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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文社会科学包括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两部分，它与自然科学在研究对象、学术性质、研究任务等方

面存在着差异，因而研究方法也不尽相同。研究方法是完成研究任务的船和桥，方法创新是学术进步的阶

梯。目前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类硕士研究生普遍缺乏方法论自觉，加强方法论教育时不我待。高校应在所有

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普遍开设方法论课程，帮助学生提高发现问题、提炼问题、鉴别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使学术研究更具规范性、科学性和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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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社会科学类研究生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的一支重要生力军，他们的研究能力和研究素养

如何，一定程度上将影响着未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的水 平。由 于 招 生 规 模 的 逐 年 扩 大 和 教 育 观

念、教学方法的落后，研究生培养单位程度不等地存

在着淡化研究方法论教育的倾向，从而严重制约了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如何通过加强和改进方法

论教育，使研究生形成研究方法的自觉，提高研究生

发现问题、提炼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通
过方法创新提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质量，这是当前

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类研究生培养中必须要解决的一

个重要课题。

一、人文社会科学及其研究方法概论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包 括 人 文 科 学 与 社 会 科 学 两 部

分。人文科学是关于人自身的学说或者理论体系，

是对人 的 存 在、本 质、生 命、幸 福、价 值 和 发 展 等 问

题，对人的社会属性、特别是精神文化属性进行探究

的学问，主要以人类的信仰、情感、道德和美感等为

研究对 象，通 常 包 括 语 言 文 学、文 化 艺 术、历 史、哲

学、神学、心理学等学科领域。社会科学是随着自然

科学的兴起与繁荣而产生和发展的，是关于人类社

会的学说或者理论体系，它以人的共同体的经济活

动、政治活动、精 神 文 化 活 动 等 社 会 现 象 为 研 究 对

象，目的在于探索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诸

如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文化学、人
类学等等，构成现代社会科学的主干学科。人是社

会的人，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社会。关于人和社会的

学问原先是 统 一 的，后 来 慢 慢 地 分 了 家，且 越 分 越

细。然而近代以来，人们发现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

研究的对象、目的和方法之间实在难以划出一道鸿

沟，而是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于是

人文科学和 社 会 科 学 逐 步 在 较 高 的 层 面 上 走 向 综

合，正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特别是２０世纪

中期之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互相交叉渗透，出现

了某种一体化的趋势，自然而然，人文社会科学这个

概念也就形成并逐步普及了。

与自然科学要回答研究对象是什么、为什么略

不相同，人文社会科学除此之外还要回答合理不合



理、应该怎么样，即通常要对研究对象作出直接或间

接的意义分析和价值判断。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一

般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体现出一定的民族性，在
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发展阶段，往往具有某种阶级倾

向性。
无论是自然科学研究，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都有一个研究方法论的问题。由于研究对象、学科

性质、研究任务不同，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

究方法也不尽相同。自然科学一般采用实证方法，
定量分析的方法，而人文社会科学往往还要借助理

解、领悟、阐释、评价的方法，追求在研究成果中体现

事实与价值、数量与质量、真理性与合理性的辩证统

一。学术界目前普遍存在着研究方法陈旧或缺少方

法论自觉的问题，很多时候仅在材料引用上下功夫，
但方法论却没有突破，这一问题在研究生的学术研

究中表现得更加突出。真正的学术革命是方法论上

的革命，方法创新是学术研究进步的阶梯。因此，在
研究生教育中强调方法论培养与熏陶，成为人文社

会科学类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方面。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具有层次性，哲学方法

特别是马克 思 主 义 哲 学 方 法 是 最 高 层 次 的 研 究 方

法，历史唯物主义是迄今为止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

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

法并非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唯一有效的方法，它只是

对其它具体的研究方法具有指导、统摄作用。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多种研究方法之间相互配合，取

长补短，要鼓励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而使学科内容

得到丰富、问题得到深化、研究结论具有创新价值。
有研究者指 出：“不 能 把 社 会 科 学 方 法 看 成 单 一 结

构，即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而排斥其它具有社会科学

方法特色的纯方法。如实验方法、数学方法、系统方

法等纯方法，也完全适用于人文社会科 学 研 究。”［１］

这是一个正确的意见。事实上，任何一个人文和社

会的问题，不仅可以而且应该采取很多途径来加以

解决，可以用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
哲学、政治学、甚至数学等学科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在进行学术研究时，不能先看这个问题贴的是什么

标签，不能先入为主地选择某种研究方法，而要从问

题本身出发去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不可被

学科壁垒限制住自己的视野。近２０年来的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方法呈多元化趋势，现代社会中所出现

的问题极其复杂，要求多种研究方法的合作攻关，才
可获得满意的答案。

二、为什么要重视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方法论教育

　　科学研 究 的 任 务 是 通 过 发 现、思 考、探 索 和 创

造，揭示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就要求

科学研究工作者除具备科学精神和相应学科的科学

知识外，还必须掌握一定的科学研究方法。
科学研究的方法是人们进行研究活动的程序、

方式、手段、工具和规则。科学研究系统中，人、研究

对象、研究手段只是些要素，这些要素只有按照特定

的程序、方式发生联系与作用，才能形成科学研究活

动，而科学研究方法就是这些特定的活动程序和方

式。黑格尔在《逻辑学》一书中指出：“在探索的认识

中，方法也就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某个手段，主观

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发生关系。”［２］毛泽东对马

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的贡献之一，是实现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向方法论的转换，他十分强

调方法问题的重要性，曾把工作方法比做过河的船

和桥，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

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

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

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

顿。”［３］毛泽东这里讲的是工作方法的重要性。倘若

将其移到研究方法上来也是一样，在科研任务提出

与完成之间横着一条河，要过河就必须解决桥或船，
否则过河也只是一句空话。研究方法就是人文社会

科学工作者完成科研任务，即从已知领域到达未知

领域的船和桥。所以要完成科研任务首先要解决科

研方法问题。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中，许多

人往往只注意研究的对象和取得的研究成果，而有

成就的科学家更关心的是用什么方法去研究。实践

证明：方法正确，可以使科研工作进展顺利，收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方法落后，科研工作只能缓慢进行，
陷于事倍功半的尴尬；方法错误，就会走弯路，甚至

失败。
对于在读期间的研究生来说，如何发现问题、面

对问题，如何搜集材料、使用材料，如何进行成功的

选题，如何撰写符合学术规范的学位论文，如何用正

确的研究方法进行论述……这些问题是他们真正进

入学术研究堂奥的拦路虎，必须首先加以解决。借

用俄国生理学家巴浦洛夫的话说，硕士研究生初涉

研究领域，最大的障碍在于缺乏研究方法，对他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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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头等重要的任务是制定研究法。因为方法是科

学研究中最主要最基本的东西，“有了良好的方法，
即使是没有多大才干的人也能做出许多的成就。如

果方法不好，即使是有天才的人也将一事无成”，“方
法掌握着研究的命运。”［４］

在一定意义上说，科学方法是科学研究的灵魂，
是科学进步的动力之一。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变革

取决于研究方法的变革，科学研究方法的变革程度

又决定着社会科学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因此，思维

方式的更新 换 代、研 究 方 法 与 手 段 的 多 样 化、精 良

化，成为新理论和新学科的“催生者”。换言之，理论

突破往往取决于方法突破。胡适一生围绕“方法”二
字打转是有深意的。梁启超、严复、王国维、胡适、王
星拱、傅斯年等老一辈学者提倡新的研究方法，这是

中国学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原因。
人文社会科学类硕士研究生，大多缺少研究方

法的训练，对 研 究 方 法 的 重 要 性 缺 少 应 有 的 认 知。
因此，学位论文选题往往缺少针对性、前沿性，论述

方法缺少自觉性，研究结论缺少创新性。这是一个

很重大的问题，因为我国每年培养以百万计的研究

生，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他们都是我国科研队伍中

的一支重要力量，如果不能在就读期间就得到良好

的研究方法训练，建立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就有落空

的危险。

三、人文社会科学类研究生应确立“问题意识”

教育界普遍比较重视训练研究生分析问题与解

决问题的方法，提高研究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

能力。可问题在于：问题从哪里来？如果学生本人

不能独立地发现问题、鉴别问题，而是要自己的导师

提供问题，这种类似命题作文的研究是被动研究，是
研究工作的大忌。因为这样的研究缺少亲切感、主

动性和创造性，这样的问题分析、解决起来也难有满

意的效果。因此，应该在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之前，
训练并提高研究生发现问题、提炼问题、鉴别问题的

方法和能力。
美国科学社 会 学 家 Ｈ·朱 克 曼 指 出 了 杰 出 的

科学研究与一般的科学研究的区别：“科学修养的主

要标准是能否抓住‘重要问题’和是否能想出新的解

决方法。……艰深的问题和巧妙的解决方法使杰出

的科学区别于仅仅是能干的或普通的科学。”［５］法国

科学家贝尔纳说，问题的形成和选择，“是科研工作

中最复杂的一个阶段。一般地说，提出课题比解决

课题更困难”。［６］选择一个真问题、有价值的问题、有
拓展空间的问题进行研究，对于研究生真正进入研

究状态，不断提升研究能力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美

国著名 科 学 家 爱 因 斯 坦（Ｅｉｎｓｔｅｉｕ，Ａ）和 英 费 尔 德

（Ｉｎｆｅｌｄ，Ｌ．）也 曾 指 出：“提 出 一 个 问 题 往 往 比 解 决

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

上的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却

需要有 创 造 性 的 想 像 力，而 且 标 志 着 科 学 的 真 正

进步。”［７］

古人云：处处留心皆学问。“留心”就是用心观

察、思考、批判，即是发现问题、提炼问题，这既是习

惯，也是方法，更是能力。缺少问题意识或缺少发现

问题的方法，科学研究就难言登堂入室，这样的人就

只能是科学研究的门外汉。科学研究从问题开始，
科学理论的创新源自提出并解决问题，随着科学的

进步，问题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那么，问

题在哪里呢？问题一方面源自理论自身内在逻辑的

矛盾；另一方面，问题存在于原有理论与客观现实之

间的矛盾处。任何理论都有其解决不了的问题，随

着客观实际的变化，原有的理论就难以解决现实的

问题，一 旦 这 样 的 问 题 被 发 现，就 可 能 推 进 理 论

创新。
科学上所说的“问题”，总是属于未知领域。随

着人类认识和实践的不断深入，人类会不断地面临

着新的 问 题。能 不 能 发 现 问 题，发 现 什 么 样 的 问

题———是真问题还是伪问题，如何分析并解决问题，
不同的人情况是不一样的。由于本科教育阶段主要

是知识的传授，方法论教育十分欠缺，因而问题意识

未被激发出来，这是研究生培养中必须着力加以解

决的。问题表现着人类认识已达到的高度，又表现

着人类实践和认识进一步发展的新起点，是知与不

知的联接点；问题反映着人们向未知领域探索和前

进的广度和深度。［８］

学术研究一般遵循以下程序：①感觉问题的存在

（理论与实际相矛盾、理论内在逻辑方面的矛盾、材料

与结论之间的矛盾）；②问题究竟是什么（对问题进行

提炼，这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③问题的诊断

（问题真伪、性质、类型、层面、地位的甄别）；④问题研

究现状（通过文献阅读和分析归纳，了解学界已经从

哪些视角、用哪些方法、在哪些层面以及确立了哪些

理论资源，对问题进行了怎样的探索和研究，得出了

哪些基本共识的结论，还存在哪些薄弱环节、发展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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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如何等）；⑤问题研究的突破点（在已有研究的基

础上，创造性地展现新的理论空间，把问题转化成自

己能把握和解决的论题）；⑥问题的解决（根据论题

所属的学科领域和性质，精选解决此问题的方法和

途径，确立研究思路和内容，得出研究结论）。
可见，学 术 研 究 是 始 终 围 绕“问 题”而 展 开 的。

不过，仅仅有问题意识和发现问题的方法还不够，研
究生教育还须培养学生搜集材料、整理材料、使用材

料的方法和能力。有些材料来自于各种类型的文献

资料，需要通过大量的有效阅读才能获得；有些材料

来自于经验事实，需要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或深

入实际生活进行访谈、调研才能获得。掌握材料对

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历史学家傅斯年

曾有一句名言：“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

分货，没有材 料 便 不 出 货。”因 此 要“上 穷 碧 落 下 黄

泉，动手动脚找东西。”［９］

那么，如何搜集、整理、鉴别、筛选、使用材料呢？

著名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冯友兰指出：“历史学家研究

一个历史问题，在史料方面要作四步工作，每一步工

作都必须合乎科学的要求。第一步的工作是收集史

料，这一步工作的要求是‘全’。第二步的工作是审

查史料，这一步工作的要求是‘真’。第三步的工作

是了解史料，这一步工作的要求是‘透’。第四步的

工作是选择史料，这一步工作的要求是‘精’。”［１０］其

实，冯友兰这句话并不仅仅适用于历史研究，而且对

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普遍意义。科学研究要

解决问题，没有材料也就成了无米之炊，丰富的文献

资料和经验事实，是学术研究具有科学性的前提和

基础。冯友兰的话说起来容易，要真正做到“全、真、
透、精”四个字，绝非易事。从事于一个专题研究，材
料是基础，但搜集材料的工作是十分艰苦的，许多人

当然也包括研究生，往往逃避搜集材料的艰苦工作，
利用别人搜集的一点材料大发议论，这样的人与科

学研究是无缘的。

四、怎样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类

研究生的方法论教育

　　任何研究都有一定的工具和规则，不懂这些工

具和规则你是进不了学术研究圈子的。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方法论的探究与教育，本质上是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走向自觉、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方式与环节，是
避免学术研 究 陷 入 方 法 论 虚 无 主 义 状 态 的 有 效 途

径。只有接受过正确的、系统的、规范的方法论训练

和启蒙，才能围绕着问题展开学术研究，才能在问题

的发掘、分析、解决之同时丰富人生、服务社会、推进

文明的发展。
江苏大学自２００４年以来，即在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哲学、图书情报学

等学科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中开设研究方法论课程。
其实，在我看来，涉及的科学专业面还太窄，应该将

此课程扩展到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承担此教

学任务七年来，我们不断地在探索中前行。首先是

熟悉相关学科的内涵和研究方法的特殊性，做到教

学中有的放矢。课堂上重点讲授的内容主要包括：
宏观层面的哲学方法如矛盾分析法、历史唯物主义

的方法、阶级分析法、结构主义方法、科学主义方法、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等；适合于多数学科的中

观层次的方法，如比较研究法、定量定性研究法、社

会调查法、文献研究法、系统论方法、诠释学方法等；
少量涉及仅适用于个别学科的微观层面的研究法，
如直觉法、体验法、个案研究法、主体间性教育方法

等。此外，还结合科研实际，向学生具体地介绍选题

的方法、学术论文撰写的方法、文献资料搜集与整理

的方法、社会调查的一般方法、学术研究规范，以及

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等老一辈学者的研究方法举证

等。通过以上方法的介绍，让研究生了解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方法的特点及其使用中的注意事项，为研

究生独立走上自主研究之路铺路搭桥。
本课程重在引导学生确立研究方法的自觉，激

发学生问题意识的觉醒，帮助学生掌握搜集资料和

分析资料的能力。我们结合本课程的内容和特点，
要求学生加强阅读训练，并在阅读中关注作者的研

究方法，在方法论层面把握研究论文的价值。我们

在教学中反复提醒学生，研究工作者开展一项研究

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

在阅读中要重点关注作者是如何使用材料、如何分

析论证、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以达到他的结论、研
究成果的规范性等环节。在如何使用材料方面，要

求学生关注作者使用的材料有没有冗余或缺漏，有

没有对材料的真伪作出必要的鉴别，有没有兼顾正

面的有利于自己的材料与反面的不利于自己的材料

并作出分析说明等。在如何分析论证方面，要求学

生关注作者如何利用文献资料和经验事实，通过怎

样的思维逻辑进行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在研究

方法方面，要求学生关注作者使用了怎样的研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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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单一的还是综合的研究方法，作者为什么采取

这种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是不是恰当，在研究方法方

面创新性如何，还有没有其它更好的可以替代的研

究方法等。
从学生反馈的信息看，这样的阅读训练针对性

强，受益大，以前那种看完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后没有

什么感觉的状况得到了切实的改变，对自己如何从

事科学研究做到了胸中有数。
本课程的另一个做法是，提早五周左右向学生

布置作业，要 求 学 生 结 合 自 己 本 学 科 专 业，按 科 学

性、有效性、合理性、价值性等原则进行选题，然后进

行选题研究动态综述，了解国内外近年关于该课题

的研究进展情况，特别是对学术界已经取得的研究

成果、主要观点、代表人物及代表作、主要研究方法

等进行综述，并指出现有研究存在的薄弱环节或有

待于进一步加强和深化的地方。明确本选题的研究

思路、研究内容和主要观点、创新之处何在、采取哪

几种研究方法、罗列参考文献。在此基础上，再安排

３～４周时间与学生一对一交流研讨。具体做法是：

先安排学生汇报自己的选题及研究内容、研究思路

和研究方法，然后是其它学生对主讲学生的汇报内

容进行自由提问，最后是任课教师针对作业中存在

的问题特别是选题是否符合学科要求、是否具有理

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否得当、综
述是否完整准确、行文和参考文献是否符合学术规

范、结论是否可靠、逻辑思路是否明晰、重点是否突

出、是否具有创新价值、尚有多少修改完善的空间等

方面一一评估与指点，并与学生一起研讨。这是一

次对学生来说非常难得的面对面的交流指导，也是

学以致用 的 一 次 尝 试。研 讨 中 师 生 双 方 确 立 了 平

等、互动、相互尊重的关系，发言自由，讨论热烈，气

氛活跃，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中达到了教学相长的目

的，符合主体间性教育的特点。尽管为了此次作业

和研讨，学生花费了很多时间搜集材料和思考问题，
但收获与 付 出 是 成 正 比 例 的。这 一 做 法 已 坚 持 数

年，深受研究生的欢迎，也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每年

均有许多研究生将本次作业的内容作为开题报告的

雏形和学位论文的选题。

参考文献：

［１］李达顺等．社会科学方法研究［Ｍ］．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７．
［２］列宁．哲学笔记［Ｍ］．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０：２４６．
［３］毛泽东选集（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３９．
［４］巴甫洛夫．巴甫洛夫选集［Ｍ］．吴生林，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５：４９．
［５］Ｈ·朱克曼．科学界的精英［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１７６．
［６］科学家译文集［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０：２９．
［７］爱因斯坦，英费尔德．物理学的进化［Ｍ］．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６２：６６．
［８］幺大中，罗炎．亚里士多德［Ｍ］．沈阳：辽海出版社，１９９８：４３．
［９］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 史 语 言 研 究 所 集 刊＼［Ｃ＼］．南 京：江 苏 古

籍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０］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６卷）［Ｍ］．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２９５－２９６．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ＤＯＮＧ　Ｄｅ－ｆｕ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ｈｅｎｊｉ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ｓｕ２１２０１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ｍａｙ　ｕｓ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ｒｏｍ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ｈｅｌｐ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　ｔａｓｋ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ｈａｖｅ　ａ　ｗｅａｋ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ｗｈｉｃｈ　ｕｒｇｅｓ　ｕｓ　ｔｏ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ｐｕｔ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ａｇｅｎｄａ．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ｏｆｆｅ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ｈｅｌｐ　ｔｈｅ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ｆｉｎｄ，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ａｎａｌｙｚｅ　ａｎｄ　ｓｏｌｖ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ｅｉ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ｍｏｒ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３４·董德福·人文社会科学类研究生要注重方法论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