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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科学研究培养人才角度来说，博士生的培养过程就是使

学生“在研究领域里，成为一个训练有素的专业研究者”的过

程［１］。长期以来，美国和德国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生物医学

ＰｈＤ培养模式，重视以多学科实验室轮转培养系统科研思维

和熟练实验技能，以其高质量培养和高水平科研产出，成为近

现代世界科技发展和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心。美国高校对研究

生的科研工作给予了极大重视，从准备阶段到具体选择，乃至

研究时限都有明确的要求［２］，实验室轮转为学生和导师提供了

相互了解的机会，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指导关系有利于学生的科

研和论文写作［３］，学生入学第一年即以必修环节完成数个实验

室的轮转训练，如匹兹堡大学［４］、霍普金斯大学［５］要求完成３

个实验室轮转训练，哈佛大学［６］则要求至少２个，加州大学戴

维斯分校微生物专业博士生课程中有一门轮换课程要求博士

生跟随４名不同的教师进行实验研究
［７］。在德国，实验室是进

行科学研究和科研训练的重要工具之一［８］，如慕尼黑工业大

学［９］医学与生命科学技术ＰｈＤ要求在３年培养过程中，至少

需完成３个实验室轮转训练。本课题组通过对国内外培养模

式的系统研究，提出以多学科实验室轮转训练培养科研能力，

开展了一系列的调研和分析，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训练体系。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以全国１１所综合大学和医科大学的５５０名研究

生导师、５５０名在读博士生和１１０名教育管理专家为对象进行

问卷调研，共计１２１０人。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设计调研问卷　针对当前科研训练情况、培训途径及

实验室轮转时间、数量、方式等９个方面，设计研究生导师、在

读博士生和教育教学管理专家３类人群问卷，问卷内容一致，

仅是调研对象的区别。

１．２．２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

料用率表示，比较用χ
２ 检验，显著性水准α＝０．０５，以犘＜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与分析

回收研究生导师问卷４３０份，有效问卷４１７份；在读博士

生调研问卷５１３份，有效问卷４６１份；教育管理专家问卷９９

份，有效问卷９３份。总体有效回收率８０．２５％。

２．１　当前我国生物医学博士研究生科研培训情况　４４．７％被

调查者认为 “一般”，有３６．１％的被调查者认为“不足”，总体达

到８０．８％，见表１。

２．２　科研能力培养途径　科研能力培养应主要通过“实验室

轮转训练”、“导师指导”和“专项学习”三种方式，见表２。

２．３　实验室轮转训练的必要性　８２．４％的被调查人群认为有

必要开设实验室轮转训练，见表３。

表１　　当前我国生物医学博士研究生科研能力培训情况［狀（％）］

内容 非常充分 充分 一般 不足 非常不足 χ
２ 犘

研究生导师 １３（３．１） ６３（１５．１） １４９（３５．７） １６３（３９．１） ２９（７．０） ５８．５８２ ０．０００

在读博士生 ２（０．４） １８（３．９） ２４５（５３．１） １５７（３４．１） ３９（８．５）

教育管理专家 ３（３．２） ８（８．６） ４０（４３．０） ３１（３３．３） １１（１１．８）

总体 １８（１．９） ８９（９．２） ４３４（４４．７） ３５１（３６．１） ７９（８．１）

表２　　科研能力培训途径［狀（％）］

内容 轮转训练 专项学习 理论学习 参观见学 导师指导 学长带教 χ
２ 犘

研究生导师 ２６３（２９．９） ２１７（２４．７） ６３（７．２） ７９（９．０） ２２９（２６．０） ２９（３．３） １７６．２６４ ０．０００

在读博士生 ３７３（１９．７） ３３２（１７．６） ２０７（１１．０） ３１３（１６．６） ３８３（２０．３） ２８１（１４．９）

教育管理专家 ６６（２１．０） ５９（１８．７） ５５（１７．５） ３３（１０．５） ６３（２０．０） ３９（１２．４）

总体 ７０２（２２．８） ６０８（１９．７） ３２５（１０．５） ４２５（１３．８） ６７５（２１．９） ３４９（１１．３）

表３　　开设实验室轮转训练的必要性［狀（％）］

内容 有必要 没有必要 χ
２ 犘

研究生导师 ３２９（７８．９） ８８（２１．１） ７．６１７ ０．０２２

在读博士生 ３９６（８５．９） ６５（１４．１）

教育管理专家 ７５（８０．６） １８（１９．４）

总体 ８００（８２．４） １７１（１７．６）

２．４　实验室轮转训练数量　（１）硕士毕业后攻读博士学位研

究生。３９．０％和３４．０％的被调查人群支持硕士毕业后攻读博

士学位研究生轮转２或３个实验室（表４）。（２）本科毕业后直

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４５．４％被调查人群认为本科毕业后

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应轮转３个实验室（表５）。

２．５　实验室轮转训练范围　（１）硕士毕业后攻读博士学位研

究生。３１．５％被调查人群认为“不限定学科”，２９．４％的被调查

者认为应“跨一级学科”，合计达６０．９％（表６）。（２）本科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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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硕士毕业后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实验室轮转训练数量［狀（％）］

内容 １个 ２个 ３个 ４个 ５个 χ
２ 犘

研究生导师 ８１（２４．６） １５５（４７．１） ６３（１９．１） ３０（９．１） ０（０．０） １９０．７８５ ０．０００

在读博士生 ０（０．０） １２３（３１．１） １８６（４７．０） ４８（１２．１） ３９（９．８）

教育管理专家 １１（１４．７） ３４（４５．３） ２３（３０．７） ７（９．３） ０（０．０）

总体 ９２（１１．５） ３１２（３９．０） ２７２（３４．０） ８５（１０．６） ３９（４．９）

表５　　本科毕业后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实验室轮转训练数量［狀（％）］

内容 １个 ２个 ３个 ４个 ５个 χ
２ 犘

研究生导师 １６（４．９） ８９（２７．１） １４８（４５．０） ４３（１３．１） ３３（１０．０） ４８．０１０ ０．０００

在读博士生 ０（０．０） ７１（１７．９） １７９（４５．２） ８７（２２．０） ５９（１４．９）

教育管理专家 ４（５．３） ５（６．７） ３６（４８．０） １９（２５．３） １１（１４．７）

总体 ２０（２．５） １６５（２０．６） ３６３（４５．４） １４９（１８．６） １０３（１２．９）

表６　　硕士毕业后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实验室轮转范围［狀（％）］

内容 本研究方向 二级学科范围 一级学科范围 跨一级学科 不限定学科 χ
２ 犘

研究生导师 ３２（９．７） ３０（９．１） １１５（３５．０） １０９（３３．１） ４３（１３．１） １０５．９２４ ０．０００

在读博士生 ２４（６．１） ３６（９．１） ５９（１４．９） １０７（２７．０） １７０（４２．９）

教育管理专家 ４（５．３） ５（６．７） ８（１０．７） １９（２５．３） ３９（５２．０）

总体 ６０（７．５） ７１（８．９） １８２（２２．８） ２３５（２９．４） ２５２（３１．５）

表７　　本科毕业后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实验室轮转范围［狀（％）］

内容 本研究方向 二级学科范围 一级学科范围 跨一级学科 不限定学科 χ
２ 犘

研究生导师 １０（３．０） ３９（１１．９） １８８（５７．１） ５９（１７．９） ３３（１０．０） ５３．８３３ ０．０００

在读博士生 ２７（６．８） ３２（８．１） １３９（３５．１） １１５（２９．０） ８３（２１．０）

教育管理专家 ４（５．３） ６（８．０） ３２（４２．７） ２５（３３．３） ８（１０．７）

总体 ４１（５．１） ７７（９．６） ３５９（４４．９） １９９（２４．９） １２４（１５．５）

表８　　实验室轮转训练时间［狀（％）］

内容 １个月 １．５个月 ２个月 ２．５个月 ３个月 χ
２ 犘

研究生导师 １０２（３１．０） ３９（１１．９） ７６（２３．１） ２３（７．０） ８９（２７．１） ７５．８７２ ０．０００

在读博士生 ３６（９．１） ５９（１４．９） １６２（４０．９） ２８（７．１） １１１（２８．０）

教育管理专家 ５（６．７） ８（１０．７） ２９（３８．７） ５（６．７） ２８（３７．３）

总体 １４３（１７．９） １０６（１３．３） ２６７（３３．４） ５６（７．０） ２２８（２８．５）

后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４４．９％被调查人群认为应在“一

级学科范围”内轮转（表７）。

２．６　实验室轮转训练时间　主要集中在“２个月”和“３个月”，

见表８。

２．７　实验室轮转训练内容　主要集中在“定向学习专项技术”

和“直接参加课题研究”，见表９。

表９　　实验室轮转训练内容［狀（％）］

内容
直接参加

课题研究

独立设计

项目

定向学习

专项技术 χ
２ 犘

研究生导师 ８９（２７．１） ３９（１１．９） ２０１（６１．１）２２．９７２０．０００

在读博士生 １２３（３１．１） ７９（１９．９） １９４（４９．０）

教育管理专家 ３５（４６．７） ９（１２．０） ３１（４１．３）

总体 ２４７（３０．９） １２７（１５．９） ４２６（５３．３）

２．８　实验室轮转训练带教方式　带教方式主要集中在“教师

带教”和“学长带教”上，见表１０。

表１０　　实验室轮转训练带教方式［狀（％）］

内容 教师带教 学长带教 参观学习 χ
２ 犘

研究生导师 ２２１（６７．２） ９２（２８．０） １６（４．９） ４５．０７００．０００

在读博士生 １７８（４４．９） １７０（４２．９） ４８（１２．１）

教育管理专家 ５３（７０．７） １７（２２．７） ５（６．７）

总体 ４５２（５６．５） ２７９（３４．９） ６９（８．６）

２．９　实验室轮转训练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主要集中在“总结

报告”和“学术论文”上，“操作演示”和“综合答辩”也占有一定

比重，见表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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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实验室轮转训练考核方式［狀（％）］

内容 学术论文 总结报告 闭卷考试 综合答辩 操作演示 不考核 χ
２ 犘

研究生导师 １０６（３２．２） １２８（３８．９） ０（０．０） ４９（１４．９） １０（３．０） ３６（１０．９） １３４．００５ ０．０００

在读博士生 ４４（１１．１） １４７（３７．１） ０（０．０） ４８（１２．１） １１１（２８．０） ４６（１１．６）

教育管理专家 １６（２１．３） ３１（４１．３） ０（０．０） ２２（２９．３） ６（８．０） ０（０．０）

总体 １６６（２０．８） ３０６（３８．３） ０（０．０） １１９（１４．９） １２７（１５．９） ８２（１０．３）

３　讨　　论

３．１　实验室轮转训练应作为博士生科研能力培养的主要途径

　美国ＰｈＤ教育是培养学生亲自发现事物能力的过程，德国

培养目标是在科学知识和实践能力方面都合格的医学人

才［１０］。从文献和问卷调研结果看，当前我国生物医学硕士、博

士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培养相对不足，有必要借鉴美国、德国培

养模式成功经验，在现有培养过程中增设“实验室轮转训练”培

养环节。

３．２　实验室轮转训练的组织实施

３．２．１　实验室轮转数量　硕士毕业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具

备一定的科研能力，可结合课题研究不限定学科选择２３个实

验室进行训练或专项技术学习，以扩充知识面和掌握更多实验

技能。本科毕业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如硕博连读、直

接攻博等，没有经过系统科研训练，可限定在一级学科范围内

选择３个实验室进行轮转训练和专项技术学习，突出专项实验

技术学习和科研能力训练以及科研思维培养。

３．２．２　实验室轮转时间　每个实验室轮转１个月，可根据需

要增加至２～３个月。

３．２．３　实验室轮转内容　可直接参与轮转实验室的课题研究

或针对某实验技术进行专项学习，由指定教师、技术员或高年

资研究生带教。

３．２．４　实验室轮转考核　结合轮转训练内容组织一定形式的

考核，如撰写学术论文、总结报告或专项技术操作演示，轮转时

间较长的实验室（如３个月）则可采取综合答辩的形式考核。

通过实验室轮转，博士生不仅可以尽快熟悉科研环境，与

不同导师接触中甄选研究方向，更重要的是培养系统完整科研

思维和熟练实验技能，奠定良好科研基础，最大程度避免科研

道路上浪费时间和走弯路。同时博士生亲自进行实验操作实

践，更有利于培养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灵感和科研

能力，极大提高培养质量和科研成果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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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教育·

军医大学临床医学本科学员学习动机的调查

马　丹
１，齐德广２△，杨　桦

１，陈国庆１

（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１．普通外科；２．医教部，重庆４０００３７）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８３４８．２０１３．１２．０４５ 文献标识码：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３４８（２０１３）１２１４３００３

　　学习动机是学生学习的动力，正确而强烈的学习动机是保

证学好的前提。研究学生的学习动机既是教育心理学的任务，

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需要。调查和剖析当前军医大学学员学习

动机，对提高新形势下提高军医大学人才培养质量有重要意义。

１　对象与方法

以某军医大学临床医学５年制本科多个年级学员进行问

卷调查。共发放问卷调查表１０６３份，收回有效调查表１００６

份，其中一年级２９５人，二年级２６０人，三年级１８８人，四年级

２６３人，男性９１６人，女性９０人，年龄１５～２８岁，平均（２０．３±

１．３）岁。

２　结　　果

上大学的驱动因素：高中毕业延续（２．４９％）；老师和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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