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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是在一个时期中科研人员集

体或个人进行科学探索的主攻方向或领域，
它不是泛指科研人员为之奋斗终生的某一

学科或某一专业，而是对科研人员在自己所

学习、从事的学科和专业已经确定之后如何

在这些基础上开展研究而言的[1]。
研究方向有别于研究课题。研究课题

是指某一学科领域尚未认识和 解 决 的 问

题，而研究方向则是指选择研究课题的范

围， 而且相对研究课题具有长期稳定性，
是一个时期进行探索、连续开展研究的范

围，所以研究方向与研究课题之间存在着

全局与局部、长远与眼前的关系。
在现代科学技术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

合的背景下，基于一个科研人员的时间、精

力、知识结构的有限，在科研工作中必须有

明确、坚定的研究方向，才会取得成功。
1 选择研究方向的意义

选择研究方向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科

研人员在本学科和本专业或在 本 学 科 和

相近专业领域内， 把自己基础理论较好、
学术造诣较深、最有发展前途，也有继 续

深入研究兴趣的一个或几个方面的方向，
选择和确定为当前和今后较长 时 间 进 行

研究的主攻方向，其根本目的在于定向地

选择研究课题。
研究方向的选择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组

成部分, 无论是对一个科学研究单位还是

科学研究的个人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2]：
① 选择研究方向有利于选择研究课题。 科

学研究的目的是探索未知， 而未知的领域

和问题好像无边无际的大海， 选定了研究

方向， 也就如同规定了研究工作的范围和

内容， 使科研人员着力到某个研究领域去

选择研究课题。② 选择研究方向有利于使

科学研究工作具有连续性。 科研人员集体

或个人的研究方向， 不仅是初次选择研究

课题的范围， 而且也将是多次选择研究课

题的范围。 科研人员集体或个人在较长时

期内有一个确定的研究方向或范围， 就会

使科学研究工作具有连续积累性， 从而能

够取得系统性研究成果。 如英国物理学家

卢瑟福（1871-1937）毕生所坚持的研究方

向都是放射学研究， 他在这一研究方向上

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
2 选择研究方向的方法

选择研究方向没有固定的模式，而是

要因人而易。 常见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1） 同步选择法。 即与当前科学研究

发展的主流相同步、选择当前科学研究中

的热点领域作为研究方向。 需 要 注 意 的

是，选择这样的研究方向时，科研 人 员 往

往要面临最激烈的竞争，因此需要充分考

虑自己已有的研究基础和条件。在研究条

件不如他人时，如果没有创新的研究思想

和独到的研究方案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2） 超前选择法。 即选择处于萌芽状

态的科学发展新方向。科研人员如果能在

某个重要的新方向开始 蓬 勃 发 展 前 3~5
年涉足， 即使没有做出开拓性的工作，也

至少会有许多积累，当多数人开始跻身其

中时， 就可能比后来者更有取胜的机会。
这种方法对于青年科研人 员 来 说 尤 其 重

要。杨振宁在博士生阶段选择了处于发展

初期的粒子物理学这个研 究 方 向 并 坚 持

下来， 在博士毕业不到 10 年的时间里便

取得了重要进展，获得了诺贝尔奖[3]。
3） 边界选择法。 即在不同学科交叉

点的边缘地区选择研究方 向。 科 学 史 表

明，许多有意义的研究方向处在不同学科

的交叉点上，而这些交叉的边缘地区又往

往容易被忽略。 因此，科研人员如果能以

较大的热情去了解一些本 学 科 和 其 他 多

个学科的进展情况，扩大知识面，提 高 自

己的学术敏感性和科学鉴赏力，适时地选

择处于多个学科边界的交 叉 研 究 领 域 作

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就更 有 可 能 取 得 成

功 。 例 如 英 国 著 名 物 理 学 家 布 拉 格 于

1937 年根据国际上用 X 射线衍射方法研

究蛋白质的新动向，以及卡文迪许实验室

和自己已具备的研究基础和技术条件，把

“用 X 射线衍射方法研究蛋白质结构”和

“用无线电波探测天体” 这两个新领域适

时调整为卡文迪许实验室的研究方向，使

得该实验室取得了卓著的成就[2]。
4） 课题拓展法。 正确选择研究方向

往往需要科研人员具备一 定 的 研 究 经 历

和基础，但这却是大多数青年科研人员并

不具备的。因此，对于青年科研人员来说，
也可以先大略地确定一个研究方向，或者

在有经验的科研人员或导师的指导下，选

一个适当的课题先做起来， 然后经过不断

积累，纵向或横向拓展深入，逐步扩大研究

范围，再形成一定的研究方向。 例如，美国

德克萨斯大学的 Reiter R. J. 教授和美国

哈佛大学的袁俊英教授都是以其原来的研

究课题为起点加以纵向或横向拓展， 逐渐

形成自己的研究方向并取得成功的[4]。
5） 同 时 选 择 和 拥 有 2~3 个 研 究 方

向。 科研人员在选择科学研究的方向时，
也 可 以 同 时 选 择 和 拥 有 2~3 个 研 究 方

向， 或者在拥有一个较熟 悉 的 研 究 方 向

后， 再有意识地选取另外的 1~2 个研究

方向，这样既可以在某一个研究方向长时

期不能取得进展、难以继续深入时，交 叉

进行其他研究方向的工作，又有可能随着

科学研究的发展， 把当初 选 择 和 拥 有 的

2~3 个研究方向组成新的研究方向。杨振

宁的成功就是这样的范例[3]。
总之，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相对固定

的研究方向，是每一个科研人员必须面对

的、至关重要的、影响全局的问题，它要求

科研人员在对所从事的学 科 专 业 的 发 展

历史和现状有非常清楚的了解的基础上，
着力选择对于科学发展具 有 重 要 意 义 的

方向，并要结合自己已有的研究基础和客

观条件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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