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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过程来看,非逻辑思维是一种情感驱动、想象拓展与直觉洞察的思维。研究生非逻辑思维的隐匿

主要表现为学术情感的错位、学术想象的荒芜和直觉洞察的迷失。而研究生非逻辑思维的彰显则需明确研

究价值,涵养学术情感;保持思维自由,锤炼想象能力;贯通学思做创,孕育直觉洞察。

关键词:研究生;非逻辑思维;学术情感;学术想象;直觉洞察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研究生作为研究之学生,其任务之一就是创新

知识,表现为生产新观点、新思想。如果说新观点、
新思想的表达需遵循逻辑思维,那么新观点、新思想

的提出则主要仰仗非逻辑思维。因为逻辑思维大多

仅仅能推导、论证现成的观点或思想,而非逻辑思维

才能让人萌生一种新观点和新思想。从此意义上

说,有些研究生知识创新能力欠缺,固然与其研究问

题意识的强弱、知识积累的厚薄密切相关,但也与其

非逻辑思维的隐匿紧密相连。那么,何谓非逻辑思

维? 研究生非逻辑思维的隐匿主要有哪些表现? 研

究生如何彰显自己的非逻辑思维?

一、非逻辑思维的意涵

人是一种理性与非理性相互纠缠的存在。在知

识创新中,理性助推着人的逻辑表达,而非理性则激

发着人的创意。倘若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的存

在,那么从始源上看,逻辑思维是人的理性思维,而
非逻辑思维则是人的非理性思维。有学者根据逻辑

思维的理由充足律,认为逻辑思维是理由充足的思

维,而非逻辑思维则是理由不充足的思维。[1]这种观

点从思维的结果上将人的思维划分为逻辑思维与非

逻辑思维无疑是正确的,但对于逻辑思维与非逻辑

思维的过程却关注不够。其实,人的思维主要表现

为动态的展开过程,且从动态的展开过程来把握人

的思维,更能透视其运作的机理。从过程来看,如果

逻辑思维是理性指引、逻辑展开与论证求解的思维,
那么非逻辑思维则是情感驱动、想象拓展与直觉洞

察的思维。
一则,非逻辑思维是情感驱动的思维。人是情

感的动物,喜怒哀乐是人之常情。不过,对于情感在

人的发展的作用,不同的思想家却有着相异的判断。
在推崇理性的西方文化中,理性大多被认为是人的

主导性特征,认为人的健全发展主要是理性主导、推
动的结果。即使如此,有些思想家也非常看重情感

在人的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休谟看来,“理性的作

用在于发现真伪”,它“本身完全没有主动性,永远不

能阻止或产生任何行为或情感”,并据此将理性视为

情感的附庸,主张“理性是并应该是情感的奴隶。”[2]

其实,从人的思维构成来看,如果说逻辑思维是理性

主导的思维,那么非逻辑思维则是情感驱动的思维。
这种情感驱动的思维主要根据个人的情感偏好做出

判断,就明显地具有非理性的特征。这种情感驱动

的思维因自发地受制于人自身的喜怒哀乐等情感的

影响,其行为表现就显得主动、自为而无需过多的意

志努力和刻意强制。
对于研究生而言,非逻辑思维的情感驱动之“情

感”主要是学术情感,是对学术研究发自内心的热爱



与追求。自然,这种学术情感的形成需一个过程。
美国心理学家克拉斯沃尔曾将人的情感发展区分为

“接受、反应、价值评价、组织和性格化”五个层次[3]。
对于学术情感的形成而言,研究生先要认同、接受学

术研究,对学术研究有一些基本的认知,亲近、从事

相关的研究活动,诸如主动参与学术沙龙、聆听各种

学术报告、虚心求教于学有所成的同侪和老师等。
此种表现大致相当于情感形成的“接受、反应”阶段。
接着,对学术研究的价值形成一个相对合理、完善的

体系,诸如学术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学术研究意味着

求真,是对研究问题的创新求解,是研究者自身价值

的体现,是研究者成事与成己的过程等。研究生如

此看待学术研究,在学术情感上就大致进行了“价值

评价”和“组织”。而学术情感的最高境界则是将上

述学术认知内化于心,且身体力行;此境界意味着即

使不再进行专业的学术研究,也能保持强烈的好奇

心,直面各种理论和现实的问题,能主动思考与创新

求解。
二则,非逻辑思维是想象拓展的思维。逻辑思

维总是基于已有的经验事实,以逻辑为准绳规约着

思维的运作,追求言说的概念、论题的前后一致性。
而非逻辑思维则在情感欲求的推动下,既基于已有

的经验事实又超越于已有的经验事实,以创造一种

能满足人的情感欲求的新事物或新观点为旨归。因

为人活在世上,总想活得更好,而人想活得更好,就
不得不持续地创造满足于人生活得更好的物质或精

神产品。这种能满足于人生活得更好的物质或精神

产品的生产则依赖、仰仗于人的想象。因为想象

(imagination)就是在人的心眼里见到一种新的意象

(image)[4]192。虽然在人的心眼里见到的意象也是

现实中存在的事物或观点,但通过想象,人能够将现

实中存在的事物或观点进行分解、重组而产生一种

新的事物或观点。从认识论上看,想象则表现为在

已有经验事实的基础上构想出事物或现象的多种可

能性,在不同的对象、观念之间建立可能的联系,从
而为新观点的产生、新思想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从研究来看,研究生要想拥有新观点、新思想,
也离不开想象。这种生成新观点、新思想的想象,主
要表现为在掌握某主题的相关观点的基础上借助想

象在不同的概念、命题之间建立可能的联系,并大胆

地提出与已有观点不同的竞争性观点。在此过程

中,阅读、把握某主题的相关内容,主要依靠逻辑思

维进行追问与回应;而在提出某种竞争性观点时,则
主要仰仗想象这一非逻辑思维的形式。而想象之所

以被认为是一种非逻辑思维的形式,就在于其主要

不是遵循逻辑的思维,而是在某种情感的驱动下将

不同的观点、看法进行链接、耦合。从此意义上说,
想象不符合逻辑是真的,但它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偶

然,而是受人某种情感的激发所产生的必然联想。
这也是人面对同一对象,因人持有不同的情感欲求

而能生发出各自不同意象的缘由所在。由于研究生

对某个主题可能持有不同的情感欲求,借助想象对

某个主题就会构想出不同的竞争性观点。由此可

见,人的想象具有的自由性和创造性。也正是因为

想象具有自由性和创造性,研究生借助想象才能构

想出某种与原有观点不同的竞争性观点,才能拥有

自己的观点或思想。
三则,非逻辑思维是一种直觉洞察的思维。想

象关联着某对象的可能之域,而直觉则是对某对象

的直观,是超越了逻辑程序而对某对象的直接判断,
它能突破逻辑程序与已有知识的限定。两千年前,
庄子就提出了“坐忘”“心斋”之说,其具体操作是“去
知”和“解心释神”,“去知”就是消除已有知识的影

响,而“解心释神”则强调人对某对象的“内通”和“以
神遇”,即以直觉的方式把握普遍之道。如果说逻辑

思维更多地关联着普遍程序和已有知识,那么直觉

则以思维环节的简缩以及由此形成的跳跃性、直接

性、无中介性为特征,具体表现为通过转换或超越常

规的思维方式,形成对某对象的整体领悟。与想象、
直觉相联系的是洞察(insight),“就对象性的认识而

言,想象主要展示事物之间可能的联系,直觉更多地

涉及逻辑程序及常规思路之外的存在规定,洞察则

进一步表现为对事物本质性或具有决定意义的联

系、方面和规定的把握;就人自身的认识形态而言,
想象使人打开更广的视野,直觉赋予人以新的思路

和理解,洞察则进而使人在达到整体领悟的同时获

得内在的贯通。”[5]作为非逻辑的形式,直觉洞察常

常表现为顿悟和灵感,让人对某对象获得豁然开朗、
融会贯通的认识。

围绕某(些)问题对某对象展开研究,不仅要借

助想象构想多种可能性,而且要凭借直觉洞察最终

获得对某对象的整体贯通的认识。只有直觉洞察到

某对象各方面的整体关联,对某对象的研究才能形

成一种清晰、明了的认识。原先所经历的困顿、迷茫

在直觉洞察中才能顿然得到解决。从此意义上说,
直觉洞察并不像有些人所设想的那样可以轻而易举

地获得。其实,直觉洞察大多要经历一个“明确研究

问题—反复思考求解—洞见概念图像—逻辑论证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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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的过程。明确研究问题,即明了自己到底要解决

什么问题;反复思考求解,即带着研究问题,多方面、
多角度基于已知进行求解;洞见概念图像,即在多方

面、多角度运用已知进行思考时,直到在各种概念间

建立合理的有机联系,形成一个概念图像,研究问题

才意味着得到了初步解决。其间,也许会遭遇百思

不得其解的情况,此时思维就被迫进入潜伏、悬置状

态,只有等到受到某现象、观念的触动与启发,概念

图像才能形成。而形成的概念图像能否有效地解决

问题,还需接受基于事实的逻辑论证与检验。但不

管直觉洞察的结果如何,直觉洞察皆蕴涵着创新观

点或思想的萌芽与胚胎,是产生新观念、新思想的源

头活水。

二、研究生非逻辑思维的隐匿

研究生从事学术研究,自然离不开逻辑思维,但
因非逻辑思维是知识创新的前提,因此,研究生非逻

辑思维的状况就直接影响着其知识创新能力。然

而,在重逻辑思维而轻非逻辑思维的教育中,有些研

究生的非逻辑思维则表现出种种隐匿现象,诸如学

术情感的错位、学术想象的荒芜和直觉洞察的迷失。
其一,学术情感的错位。情感是感情的书面表

达,学术情感是对学术所持有的感情。学术是学与

术的合称,而“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
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6]即是说,
“学”是发现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真理,而“术”则是运

用“学”所发现的真理解决现实问题的技术或方法。
学术情感是对探求万事万物的学理及其运用的热爱

与追求,而学术情感的错位则是指将探求万事万物

的学理及其运用的热爱与追求置换成了其他,而不

再热爱、追求学术本身,最突出的就是热爱、追求学

术所带来的荣誉、地位、金钱或权势,将学术降格为

换取荣誉、地位、金钱或权势的手段,以至于在有些

研究生看来,从事学术研究就是做项目、写论文,而
不知做项目、写论文只是从事学术研究的载体,而不

是学术研究本身。
学术情感的错位至少会给学术研究带来如下消

极影响:一是使学术研究缺乏持久的动力。学术情

感一旦发生错位,那么学术研究就成了达成其他目

的的手段,而学术研究一旦达成了某种外在的目的,
也就意味着完成了学术研究的“使命”,学术研究就

会缺乏持久的动力。有些研究生在达到了既定的毕

业要求,或用学术研究换取了一定的荣誉和金钱后,

对学术研究反而失去了兴趣与向往,就是学术情感

错位的结果。二是让学术研究停留于蜻蜓点水的表

层。学术研究是一项永无止境的事业,然而,在学术

情感错位追求的胁迫下,学术研究就会异化为各种

可以度量的功利,而各种看似客观的功利尺度并不

能让人保持对学术本身的持久动力,就常常使学术

研究仅仅停留在蜻蜓点水的表层而难以持续深入。
三是侵蚀学术研究的生态环境。学术情感的错位常

常导致对学术缺乏必要的敬畏感,进而有可能导致

为达成外在的功利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各种学术违规

行为的发生,玷污学术研究的神圣性,侵蚀学术研究

的生态环境。
其二,学术想象的荒芜。新观点、新思想的提出

从根本上说源于对某新事实或新现象的发现和解

释,但面对同样的事实或现象,要想提出一种新观

点、新思想,则需进行学术想象。想象本来是人人皆

有的一种人性能力,它能让人由一事物通过接近、相
似、类比等想到其他事物,进而建构出一种新事物。
正是从此意义上,康德曾将人的想象视为一种先天

能力,这种先天的想象与先天的范畴(诸如质、量、关
系、样态等)一起将感性的杂多综合、贯通起来,从而

形成具有普遍性的知识。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通

过先验想象以先验范畴综合感性杂多的过程就是

“将这杂多以某种方式贯通、接受和结合起来,以便

从中构成知识。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是指把各种表象

相互加在一起并将它们的杂多在一个认识中加以把

握的行动。”[7]因此,学术想象能在众多的学术概念、
命题之间通过接近、相似、类比等加以连结,从而对

某主题形成一种新的观点或思想。
然而,在理性主导的教育中,在“唯一标准答案”

的误导下,有些研究生日益遗忘了想象在知识创新

的先导作用,总是拘泥于已有认识的框架中,表现为

深陷于关于某主题的已知中而不能自拔。比如,有
研究生研究“中小学课程思政”这一主题,借助网络

的数据引擎,只是围绕着“中小学”“课程思政”这两

个关键词进行搜索,即便掌握、熟知了所搜索到文献

内容,也难以超越对中小学课程思政的已有看法。
其原因之一就是不知与中小学课程思政直接相关的

内容还有很多,诸如“高等教育的课程思政”“课程育

人”“知识与德性”“知识与德育”等。或者说,研究

“中小学课程思政”,而不能由“中小学课程思政”联
想到“高等教育的课程思政”“课程育人”,尤其是进

一步扩展到“知识与德性”“知识与德育”等主题,其
对“中小学课程思想”的探究就缺乏必要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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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难以超越既有的关于“中小学课程思政”研究成

果。此种情况表现为想象的缺乏,但实质上却是学

术想象的荒芜,使人人皆有的先验想象仅仅处于一

种无意识和不自觉的状态。而学术想象则是一种有

意识的自觉行为,需研究生自觉、主动地发挥想象在

知识创造中的主导作用。
其三,直觉洞察的迷失。作为非逻辑的人性能

力,人的直觉洞察的能力犹如人的想象,并非神赐,
也非仅仅天才拥有,但人的直觉洞察能力确实存在

着大小之别。从影响因素来看,人的直觉洞察能力

既受制于已知,也与人的想象力密切相关。从其形

成来看,人在面对某对象时能直觉洞察到什么,直接

受制于人的想象力。由于有些研究生的想象处于无

意识、不自觉的荒芜状态,就造成了其直觉洞察的迷

失。这种直觉洞察的迷失具体表现为有些研究生在

面对某对象时,要么闲置其直觉洞察,要么搁浅其直

觉洞察。闲置其直觉洞察是指有些研究生心中无问

题,其思维就无所指向,其直觉洞察就处于闲置状

态;搁浅其直觉洞察是指有些研究生只能感受、认知

某对象的外表,而不能从某对象之表深入到其里,不
能把握某对象构成要素之间及其与其他对象之间的

本质性联系。
对于研究生而言,直觉洞察主要表现为对拟研

究的问题能构想出一个相对新异的回答。这种相对

新异的回答的获得则需激活某种与拟研究问题相关

的“原型”。这种与拟研究问题相关的“原型”,既可

能是某问题解决的思路,也可能是某问题解决的观

点,还可能是某种日常熟知的现象。但不管这些“原
型”是什么,在对拟研究问题构想相对新异的回答

时,皆需突破思维定势,尝试从不同的角度、方面、维
度等重新表征研究问题,并对拟研究的问题建构一

种新的概念图像。这种新的概念图像起于对某概念

的重新理解,且在对某概念的重新理解中建立各概

念间的新的联系。因此,即使研究生初研某个问题,
也需调用人的想象力,大胆地设想、提出多种研究假

设,并在多种研究假设的引导下,积极寻找对拟研究

问题具有启发作用的各种“原型”,如此才有可能发

挥直觉洞察在知识创新中的求果作用。

三、研究生非逻辑思维的彰显

研究生的知识创新既需逻辑思维,也离不开非

逻辑思维。倘若研究生的非逻辑思维主要存在着学

术情感的错位、学术想象的荒芜和直觉洞察的迷失

等现象,那么研究生非逻辑思维的彰显则需明确研

究价值,涵养学术情感;保持思维自由,锤炼想象能

力;贯通学思做创,孕育直觉洞察。
首先,明确研究价值,涵养学术情感。研究是一

项异常艰苦的脑力劳动,而人之所以难以割舍对研

究的执着追求,并对研究报以极大的热情,表面上看

是因为研究能给人带来相应的物质回报,或赋予人

一定的学术声誉等,但从根本上说,研究是人之所以

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射和表征。在“人是什么”的回

答上,曾涌现过众多的定义,诸如人是神的创造物、
理性的动物、语言的动物与未特定化的动物;人是政

治动物、道德动物、精神动物、工具动物与文化动物;
人是自由的动物等。经过分析,有学者认为人是神

的创造物、理性的动物、语言的动物与未特定化的动

物这四种回答是错误的。因为人类是由猿进化而

来,而非神所造,所以人是神的创造物是错误的。人

是理性、语言的动物也是错误的,是因为理性与语言

并非人所独有,动物也具有一定的理性与语言,难以

将理性与语言作为人的特质;而人是未特定化的动

物,其错误在于颠倒了因果关系,人不是因为未特定

化才从事创造和发明,而是因为人总在创造和发明

才逐渐变为未特定化的动物。而人是政治、道德、精
神、工具与文化动物,则是片面的。说其片面是因为

上述五种定义都只说出了人与动物相区别的一种不

同,而不是所有不同或总体性不同,与定义要揭示对

象的本质性特点的规范相违背。至于人是自由的动

物则缺乏应有的解释力,是因为“将自由的有意识的

活动指认为人的整体特性……还是无法判断人类诞

生于何时,甚至哪怕只是给出一个大致的判断也做

不到。”[8]鉴于此,该学者认为“人是凭自造物而生存

发展的活动者”[8],此定义不仅把握了人与动物区别

的根本特征,而且能推测人诞生的时间。
倘若“人是凭自造物而生存发展的活动者”,人

则需积极参与到自造物的创造活动中来。由于所有

的创造皆源于人的研究,植根于人对万事万物不断

的追问与求索中,因此研究就是确定一个人存在价

值的方式,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如此看待研究的

价值,那么学术作为人研究的过程及其结晶,就意味

着人本身的存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确认,就会对学

术拥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爱与追求,就会对学术充

满敬畏之情,从而在从事学术研究时,秉持一种审美

的认知态度,而将研究所可能带来的各种外在利益

看作研究的自然结果,而无需刻意的追求。可以说,
对研究所持的审美认知,能确保人对某对象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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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一种纯粹而无杂念的审美状态,在研究中将认

识仅仅锁定在认识的对象及其求解上,抱有一种“无
所为而为”的超越精神,全身心地沉浸在研究中,并
能体验到研究带来的审美愉悦感和崇高感,才能真

正涵养学术情感。
其次,保持思维自由,锤炼想象能力。思维自由

是指思维不受已有知识的限制,而能基于事实、经验

进行独立的思考和个性的表达。虽然思维自由是人

的一种自然追求,但人的思维却无时不被人的经验、
知识和内外的暗示包裹着而呈现出一种不自由的状

态。思维自由就是试图将人的认识从已有的经验、
知识和各种暗示中突围出来,进而获得一种新的认

识。从此意义上说,思维自由的每一次突围都意味

着人的精神空间的拓展和精神生命的成长。对于研

究生而言,保持思维自由,则需暂时将各种已有观念

视为有问题的观念,减少依靠已有观念进行逻辑推

演的思维惯性,换一个角度或视角重新审视某个问

题;同时,针对某个问题勇于、善于提出一种相对新

颖的看法。这种思维自由就为锤炼想象能力提供了

前提条件。因为思维不自由,总是从某个已知的前

提出发来看待某对象及其问题,就难以冲破已有观

点对某对象及其问题的规制,使人的想象缺乏可能

的空间。
想象可分为“再现想象”与“创造想象”。“再现

想象”是记忆,只是将原先的事物在脑中呈现出来,
难以创新。而“创造想象”则是对已有的意象进行合

理的重组,大致可分为“分想”与“联想”两阶段。“分
想”是把某意象从其他意象中分离出来,把它单独提

取。如果没有分想,以往的经验、知识便须全部复现

于记忆中,这只是一种“再现想象”。在研究中,这种

“分想”主要表现为将研究对象从众多对象中抽析出

来,能够明确界定研究对象的意涵,以便把握研究对

象的本质特征。若能重新界定研究对象的本质特

征,此“分想”就创生了新观点或思想。而“联想”则
是指“由甲意象而联想到乙意象”[4]194,进而形成一

种新的意象,并从中萌生一种新观点或思想。而萌

生的新观点或思想,既可能表现为对既有观点或思

想的丰富完善,也可能表现为对已有观点或思想的

批判质疑,还可能表现为对已有观点或思想在新的

框架里的综合阐释。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借助“联
想”,研究生在索解某研究问题时,皆需在已知的基

础上提出、论证新知,其展开“联想”的思路至少有

三:正着想,即丰富、完善已有观念;反着想,即质疑、
批判已有观念;综合想,即在正着想和反着想的基础

上,取二者之优长而综合提升。
再次,贯通学思做创,孕育直觉洞察。人来到世

上,就被抛入了一个由众多文化物构成的世界里,人
要生存发展,须首先学习适应这个人造的文化世界,
要“学以成人”。在“学以成人”中,由于人具有主观

能动性与自由意志,就拥有了选择能力。而选择就

意味着舍弃,在面对多种选择的可能性时,则需独立

思考与自主判断。对某事物有了独立思考和自主判

断,还只是在头脑中构想某事物,而要真正将对某事

物的构想实现出来,则需亲身实践,且在亲身实践中

不断尝试创新。从此意义上说,一个完整的人生就

呈现为学思做创的贯通。有些研究生之所以直觉洞

察迷失,其症结之一就是学思与做创的割裂。直觉

洞察作为直观地把握事物本质特征的能力,离不开

相应知识的积淀,也不可缺少在做创中的亲身体验。
然而,当下的有些研究生却表现出有亲身实践却缺

乏理论观照,或有理论素养而缺乏亲身体验之缺憾,
从而在面对某对象及其问题时,要么陷于感性认识

的杂多中而理不出头绪,要么身处理论的高空而难

以落地,造成对某对象及其问题的直觉洞察的迷失

就不足为怪了。
贯通学思做创,就是提醒研究生在学术成长的

过程中,要正确处理人的感知、体验与概念、命题之

间的关系,需清醒地认识到任何概念、命题的提炼皆

源于人对某对象及其问题的感知与体验,而新观点

或新思想的呈现既需感知、体验的支撑,也需概念、
命题的凝练;二者缺一不可。因为没有人对某对象

及其问题的感知和体验,那么其概念、命题的凝练就

缺失了情感的温度和事实的支撑,就会让人凌空蹈

虚,不知所云,就谈不上新观点、新思想的创新。而

缺失了概念、命题的凝练,新观点、新思想就只能是

个人的主观感受,难以外化为能彼此交流、质疑的表

达,其新观点或新思想就会胎死腹中,而不能为社会

所认识与接受,也谈不上有什么新观点或新思想。
至于在学思做创中,直觉洞察何时及其如何发生,的
确难以逻辑、清晰地把握。只不过,直觉洞察是建立

在对某对象及其问题与其他对象及其问题的差异和

相似关系的认识中,一旦把握了某对象及其问题与

其他对象及其问题的差异和相似,借助想象建构某

个概念或命题,将某对象及其问题与其他对象及其

问题予以清晰地呈现与表达,那么对某对象及其问

题与其他对象及其问题的联系和贯通就变得可视

化,就把主观的构想变成了客观的表达。当然,从过

程来看,直觉洞察某对象及其问题与其他对象及其

·66· 李润洲:研究生非逻辑思维的隐匿与彰显



问题的关联,是非常艰难之事;但一旦直觉洞察到某

对象及其问题与其他对象及其问题的本质联系,那
么新观点、新思想就会呼之欲出,才能最终创建出新

的观念和概念体系,拥有自己的新观点或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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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ConcealmentandManifestationofPostgraduates’IllogicalThinking

LIRunzhou
(CollegeofTeacherEducation,ZhejiangNormalUniversity,Jinhua321004,Zhejiang,China)

Abstract:Fromtheperspectiveofprocess,illogicalthinkingisthethinkingdrivenbyemotion.Itisalsotheresultof
imaginationexpansionandintuitiveinsight.Thereasonsthatretardtheplayofillogicalthinkingofpostgraduatesareduetothe
dislocationofacademicemotion,desolationofacademicimaginationandthelossofintuitiveinsight.Togivefullplaytothe
illogicalthinkingofpostgraduates,theauthorsuggeststhatweshouldclarifytheresearchvalue,cultivateacademicemotion,

maintainfreethinking,improveimaginationability,andconceiveintuitiveinsightthroughlearning,thinking,practicingand
innov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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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oadofthesocialistpostgraduateeducation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featuringthetraditionofChinese
educationandthecombinationofMarxisttheoryandChinesepracticeinpostgraduateeducationisabroadwayopenedbythe
Chinesepeopleofallethnicgroupsundertheleadership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Theauthorsbelievethatthe
confidenceintheroadcanbecreditedtothehistoricaltraditionofcultivatinghigh-leveltalentinancientChinaandtothe
historicalexperienceaccumulatedinthepastcenturyinchoosingadevelopmentroadforpostgraduateeducationinChina.More
importantly,itcomesfromthehistoricalachievementsinthepostgraduateeducationdevelopmentundertheleadershipofthe
CommunistPartyofChina.Theauthorspointoutthattheconfidenceintheroadofthesocialistpostgraduateeducationwith
Chinesecharacteristicsistheconfidenceincarvingouta"roadofexcellence" whileinheritinganddevelopingChinese
postgraduateeducationculture,insteppingonthe"roadtopowerfulnations" whilereviewingandadjustingChinese
postgraduateeducationsystem,andinembarkingona"roadofconnotation"onthebasisofrationalknowledgeandthe
developmentofChinesepostgraduateeducationtheory.Theauthorssuggestthat,inthenewera,weshouldexplorethe
Chinesecharacteristicsofthepostgraduateeducation,planhigh-qualitydevelopmentforfirst-classpostgraduateeducation,

optimizeandstrengthenthedevelopmentofthepostgraduateeducationsystem,absorbandutilizeinternationalexperiencein
thedevelopmentofpostgraduateeducation,andsteadilyenhancetheconfidenceinthepathofsocialistpostgraduateeducation
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
Keywords:socialism 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postgraduateeducation;confidenceinthepath;strengtheningeducation;

historical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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