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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跨学科研究生培养已成为当前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本文借鉴发达国家高校跨学科研究

生培养的经验，结合我国高校当前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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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跨学科研究生队伍不断扩大、不同学科之间

日益交叉融合、跨学科研究迅速发展和社会问题日

趋复杂化的背景下，跨学科研究生培养已成为当前

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跨学科研究生培养

对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推动跨学科师资队伍建设

和促进交叉学科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

现实意义。

一、我国高校跨学科研究生培养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我国高校跨学科研究生培养在观念、机
构、制度和措施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主要表现

在：①形成了跨学科研究生培养的观念。我国的重

点院校尤其是“９８５工程”高校已尝试在环境、生 物

医学、生命科学和语言认知等学科领域开展跨学科

研究生培养工作。②建立了跨学科研究生培养的组

织机构。主要有国家科技创新平台、国家哲学社会

科学创新基地、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中心和学

校成立的跨学科研究中心、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等

机构，从而为跨学科培养提供了组织保障。③构建

了跨学科研究生培养的制度支持。最新的《学位授

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２０１１年）》中一级学科的数

量大大增加，同时进一步淡化了二级学科，拓宽了培

养口径；国家鼓励高校在一级学科范围内自主设置

专业，有利于高校根据社会需要与人才需求状况设

置跨学科专业；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高校合并，形

成了许多学科门类相对齐全的综合性大学，这为跨

学科培养奠定了多学科的基础。④制定了支持跨学

科研究生培养的措施。鼓励考生跨学科跨专业报考

研究生，允许博士生指导教师跨学科招收博士研究

生，并加大导师在录取博士研究生的自主力度；组织

导师团队或导师指导与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培养

交叉学科研究生；要求本专业研究生必须跨专业选

修一定数量的课程，对跨专业的硕士研究生须补修

本专业２～３门的本科基础课程。⑤完善了跨学科

研究生培养的支撑条件。快速发展的跨学科研究有

助于跨学科教育的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多类型的

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为研究生培养拓宽了交

叉学科的生源。
但就整体而言，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中的跨学

科培养仍停留在起步探索阶段，还存在影响与制约

我国高校跨学科研究生培养的问题与因素。



１．尚未形成明晰的跨学科研究生培养理念

我国实行本科专业目录和研究生专业目录独立

制定运行的模式，两者在专业名称与专业代码上不

统一；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既缺少设置跨学科门类，
也没有为跨学科发展留出空间，制约了跨学科培养

的开展。
社会用人单位对跨学科人才认可度不高，过于

强调专业对口，过于偏重招聘单学科专业培养的研

究生，影响了跨学科培养的开展。
指导教师开展跨学科研究生培养的热情不高，

一方面是囿于长期单学科培养与单学科纵深研究所

形成的惯性思维，另一方面是受制于因不同学科具

有独特的知识结构、能力要求与思维方式所带来的

隔行如隔山的客观现实。
报考跨学科研究生的生源素质差异较大、报考

动机多样化，不少考生纯为研究生文凭或该专业好

考容易录取或逃避就业压力而选择跨学科报考，真

正出于兴趣和有志于跨学科研究并为之努力的研究

生不多。

２．学校组织机构和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

了跨学科培养的开展

首先，我国高校大多数以一级学科为基础设置

学院，学院数量众多，学院内部学科包容量较少，专

业划分过细。据 统 计，我 国 首 批“９８５工 程”重 点 建

设的九所高校平均设置学院１５．６个，按学科门类设

置学院的比例只有３１．２％ （见表１）。其次，我国高

校形成了以学科为基础的校院二级管理体制，学校

习惯于以学院为基本单位，按单学科专业的组织模

式进行政策制定、资源分配、人事管理和评价考核，
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跨学科与交叉学科。

表１　国内首批９８５高校按学科层次设置学院情况表

学校 学院总数
按学科门类 以一级学科为基础 以二级学科为基础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北京大学 ２１　 ３　 １４．３　 １３　 ６１．９　 ５　 ２３．８
清华大学 １２　 ５　 ４１．７　 ６　 ５０．０　 １　 ８．３
复旦大学 １３　 ４　 ３０．８　 ７　 ５３．８　 ２　 １５．４
南京大学 １２　 ４　 ３３．３　 ８　 ６６．７　 ０　 ０．０

上海交通大学 １７　 ６　 ３５．３　 １０　 ５８．８　 １　 ５．９
浙江大学 ２１　 ８　 ３８．１　 １２　 ５７．１　 １　 ４．８

西安交通大学 １６　 ５　 ３１．３　 １０　 ６２．５　 １　 ６．３
中国科技大学 ９　 ４　 ４４．４　 ５　 ５５．６　 ０　 ０．０

哈尔滨工业大学 ２０　 ５　 ２５．０　 １３　 ６５．０　 ２　 １０．０
总数 １４１　 ４４　 ３１．２　 ８４　 ５９．６　 １３　 ９．２

　　　　　　资料来源：贾川．我国高校跨学科研究生培养机制研究［Ｄ］．国防科学技术大学，２００８．略修改

　　３．传统的单学科培养模式影响了跨学科培养的

开展

在招生录取上，与本专业考生相比，在同等条件

下，跨学科的考生不易被录取。
在课程设置上，本专业研究生与跨专业研究生

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个体差异关注不够，课程内容前

沿性、综合性不够，交叉学科课程、综合性课程较少。

在指导教师方面，拥有跨学科学习与跨学科研

究经历的导师不多，不同学科门类之间的导师相互

交流、沟通、合 作 开 展 项 目 研 究 和 联 合 培 养 还 非 常

有限。
在学位授予上，习惯于按单学科的思维模式评

价跨学科研究生的科研成果、组织学位论文的评阅

与答辩和进行学位审核与授予等。

二、发达国家高校跨学科研究生培养的经验

　　发达国家高校实施跨学科研究生培养起步早，
认识深，经验多，有着相对成熟的培养模式与运行机

制，对我国高校有着借鉴与参考价值。

１．重视学科交叉人才培养

美国先后推出《工程研究中心》计划、“研究生教

育与科研训练综合化项目”，旨在培养具有跨学科研

究理念与方法的优秀人才。如麻省理工学院计算与

系统生物学跨学科计划，主要依靠生物学、计算机科

学和工学等相关领域学术组织的资源开展跨学科研

究生培养活动［１］。英国在《高等教育的框架》和《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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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教育和训练》等教育白皮书中，提出要积极开

展综合教育和跨学科培养，实施宽口径综合课程教

学，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２］。日本筑波大学 校 长 岩

崎洋一指出：“作为综合大学筑波大学拥有广泛的学

科领域，在各专业领域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教学的同

时，不局限于既存的领域，活跃地开展着跨学科的教

育与研究”。［３］

２．建立了适合跨学科培养的组织体系

国外高校改革了传统的教学科研组织，采取了

适于跨学科教育的教学科研体制。美国哈佛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高校都

成立了横跨多个学科的跨科学研究所或研究中心。
英国所塞克斯大学以新型的学科替代了传统院系组

织形式［４］。日本筑波大学设立了六大学群，名 古 屋

大学则建立了由领域专业群和复合专业群构成的流

动型研究生院体系［５］。

３．制定了利于跨学科培养的政策与制度

设置交叉学科群。美国的学科专业目 录（２０００
版）单独设置了“交叉学科”和“文理综合学科”两个

学科群，在其它学科群内设置了交叉类的（一级）学

科，此外，大多数学科设置了学科内部的交叉专业。
该专业目录适用于研究生、本科、专科及职业技术等

各层次的专业。美国各大学在学科专业设置、名称

确定、学位授予等各方面拥有完全的自主权和高度

的灵活性［６］。
创新人事管理制度。美国在《促进学科交叉研

究》报告中提出：要制定灵活的职称晋升政策、认可

跨学科科研成果、优先聘任从事跨学科教师、合理评

价从事跨学科研究每位成员的贡献、在待遇上与单

学科研究人员相当，等等［７］。又如威斯康辛 大 学 教

师推出的集群聘任计划。该大学设置４９个由不同

领域整合出来的集群，受聘人员在行政上归属某个

系，但全部由学校专款聘任［８］。

设立合作基金。如哈佛大学设立了教师跨院系

合作基金和学生跨院系合作基金，为激励师生跨院

系合作提供经费保障［９］。
整合学校资源。如麻省理工学院在培养计算机

系统生物学创新工程跨学科博士生时，建立了整合

学校既有资源的一体化技术平台，形成知识转移和

共享机 制，为 顺 利 开 展 跨 学 科 研 究 和 教 育 提 供 了

保证［１０］。

４．在招生、培养、学位授予等环节充分体现了跨

学科培养范式

招生录取上注重录取跨学科生源，如排名世界

居前的哈佛医学院的学生来源，除理工科外，音乐、
艺 术、文 学 等 文 科 和 艺 术 类 专 业 也 占 有 相 当

比例［１１］。
课程教学上充分考虑和体现了跨学科的特点，

如华盛顿大学“城市生态学”ＩＧＥＲＴ博士项目建立

了由核心课程和自由选修课程组成的课程体系，每

一门课程都对城市生态学有关学科的理论基础和技

术手段进行了有效整合，并采用了以问题为基础的

课程组教学模式［１２］。
为解决跨学科专业的学位授予，美国大学采取

授予联合学位或多种学位类型的办法。如斯坦福大

学环境与资源跨学科研究生项目，可授予联合科学

硕士和哲学博士；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跨学科研究

生项目，可授予文学硕士和科学硕士两种学位［１３］。
教师从事交叉学科活动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如

美国西北大学对本校教师的调查显示：全校５０％的

教师参与到各种交叉学科中心、项目和研究工作中，

４７％的教师与其他学院的同事合作撰写论文，５０％
的教师参加了交叉学科专业组织，４０％的教师在交

叉学科性质的杂志上发表过文章，７０％的教师参与

了不同学院的论坛［４］。

三、促进我国高校跨学科研究生培养的策略

　　跨学科 研 究 生 培 养 是 一 个 系 统 而 又 复 杂 的 工

程，从层面说，涉及到国家与社会、高校、师生等多个

主体；从制约因素说，与国家政策、高校管理制度、培
养过程与培养环节等息息相关。为进一步推进我国

高校跨学科研究生培养进程，提高跨学科复合型创

新人才的培养水平，提出以下主要建议：

１．修订专业目录，设置跨学科门类

尽 快 统 一 本 专 科 和 研 究 生 教 育 的 学 科 专 业 目

录，允许部分学科专业可以只适用于高等教育的某

一个层次。修订现有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在各个

级别上鼓励新兴学科、边缘学科、横断学科、交叉学

科发展。进一步增加一级学科的数量与比重，淡化

专业。逐步扩大高校自主设置学科专业的权力，为

促进 交 叉 学 科 发 展 与 培 养 复 合 型 创 新 人 才 创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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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２．健全跨学科培养的相关制度

在组织机构上，以学科门类为基础设置学院，以
减少学院的数量与规模，增加学院的学科容量，促进

不同学科专业的交叉融合。通过对哈佛大学、剑桥

大学等３０所国外著名大学学院设置的统计分析，可
以发现，有８１％的学院按学科大类设置，有３．４％的

学院按 学 科 群 设 置，按 一 级 学 科 设 置 的 比 例 仅 为

１１．４％［１５］。与之相比，国内重点院校在减少学院设

置数量、提升学院设置层次上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而建立学部制或许是一个较好的解决办法，具体是

将学科性质相近或关系紧密的院系按人文学科、社

会学科、理学学科、工程学科、信息学科、农学学科和

医学学科等七大学科领域成立相应的学部，以加强

跨学科研究与教育的发展。
在师资队伍建设上，要引导与激励教师积极参

与跨学科教育。第一，对进行跨学科教育的教师在

工作量、项目申请、科研经费及物力资源（仪器设备、
图书资料、办公场所）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第二，
进一步完善专兼职教师聘用制度、导师组或导师团

队培养模式。第三，创造条件拓展教师跨学科的知

识结构与养成非线性思维。如浙江大学“青年教师

交叉学习培养计划”值得借鉴，该计划包括“专业性

交叉学习”和“综合性交叉学习”两个方面，对培养青

年教师形成交叉学习的自觉意识，推动不同学科间

教师的科研 合 作 与 研 究 生 联 合 培 养 起 到 了 积 极 作

用［１６］。第四，在教师聘任制度上，可借鉴“古本根重

建社会科 学 委 员 会”国 际 学 术 组 织 在《开 放 社 会 科

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中提出的建议，即“采取强

制性联合聘用教授的办法”，即“每个人都同时受聘

于两个系，其中一个系的专业与他或她所拥有的学

位有关，另一个系的专业则与他或她的兴趣有关，或
与他或她所做的研究有关”；同时，“要求每一个系至

少有２５％的教职员不具备该学科的学位。”［１７］

在资源利用上，要打破学科专业之间的界限，整
合学校实验设备仪器等相关资源，建立技术支撑平

台，由学校统 一 进 行 管 理，以 减 少 与 避 免 资 源 的 闲

置、浪费与重复建设，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资源共

享。积极争取社会支持，与行业企业、科研院所开展

紧密合作，进行研究生联合指导，共建校外研究生培

养基地。

３．完善跨学科培养范式

在招生录取上，要尽可能按一级学科招生或跨

学科联合招生，在考试科目的设置、试卷命题、复试

等环节注重考察考生在知识、能力与思维上是否具

备跨学科培养的潜力，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有兴

趣、综合素质高、整体思维能力强的跨学科考生。此

外，要探索多样化的招生录取途径，进一步扩大导师

的招生自主权。如浙江大学导师自主遴选博士生的

做法给我们有益的启示。该方案允许院士、长江特

聘教授、求是特聘教授和优博论文指导教师等通过

自主遴选的方式从校外高水平大学或校内跨大类学

科领域的学生中招收博士生，为跨学科培养争取优

质的交叉生源［１８］。
在课程教学上，要按照一级学科制订培养方案，

实行宽口径培养；注重课程的综合性和前沿交叉性，
引入交叉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开设跨学科课程与

综合性课程；大力提倡问题教学、专题讨论、团队授

课等。如北京大学开设的“研究生科学精神与学科

素养”课程就是一个范例，该课程打破以往教学体系

中以学科为基本单元的格局，由北大人文、社会与自

然科学领域的知名学者授课，致力于提高全体研究

生人文素养与科学精神［１９］。
注重在跨学科的项目研究中不断培养锻炼跨学

科人才。来自不同学科、不同知识背景和不同学习

经历的研究生以项目为中介，相互交流、沟通、取长

补短，有助于研究生构建网状的知识结构、提高交际

合作能力、形成跨学科思维。另外，倡导建立跨学科

实验室轮训体系，提升研究生的自主创新能力。
在学位授予上，建立跨学科研究生学位授予质

量评价与控制体系。鼓励和支持跨学科研究生结合

原有的学科背景，选择带有跨学科性质的课题作为

学位论文的选题。要根据学位论文涉及的学科领域

选择一定比例的学位论文评审专家。进一步完善学

校、学部、学科三级学位委员会体系，成立学校与学

部层面上的跨学科学位委员会，负责跨学科研究生

的学位授予资格的审核。
在构建跨学科环境上，积极组织学术交流研讨

会、跨学科论坛、学术沙龙、多学科论文报告会和学

术讲座等，广泛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通过多学科交

流和沟通平台，营造多学科氛围，推动跨学科研究生

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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