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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科类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存在着课程教学与科研创新能力培养割裂的现象。将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

融入课程教学过程，既具有合理性，也有其明显的优势。需要将教学过程中的科研创新能力培养明确划

分为科研入门与习惯养成、科研基础能力培养、科研创新思维培养、科研创新实际操作四个阶段，明确

各阶段的科研创新能力培养目标与任务，实现教学内容与科研创新能力培养各阶段目标的融合。此模式

已经在研究生《法律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中得到适用，循序渐进地实现了学生科研创新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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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cultivating liberal arts graduate students, there exists a separation between 
course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ability training. It is reasonable and advanta-
geous to integrate the cultivation of research innovation ability of graduate students into the 
course teaching process. It is necessary to clearly divide the cultivation process into four stages: 
the introduction to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he cultivation of habits, the cultivation of basic ability, 
the cultiv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thinking, and the actual operation of scientific re-
search and innovation, so as to clarify the objectives and task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ability cultivation in each stage, and to integrate teaching content and the objective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ability cultivation in each stage. This model has been applied in the teaching 
of Law and Economics for graduate students, and has gradually improved the students’ abilit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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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校是创新型人才培养的主阵地，研究生则是高层次创新人才中的主力军[1]。然而，当前文科类研

究生培养过程中还存在着课程教学和科研创新能力培养割裂的现象，往往体现为专业教师负责授课、研

究生导师在课下负责科研能力培养。这使得研究生的科研创新成长面临阻碍，造成研究生科研意识不强、

科研基础薄弱、创新思维培养不够的情况仍然突出。 
实际上，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不应被视为仅由导师负责的独立行为。课程教师应负起培养学

生科研创新能力的责任，将科研创新能力培养融入教学过程[2]，这将能够起到润物无声、为研究生科研

创新提供持续动力的效果。我国目前对于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研究多以医学类、理工类学科为主，

对于文科类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的研究尚处于初级与探索阶段，更缺乏如何将科研能力培养融入教

学过程的探究。本文将以笔者任教的研究生一年级专业课《法律经济学》课程为例，探讨发挥任课教师

主体作用、实现在教学过程中循序渐进提升学生科研创新能力的具体路径。本文的研究成果也对其他文

科类研究生培养具有广泛适用性。 

2. 文科类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 

从本科阶段进入研究生阶段后，学生往往需要一段时间适应身份与学习、研究方式的转变，在此过

程中，一些研究生自身科研能力基础薄弱的问题也被暴露出来：一是研究生前期缺乏科研训练，对于学

术研究的路径与规范还缺乏了解，有时甚至存在畏难情绪，科研进展缓慢。二是研究生发现问题的能力

不强。很多学生缺乏问题意识，仍然保持着本科阶段被动接受教师讲授知识的习惯，缺乏独立思考，无

法准确发现、界定和凝练学术问题。三是研究生创新思维能力不够、思考问题的逻辑性有待提升，难以

从学科视角系统化地思考学术问题，更无法在此基础上提出合适的研究方案和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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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上述问题的重要原因是研究生培养中的“教学”与“科研”过程相互割裂，未能将研究生授课

过程视为培养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未能使授课教师与研究生导师在课上、课下对研究生科

研能力的培养形成有效互动。 

2.1. 科研能力培养多由研究生导师引领在课下完成 

在已有的研究与实践中，教师与学者对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问题已经给予了充分重视，探索了

基于科研平台和科研项目提升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3]，以科研竞赛为引领、丰富科研训练形式[1]，发挥

科研团队作用[4]，通过开展沙龙与读书会、文献报告会、小型研讨会等方式激发研究生科研动力、提升

科研水平等多种具体路径[5]。以上研究与实践各自呈现出了有效性。 
但上述模式大多由研究生导师或其他教师主导，在课下完成。这造成了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课程教

学”与“科研能力培养”过程相互割裂。现有的研究和实践并没有将对研究生的课程教学与科研能力培

养视为可以相互融合的环节，没有将教学过程视为有效提升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的“主场”。这一方面

使得研究生导师或主导教师在课下需要花费更多时间精力了解学生科研基础、调整培养方式，另一方面

也使研究生难以有效提出问题、获得针对性指导。 

2.2. 授课教师教学过程中未有效融入科研能力培养 

将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有机融入课程教学过程，既具有合理性，也有其明显的优势。一方面，

对于研究生来说，课程学习仍具有基础性作用。研究生课程建设的内在逻辑是坚持教育性与研究性相结

合，这符合教育规律，也是政府和经济社会需求的反映[6]。正是由于这种内在需求的存在，在教学过程

中有意识地培养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十分合理且必要。另一方面，由于课程教学内容由易到难、有一至

二学期的较长周期、有明确知识点支撑等特点，使得将科研创新能力培养的各个环节嵌入到教学进程可

行、高效。 
但在实践中，授课教师还未能将科研创新能力培养有效融入教学过程，难以发挥该模式的优势。文

科类研究生的课程教学常以专题形式进行，在课程教学中能够通过案例研讨、读书分享、研究汇报等方

式发挥研究生的主动性。但通过这些方式尚不能达到科研创新能力培养与教学过程的有效融合。这是因

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求研究生完成的任务主要为授课专题服务。从科研创新能力培养角度看，这些

任务往往较为零散，未能契合循序渐进的科研能力培养规律，难以使教学内容满足科研入门与习惯养成、

科研基础能力培养、科研创新思维培养、科研创新实际操作等不同阶段的培养要求。 

3. 科研创新能力培养融入课程教学过程的思路 

笔者通过《法律经济学》课程教学与学生培养的过程总结发现，若想将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有

效融入课程教学过程，就要避免以往实践中主线缺失、任务零散、教学科研互动不足的问题。应遵循“划

分阶段–确定目标与任务–科研与教学内容融合”的思路，明确课程每一阶段需要实现的科研创新能力

培养目标，以教学内容支撑科研能力培养任务、以科研能力培养提升教学效果，进而实现课程教学与研

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的有效互动融合。 

3.1. 明确划分科研创新能力培养阶段 

明确划分科研创新能力培养阶段是实现将课程教学与科研创新能力培养融合的前提。将一门完整的

课程划分为四个科研创新能力培养阶段，是较为可行的方式。具体来说：第一阶段为科研入门与习惯养

成阶段，第二阶段为科研创新基础培养阶段，第三阶段为科研创新思维培养阶段，第四阶段为科研创新

实际操作阶段。这四个阶段在实际操作中会存在部分交叉的情况，但不影响各阶段目标的整体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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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明确各阶段的科研创新能力培养目标与任务 

对于上述已划分的四个阶段，需要明确每一个阶段培养科研创新能力的目标与任务，以实现循序渐

进培养科研创新能力的目的。 

3.2.1. 科研入门与习惯养成阶段的目标与任务 
此阶段，研究生要完成学术表达习惯的建立和心态上的“破冰”。学生需要开始关注课程领域的学

术前沿，针对教师提出的问题，进行有逻辑的口头回答和符合学术规范的书面表达，逐步实现从“一段

文字”到“一篇文章”的进步。 

3.2.2. 科研基础能力培养阶段的目标与任务 
此阶段初步培养研究生把握学术脉络、理解学科前沿和发现问题的能力。研究生需要形成关注学术

前沿的习惯、确定一个自己关注的前沿领域，凝练亟待解决的学术问题；搜集和整理课程领域的经典和

代表性文献，其成果可以由学术史梳理、文献分析报告、文献综述等方式呈现。 

3.2.3. 科研创新思维培养阶段的目标与任务 
此阶段重点培养研究生分析问题的能力。研究生需要按专题内容在教师引导下阅读分析大量经典文献和

前沿材料，分别完成研究问题挖掘、研究框架梳理、研究方法分析等不同任务，锻炼创新思维和批判性思维。 

3.2.4. 科研创新实际操作阶段的目标与任务 
此阶段重点培养研究生自主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研究生需要在前三阶段准备基础上，继续凝练

优化前期确定的研究问题，并按框架–段落–篇章的顺序，循序渐进地完成一篇完整的前沿性学术论文

写作，按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框架进行研究成果汇报。 

3.3. 教学内容与科研创新能力培养各阶段目标的融合 

研究生课程教学内容往往分为基本理论、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具体应用等部分，能够基本实现与科

研创新能力培养阶段的对应。第一，在科研入门与习惯养成阶段，结合本课程的基本概念与基础理论，

可以要求学生关注现实问题，并进行大量的口头与书面表达，实现科研的入门与“破冰”。第二，在科

研基础能力培养阶段，可以结合本课程领域的学术发展史，要求学生进行经典文献的梳理与分析，同时

督促学生养成关注学术前沿的习惯。第三，在科研创新思维培养阶段，结合“研究方法”部分的课程内

容，进一步提升课程内容的高阶性，将经典文献、前沿材料、典型案例等贯穿教学与研讨，按知识点的

不同特点，以学生为主体完成研究问题挖掘、研究思路梳理、研究方法应用分析等不同任务，切实提升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第四，在科研创新实际操作阶段，结合“研究方法应用”部分的内容，循

序渐进完成结课论文并汇报成果。 

4. 科研创新能力培养融入课程教学过程的具体实施方案——以《法律经济学》 
课程为例 

基于上文探讨的思路，笔者已经在任教的研究生一年级专业课程《法律经济学》中完成了各阶段的

科研创新能力培养目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通过多轮次的建设、优化，已经明确划分了依托该课程培

养科研创新能力的不同阶段，明确了每一阶段的具体目标，选择适合每一阶段能力的学习材料、研究任

务，形成了在《法律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培养科研创新能力的完整方案。 

4.1. 实施方案思路阐释 

法律经济学课程教学可以分为法律经济学基本理论、法律经济学分析方法、部门法经济分析几大部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6977


王淼 
 

 

DOI: 10.12677/ae.2024.146977 595 教育进展 
 

分。在科研入门与习惯养成阶段，教师主要依托法律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部分，在每节课针对相关内容要

求学生运用法律经济学思维分析社会现象，以口头或书面方式回答教师提出的问题。法律经济学基本理

论是学生接触本学科的开始，“法律与市场的关系”、“法律对不完全理性的回应”等众多问题带有很

强的思辨性，适合用来进行科研表达的入门、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在科研基础能力培养阶段，教

师主要以法律经济学基本理论部分的“法律经济学发展历史”为依托，引导学生从纵向、横向两个视角

挖掘和梳理文献，并向学生传授文献阅读与梳理的方法。同时督促学生养成关注学术前沿的习惯，以社

会中的真实案例引导学生凝练学术问题。在科研创新思维培养阶段，主要以课程中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方法”为依托。将经典文献和前沿材料贯穿整部分的教学，按知识点的不同特点，以学生为主体完成研

究问题挖掘、研究思路梳理、研究方法应用分析等不同任务，切实提升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科研创新实际操作阶段，教师主要以“部门法的经济分析”部分为依托。在完成各部分知识讲授的基

础上，鼓励学生同时与授课教师和导师沟通，结合学位论文研究方向确定研究领域和研究问题，循序渐

进完成法律经济学研究论文的写作并向班级汇报成果。 

4.2. 实施方案的具体内容 

《法律经济学》课程“科研创新能力培养融入课程教学过程”的具体实施方案内容如表 1 所示。该 
 

Table 1. Implementation plan of “cultivat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bility into course teaching process” of Law 
and Economics 
表 1.《法律经济学》课程“科研创新能力培养融入课程教学过程”实施方案 

阶段划分 阶段目标 对应教学内容 代表性任务 代表性材料 

第一阶段 科研入门

习惯养成 
法律经济学基

本理论和基本

假设 

1. 分析法学与经济学的差异与交叉点，进

行具有逻辑的分析，形成几个段落的小

短文 
2. 分析立法者对法律经济学基本假设的

回应，并从理论、实践两个方面进行有

条理的书面阐释 

1. 国内外经典著作与论文 
2.《民法典》等法律的立法实践 

第二阶段 科研创新

基础培养 
法律经济学代

表学说及发展 
1. 完成 1990 年–今法律经济学中文文献

的学术史梳理文章 
2. 选定自身研究领域，找出本领域亟待解

决的学术问题 

1. 经典法律经学著作，如《事故的

成本》《法律的经济分析》《社

会成本问题》等 
2. 国内外相关论文 
3. 优秀文献综述示例 

第三阶段 科研创新

思维培养 
法律经济学分

析框架与基本

分析方法 

结合代表性文献分析以下问题，形成文字

材料或思维导图： 
1. 代表性法律经济分析方法在学术研究

中的应用路径 
2. 代表性法律经济分析方法在学术研究

中的应用障碍及优化 
3. 法律经济学研究中法学进路与经济学

进路的不同 
4. 如何将法律经济学分析路径运用到本

人的研究中 

1. 采用经济学进路展开研究的代 
表论文 

2. 采用法学路径展开研究的代表

性论文 

第四阶段 科研创新

实际操作 
部门法的经济

分析 
1. 在课程专题范围内选定研究领域、确定

研究问题，按框架–段落–篇章的顺

序，循序渐进地完成一篇完整的前沿性

学术论文写作 
2. 按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思路框架进行研究成果汇报 

1. 前阶段学生汇总的学科前沿问

题 
2. 经学生搜集、教师筛选，在全班

范围内共享的论文资料包 
3. 法律经济学研究方法应用、法学

论文写作相关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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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也能够为经济学、法学、其他人文学科学术型、专业型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参考。 

5. 结论 

课程教学可以成为培养文科类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任课教师应思考并实践在教学中融

入科研创新能力培养的具体路径。考虑到学生的基础与发展规律，本文提出了划分科研创新能力培养四

阶段，并实现教学内容与科研创新能力培养手段相匹配的具体方案。此方案将能够循序渐进地系统提升

学生科研创新中所需的各种能力，也具有向其他文科类研究生培养推广的可能性。未来，还需要进一步

研究如何优化此种模式下的过程性考核，细化考核指标，增加挑战度，更加充分激励全体学生有效参与

培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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