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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我国研究生暑期学校建设绩效现状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各相关群体对于研究生暑期学校的总 体

建设绩效评价是肯定的，比较而言，往届学员的评价更高。暑期学校对于拓展学员视野、启发学员思 考、提 升

科研创新能力等方面均有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同时，也存在没有形成固化机制、招生宣传不到位、经 费 投

入不足等问题。建议提高认识，将暑期学校纳入学校长期教育规划；加大经费投入，做出品牌；加大招 生 宣 传

力度，积聚优质师资、生源。

关键词：研究生；暑期学校；建设绩效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３　　　　文献标识码：Ａ

　　为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教育部于２００３年开始

实施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其中包括研究生暑期学

校项目。项目实施八年来，在扩展研究生学术视野，
激发研究生创新思维，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方面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研究生暑期学校在具体的建

设过程中，其申办程序、承办单位和学科遴选、办学

规模、课程设置、教师选聘、招生工作等方面尚未形

成规范化的运营机制。为了及时总结其办学实践中

的经验、教训，深入分析其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及在

研究生创新能 力 培 养 上 的 作 用，２０１０年 暑 期，课 题

组对全国的研究生暑期学校开展大面积的调研与实

地访谈活动，本文是研究生暑期学校建设绩效调查

研究的部分成果。

一、研究生暑期学校的价值内涵分析

我国研究生暑期学校是教育部研究生教育创新

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提升研究生的创

新能力与科研水平，营造良好的研究生教育创新氛

围［１］。该项目是利用暑假时间，依托有关研 究 生 培

养单位，面向全国招收在学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作为

学员，聘请海内外学术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的知名

专家学者担任主讲教师，根据不同学科讲授若干门

基础课程，同时开设选修课程和前沿学术报告，介绍

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发展动态和最新研究成果，学习

结束考试合格者各培养单位给予认定学分［２］。这种

形式的研究生暑期学校体现在研究生创新能力方面

的价值内涵主要是：具有快速激发、扩展研究生的创

新视野、创新思维、创新方法，促进研究生优质教育

资源的开放、共享、交流、合作与创新等方面的作用。
研究生暑期学校的建设绩效可以从以下四方面

机制进行观察评价：一、创新思路管理机制，即是否

坚持先有创新思路再进暑期学校的原则，包括学校

对于学员的选拔方式是否科学合理、课程设计与课

程结构是否前沿、实践环节的安排是否配套有效等。
二、问题的提出与解决机制，包括通过什么途径帮助



研究生梳理、修正、改进创新思路，通过什么渠道使

创新思路付诸实施。考查每个暑期学校是否建立了

类似机制，可保证研究生即时产生的创新思维能够

得到及时的沟通和指导。三、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

的普及机制，包括是否在暑期学校中定点或不定点

地对研究生宣传、讲解、培训新的研究方法，各种仪

器、设备的功能及使用方法，以及在解决实际问题中

的功能等。四、学习效果的接续机制，这里是指研究

生通过暑期学校学习后，是否有相应的后续支持平

台与交流沟通渠道，支持学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探索。通过这四方面运行机制的调查与研究，能够

充分反映研究生暑期学校举办过程的全方位信息，
发掘研究生教育创新价值的关键影响因素，并提出

具体的改进建议。

二、调研数据基本情况

２０１０年暑期，课题组在全国范 围 内，向 全 国６２
所研究生暑期学校承办高校发放调查问卷，收到４５
所大学的回应调查，占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这五年间研究

生暑期学校承办高校总数的７３％，具有很大的代表

性与普遍性。共回收了４０００多份调研问卷，包括：研
究生暑期学校中当年参加的学员问卷１２７１份，研究

生暑期学校中往年参加的学员问卷１０６８份，研究生

暑期学校中从未参加的学员问卷１７０７份，研究生暑

期学校中受聘教师的问卷１２９份，研究生暑期学校中

的管理者办学调查表６０份。课题组首先对回收的问

卷由Ｅｘｃｅｌ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整理工作，然后运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三、调查结果

１．研究生暑期学校绩效的总体评价

调查显示（见表１）：总体来看，经过研究生暑期

学校的学习过程，学员普遍获得了比平时更大的收

获，受到了积极的正面影响，对教学活动给予了高度

评价，在拓展知识的广度深度，发现新的研究方向，
收获新的研究思路，提升科研创新能力等方面都取

得了一定成效。

表１　 研究生暑期学校绩效总体评价（％）

评价细目 评价群体 不如平时 差不多 胜过平时

参加后的收获

与平时比较

当年学员 ３．９　 ４７．７　 ４８．４
往年学员 ２　 ４４．１　 ５３．９

未参加学员预测 ９．８　 ３８．３　 ５１．８

学习中收获知识的

广度深度

无广度深度 有广度无深度 无广度有深度 二者皆有

当年学员 ２．５　 １７．６　 ３７．１　 ４２．９
往年学员 １．５　 ３１．１　 １８．３　 ４９．１

学习后有无发现

新研究方向

没有 有一点启发 发现了 明确了

当年学员 ４　 ６２　 ２０．１　 １４
往年学员 ４．８　 ５３．４　 ２１．４　 ２０．４

学习后有无发现

新研究思路

没有 有一点启发 发现了 明确了

当年学员 ５．１　 ５８．９　 １３．７　 ２２．４
往年学员 １．８　 ４７．１　 １８．６　 ３２．５

学习后有无提升

科研创新能力

目前没看出 有，说不清楚 能明确说出

当年学员 １２　 ６６．３　 ２１．６
往年学员 ４．８　 ５８．１　 ３７．１

学习后对目前

学习工作影响

负面影响 没影响 一些正面影响 很大正面影响

往年学员 ０．３　 ３．９　 ６１　 ３４．８

教学活动评价
不好 好，有缺陷 非常好

当年学员 ２．９　 ５５．８　 ４１．３

　　具体来看，分别有４８．４％的本届学员和５３．９％
的往届学员认为，参加暑期学校后的收获大于平时，
甚至未参加暑期学校的学生对暑期学校也抱有很大

期望，其 中 有５１．８％的 比 例 认 为 其 收 获 会 大 于 平

时。研究生暑期学校的一个主旨是拓展视野，分别

有４２．９％的本届学员和４９．１％的往 届 学 员 在 学 习

后同时拓展了 知 识 的 广 度 深 度，几 乎１００％的 学 员

在拓展视野或者加深认识上有所成效，达到了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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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研究生暑期学校的另一宗旨是激发思考，分

别有１４％的本届学员和２０．４％的往届学员明确了

今后的研究方向，２２．４％的本届学员和３２．５％的往

届学员明确了今后的研究思路，２１．６％的本届学员

和３７．１％的往届 学 员 科 研 创 新 能 力 得 到 了 明 显 提

升。往年学员 中９５．８％的 比 例 认 为 暑 期 学 校 对 其

产生了正面影响，其中３４．８％的学员认为暑期学校

对其产生了很大的正面影响。
比较来看，无论是收获大于平时的感觉性体验，

还是收获知识的广度深度、发现新的研究方向、新的

研究思路，提升科研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具体性体验，
往届学员比本届学员有更大的比例得到了各方面的

收获与启发，说明研究生暑期学校对学员的影响、激
励是积极、持续、深远的，有明显的滞后效应与长效

作用。

２．创新思路管理机制评价

调查显示（见 表２）：研 究 生 暑 期 学 校 的 社 会 知

晓度有待提高，虽然大部分学员和教师过去对暑期

学校 略 有 耳 闻，但 是 仍 有１６．４％的 本 届 学 员 和

５０．３％的未参加学员对暑期学校完全没有听说过。
表２　创新思路管理机制（％）

评价细目 评价群体 完全没听说 略有耳闻 完全了解

过去是否了解

当年学员 １６．４　 ６９．４　 １４．１
当年教师 ３．１　 ５１．６　 ４５．３

未参加学员 ５０．３　 ４３．４　 ６．３
何种渠道了解

招生信息

无意听说 导师要求 部门通知 自己查询

当年学员 １９．５　 ２２．１　 ４８　 １０．４

招生宣传渠道
网站宣传 向院系发通知 二者皆有 其他

办学负责人 １１．１　 ７．４　 ７４．１　 ７．４

招生环节满意度
不满意 一般 满意

当年学员 ２．５　 ３０．４　 ６７．１

主题遴选
（合理性）

不合理 合理

当年学员 ２３．４　 ７６．６
当年教师 ０．８　 ９９．２

学员遴选
（是否从事过科研）

从未 接近领域从事过 该领域从事过

当年学员 ６．３　 ３２．７　 ６１
学员遴选

主题了解

不熟悉 仅了解主要概念 概念和研究动向

当年学员 １３．４　 ５７　 ２９．７

教师来源
该承办单位 国内其他大学 国内其他单位 国外单位

当年教师 ５０　 ２７．９　 １０．７　 １１．５

教师遴选
教学经验 职称 研究成果 学术前沿

办学负责人 ８．３　 ０　 ７５　 １６．７

教学规模

１０人以下 １１～３０人 ３１～５０人 ５１人以上

当年学员参与 ５．５　 ２４．４　 ２１．３　 ４８．８
当年学员希望 １３．６　 ３６．４　 ３５．９　 １４．１

当年教师 １．６　 ８．５　 ５．４　 ８４．５

教学规模是否合适

偏少 合适 偏多

当年教师 ８８．９　 １１．１
办学负责人 ３．８　 ９２．３　 ３．８

教学内容

概念理论 学科最新成果 如何做具体研究 个人成果

当年学员收获大 ２２　 ４０．６　 １８．６　 １８．７
当年教师教授 １３．８　 ５１．４　 １０．１　 ２４．８
当年学员希望 ７．３　 ３５．７　 ３７．４　 １９．６

未参加学员预想 １０．５　 ６１．４　 １６．６　 １１．５

结业方式
无 授予结业证明 结业证明和学分

办学负责人 ３．６　 １７．９　 ７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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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考

核方式
学员遴选（报名提供信息） 教学活动形式

当年教师
办学

负责人

当年学

员提供

当年教

师希望

办学负责

人要求

当年学

员参与

学员希

望开设

教师希

望开设

无需鉴定 ２０．９　 ０ 个人基本信息 ９２．６　 ８９．１　 ９６．４ 听讲类的报告 ７８　 １２．８　 ７０．３
试卷考核 １４　 １７．９ 导师意见 ６４　 ５８．１　 ８９．３ 师生互动类讲座 ５３．８　 ２８．３　 ７１．１
撰写论文 ２７．１　 ３５．７ 研究经历 ５９．５　 ７６　 ８９．３ 教师参与的研讨 ３３．２　 ２６　 ６０．２

提交学习心得 ４６．５　 ５３．６ 研究成果 ４１．１　 ５１．９　 ７５ 学员研讨 ２５．７　 １２．４　 ７
口头陈述 １６．３　 ４６．４ 专业课成绩 １４．２　 １４．７　 ３５．７ 个人实验 １７．２　 １２．１　 １３．３
分组讨论 ４８．１　 ５３．６ 外语水平 ２８．６　 ３１　 ３２．１ 团队实验 ２５．３　 ２７．６　 ２８．１

平时表现 １０．１　 ６４．３ 专家推荐信 ９．９　 ２１．７　 ２５
实验室参观／

学术会议
４５．２　 ２７．７　 ４２．２

其他 ０．８　 ０ 研究计划 ５．６　 ２４　 １７．８ 厂商仪器介绍 １１　 １６．８　 １８
参与的具体目标 ８．２　 ３８．８　 １０．７ 提交论文或作业 ３９．３　 ７．２　 ２６．６

其他 ０．９　 １．６　 ０ 其他 １．７　 １．５　 ０

　　宣传与招生方面，从宣传渠道来看，主要是通过

发通知这一途径发布、获取信息，虽然大部分学校做

到了网页宣传，但是很少有学员通过网络查询到该

方面信息，说明暑期学校举办方在公开的网站宣传

上有 所 欠 缺。２／３的 本 届 学 员 对 招 生 环 节 感 到

满意。
遴选 主 题、学 员、教 师 方 面，９９．２％的 教 师 和

７６．６％的 本 届 学 员 认 为 主 题 合 理。分 别 有６１％和

２９．７％的本届学员之前在该领域从事过科研、了解

该领域内基本知识与研究动向。报名时大部分学员

要提供个人基本信息、导师意见、研究经历、研究成

果等基本资料，少部分学员还要提供参与暑期学校

的具体学术目标、对某一问题的研究计划／研究设想

等专业性的研究思路框架，说明暑期学校在学员选

择上还是严格规范的，参加学员大部分专业比较对

口，有一定专业背景与基础。在教师结构安排上，除
了５０％本校教师外，分别有１１．５％来 自 国 外 单 位，

１０．７％来自国内其他单位，２７．９％来 自 国 内 其 他 大

学，初步实现了师资队伍多元化，保障教学资源的融

合交叉。教师遴选上，举办方主要关注其研究成果

与学术前沿性。
教学方面，４８．８％的本届学员和８４．５％的本届

教师参与的教 学 规 模 均 在５１人 以 上，而８５．９％的

本届学员希望教学规模在５０人以下，说明暑期学校

教学规模偏大，需要适当缩小。教学内容上，４０．６％
的本届 学 员 认 为 听 到 学 科 最 新 成 果 的 收 获 最 大，

５１．４％的教师在教学中涉及到了学科前沿成果，说

明暑期学校在介绍学术发展动态和最新研究成果方

面达到了预设要求。除了学科前沿成 果，３７．４％的

学员也希望学习如何做具体研究，此项学习要求在

暑期学校具体开展过程中是有所欠缺的，需要加强。
教学活动形式，以传统的听讲报告、师生互动类的讲

座居多，比例分别达到了７８％和５３．８％，实 验 室 参

观或参加学术会议这一形式也比较普遍，比例达到

了 ４５．２％，丰 富 了 传 统 的 课 堂 教 学。分 别 有

２８．３％、２６％、２７．６％、２７．７％比 例 的 学 员 希 望 开 设

师生互动类讲座、教师参与的研讨、团队实验、实验

室参观 或 参 加 学 术 会 议 等 新 颖、互 动 的 实 践 教 学

活动。
学员考核 与 结 业 方 面，教 师 中 分 别 有４８．１％、

４６．５％、２７．１％的比例选择开展分组讨论、提交学习

体会、撰写论文等考核形式，举办院校认为考核方式

以平时表现、分组讨论、提交学习心得为主，说明目

前对学员的考核更关注过程，而非结 果。７８．６％的

举办院校在学习结束后，为学员提供结业证书与学

分，见证学员的学习过程与成果。

３．问题提出与解决机制评价

调查显示（见表３）：在暑期学校开展过程中，大

部分的教师与学员之间、以及各学员之间在课堂内

外均有交流，并有一定的收获。当年学员中分别有

２６．３％、１０．８％没有与老师、学 生 进 行 交 流，分 别 有

１７％、８．２％没有从师生交流、学生交流中得到收获。
往届学员中分别有１２．８％、４．９％没有与老师、学生

进行交流，分别有５．６％、３．８％没有从师生交流、学

生交流中得到收获。所占比例均比较低，说明暑期

学校在激发师生交流、生生交流，并在交流后有所收

获这一方面成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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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问题提出与解决机制（％）

评价细目 评价群体 没交流 课堂内或外有交流 课堂上下均有交流

师生交流

情况

当年学员 ２６．３　 ５２．５　 ２１．２
往年学员 １２．８　 ４３．１　 ４４．１
当年教师 ６．３　 ７５．４　 １８．３

师生交流

收获

没收获 收获不大 收获很大

当年学员 １７　 ２１．８　 ６１．２
往年学员 ５．６　 １４　 ８０．４

生生交流

情况

没有交流 被动性交流 自发性交流 二者皆有

当年学员 １０．８　 １７．８　 ２３．２　 ４８．２
往年学员 ４．９　 １７　 ２６．２　 ５１．９

生生交流

收获

没收获 收获不大 收获很大

当年学员 ８．２　 ３０．６　 ６１．２
往年学员 ３．８　 ２０．６　 ７５．６

　　４．研究手段与研究方法的普及机制评价

调查显示（见 表４）：暑 期 学 校 在 研 究 手 段 与 方

法的普及上，取得了一定成效，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分别有３８．５％的本届学员、４８．３％的往届学员在学

习后学到了新的研究方法，但同时６１．５％的本届学

员、５１．７％的往 届 学 员 没 有 学 到 或 者 是 仅 仅 了 解。

有２２．８％的本届学员、３２．１％的往届学员认为学到

研究方法的收获最大。这与通过暑期学校介绍学术

发展动态与最新研究成果这一定位密切相关，但是

在暑期学校中加强新的研究方法、各种仪器设备功

能及使用方法等内容的宣讲、培训，对于提高研究生

的实践动手与科研创新能力也是很有必要的。
表４　研究方法与手段的普及机制（％）

评价细目 评价群体 没有 仅了解 学到了 掌握了

有无学新

研究方法

当年学员 ６　 ５５．４　 ２６．１　 １２．４
往年学员 ２．５　 ４９．１　 ２２．９　 ２５．４

参加后的

最大收获

学到了研究方法 其他

当年学员 ２２．８　 ７７．２
往年学员 ３２．１　 ６７．９

　　５．学习效果的接续机制评价

由于对各大院校的追踪调查比较少，学校反馈

的信息也很有限，所以该机制在暑期学校建设绩效

考查中最为薄弱。从实地访谈结果来看，仅有少部

分学校在学习后建立了通讯录、教师博客等学术交

流平台，大部分学校没有建立后续的学习效果接续

机制。调查显示（见表５）：分别有２５．６％的本届学

员、３４．５％的往届学员有浓厚的科研兴趣与科研意

愿，立志在该领域成为学术领军人物，从学习需求方

来看，很有必要建立学习效果的接续机制，为学员开

展后续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支撑平台。８０％以上

的负责人认为暑期学校提升了本校办学水平与知名

度，希望形成固定机制，既然大部分举办单位有意愿

将此项活动继续开展下去，建立学习效果的接续机

制更是不可或缺。

表５　学习效果的接续机制（％）

评价细目 评价群体 不从事科研 从事科研 成为学术领军人物

今后科研作为
当年学员 ４　 ７０．４　 ２５．６
往年学员 ８．２　 ５７．３　 ３４．５

学校收获
得到项目 提高知名度 提升办学水平 其他

办学负责人 ２８．６　 ８２．１　 ８５．７　 ３．６
是否打算

继续承办

不打算 打算 希望形成固定机制

办学负责人 ３．６　 １４．３　 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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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结论与建议

１．研究生暑期学校建设绩效的总体情况

各相关群体对于研究生暑期学校的总体建设绩

效评价是肯定的。学员参加暑期学校学习后，各方

面能力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拓展了学术视野、
启发了学术思考、提升了科研创新能力，听到了学科

基本知识、学术前沿动态和最新研究成果，学到了具

体的研究方法，并通过与教师、以及其他学员之间的

交流，取得了大于平时的收获，加深了科研兴趣与意

愿，获得了积极的正面影响。研究生暑期学校建设

绩效基本达到了开设的预期要求。

２．存在的问题

（１）招生宣传工作有待加强。尽管举办院校在

招生宣传上做了很大努力，既在网页上做了公开宣

传，又向全国 各 高 校 发 布 了 通 知，但 是 调 查 结 果 发

现，还是有很多学员、教师在过去不知道研究生暑期

学校是怎么回事，在招生问题的调查结果上，４６．２％
的学员选择了宣传不到位这一项，占据比例最高，再
次反映出暑期学校招生宣传渠道有限，宣传面不够

广，宣传力度不够大这一问题。
（２）经费投入不足。在对办学负责人管理问题

的调查结果发现，９２．６％比例选择的是经费不足这

一项。经费有限在一定程度上就限定了暑期学校的

教学活动形式以大班制的课堂教学为主，教学内容

以介绍知识为主。而开展团队实验、邀请厂商介绍

最新仪器、参加学术会议等传统课堂外的实践教学

活动形式，往往需要更多的人、财、物投入。

３．建议

（１）学校要提高认识，加大投入力度，打造优势

学科品牌。目前来看，我国研究生暑期学校仍是一

项公益事业，对于学校短期而言似乎无关紧要，所以

有些高校重视程度不够，国家给钱就办，没有经费就

不办，没有形成长期规划。长期而言，暑期学校对于

提升学校办学水平与知名度，为学校集中优质的教

育教学资源、师资力量、生源力量，提升本校重点学

科知名度与科研水平是大有帮助的。建议各学校加

大对暑期学校的投入力度，将其纳入学校的教育规

划与日常教育活动，形成固化机制，定期开办暑期学

校，建立鼓励创新的教育教学氛围，打造优质教育教

学资源的开放、交流、合作、共享平台。
（２）提前规划，及早申请，加大宣传力度与宣传

面，开通多形式的宣传渠道。建议国家有关部门提

前公布下一年或者是下个周期的研究生暑期学校申

报规划，让各大高校及早申请，延长申请时间与举办

时间的周期，以便准备更充分。对于已经确定举办

的暑期学校，各学校要开通多渠道的宣传路径，除了

学校网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研究生教育创

新网站公布信息外，也要在大学生经常关注的信息

网站、专业检索网站，甚至是新浪、搜狐等综合性网

站上发布 链 接 消 息。除 了 向 各 大 院 校 发 布 通 知 之

外，也可以考虑在同地区内重点院校的学生消息栏

内张贴有关通知，通过多个渠道的努力，实现招生宣

传信息的全 方 位 覆 盖，便 于 积 聚 更 多 的 优 质 师 资、
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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