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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是怎样炼成的》

内容概要

教授的学术基本功源于其研究生期间所经历的严格学术训练。本书关心的是：研究生如果想在不久的
将来成功地获取教授职位，他们在读期间应如何培养科研能力。 本书探讨的是研究生教育中的典型问
题，它对于高校领导、院系教师和研究生本人都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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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Donald H. Wulff 是华盛顿大学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生院副院长.Ann E. Austin 是密歇根州立大学
教育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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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的范式　　我想，我们并不能够在“积极行动的博士”计划的几个关键要点中做轻重之分，因
为它们每一个——合作、范式、实践、人员——都包含了其他几个因素。比如，新范式的问题又涉及
在真正意义上推进富于创新精神的学术和在保留学科严格性前提下展开跨学科合作的问题。而且，这
个问题也与我们刚才探讨的合作问题紧密相关，因为学术的性质关键取决于合作各方的延伸与进入的
机会（正是因此，它还应该涉及以新的实践方式进行的知识的传授与运用。）我现在要专门谈一谈从
学术本身出发的学术选择问题。　　许多博士教育改革似乎都将学术研究看成是压倒其他考虑的“邪
恶帝国”。实际上，并不需要对如下事实感到歉疚，即学术就是博士研究生教育的灵魂。在博土研究
生教育中，因兴趣而激动的人获准把兴趣发挥到极点，或者献身于神话，也或者孜孜以求为了使我们
的世界更可居住和更丰富多彩而努力。学术也包含教学的内容而教学本身也应当属于学术，如果教学
最终为的是给发现提供策略的话。通过学术，我们抵挡黑夜的侵袭。没有研究，那么博士文凭也只是
装点门面的东西。凡是有可能削弱学生对本学科热情的任何事物都是应予拒绝的——不管它是什么，
或出于什么目的。　　我们坚决反对削弱学术兴趣。而学术兴趣也可以因学术新范式的出现、更开放
的学术理念以及学术理念的扩展而得到激发。我们能学会布鲁斯，阿尔伯茨（Bruce Alberts）明确地指
出的“深入钻研，扩展深度和广度”吗？正如“重构博士学位设想”计划的总结报告中所援引的一位
商界领导说的：“问题在于人们的印象是，进入狭窄和深入的研究领域才是博士研究的本质，而且这
种本质真的必须是批判性和原创性的，研究应该与我们切身相关。我们所需要的正是那种敢于进行思
想冒险的人。”　　（Nyquist&Woodford， 2000，p.27）在要求学术成为知识经济的同时，一些博士
研究生教育的批评者忽视了对学术实践方式的质疑。就学术和研究训练而言，并不是与之相关的所有
事情都是运行良好的。相反，“积极行动的博士”计划则要质询：在每个学科中，在各个学科之间，
什么才能激发起富于创新性的学术？而什么往往会阻碍或扼杀这种学术？　　为了获得答案，每个学
科都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进行工作，必须努力搞清楚本学科的实践方式与其说取决于学科性质不如
说取决于选择问题。每个学科都有其自身的“人类学”，它只有在与其他“学科部落”的关系之中才
能看清自身并形成自我理解。例如，当我们对指导方式的两种极端进行考察的时候——一个极端是人
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某个学科，导师指导博士生写作论文，往往一个月才见学生一次，而另一个极端
是工程实验室和科学学科的情况，导师往往每天都和他们的学生打交道——这时我们要让这两个极端
看到不同的可能性，让它们学会重新审视自身，一方面了解到在人文学科中对博士论文写作过程持放
任自流的态度将会造成何种危险，另一方面也要让工程实验室的科学家了解他们的做法将在何种程度
上限制和束缚学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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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下一代的学院和大学教师将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本书对这些挑战做出了回应，并就研究生教育
在新一代教师培养方面所应做的工作提出了具有远见的分析。　　——奥兰多·泰勒　　哈佛大学研
究生院副教务长　　本书综合了研究生教育研究的诸多成果，并以实例说明了研究生教育的众多优秀
实践模式。本书必将为研究生教育的研究、实践和政策制定提供有益的启发。　　——玛丽·索辛奈
利　　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校区　　教学中心主任、助理教务长　　本书为改革研究生教育，使
之更好地适应聘用机构的需求提供了富有教益的改进策略，也为即将受聘于这些机构的研究生提供了
切实可行的职业建议。　　——卡拉尔·豪厄里　　美国社会学协会行政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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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讲教学策略的书
2、这本书与系列中的其它经典之作相差甚远！没有一点让人是切身体会，感同身受的。充斥着大量
的统计和统计分析，却又浮在表现上，不能够具有任何的指导意义。最多只能算是高等教育研究之类
数据的堆砌，对于有志于找到成为成功教授途径的高校学者，可能会大失所望。没有对教学和科研方
面的方法和策略任何具体的指导。而且，翻译显得凌乱，无中心思想和线索，切一味地追求字句表面
的意思。可能译者都看得不耐烦，但为了完成翻译任务，凑合着译完。这与可能与译者不熟悉国外的
学术运行机制和监管机制有关。
3、关于大学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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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教授是怎样炼成的》的笔记-第58页

        58 当研究生听来的各种明确信息联合起来表达着清楚的意思之时，学院的潜在结构，政策和实践
倾向于把这些信息搞乱，混淆，最终造成对这些信息的忽视。
67留意没有说的和没有做的与说过的和做过的，都一样非常重要。沉默和忽略所传达出的信息与明确
的公开表达同样有影响力。教师应该对研究生中流传的各种神话和误解保持警惕，并努力澄清这些不
实之处。
81一个表述了消极的指导关系的学生说，“我的导师对我的教育很少提供帮助，他非常消极，从来没
有提供过积极的反馈信息。他剥夺了我的自信和自我的感觉。”
如果他们发现导师，导师组成员在培养过程中行为失范或滥用权力的话，应该有一个人或者一个机构
可以向其投诉。但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认为没有可以去投诉的地方。其中有一名学生表示，导师在一个
真空中称王称霸，没有任何理由，一旦出现冲突，我问题，没有可以投诉的地方。。。即便在设有舞
弊调查员办公室或申诉机构的校园里，学生们也认为可能会因为求助于这样的机构而受到报复。
109文化改革需要对体制进行质疑。
195价值只有斗争，方能存在。博士研究生教育中的任何改进都要取决于教师的意志和力量。从外部强
加的改进并不能奏效，改变只能从内部开始。但另一方面，教师的决定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
教师圈子和学位授予院校的范围，因为他们所制定的培养计划所生产出来的作为产品的人不仅在各种
不同的教育领域工作，而且也在商业和政府部分发挥作用。所以博士研究生教育的性质和特点很难只
由教师决定。
203 深邃的思想必须以使自身对人间事务发生影响的方式更为积极地应对这个世界。
205 问题在于人们的印象是，进入狭窄和深入的研究领域才是博士研究的本质，而且这种本质真的必
须是批判性和原创性的，研究应该与我们切身相关。我们所需要的正是那种敢于进行思想冒险的人。
206温和的赞许恰恰会使真正重要的跨学科思想得以形成。跨学科实践之所以必须存在，是因为学术圈
之外的世界需要某种打破学术 藩篱的东西，是因为在本学科中孜孜努力的学者在其研究中接触到了迫
使他必需越界的问题。这样的情况也正是新思想出现的契机。这就是形成中的知识历史的过程。只不
过有些契机是独一无二的，有些甚至是不幸的。而也有一些具有学科自身所决定的特征。跨学科实践
的不断争论的特征，它毕竟就是寻求一种对知识的认可，理应引起更令人激动的争论，这种争论会使
传统学科开始对它们自身形成新的理解。传统研究的这种变化，作为个作的学者的研究视角的变化，
乃至于相当不同的多学科合作，许多个休息学者带着自己的专业视角进入这种合作，的氛围的变化，
几乎不被认可。
236一个冲突最好的解决方式并非立场之间的简单妥协。只有在当事双方具有共同根本利益的时候，他
们才会放弃直线性的讨论（在这种讨论中双方都各抒己见，互不相让，往往只能在各方想得到的结果
之间确定可能的解决办法）转而求诸一种综合性的讨论，后者将会生成更包容的，更具有创造性的解
决手段。
以利益为基础的方法，1.商讨的关键在于对事不对人，2商讨的重心集中在当事者申明的立场下隐含的
需要愿望利益和顾虑之上3在最终决定作出之前，就得出多重备选方案，这些方案的目的是促进共同
利益并以创造性方式调节利益之间的不一致4当事者对这些备选方案进行公正的检测以确定如果它们
成为最终的或部分的解决途径各有什么优势，以及它们多大程度上能满足当事人的利益5最后成功做
出决定并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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