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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认为研究生的学术能力包括问题 的发现与提 出的能力
、

文献的收集与整理 的能力
、

概念的生成与

厘定的能力
、

做 出学术命题 的能力
、

设计研 究过程的能力
、

对学术前沿的敏感
。

指 出培养研 究生的学术能力

对于他们洞察力
、

鉴赏力和判断力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通过广泛 阅读
、

勤写论文 以及方法论 的学习
,

能够实

现对研 究生学术能力的培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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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研究生学术能力的概念界定

在英语 中
,

根据词源学的考证
,

最早 出现在

年的
“

学术
”

这个词源 自拉丁语中的
“ ”

一词
,

而
“

咖
”

的词源则是希腊语的
“ 厄 ” ,

意为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及其弟

子研究学问的小树林
,

柏拉图的讲坛即设立在此小

树林中〔”。

一般而言
, “

学术
”

指的是
“

有系统的
、

较专

门的学问
” 〔 ’。

学术能力实际上就指专门对某一学问

进行系统的哲理或理论研究的能力
。

这些能力不仅

包括思辨的方面
,

而且还包括实践的方面
,

还有感性

的敏感力等方面
。

问题的发现与提出的能力

问题是思维的起点
。

没有问题
,

就不可能有探

究问题的意识与动力
。

人类天生就具有很强的探究

本能
,

对任何事物
、

事情
、

事理都有天然的与生俱来

的好奇心
。

事实上
,

问题也是无处不在的
,

我们身处

的周围环境无时无刻不存在问题
。

至于学术领域
,

这样的问题也到处都是
,

因为我们人类到 目前为止

还有很多没有探究清楚或者还亚待进一步研究的问

题
。

况且学术问题是没有穷尽的 —一环套一环
,

大

问题生小问题
,

小问题生更小的间题 小问题激发出

大问题
,

大问题又互相联系
,

从而生发出更大的问

题 大小问题相互促进
,

构成了无穷无尽的问题链
,

形成了宏大的问题域
。

此外
,

仅发现了问题还远远不够
。

问题发现了

之后
,

紧接着就是问题的提出 —提出问题
,

即发现

的问题究竟是什么
。

这就需要运用理性概括出问题

的实质
。

问题表面上看也许是很简单的
,

但是在这

些看似简单的现象背后
,

所隐藏着的往往都不是细

小的本质 只要我们敢于提出问题
,

那么沿着问题所

指引的道路前进下去
、

探究起来
,

最终往往能够得出

非凡的结果
。

科学研究史上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

学术探究史上这样的故事亦俯拾皆是
。

所谓以小见

大
,

实质上就是指这个道理
。

文献的收集与整理的能力

文献是深人探讨学术的必要资源
。

资源 占有量

的多少与质的高低往往决定着学术质量的优劣
。

没

有足够的
、

高质量的文献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础
,

我们

将做很多不必要的无用功 有足够的文献参考
,

我们

就能够将学术思维的触角延伸到更远的地方 —伟

大的物理学家牛顿说
,

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
,

我们能

够看得更远
,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

文献 占有有两项细致的工作 其一是文献的收

集
,

其二是文献的整理
。

文献的收集指查找文献
。

这

项工作看起来并不怎么重要
,

但事实上这却是学术

能力中一项不可小视的重要能力
。

文献的收集需要

很多技巧
,

否则
,

在浩如烟海的图书馆中费力费时却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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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到对 自己的研究有任何帮助的文献
。

所以
,

学

术能力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就是文献的收集
。

那

些学术成就很高的学者
,

他们往往都有很强的文献

收集能力
,

能够迅速
、

准确地找到适合 自己的学术研

究的必备文献资料
。

现代社会资讯信息越来越丰

富
,

特别是 世纪后半叶以来
,

随着电子计算机和

互联网的出现
,

人类的知识呈现出大爆炸的局面
,

因

此
,

文献的收集对于从事学术研究而言
,

其重要性 日

渐彰显
。

仅 占有文献材料还是不够的
。

这就需要我们对

文献进行归类与整理
。

占有的文献中
,

有的是基础

性的
,

有的是前沿性的 有的是拓展性的
,

有的是辅

助性的 有的是理论性的
,

有的则是实践性的 等

等
。

高效率
、

准确地将这些资料分类整理
,

这是一项

非常关键的工作
。

有些研究者占有 了大量的宝贵的

文献
,

可是由于缺乏科学的文献整理的能力
,

因此导

致了文献使用的不当
。

对于学术研究而言
,

文献的

整理是一项毫不亚于文献搜集的重要工作
。

概念的生成与厘定的能力

概念的生成是指从所发现和提出的问题之中形

成核心概念的过程与结果 术语
。

学术研究需要以

概念为基石
,

因而概念之于学术的重要性是不言而

喻的
。

学术史上那些富有学识与取得卓越成绩的大

家们都是生成与建构概念的高手
。

这些大师们提出

的概念是后人理解其深奥学理的门径
。

这也就是为

什么读伟大的学者的学术著作非常艰难或晦涩的缘

故
,

因为其中很多学术概念是他们 自己的个人建构

的成果
,

具有与众不同的高明之处
。

因而
,

我们认为

概念的生成是学术创造的不二法门之一
。

创造一套

专属于 自己的独特的学术概念
,

并在此基础上建设

自己的学术大厦
,

最终取得的学术业绩将是无与伦

比的
。

当生成概念之后
,

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概念的

厘定
,

即概念的概念化 —对概念进行界定或阐

释
。

这样一来
,

概念指涉的对象
、

包容的范围与内含

的意义就明晰化了
。

通过这一工作
,

不仅使学术研

究的主体更加清晰 自己 的学术概念究竟指的是什

么
,

而且还能够让读者明白这些概念究竟指称的是

什么
。

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
,

有不少学者生成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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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崭新的概念
,

但是由于没有做好细致的概念厘定

的工作
,

经不起严格的学理推敲
,

致使其学术大厦土

崩瓦解
,

功亏一签
。

学术研究史上
,

这样令人遗憾与

警醒的例子不胜枚举
。

在当今这个浮躁与功利的时

代
,

不少学者喜欢造弄一些新词
,

或者从国外舶来一

些概念
,

但事实上
,

这些人往往 自己也不知道其所言

说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概念

的厘定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学术能力的缘由
。

做出学术命题的能力

在逻辑学中
,

命题指
“

表达判断的语言形式
,

由

系词把主词和宾词联系而成
”

在数学或物理学中
,

指
“

要进行某种说明的问题
” ” 在社会科学中

,

指
“

比概念更为上位的
、

运用一组概念而构成的一个特

定概念链
” 。

命题对学术研究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

如

果说问题与文献是学术大厦的地基的话
,

那么概念

和命题就是其钢筋或者龙骨
。

在问题的发现与提出
、

文献的收集与整理
、

概念

的生成与厘定之后
,

做出学术命题就提 上了 日程
。

以上述三项工作为前提
,

学术命卿勺做出就拥有了

坚实的基础
。

对于学术而言
,

仅有概念是不够的
。

学

术需要由在概念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命题的支撑
。

并且
,

命题能够将概念所不能言指的对象说明得更

加清楚
、

指涉得更为明了
。

因此
,

命题之于学术的重

要价值与意义就是不证 自明的
。

从命题出发
,

我们

能够进一步扩展学术的疆域
,

能够将概念的力量延

伸至更广阔的领域
,

从而充实
、

丰盈学术大厦
,

使之

更为坚实
、

更加辉煌
。

所谓做出命题的能力
,

其本质

上就是指建构一组组为了将概念联系起来成为一个

整体的概念链的能力
。

这一能力的重要性是显而易

见的
。

命题之于学术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够精炼
、

准

确地表达深刻的思想
。

设计研究过程的能力

设计研究过程
,

首先要设计研究的整体目标
,

然

后就是研究的过程
,

再次就是研究的方法
。

这样排

列并不是说谁比谁重要 —都很重要
,

而是为了方

便论述起见才这样
。

研究的 目标与过程都 自不待

言
。

这里我们想要着力强调的是研究方法的选择
。

对于任何一项学术研究而言
,

无论是 自然科学还是

人文社会科学
,

研究方法都对研究的水平起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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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作用
。

研究方法作为指导学术研究的宏观要

旨
,

就像指南针或者罗盘一样
,

能够确保我们的研究

进程的准确性
。

不同的研究领域需要不同的研究方

法 不同的研究课题需要不同的研究方法 不同的研

究对象
、

不同的研究主体
、

不同的研究背景等都需要

不同的研究方法
。

因此
,

选择适合的研究方法对于

研究的科学性是尤为重要的
。

盲 目使用研究方法会

造成学术研究的事倍功半甚至失败
。

对学术前沿的敏感

研究若想有所创新
,

就需要对学术前沿动态保

持密切的关注
,

培养 自己的学术敏感性
。

这是学术

能力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构成要素
。

我们的学术研究

必须要具有创新性
。

要保持学术研究的创新性
,

这

就需要我们始终保持对学术前沿信息
、

动态与趋势

的敏感
,

从而保障在进行选题与选择参考资料时能

够至少不落伍
,

同时也能够避免重复研究
。

对学术

前沿的敏感性
,

这是一种不可或缺的
、

极其重要的学

术能力
。

修 养

二
、

培养研究生学术能力的意义

形成学术洞察力

洞察力是指我们透彻觉知
、

理解与把握事物的

能力
。

对于学术研究而言
,

洞察力是非常重要的一

种能力
。

洞察力之高下
,

往往能够决定我们对事物

的质的规定性的认识程度
。

因此
,

重视洞察力的培

养
,

能够提高人的认识能力
。

研究生的学习是不同于其他学习的一种以研究

为学习过程的学习活动
。

这一类型的学习要求学习

的主体 —研究生 —必须要具备研究的能力
。

在

这些研究的能力中
,

洞察力扮演着一种至关重要的

角色
。

那些学术成就非凡的学者往往不是凭借笨鸟

先飞的勤奋
,

而是借助在学术研究过程中锻炼起来

的洞察力
。

洞察力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审视事物
、

学理
、

学问的直觉
,

这种感觉能够促进感知的主体迅

速把握感知对象的特征
、

范畴与本质
。

对于研究生

来说
,

洞察力的培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

我们

的研究生教育不要培养书呆子或者先飞的笨鸟
,

我

们要大力培养具有敏锐洞察力的研究型人才
。

具备

较强洞察力的人往往是具有创新精神的人
,

因为洞

察力能够启发智识
,

并且促生新思维
、

新认识
、

新方

法
,

从而帮助主体走向创新大道
。

上述六大部分研究生的学术能力能够帮助研究

生形成卓越不凡的洞察力 —洞察力的建构与生成

不是凭空而来的
,

它需要前提性条件
,

而六大学术能

力就是形成洞察力的根基
。

我们倡导大力培养研究

生的学术能力
,

其要 旨就是要最终通过培养使我们

的研究生具备较强的洞察力
。

惟有具有洞察力的研

究生
,

才能够在学术领域开拓出新的天地
。

那些抱

着书本
、

守着成见
、

缺乏洞察力的研究生
,

很难进行

高质量的
、

具有创新性的学术研究工作
。

因此
,

我们

认为培养研究生的学术能力
,

其重要的价值之一就

是能够帮助研究生形成洞察力
。

培养学术鉴赏力

鉴赏本意是指
“

对文物
、

艺术品等的鉴定和欣

赏
” ” 。

在本文中
,

鉴赏意指
“

对学术问题
、

学术理论
、

学术方法论等的鉴定和欣赏
” 。

对于学术研究而言
,

鉴赏力是一种极其重要的能力
。

它能够帮助研究者

敏锐地觉察到某些学术问题
、

学术理论
、

学术方法论

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
。

学术鉴赏力能够帮助我们形

成内在的关于学术的独特能力
。

我们的研究生教育必须要 自觉地培养研究生的

学术鉴赏力
。

研究生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国家各

条战线
、

各个领域的研究性
、

创新性的专家
,

这些高

层次的人才必须具有其他人所不具备的特殊能力
。

鉴赏力作为一种独特的能力
,

对于学术人才的素质

的提升具有重要价值
。

人才不是知识的罐子
,

也不

是信息的储存器
,

而应是在具有了一定的知识储备

的基础上同时具有鉴赏力的人
。

没有学术鉴赏力的

研究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合格的研究生
。

由于研

究生教育的质的规定性就是要培养研究生 的创新

性
,

而创新性需要以学术鉴赏力为依托
,

因此我们的

研究生教育
,

应该特别注意对研究生的学术鉴赏力

的培养
。

学术鉴赏力不是空中楼阁
,

它需要一定的基础

才能够形成
。

学术鉴赏力作为重要 的学术素养之

一
,

是以基本的学术能力为基石的 同时
,

学术鉴赏

力又能够反过来促进基本的学术能力的培养
。

要大

力培养研究生的学术鉴赏力
,

需要我们的研究生教
一

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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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必须关注研究生的基本学术能力的培养
,

而前述

六个方面为这一工作提供了可以依循的进路
。

,

提高学术判断力

判断力是分析决断的能力
,

即作出判断 的能

力
。

判断力是学术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关键

能力
。

作为高学历
、

高学识
、

高层次的专门人才
,

研

究生的学术判断力是其学术生命指标的核心要素之

在学术领域
,

有诸多问题尚待我们进一步钻

研
。

一些传统的学术见解仍然需要我们不断反思
、

深化
、

发展
。

这就需要一种学术的判断力
,

即这些问

题或者已有的识见究竟是否还需要我们的进一步研

究
。

没有学术判断力的人或者学术判断力不强的人

不可能对似乎定论了的观点
、

知识
、

理论等提出挑

战
。

而那些具有 良好的学术判断力的人却能够从常

识似的学术成见中通过反思找到开掘新理论的切人

点
。

这就是具不具备学术判断力的鲜明区别
。

此外
,

学术视野的开阔
,

也需要杰出的学术判断力
。

那些

学有成就的人往往能够准确把握学术走向
、

趋势
,

因

为学术判断力可以帮助他们认清学术的未来发展
。

因此
,

对于我们的研究生教育而言
,

学术判断力的培

养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

学术判断力需要学养的积累
。

学养的积累又需

要基本的学术能力作为基石
。

因此培养研究生的学

术能力的重要价值之一就是帮助研究生形成学术判

断力
。

学术判断力形成之后
,

能够帮助研究生准确

到位地把握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向
,

从而对研究中所

涉及的问题进行有效地研究
,

进而促进他们的研究

质量的提高
。

三
、

如何培养研究生的学术能力

广泛阅读
,

尤其是读外国人编著的原版著作

法 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
·

布迪厄

盯 曾说过
“

没有理论的具体研究是盲 目的
,

而没有具体研究的理论则是空洞的
。 ” 〔 ,这就需要我

们的研究生进行大量的学术阅读
,

而阅读也正是研

究生的学术素养生成的一个必要途径
。

没有广泛的

阅读
,

就不可能形成 自己的观点
,

更不可能提出自己

的独特理论
,

除非凭空臆想
。

对研究生而言
,

广泛阅

嘟

夕 寻材盗与研宾试老纶育

读学术著作以及期刊
、

网站文章是一种重要的储备

知识
、

启发思维
、

习得方法论的途径
。

在广泛阅读的

过程中
,

研究生既能够获得知识与信心
,

又能够获得

思维与方法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

这些对于研究生

的学术素养的形成是不可缺少的
。

研究生的学术能力
、

学术素养集中体现在其撰

写的学术论文尤其是学位论文上
。

学术论文的特点

是
“

论
” “

论点
” 、 “

论据
”

和
“

结论
” 。

学术论文总得探

讨并回答一个问题
,

包括这个问题是怎样提出来的
,

它究竟是怎样的一个问题
,

探讨和解决这个问题有

什么理论上或实践上的意义
。

问题就是事物发展中

影响其发展变化的变量之间的我们要去探索的某种

关系
,

比如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与他的社会责任感

之间有没有关系
,

有着怎样的关系
,

二者之间相关程

度有多高
。

此外
,

对于论文研究中的某个或某些问

题
,

它在历史上是以怎样的方式存在的 前人或同时

代的人对此作了哪些研究
,

有哪些重要的文献资料

值得重视
,

都需要梳理清楚
。

要想把这些问题弄清

楚
,

阅读学术著作就是必不可少的
。

我们认为
,

研究生应该多阅读国外的学术类的

著作和期刊杂志
、

专业网站上的学术类文章
。

因为

国外的知识产权保护严格
,

在学术论著中很少有剿

窃
、

抄袭之类的现象发生
,

并且创新性较强
。

更为重

要的是
,

外国人的思维方式以及他们所采用的方法

论与我国的区别很大
,

通过对他们的学术成果的阅

读
,

研究生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迪
,

并且可以及时

了解国际学术动向
。

勤写论文
,

特别是选题要能以小见大的论文

论文写作是培养
、

锻炼
、

提高研究生的学术能力

的重要途径和根本 目的
。

多写学术论文不仅能够促

使研究生不断寻找新的学术兴趣点
,

占有学术资源

与资料
,

与此同时还促使他们利用这样的机会反思

已有的学术成果
,

这对于他们以后的学术研究无疑

是具有重要作用的
。

正因为如此
,

所以我们倡导研

究生应多写学术论文
,

为以后的进一步深造奠定坚

实的基础
。

关于研究生的论文写作
,

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是选题不要太宏大
,

不要动辄就是什么什么的擅变
、

某某某的思想述要之类
,

而应从小问题切人
,

深人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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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
,

从而以小见大
,

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来
。

由于研

究生的学术经历
、

人生阅历和理论水平都还有限
,

因

此建议最好不要选择那些太过于理论化
、

思辨性太

强
、

抽象性过高的论文选题
。

作为打基础的研究生

的学术能力的培养
,

是一项非常细致又不可一麟而

就的工作
,

需要从点滴小事做起
,

逐渐形成
。

对于写

论文而言
,

以小题 目反映大问题是最佳的选择
。

此

外
,

论文的题 目也要细心打磨
、

精炼概括
,

能够让人

一眼就看出论文的所指所论
。

重视思维模式与研究方法的训练

方法论意识和方法论是做学问的核心要素
。

方

法论的优劣与否
,

能够直接决定一项学术研究的质

量甚至是成败
。

因此
,

我们在培养研究生的学术能

力的过程中
,

一定要坚持把方法论的学习作为首要

的方面
。

缺乏方法论或者方法论选择不当
,

都会对

学术研究产生消极的影响
。

方法论的核心是思维模式与研究方法
。

显而易

见
,

囿于一种方法只会阻碍研究的进展
。

尝试多种

研究方法或者多种研究方法一起综合使用
,

会对学

术研究大有益处
。

对于研究生学术能力 的培养而

言
,

这一点尤其重要
。

学术研究能不能有创新
,

关键

在于研究中所采用的思维模式与研究的方法是否对

该研究有所助益
。

我们的研究生要具有较高的学术

研究的素养和能力
,

那么方法论的学习就是一个不

暗 养

可 回避的重大方面
。

广泛涉猎人文社会科学和 自然

科学等诸多领域的研究方法
,

将对研究生的学术研

究有所裨益
。

总而言之
,

研究生学术能力的培养是一项系统

且复杂的长期工作
,

既需要导师在教育教学时予以

切实的重视
,

同时也需要研究生 自觉地锻炼 自己的

这方面的能力
。

事实上
,

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研究生
,

自身的学术能力培养是衡量研究生学术修养或素质

的一个极为关键的要素
。

在研究生持续扩招的今天
,

研究生学术能力较低的问题已经凸显出来
。

这是一

个极其紧迫的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

我们应该认真

对待
,

并且应该尽早着手
,

切实提高研究生的学术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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