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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场域理论的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提升的探索—以物理学专业为例 

王小云*，邵银菲，黄勇刚，杨 红，邓 科 

吉首大学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  湖南吉首 

【摘要】目前考研热潮席卷全国，随着各大院校扩招，研究生的数量逐年攀升，研究生的培养日益成

为高校确保高质量人才输出的重要途径之一。研究生自身的科研创新能力的高低是衡量各高校研究生教学

及人才培养效果的参考依据，本文将基于研究生创新能力存在巨大发展空间的现实可能性的背景，从“场

域”理论的角度出发，以物理学专业研究生为例分析其科研创新能力的现状，探索并研究高效提升物理学

专业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的方法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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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t present, the craze of postgraduate entrance examination is sweeping the whole country. With 
the enrollment expans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number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The training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is becoming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ensure the output of high-quality talents. High or low innovative ability of graduate student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s 
to measure each college graduate reference of teaching and talent training effect. There is a huge development 
space of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graduate student innovation ability of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alistic possi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eld" theory, physics graduate student, for example to analyze its present situ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ability, and to explore and study the methods and approaches to efficiently improve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ability of physics graduat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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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皮埃尔布迪厄提出的“场域理论”是社会学中

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一灵感主要源自物理学中“场”

的概念，他将场的特质主要概括为关系性、规则性

和争斗性，类推到研究生教育场中，研究生教育场

是以教育关系为纽带将场域中的不同行动者连结在

一起，按照行动规则共同建立的社会活动的场所。

同时，这些行动者也为保护或改造场域的结构而分

别贡献他们的力量[1]。故场域是各行动者客观关系

的载体，行动者通过行为活动在影响场域的同时，

也会受到场域的影响，彼此相互制约与促进。研究

生作为研究生教育场中的重要行动者，质量参差不

齐、科研创新能力低（科研进展速度慢、科研成果

数量偏少[2]）等问题突出。在物理学中，一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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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本科期间参与过科研工作的研究生在以后的科研

中能快速进入“科研状态”[3]，尤其是在目前对于

硕士研究生毕业不要求刊登出学术论文，只要完成

并通过学位论文即可参加毕业答辩[4]的这一规定影

响下，要想极大程度上提高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

与水平任重而道远。 
2 问题溯源 
2.1 场域社交—人际关系 
良好的师生关系是促进科研产出的助推剂，每

位研究生在第一学年入学后可自由选择导师承担其

部分的指导和教学工作。由于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处理问题等的不同，如不注意师生关系的处理，很

容易产生矛盾冲突。导师在带研究生时通常会给予

每位研究生一个自己比较擅长的方向供其深入学

习，一些研究生在确定研究方向时摇摆不定，许久

后又提出换导师、换方向等要求，给老师的工作带

来了较大的阻力。其次，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与本科

阶段的学习大相径庭，若是研究生每每遇到问题不

去主动尝试解决而是不停向导师追问，问题可能暂

时解决了，但是自己的能力没有本质上提升，且会

给老师留下不好的印象，次数多了也不利于和谐师

生关系的构建。 
2.2 场域培养—管理制度 
导师在研究生培养方面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导

师的遴选和考核是其中的重要一环。部分院校对导

师的遴选与考核标准较为单一，仅仅从导师的文章

发表数量和质量、项目的多少来衡量一位导师是否

合格，忽略了对导师的道德水平和心理素质等方面

的考察。这不仅会导致导师对于自己的道德标准和

要求降低，对于研究生来说也是一种灾难。部分导

师对研究生的科研十分不上心，以“放养”的状态

让研究生恣意成长，研究生长期与思想上、行为上

存在短板的导师相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思想上消极懈怠，行动上不规范自身，则无法更好

的进行科学研究。 
2.3 场域行动者—人生规划 
时间对于研究生来说是十分宝贵的，两到三年

的时间说短不短说长也不长，如何利用好时间是每

个研究生的必修课。不会把握时间的研究生往往会

觉得自己每天都待在实验室做物理实验或在办公室

里计算物理公式，目睹了别的同学的突飞猛进的同

时，也见证了自己的原地踏步，这就是不会时间管

理的表现。许多研究生将自己的精力都投入在了“考

研”上，一旦考上了研究生，就得过且过，别人在

阅读外刊文献时，他在网上“冲浪”，别人在运动

健身时，他仍在沉迷网络你，可想而知，日复一日，

差距将越来越显著，更不用说在科研上的投入与进

步了。 
3 提升策略 
3.1 个人提高之法 
（1）积极自我调适 
物理的科研实质是一场漫长的心理战，是一场

与自己的拼搏较量，只有调试好自己的心态，才能

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科学研究表明，一定程度的

体育锻炼对于人的身心健康和学习进步有着促进作

用，在午间和晚间休息时进行适当的室内或室外锻

炼可以帮助其释放一定的心理压力并塑造强健的体

魄，可在无形之中提高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在

学术问题上，如遇久久无法解决的问题或困难，可

向同学或者老师寻求帮助；在心态调整上，要及时

抒发自己的抑郁和苦闷，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积

极应对挫折的不屈心态，为提升自己的能力水平打

下扎实的基础。 
（2）合理规划 
合理规划自己的时间和未来，给自己树立一个

贴合实际的目标可帮助研究生明确方向，增强其斗

志。在时间管理方面，可以利用时间管理四象限来

提升自己的时间管理能力。未来规划方面，笔者建

议研究生可从每一学年详细规划，第一学年除上完

专业课外，每星期阅读 1-2 篇文献，每月写一篇文

献综述，做到融会贯通；第二学年可确定自己的毕

业论文选题，进行项目申报，逐步开始论文的撰写；

第三学年确定自己的毕业规划，如选择就业则要尽

快撰写完毕业论文，多途径搜索合适的岗位投递简

历，综合考虑就业的地理位置、薪资待遇等因素，

选择最心仪的岗位；如若希望继续深造，则要明确

读博的必要条件，使自己具备更高的竞争力，脱颖

而出。 
（3）实践研讨 
就研究生学术创新基础能力培养而言，学术动

态把握、学术史评价、研究框架设计、研究内容厘

定以及学术表达等基础能力，都能通过科研项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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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得到有效培养和提高[5]。在项目实践中，研究生

要阅读大量的文献来把握基本方向，了解基本的研

究思路和研究过程，掌握好专业名词和学术用语，

发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用，加深

对科研创新的理解。 
3.2 教师辅助之法 
（1）耐心指导 
教师承载着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光荣使命，

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研究生在科研过程中遇到

棘手的问题乃是常事，老师切勿置之不理，也切勿

全盘告知，应筛选有代表性的问题，采取启发式的

教学方式耐心引导研究生发现自己出错之处并一步

步尝试解决，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给予研究生学

术指导、生活或未来规划的指导、毕业与就业指导
[6]，从明方向、析问题、育理性、提技能、精研修

五个方面[7]谋求共同发展，做个值得让研究生信赖

的德才兼备的老师。 
（2）全面考察 
在对研究生的教育中要注意不可顾此失彼，老

师要综合考量每一位研究生，对每一位研究生都应

一视同仁。老师如同伯乐，眼光要放得长远，看到

研究生潜在的发展可能性，不可“唯成绩论”或“唯

成果论”，要肯定每一位研究生的优秀之处，同时

委婉指出每个研究生的不足和今后可努力的方向，

其质量考核应包括课程、科研及实践能力，这种质

量考核涵盖了学生的理论基础水平、发现问题和解

决问题能力，可通过日常交流、组会汇报、文献撰

写等多个方面对研究生进行考察，在对每一位研究

生有了准确把握以后，因材施教，可选择合适的方

式提升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如对待勤奋刻苦的

研究生，可采取“怀柔”政策，适时加以点拨即可；

对待顽皮懈怠的研究生，可软硬皆施，任务驱动，

提高其紧迫感，发挥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让学

生学有所得，学有所成。 
3.3 学校提质之法 
（1）完善管理模式 
为完善研究生管理模式，学校可遵循一定的原

则与依据，制定校院研究生教育管理清单，在制定

过程中需要相关治理主体参与讨论与协商，尽量实

现权办清单的完备性、可操作性，划清院校的职责

和工作内容，在提高管理水平的同时达到研究生综

合素质的提高的双赢结果。在教师管理方面，学校

应准确把握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新形势新问题，加

强教师专业技能培训，积极搭建教师发展平台，加

强一流基层教研室建设，构建“以学校为主导，以

学院为主体”的校、院两级教师培训体系。将校、

院、师、生制度化、规范化管理，让学校和学院充

分发挥职能保障，让教师和研究生学术创新能力得

以充分施展。 
（2）优化导师制度 
学校可建立以“以研究生导师责任制”为核心

的动态人员管理模式，同时配合完善的导师遴选制

度、激励考评机制、研究生学术交流方式，给予考

评优秀的导师适当的物质奖励和荣誉称号，树立导

师中的物理学科带头人和榜样模范，提高导师的责

任意识和自我优化意识，密切导师和学院、研究生

之间的联系，净化学术科研中存在的歪风邪气，逐

渐形成科研主导型的研究性教学模式和富有活力、

业务素质高的教学研究团队，促进导师之间的沟通

与交流，产生“自我驱动”效应。 
（3）加大支持力度 
学校应重视对于研究生科研创新的相关投入，

尤其是要着力提高设备经费、配套课程、学术合作

的投入力度。加强实验室管理，逐步提高设备和科

研经费的投入，满足研究生科研的基本需要；以最

新科研成果为课本，以成果课堂模拟为教学内容，

适当开设相关适用软件课程；增加学校与高校、科

研院所的合作力度，通过实验设备的租借、实验数

据的共享和论文的合著等途径满足研究生科研创新

的需要，尽可能扫清科研创新道路上的障碍；通过

线上和线下多种模式，以讲座、座谈会、报告等形

式实现物理学领域专家的研究领域进展、成功经验

分享和研究方法指导，拓宽研究生的信息获取途径，

迸发出科研创新的思维火花。 
4 结论 
物理学研究生作为研究生教育场中重要的行动

者，物理学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其必须要具备较高的

科研创新能力，以使其在科研道路上文思泉涌，给

予奇思妙想以强烈的现实可能性，让科学研究不断

走深、走实，让学术研究的发展间接促进社会生产

力的发展，助推国家科技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故提高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既是重要的人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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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也是重要的社会课题。面对目前我国研究生科

研创新能力能不够突出的现状，除了研究生需要发

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做到积极自我调节、合理规

划和实践研讨之外，教师也要对研究生及时加以引

导，让每一位研究生在同一片天空以最美的姿态翱

翔，学校则应不断完善管理制度，优化导师团队的

配置，积极落实“双导师”制度，尽可能加大对研

究生科研创新方面的支持力度。结合各方面的共同

努力，研究生必定能走出属于自己的科研创新提升

之路，彰显新时代研究生的独特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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