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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自由主义”理念下美国将培养创新精神作为研究生教育的核心价值理念，通过制定灵活的培养

计划、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以及采用民主的课堂教学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德国秉承了洪堡“教学科研相结

合”的教育理念，构建产学研结合机制作为研究生的创新动力机制，从研究生的论文选题、导师遴选、课程设

置等方面促进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而日本确立“科技创新立国”的战略之后，重建了多样化的研究生教育

理念，通过多样化与综合化的课程设置、启发式的教学方式以及官产学研相结合的机制来保障研究生的创

新。这些国家的做法给我国研究生创新教育提供了很多启发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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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新自由主义”理念下的创新教育

约翰·杜 威（Ｊｏｈｎ　Ｄｅｗｅｙ）是 美 国 新 自 由 主 义

的核心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自由主义与社会行动》
系统地阐述了“新自由主义”哲学的内涵，指出“新自

由主义”的三个永恒的要素是“自由、个性及自由智

慧”。之后，以杜威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哲学作为

核心价值取向影响着美国的教育实践。“新自由主

义”认为，教育是影响人们思想、性情与态度的最重

要力量之一，也最能敏感而持续地反映人的自由智

慧水平，这种自由智慧的内核就是科学精神和科学

方法，即科学的实验方法、合作的研究方式及反思性

的思维方式。在“新自由主义”理念关照下，美国的

教育非常注重对学生合作态度、质疑与探究的科学

精神的培养，并将这种理念贯穿到教育的整个过程。

美国社会认为，大学是国家创新体系的最重要

的组成部分，其主要责任就是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
特别是研究生教育决定着国家科技性质和水平，因

此，它理应 承 担 较 多 的 科 技 创 新 与 学 术 发 展 责 任。
基于此，美国采取了很多带有“自由主义”理念的、立
体化的改革措施对研究生的创新能力进行培养。

１．以培养科学创新精神为核心价值理念

合作、质疑与探究的科学精神正是科学创新的

基础性条件。美国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就从学

生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态度开始。他们认为，研究生

教育的主要目的并非单纯的知识学习，而在于智力

开发与知识探索；重点在于培养学生的研究风气、研
究习惯以及研究方法，以增强专业技能与科学探索

能力；研究生教学与管理工作必须紧紧围绕着促进

研究生探究精神的形成与发展来开展；同时，大学非

常重视研究生教育的 目 的 性 与 计 划 性，并 且 “一 切



计划都应考虑到研究生的智力和所学知识的紧密结

合，同时，还应使研究生能接触到必须回答的科学、
文化、艺术等问题”。［１］

２．以培养计划确保创新性要求，以灵活学制确

保创新实现

尽管美国的研究生入学制度较为宽松，但并不

因此而降低标准。美国的研究生教育有一套完整而

严格的培养方案，即培养目标和计划，对研究生的课

程学习、科研参与以及论文写作进行严格规范，并对

研究生 实 行 高 淘 汰 率，一 般 院 校 的 淘 汰 率 大 概 为

１０％～１５％，名牌大学的高达３０％～４０％。这个计

划不但具有很强的约束力，而且对研究生的培养目

标进行了清晰的界定，如将职业性与专业性作为研

究生教育的首要目标，要求硕士“获得从事学术活动

和职业工作的能力，可以在这一领域从事创造性的

专业工作”，对博士则要求“具有从事创造性学术活

动和科 学 研 究 的 能 力”，并 要 求 他 们“终 生 探 求 知

识”。［１］学术性学位的研究生侧重于学术能力训练与

科学精神熏陶，为将来的学术生涯而掌握系统的研

究方法以及学术规范，因此，对攻读学术型学位的研

究生特别强化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但是，
并非对攻读专业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就只专注于实用

技能的训练与提升，而是同样将创新能力与创新精

神作为重要的培养目标。如广为人知的专业硕士学

位 ＭＢＡ就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贯穿到了

整个课程体系与培养计划的实施过程中。
美国的研究生教育并不规定严格的学习年限，

而是以学分制为基础实行弹性学制，这样就可以使

学生有充足 的 时 间 对 自 由 选 择 的 研 究 对 象 进 行 研

究，给学术创新提供了时间保障。

３．以 课 程 与 科 研 为 媒 介 强 化 基 础 理 论 学 习 与

博学

“新自由主义”的教育观认为，跨学科学习与研

究不但可以促进研究生独立性和创造性的培养，更

容易冲破传统知识的束缚，在知识的交叉与融合中

实现创新。受此影响，美国的研究生教育强调宽广

而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并从课程设置中得

以体现。首先是各培养机构在培养计划中设定了基

础必修课在整个课程体系中的最低比例，一个专业

设置百多门课程以供学生选择，规定研究生必须选

修一定的与本人研究领域相关的课程，选修课的学

时不低于必修课，上不封顶，并鼓励学生尽可能多地

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选修课。

其次是各高校非常注重新兴交叉学科与边缘学

科的教学与科研。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呈现动态化与

集约化的特点，多数以讨论课的形式展现，课程的考

试或考核方 法 多 样，如 用 口 试 与 作 业 集 合、提 交 论

文、讲座汇报或者课题设计等形式，教师会单个地对

研究生的课题设计进行诊断并厘清思路。为激发研

究生跨学科学习的热情，美国多数研究生培养机构

设立了跨学科奖学金，同时，还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

始，很多大学改造了传统的课程以及学科结构，特别

是对大学学术组织形式进行改组，逐步实现了从单

一学科组织向跨学科组织的转化。现在麻省理工学

院有３４个跨学科研究机构，斯坦福大学有３１个跨

学科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的成立为研究生从事

跨学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障。

第三是从政策层面为研究生参与各种科研实践

活动提供经济保障。美国大学把学术性研究生纳入

科研创新的重要群体，多数研究生是导师课题组的

成员，还有博士生成为国防科研或国家重大科研项

目的重要力量。同时，大学政策资助研究生独立从

事科研、教学以及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据统计，在硕

士课程 的 两 年 期 间 里，研 究 生 的 独 立 研 究 时 间 为

１０８个学时，是上课时数的两倍。”［１］

４．民主的课堂教学模式培养学生自主探究精神

“新自由主义”拒斥绝对论，认为教育不是培养

信徒，而是培养探究者。因此，美国的课堂充满了民

主气氛，导师鼓励学生随时在课堂上质疑、提问以及

辩论，总是乐意和有不同意见的学生进行讨论与交

流，对不同意见持宽容与保护的态度，以此培养学生

“去权威化”的质疑精神和批判精神。教师很少用讲

授方式上课，而是启发学生进行试验性和探究性活

动。教师往往利用一次课的时间大致介绍一些研究

的专题，然后让学生自己选择感兴趣的问题进行研

究，到一定时间后学生轮流上台阐述自己的研究结

果，并与同学进行讨论，教师仅仅是一个“旁听者”或
者“顾问”。为此，研究生的功夫就花在课堂之外，汇
报前需要进行大量的阅读、制定讨论提纲等。而对

于实践性课程，实验中的主角是研究生，教师仅仅来

回“观看”并适时地指点或评价。不过，导师非常重

视研究生对研究工具的学习和掌握，特别是统计学

和研究方法之类的科研工具学科往往都是研究生的

必修课，研究生在研究中对工具的使用情况对其学

位论文是否通过具有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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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国：基于“洪堡理想”的科研化教学模式

传 统 的 德 国 大 学 实 行 硕 士 和 博 士 两 级 学 位 制

度，１９９９年《博 洛 尼 亚 宣 言》之 后，德 国 大 学 才 开 始

实行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体系。当前，德国的

本科与硕士研究生剥离之后还在理顺关系当中，因

此，德国的研究生教育仅仅是博士生教育。洪堡大

学的教育理念深刻地影响德国的人才培养。洪堡对

大学教育提出了“理想化的目标”：培养“全人”，即有

批判、创造、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有独立人格与责

任感；博而精的知识结构；诚实、守纪与理解他人的

良好个性。而培养“全人”的办法是坚持“教与学的

自由”、“研 究 与 教 学 的 统 一”、“以 科 学 达 至 修 养”。
在洪堡理想的影响下，德国研究生的培养强调理论

与实践、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强化研究生科研能力和

创新能力的培养。

１．以创新型课题作为入学门槛

德国大学没有博士生入学考试，而是以自己设

计的研究课题的创新性作为入学的基本条件。在经

费得到落实、基础学位得到确认并得到导师同意以

后，教师才能以招聘助手的方式招收博士研究生，更
重要的是申请者必须提交一个课题方案，导师审查

课题设计的创新性与可能性之后，由系主任签字确

认，并送校学术委员会审查认可，方可成为博士生候

选人。通过对课题方案的审查，可以考察申请者的

学术基础与创新能力，学术训练不够、科研基础较弱

的申请者会被排除在博士研究生的行列之外。

２．构建产学研结合的创新动力机制

洪堡提倡的“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

式在研究生培养中得到继承与发扬。德国博士研究

生培养的主要环节不在教学而在独立的科研活动，
因此，由于入学门槛高，所以博士生没有必修课程只

有选修课程，是导师引导下的个别化教育模式，博士

生往往根据自己的兴趣与需要参加各种学术讨论、
学术报告等非课程性的教学活动；博士生还可以担

任导师的助教，负责导师执教学科的答疑，指导学生

作业、实验、毕业设计或撰写论文等，以此来完善自

己的知识储备与能力。
德国还制定了专门的法律来激励研究生创新。

为了更好地实现博士生培养的产学研一体化，德国

政府建立了全国性的创新性技术转让机构和网络平

台，专职负责大学与企业的技术转让工作，这样既增

强了博士生创新成果的社会认可度，又使博士生在

成果转让中获取较大利益。同时，为了对新技术、新
产品进行开发与攻关，一些公司会资助一些大学毕

业生将攻关课题作为学位论文选题去申请攻读博士

学位，这些创新型的科研成果就是博士学位论文的

核心成果。国 家 也 对 这 些 公 司 实 行 相 应 的 免 税 政

策，以支持公司的资助行为。

３．强化在论文研究中的创新

德国研究生的导师非常重视在论文写作中培养

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导师不但要对博士生的研究方

法和规范进行帮助与指导，连博士生论文中的所有

章节都要在学生和导师的共同商讨后才能确定。论

文初稿出来之后还打印１５—３０册先送同行专家审

读，并且研究生要邀请同行专家或博士生进行讨论

或汇报论文各个章节的论点，然后再根据大家的反

馈意见对论文的创新点进行完善，在指导教师的最

后审阅下，确认论文具有创造性价值之后才能正式

提交。学院组织答辩之前，如果３位论文评阅人中

有１位评定为不合格，博士生就会失去继续攻博的

资格，而且论文的优秀率和淘汰率都在１０％左右。
除严格的论文答辩之外，大学还会组织相关教

授对博士生的知识面进行考察，这种考察往往和研

究的内容毫不相关，主要是考察研究生的学术视野

和知识宽广度。如果考察不过关也不能获得博士学

位，这从客观上促使博士生广泛涉猎各种知识。

４．严格的导师遴选制度

由于德国的导师和研究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
导师不但要指导学生的学术还要通过言传身教的方

式将自己的学术态度、学术信念以及人格道德传承

给学生，因此，德国对导师的遴选十分严格。在学术

型博士生经过教师资格考试以后，才能到大学担任

助理讲师，然后经过“高级助理讲师”、“有领导责任

的助理讲师”、“讲师”等一系列的职称晋升过程，并

花４～６年积累自己创造性的科研成果，参与教授资

格候选，通过专业教授委员会组织的答辩才能取得

教授资格，然后受聘于学术型大学，才有可能成为博

士生导师。严格的导师遴选制度保证了导师本身的

创新能力，并保证了博士生创新能力的传承。

三、日本：“科技创新立国”战略下的多样化模式

二战后的美苏两级对抗背景下，日本实行了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技术立国”战略，利用了美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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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国家“联日抗苏”的政治需要，大量引进先进技术

从而获取“后进国利益”，但是，也给日本的研究生教

育造成了“工 业 替 代 大 学、技 术 优 先 科 学”的 后 果。
特别是冷战后，经济竞争的全球化趋势使世界的知

识产权保护意识得到加强，日本廉价获取先进技术

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加上韩国、新加坡，中国大陆与

台湾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发展迅猛，这使日本反思

“缺乏原始创新”的弊端，开始将“技术立国”战略调

整为“科技创新立国”，以期实现国家从“模仿”到“创
新”发展转向。研究生的创新教育被纳入到“科技创

新立国”体系的重中之重。

１．重建研究生教育理念

在“技术立国”的理念下，日本的高等教育中心

在本科层次，研究生教育仅是职业性技术的深化，在
“科技创新立国”成为新国家战略之后，日本的高等

教育重心开始向研究生教育转移，并开始建立“综合

研究大学院大学”与“尖端科学技术研究生院”，将研

究生的培养 目 标 确 定 为 培 养 适 应 时 代 需 要 的 应 用

型、技术型、学术型与创新型的综合顶尖人才。
日本的研究生教育强调的不仅是数量和规模上

的发展，更是要提升研究生的学术水平、创新能力、
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认为“以广博知识为基础的

高度专业性”是卓越科学家创造力的本源，如果要开

拓新领域和挑战前沿，就需要将其他领域的最新知

识融合在一起，如果研究者在某一领域具有他人无

法超越的知识，但是过于封闭于此领域，也很难有创

新，如果不但具有广博的知识，又在复数领域具有高

度的专业性，才会是顶级的研究人才。因此，日本的

研究生教育理念强调了多样化的知识储备。

２．课程设置的多样化与综合化

在新颖的教育理念下，日本研究生的课程设置

越来越注重充实或增加专业教育、增强综合知识能

力。不但在课程和学科专业方面增设了新兴学科，
使知识的更新得到加强，更能满足社会的实际需要，
如“生命科学”、“人 际 科 学”、“地 域 文 化”、“材 料 科

学”等，还改造与合并了原有的学科，打破了学科壁

垒，使学科更 有 综 合 性，如 横 滨 国 立 大 学 工 学 部 的

１２个 学 科 改 组 合 并 为“生 产 工 程 学”、“物 质 工 程

学”、“建设工 程 学”和“电 子 情 报 工 程 学”等４个 学

科，每个学科中还设立了若干个“大讲座”。大学还

鼓励和推动研究生的宽基础和跨学科学习，不但提

供多样化的选修课，还鼓励他们跨专业、跨学校选修

课程，互认学分。课程改革适应了日本新型人才培

养的大趋势，激发了研究生的学习兴趣，丰富了他们

的知识 结 构，提 高 了 他 们 综 合 思 维 与 实 践 技 能 的

层次。
为了更好地打破学术领域的壁垒，培养学生科

学宽广的视 野、综 合 性 强 的 创 造 力、丰 富 高 深 的 学

识，日本创办了一批新型研究生院，为知识的融合提

供组织保障。如高能物理所、国立遗传学研究所等

研究机构就是七所国立大学在依托原学校机构的基

础上成立的多学科与跨学科性质的研究组织；还建

立了以尖端科技开发为重点的新型综合性的研究生

院，很好地实现了知识的综合化运用，提高了人才培

养质量。

３．注重在教学环节培养学生的启发性思维

除６０％左右的基础课以外，日本研究生的课程

主要以授课教师的研究方向和内容为主，教授会介

绍课题的应用前景、自己的研究经历、国内外的最新

研究进展以及难点，以问题为引子，教师与学生一起

交流讨论，让学生积极发表自己的意见与看法，启发

学生思考，在此过程中，教师的研究方法、研究精神

会潜移默化地传授给学生。正是如此，这种课程没

有教材的束缚，而是以教师讲义、论文等形式作为授

课材料。这些课程要求学生事先做好“功课”，先理

解一些概念或者基础知识，在教师的引导下，通过分

析与讨论逐步深化对问题的认识，教师也会要求学

生课后提交自己的结论报告，并以此为依据或者结

合期末的总报告给出学生的课程成绩，并且，绝大多

数的教师会严格审查学生的报告，依据报告的创新

性给出较为客观的评价。日本的大学就是通过这种

教学方式来提高研究生对问题的研判能力，以更好

地帮助他们具备科学研究的思维能力，掌握科学研

究的基本方法，尽早进入课题研究环节。

４．以“官产学研联合”机制推动研究生创新

日本借鉴 了 德 国 的“教 学 与 科 研“相 结 合 的 模

式，发展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官产学研联合”机制来

推动研究生创新。日本政府主导日本企业充分利用

大学雄厚的科研队伍，特别是研究生队伍来研发新

技术和新产品，既增强日本企业国际竞争力，又提升

大学研究生教育的水平。这种模式从客观上推动了

研究生的创新。
“官产学研联合”的创新推动机制包括了六种有

效的制度：①共同研究制度，即企业提供经费，大学

教师与企业人员共同进行课题研究；②委托研究制

度，即社会提供经费委托大学进行课题研究；③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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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制度，即企业提供经费委托大学进行人员培训；

④捐赠奖学金制度，企业在大学设定奖学金；⑤捐赠

讲座、研究室制度；⑥共建研究中心制度等。这些制

度为研究生的创新提供了必要的经费支持，使得研

究生直接置于生产科研的实践中，不但提升了他们

的创新能力，还为企业创新提供了动力源。

四、启示与借鉴

１．注重导师的作用

美、德、日都将导师作为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的

第一要素。如美国通过个体与集体相结合的方式强

化导师对研究生学习环节的个性化指导，而且研究

生有随时更换导师的权利，这样使导师的责任意识

得到强化。而德国的研究生导师对学生“全人”品格

的养成有重大责任，不但重视研究生的论文创新，还
注重研究生的科学精神、科学道德以及人格品德培

养。日本实行的是集体导师制。我国实行的是名义

上的导师组制度，而实际上是单一导师制，指导面的

缩小就会影响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因此，我们

首先要借鉴德国的导师遴选制度，从严选聘导师，强
化导师的责任意识，还要通过制度建设，打破专业与

学科的壁垒，加强导师之间的合作，实行集体导师制

度，“通过由不同学术背景、知识结构、年龄阶段、学

科专业的导师组成导师组来指导研究生，可以‘头脑

风暴法’的方式来拓宽研究生的视野，开拓新的研究

思路，形成新的观念，为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提供更多

的可能性”。［２］

２．重视研究生独立自主的研究环节

三个国家的研究生培养都非常重视学生的独立

科研时间，美国的硕士生在自己的兴趣范围内独立

研究的时间 超 过 课 程 学 习 的 两 倍，而 博 士 生 有 短、
中、长期的独 立 课 题 研 究；德 国 的 研 究 生 是 自 己 选

题、导师确认、独立研究。研究生的学术创新能力就

在独立的研究中得到提升。而我国研究生的选题往

往是导 师 根 据 自 己 的 课 题 或 者 研 究 内 容 进 行“命

题”，学生的研究兴趣与独立性受到压制，自然就降

低了创新性；而学校也很难从制度上保证研究生独

立从事研究的时间与经费。

３．强化课堂教学对创新能力的培养

美国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不但有宏观政策

支持还有微观教学的优化。课堂教学对研究生基础

知识的掌握、创新思维与创新精神的形成有重要作

用，而选择 何 种 方 式 进 行 课 堂 教 学 直 接 影 响 效 果。
美国的诱导式教学方法可以帮助研究生大胆讨论、
发表自己的意见、大胆质疑，不但使自己的思维得到

训练，还能使师生之间得到启发。德国的讨论课更

能促进思维的碰撞，产生创造性的火花。我国研究

生数量不断增多，很多课堂教学采用了本科生阶段

的大班讲授方式，以知识灌输为主要模式的教学成

为创新性思维的主要障碍。因此，我国研究生课堂

教学应该采取小班化教学，倡导研究性教学，依据研

究生“培养目标的要求，更新教学手段、内容、方法，
培养学生将理论教学与实践密切结合，……养成科

学思维的习惯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以及创造性思维的

能力”。［３］

４．建立教学、科研与社会需求良性互动机制

科学研究 的 最 终 旨 归 在 于 运 用，以 服 务 社 会。
美国、德国与日本都非常重视研究生研究课题的实

践性，无论是研究生的选题上，还是国家研究生教育

的宏观政策上，都力主科学研究与实践相结合，以及

学校、企业与社会合作发展的取向，鼓励研究生知识

创新以及成果转化，使产学研成“链条化”发展态势，
毫无疑问地提升了研究生的创新能力。而我国“产

学研合作”的科研模式正处于起步阶段，教学、科研

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尚未形成。政府依

然是科研机构研究经费的主要提供者，并且在政府

与科研机构之间还缺少高效率的科技孵化中介，造

成科研者、经费提供者、成果享用者之间的脱节，社

会支持大学创新的机制不畅。

５．拓宽研究生知识口径，促进学科知识的交叉

三个国家的研究生培养体系中不但重视知识面

的深度，更重视学生知识面的广度，鼓励甚至硬性规

定研究生要跨学科、跨学校选课，而我国研究生培养

中的学科专业和研究方向壁垒森严，尤其是博士研

究生往往局限于自己研究的狭窄领域，几乎不涉猎

其它方向或专业的知识。因此，我们需要在制度上

保证学科、专业之间的联合与交叉，拓宽研究生的知

识面，为创新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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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２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ｗａ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ｂ－ｂａｓｅｄ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ａ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２０１０．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ｉｓ　ｍａｄｅ　ｏｎ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ｉｎｇ，ｃｏｕｒｓｅ　ｔａｓｋ　ｄｅｓｉｇ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ａｓｋ　ｄｅｓｉｇｎ

·０９· 李　峻　陈鹤鸣·美、德、日三国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方式比较与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