具有统计

学意义。从回归系数结果来看，暑期学校硕士生层

次的学员影响还是比较积极突出的，符合最初的定

位要求。学业就读年数对学员收获没有太大影响。
报名时提供的材料中有一定的学术目标、研究思路

或设想，对主题了解的程度越深、专业越对口（即在

该领域从事过研究程度越深），学员收获越大。因此

建议暑期学校在选择学员时，要注意提高标准，有的

放矢，按照上述要求，寻找有浓厚的学术理想与学术

目标、科研兴趣，以及一定的研究计划，了解主题较

多、专业较对口的学生进行培训，则学习效果与建设

绩效更佳。
对照前节的理论假设，参照回归系数结果，可以

得出这４个机 制 在５％显 著 性 水 平 下 的 验 证 结 果，
如表３所示。

表３　回归结果对理论假设的验证情况统计（Ｐ＜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总收获 具体性收获 感觉性收获 激励性收获

创新活动

管理机制

招生环节
假设 正性显著 假设 正性显著 假设 正性显著 假设 正性显著

验证 × 验证 × 验证 × 验证 ×

主题合理性
假设 正性显著 假设 正性显著 假设 正性显著 假设 正性显著

验证 √ 验证 √ 验证 √ 验证 √

教学活动安排
假设 正性显著 假设 正性显著 假设 正性显著 假设 正性显著

验证 √ 验证 √ 验证 √ 验证 √

班级规模
假设 正性显著 假设 正性显著 假设 正性显著 假设 正性显著

验证 √ 验证 × 验证 × 验证 ×

教学评价
假设 正性显著 假设 正性显著 假设 正性显著 假设 正性显著

验证 √ 验证 √ 验证 √ 验证 √

问题提出与

解决机制

师生交流情况
假设 正性显著 假设 正性显著 假设 正性显著 假设 正性显著

验证 √ 验证 √ 验证 √ 验证 √

师生交流收获
假设 正性显著 假设 正性显著 假设 正性显著 假设 正性显著

验证 × 验证 × 验证 × 验证 ×

生生交流情况
假设 正性显著 假设 正性显著 假设 正性显著 假设 正性显著

验证 √ 验证 √ 验证 √ 验证 √

生生交流收获
假设 正性显著 假设 正性显著 假设 正性显著 假设 正性显著

验证 √ 验证 √ 验证 √ 验证 √

研究方法与研究

手段普及机制

教学活动形式
假设 正性显著 假设 正性显著 假设 正性显著 假设 正性显著

验证 √ 验证 √ 验证 √ 验证 √

教学内容
假设 正性显著 假设 正性显著 假设 正性显著 假设 正性显著

验证 √ 验证 √ 验证 √ 验证 ×
学习效果

接续机制
愿意向他人推荐

假设 正性显著 假设 正性显著 假设 正性显著 假设 正性显著

验证 √ 验证 √ 验证 √ 验证 √

　　根据表中的统计结果，结合前文的理论假设，可
以得到如下结果：

１．创新活动管理机制的因素中，招生环节对学

员的总收获及三个维度的收获无显著影响；主题定

位合理性、教学活动安排评价、教学整体工作评价对

学员的总收获及三个维度的收获有显著正影响；班

级规模的合理性对学员的总收获有显著正影响，对

三个维度的收获无显著影响。

２．问题提出与解决机制的因素中，师生交流情

况、生生交流情况、生生交流收获对学员的总收获及

三个维度的收获有显著正影响。

３．研究方法与研究手段的普及机制的因素中，

实践性的教学活动、有最新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的

教学内容对学员的总收获及三个维度的收获有显著

正影响。

４．学习效果的接续机制的因素中，愿意向他人

推荐研究生暑期学校对学员的总收获及三个维度的

收获有显著正影响。
从验证结果来看，这４个机制的主要方面对暑

期学校的建设绩效与学习效果有显著的正面促进作

用，需要进一步建立健全这四方面机制，如精心筛选

主题、合理安排整体教学活动与教学工作、确定合理

的班级规模、及时有效进行教学评价。在课堂内外，
建立健全沟通咨询机制，加强师生以及学生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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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互动，不断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与学术兴趣，并
及时得到沟通指导。在教学活动与教学内容中，多

考虑增加实践性、创新性的教学内容，如实验／实习

教学、现场参观厂商仪器设备使用等。同时要考虑

加强后续的咨询服务机制建设，保持学员学习效果

的延续性与深入性，使学员收获不断得到升华提高，
并愿意主动向他人推荐，以提高学校知名度与学员

参与度，达到双赢效果。

三、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与教育质量的建议

大力培养研究生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

能力，对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无疑

是至关重要的，本文将从提升研究生暑期学校建设

效果出发，提出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与教育质量的

几点建议。
（一）树立明确的培养目标

实施研究生创新计划，提高研究生的创新能力，
首先我们要有明确的培养目标［４］。具体到研究生暑

期学校而言，要求举办院校在举办活动前，就要对活

动的前后过程有创新思维的全盘考虑，明确研究生

暑期学校在培养创新人才方面的定位，明确学员在

创新能力方面有哪些培养要求，如具有以批评性思

维系统地推理的能力、具有独立思考或与他人合作

的能力、具有形成新概念和解决新问题的能力，以及

能够掌握哪些方面、掌握到何种程度的最新理论与

实践应用等［５］。有了这些具体明了的培养 要 求，举

办院校在后续的开办时间、信息发布、学员录取、教

学活动设计、教学内容安排、教学过程设计、师生交

流互动、师资力量分配、班级规模测算、教学评价监

督、学员成绩考核、教学活动管理等环节的具体实施

过程中，就有了操作的指导原则，不仅有的放矢，而

且有依可循，才能实现全过程、全方位、全员的创新

机制设 计 与 运 行，最 终 实 现 提 升 创 新 能 力 的 培 养

目标。
（二）营造良好的鼓励创新氛围

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

究生的创新意识与创新思维，而这又是在良好的、鼓
励创新的人文环境下培育出来的。具体到研究生暑

期学校而言，无论是在课堂内外，不论是针对教学活

动形式、还是教学内容，举办院校都要设计、运作、烘
托出良好的学术氛围，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与咨询

服务机制，鼓励学员与教师多交流，鼓励学员之间多

交流，鼓励团队合作，培养学员开放的心态以及团结

协作的精神，激发学员追求科学、追求真理、探索学

术顶峰的激情，注重学员创新思维与习惯的养成，积
极吸纳不同学派、流派的知识成果，在实践中善于研

究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三）构建有效的培养模式

培养模式包括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活动形

式等。具体到研究生暑期学校而言，要更注重教学

内容、教学活动形式、教学方法的创新性与实践性，
多加入包含最新研究成果与研究手段、研究方法的

教学内容，改善“以讲为主”的局面，多提供学术交流

的机会，多开展实验教学、参观性教学、短期实习等

课外的新型教学活动，在教学方法上加强小型讨论，
重视学员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和思维批判性、创造性

习惯和精神的养成，重视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在重

视能力培养、加强实践环节、培养团队精神、训练系

统思考和创新能力等方面努力。
（四）打造高水平的师资队伍

大学教育的本质是人才培养活动，一方面取决

于学生，另一方面取决于教师，因此高水平的师资队

伍是培养创新型人才、提升创新能力的关键所在［６］。
具体到研究生暑期学校而言，应集中优势资源，创造

各种条件，加大名校教师、知名科研院所研究人员、
海外知名专家学者的邀请比例，以充分保证研究生

暑期学校的教师足够吸引学生，其学术观点足够新

颖，其教学经验足够丰富，从而可在教学活动过程中

充分激发学生的思考，提高其创新能力。
（五）建立科学有效的评价体系

评价体系是导向，是指挥棒，是诊断器，是 不 断

提升教学效果、优化教学内容的基础与动力。具体

到研究生暑期学校而言，对于学员的考核评价不应

拘泥于“考试”，形式可以多样，可以提交学术论文、
研究报告、参加面试讨论、单独或团队解决某一具体

问题，甚至可以是一场竞赛等等，其主要目的不在于

评价学员的书面成绩如何，而是挖掘学员的创新思

维，观察学员 是 否 充 分 掌 握 了 所 学 内 容，并 有 所 启

示，甚至迸发了新的思维火花。对于教学评价，无论

是教学内容、形式、方法、效果等，都可以是多方位、
全员参与的，包括学员、教学管理人员、举办院校等，
旨在综合考虑其举办过程中的优势与不足，为后续

的举 办 活 动 提 供 更 大 的 改 进 空 间 与 更 好 的 基 础

平台。
（六）提供长期的咨询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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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做好研究生暑期学校建档立案工作，建立

长期的交流平台，使曾经参加过或未来想参加的教

师或学生都可以继续在这样的平台上交流，及时保

护学员的创新思维，及时引导创新思维的内化，持续

保持和拓展学术价值和友谊，构建一个良好的学术

共同体生态环境。同时，举办院校要有计划地开展

此类活动，并将其固化为定期性的学术活动，还不仅

使学员的学习效果持续得到提高与发展，也提高了

学校的学术知名度与学员的参与热情，实现学员与

学校的双赢效果。
总之，如何提升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建立国际知

名、世界一流的高水平大学，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国

际竞争力，是当前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重大课题，各
大高校任重而道远，需要建立明确的培养目标，为研

究生提供充分的学术交流与发展机会，合理设计培

养模式，优化教师队伍与评价体系等。坚持以学生

为本，是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与教育质量、实现创新

型人才培养行之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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