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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更需要具备良好科研素质与科研能

力的人才。从高等院校教育教学实践来看，大学生

科研水平与素质培养已经成为当前高校教育实践

活动的主流［1］。本科生参与科研是促进教学与科研

有机结合的有效途径，对于提升教学质量、培养高

素质创新人才具有重要意义。从就业市场来看，具

备科研能力素质的毕业生更容易获得用人单位的

青睐，就业率明显高于本科阶段没有参加科研活动

的毕业生［2］。为了解本科生的科研状况，提高本科

生的科研素质，本研究对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本科生

的科研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其科研能力上存在的问

题，对本科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和提升提出针对性的

建议。

一、对象和方法

（一）研究对象

以南京医科大学 2014—2017级公共事业管理

专业本科生为调查对象，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开

展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437份，回收有效问卷393份，

有效回收率为89.9%。

（二）研究方法

在查阅分析相关文献资料基础上，课题组自行

设计调查问卷，涉及被调查者基本信息、参与科研

的意愿和目的、基本的科研素养水平及影响学生科

研能力的因素等内容。

（三）统计学方法

调查对象签署知情同意书后，由经统一培训的

调查员访谈时发放问卷，填完后当场收回。应用

EpiData 3.0 建立数据库并进行数据录入，使用

SPSS20.0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频率描

述。对于本科生科研能力采取评分制，然后通过回

归分析观察自评分和本科生基本情况的关系。

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 果

（一）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本科生基本情况

以该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393名学生作为研

究对象，其中男生 28.5%，女生 71.5%。大学一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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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四年级学生占比分别是 24.2%、23.9%、26.2%和

25.7%。卫生事业管理、卫生法学、医药贸易专业方

向比例为71.0%、4.8%、24.2%。

（二）公共事业管理本科生参与科研的目的

调查本科生参与科研的目的，排在前三位的分

别是：提高科研能力、获得就业优势和完成科研任

务，分别占29.8%、14.0%和13.0%（表1）。

参与科研的目的
提高科研能力
获得就业优势
完成科研任务
获得知识
热爱科研
不清楚
获得报酬或奖学金

人数（人）
117
055
051
050
048
044
028

构成比（%）
29.8
14.0
13.0
12.7
12.2
11.2
07.1

表1 本科生参加科研的目的

（三）导师对其科研指导情况

本科生反映导师对自己科研的指导情况方面，

指导文献检索和阅读的较多，占47.3%，其次是指导

论文写作和科研项目，分别占 22.4%和 19.3%，学术

讲座占11.0%。

（四）学院指导和学术交流情况

在进行科研活动和项目过程中，60.2%的本科生

表示学院及学校经常举办学术讲座，46.7%的本科生

表示学校及学院对如何使用科研资源有专门的培训

或指导，46.7%的本科生表示自己常常从身边同学或

老师那里得到学术帮助，45.3%的本科生认为本专业

开设的科研课程具有较强的指导性与实用性，26.8%
的本科生表示同学之间经常谈论学术问题。

（五）公共事业管理本科生的科研能力现状

1. 科研能力自评情况

本科生的科研能力自评结果显示，本科生能够掌

握的科研能力中排名前三位的项目分别是检索专业

文献、对文献进行分析和使用数据，分别占 91.8%、

79.6%和78.3%。自评中没有掌握的内容主要是不会

使用量表、不会制定科研计划和不会进行科研设计，

分别占49.7.%、40.3%和39.7%。（表2）。
2. 科研能力自评结果的影响因素

将自评分 0~2.5分赋值为 0，2.5~5分赋值为 1，

以自评结果为因变量，性别、年级、专业、参加项目

层次和数量、导师的指导次数为自变量（赋值情况

见表3），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年级、专

业、参加项目层次和数量因素对本科生的科研能力

自评分具有显著影响。其中，与大四学生相比，大

二学生的科研能力自评分更低；与卫生事业管理专

业的学生相比，卫生法学的学术自评分更高；与没

有参加项目或者不清楚的学生相比，参加项目很

多、层次很高的学生和参加项目层次高、但数量不

多或参加项目数量多、但层次不高的学生得分更高

（表4）。

自变量

性别

年级
专业

参加项目层次和数量

赋值说明
男：1，女：2
大一：1，大二：2，大三：3，大四：4
卫生事业管理：1，卫生法学：2，
医药贸易：3
项目很多、层次很高：1，项目层
次高但数量不多或项目数量多
但层次不高：2，没有项目：3

表3 变量赋值表

科研能力自评量表
检索专业文献
对文献进行分析
进行科研选题
提出研究假设
选择合适的理论依据
使用合适的方法选择研究对象
进行科研设计
制定科研计划
使用量表
使用数据
分析和处理数据资料
发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用掌握的知识分析科研问题
找到恰当的方法解决科研问题
准确地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
快速地领会别人的学术观点
与他人交流时，提出不同的

科研观点

合计
91.8
79.6
67.4
66.9
62.1
63.3
60.3
59.7
50.3
78.3
71.9
73.5
73.0
68.6
73.3
76.8
72.3

大一
77.9
58.9
51.6
55.8
61.1
64.2
46.3
45.3
41.1
70.5
66.3
69.5
67.4
67.4
72.6
74.7
76.8

大二
96.8
79.6
67.0
67.0
73.1
69.1
61.7
62.8
50.0
74.5
62.8
63.8
59.6
57.4
67.0
73.4
56.4

大三
92.2
81.6
67.0
61.2
67.6
68.0
56.3
53.9
47.6
73.3
62.7
71.8
72.8
67.0
68.0
72.8
73.6

大四
100.0
97.0
83.2
83.2
86.0
91.1
76.2
76.2
62.0
94.1
95.0
88.1
91.1
82.0
85.1
86.1
81.2

表2 本科生的科研能力自评 （%）

因素
性别（对照：男）

女
年级（对照：大四）

大一
大二
大三

专业（对照：卫生事业管理）
卫生法学
医药贸易

参加项目层次和数量（对照=没有项目或不清楚）
项目很多、层次很高
项目层次高但数量不多或项目数量多但层次不高

B
-0.021
-0.590-0.281-0.251
-1.971-0.126
-0.641-0.820

S.E
0.275
0.3700.4040.348
0.5910.282
0.2990.265

Wals
0.006
2.5444.8140.000

11.1300.198
4.5169.560

P值

0.938
0.1110.0280.992
0.0010.656
0.0320.002

Exp（B）
1.022
1.8040.4120.997
7.1781.134
1.8992.270

表4 本科生科研能力自评的影响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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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影响本科生科研能力提高的因素

影响本科生科研能力提高的主观因素主要是

科研基础差、科研能力不强，科研信心不足和对科

研缺乏正确认识，分别占 55.7%、43.0%和 31.3%。

影响本科生科研能力提高的客观因素主要是科研

环境与学术氛围欠佳，科研激励措施不完善，本科

生科研经费不足和导师指导不够，分别占 42.7%、

28.0%、24.9%和24.9%（表5）。

影响因素

主观因素
基础差、科研能力不强
科研信心不足
对科研缺乏正确认识
意志薄弱、毅力不强
缺乏兴趣
缺乏理想、信念与抱负
动机不纯，带功利色彩
其他

客观因素
科研环境与学术氛围欠佳
科研激励措施不完善
本科生科研经费不足
导师指导不够
科研硬件条件差
综合素质测评不科学
学校和学院不重视
科研成果评价机制不健全
其他

人数（人）

219
169
123
122
108
058
040
021

168
110
098
098
095
073
069
068
025

构成比（%）

55.7
43.0
31.3
31.0
27.5
14.8
10.2
05.3

42.7
28.0
24.9
24.9
24.2
18.6
17.6
17.3
06.4

表5 影响本科生科研能力提高的因素

三、讨 论

（一）本科生从事科研的主要目的

调查发现，在当下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大学教

育体制下，许多本科生对科研目的认识不足。本科

生参加科研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提高科研能力，获得

就业优势和完成科研任务，还有7.1%的本科生是为

了获得报酬或奖学金，参加科研存在一定功利性。

近年来为了支持本科生的科研能力发展和创新活

动，国家和高校为本科生搭建了一些平台，例如大

学生创新计划、挑战杯等项目。学生参与这些项

目，科研能力得到了锻炼。

（二）本科生参与科研活动意愿较高，但实践不多

半数以上的学生对自己从事的研究很感兴趣

或愿意参加科研活动，学院和导师也会举办学术

讲座来提高本科生的科研兴趣，大部分本科生认

为本专业开设的科研课程具有较强的指导性与实

用性。然而虽然学生可能接触部分科研知识，但

是对科研活动缺乏整体了解和掌握，可以承担的

科研任务较少，导致部分学生希望参与科研却缺

少机会。

（三）本科生科研能力受年级和参加项目层次

的影响

调查表明，本科生的科研能力自评情况在不同

年级和参加项目层次上具有差异，高年级学生对科

研活动更加了解，低年级学生基本只掌握检索专业

文献、对专业文献进行分析和使用数据等操作，高

年级学生希望了解如何制定科研计划和开展科研

设计、如何选题、寻找理论依据和使用量表等。此

外，科研项目的层次也影响学生的科研能力，学生

在层次更高的项目中有更多的收获，从而获得更强

的科研能力。

（四）影响本科生科研能力的主观因素

调查显示，科研基础差、科研能力不强和科研

信心不足是影响本科生科研能力的主要主观因素，

55.7%的本科生认为科研基础差主要表现为文献获

取与提取信息能力、科研思维和科研实践能力不足。

大部分本科生没有意识到科研能力和思维能力、工作

能力的养成息息相关。部分本科生的专业知识不扎

实，科研经验不足，无法独立开展科研项目。

（五）影响本科生科研能力的客观因素

影响本科生科研能力的客观因素主要是科研

环境与学术氛围欠佳，科研激励措施不完善，本科

生科研经费不足和导师指导不够。当下高校普遍

面临经费不足、师资缺乏等问题，导师带教时间和精

力有限，导致了本科生科研项目偏少，部分学生即使

有兴趣，也没有机会参与科研项目，锻炼和提升自己

的科研能力。还有一些导师对专业知识的教学更加

注重，相对忽视了对本科生科研能力的培养。

四、对策及建议

（一）提高本科生参与科研活动的主动性，树立

正确的科研价值观

为提高大学生整体科研能力，促进大学生参与

科研的主动性，学校可以搭建一个学生交流和学习

的平台，也可以通过研究生带动本科生，研究生对

本科生进行科研指导，利用研究生教育的优势，反

哺本科教育，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3］，这样不但可以

训练本科生的科研基础技能，也可以拓宽其视野。

同时，应先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科研价值观，脚踏

实地地学习，避免产生急功近利的思想，培养其严

谨实干的科研态度。

（二）教导和实践并行，增加本科生的科研实践

机会

相关研究显示我国高校更加重视理论知识教

育，缺乏实践，高校没有真正的训练基地［4］。应该调

整现有以讲授为主的教学方式，将研究和讨论作为

课程主要教学方法，对学生的研究意识进行教学和

培养。同时，将科研计划作为一门必修课列入到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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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为大学本科参与科研训练创造条件，调动参

与科研的积极性［5］。通过教师言传身教，用实际行

动去说明问题，培养学生动手操作能力。同时在公

共事业管理教学中，增设综合性试验和调查，让本

科生对医疗卫生行业进行实地调查，通过学生自己

主动查阅文献资料，设计试验和调查方案，开展现

场调查，撰写实验报告，让学生独立完成任务，充分

发挥学生的创新思维，增加本科生的综合观察能力

和思维能力。

（三）教学与科研结合，培训本科生科研设计和

方法应用

多数本科生的专业知识不够全面，选题立意不够

合理，科研计划书可行性较低，创新思维不足。因此

在低年级教学时，高校、学院便可以结合当前所接触

的科研项目，启发学生思维，等到高年级之后，学院可

以为每一位学生安排导师进行科研能力培养，对科研

设计和科研方法进行进一步的教学和培训，借助科研

实例分析，推行启发式和讨论式教学，培养学生探索

精神［6］，进一步增加学生参与研究的能力。

（四）加大本科生的科研投入，保障本科生科研

能力的持续发展

高校可以在各项科研比赛和项目中，设立供大

学生进行科学研究的专项经费，对有潜在发展前景

的学生项目进行资助。也可以引入基金赞助来支

持本科生开展科研。可整合、利用校内外各种资

源，完善实验室对学生的开放制度，以满足学生对

实验场所和仪器的需要［7］，有利于保障本科生科研

开展的持续性，做到良性发展。

（五）完善本科生导师制的带教机制，激励导师

提升带教效果

导师不仅承担教学任务，还承担着科研任务。

因此可以完善导师带教的培养和激励制度，按照一

对一或一对多的方式，明确导师带教的任务目标，

鼓励导师安排学生参与科研锻炼，使学生在导师的

指导下有方向、有目的地进行科研训练，使本科生

的科研活动更加专业化和规范化，也使导师能根据

学生的实际情况提供针对性训练。

综上所述，由于本科生的个体差异性和我国医

学院校办学水平不同，决定了本科生科研能力的培

养模式不会拘泥于单一办法。本科生科研能力的

培养需要形成一个行之有效的体系，循序渐进、由

浅入深地在实践中逐步提升［8］。同时社会发展也决

定了这些模式随着时间进步。因此，高校、教师均

需要采取有效的方法，完善本科生科研制度，促进

大学生科学研究的发展，真正提高本科生的科研能

力。对于本科生科研水平的培养可以使本科生在

日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同时也是高校不断发

展和进步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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