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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背景下，理工科研究生对科学家精神的传承尤为重要。科学家精神内涵丰富，其形成根植于实践、

理论与文化的三重逻辑。理工科研究生通过传承科学家精神，能够有效摒弃功利性导向，塑造正向的价

值观与人生观；激发创新精神，提升综合素质与竞争力；进一步弘扬传统文化，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在传承过程中，理工科研究生面临对科学家精神内涵把握不足、学术环境中潜在负面因素的影响，以及

外部社会压力的不断增加的困境。为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可优化科学家精神融入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课

堂的路径，优化科研环境与学术氛围，优化激励机制与评价体系，以确保科学家精神在研究生教育中得

到全面而深入的体现与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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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gradu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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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to inherit the spirit of scientists. The spirit of a scientist is rich in connotation, and its for-
mation is rooted in the triple logic of practice, theory and culture. By inheriting the spirit of scien-
tist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graduate students can effectively abandon the utilitarian orientation 
and shape positive values and outlook on life. Stimulate the spirit of innovation, enhance the overall 
quality and competitiveness; we will further promot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enhance the country’s 
cultural soft power. In the process of inheritanc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graduate students are 
faced with the dilemma of insufficient grasp of the connotation of scientists’ spirit, the influence of 
potentially negative factors in the academic environment, and the increasing external social pres-
sure.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deal with these challenges, it is necessary to optimize the path of inte-
grating the spirit of scientists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lassroom of graduate stu-
dents, optimize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environment and academic atmosphere, and optimize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and evaluation system,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 spirit of scientists is compre-
hensively and deeply embodied and promoted in graduat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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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4 年 6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

讲话，强调“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教育、科技、人才内在一致、相互支撑”[1]。教育、

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我国科学家在实践中形成的科学家

精神是引领时代进步的不灭灯塔，它不仅是科学探索的驱动力，更是推动教育发展、激励科技创新、培

育科技人才的内在动力。理工科研究生作为我国实现人才强国和科技强国战略的重要后备储蓄力量，对

科学家精神的主动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2. 科学家精神及形成逻辑 

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2019 年 5 月，党中央专门出台《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

学风建设的意见》，要求大力弘扬“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

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提科学家精神，强调“培育创新

文化，弘扬科学家精神，涵养优良学风，营造创新氛围”([2], p. 35)。探寻科学家精神的形成逻辑，包括

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和文化逻辑，有利于深刻把握科学家精神的科学内涵，从而坚定传承科学家精神的

历史自觉。 

2.1. 实践逻辑 

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科技

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一代又一代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前赴后继、接续奋斗的结果。”[3]自中国共产

党成立之日起，党就持续关注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团结带领人民开拓创新、锐意进取。从新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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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时期提出的“科学救国”[4]口号再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向科学进军”[5]，从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6]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实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2], p.35)，我国一代又一代科学家们持续不懈地奋斗，铸就了一系列辉煌卓越的科技

里程碑。这些成就，不仅彰显了中国作为科学革命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后起之秀在当代的杰出风采，而且

孕育了意蕴深远的科学家精神。 

2.2. 理论逻辑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

化的马克思主义行。”([2], p. 16)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没有科学家精神这一论述，但他们

对科学技术的深入剖析，无疑为理解科学的重要性以及科学研究中孕育的精神品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

础。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变革中的巨大能量：

“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

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7]在阐述科学工作的精神内核时，马克思引用但丁《神曲》中的

智慧箴言，以此激励科技工作者应怀揣革命者的无畏精神，在追求科学真理的道路上持之以恒：“在科

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

都无济于事。”[8]他们的观点不仅强调了科学在推动社会进步中的核心作用，也揭示了科学家在追求真

理过程中应有的精神风貌。 

2.3. 文化逻辑 

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科学家精神生成与发展的肥沃土壤，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深深地印刻在

科学家精神之中。首先，中国文化传统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主义精神。钱学

森、于敏等杰出科学家从小接受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为他们从小立下报国之志、无怨无悔为国奉献提

供了坚实的思想上的支撑。另外，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含有科学基因和求真精神[9]。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和

科学文化受到“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等哲学思想影响，使得农、医、天、算四大科学体系呈现强烈

的实践性特征，这成为了科技工作者们自觉继承的准则。最后，科学家精神同样深深根植于革命文化的

沃土之中。在革命时期，科学家们以民族解放为己任，在战火纷飞、条件艰苦的情况下为国家和民族的

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今，这种精神依然在科技界薪火相传，激励着新时代的科学家们继续前行。 

3. 理工科研究生传承科学家精神的意义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社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迫切。科学家精神对于塑造理工科研究生正

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培养创新精神和提高综合素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等

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3.1. 有助于摈弃功利性追求，塑造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科学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绝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科技工作者能挨得住“冷板凳”，沉下心来潜心

研究。针对当前众多理工科研究生心理浮躁、急于出成果的状态，科学家精神的传承有助于帮助理工科

研究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摈弃功利性追求。一方面，科学家精神强调胸怀祖国、服务人民，

这种以满足人民利益为追求的价值导向，能引导个人将自己的学术追求与国家利益、人民福祉相结合，

从而树立并坚守为了社会利益、人民利益而工作的坚定信念，把握好科学研究的正确方向，打破我国“卡

脖子”科技的壁垒；另一方面，科学家精神强调淡泊名利、潜心研究。以获得功利上的成就作为自己从

事科研工作的最终目标是一种生命意义上的“短视”，并且这样的心态也不利于在科研道路上攻坚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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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带着啃硬骨头的韧劲，才能在科技创新道路上取得造福人民的成就。 

3.2. 有助于培养创新精神，提高综合素质与竞争力 

科学家精神的核心在于科学认知层面的科学精神，包括对真理的追求、客观与严谨的治学态度与创

新等[10]，它鼓励人们敢于挑战现有理论，积极探索崭新的未知领域，勇攀人类科学发展的高峰。传承科

学家精神，不仅能够激发理工科研究生的创新热情和科研兴趣，还有利于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和科研能

力，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竞争力。一方面，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有利于学生保持对未

知世界的好奇心与探索欲，勇于不断挑战传统观念，在科学实验上积极尝试新的方法和思路。同时，也

有助于引导学生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遵循科学规律，严谨设计实验，精准分析数据，以确保研究结果的

可靠性和有效性，从而培养研究生扎实的专业素养和精湛的科研技能。另一方面，集智攻关、团结协作

的协同精神在科学研究中有助于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团队合作，注重倾听他人的意见和建议，共同解决问

题。理工科研究生要做到与时俱进，需要重视培养自己的综合素质，提高竞争力。 

3.3. 有助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科学家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精神风貌，

也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创新与发展。作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阵地，高校理工科研究生

传承科学家精神，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科

学家精神中的求真务实、探索未知的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实事求是”、“自强不息”等思

想十分契合。理工科研究生在传承科学家精神的过程中，不仅能够深化自己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

解，增进自身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更能激发自身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精神相结合的历史自

觉，创造出具有新时代特色的新文化成果，从而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另外，学生素质

的提升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工科研究生在科研方面为国家的文化繁荣和国际影响力的

提升做出更多贡献，可以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进而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4. 理工科研究生传承科学家精神面临的困境 

4.1. 认知困境：对科学家精神内涵把握不足 

在以往的对科学家精神的宣传当中，高校、媒体等习惯将科学家精神同特定的老一辈科学家的感人

事迹相结合，而对于我国当代，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我国科技工作者自觉传承科学家精神、勇于攀登科学

高峰的先进事迹宣传报道较少，这容易让研究生对科学家精神的理解产生偏差[11]。科学家精神的内涵十

分丰富且不断地与时俱进，若缺乏对当代科学家先进事迹的深入了解和学习，将不利于学生扩宽视野，

向身边的优秀榜样学习。另外，在实际学习生活当中，理工科研究生更关注于自己专业领域内的科研实

践，注重自己专业知识的学习与专业技能的提高，而在精神层面的理论学习上则未能给予相应的重视。

这种倾向导致研究生对科学家精神的内涵把握不足，也直接影响了他们进一步地在自己的专业学习、科

学研究、实习实践当中的践行科学家精神的动力与效果，最终影响了对科学家精神的传承。 

4.2. 环境困境：学术环境中潜在负面因素的影响 

科学家精神包括求真、创新、合作、责任等要素，是科研工作的核心价值观。当前，学术界中存在一

些不良现象，抄袭、剽窃、伪造数据等违背科研诚信的行为时有发生，这不仅损害了学术界的声誉，也

影响了科学家精神的传承。科学研究是建立在真实、可靠的数据和实验基础之上的，不诚信的行为会严

重破坏学术研究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并且任何形式的抄袭、剽窃和伪造数据都是对科学精神的严重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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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行为不仅误导了公众对科学研究的认知，也损害了科研工作的权威性，降低了科研工作的可信度。

久而久之，这些不诚信的行为会严重阻碍理工科研究生对科学家精神的传承，这是因为当抄袭、剽窃、

伪造数据等行为成为一些科研人员的“捷径”，甚至成为一种风气时，其他科研工作者和学生们便会对

科研工作的真实性和价值产生怀疑。在这种环境下，学生们难以从自身所处的科研环境中感受到真正的

科学家精神，难以增进自己对科研工作的热爱和追求。 

4.3. 压力困境：外部社会压力的增加 

研究生作为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阶段，承载着国家科研创新和社会发展的重任。然而，在现实生

活中。这些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科学家精神的追求和传承。一方面，就业压力是研究生面临

的主要压力之一。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研究生毕业后的就业竞争愈发激烈。为了在就业市场中脱颖而

出，理工科研究生们不得不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职业技能的学习和实习经验的积累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挤

压了他们追求科研创新的时间和精力，不自觉地忽视了对科学家精神的传承。另一方面，社会对于理工

科研究生的期望和评价标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科学家精神的追求。在当前社会，人们往往以

论文发表数量、科研成果等作为评价研究生能力的主要标准，这使得研究生们不得不将更多精力投入到

论文写作和科研项目中，而忽视了对于科学家精神的学习和传承。 

5. 高校层面对于理工科研究生传承科学家精神困境的消解策略 

近年来，全国各高校通过开设科学家精神相关课程、成立科学家精神宣讲团、举办科学家精神讲坛、

结合戏剧等艺术形式展示科学家风采等多种形式，在传承科学家精神方面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提高

了理工科研究生对科学家精神的理解和尊重。这些措施有助于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和实践能力的提高，

结合当前理工科研究生在传承科学家精神方面面临的困境，有以下几点优化路径： 

5.1. 优化科学家精神融入研究生思政课堂路径 

科学家精神教育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实然性的实践基础，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是科学家精神教育

应然性的价值体现，二者具有高度的内在契合性[12]。思政课堂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传

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任务，从以下几点入手可以提升科学家精神融入思政

课堂的效果：一方面，对于科学家精神的介绍，除了通过老一辈科学家精神故事的介绍，还应增强学生

们对科学家精神理论层面的深化理解与认同，体会传承科学家精神对于自己的科学研究、综合实力提升

的作用。同时，思政教师也应做到与时俱进，增加鲜活的新时代科研工作者践行科学家精神的事例，引

导学生们向先进优秀榜样学习；另一方面，思政课堂应加强实践引导。思政课堂可以带领学生走出教室，

增加体验式的现场教学，并紧密结合学生的科研实践，引导学生将科学家精神落实到具体行动中。思政

课堂可以和学生专业结合，在实验室参观中、在科学家精神展览馆中、在科学家讲座中，让学生亲身感

受科研工作者背后的付出，体验科学家精神的实践价值。 

5.2. 优化科研环境和学术氛围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才者，材也，养之贵素，使之贵器。’要言传身教，发扬学术民主，甘做

提携后学的铺路石和领路人，大力破除论资排辈、圈子文化，鼓励年轻人大胆创新、勇于创新，让青年

才俊像泉水一样奔涌而出。”[13]高校作为科研创新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应当积极优化科研环境和学

术氛围，为科学家精神的传承提供肥沃的土壤。首先，高校教师应自觉传承和弘扬科学家精神，做好学

生科学研究道路上的引路人。高校应加强教师师风、师德方面的培训和提高，以科学家精神严格要求自

己的课堂教学与科研工作，在同学生交流相处的过程中激励学生刻苦钻研、潜心研究，以此引导学生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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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正确的价值观。其次，高校应加大对科研基础设施的投入，为学生提供先进的实验设备和充足的研究

经费，确保理工科研究生能够拥有良好的研究条件，从而激发他们深入探索、勇攀科学高峰的热情。最

后，高校应建立健全科研评价体系，以学术质量为导向，鼓励学生进行原创性、突破性的研究，避免过

度追求论文数量而忽视质量的现象，克服科研浮躁，培养求真务实、严肃慎重的科研态度。通过科学的

评价体系的建立，可以引导理工科研究生树立严谨的学术态度，坚守科研诚信。 

5.3. 优化激励机制和评价体系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传承科学家精神的过程中，高校优化激励机制和评价体系，无疑

是那把关键的“利器”。一方面，高校需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来激发教师、学生乃至整个学术

社区对科学家精神的崇尚和追求，这其中就包括设立对科研创新和教学成果的奖励制度，让在科学研究

中勇于攀登科学高峰的教师和学生得到应有的认可与回报；另一方面，在评价体系上，高校要摒弃单一

的量化指标，而是要把眼光放在科研成果的原创性上、放在对社会贡献的学术价值上，这要求评价者必

须具备对科研成果质量能准确判断的深厚学术素养和前瞻性眼光。同时，评价体系也应着眼于学生的全

面发展，鼓励学生们参与科学研究实践，从而让学生在实践中感悟科学家精神的真谛。总的来说，不管

是激励机制还是评价制度，都应遵循公正透明的原则，确保评审过程公开、公正，使每个学生都能在平

等的机会下大显身手。这样的考核机制既可以激励先进的人更加奋发图强，又可以让后进的人看到希望，

从而激发出整个科研群落的勃勃生机与创意之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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