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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研与创新实力是推动国家科学技术向前迈进的关键，同时也对社会经济的壮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培养符合国家发展和社会变化所需的创新型人才，已经成为我国教育工作者的重要使命。本文立

足于当前高校数学类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情况，深入剖析了数学类研究生在创新能力培养和教学过程

中产生的突出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培养数学类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的破解策略，以期可为相关研究

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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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strengths are key drivers for advancing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y play a crucial role in the growth of the socio-economy. Therefore, cultivating innovative 
talent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societal changes has become an impor-
tant mission for educators in our country.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ultivat-
ing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mong graduate students in mathematics at universities. It deeply 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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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zes the prominent issues that arise in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nd the teaching 
process for graduate students in mathematics. In response to these issues, strategies for solving 
the problem of cultivating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mong graduate students in ma-
thematics are proposed, with the hope of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relate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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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数学作为一门基础学科，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和关键工具，培养数学类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

往往直接关系到国家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纵观国际教育发展趋势和国内课程改革形式可以发

现，愈来愈多的高校已经开始意识到提高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的重要性。但是，当前一些高校的数学类

研究生却出现了科研创新意识淡薄、科研创新能力不足等不容忽视的问题。因此，如何增强数学类研究

生的科研创新能力，目前已经成为我国高校教育领域推动新时期研究生科研水平高质量发展的热议话题。 

2. 数学类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的现实困境 

2.1. 院校科研创新管理工作滞后 

目前，一些高校数学类研究生的科研创新管理工作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1) 科
研创新实践条件不足。因科研实践条件有限，数学类研究生的学术交流活动往往只能局限于校内，缺少

理论实践训练项目和校外联合培养基地，导致学生很难及时了解数学学科国内外最新研究动态，在学生

参与创新实践机会不足、理论知识与实践活动相互脱节的影响下，学生的创新实践灵感和热情逐渐被磨

灭；2) 科研创新评价政策偏颇。因学校发展的考核与评价需要，一些高校仍将学术论文数量视为科研评

价的主要方法，导致数学类研究生更倾向于追求“快餐式科研成果”，无法专心进行创新性课题研究，

培养自身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3) 科研创新组织管理混乱。因部分高校的科研创新工作管理组织专业

化水平有限，组织数学类研究生选择创新项目、实施程序等过程中存在管理松散问题，缺少详细清晰的

创新指导方案，导致科研创新活动效率大打折扣，科研创新效果也很难得到有效提升。 

2.2. 课程设置与教学模式欠佳 

当前一些高校虽然在数学专业课程方面有所改革，但是实际实施效果却并不理想。一是课程内容陈

旧，教材建设滞后，理论性课程、必修课程偏多，缺乏现代数学的思想、观点和方法，数学专业领域知

识前沿学术动态学生甚少了解，导致学生在课题研究和学术交流的过程中无法以新的研究思路和独特的

视角创造性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二是交叉学科课程知识匮乏，课程结构过分强调各课程的系统性和

完整性，缺乏应有的相互联系与渗透，学生不了解相近学科和专业研究的基本内容和相关知识，导致学

生难以从相近学科学习新的研究方式和新内容、新思路；三是教学模式落后，数学类研究生的基础课程

有很多公式、定理需要推导，但在长期“讲授式为主”的教学模式下，学生只能在枯燥的课堂氛围中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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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被动地接受“填鸭式”教育，且缺乏多媒体教学手段，教学方法的互动性和创新性严重不足。久而久

之，学生极易产生强烈的抗拒、抵触心理，迫使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2.3. 科研创新教师队伍建设薄弱 

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导师的自身素质、创新意识、指导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是增强

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但是，当前一些高校数学专业的研究生导师，却因忙于数学教学任务，

往往很少参加学术交流、学科实践以及访学等学术活动，忽视了自身科研创新思维与科研创新能力的发

展，在教学实践过程中逐渐思维固着、墨守成规，从而无法引导学生及时学习数学专业前沿知识[1]。此

外，一些数学专业导师还兼任行政职务，极易因忙于自身事务而难以挤出时间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和科

研兴趣等特征，制定个性化的科研创新能力培养方案，更无法及时指导学生在科研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

题，进而导致学生出现科研创新基础欠佳、科研视角狭隘和创新思维封闭等诸多问题[2]。在学生基础科

研创新能力不完备的形势下进行科研创新活动，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便如空中楼阁，因此迫切需要

加强研究生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 

2.4. 研究生科研创新意识淡薄 

研究生自身的科研创新意识，是推动科研创新活动顺利进行和促进科研创新能力发展的基础保障。

然而，在当今社会浮躁风气“功利化思想”的影响下，愈来愈多的数学类研究生出现了“混文凭”现象，

学研的目的只是为了将来有个好文凭、找个好工作，往往很少主动去独立思考数学领域中出现的现实问

题和前沿性知识，科研创新意识非常淡薄。加之就业形式严峻，一些研究生不得不分出时间和精力用于

寻找实习单位，或为减轻家庭负担利用课余时间做家教，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追求真正的学术

理想，便逐渐失去了对科研创新活动的兴趣。此外，受高校扩招影响，研究生生源质量参差不齐，一些

数学专业研究生因基础不扎实而害怕提出错误的见解和看法，并不会主动从新的角度去研究和探讨问题，

甚至不愿提出新见解、新观点，只知一味接受他人的理论成果，站在别人的角度看别人看过的风景，科

研创新意识明显不足[3]。可见，提高数学类研究生的科研创新意识已经迫在眉睫。 

3. 数学类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的破解策略 

3.1. 提高院校科研管理水平 

高效的科研管理，可以为数学类研究生的科研创新活动提供良好的科研环境和科研条件。因此，为

有效激发研究生的科研创新潜能，高校应积极做到以下几点：1) 搭建科研创新实践平台。根据市场的人

才需求和行业背景，集合区域内的产业资源和高校资源，构建数学专业人才培养创新实践平台，开展理

论实践训练项目和校外联合培养活动，打造“产学研”一体化建设，为研究生的自主学习和科研实践创

造充足的环境与条件，促进创新和实践的有效融合；2) 完善科研创新评价政策。以科研发展为本，秉承

科研创新成果“数”与“量”统筹兼顾的原则，以评促建，以评促改，构建全面多主体的数学类研究生

科研创新能力评价模式，由高校、科研机构、指导教师、研究生自身以及同学，根据评价权重共同进行

综合化评价，并囊括智力因素(科研创新成果)和非智力因素(创新型人格、科研实践动手能力等)评价内容，

精准评价科研创新成果的数量与质量，实现终结性评价与发展性评价的有机融合，从源头上激发学生参

与科研创新活动的热情。3) 优化科研创新管理团队。成立专业化的数学类研究生科研创新管理团队，并

针对管理部门的团队成员开展定期培训与考核，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科研创新管理工作观念，提高管理

人员对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意识，明确科研创新培养目标和科研创新能力培养流程，全面强化管

理人员对数学类研究生选择创新项目、实施科研程序等过程的监督和管控力度。具体参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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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ideological framework of the reform of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management system of 
mathematics graduate colleges 
图 1. 数学类研究生院校科研创新管理体系改革的思路框架 

3.2. 完善课程设置与教学模式 

3.2.1. 完善课程设置 
1) 更新教材，内驱活力：引入最新科研成果和方法 
高校应遵循“以实际应用为导向，以职业需求为目标，以综合素养提高为核心”的原则，完善课程

设置工作，提高课程的质量和实用性，确保学生学习的每一课在科研创新中都是必需性课程的同时，参

考教学重点适当减少陈旧的教材内容，融入数学专业领域内最新的科研成果和科研方法，保证课程内容

的及时更新，增强课程的前沿性、引导性，使学生可以精准掌握专业发展的最新动态，为培养高层次的

创新型人才满足社会各行各业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提供教学保障。 
2) 融合育人，多维赋能：开设多学科交叉融合课程 
目前有大量科研创新类的研究成果出现在多种学科的交叉点处，因此数学类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应积

极结合顶尖学科领域专家的意见，勇于突破学科壁垒，开设跨学院跨学科的多学科交叉融合课程，如数

学与计算机数字新媒体融合课程等，为学生的科研创新实践活动提供新的思路与灵感。与此同时，高校

还应积极鼓励不同专业学生组建创新科研团队，营造学科交叉融合的学习和研究氛围，使不同专业学生

的资源优势进行优势互补，为科研创新人才的孕育和成长提供丰沃的学术土壤，促进学生创新思维能力、

团队合作意识等综合素养的快速提升[4]。 

3.2.2. 创新教学模式 
1) 任务引领，多元教学：形成研究生主动学习优势 
以“学生主体、任务引领、能力本位”为原则，将传统的“授之以鱼”教学方式，转化为符合新时

期教育发展的“授之以渔”教学方式，设计案例教学、互动式教学、开放式教学、模拟教学以及讨论式

教学等混合式教学方法，构建一体化、多层次、开放式的教学模式，引领学生主动参与。并在教学实践

中通过课程内容或科研课题设置问题，以“任务”为核心，引导学生通过查阅资料、调研分析和集体攻

关等途径，以新的研究思路和独特的视角创造性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充分调动学生探索和实践的积

极性与创造性，加深学生对课堂知识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水平。 
2) 以赛促学，内在激励：形成研究生积极参赛格局 
构建“理论–竞赛–实践”科研创新教学模式，以科研竞赛为牵引，探索“课赛融合”教学实践，

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国家和地区数学建模、挑战杯等竞赛活动，加强赛前培训，完善学生的知识储备，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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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学生的科研兴趣，使学生通过竞赛充分发挥自身的创新性思维，在不断针对参赛作品进行技术改良的

过程中，锻炼自身的创新能力和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的能力，引领学生实现理论知识到实践操作的第一

次创新能力提升。再指导学生通过剖析最新的科研趋势和实际面临的困难，明确研究方向，让学生可以

直接参与到实际的科研项目中，引领学生实现从科研竞赛到实战实践的第二次创新能力提升(见图 2)。 
 

 
Figure 2. “Theory-Competition-Practic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teaching mode 
图 2. “理论–竞赛–实践”科研创新教学模式 

 
3) 接轨国际，多为发展：打造研究生联合培养方案 
引进和吸纳海外先进教育资源，丰富学生的科研创新视野和科研创新能力，应用联合培养、双联学

位、素质拓展、海外实习和合作研究等在内的国际化培养方法，丰富和完善学生科研创新的培养环境，

实现不同创新思维和观点的相互碰撞，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汲取不同国家数学领域科学研究的新思路和

新方法，锻炼学生的科研创新技能，为培育具有扎实宽广的数学理论基础知识，掌握国内外最新的研究

动态，具备独立从事数学研究和运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科研创新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4) 网络教学，能量驱动：打造研究生信息化教学手段 
改革传统数学类研究生课程教学模式，充分利用信息化教学手段，打造功能完善的网络教育平台，

为学生创建良好的自主学习环境。具体包括：① 在课堂教学中，开发多媒体教学方法，引入网络教学资

源，拓展课堂教学课件，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② 以学校网络教学平台为基础，建设包涵课程建设、教

学资源以及师生互动三大功能模块的数学类研究生学习网站，创建校内教师、校外专家线上直播优质课

程资源库，为学生通过登陆网站完成教材的预习和复习任务，掌握相关教材和课程内容体系，搜索、研

读其他辅助教材和有关文献资料提供便利，延伸课堂教学、丰富学习方式的同时，博采众长，开拓学生

的科研学习视野。③ 建立包涵在线交流、师生互动和学习测试等多种功能模块的网上辅导答疑系统，弥

补面对面答疑受到时间、空间等因素制约的不足，在课堂教学与课外学习并举的教学模式下，全面培养

数学类研究生的学习能力与创新能力。 

3.3. 打造特色科研创新师资队伍 

高水平、专业化、有特色的师资队伍，是培养数学类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的重要保证。为有效提高

数学类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学校和教师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高校应结合导师的研究方向

成立科研创新团队，聘请顶尖领域专家针对导师定期开展“科研创新能力培养”方法与经验的交流活动，

派遣导师定期参与国内外学术交流项目，持续地更新导师的培养理念，使导师可以灵活运用先进的思维

与方法不断优化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第二，教师应不断加强自身的科研创新能力，积极参加学术交流

会议、跨校科研创新实践、定期访学交流等活动，充分关注数学专业领域的最新研究观点和研究动态，

不断更新自身的指导理念，调动学生参与科研活动的内在积极性，并积极承担科研创新项目，以科研项

目为基础为学生提供科研创新的实践平台[5]。第三，高校应组织不同授课特长的教师在特定的时间段，

针对不同科研方向的学生进行差异化授课，增强不同科研类型的研究生对课程知识的深入理解与运用

能力。同时，导师应努力协调自身工作，根据主体的差异性而“因材施教”，按照学生个人性格特点

与学习反馈，制定个性化的科研创新能力培养方案，及时针对学生的科研创新活动进行详细具体的指

导[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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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增强研究生科研创新意识 

增强数学类研究生的科研创新意识，是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背景下“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人才

强国”战略的重中之重。因此数学类研究生应不断增强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把自身发展置于国家宏

观的教育强国目标上，及时了解国家对于高校研究生的培养要求，不断增强自身的科研创新素养，端正

自身的学习态度和内在动机，将科研创新能力视为自身能力发展的内在需求，养成在学校、工作和实际

生活中用创新精神和创新思维去发现、解决问题的习惯，正确看待学校组织的科研创新活动，转变自身

的“功利主义”观点，做到真正因追求科研创新学术理想而从中获得价值感和幸福感。同时，为有效增

强数学类研究生的科研创新意识，导师应坚持以“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为原则，以“理念自信、学术

自信”为引领，敢于挑战学术前沿，树立学术创新的榜样，通过“榜样力量”帮助学生破除学术不自信、

害怕挑战学术前沿的畏难情绪，激励学生形成学术自信，鼓励学生在“探究–失败–调整–再探–提高”

的过程中，逐步自主解决学术难题和克服科研畏难心理，产生坚定的“发现自我、超越自我”的科研理

念和创新动力。高校应以多元化奖学金激励为方法，最大限度发挥奖学金对数学类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

的激励作用，加大对学生科研创新项目的资助力度，设立科研创新项目专项资助，并按照科研创新项目

研究成果的等级，及时鼓励、嘉奖学生的科研创新活动，激发学生的科研创新热情。 

4. 结语 

综上所述，作为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主要阵地，高校应不断加强研究生教育改革，以“创新驱

动发展”为目标指引，努力适应社会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变化。鉴于此，为深层次推进数学类研究生教

育的发展，全面提高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高校应积极提高院校的科研管理水平，完善课程设置与教学

模式，创新研究生教育方法，打造特色科研创新师资队伍，全面增强研究生的科研创新意识，形成全新

育人格局，实现科研创新能力培养目标与教学理念的有效落实，进而为数学类研究生未来发展的全面性

和高效性，创造出更加有利的发展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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