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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地方院校材料类专业学生为例，通过分析研究生入学复试中对本科生科研能力

的考察，探讨了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的重要性。阐述了目前地方院校材料类专业本科生科研能

力培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包括课程设置、导师制开展、综合科研能力和个性化能

力的培养在内的相应改进措施，旨在提高地方院校材料类专业本科生的科研能力，为其未来的

研究生学习和科研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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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Cultivation of Undergraduates'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Based on

Postgraduate Entrance Re-examination -- Taking Students Majoring in Materials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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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students majoring in materials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cultivating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of undergraduates by analyzing
the investigation of undergraduates'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in the postgraduate entrance
re-examination.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cultivating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of undergraduates majoring in materials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measures including curriculum setting, implementation of
tutorial system, cultivation of comprehensive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and personalized ability, aiming to
improve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of undergraduates majoring in materials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ir future postgraduate study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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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引言

随着我国每年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本科生中的

学习优秀且有意愿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学生人数不断增加，

考研竞争压力有增无减。地方院校的学生，尤其是没有相关

硕士点的高校，学生在参加研究生面试时均是“客场”身份，

从信心和信息等方面缺乏优势。材料类专业大都与高新技能

相关，就业市场对本专业学生的学历和知识要求也相对较高，

面对就业的压力，材料专业学生选择考研的意愿相对更加强

烈。研究生入学考试的笔试方面学生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有大

幅度提高，研究生复试作为研究生招生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其目的在于全面考察考生的综合素质、专业能力和创新潜力，

是对学生整个大学四年的全面考察，学生很难完全靠自身在

面试中有所突破，尤其在科研方面，需要有老师引导和培养，

需要早准备、早培养。由于只专注于专业课程的学习，屡有

地方院校学生因为面试而无法被录取或者只能调剂到相对

一般的高校学习。因此，如何使地方院校材料专业学生在研

究生入学面试中取得较好的成绩是提高地方院校研究生入

学率的一个较为重要的环节。

1.研究生入学复试中对本科生科研能力的考察

研究生入学复试的形式在不断改革，但是最终考查的还

是学生以下几个方面的能力：

1.1专业知识与技能。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对研究生

后续学习非常重要，材料专业的核心课程和内容会在初试的

基础上进一步考查。

1.2科研能力。有科研经历和成果的本科生在研究生入

学复试中往往更具竞争力。复试中会关注本科生是否参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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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项目、发表过学术论文、获得过专利等。这些经历和成

果可以反映本科生的科研兴趣、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1.3科研思维与创新能力。研究生入学复试还会考察本

科生的科研思维和方法，包括问题的提出、文献综述、实验

设计、结果分析和结论总结等方面的能力。具备良好科研思

维和方法的本科生能够在研究生阶段更快地适应科研工作，

取得更好的科研成果。

对于专业知识和技能，立志考研的学生在大学期间已经

早早开始规划，地方院校的本科生也会通过自身加倍努力达

到相关要求，但是对于科研能力的培养，相对就需要学校和

教师给予更多的帮助。

2.地方院校材料类专业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的现

状

地方院校材料类专业本科生科研能力的培养相比较与

双一流高校，存在不足和问题。以韩山师范学院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为例，2024年 119名毕业生中有 15人被录取，研

究生录取率为 12.6%，初试上线为 18人，15人中考入 985

高校 1人，211高校 2人，未被录取的学生中均为没进入复

试名额。采用了访谈的方式开展了研究，并进行了总结归纳。

上线的 18人均参与了教师的课题研究或者开展了创新创业、

挑战杯等专业能力训练，获得省级挑战杯一、二、三等奖各

1项，广东省攀登计划训练项目 2项，发表 SCI论文 3篇（学

生为一作）。

2024年度材料学院学生考研录取率为历年最高，与近年

来学院加强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有关，但相对双一流高校，

学生考研难度仍然较高。其主要存在以下原因：

2.1学生自身因素。1.学习动力不足。部分本科生对专业

学习缺乏兴趣和动力，只满足于完成课程学习任务，缺乏对

科研的追求和探索精神。2.自主学习能力差。本科生在学习

过程中习惯于被动接受知识，缺乏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

在科研过程中，需要自主查阅文献、设计实验方案、分析实

验结果等，自主学习能力差的学生难以胜任这些工作。3.创

新意识淡薄。创新是科研的灵魂，但部分本科生在学习和实

践中缺乏创新意识，习惯于按部就班地完成任务，不敢尝试

新的方法和思路。

2.2学校因素。1.科研氛围不浓。地方院校的科研氛围相

对较弱，缺乏对科研的重视和支持。学校组织的科研活动较

少，学生参与科研的机会不多。2.科研资源有限。地方院校

的科研资源相对较少，如科研经费不足、实验设备落后、图

书资料匮乏等。这些因素限制了本科生科研能力的培养。3.

培养机制不完善。地方院校在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方面的机

制不完善，缺乏对学生科研活动的规范管理和有效指导。

3.地方院校材料类专业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的改

进措施

3.1调研招生学校科研情况

根据往年学生报考情况，针对学生报考人数较多的学校

科研情况进行交流和调研。调研内容主要包括该校材料类主

要研究方向、导师对学生能力和素质要求、导师对学生偏好、

常规仪器的种类及型号、导师发表的代表作、学校科研的未

来规划等等。同时，也要结合本学院邀请不同学校专家讲座

开展情况和与其他院校交流情况，通过与专家交流、实际考

察等方式深入了解其相关科研情况，为其后各类改革提供基

础信息。

3.2调整课程设置

在课程内容中引入材料类专业的前沿科技知识，拓宽学

生的知识面和视野。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来校举办学术讲座，

让学生了解学科的最新发展动态。开设并强化科研方法课程，

系统地介绍科研的基本方法和技能，如文献检索、实验设计、

数据分析等。让学生掌握科学的科研方法，为其今后的科研

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开设综合性、设计性实验项目，培养

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3.3开放大型科研设备

重视学生专业综合能力的提升以及大型仪器操作能力

的培养，培养学生严谨的科研态度以及初步的科研能力，为

其今后科研能力的培养打下坚实基础。韩山师范学院材料学

院开设了《材料制备与测试综合实验Ⅰ、Ⅱ》课程，对学生

开设了包括电子显微镜、荧光光谱仪、拉曼光谱仪、XRD衍

射仪、磁控溅射、光刻机、等离子刻蚀机等大型设备，对学

生的科研能力的培养是有明显促进作用的。

3.4注重学生解决实际工程实践、科研实验问题的能力

研究生的培养需要学生有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并非完

全按照导师思路步步跟进。学生通过查阅资料、调整实验、

集体讨论等解决实际工程实践、科研实验中遇到的各类问题

能够提高其整体专业素质和科研能力。在培养学生大型设备

使用的基础上，要逐步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基于

以上思路，韩山师范学院材料学院在 2022年开设了《材料

科学与工程应用实践》课程，同时结合导师制项目的开展，

引导学生参加各类专业竞赛。

3.5导师制的开展和改革

通过综合实验及能力考核，选取在科研方面感兴趣、动

手能力强且有志考研的学生进一步个性化培养，培养学生在

某方面或某领域的科研能力，或具备较强动手操作大型仪器

的能力。并根据学生报考意愿，强化相应仪器操作能力的培

养和具体科研方向的能力培养，培养其动手能力及初步的科

研能力。

3.6重视学生科研个性化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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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培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根据学生报考学

校、专业、导师等具体信息开展针对性的科研能力培养；另

外一方面，不同学生有不同的优势和特点，对于本科生来说，

非常全面的科研能力培养是难以实现的，在培养学生基本的

科研能力基础上，要根据学生特点，重点培养学生某方面能

力，突出其特点，比如动手能力强的学生培养其某大型仪器

熟练操作能力，英语和写作能力强的学生重点培养其论文阅

读和写作能力，知识扎实的学生培养其实验设计、原理分析

等方面的能力，并将其有机结合，争取在学生毕业前能够由

小组共同协作完成发表论文。

3.7考前强化和统计反馈。针对通过研究生考试初试的

学生，根据其毕业论文开展情况，针对学生的实验、理论分

析等方面主要有论文指导老师开展具有针对性的科研开展

情况汇总指导，订正不足，明确框架，可以按照科研组会的

形式几组导师结合，按照面试相关要求由学生讲解个人综合

情况和科研能力，由导师提问，并帮助学生调整改进。结果

出来后尽快进行情况统计，对面试流程、面试问题、面试心

得等及时统计收集，以便整体思路的调整和改革。

4.结论

研究生入学复试对本科生的科研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

求，地方院校材料类专业应重视本科生科研能力的培养。通

过调研、改革课程设置、开放大型实验设备、导师制的培养

等，强化本科生基础科研能力的培养，不仅为学生参加面试

进行能力培养，也为学生开展研究生学习铺垫道路；突出学

生个性化科研能力的培养，不局限于学生某方面的科研能力

提升，重点突出其能力特点，使其能够在面试中具备相应优

势；重视学生解决实际工程实践、科研实验问题的能力，要

求学生不仅仅能够纸上谈兵，而是要切实提高学生综合专业

和科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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