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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 的科研活 动与创造能力

林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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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的科学研究
,

是高等学校科学研究

的一部分
。

它包括课内和课外的科研活动
。

课

内的科研活动
,

如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
、

学年

论文与毕业论文
、

实验室作业以及生产实习和

教育实习的科研作业
,

等等
;
课外的科研活动

主要有
:

科研小组活动
、

论文与设计竞争
、

社

会调查等
。

一般来说
,

大学生科研活动的产物创造性

不高
、

社会价值不大
,

这是事实
。

近年来
,

在

有关教改的议论和实践中
,

大学生科研活动得

不到应有的重视
,

这是人们对这一事实的片面

认识造成的
。

但是
,

从本质上看
,

大学生的科

研活动主要与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职能直接有

关
。

组织大学的科研活动
,

其根本的意义不在

于让他们去填补科学上的一
、

二项空白
,

而在

于使他们在实际科研实践中得到科研方法的训

练
,

使他们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运用
,

在

科研活动中培养他们科学创造的意识以及其他

非智力因素
,

促进他们创造能力的发展
,

为他

们在走上工作岗位之后能够创造性地独立地解

决理论与实践中的大量问题奠定基础
。

因此
,

加

强大学生科研活动
,

并同教学活动紧密结合起

来
,

是当前改革过程中应着力解决的问题
。

1 开展大学生科研活动的重要意义
1

.

1 大学生科研活动能为大学 生创造能力的

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

在科研活动中
,

必须对不同的假设进行选

择
。

发现各种问题
,

都有利于大学生进一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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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解所学的知识并应用这些知识
。

例如
,

一位中

文系大学生起初对艺术创作中的
“

意识流
”
手

法一知半解
,

似懂非懂
。

进入大学三年级之后
,

电视剧创作选修课教师要求每一位学生创作一

个剧 本
。

通过 实际的创作活动
,

这 位学生对
“

意识流
”

有了较深刻的了解
,

并能在剧本中适

当地运用了这一手法
。

课程结束之后
,

他还以
“

意识流
”

手法述评为题
,

对它的长短作出客观

的分析和评价
,

撰写出有较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

1
.

2 大学生 的科研活动能促进与创造能力密

切相关的非智力因素的发展

有的大学生对 日常生活中某些平常的现象

感到迷惑
,

有的对某些科学难题感到新奇
,

因

此而产生了对未知领域的好奇心
。

组织大学生

进行科研
,

能激发他们的科研兴趣
,

满足其求

知欲与好奇心
。

例如
,

北京大学有一位学生对

股票这一新颖而平常的东西充满迷惑和好奇
。

对股市的接触和调查
,

激发了他对股票研究的

极大兴趣
。

在短短的时间内
,

他写出了
“

危机

与出路—从九二深圳股市看中国 B 股
”

的论

文
,

在全国第三届
“

挑战杯
”

竞争中捧得金杯
。

大学生的科研活动是在一定动机驱使下进

行的
; 而这种活动又能进一步激发他们创造的

动机
。

有些大学经常举行大学生科研习作的展

览和交流
,

激励学生的创造愿意
,

鼓励和组织

他们参加校内外的多种竞赛
。

这对培养大学生

的创造动机
,

无疑起 了重要的作用
;
从科研活

动本身看
,

它的过程对于大学生的创造动机也

有一种直接的激励作用
。

例如
,

在科研过程中

大学生常常体验到一种
“

创造的乐趣
” ,

从而激

发 了他们的创新精神
。

大学生的科研有助于其高级情感的培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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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某项课题的研究活动
,

大学生能深刻地认

识到
,

大学阶段是开发自己创造潜能的最好时

期
,

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提 高自己的创造性素

质上
,

而不是死记硬背
,

应付考试
。

这样他就

产生了
“

追求什么
”

的理智感
;
在科研活动中

,

需要处理各种关系
,

例如
,

个人与他人
、

个人

与集团
、

名利与责任
,

等等
。

大学生处理这些

关系的感受
,

就形成了一定的道德感
。

例如
.

他

们因为在科研中尽心尽责
、

不为名利
、

通力协

作而感到心情舒畅
,

产生了为国争光
、

为社会

做贡献的高级情感
。

也有的学生会因为未能尽

责任或不能与人合作而感内疚
。

大学生的科研活动
“

带有经过思考的
、

有

计划的
、

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

特征
’ ;

一

, 〕它又是一种具有一定创造性的活动
,

必然与克服困难相联系
。

因此
,

大学生的科研

活动是一个培养坚定的 目的性
、

自觉性
、

果断

性
、

坚毅性和 自制力等意志品质的过程
。

大学生的性格特征也可以通过科研实践得

到培养和改造
。

一般来说
,

刚入学的新生容易

表现出任性
,

有时还带有一定程度的怯懦和盲

目性
。

通过科研活动的锻炼
,

大多数学生可表

现出独立主动
、

果断
、

自觉
;
有的还明显地表

现出热爱祖国
、

守纪律
、

有责任心
、

有首创精

神等性格特征
。

总之
,

大学生的科研活动对于培养大学生

的兴趣
、

动机
、

情感
、

意志和性格等非智力因

素
,

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

而良好的非智力因

素一旦形成
,

便能够对大学生的创造活动起着

始动
、

定向
、

引导
、

维持
、

强化
、

调节与补偿

等一系列相互联系的作用
,

从而推动其创造能

力的发展
。

大学生是经过严格的高等学校入学

考试的挑选而进入大学的
,

是同龄人中的佼佼

者
。

他们的智力水平大多在中等以上
,

可以胜

任比较复杂的创造性劳动
。

同时
,

入学之后
,

随

着专业学 习的深入
,

他们的智力还在发展
,

为

创造能力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

因此
,

大学生的创造能力发展得如何
,

与非智力因素

存在着甚为密切的关系
。

实践证明
,

大学生的

科研活动是培养非智力因素的重要而有效的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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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强大学生科研活动并把它与教学活动紧

密结合起来

2
.

1 这是高等学校的教育
、

教学改革应有之

义
。

当前
,

不少国家的大学
,

十分重视大学生

的科研活动
,

把大学生参加科研列为培养人才

的重要一环
,

并使其制度化
。

例如
,

有的国家

成立了大学生设计局
、

工艺局等
,

专门组织大

学生的科研活动
;
法国教育部颁布了 《关于大

学生的科研津贴制度》
,

资助大学生进行科研
;

在美国的教育史上
,

曾有一段时间对大学生的

科研活动重视不够
。

不过
,

近年来
,

这个问题

引起了广泛的重视
,

大学生参与科研被认为对

学 生和 教授均有利
。 〔幻
例如

,

美 国卑斯大学

(B a te s e o lle g e ) 设立 T 一项庞大的基金
,

赞助

校内有经济需要的学生
,

条件是他们在获得助

学金的同时
,

协助教授进行学术研究
。

这样
,

学

生从中更加了解教授所传授的知识
,

又可以培

养创造能力
。

2
.

2 在我国
,

大学生的科研活动 已经在一定程

度上得到人们的重视
。

例如
,

有的学校设立了
“

大学生科研基金
” ,

有的学校试行
“

导师制
” ,

对大学生的科研活动进行组织和指导
。 〔3〕
这些

改革措施都是在实践 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

对培养大学生的创造能力起了很好的作用
。

但

是
,

从总体上看
,

人们对大学生的科研活动
,

还

重视不够
。

例如
,

不少高等学校对大学生的学

年论文
、

课程设计
、

毕业论文 (设计)
、

社会调

查
、

生产实习等教学环节
,

都没有进行必要的

安排
、

组织
。

有人认为
,

这 些环节
“

可有可

无
” ;
有些大学教师错误地认为

,

如果把自己的

科研活动中的一些认知操作过程和具体进展告

诉学生
,

无异于降低了自己的研究水平
; 还有

一种错误观念
,

认为
,

大学生进行科研活动会

影响基础课学习
。

这种状况同发展大学生创造

能力的客观要求是不相适应的
,

必须加以改变
。

2
.

3 加强大学生的科研活动
,

最好的途径是把

这种活动纳入教学过程之中
,

使它与教学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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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地结合起来
。

一方面
,

将科研的目标
、

方

法和手段等体现于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
,

实现

科研过程教学化
。

通过教学与科研的紧密结合
,

实现教学的各项 目标
,

特别是培养创造能力的

目标
。

教学与科研的结合
,

能有效地促使大学生

创造能力的发展
。

第一
,

当学生把学习与科研

活动结合起来时
,

在心理上就形成了已有的水

平和状态与发展要求所 引起 的新 的需要 的矛

盾
。

这一矛盾构成了创造能力发展的动力
。

大

学生的科研活动
,

对他的知识水平和认知操作

能力提出 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

同时
,

在创造活

动中
,

不断地
“

内化
”

为一种新的发展需要
。

在

一定的创造目标的导向下
,

这种发展需要激发

和增强了他们的创造动机
。

通过不断的学习和

科研实践
,

他们的知识水平和创造能力都会获

得新的发展
。

第二
,

学生的科研成果
,

通过教

师
、

同学或社会的评价
,

对学习活动的 目标
、

内

容和方法具有一种积极的调节作用
。

比起单纯

的考试分数的调节
,

这更能促进有效的创造性

教学
,

从而推动创造能力的发展
。

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
,

19 世纪初的德国洪

堡就提出了
“

通过研究进行教学
”

的思想
,

并

倡导了
“

研究班
”

(S e m in a r ) 的教学形式
。

洪堡

认为
,

人的发展是教育的真正 目的
,

大学实现

这一 目的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研究进行教学
,

培

养学生探究真理的好奇心和方法
,

使他们在科

学研究中 自我发展
。

在教学和科研的结合上
.

当

代国外的一些做法也是值得我 们思考和借鉴

的
。

李远哲先生在与复旦大学学生的对话中
,

谈

到 自己在国外学 习时受到科学研 究训练 的经

历
。 〔‘〕

他谈到
,

他刚到美 国伯克利大学深造时
,

就被通知必须在三个星期 内选定研究组并开始

做研究工作
。

因为
,

他的导师相信
, “

最好的学

习是参加研究
。

⋯⋯真正的学问是经过研究得

来的学问
。 ”

一开始
,

他跟着导师做研究工作很

不习惯
,

并有误入歧途之惑
。

二年之后
,

当他

到别的大学继续深造时
,

他发现
,

自己的创造

能力鹤立鸡群
,

并把这一能力的发展归功于在

伯克利大学的严格的科研训练
。

加强大学生的科研活动
,

把它同教学活动

相结合
.

具体的方法
、

措施可以有多种多样
,

难

于一一枚举
。

有的教师在学科教学中
,

大胆引

进和尝试
“

潜科学教学法
” ,

有一定效果
,

可供

借鉴
。

这种方法是指在课堂教学中
,

教师向学

生展示 自己探讨疑难问题或者建立假设的方式

和技巧
,

使学生如亲临其境
,

切实感受到教师

创造性思维的实际过程
; 还有一种所谓

“

社会

探究法
” ,

对于文科学生创造能力的发展也有一

定作用
。

它是由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提出某个社

会问题
,

然后由学生提出假设
,

调查研究
,

加

以证明
。

在此基础上
,

教师再进一步引导学生

学 习整理
,

从而得 出解决某一社会 问题的结

论
。 〔三〕

在改革的过程中
,

还会有更多的新办法和

新措施应运而生
。

只要是对大学生创造能力的

培养行之有效的
.

都可以试行
,

并在实践 中不

断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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