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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高层次青年科技人才的几点体会

吴持恭

( 四川联合大学高速水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

成都 6 1 0 0 6 5)

我是 原成都科技大学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学科的学术带头人
,

自 1 9 6 5 年开始招收研究

生
,

1 9 8 1年被批准为首批博士生导师
。

至今我 自己亲 自培养博士生 13 人
,

已授予博士学位 10

人
。

其中一人获中国科协青年科技奖
,

一人获得
“

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
”
的光荣

称号
,

二人获省部级奖励
,

还为清华大学
、

中国科技大学
、

上海交通大学输送博士后各一名
,

为

高等学校输送了一批高层次科技人才
。

他们当中除从事博士后科研工作没有期满者外
,

已全部

破格提升为高级职称
。

他们提升为高级职称时
,

年龄都在 30 岁左右
,

基础好
、

科研能力强
,

工作

干劲大
,

是一批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的后备力量
。

经过十多年的实践
,

我对培养高层次青年科技

人才
,

有以下几点体会
:

( 1) 对青年科技人才最重要的是培养思维能力和创新精神
。

我为博士生开课时或课外讨

论学术间题时
,

总是用 自己过去的研究成果来说明思考方法和理论形成过程
,

用具体实例来引

导和培养他们的思维能力和创新精神
。

并指 出要想在学术上有所前进
、

有所创新
,

很重要的一

点是敢于独立思考
,

能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

跟着别人走
,

再好的成果也只能说是用别人理

论和方法做了一个
“
习题

” ,

不可能有所创新
。

所以我培养的博士生
,

思想比较活跃
,

在学术上不

受传统思想束缚
,

都能做出有创新性的成果
。

一位受奖的博士生在记者采访时说
: “

我能取得这

个成绩是导师交给我一把金钥匙
。

吴持恭教授是我做硕
、

博士研究生的导师
,

六年来
,

我多次聆

听他的学术思想和研究艺术
,

乃至他每一学术成果的思考方法和理论形式过程
,

这如同给了我

一把通向智慧宫殿的金钥匙
” 。

( 2) 与各种基金项 目相结合是培养青年科技人才的有力保证
。

研究生经费很少
,

要搞数值

计算就不能做模型实验
,

要做模型实验就不能搞数值计算
,

对研究生不能进行全面训练
。

研究

生学位论文与基金项 目相结合
:

一方面科研经费有保证
;
还可增强研究生的责任感

; 因为基金

项目都是各学科研究的前沿课题
,

又可以提高学位论文的质量和水平
。

所以与各种基金项 目相

结合是培养研究生的有力保证
。

1 9 8 5 年以来
,

我共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 项 (其中一项

是重点项 目 )
、

博士点基金 2 项
,

此外还有攻关项 目
。

10 个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有 5 个是结

合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来培养的
。

现在在读的 3 个博士生中有 2个是带了所在单位的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来做学位论文 的
。

( 3) 要寓思想工作于谈心之中
。

我和研究生见面时
,

既讨论学术问题
,

又促膝谈心
,

发现有

什么思想 问题
,

就及时帮助解决
。

例如
,

有一次一个博士生说
,

领导要他担任研究生党支部书

记
,

他有些顾虑
,

怕影响业务学习
。

我就告诉他
,

一个人干任何工作
,

都是要依靠大家共同合作

和配合才能完成的
,

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单有业务知识是不够的
,

还必须有一定的组织领导能

力
,

担任支部书记
,

正是对你组织领导能力的培养
。

以后这个支部被评为先进党支部
。

学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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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工作过程中会出现各式各样思想
,

要及时给予支持和鼓励
。

当发现在科研上有新的苗头或

进展时
,

要加以肯定和鼓励
,

并提出更高要求
; 当他们科研工作遇到困难时

,

容易产生畏难情

绪
,

就要给予具体指导
,

与他们共同分析讨论
,

并指出
:

科学上没有平坦道路
,

愈是重大课题
,

难

度就愈大
,

要有攀登高峰的雄心壮志
,

只要坚持下去
,

就能突破
; 当深入研究到某一阶段时

,

学

生往往会废寝忘食
。

我对他们说
,

这说明你已钻进去了
,

这是突破前的正常现象
,

一旦突破了
,

你会感到
“

其乐无穷
” ,

这种滋味只有付出艰苦劳动 的人才能尝到
,

并提醒他们应当适 当注意

身体
,

增加一些营养
。

导师是最受研究生的尊敬和信任的
,

只要能与学生互相尊重
,

互相信任
,

寓思想工作于谈

心之中
,

导师是最有条件发挥教书育人作用的
。

( 4) 创造条件和机会
,

大力支持他们在学术上开花结果
。

博士研究生和刚留校青年博士一

般都怕评不上
,

不愿主动申请国家对青年科技人员设立的各种奖励
。

导师对他们研究成果的水

平了解最清楚
,

应主动鼓励和支持他们提出申请
,

并为他们推荐
。

我培养的几个博士生获奖都

是这样取得的
,

甚至有的因本人出差而 由我代为填写申请表
。

对博士研究生和刚留校的青年博

士
,

因为他们 自己没有科研经费
,

我都鼓励他们把研究成果写成论文
,

去参加在 国内召开的国

际会议
、

全国性会议或投寄国内著名刊物上去发表
。

会务费
、

资料费
、

旅差费及发表论文版面费

等均 由我提供
。

我所有节余的科研经费都没有上交提成
,

全部留作支持博士生和刚留校工作的

青年博士参加学术交流和发表论文的费用
。

改革开放以来
,

中央领导经常指出
: “
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把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

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 , “

科学技术人员是新的生产力的开拓者
,

发展教

育是科技进步的基础
” 。

党和国家对科学技术
、

科技人员
,

对教育事业是如此地重视
,

认识是如

此的深刻
,

使我充分认识到了自己的历史责任
。

我今年 已 78 岁
,

在有生之年
,

我还要在培养高

层次青年科技人才方面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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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基金资助下成长

顾晓松
`

( 南通医学院
,

南通 2 2 6 0 0 1 )

我 1 9 8。 年毕业于江苏省南通医学院
。

1 9 8 3一 1 98 7年在南通医学院攻读研究生时期
,

正逢

出国潮起
,

许多在校的和毕业的大学生以多种途径踏出国门
。

我立志
:

一定要在国内干出成绩
,

` 1 9 94 年度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