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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论文写作与学术交流能力培养教改初探

王爱民

西华大学 电气与电子信息学院，四川 成都 610039

[摘 要]依据国家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以及学校研究生培养目标的具体要求，学院在研究生培养阶段重点关

注学生科学思维和表达能力的培养。为更好的实现这一目标，本课题拟基于《科技论文写作与学术交流》研究生课

程，通过课程教学改革，从口头表达、书面表达两个层面锻炼研究生发现问题、表达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训练

学生思维、语言、书面表达的逻辑性、严密性及条理性。课程以研究生培养为重心，以研究生参与的科研项目课题

为驱动，结合刊教融合、反转课堂、多媒体等多种教学模式，通过形成多元化的课程考核体系，引导学生开拓国际

视野，培养学生科学思维及全方面的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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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国家及社会对

研究生科技思维和英文运用水平有了更高要

求。2023年国家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年

科技人才培养和使用的若干措施》，提出引

导支持青年科技人才组织和参与国际学术交

流活动，讲好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故事、中

外科技合作故事，提升青年科技人才国际活

跃度和影响力[1]。这就要求学校在学生培养过

程中不仅加强其科研思维、创新能力的锻炼，

还应该加强学生英文科技论文写作水平及学

术交流技巧的训练[2]，以全面提高研究生科

研、表达能力，为国家输送复合型人才，更

好的服务国家战略发展要求，提升国家科技

影响力[3-5]。

研究生作为国家青年科技人才的后备

军，是科研、创新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因此

为响应国家号召，学校将科研能力、创新精

神、学术交流养等方面的培养纳入研究生培

养目标[6]。学院为积极响应国家及学校人才培

养政策，有针对性的开展了《科技论文写作

与学术交流》研究生课程，课程面向研究生

一年级学生，通过教师讲解科技论文撰写技

巧，并邀请高校、企业专家开展学术汇报，

以期望学生掌握撰写英文科技论文及学术汇

报的技巧。同时，课程通过结合课堂表现，

以考核学生科技论文撰写规范性作为主要评

分依据。然而，通过调查统计本学院学生在

研究生期间的科技论文、国际会议、学术汇

报等显性成果情况，并在与研究生导师深入

洽谈之后，发现研究生在英文科技论文撰写

与学术交流等方面还存在一定问题，主要表

现为书面表达缺乏逻辑性和严密性、学术汇

报主动性不足、学术汇报材料展示性较差等

问题。

对此，本课题提出基于构建多元化的课

程考核体系的科技论文写作与学术交流研究

生课程教学改革。通过在原有课程的基础上，

结合研究生参与的科研项目课题方向，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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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教、反转课堂、多媒体等多种教学模式，

通过形成多元化的课程考核体系，拟从口头

表达、书面两个层面锻炼研究生表达能力，

训练学生思维、语言、书面表达的逻辑性、

严密性及条理性，进而引导学生开拓国际视

野，培养学生科学思维及全方面的表达能力。

二、课程教学现状

科技论文写作与学术交流作为我校电气

专业研究生课程，每年接近 30名的本专业研

究生参加，课程主要结构如图 1 所示。课程

共包含理论授课和学术讲座 2 部分。课程整

体安排紧凑，缺乏充分的课堂互动，学生参

与感弱，在写作与学术交流方面仍停留在学

习、理解层面，缺乏实际的参与和体验。

图 1 目前课程结构

同时，我校该课程共计 16个课时，课时

整体偏少，由于授课课时并不富裕，在授课

时，授课内容选取偏重于讲解科技论文的英

语表达技巧、写作技巧等基础能容，虽然会

邀请高校、企业专家举办 1~2 次学术讲座，

但由于专家和学生更关注讲座内容，缺乏对

讲座技巧的讲解，学生对学术讲座的逻辑、

技巧理解不够深入。此外，课堂缺少对讲座

本身流程、步骤、环节的思考，不能深刻理

解掌握讲座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不能达到

对研究生科学思维和表达能力的训练目的。

加之研究生课程和科研任务较重，学生对课

程的重视不够，直接影响研究生首次科技论

文质量，以及在国际学术交流呈现效果。

此外，当前学校科技论文写作与学术交

流课题采用的中文授课，邀请的专家也是采

用中文进行学术汇报，考核方式主要是学生

围绕自己的研究防线，提交一篇中文科技论

文作为成绩依据，学生英文科技论文写作与

英文学术交流能力没有得到锻炼。长此以往

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信和表达能力的锻炼，

不利于研究生后续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活

动，不利于研究生学生进入职场后国际视野

的开拓，更有甚者将影响国际交流合作的顺

利开展。

三、课程教改思路

本课题认为抛开研究生的自身研究内

容，进行科技论文写作技巧学习难以达到学

生掌握的目的。一样的，参加学术交流报告

不等于学生掌握如何做学术报告，在一场学

术报告中，主持人、汇报人、听众各有自己

的职责，这些都是研究生应该全面了解掌握

的。同时，中文科技论文写作和学术交流不

等于英文学术交流，实用第二语言开展专业、

深入、逻辑严谨的课题汇报本身难度就更大。

因此，为锻炼学生思维、语言、书面表

达的逻辑性、严密性及条理性，本课题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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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表达、书面表达两个层面培养学生科学思

维及全方面的表达能力。通过在原有的课堂

学习和学术讲座的课程结构基础上，结合研

究生自身的科研课题，融合刊教、反转课堂、

多媒体等多种教学模式，形成全新的课程结

构如图 2 所示。在考核方式上，在原有课堂

表现、科技论文写作基础上，增加学术交流

表现，形成多元化考核结构体系。

图 2 改革后课程结构

全新的课程结构以学生培养为重心，更

加关注学生的参与过程，通过研究生亲身参

与，增加其英文运用、PPT 多媒体制作、口

头表达、图表表达、书面表达的全面训练。

在课程开展过程中，结合我校电气专业研究

方向类型，以相似研讨方向分为小组，以小

组为单位，开展小组学术交流。此外，考虑

开课班级人数较多，课时量较少的现状，设

置 5个研讨小组，每组设置 4-6名学生，以每

周 2 课时安排课程密度，每一部分课时及内

容安排分别如下：

（1）理论教学：为老师课堂教学环节，

共计 4个课时。3课时用于讲解科技论文写作

技巧，包含如何搜索文献资源、如何阅读文

献，如何总结归纳文献，以及科技论文结构，

各部分逻辑关系和中英文科技论文写作区别

等；1课时用于讲解学术讲座准备流程、主席、

主持人、汇报者的分工，汇报 PPT、汇报海

报制作及现场口头表达技巧及注意事项等，

并在此期间完成学术汇报小组分组工作。

（2）专家讲座：为邀请专家开展课堂学

术讲座环节，共计 2 课时。通过邀请高校、

企业专家，进行约 50-60分钟的学术汇报，汇

报包含教师对邀请专家的介绍、专家汇报、

汇报后提问等环节，特别要求同学以组为单

位，每组均需提出一个问题，向专家咨询讨

论，以挖掘学生的积极性。

（3）课下调研：学生以汇报小组为单位，

围绕小组方向，自主确定学会学术讲座题目，

并通过分组查询近 10年内的科技期刊、网络

资源、图书资源等，确定汇报具体内容；以

每位同学负责一部分研究内容为基础，每位

同学分别围绕各自内容制作 10-15 分钟左右

的全英文 PPT，并轮流作为主持人对汇报组

员进行介绍。

（4）学术交流：采用小组轮流方式，每

组同学汇报时常为 60分钟，其他小组提问交

流时间 20 分钟，教师点评 10 分钟；汇报及

提问探讨环节要求全英文脱稿，非汇报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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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以小组为单位不少于一个问题；由指导

教师就各个研讨组准备内容的广度、发言者

语言组织、团队配合进行点评和总结。

（5）科技论文：每位同学以及自己的汇

报内容为依据完成 3-4 页的文献综述性科论

文及主题海报。要求采用统一的期刊论文格

式，包含题目、摘要、关键字、引言、主要

内容、结论、参考文献等，要求逻辑流畅、

文字图表格式规范等。

（6）考核：考核主要包含三部分，分别

为课堂表现、学术汇报表现、科技论文及海

报呈现；考核分数比例设置为 20%，40%，

40%；其中课堂表现主要针对小组讨论环节，

涉及到小组同学提问及交流阶段语言逻辑

性，考核学生语言表达逻辑清晰性；学术汇

报包含个人整体精神面貌、口头表达、PPT

制作等的整体效果；科技论文和海报则重点

关注书面表达的规范性，文本语言逻辑性及

图片和表格的规范性、美观性等；老师依据

考核结果调整课程结构及理论授课内容，做

到教学正反馈。

四、应用案例

以课程学生人数 30人为例，按照研究生

导师科研项目的相似性分为 5 组，包含微电

网、高压绝缘、继电保护、故障诊断、电力

市场。阐述科技论文写作与学术交流能力培

养具体实施步骤。

首先，在课上教学环节，任课教师利用 4

个课时，讲解科技论文撰写技巧、注意事项，

学术讲座流程、注意事项。2课时邀请高校教

授，开展微电网控制与优化技术学术讲座，

10课时由 5个小组分别进行学术汇报讲座。

这里以“故障诊断”小组的学术汇报作为案

例。小组选择汇报的题目为《Research on fault

diagnosis method of power transformer（电力变

压器故障诊断方法研究）》，小组 6 名同学

分别为同学 A-E，共包含 6部分内容，如表 1

所示。

表 1 电力变压器故障诊断方法研究

汇报内容 同学

Fault diagnosis method of

transformer based on oil

chromatography

A

Transformer fault diagnosis

method based on ultrasonic

detection

B

Transformer fault diagnosis

method based on discharge detection
C

Transformer fault diagnosis

method based on vibration signal
D

Transformer fault diagnosis

based on frequency response

analysis

E

在汇报阶段，由同学 E 担任主席，介绍

本次汇报的主题，参与人员，并介绍同学 A

的个人情况，然后同学 A汇报；接下来依此

由前一名同学介绍后一名同学的个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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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同学汇报 10-15分钟；小组全部汇报结束

后，由老师主持，各个非汇报小组成员提问，

参加学术汇报讨论，时间为 20分钟；最后由

老师统计发言情况，点评学术讲座的 PPT、

语言逻辑、美观等情况，做出本次汇报的点

评，时间 10分钟。

通过课程教学改革尝试，不仅锻炼了学

生英文口头表达、书面表达及图表表达能力，

还进一步训练了学生搜索阅读文献、总结问

题、独立思考的能力，培养了学生思维、语

言、书面表达多方面的逻辑性、严密性及条

理性。真正做到以研究生为中心，引导学生

开拓国际视野，培养学生科学思维及全方面

的表达能力。

五、结语

本文提出研究生科技论文写作与学术交

流能力培养改革方法，该方法融合了大班授

课、小组研讨的课程优势，通过增加学生参

与环节，让学生充分理解掌握科技论文撰写

和学术交流的技巧和方法，不仅有助于加强

其科研思维，还有助于全面提高研究生科研、

表达能力，对学生建立终身学习意识具有重

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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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demand for compound talents and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s of graduate training objectives, the college pays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scientific thinking and expression ability in the graduate training stage.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goal, based on the graduate cours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aper Writing and Academic

Communication, this project intends to exercise the students' ability to find, express and solve

problems from the two levels of oral expression and written expression through the course teaching

reform, and train students' logic, rigor and organization of thinking, language and written expression.

The course focuses on graduate training, is driven by research projects in which graduate students

participate, combines multiple teaching modes such as journal teaching integration, classroom

reversal and multimedia, and forms a diversified course assessment system to guide students to open

up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nd cultivate students' scientific thinking and all-round expression

ability.

Key words: Thesis writing; academic communication; expression skills; scientific thinking;

teaching re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