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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科研如何真正激发学术志趣
刘  畅     张必豪     石智丹     张诗蕴

学生在本科阶段就跟随实

验室或者导师参与比较正式的

学 术 科 学 研 究（以下简称“本

科生科研”）是清华园里热议

的话题。清华大学第 24 次教育

工作讨论会的主题是“创新教

育模式，激发学术志趣，提高

培养质量”。而本科生科研，

正是学术志趣培养的重要一环。

不过，本科生与学术研究

的关系也是颇有争议的话题，本

科生应当怎样看待科研？本科

生是否有条件开展科研？如何

让本科生科研更好地适应创新

人才的培养？对大部分同学而

言，在本科就实现科研成果与

突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同

学生发展志趣的差异也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着“科研”在学生心

目中的定位。在“创新教育模式，

激发学术志趣，提高培养质量”

这一主题的指导下，本科生应

当怎样参与科研呢？

学生态度：

做科研，为了什么？ 

“做不做科研？”对于园

子里的许多本科生来说，是摆在

面前的现实问题。本科生科研的

初衷是挖掘同学们的科研潜能，

锻炼自主思考、发现并解决问题

的能力。不过，相对于专注科

研的研究生而言，本科生发展

志趣的差异与精力的相对分散，

使同学们对科研有不同的态度

与需求。

许多同学对科研很有热情，

参与科研的初衷就是为了培养

自己的学术志趣，提高学术素

养。工物系的王森这样表达自己

对于科研的感受：“就现在来看，

我挺享受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过程，也希望能在接下来的科

研实践中，寻找到自己真正的

志趣。” 

建筑学院的张宇同学是星

火七期人才培养计划的成员，

回忆过去一年的科研经历，他

有这样的体会：“我

现在所能做的，可

能不过是他人基础

上的一种创新与改

进。可能我们很难

有机会再去做出一

些 像 20 世 纪 的 物

理学那样开创性的

成就，但正是这种

不断改进的过程，

让我在开始接触科

研的这段时间不断

收获，不断思考，

也有了很多感受。”

有些同学参与“星火班”学员、环境系2009级学生欧阳玥莹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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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项目可能并不是基于个人

兴趣的考虑，更多的是出于现

实的需求。汽车系的李琪（化

名）列举了不同同学参与科研

的动机所在：“无非就这么几类，

或是纯粹为了体验，或是为了出

国能积攒资本或者发篇 paper，

或是为了推研找导师找方向。”

有同学反映，看到身旁的同学

都陆续开始从事科研项目了，

虽然自己的兴趣并不高，但是

如果再不主动参与，就是输在

起跑线上。

这些现实需求与从众效应

对同学们选择科研的影响很大。

对某些专业而言，想要申请理

想的学校，本科的科研经历与

成果几乎是必要条件，而院系

内部同学参与科研的踊跃程度

也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同学这方

面的决策。

在科研热潮中，有一部分

本科生对科研持负面态度，主

要是受到兴趣和性格的影响。

化工系的张芒（化名）同学坦

言自己并不适合科研，他觉得

“没兴趣没激情”是首要因素；

工物系的李廷（化名）也表达了

类似的观点，“我觉得至少不

适合本系的科研体系，实在对

核方面的研究方向不感兴趣。”；

他的同学邵星峰则说自己的个

性比较浮躁，可能很难静下心

来从事科研。

另外，学业压力过大，知

识积累过少，空有热情但“后

劲不足”等问题，也对大部分

本科生提出了挑战。本科生科

研的“含金量”究竟几何、付

出与收获间的权衡取舍，让不

少同学在决定参与科研之前“三

思而后行”。

资源匹配：

能否满足个性需求？ 

在本科生科研中，院系的

科研资源匹配举足轻重，这也

是同学们感受最直观的方面。

这些资源能否满足同学们的不

同需求呢？ 

在院系层面，良好的氛围

和开放的态度起到首要的作用。

化工系的张芒同学对本系的科

研氛围印象深刻，“我觉得化工

的科研氛围很不错，首要的是

院系本身对科研培养十分重视，

院系鼓励能与同学们的积极性

进行很好的结合。” 汽车系的

李琪同学也觉得本系科研氛围

非常积极自由，本科生能使用

很多实验室的资源，更重要的

是老师很鼓励同学们进行科研

上的交流。

硬件条件固然是基础，但

在个性需求上，许多同学指出，

师生沟通有时比硬件资源更重

要。与导师深入的交流讨论，可

能比自己摸索一周乃至一个月

获得更大的收获。绝大部分本

科生在科研方面的经验都比较

有限，所以在初期老师或者研

究生的指导显得十分重要。“老

师提供多高水平的指导、能够

花费多少时间，往往对本科生

科研项目的成败起到了决定性

的作用。”来自工业工程系的

马胤泰对此深有感触。

除了与导师的交流，项目

与资源管理模式对同学的个性

化需求也有着一定的影响。一

些同学针对选题的自由度上提

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学校应

该更加鼓励本科生自主提出研

究课题，而不仅仅只是跟进老

师和研究生的项目。

院系的硬件资源也需要更

统一规范的管理，张宇这样形容

自己院系的现状：“往往准备一

个实验需要花很多时间为借仪

器到处奔忙，很多时候降低了

效率，甚至拖延了整体的进程。”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各院

系的科研资源分配不够均匀，

满足同学需求的程度也有差异。

据 2012 年清华本科生基础调研

数据显示，同学对学校科研设

备及资源在院系分配的满意度

存在一定的差异。工科院系作

为清华的传统强项，同学们的

满意度普遍较高；而在人文、

美院等院系，同学们对资源匹

配的满意度相对较低。

在采访中，人文学院的王

琳同学希望学校能给文科提供

更多的资源与空间，“我觉得

现在跟学术和科研方面接触很

少，也没有什么项目对自己产生

什么影响，希望能多接触一点，

逐渐明晰自己的方向。”

制度保障：

“高端”项目 vs“群众”需求

除了资源匹配，制度与项

目保障也是学校支持本科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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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的重点。近年来，“星火班”、

“挑战杯”、“海外研修计划”、

“累进支持计划”、“兴趣团

队”等关键词层出不穷。不过，

大部分本科生可能并没有机会

参加这些“高端”的科研项目，

他们学术志趣，应当怎样激发

与培养呢？

“星火班也好，海外研修

也好，兴趣团队也好，面向的

大都是兴趣方向都已经形成了

的同学，这些项目的设定无疑

让他们如鱼得水，在这些项目

的支撑下，学校涌现了不少学

术的大牛。但是对于一些处于

‘迷茫期’的同学而言，如何

实现学术志趣的培养，可能是

容易被学校和老师所忽略的。”

来自工物系的韩松（化名）对

于这一话题，有这样的感受。

相比之下，更为“平民”

的 SRT 项目与富有院系特色的

专业引导活动，为大部分同学

的科研需求提供了平台。不过，

这些项目目前的运行也存在着

一定的问题。同学们固然积极踊

跃参与，但收获是因人而异的。

同学的采访中，反响最强

烈的是 SRT 项目。据了解，全

校 每 年 大 概 有 1000 多 个 SRT

项目，足见学生参与度之高。

《紫荆》181 期曾进行专题报道

《“给本科生一个研究机会”——

“SRT”的再思考》。SRT 项目

作为学校规模最大、“群众性”

最强的本科生科研项目，在带

来更多机遇的同时，也有一些

新的问题。SRT 的学分认证机制

给了同学良好的激励，但也出

现了只图学分而项目 “水分”

较大的现象，“博士生想创意，

硕士生建体系，本科生干粗活”

也成为某些 SRT“公开的秘密”。

在每年 1000 余项 SRT 项目中，

真正起到“激发学术志趣，提

高培养质量”的到底有多少，

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此外，院系专业引导活动

旨在引导学生的学术志趣、未来

发展，是本科生科研的重要基

础。许多院系开设了相关课程，

如土木系的“因材施教培养计

划”，经管学院的“新生专题研

讨”等，但也有些院系缺乏这

样的引导活动。工物系的邵星

峰同学认为，本系的研究覆盖面

十分广泛，但并没有对本科生

进行针对性的科研方向的引导，

很多同学缺乏相应的专业乃至

工作目标。

即使是针对同样的专业引

导活动，同学们的看法也有分

歧。建筑学院的王莹认为大一时

的专业引导活动并没有给自己

带来实质影响：“可能方向分

的细了一些，我了解的并不是

自己感兴趣的方面。”张宇则

认为这样的引导活动很有必要：
水工91班吴小平同学的SRT项目“流量及压力信号数据采集系统”获得了第20届“挑
战杯”的一等奖，经过专家鉴定，该系统达到了国内的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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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就强调对专业素质的培

养，形成感性认识，然后通过

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学习一

步步加深认识，这样的模式我

觉得十分合理。”

可见，如何用制度和项目

满足更多同学的需求，实现激

发学术志趣的目标，需要学校

与院系更细致的努力。

 

学术志趣：培养走向何方？ 

在采访中，一些同学谈到

近期的第 24 次教育工作讨论会

和陈校长致全校师生的一封信，

他们对“激发学术志趣”有自

己的解读。

“先有志，才有趣”，张

宇同学是这样看待“学术志趣”

一词的：“我相信，所有对科

研的一腔赤诚都是建立在内心

热爱的基础之上的。”李廷同

学认为，“学术志趣”是我们

在选择时的一个驱动力，可以

指导我们做出选择，“既为志

趣，那就少了压力，更加灵活，

关键是你能够为之付出多少精

力和时间，而收获往往和付出

成正比。”

那么如何实现“激发学术

志趣”的人才培养模式呢？面

对本科生科研培养的现状，我

们应该有怎样的努力？

从个人志趣的角度来看，

学校应尊重学生的个性，尊重

学生基于自身特质与未来考量

的选择，为学生提供更自由的

空间。“没兴趣没激情”是部

分同学对科研的感受，在这种

情况下，应引导他们找到自己

喜欢的方向，凭借自己的热爱

与兴趣走下去。

“博士生想创意，硕士生

建体系，本科生干粗活”是部分

本科生对于科研的感受，而要真

正激发志趣，不仅要让本科生

“干粗活”，不仅要让他们跟进

老师与研究生的项目，更应当

鼓励本科生自主提出研究课题，

这样对于提高本科生的科研素

养更有帮助。

在项目支持方面，学校需

要使其更为多元化，覆盖面和

影响力也进一步扩大，本科生

科研不应高高在上，而是更多

同学有参与的途径。近期的 “启

创计划”鼓励同学们将专业志趣

与创业相结合，便是很好的尝

试。对于原有的相对大众化的

SRT 项目及专业引导项目，应加

强把关，让它们真正成为激发

志趣的平台。

在院系与教师方面，需要

给同学们提供更为开放便捷的

与老师交流的渠道。相对于自

主探究，与老师的交流往往能

给同学们带来更大的收获，而

许多同学也殷切期待更多与老

师交流的机会。

当然，作为本科生，我们

自己首先要把握学校的各种资

源，积极地寻求可以挥洒学术志

趣的沃土，主动地与老师和同学

沟通、探讨。或许本科阶段做

出科研成果很难，但勇于尝试、

开拓创新的精神，依然可以让

本科生在科研中有所收获。

总之，园子里的每一名本

科生都有非凡的潜力，如何将这

种潜力真正转化为 “志趣”，

需要学校与院系虑同学所思、明

同学所需，也需要同学们抓住机

遇，为学术之路奠定基础。

（转载自《紫荆》

2013年 12月 31日刊）

同学们热切地讨论学术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