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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进入博士论文撰写阶段，课题是关于电子自动化软件的

。这是一个跨学科的课题，所以除了跟自己导师探讨，近来

他经常去数学系、计算机系寻访老师和那里的博士生，请教

研究中所要用到的数学算法和软件编程知识。“如果有一个

联合培养的平台，那么研究中就能少走弯路，论文的进展会

更顺利。”王玉玺说。 如今科研中学科交叉的趋势越来越明

显，创新点往往就在交叉点上，但研究生培养的“单一导师

制”，让交叉创新成了一种不可能。 “一对一”与“一对二

十几” 生物信息、金融数学、数字医学、环境等新兴学科，

都是交叉研究的产物。有人说，像从前那样在单一学科里搞

研究而取得创新成果，可能性已越来越小。 但是至今，我们

的研究生培养仍沿用传统的“一对一”模式，从报名、面试

，到读书、做课题再到写论文，学生始终跟定一个导师，导

师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和课题领域等，往往构

成了学生不可能跳出的圈子，容易限制学生的视野和思路。 

学生对导师是“一对一”，但导师却是一对几，甚至一对十

几。根据上海市学位办的最新统计，在华东政法大学、同济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理工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中，

都存在一位导师指导20多名博士生的情况。正在香港读博士

的付红给记者讲了个让人笑不出来的笑话：“一次研讨会上

，一位博导听一个年轻人作报告，觉得很不错，事后跟他说

，你很有前途，读我的博士吧。那年轻人很不好意思地说，



老师，我就是您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放羊式”，放大了

“单一导师制”的缺陷，学生如果碰上个不大负责，或者忙

得分身乏术难以负责的导师，就倒霉了。 “交叉培养”渐成

国际趋势 “单一导师制”的缺陷已经引起国内教育界一些人

士的警觉。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主任廖文武教授说

，要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就要创新研究生培养模式。 “在

国外一流大学，选择学科交叉领域做课题研究，已经成为培

养具备复合能力的拔尖人才的重要渠道。”上海交通大学研

究生院助理研究员高磊博士在调研中发现，美国的麻省理工

学院、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都建有跨学科研究中心，同

时开展博士生教育。在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开设了大量交叉

学科研究生课程，并成立了众多跨学科学术组织；慕尼黑大

学组建了国际科学与工程研究生院，进行以项目研究为重点

的研究生教育，同时促进跨学科合作以及高校、企业合作，

培养青年科学家。在日本，筑波大学建有几个大的学科群，

跨学科研究、教学和研究生培养同步展开；名古屋大学则有

由单一学科专业群和多学科专业群组成的流动型研究生教育

体系。 据统计，美国1997-2007年被授予学位的硕士中，接受

多学科、交叉学科培养者所占比例为0.75%左右，而博士学位

获得者中的这项比例在1.8%左右，近年来，这一比例有不断

上升的趋势。 先让导师结束“单打独斗” “在中国的大学里

，交叉培养研究生之所以难，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校的行政管

理体制：院系的划分使得学科设置固化，而学科有所‘归属

’才能获得经费支持和招生名额。”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的高

虹指出了跨学科培养研究生的制度层面的“壁垒”。 专家建

议，应当改变学生围着一个导师转的传统模式，建立学生为



中心、学生自主学习的教育体系；研究生培养方案宜“宽口

径、个性化”，鼓励学生跨学科、跨学院选课；可以尝试双

导师制或多导师制，创造条件让研究生参与交叉学科的课题

研究。 目前一些高校已经开始了探索。在上海交通大学2009

年录取的博士生中，硕士学位所在一级学科与博士录取一级

学科不同的比例高达46.6%，这表示，学校在招生时就有跨学

科培养和推动学科交叉研究的意向。 廖文武认为，研究生培

养应由2-3名不同学科的教授组成联合导师组，把各位导师自

身的优势和拥有的资源结合起来。上海大学副校长叶志明则

提醒，研究生培养凸显交叉特点，前提是导师能够合作如今

的大学里，导师们还多是单打独斗，需要先为他们之间的跨

学科合作搭建平台，以此带动复合型研究生的培养。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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