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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将研究组组会纳入课程管理对生命科学

研究生培养的意义
费俭* 

(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上海 200092)

摘要      研究组组会是导师带教研究生、培养研究生科研能力、了解研究生科研进展的重要

手段, 是导师对研究生言传身教的重要场所。将组会纳入到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中, 进一步发挥组

会在研究生培养中的作用, 实现对组会效果的考核, 打通研究生课堂学习和个性化科研能力培养这

两个环节, 对于培养学生良好的科研习惯和科研分析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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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ignificance of Incorporating Research Group Seminar into 
Course Management for Postgraduate Training of Life Sciences

FEI Jian*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Abstract       Research group seminar (Data club and Journal club)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postgraduates to 
learn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 and improve their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place for the ad-
visers to get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research progress and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ir students and to teach students 
by their own words and deed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ncorporate group seminar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post-
graduate curriculum system, to further play the role of group seminar in postgraduate training, to assess the effect of 
group seminar. It is a link between the general classroom learning and individualized scientific laboratory training, 
and helpful to students having good scientific research habit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nalysis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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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培养是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 是实

现建设一流学校和一流学科(双一流)战略目标的关

键抓手。研究生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出高素质的

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 成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栋梁, 
因此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直接关乎一个国家的创新能

力和未来的发展。教育部对研究生教学质量高度

重视, 就研究生培养质量保证体系建设发出指导意

见[1], 强调以研究生和导师为核心, 从研究生教育基

本活动入手, 激发学生和导师的活力。同时, 教育部

在2013年和2015年分别就学术型和专业型硕士、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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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学位培养提出了非常明确的要求, 其中包括了基

本的学分规定。2017年5月23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领导小组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教

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 强调要建立创新人才培

养机制, 着重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创新型、复合型、

应用型人才[2]。研究生教学不同于本科通识化的学

科教育, 强调的是创新思维和专业研究能力的培养。

好的研究生培养计划必然是在兼顾共性的前提下能

够将个性化教学模式发挥到极致。

不同院校之间在研究生培养方式方法上虽各

有特点, 但总的过程是相似的, 在培养计划设置上

分为课程环节和学位论文环节两个过程, 学生必须

通过这两个环节的考核方能够获得学位。这两个

过程在培养计划设置中常常作为两个独立的部分。

在课程环节, 学生被要求选修和通过学校开设的特

定课程, 学校对研究生修学课程的种类和学分有一

个最低的要求; 在学位论文环节, 学生由导师指导, 
开展研究工作, 获得科研的实践和锻炼, 掌握学科

领域的研究方法和技巧, 最后通过撰写学位论文并

通过论文的答辩完成这一环节的考核, 有些学校可

能还要求研究工作要能够在指定的专业期刊上获

得公开发表。

1   研究生课程设置上面临的困惑
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是当今国际上发展最快

的领域, 也是吸引研究生就读最多的学科之一。生

命科学的研究范围广阔, 细分专业多, 新知识新技术

日新月异。在同一个生命科学学院中, 教授们的研

究领域分散, 彼此虽有共性的地方, 但更多的是专业

上的差异; 生命科学学科的这些特点给研究生课程

的设置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对于通用性强的技术方

法和科学研究策略的内容可以开设公共课程, 满足

大多数研究生来选学, 但对于不同学科专业特点的

课程, 如果也是分门别类由学院来开设, 常常可以开

出几十门甚至上百门的课程, 这无论在管理还是在

效率上都是不现实的。另外, 即使开设了这些课程, 
如何让不同研究方向的每个听课学生都能够受益？

如何平衡好课程的普适性和专业性, 如何注重培养

学生自我学习的能力、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这是非常有挑战性的。相比本科课程, 
在研究生课程教学方面, 虽然各高校更多推行了研

究型、启发式、讨论型的课程[3-4], 以此来突出对学

生创新性能力的培养, 但这些授课方式并非研究生

教学的基本特点, 同样的方式早已在本科教学、甚

至高中教学中被采用。因此, 毋庸讳言, 目前大部分

高校中施行的研究生课程与本科的培养模式没有本

质上区别。尽管大家深知这些弊端, 但为了满足教

育部的学分总量和构成的要求, 有些课程的开设难

免有凑数的嫌疑。笔者对本学院研究生进行的问卷

调查中发现, 认可现行开设的研究生课程对自身学

业和科研有很大帮助的只占24%(表1)。

2   学位论文环节普遍缺少过程管理
学生在研究生阶段和本科阶段培养所经历的

最大区别在于学位论文环节。和学位课程环节中过

程加结果管理模式不同, 在学位论文环节上, 大多学

校采用了以结果为导向的管理模式, 以最后的学位

论文答辩为结果终点, 尽管其中也会设有过程管理

的节点措施, 但因为缺乏有效的切入点和评价系统, 
往往是流于形式。由于过程管理的实质性缺位, 学
位论文环节的培养效果因为各个导师的行事风格和

学生的自觉程度不同而产生极大的差异, 因此在学

位论文环节引入课程管理的思维, 加强过程管理, 制
定普适性的培养标准和体系, 提高学位论文环节的

培养效率将显得非常重要。事实上, 据笔者了解, 国
内外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的研究生教学中, 大多数导

师会制度性地安排研究组成员进行组内学术讨论会

议(组会), 介绍和讨论研究组关注的学科前沿和组

内研究的进展, 培养学生阅读和归纳文献的能力、

锻炼学生的演讲和质疑的本领, 商讨和制定下一步

研究的目标及方案等。笔者对学院研究生参加组会

的情况进行调查发现, 二周至少参加一次组会的学

生占到93%以上(表2)。组会这种形式已被证明是一

个非常好的研究生个性化教学的过程[5-6], 也是研究

生阶段和本科生阶段在日常学习中差异最大的一种

课堂学习形式, 受到研究生的普遍认可(表3)。
但是, 目前这一形式在国内外绝大部分高校中

没有被纳入到正规的课程体系建设中, 是因为组会

这类形式无法被纳入到课程管理体系中去吗？答案

显然不是, 事实上组会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和课程管

理体系是相容的, 几乎不用做任何的形式更改, 而它

之所以没有纳入进去的主要的原因, 可能主要是当

事各方司空见惯式的忽视和对课程形式理解的刻板

及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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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研究组组会纳入课程管理的好处
将组会列入研究生课程管理的好处是显然的。

首先，组会这种形式已在大多数导师带教研究生的

过程中被广泛使用, 有很好的实践基础, 是研究组内

研究生获得专业科研知识和思维训练的最佳载体之

一, 也是研究生在学习期间参与集中学习和讨论最

多的场景。将其列入正式课程, 给予相应学分, 可以

解决研究生课程排课中既要满足学分要求, 又要满

足研究生个性培养的实际需求之间的矛盾, 将学分

真正用到有用的教学时段上, 回归学分的本质含义。

研究组组会是导师言传身教的重要道场, 也是导师

和学生实现教学相长的重要途径, 将其作为一门正

式的课程, 就会要求拟定课程大纲、教学目标、课

程用时、节点考核和成绩评定等管理措施, 这将有

利于学院和导师去思考如何将组会这种研究生培养

形式发挥得更好, 同时也给组会的组织者(导师)及
其参加者一定的约束和考核, 对学生培养的规范性

是有好处的, 特别是对懈怠的导师和不太自觉的学

生更是一种督促。将组会作为课程建设, 也有利于

更好地连接研究生通识课程学习和个性化论文研究

这两个培养环节, 对于提高学生良好的科研习惯和

科研分析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4   组会纳入课程管理的教学大纲
笔者根据自身的实践经验, 提出一个初步的教

学大纲, 作为抛砖引玉, 以资讨论。课程设立的出发

点是根据教育部对研究生的培养要求, 考虑到学生

之间学科方向分散、研究课题各异的特点和研究生

课程设置数量有限的矛盾, 用一门统一的课程, 以各

研究组组会为载体形式, 指导学生掌握其从事研究

表2    你参加组会的频率

Table 2   How often do you attend group seminar
选项 小计 比例

一周至少1次 72 80.00%

二周1次 12 13.33%

一月1~2次   6   6.67%

没有组会   0   0%

有效填写人次 90 100%

表3   组会的内容对你研究生学习是否有帮助

Table 3   Is the group seminar helpful to your graduate study? 
选项 小计 比例

帮助很大 65 72.23%

一般 22 24.44%

没有帮助   1   1.11%

不确定   2   2.22%

有效填写人次 90 100%

表1   现行开设的研究生课程对你的学业和科研是否有帮助

Table 1   Is the current postgraduate program helpful to your study and research
选项 小计 比例

帮助很大 22 24.44%

一般 47 52.23%

没有帮助 20 22.22%

不确定   1   1.11%

有效填写人次 9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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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学科进展, 学习相关的科研思路和技术方法, 
培养学生对其研究领域进展的归纳、分析和质疑

的能力, 为开展学位论文的研究打下基础。通过课

程的学习和训练, 学生应熟练掌握相关学科的文献

查阅和综述方法, 对其研究领域有较深入的了解, 通
晓其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手段和数据分析方法, 具
备科学的质疑精神, 能够进行学术讲演和口头交流。

课程在形式上, 由导师组织和参加, 每月常规性地安

排2~4次组内学术讨论会(每次建议3~4节课时), 指
定组内人员轮流进行文献报告和实验数据汇报, 课
程至少持续两个学期, 根据情况安排64~128个学时, 
大致可以设计为4~8个学分。选课学生在组内报告

其阅读的文献、汇报其个人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数据, 
接受导师和组内成员的提问和质疑; 同时, 学生也要

聆听组内其他成员的文献报告和实验数据汇报, 提问

和质疑他人的报告和实验数据, 积极参与讨论。在课

程内容和考核节点安排方面, 笔者的建议是至少要求

学生在课程内完成8篇文献的组内讲演(其中导师指

定4篇, 学生自选4篇, 文献一般应选自领域内主流杂

志并和组内研究方向契合), 每次讲演不得超过25分
钟, 每次都需要接受导师和听众的质疑, 提问时间可

不限; 选课学生在课程内必须聆听8次由组内其他学

生(或导师)的文献讲演, 每次至少提出1个相关问题; 
选课学生在课程内完成4次对其课题的设想汇报和初

步实验结果, 接受导师和组内成员的提问和质疑。课

程结束, 选课学生应根据其选择的学位论文研究方

向, 按自然科学面上基金格式写出一份科学研究计划

书。学生的最后成绩由各个环节的综合表现决定, 各
个环节可以有不同的权重, 学生文献讲演、质疑和实

验结果的汇报, 其成绩可由导师独立打分也可以由导

师加组内听众共同打分, 最后的研究计划书可以由学

院组织教师进行评阅打分。

5   总结
研究生的培养是高度个性化的, 但作为高校, 

在研究生的培养体制和形式上又必须寻找到具有可

操作性的共性, 并能够满足世俗的意见和主管部门

的管理要求。研究组的组会是调和这种个性化培养

和共性化教学形式的一个良好载体。在国内外高校

的生命科学研究组中, 定期召开组会, 组织组员对最

新文献和组内研究结果进行介绍和讨论是通行的科

研活动形式。大多数情况下, 组会的出发点更多的

是对研究组科研进展的管理, 而缺少自觉地去考虑

如何利用这一形式加强对研究生的培养。将组会纳

入到研究生课程管理中, 让其成为一门正式的研究

生必修的课程, 就会加强导师在组会时更多地考虑

对研究生的培养, 这对于促进研究组科研的开展和

提升研究生科研培训的水平都是有益的, 是一件事

半功倍的研究生课程设置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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