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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研究生教育肩负着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创新创造的重要使命，研究生的思想水平提升和学习动机驱

动是人才培养的基石。基于研究生阶段学习生活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是否能够充分有效正向利用该特质

进行自我培养是研究生教育成败的关键。同时，数字化时代，研究生规模大幅增长的趋势更要求巧妙利

用网络在线平台和智慧党建融合，协同提升思想水平、驱动学习动机，达到知识共享，从而实现研究生

有效的自我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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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aduate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shoulders the vital mission of high-level talent training and in-
novation. The ideological level and the motivation of learning of graduate students are the co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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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ne of talent training. Based on the independence and autonomy of postgraduate study and life, 
making full and effective use of the trait for self-cultivation is the key to the postgraduate education. 
Meanwhile, in the digital era, the trend of the substantial growth of graduate students requires the 
clever use of online platform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smart party building which improve the ideo-
logical level, drive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knowledge sharing, in order to achieve effective self-
cultivation of graduat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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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和战略性支撑，研究生教育

恰恰是教育、科技、人才的结合部。2020 年教育部等《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强

调研究生培养要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层次人才。

作为知识创新的重要主体，研究生教育有着自己的鲜明特征，研究生是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的深度参与

者，是我国科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 
研究生科研活动进程和学术能力发展都依赖于学术知识的储备水平和吸收能力。数字化时代，海量

知识更新速度快，学科间交叉程度深，在此背景下，研究生复合型人才需要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

知识体系应有一定的宽度和广度，能够运用多学科知识转化，立足解决综合性实际问题。研究生培养水

平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是研究生自我培养，其内涵是研究生在学习、科研和生活中，在没有外部强制

力量的干预下，根据自己的兴趣、需求，通过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和能力，不断开拓新视野的过程。 

2. 国内外研究生自我培养研究现状分析 

研究生要想获得独立的科研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就必须具备自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也

是很多高校研究生毕业和获得学位的基本条件，同时研究生自我培养要加强思想教育。因此，坚持立德树

人的根本任务，培养自主科研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是研究生教育的必然要求[2]。赵杭莉等人提出开展研究

生自主学习与科研能力交互融合“立体式”自我培养培养模式，提升研究生综合素质和教育质量[3]。 
由于研究生导生比大、导师精力有限等客观因素的制约，不少研究生在学术知识增值上面临着学术

指导不足、学术知识匮乏、学术交往闭塞等发展困境。提高研究生的自我培养能力，导师成为研究生全

面发展的引导者和支持者。国内外高校注重学术氛围的营造，通过举办各类学术活动，如学术讲座、研

讨会、论坛等，为研究生提供了展示自己、交流学术的平台，有利于激发他们的学术兴趣和创新精神[4]。
此外，许多高校还与企业、科研机构等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系，为研究生提供了更多的团队合作实践机

会，培养学生的沟通、协作和领导能力。Hyejoo Yun 等人研究了在线学习者参与自主学习周期性阶段的

具体模式，认为自我调节学习是在线学习的关键，并应提供个性化支持[5]。然而，研究生自我培养的实

施仍面临一些挑战，包括如何提高研究生的自我效能感，如何引导进行有效的自我调节学习，如何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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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深入的自我反思，以及如何培养研究生的科学素养，提升思想水平等。 

3. 研究生学习动机剖析 

研究生自我培养应突出高校学科特色，立足自身科研优势，哈尔滨工业大学工科化学类研究生培养

蕴含国防航天新材料底色，通过“大师 + 团队”承担的国防大项目来提升学生解决具体某一航天领域工

程实践问题的能力，精准匹配航天新材料领域化学人才需求。研究生自我驱动学习动机是指研究生个体

能够按照自己的内在需求，能够自主控制和管理自己的学习过程，包括设定学习目标、选择学习策略、

监控学习进度等，对自己的行为、思想和情感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分析，激发学习行为，使之导向研究生

的学业目标，并维持这一行为的动力倾向，这是研究生实现自我培养的前提条件[6]。研究生的自我培养

不仅关乎个人职业发展，也与国家重大需求紧密相连[7]。我国研究生学习动机有着自己的内涵，其在微

观、介观、宏观自下而上三层次上都有独特的结构。 

3.1. 微观 

家庭作为微观层面的支持系统，其价值观、期望和资源对研究生的内生动力具有深远影响。父母的

职业、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受教育水平、家庭社会网络资源的不同，都会影响研究生精神品质和自我

职业价值实现。同时，职业规划和发展路径的选择，为研究生提供了实践平台和成长空间，促进了专业

技能与综合素质的提升。 

3.2. 介观 

学科专业的持续发展要求研究生不断更新知识体系，拓宽研究视野，以适应日新月异的学术前沿和

社会需求。学科、专业是大学的组成细胞，大学的一切学术活动均是以学科、专业为基础的。例如，教学

和科研工作围绕某一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或知识领域(即学科)展开；人才培养工作是依据确定的培养目

标，由设置的教育基本单位(即专业)组织实施。学科是实现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基础，是研究生教育的根

本和载体。理科是工科创新的源泉，工科是理科知识运用的延申，将理论和应用有机衔接，完成从知识

到产品的全过程。一个真正好的研究生，应该是兼有基础理论理科和工科知识，能够秉承科教融合理念，

不断夯实基础。专业学习的兴趣作为后援力量，是学生认识到所学专业对国家建设、个人发展的实际意

义和价值后产生的，是需要学科专业外部教育不断强化、激发、凝聚使研究生精神品质强而有力。导师

针对实际情况给予指导意见，导师给予研究生新的思维视角、研究思路和方法，研究生主动地将老师的

诱导因素转化为学习的内部动机，加强对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的全过程管理和质量把关。 

3.3. 宏观 

研究生是科技创新的生力军，鼓励其在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中发挥重要作用，

为国家贡献智慧和力量。面对当前我国核心技术攻关的紧迫需求，面临“卡脖子”困境，亟需打赢关键

核心技术攻坚战的形势下，构建良好制度环境，激发研究生主体活力，培育其家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

使其敢啃、愿啃、能啃技术攻关“硬骨头”。从人才培养产教融合模式来看，团队中的研究生们饱有热

情，希望自己能够在科研攻关中做出贡献，这激励着他们将理念落实到具体行动中。 
因此，研究生应在自我内生动力的驱动下，结合家庭期望、学科专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重大战略需

求，全面提升自身能力，成为高素质人才，见图 1。作为知识创新的重要主体，如何实现知识的传输和共

享是研究生自我培养过程中关键环节。数字化时代，巧妙利用大数据资源，借助虚拟社交平台为研究生

自我培养过程开拓了新视野，拓展了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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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elf-training hierarchy of postgraduates 
图 1. 研究生自我培养层次结构 

4. 研究生知识生产和共享学习模式 

研究生知识共享传递方式以单、双、多向为主，经由沟通、获取、接受、消化若干环节，过滤来自不

同学科、层次的单一个体、零散、新旧、显隐知识，进而将其内化、重建、创造应用并促进知识增值的过

程。作为知识生产的主要场所，大学里知识生产的组织模式归结为等级制[8]。“大科学”时代，知识边

界模糊，学科交叉互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共融于同一学科之中。传统以学术发展为指向、兴趣引导、

等级同质化的基于本学科单一学科内部知识生产模式Ⅰ逐渐向强调解决应用情景实践问题，异质多变化

的跨学科知识生产模式Ⅱ和服务社会公共利益、强调协同创新、适应多元需求的超学科知识生产模式 III
转型，见图 2。大数据时代发展的需求引导知识生产模式立足解决实际问题，探究知识运用新方向[9]。 
 

 
Figure 2. Development diagram of three model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图 2. 知识生产三模式发展图 

 
知识共享的要义是个体的知识、经验、技术等得到其他成员的共享，同时也能通过共享他人的知识

而使自身的知识得到增强，开发新想法，解决问题的过程[10]。研究生之间的知识共享是研究生专业发展

的“助推器”，是知识增值效应的“启动机”。研究生知识共享具有知识的传播者和吸收者主体二重性，

研究生的意愿、知识基础理解能力、组织文化、共享渠道等多种因素交织影响的过程复杂性，正负效应

的效果不定性[11]。为深入了解研究生群体对知识共享的期望途径，获取丰富且具有代表性的一手信息，

为后续研究提供依据，采用李克特 6 级计分(1 = 非常不同意，6 = 非常同意)，对 30 名化学学科(包括材

料化学专业 9 名，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8 名，电化学专业 6 名，应用化学专业 7 名)研究生进行随机取

样，访谈调研了解其对知识共享模式的满意程度和共享途径，发现研究生对在线知识共享的方式期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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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高于仅仅依赖线下的知识共享方式，在课下，他们频繁使用微信公众号，哔哩哔哩 APP 等在线方式，

同时他们认为线下方式应结合线上，破除地域、时间和研究方向等因素限制。建立虚拟学术社区等在线

平台作为一种常见的激励机制，能够显著调节参与者持续参与知识交流和信息传播的意向，刺激其知识

共享的行为[12]。研究生能够将其用文字、图片、视频等具体化的形式将隐性知识表达出来、发布在虚拟

学术平台，将隐性知识外化为与人分享的显性知识的能力，同样是专业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学

术虚拟社区 + 党建”融合的学习模式，多个学科研究生间合作解决问题，知识共享，达到学科交叉目的。 

4.1. 虚拟学术平台 

知识自身的复杂性受知识积累水平，转移速率，整合能力及心理因素的影响。“互联网+教育”的大

背景下，涌现的各类网络在线平台为研究生自我培养提供前沿的一手资料及海量资源，支撑起研究生的

知识共享[13]。诸如大学慕课、长江雨课堂和小木虫论坛等专业平台以及新兴的微信公众号，哔哩哔哩网

络平台和各大论坛，同时数字化新发展阶段，ChatGPT，科大讯飞星火认知大模型也提供在线互动资源。 
为贯通隐性知识共享通道，需搭建团队隐性知识共享的平台，比如共享课题的申请、研究方案、阶

段成果并建立文档材料、软件工具资源库等方式将隐性知识显性化和程序化[14]。同时，和谐的人际关系

氛围利于促进成员积极共享态度和行为，提倡促进隐性知识交流与共享的学术活动和教学活动，重视知

识互动(小组讨论、聚餐、游玩和 WeChat 等交流平台)增加成员间的沟通交流，增强彼此的相互信任和认

同[15]；此外，师生之间互动促进研究生观察、体会、反思导师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技能和技巧。 
充分挖掘现代信息技术超越时空限制的优势，探索组建基于学术互动功能的虚拟社区，如“学术部

落”、“学术社区”等形式，深化拓展学术知识网络分发机制，以实现学术知识的板块更新和实时交互。

高校及相关培养主体可结合相关专业特点面向研究生群体定期举办或创建不同知识主题的“经验交流会”、

“读书讨论会”等，以提高学术知识交流平台的实效性和完善度，生成高层次的知识含量、高密度的知

识共享次数、高水准的学术知识转移途径[16]。对研究生个体而言，既需提升对现有共享平台的利用效率，

也可以尝试自我建构或发掘其他契合自身认知特点的共享途径[17]。 

4.2. “党建 + 科研”模式 

建立“党建 + 科研”模式，通过师生共话学科发展历史、先进典型事迹和追求卓越故事等，把价值

引导、学术规范教育有机融入科研学习生活中，引领带动支部学生积极投身学科改革发展，深入了解我

国发展现状中存在的“卡脖子”问题，强化“科研报国”初心。 
支部围绕“科研助力国家发展”理念授课，开展科技讲座，旨在强化新党员吸纳与思想教育机制。

开展谈心谈话活动、“一帮一”互助小组等形式多样的思想教育，以及常态化学习党章、党规和警示教

育片等，增强党员同志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支部师生参观校博物馆月球车，火星探测器等一批哈工大人

研制的大国重器；参观市博物馆，了解城市发展历程，坚定党员同志们投身科研，立志报国的决心。 

5. 学习成效 

科研知识、科研能力、科研品质是衡量学习成效的三方面内容[18]。首先，科研知识是指研究生完成

科研活动所需要掌握的学科知识与理论。研究生专业课程体系的完善是提升学生知识技能水平、培养学

生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环节。因此，需要广泛吸纳全球科技创新的前沿成果，根据知识

生产新模式和新兴产业的人才技能需求，及时掌握课程新内容。其次，科研能力指研究生完成科研活动

需要的能力，包括发现问题、查阅文献、总结归纳、实验设计、组织实施、科研表达等能力[19]。此外，

科研品质是指研究生面对科研活动特有的心理状态与遵循的学术道德规范，能力和品质通过参与“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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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队”承担国家重大项目中攻关得到提升和淬炼。研究生充分利用现有的学习条件和资源，多与导师

接触，多与同行讨论和交流，多产出高质量的成果，做内核稳定的研究生[20]，见图 3。 
 

 
Figure 3. Logical framework for postgraduate training 
图 3. 研究生培养逻辑框架 

6. 结论 

研究生教育肩负着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创新创造的重要使命，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基

于研究生正向的学习动机，通过学术虚拟社区和党建融合的学习模式，实现多学科知识共享，研究生之

间合作解决问题，达到学科交叉的目的。同时提升研究生科研知识，科研能力和科研素质三方面的学习

成效，培养知识报国的信念，达到研究生自我培养的目的，结合哈工大自身国防及航天特色，以实际需

求为导向，大力培养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专业精、素质强、重实践、有担当的创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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