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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做完一件事总是会反思能否做到更好。指导研究生也是这样，每当学

生毕业时我就会反思某个学生的研究水平是否可以更高，导师今后如何更有效地

指导学生。 

作为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关键原则是把正确的科研价值观、研究选题的意义、

研究目标和基本思想传递给学生，在研究方案和技术路线上与学生进行研讨，经

过反复迭代达成可行的路线，从而取得有价值的科研成果，使学生在问题发现、

思路形成、实验方案优化、成果分析与总结等方面得到锻炼，最好是学生能在科

研价值观和科研方法论的指引下主动学习、求真探索，在与导师平等合作和共同

探讨下不断向科研目标接近并开拓新的研究问题与方向。 

可惜，我在科研思想指导这方面做的不够。自 2005 年开始带研究生以来，

我在遴选和指导学生方法上做过一些思考和探索，也付诸过努力，但实际过程和

结果都不如意。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宏观思想（包括科研价值观、目标和科研

方法）上的交流和沟通。指导思想不明，科研目标不清楚，定位不高，实际过程

中难免学术思路不开阔，因此即使学生和老师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难以取得

一流的科研成果。 

总之，今后导师需要更多地在科研目标、定位和科研方法上与学生进行交流、

指导。 

虽然我指导研究生不算很成功，我仍然要感谢我研究组所有的学生，你们都

很努力，在你们认识的范围内努力探索和实现新方法、新技术。你们完成的工作、

取得的成果对本研究组完成承担的科研任务、达成科研目标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一些学生的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论文被大量引用），一些学生的

成果在实际应用系统（包括我们自己的系统或社会上的应用）中被采用。有的学

生的研究成果（比如代码和数据库）被后来的研究生长期参考、使用，对我们的

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带动作用。 

博士生的研究工作，不管是学术研究还是应用研究，一定要有前瞻性，也就



是在 3-5年成果产出之后，在那时还是领先的或者至少是前沿的。如果瞄准目前

已经有很做人在做的问题或方法，则始终会处于被动，成果出来就已经落后了。

前瞻性的问题一定是本质性科学问题或挑战性技术难题，容易的问题已经有很多

人在做甚至可能已经解决了，轮不到你做。关于前瞻性的选题，很遗憾过去我也

认识不足，没能坚定地向学生灌输这个思想。 

有些学生可能在研究过程中没有意识到到你们工作的价值，现在可以回过头

来看一下，对照上面说的三类价值（学术影响、应用价值、对后来学生的带动作

用），相信你们已经清楚了自己选题的价值和工作的贡献。如果你们当初就能意

识到自己研究工作的价值，你们可能会在工作中更加投入，更加主动地学习，把

基础打得更牢，工作更加精益求精。 

我们在研究生阶段不仅学习专业知识、学习如何做科研，也学习如何做人。

做人做事的原则是一脉相承的，关键是认真、负责。认真不用说了。什么是负责，

就是把工作当成自己的事，想像一下你自己去承担最终的后果，意识到这点，你

就会工作过程中主动做好每一步。做人做事都会衡量付出和收获的关系，如何衡

量，一要看你注重短期收益还是长期收益，二是要看你注重什么样的收获。知识、

能力、做事方法态度、人脉的增长是最重要的，也是回报较慢、付出较多的收益。

我们要在人生和职业发展上走得更远，就要去追求这种长期的收益，也因此去主

动付出。 

人在做人做事中不断成长，而学生阶段、研究生阶段是最重要的奠基阶段，

你努力做的一切都会产生正回馈，你毕业时的水平和高度就是你职业发展的起点。

我希望你们每人都有一个高起点，在研究生阶段努力提升自己的高度。 

未来在职场和人生前路上，除了不断持续学习，我送给你们两句话：“做事

不急不躁，做人不卑不亢”。做事不急不躁隐含了认真负责，更重要的是不浮躁，

不被浮云干扰影响了自己的判断力和价值观，不忘记自己的初心。做人不卑不亢，

一方面不浮夸，不去追求过高的目标和不正当的利益，另一方面也不要过于低调，

不要委屈自己的才能和贡献，该表现的时候要表现，该主动的时候要主动。 

最后，祝每位毕业生在职场上不断成长、才能与贡献充分显示；生活上觅得

良伴，家庭与事业相得益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