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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老师博士训练以及个人独立后所领导的的科研组规模一直比较大，顶峰时都差不多

有三十个博士及博士后。这么多的学生必然造成每个人在学习及个人发展上的差异及其所

带来的困惑。因此，陈老师曾经在组内有过一个有关“如何在一个科研大组生存”的讲

座。主要包括两个部分： 

A. 是什么使得这样一个大组能在激烈的科研竞争环境下还能生存？ 

B. 作为一个博士生如何在这样一个大组生存？ 

 

因为现在是学生接受博士生 offer的关键时期，这期与下期的“陈老师有话说”就重

点说说后一个问题。以后有机会再讲前一个问题。 

 

1. 每一个博士生在博士训练的过程中都希望可以完成三个不同的训练目标： 

 如何写一篇好文章， 

 如何写一个好的科研项目申请， 

 如何让自己的科研变得更加知名（Visibility） 

其中第一个是所有博士训练的基本目标，而后两个则是一个科研大组能够保持可持续

性的基本要求。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2NTY2NTU3NQ==&mid=2247483667&idx=1&sn=c2091ddcf69bc8bea34321ffb49e0b08&chksm=ea98ac5bddef254da2fa1dc6f07bfdf8d06939eed881180ddee6f2cfce220bbba2a2b8b1f88a&scene=27&key=dde1e3347992b3693debdb0bf640d420fa50ad1042126165af78572fa3a54717b7283707e1c7d261034fc53e8f7520e6f2dfcbd886ac9e6867f15334353d55ad4cf214896b7698bd5ccf24042b5066ba&ascene=7&uin=MjA3NTAyMzMyMA%3D%3D&devicetype=Windows+7&version=62060028&pass_ticket=7zmYM9Ya54w%2BlFL7RxsZkMRiWGI2uIkqCwFa8orfQnLJs8PaxoYGqZiya3xU2t0X&winzoom=1##


 

2. 因此，博士生水平也有对应的三个层次： 

1) 能完成基本的研究工作； 

2) 能完成有质量和影响力的研究工作； 

3) 有相当水平的科研眼光（vision）。 

和玩游戏打怪一样。 

 

3. 对于第一个层次，很多人认为能完成老师交给的任务就算达到了。这是不对的。能

理解一个清晰定义的问题以及找到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对博士生的最最基本的要求。如

果最迟第二年结束你不能达到这个水平，可能做博士搞科研（甚至搞工程都）不一定是适

合你个人发展的一条道路。在这其上还有一个阶段，就是要学会在导师的指导下找到一个

有意义的问题并独立解决它。到达这个层次，一个基本达标（但非优秀的）博士就诞生

了！ 

 

4. 现在进入第二个层次，也就是陈老师对组内大多数学生的基本要求：能完成有相当

水平和质量的研究工作。这个阶段包括两个重要的指标。第一个指标是你发现了一个有影

响力（Impactful）而不是普通的新问题去解决。好的题目是成功的一（大）半。第二个

指标是你要能很好的解决这个有影响力的新问题。如果你能用现有的方法解决它，很好。

如果你能用新的方法解决这个新问题，更好！ 注意发现和解决问题两者缺一不可：提出个

费马大定理可能让你很有名，但是你博士毕不了业，吼吼。 

 

5. 博士培养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培养科研眼光。如果你知道怎么去改进和完善一个现

有的工作，那么至少你可以时不时写一个小文章或者把你的会议文章加长为一个长的期刊

文章。如果你每次在完成现在的工作的同时已经想好了下一个科研主题是什么，那你就不

必担心你整个的博士学习了。如果你能清楚的感受到在你研究的领域下一个三年你应该朝

什么方向努力：恭喜你！你已经到达了第三个层次，应该去尝试一下申请教职。有一个很

简单的办法可以证明你到达了这个层次：你有没有哪个你参与讨论和写作的项目申请获得

了资助？在陈老师的组，不少博士生都有这样的成功经历。 

 

6. 博士的各个阶段作为一个博士生要思考的问题： 

6A. 在你开始读博士之前，你要思考为什么要读博士。 



博士训练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目的。你要达到什么你通过硕士或者其他学位训练达不

到的目标？另外，未来你想去工业界还是去学术界？更多细节请参看陈老师《关于读不读

博士的十个问题》 (http://mp.weixin.qq.com/s/mGNvWdVrYCfp8oEQJCGkkw)。 

6B. 在你读博士期间，你要时时思考自己到达了博士训练的哪个阶段。另外，要时时

检讨你和你的工作是不是足够重要，在组内和领域内是否得到了足够的知名度

（Visibility）？ 

6C. 当你快毕业的时候，重心转移到总结你的博士工作上。把所有手上的文章，包括

期刊文章赶紧投出去（你以后将发现再也没有这个时间了）。在最后提高你的知名度的同

时把它转化为你找工作的优势。还有，写一个好的博士论文并完成好答辩。不要把精力放

在劝说老师放你毕业上（这会把你博士这些年辛辛苦苦积累的好印象全部丢光）。 

 

7.不需要去想（太多）的那些问题： 

7A. 比如： 

 如何才能以最小的代价达到导师规定的毕业标准？ 

 投哪个会议才既比较容易中，又符合陈老师的要求（陈老师规定评分 4

分以上的会议才计入毕业积分要求）。 

因为好的就是好的，不好的就是不好的。你骗得了自己，骗不了面试时审你材料的面

试官。 

7B.我现在选的科研题目对我的未来有用么？ 

实际上包括陈老师自己也不知道 5-10年后什么会热门。你毕业时所面临的情况可能和

现在完全不同。你也不知道你将来的（理想）雇主会是谁以及他们对你的期望是什么样

的。 

7C.我现在做的事情有意义么？我为什么要做现在这个研究？ 

在同一个地方徘徊逡巡思来想去并不能有助于你的科研进度。而且很多具体的科研题

目你不深入其中是不会真正理解它的重要性的。但是有件事大家都知道：能做好一件事的

人往往也能做好别的事情，反之亦然。真正有本事的人能把看起来不那么有前途的事情变

成一个热门方向，只要你能真正解决重要的问题。 

 

8. 但是有些因素是会极大的影响你的产出率和知名度的： 

8A.你所选择的科研题目。 

选择一个有影响的新题目可以让你的科研事半功倍。争第一很重要，当然也很有挑战

性。你往往发现好像某个领域第一篇文章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好像并不复杂，所用的数学/物

http://mp.weixin.qq.com/s/mGNvWdVrYCfp8oEQJCGkkw


理工具也很简单。为什么它那么有名？因为它是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方向的文章。后人的

工作即便再复杂，也只是给它所奠基的那座大厦添砖加瓦而已。 

8B.学会在组内和领域内得到支持。 

从导师那里，从组内其他的专家那里，以及从组外的合作者那里。绝大多数现代科研

的基础是合作，要学会有效的，互利的与他人合作。 

8C.你在组里的位置/地位。 

你本人科研的独特性决定了他人是否愿意与你合作，而你科研的质量决定了导师和其

他人对你关心与支持。你自己的领导力决定了是否有机会领导一个大而有影响力的科研项

目与文章。 

 

9. 你应该做的几件事情： 

9A.尽快找到一个有影响力的、新颖的、力所能及的科研题目，但一定是有人（或者

即将有人）愿意去掏钱支持的题目。 

最后这点很多人觉得不太重要。但是考虑到博士求学的时间长度，几乎每个博士生在

求学过程中都会遇到一次极大影响科研经费的经济危机。此外，没有人（不一定是工业

界）买单的科研题目不重要的可能性很大。 

9B.在选定的题目上花上足够长的时间。 

最后成功的人都是在同一块土地上长期耕耘的人。而频繁的换题目往往是失败的开

始。例子太多了，不胜枚举。 

9C.工作一旦开始，要给自己足够长的时间去达到一个阈值。 

任何长假期或者实习都会打断你在一个具体科研问题上的积累过程。恢复这个过程所

需的时间往往比你想象的长。 

9D.组内的高年级同学是你的宝藏。要学会向他们学习。 

尤其是那些即将毕业的师兄/姐，他们往往手上有很多还没有来得及做的好想法！注

意，不要去偷这些想法，要学会去合作。 

9E.每天花足够的时间在科研上。 

9F.在第一天就开始实验和编程！没有人能在岸上学会游泳。 

9G.好的印象和声誉是需要花时间来建立的（但是一个坏名声的得来却很容易）。改

变别人对你的坏印象需要更长的时间。永远记住这一点。 

 

10. 你要避免的几件事情： 

10A.把一个合作项目的成功都归功于自己。 

为了避免将来打架，应该在一个项目开始之前就分配好工作和每个人的角色。 



10B.寻求手把手的帮助。 

你要寻求的是指导，而不是让别人替代你的工作。 

10C.只能同时做一件事情。 

你要学会多线程工作，但也不要同时做太多事情。 

10D.连续说“我不知道”超过三次。 

除了让你难堪之外，也会让人极大的怀疑你的能力。 

10E.觉得别人的科研题目更容易，更简单，也更有前途。 

真的，这些都是不存在的。 

10F.进入“做的不好”->“得不到足够的重视与支持”->“愈发的做的不好”的负循

环。 

理论上导师应该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但实际上由于项目进度的压力，导师往往会更

多的依赖能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工作的学生。如果你发现你进入了这个循环，请马上寻求老

师的关注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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