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 生 的创 新 能 力 直

接关系 国 家未来创 新 能力

的强弱
。

判断一个研究生是

否具备从事 或独 立从事科

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

首先要

看他 她 的学位论文是否有

原创性或独创性贡献
。

调查

结果显示
,

虽然我 国研究生

教育在 较短 的 时 间 内取得

了可喜 的成绩
,

但研究生的

创新能力距经济建设和社

会发展 的 要求还 有相 当 的

距离
。

国 际 比较 的数据 显

示
,

我 国研究生发表论文 以

及引用次数仍处较低水平
。

博士学位论文创新性不 高

的表征是
“

理论方法创新
”

和
“

创新性成果及效益
”

两

项 指标在专 家评价 中得分

较低
。

有些硕士学位论文

选题缺乏新颖性和前沿性
,

“

运用 旧方法
、

旧材料论述

旧 问题
,

得 出 了业 已公认的

旧观点
,

理论意义和实践价

值均不大
”冈 这些具体表现

说 明 一些研究 生没有抓住

学位论文创新的核心要素
。

提高研究 生学位论文 的 质

量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

政府主管部门 的宏观质量监控

体系 和高校 科研院所 内部质量保 障体系都至关重

要
,

但最直接的责任人是导师
。

本文基于二十余年指

导研究生论文
、

评 阅 校外学位论文
、

主持或参与校 内

外硕士
、

博士论文答辩的体会
,

探讨文科硕士
、

博士学

位论文指导 的要略
。

一
、

研究生学位论文创新的核心要素是问题和方法

学位论文是一种特殊的语篇
,

有基础性的结构和

规定
。

但是语言学 中 的语篇分析结果表明
,

语篇 的最

基本结构是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和结果
。

从科学的本质

来看
,

任何研究都从问题开始
。

一篇高质量 的学位论

文一定是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 了有价值的问题
,

采用 了 适 当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

得 出 了令人信服的结

论
。

因此
,

问题和方法是学位论文的亮点所在
。

然而
,

目前一些研究生的 问题意识和方法意识还不强
。

问题意识不强的具体表现主要有三种情况
。

一是

有些学位论文尤其是硕士学位论文没有 明确提 出研

究问题
,

论文 只停留在文献综述 的水平上
。

这样 的论

文根本谈不上创新
,

因为综述只总结 了 前人的研究成

果 充其量是继承
。

二是有 的学位论文提 出 的 问题与

文献综述 内容脱节
,

导致整篇论文的宏观结构松散
,

逻辑性不强
。

这样的论文不是继承基础上的创新
。

三

是 问题的表述不够清晰准确
,

或过于宽泛
,

或过于狭

窄
。

过宽则论述不透
,

导致论文空洞乏味
,

使问题得不

到完满解决 这样的论文是大题小做
。

过窄则论述余

地不够
,

内容展不开
。

方法意识不强表现在 有 的博士学位论文没

有 明确交待采用 了什么研究方法
。

阅读发达国家高校

的博士学位论文可见
,

几乎每文都有单独一章明确交

待研究方法
,

这 已几乎成为一条规则
。

方法不明确则

难以合理地设计研究计划
,

研究结果难令人信服
。

研究方法简单陈旧
,

思辩性研究在文科学位论文 中 占

的 比例过大
,

实验方法和统计方法采用的很少
。

学位论文创新的关键点在于问题和方法
,

而 目前

这往往是一些论文的薄弱环节
。

这就应引起研究生导

师的反思
。

在指导研究生学位论文过程 中导师的主要

任务是什么 导师应怎样努力完成好这些任务

二
、

导师指导研究生学位论文的“ 三二三
”
要略

近年来
,

在探索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之路径 中
,

一些高校在试行导师负责制与指导小组相结合 的学

位论文指导制度
,

把好选题
、

开题
、

撰写
、

审阅
、

答辩等

环节
。

无论如何
,

导师是把好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关

的第一责任人
。

导师的指导工作很多
,

但就论文的完

成过程而言
,

我们可 以将指导工作概括为
“

导读
、

启

思
、

点术
”

六个字
,

工作程序可 以表述为
“

指导三轮 阅

读
,

推敲两个要素
,

审阅三遍文稿
” 。

,

指导三轮阅 读

文成于思
,

思基于学
,

学的主要方式是阅读
。

文科

研究生抓论文选题必须从阅读文献开始
。

研究生参与

导师的研究课题可 以从中获得启 发
,

但是从培养创新

型人才的过程来看
,

导师给学生指定题 目未必是文科

研究生培养的首选方法
。

导师应戒 当
“

老板
” 。

正确 的

做法是指导学生步步深人地 阅读本学科及相关学科

的文献
,

以达到拓展知识面
、

接触本学科前沿
、

梳理与

所选课题相关的前人研究成果 的 目的
。

这样说来
,

导

师必须指导研究生完成三轮阅读
。

第一轮 阅读应完成本学科 的经典和相关学科 的

精选著述
。

我们要求学生读相关学科的著作是因为社

会现象极其复杂
。

学科划分与事物普遍联系是矛盾的

两个方面
。

不广泛阅读就会视野狭窄
,

见木不见林
。

以

语言学为例
,

它作为一 门独立 的学科只有一百多年的

历史
。

语言的多面性决定 了语言学研究生只读语言某

个分支的著作是不够的
,

只读语言学著作也不够
,

还

必须读语言哲学
、

社会学
、

人类学
、

心理学等学科的著

述
。

作为研究生还须读一点科学哲学和方法论
。

第二轮阅读 围绕学生个人研究兴趣展开
。

一般说

来
,

学生的研究兴趣与导师 的方 向相 同或相近
。

但是

每个学生 的知识结构
、

工作经历
、

思维方式
、

研究基础

杨

忠、张绍杰

眯科研究生学位论文晋

要略探讨
卜

矛犷尹,歹
二‘屯补一

甜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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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同
,

因此
,

研究生做论文必须也必然一人一题
。

题

从何来 来 自这一轮的阅读和思考
。

从信息的角度来

理解
,

阅读是信息输人的过程
,

思考是信息处理加工

的过程
。

这一轮阅读的过程是学生在某一具体领域 内

了解前人研究的问题
、

方法
、

结果的过程
。

完成这一步

方可选择 自己 拟确定 的研究课题
。

但这时的选题仅是

一个粗略的范围
。

第三轮阅读是围绕选题展开的阅读
。

学生应列 出

一个初步文献 目录 导师可推荐补充文献
。

随着阅读

的深人可能补充新的文献
。

这一轮阅读的 目的是接触

所选研究领域的前沿
,

了解迄今与选题有关的研究 问

题
、

方法和成果
。

学生须深人思考梳理写出文献综述
。

综述不仅仅总结前人 的研究
,

还应有评论
。

在此基础

上提出研究的 问题
。

三轮阅读环环相扣
,

步步深人
。

每一轮 的指导方

式不尽相 同
。

第一轮 的必读书 目 由导师指定
,

第二轮

的书 目学生 自选
,

第三轮学生 自选文献与导师推荐文

献相结合
。

前两轮 的督导方式是读书报告
,

第三轮的

方式是讨论加读书报告
。

推敲 两 个要素

研究生在确定选题之后进行开题报告之前
,

导师

的任务是帮 助学生仔细推敲论文 的研究 问题和研究

方法两个要素
。

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是撰写学位论文的关键
。

问题
明确

,

中心才能突 出
。

实践证明
,

研究生普遍感到 困惑

的是如何提 出 既有价值又在有 限篇 幅 内可 以 论述 清

楚的问题
。

这个任务只能在阅读与思考的多次反复中

才能完成
。

思 由 己 出
,

导师不能也不应代替
。

在这个过

程 中导 师 的作 用是启 思解惑
。

导 师需与学生定期讨

论
,

认真听取学生的想法并给予反馈
。

导师要鼓励学

生 大胆质 疑
。 “

科学不 可 能从无 —
白板 —

开始
,

⋯ ⋯而是始于传统及对传统的批判
,

即科学始于理论

思考中 的问题
。 ”

启 发学生 的理论思考要 引 导学生在 阅读专业文

献过程 中既正向思考又逆 向思考
。

所谓正 向思考是指

沿着理论产生 的过程思考 问题
。

理论是对 自然和社会

现象的系统性解释
。

任何理论都产生于研究过程
。

研

究过程始于观察和提 问
,

然后提 出 假说
,

最后验证假

说
。

如果假说得到确证
,

则成为理论
,

否则需重新提 出

假说
,

再论证新的假说
。

阅读专业文献须沿着这一思

维过程看作者在什么情况下提 出 了什么 问题
,

什么观

点
,

怎样论证观点
。

所谓逆 向思维是指批判地看待作

者提 出 的 问题
、

观点
、

方法
、

结论
,

仔细琢磨其 中是否

有不周延之处
。

要引 导学生多角 度审视问题
,

往往角

度一变就会有所发现
。 “

横看成岭侧成峰
” ,

观察客观

世界的物体如此
,

审视学术理论也同理
。

学位论文的另一要素是选择适当研究方法
。

这也

常常是令学生困惑的难点
。

导师的作用是点术
。

点 即

指点
,

点拨
,

术 即方法
。

研究方法林林总总
,

学生一般

都在课程 中有梗概 了解
,

然而在实际应用 中又会陷人

迷惘
。

研必用法
,

研无定法
,

妙在得当
。

点术就是要综

合考虑 问题的性质
、

研究条件
、

学生 的基础等诸多 因

素
,

帮助学生选择最适 当的研究方法
。

在方法 的使用

上
,

弟子不必不如师
。

在现代信息工具的利用方面
,

学

生的能力一般都强于导师
。

如果某种方法确实适 当而

学生 尚不掌握
,

应鼓励学生从头学
。

一旦学会
,

则本事

大增
,

终生受益
。

例如
,

语料库的使用在语言研究 中有

独特的作用
。

有 的学生原来不会用
,

撰写博士论文过

程 中学 习 并部分地采用 了这种方法取得 了很好 的成

效
。

导师应强化学生 的方法意识
,

在开题报告之前把

好方法关
。

审 阅 三遮文稿

学位论文写作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发现过程
,

大体

上要经历构思
、

拟纲
、

起草
、

修稿
、

编辑等阶段
。

一篇合

格 的学位论文必须三易其稿才能完成
。

修改
、

编辑论

文的过程对于培养优 良学风至关重要
。

由于学位论文

写作 比较艰苦
,

学生容易产 生厌倦情绪
,

很难在短 时

间 内发现 自己 文章的不足
。

这时导师的审 阅和意见反

馈至关重要
。

阅读第一稿重在审视文章 的观点和逻辑结构
,

看

文章是否言之有物
,

言之有理
,

是否有作 者 的独立见

解
,

结构是否合理
。

反馈的方式最好是书 面意见 和 面

谈相结合
。

反馈的 内容既要有对论文进展和亮点 的肯

定
,

也要有文稿的弱点和修改的建议
。

这样
,

学生才能

既有信心又有方 向改写文稿
。

阅读第二稿重点审视主题展开和贯穿的程度
。

首

先要推敲论文题 目的表述及内涵
。

题 目是论文的逻辑

起点
,

要求简洁
、

明快
,

能点明文章的 内容
。

过去在答辩

过程 中经常发现有 的论文题 目提炼不够
,

赘述
、

过长
、

文题不符等现象屡见不鲜
,

反映导师把关不到位
。

其

次
,

要重点看文章的前后是否贯通
,

章与章
、

节与节之

间的衔接是否顺畅
。

另外
,

还要看文字表述是否通顺
。

审 阅 第三稿 主要看行文是否规范
,

包括文字 表

达
,

引 用
,

注释
,

参考文献
,

等
。

导师应严格要求学生遵

守学术规范
,

避免非规范行为发生
。

引 用他人观点必

须注明文献出处
。

在行文规范性方面
,

多数研究生仍

需指导和提高
。

导师不必代替学生校对文字
,

但是必

要的润色往往是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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