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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生 培 养 的 特 色 进 行 了 总 结 和 介 绍，按 照“如 何 做 研 究－研 究 选 题－研 究 方 法－成

果展示”四个步骤 进 行 了 详 细 阐 述。为 提 高 交 通 运 输 工 程 学 科 研 究 生 的 培 养 质 量，从 引 入《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Ｓｅｍｉｎａｒ》、学科交叉培养、出国交流、课程设置和面对面讨论５个 方 面 进 行 了 具 体 讨 论，以 期 为 交 通 运 输 工 程

学科研究生培养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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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实现交通运输行业的高速化、智能化、环保化

和人性化发展的需求，交通运输工程学科需要更新观

念，不断寻求创新人才的培养途径和培养模式［１］。华

盛顿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ＵＷ）作为美国

高等教育的典范，其突出特点在于培养创新型人才，
本文通过借鉴ＵＷ土木和环境工程系（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ＥＥ）的研究

生培养特色，从“如何做研究－研究选题－研究方法－成
果展示”四个方面进行阐述，以期为我国交通运输工

程学科研究生培养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如何做研究

在ＵＷ 的土木和环境工程系，每学期都会有专

门的教授讲解如何做研究，主要是通过研究生课程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Ｓｅｍｉｎａｒ》来实现的，该课程由学院资

深教授Ｓｃｏｔｔ　Ｒｕｔｈｅｒｆｏｒｄ主讲，主要从如何做研究、如何

搜索资料、学术道德等方面为学生奠定研究的基础。

其中文章撰写格式是推荐参考美国交通研究协

会年 会 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ｏａｒｄ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要求，研 究 生 与 导 师 协 商 确 定 自

己的研究方 向，用１０周 的 时 间 在 大 家 面 前 做 一 个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内容包括研究题目、文献综述、研究方

案、数据处理方法和拟取得的成果等。在研究生讲

解自己 的 研 究 课 题 时，由 在 座 的 教 授 和 同 学 为 该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打分，从 着 装、ＰＰＴ汇 报 演 示 文 稿、研

究内 容、研 究 结 果 等 多 个 方 面 进 行 展 示。通 过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Ｓｅｍｉｎａｒ》可 以 使 研 究 生 掌 握 和 运

用研究方法，查找相关资料，并及时与导师商定好研

究方向和研究内容，这为后续研究工作的开展奠定

良好的开端。

二、研究选题

国外的研究注重问题的研究深度而非广度，强

调对研究问题的深入和扩展研究，即该研究在学术



方面能够取得的进展，或者在实践中能够提供的帮

助。首要注重该研究能否促进学术研究的进步，如

对交通行为学的促进，在研究方法的新进展；之后是

研究的实用性，如帮助客运交通企业管理和决策、为
出行者提供信息指导等。而在具体开展研究之后，
不拘泥于交通领域，与之相关的城市规划、空间地理

学、管理学等学科相互交叉，从中寻求新的研究思路

和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提高研究工作的层次和水平。
研究生在选题的时候，需要与自己的导师进行

多次深入的交流。一般是由导师介绍自己的研究方

向，结合研究生自己的研究兴趣，经过多次的交流和

讨论，从研究的题目、拟采用的研究方法、如何获取

所需数据等方面进行探讨。导师更注重研究生提出

个人见解，并启发学生的自身思维，鼓励他们形成自

己的观点［２］。通过与导师的交流和讨论，来 帮 助 研

究生选好研究方向和题目。

三、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具体可分为跨学科培养的方法、
数据处理方法以及面对面讨论等内容。

１．跨学科培养研究生

美国ＵＷ 近年 来 支 持 和 鼓 励 跨 学 科 研 究 生 教

育，项目教学人员一般都具有不同的学科背景且大

都来自不同的院系或科研中心；有的还是具有扎实

的多学科理论知识的学者，至少精通两个学术领域，
有资 格 和 能 力 培 养 跨 学 科 研 究 生［３］。例 如 Ｌｉｎｄａ
Ｎｇ　Ｂｏｙｌｅ教授是土木与环境工程系、工业设计工程

系２个院系的聘 任 教 授；Ｙｉｎｈａｉ　Ｗａｎｇ教 授 具 有 交

通工程博士和计算机硕士学位。Ｙｉｎｈａｉ　Ｗａｎｇ教授

的一名博士的开题报告是关于城市路网交通数据应

用的，其答辩委员会由交通、数据库、城市规划等多

个学科的教授组成，共同为其研究方向把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数理统计学和信息

科学，采用数据挖掘、聚类分析等方法，对所得数据

进行深入剖析和研究，这也是目前我校交通运输规

划与管理学科在研究方法上的不足，需要在今后进

行有益的拓展。

２．数据处理方法

国外的研究尤其注重数据的来源和数据的真实

性。一方面 可 以 通 过 网 络 数 据 库 来 进 行 数 据 的 收

集，例如交通部网站、人口普查数据、交通流量及事

故数据等。另一方面则需要研究生自己设计调查问

卷，通过信件、网络或实地调查等方式来获取数据。

ＵＷ 的土木与环境学院特意开设了《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　Ｍｅｔｈｏｄｓ》 和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门课程，来帮助研究生

快速掌握数据的调查和处理方法，特别是在分析海

量的公路交通安全数据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３．面对面讨论

每周有一个固定时间，导师与学生就本周的研

究进展进行讨论，可分为一对一和多对一的两种［４］。
其中Ｙｉｎｈａｉ　Ｗａｎｇ教 授 采 用 的 是 多 对 一 的 分 组 讨

论方法，而 Ｃｙｎｔｈｉａ　Ｃｈｅｎ教 授 则 采 用 一 对 一 的 方

法。各有好处。多对一的方法可以集思广益，大家

在讨论和争辩中获取研究的灵感；而一对一则可以

就一个方向有针对性地开展持续研究，取得更加深

入和细致的 成 果。无 独 有 偶，２０１３年５月，伊 利 诺

伊大学－香槟分校（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ａｔ　Ｕｒｂａｎａ－
Ｃｈａｍｐａｉｇｎ，ＵＩＵＣ）的Ｉｍａｄ　Ｌ．ＡＬ－Ｑａｄｉ教授在访

问交通科学 与 工 程 学 院 期 间，与 青 年 教 师 座 谈 时，

Ｐｒｏｆ．ＡＬ－Ｑａｄｉ也提到了他采用的每周一次面对面

讨论的方法，说明了国外一流大学对面对面讨论和

交流的重视。

四、成果展示

对研究成果的展示一般可分为期刊文章和会议

交流两个方面。硕士研究生是在完成论文的主体内

容之后，导师指导其将研究内容按照期刊要求整理

成为一篇稿件，投到相应的期刊，经过１～２次的修

改后，可在硕士研究生毕业１年内发表出来；而对于

博士研究生而言，前２年主要是课程学习和研究的

积累，在其博士的第３年研究成果开始逐渐显现，一
般每年会有２～３篇的文章投稿和刊出。

ＵＷ 的老师 注 重 通 过 国 际 会 议 交 流 来 拓 展 学

生的研究视野和促进学术交流［５］。资助学生参加国

内或者国际学术会议，例如ＴＲＢ年会，每年华盛顿

大学都会有博士生去参加ＴＲＢ年会并宣读自己的

文章，通过报 告（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和 海 报（ｐｏｓｔｅｒ）的 形

式与国际学者开展交流。２０１２年１月，笔者赴美国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参 加 了 第９１届 ＴＲＢ年 会，亲 身

感受了其学术氛围。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不

仅可以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及时向所研究领域的学者

进行公布，同时可以与其他学者建立良好的合作关

系和交流平台，扩展研究生的学术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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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ＵＷ研究生培养对交通学科

研究生培养的启示

　　１．引入《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Ｓｅｍｉｎａｒ》
将《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Ｓｅｍｉｎａｒ》引 入 研 究 生 课 程

体系中，在研究生入学的第一学期由学术造诣颇高

的教授对研究生进行早期科研训练，使研究生在课

程学习和科研工作之间搭建一座桥梁。以国际期刊

或ＴＲＢ会议的要求来指导学生的文章写作。充分

利用网络资源来获得相关数据。让研究生较早地参

与到科研项目中，通过科研活动来提升研究生的研

究水平和协作能力，提高创新能力，同时有利于研究

生从科研项目中发现新的问题和研究点，为研究生

的论文奠定良好的基础。

２．学科交叉培养

在研究生课程学习中应根据学科交叉的需要，
鼓励研究生选修相关学科的课程［６］。例如对交通运

输规划与管理的研究生而言，可以选修管理科学与

工程学科的《现代城市管理学》、《可持续发展》和计

算机学科的《数据挖掘与分析》等课程，不但可扩展

学习内容，而且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交通问题。
同时应借鉴数理统计学和信息科学的研究成果，对

多源和海量交通数据进行剖析和处理，从研究方法

上实现不同学科的交叉和交流。

３．出国交流

鼓励研究生走出去，与国外一流学者进行交流。
研究生导师 应 结 合 和 利 用 学 校 提 供 的 国 际 会 议 支

持、学科访学计划和暑期学校（ｓｕｍｍｅｒ　ｓｃｈｏｏｌ）等国

际交流项目，鼓励研究生通过这些项目积极参加国

际高水平学术会议，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并扩展学

术视野。与国外学者进行探讨和交流，并建立良好

的合作关系，可以为研究生以后出国攻读博士学位

或者进行联合培养提供良好的帮助。

４．课程设置

在当前交通数据多源化、异构化、海量化的情况

下，如何快速、有效地将交通数据抽取出相关的交通

信息，需要在数据处理分析技术方面进行探索，也是

当前交通运输工程学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借鉴ＵＷ 的研究生培养课程设置，建议在交通运输

工程学科增设交通数据调查和处理方法的课程，帮

助研究生快速掌握数据的调查和处理方法，培养研

究生的数据处理分析能力。

５．面对面讨论

加强面对面讨论的机会，每周在固定时间与研

究生开展面对面的交流和讨论。通过导师与研究生

之间的多次交流和探讨，鼓励研究生提出自己的个

人见解，并给予指导和建议，启发研究生的创新性思

维。一方面可以使导师及时了解研究生的研究进展

和存在的困难，并及时给予指导；另一方面可以开拓

研究生的创新性思维，督促研究生珍惜时间，提升研

究生的培养水平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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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 安　实，等·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生培养对交通运输工程学科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