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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学”与“术”的区别与联系，指出“学”与“术”既不能浑然不清，也不能

截然分离，而应有机结合，良性互动。认为体育学硕士研究生面临“学”与“术”的问题可概括

为如何处理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理论学习与专项训练的关系。通过资料分析，认为当下的体

育学硕士研究生成长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崇术轻学”的倾向而非“技能不足”。还从“大学是什么”

的角度反思了体育学硕士研究生“学”与“术”的误区，认为体育学硕士研究生理应着重科研能

力的提高，而不是过于看重各种现实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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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s analyzed the differences and connections between “knowledge” and “expertise”, pointed out 

that “knowledge” and “expertise” can neither be totally mixed up nor be completely separated, but should be or-

ganically combined and benignly interacting. The authors considered that the problems about “knowledge” and 

“expertise” faced by postgraduates pursuing a Master of Science of Physical Education degree can be summed up as 

how to properly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basic researches and applied researches as well as between the-

ory learning and event specific training. By means of information analysis, the authors considered that the major 

problem existing in the growth of postgraduates pursuing a Master of Science of Physical Education degree is the 

tendency of “admiring expertise more than knowledge” but not “skill deficiency”. The authors also retrospected 

misunderstandings about the “knowledge” and “expertise” of postgraduates pursuing a Master of Science of Physi-

cal Education degre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hat is university”, and considered that postgraduates pursuing a 

Master of Science of Physical Education degree should shower attention on the enhancement of their scientific re-

search abilities in stead of focus on various realistic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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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与“术”释义 
现实中，“学”与“术”一般不加以区分，合起来

称为“学术。但细究起来，“学”与“术”却是两个概

念。梁启超[1]在《学与术》一文中指出：“学也者，观

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

致诸用者也。例如以石投水则沉，投以木则浮。观察

此事实以证明水之浮力，此物理也。应用此真理以驾

驶船舶，则航海术也。研究人体之组织，辨别各器官

之机能，此生理学也。应用此真理以治疗疾病，则医

术也。学与术之区分及其相互关系，凡百皆准此。”严

复[2]则在翻译《原富》一书的按语中写到：“盖学与术

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既知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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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概而言之，“学”是

指学问、科学，属于认识论的范畴，其要素是概念、

范畴、定律、原理、假说等，是对现象的理论升华，

解决“是什么”与“为什么”的问题。“术”则是指技

术、手段、方法，属于实践论的范畴，其要素分为两

类：一类是主体要素，即经验、理论、技能；另一类

是客体要素，即工具、机器等装置，是对现象的实际

应用，解决“如何去做”的问题。“学”是发现在世界

上客观存在着的事物或现象的本质和规律；而“术”

则是发明在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东西。“学”是提供应

用的理论；而“术”则是使可能应用的理论变成现实。

同时，二者在社会发展中也不完全同步。“学”先进的

国家，并不一定“术”是第一流的；而“术”先进的

国家，也并不一定“学”是第一流的。例如，中国传

统擅长经验技术的总结，如四大发明等，都是人们在

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发明的，而非科学理论或原理的推

导。再如日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 20 世纪 70 年

代，其在基础科学理论方面并没有取得世界性的成就，

但战后的日本立足于本国实际需要，积极吸收外来技

术，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内，就使自己由一个经济上

受到极大破坏的战败国变为第一流的世界经济强国。 

“学”与“术”虽各有特征，但二者都是人类科

学研究活动的组成部分，成为难解难分的统一体。因

此，“学”与“术”既不能浑然不清，也不能截然分离，

而应有机结合，良性互动。 

 

2  体育学硕士研究生“学”与“术”的困惑 
具体到体育学硕士研究生的“学”与“术”之分，

既有一般学科的共性，也有体育学科的特性，且“二

者的含义及关系，尤其是对二者划分的合理性怎样尚

缺少深入的研究”[3]。暂且从现实情况出发，将其归纳

为两对关系，一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二是

理论学习与技能训练的关系。如何处理好这两对关系，

是解决目前我国体育学硕士研究生成长过程中存在问

题的关键所在。 

2.1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 

有学者指出：“目前在研究生培养中存在许多问

题，如重获得学位，轻探索未知；重发表论文，轻深

化思维；重 后成果，轻阶段劳动；重追逐功利，轻

提高素质等。”[4]体育学硕士研究生也存在类似问题。

有研究表明：“体育学硕士研究生跨学科知识与专业前

沿知识是 欠缺的两类知识”[5]。且“调查发现，多数

研究生除了教材和少量论文外，读专著的经历很少，

理论知识较欠缺”[6]。这从体育研究生硕士论文运用研

究方法的局限性中就可窥一斑。“在对我国体育学硕士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调查中发现：90%的学位

论文主要研究方法仍是问卷调查法”[5]55。同时马卫平

等[7]：描述性调查仍是主要的形式，且体育调查类硕士

论文中存在重调查轻理论、重描述轻解释、重定量分

析轻定性分析、重问卷调查轻实地调查等问题。 

    这正是缺乏思辨意识，不愿做基础研究、理论研

究，热衷“短平快”项目的表现。担负开辟体育学新

领域、创造新理论、新学说、寻找新方向重要任务的

基础研究由于研究周期长、成果见效慢，对研究者理

论知识、探索创新能力要求高而受到了许多体育学硕

士研究生的冷落。 

2.2  理论学习与专项训练 

有业内人士根据当前一些体育学硕士研究生在读

研期间或就业之后表现出的专项技能掌握不扎实，技

术水平不高的现实认为，目前体育专业在校研究生存

在的问题在于一味地注重专业理论能力和科学研究能

力的培养，而忽视了专业技术能力的维持和提高。如

田雨普[8]指出：“在许多学校体育学研究生的教学中，

形成了与其他学科雷同的教学模式，体育学研究生缺

乏体育运动实践课。因此，培养出来的一些研究生只

会纸上谈兵。”因此，呼吁各培养单位重视对体育学硕

士研究生专业技术能力培养的呼声频传。而在笔者看

来，此观点有待商榷。 

按照教学计划，专项基本运动技能和教学技能的

习得在本科阶段就应该基本完成，硕士研究生阶段只

需巩固和提高。因为体育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不

是专业运动员、不是世界冠军，专项运动技能水平能

够满足日常教学、工作需求就够了。那为什么近年来

会有不少用人单位反映体育专业硕士毕业生专项技能

水平较低呢？笔者认为原因有二：一是由于某些体育

学硕士研究生在本科阶段的技能学习基础不牢，读研

期间又疏于巩固与提高；二是非体育专业的本科毕业

生跨专业考研者与日俱增。其他学科的学子有志于投

身于体育科研本是一件值得赞赏的好事。但某些跨专

业考研者的动机，看重的是体育专业考研的门槛较低。

这部分考研者无论是身体素质，还是对运动的接受和

理解程度都无法与接受过 4 年体育本科教育的学生同

日而语，即使他们在读研期间花时间学习、训练也难

以有质的飞跃。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对当前体

育学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整体评价。 

此外，目前大多数用人单位，希望招聘到的体育

学硕士研究生既能胜任科研工作，也能承接技术课教

学，而由于前者标准较为模糊，且大部分人水平相当，

而后者要求明确，便于考核，致使当下许多体育学硕

士研究生舍本逐末，花大量时间进行技能训练，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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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了理论学习。这种做法短期内也许会有些许成效，

但长远来看，将会“两头落空”。 

对体育学硕士研究生重技能训练，轻理论学习的

原因，有学者认为：培养单位和用人单位盲目地拔高了

“术科”的学科地位，致使“一度以单个项目为单位的

‘学科’林立”[3]。实际上，“专项主要是指体育中的

某一技术项目而言，专项的划分主要是以竞技体育的项

目划分为依据。专业并不一定等于专项之和，我们不能

认为专项学好了，专业就学好了”[9]。 

另外，也有一部分人从应用型硕士与学术型硕士

两种不同人才培养规格的角度出发，认为定位于应用

型的体育学硕士研究生，其专项技能是重头戏，其次

才是进行科研能力的培养。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

首先，对于硕士研究生学术水平的要求，有学者将其

确定为：“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

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

术工作的能力”[10]。其次，教育部在 2000 年颁发的《关

于加强和改进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几点意见》[11]中明确

指出：“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应在强调专业基础理论和专

业知识的学习，重视综合素质、创新和创业精神，提

高分析与解决问题能力的同时，根据实际需要和不同

面向确定培养目标、培养类型和培养模式。”从文件中

不难看出，虽然国家提倡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类

型和模式要多样化，但“培养应用型的研究生，并非

不要创造性。应用型的研究生培养，也不等同于职业

培训。它对人的创造力是有要求的，这里不仅是说知

识的创造力，而且是能力的创造力”[12]。国务院学位

办在 2009 年颁布的《关于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指导性培养方案的通知》[13]中对理论研究提出了较高

要求：“培养在体育领域中，掌握坚实的体育基础理论、

宽广的体育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能够独立承担体育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的高层次应用

型体育专门人才。” 

 

3  体育学硕士研究生“崇术轻学”探因 
当前体育学硕士研究生存在着“崇术轻学”的倾

向。究其原因，可以说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的也有

客观的，既有内在的也有外部的。 

有研究者对某省 5 所体育院校(系)的全日制体育

学硕士研究生做了考研动机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由于“本科毕业不容易找到理想工作”而攻读硕士研

究生的比例达到 48.2%，因为“更换工作环境”而攻

读硕士研究生的比例为 17.5%，有 8.8%的研究生为“改

变社会地位”而攻读硕士研究生，还有 3.6%的研究生

因为离开原居住地或其他特殊原因而选择攻读硕士研

究生，单纯为了“进一步提高学识水平”而攻读硕士

研究生的比例仅占 21.9%[14]。可见，不少体育学研究

生当初选择考研的主要动机还是出于或是逃避就业压

力，或是想改变生存现状。正是这样的功利目的，致

使其在读研期间急功近利、研究意识淡薄、思考能力

不足、缺乏真才实学，把硕士学历当做“敲门砖”，只

求找一个好工作，没有把精力放在学习和科研上，只

对那些能够即学即用的东西感兴趣。一项对体育专业

研究生科研状况的调查也表明：体育专业研究生在读

书期间，发表论文数量偏少，读书期间一篇论文也未

发表的比例高达 42.60%[15]。这表明其总体科研能力偏

低，科研水平与培养目标要求有较大差距。 

易剑东[16]在其博客中对类似问题评论到：对于研

究生中普遍存在的“读书是为了找更好的工作”这种

倾向并不反感，毕竟我们的现实生活不能没有基本的

依托和支撑。但关键是不少研究生没有把自身的努力

学习与找好工作有机地对接起来，他建议体育学的研

究生们把主要精力和时间放在学习而不是其他方面

(比如功利地去挣几个打工的钱而荒废学业，影响自己

今后的长远发展)。 

另一方面，某些学校在硕士生的培养上也出现了

“本科化”的倾向。其表现在：用标准、统一的教学

模式、教育规范、评价指标来管理硕士研究生，过多

地追求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对研究能力和创新能

力重视不够，形成硕士研究生研究能力不强、创新能

力不足、探索精神不够，呈现出同本科生一样只学技

能，理论研究水平偏低的现状。求学者自身也抱着“为

实用而学”的态度，以能否顺利就业，快速转化为生

产力为标准来选择专业、确定发展方向，缺乏“为学

问而学问”或“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其学习旨趣

不是“求真”，而是“求用”。有学者对此就曾尖锐地

指出：“有关‘术’的大学专业，十分‘火暴’，入学

挤破门，而真正为‘学’的专业，例如哲学，青年中

的多数并不问津。今日中国，学子似乎越来越少，而

‘术子’也许越来越多。”[17] 

 

4  正确处理好“学”与“术”的关系 
由于本科阶段担负了培养专业人才的任务，博士

阶段承担了培养创新型专业研究人才的任务，这样，

硕士阶段的定位就比较尴尬。再加之一些大学压缩学

制、盲目扩招等因素，使得体育学硕士研究生在处理

“学”与“术”关系问题上显得十分迷茫。 

要寻求“学”与“术”适度关系，首先必须厘清

高等教育的目标。著名教育家张楚廷[18]曾言：“可培养

博士的大学，可培养硕士的大学，一般本科院校，再



 
86 体育学刊 第 18 卷 

 

到专科、高职院校，权且称之为由高到低。在由高到

低时，专业受职业的影响越来越大。例如，根据教育

部颁发的专科目录，仅与边防有关的专业就有 6 个：

边防检查、边境管理、边防机要、边防指挥、边防船

艇指挥、边防通信指挥。这就主要是职业性的，而不

具多少学科性了。”而“学哲学专业的、学数学专业的，

几乎没有具体职业的考虑。到了研究生阶段，研究西

方哲学的、研究拓扑学的，更多受学科影响，更少受

职业影响了。”这段话表明：人才培养层次越高，其关

注的视野也应该越广，思考问题的高度也应该更高，

更应该关注理论、学科层面的问题，而不是技术、职

业层面的问题。 

科研能力的培养是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中心任务，

也是与本科教育或其他阶段教育的 大区别之一。研

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的 高层次，研究生的科研能力

培养水平是一所院校办学实力和教育层次以及教学水

平的重要检验标准。因此，体育学研究生要处理的“学”

与“术”关系也就是“要正确处理‘博’与‘专’、教

育与体育的关系，要有基础理论‘学科群’的概念，

树立起‘宽基础’的教学理念”[8]。体育研究生要与本

科生拉开档次，“不仅是内容在横向上做平面式的扩

展，同时还要凸显研究生教育在课程内容上的要求和

特色，其中研究生的研究意识和研究能力是一个主要

方面”[19]。只有以此为基础，然后再进行应用技术、

专业技能方面的扩展，而不是陷入了“专业主义”、“职

业教育主义”的误区。 

有体育学硕士研究生考虑到现实的就业压力太

大，科研攻关花费时间长、精力多，还不见得能出成

果，于是就打算在读研期间练点目前流行、热门的体

育项目技术，选个“短平快”的题目做论文，到高校

去上点公共体育课，积累点人际关系，这样既能轻松

拿到学位，又能赚点外快，还方便今后找工作，何乐

而不为呢？这看似获得了眼前的物质利益，其实损失

得更多，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从个人定位看，这些

人心高气傲；从用人成本看，则高于本科生(至少起薪

高一点)；从实用技能看，却低于本科生。因此，研究

生必须明白自己的竞争优势何在，而不能在迷茫地度

过 3 年硕士教育之后，发现自己与本科生竞争却处于

劣势。而那些肯钻研、勤思考的研究生也许无法在短

期内获得物质利益，但他们在思维方式、科研意识、

学习态度方面得到了锻炼与长进。这些宝贵的东西在

他们毕业之后，在其工作岗位上将会发挥巨大的作用。

能够胜任别人无法胜任的工作，得到的回报也远胜那

些读书期间只顾四处代课的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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