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老师，您好！ 

  

新年将至，提前祝应老师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到美国已经一个多月，除了有点思乡情绪以外，生活和工作上都已逐步适应。

目前在实验室所做的是一个与企业合作的项目，主要针对食品加工装备的材料表

面开展研究，目的在于减少处理过程的污垢积累和微生物风险。由于要与实验室

上一任的博士后进行项目的交接，因此从上班第一天就开始做实验，学习一些基

本的操作技能和实验方法。经过一个月，学习了不少仪器的操作方式，熟悉实验

室的环境，最近几天已经开始独立进行实验。由于这个项目的基本内容大致已经

完成，但是导师还希望更向前深入地做下去，因此下一步，将自己思考选择一些

切入点进行研究。 

  

在实验室工作了一个月，也四处转了转，真的觉得 IBE 的实验条件和环境

实在是好太多了，不仅实验室宽敞、整洁，仪器也都是非常先进的。可以说，我

所在的整个食品系的实验室，没有一个能在硬件条件上跟 IBE 相比，应老师和

各位团队老师能创造这样的条件给学生，真的让我感动，确实应该好好地珍惜。 

  

当然，我也不忘应老师的嘱咐，通过一个月的学习，我也有一些心得和体会，

供应老师参考，希望对团队的建设和发展有一点点微小的帮助。 

  

（1）关于例会 

在我现在的实验室，例会主要由三部分内容组成，每周一部分内容，依次循

环。（1）进展报告，每个人只能做三张 PPT，每张 PPT 分别介绍 Current Project、

Experimental Results 和 Next Steps，每人只能讲 5 分钟时间，讲出自己的重要研究



结果和所遇到的问题即可。（2）文献讨论，每次由一位研究生负责主讲，提前

挑选一篇有价值的文献，并发给每一位成员（包括老师），让大家阅读。然后例

会的时候大家一起讨论，由主讲人首先提问，然后其他成员针对文献中的不清楚

或者不明白的问题再进行探讨，这种探讨往往是批判式的，既针对实验设计的问

题，也有针对论文写作的问题。（3）导师和学生一对一的谈话，时间都不长，

可能 10-20 分钟，学生拿着自己的实验记录本去找老师，对近期的实验进展与导

师进行探讨，谈话结束后，导师会交待接下去的任务，并且由学生写在实验记录

本上，最后由导师签字确认。这个过程相当于导师和学生之间的达成协议，导师

也了解了学生最近在做什么，结果如何，学生也相当于承诺老师接下去需要完成

的任务，并且得到导师确认。 

  

虽然 IBE 的例会制度已经进行了多次改革和精简，希望能够提高效率，但

是有时候由于团队人数众多，还是会觉得有些冗长和拖沓，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各小组例会现在也时常会安排进展报告，但是基本每次能够保质保量地完成 2

位学生的进展报告就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关于例会，有以下三点建议： 

  

1. 每个月空出一周（最后一周）不安排大组和小组例会，把这周时间留给

导师和学生一对一谈话。科研过程中需要有时间停下来，放慢脚步，进行及时总

结和纠正方向。要求学生带着自己的实验记录本去找导师，这样既能使导师了解

真实的、具体的、数据化的实验结果（而不是凭空地讨论结果好还是不好），也

能让导师能够把握研究方向，及时纠正一些偏离轨道的研究，节省人力和物力。 

  



2. 可以对进展报告多做一些要求，比如 3 张 PPT、控制时间，提高效率。

应老师也常常提到要训练如何在规定的时间讲出自己的重点，我们正好可以在每

个月的进展报告中就去在这方面进行要求，既提高开会效率，又能达到训练能力、

养成习惯的作用。其实常常有这样的体会，读书报告什么的控制时间并不难，内

容少讲一点就行了，最难的就是对自己亲手做出来的东西进行精简（因为大部分

时候我们都舍不得放弃），这时候提炼重点的能力才是最需要锻炼和提高的。 

  

3. 研究方向相对较为统一的三个小组，也可以举办一些对最新文献进行批

判性探讨的小组活动。通常我们在新生培训的时候会讲一些论文写作、文献阅读

的技巧，但是都是纸上谈兵，新生缺乏感性的认识，真正写的时候还是一头雾水。

如果能在小组活动的时候，老师和学生共同研究、剖析一篇文献，效果可能会更

好。当然，这个活动可能不适用于新兴交叉小组。 

  

（2）关于实验记录本 

  

团队花了这么高的成本制作了实验记录本（个人都觉得有点奢华了），就应

该让这个记录本发挥它应有的价值。实验记录本对于一个研究生来说，是最重要

的东西，我个人觉得目前一定会有很多团队成员还不知道手上这本实验记录本该

如何使用，有必要对实验记录本的使用进行一些说明，并且纳入新生培训的内容

当中。 

  

对于该记录本，有以下三点建议： 

  

1. 规范记录本的使用方式。比如目录建立（包括内容、页码、时间等）、

数据记录、图片粘贴等等，我相信像湘江这样用了很多年这种记录本的，一定会



有很多很好的心得和经验，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对记录本的使用进行要求和示范，

让大家规范使用。 

  

2. 导师也要重视实验记录本。每次与学生一对一谈话，都要查看实验记录

本，查看数据图表是否有误，或者说是否规范，平常就养成习惯，这样到写论文

的时候就不会那么辛苦，避免每张图导师都觉得不满意，都需要改。团队老师都

是很有经验的，也许真的只需要瞄一眼图表，也许就能发现学生一个星期都想不

明白的问题。另外，导师需要在实验记录末尾签字，并建立一定的监督机制（例

如：由负责学术研究的老师不定期进行抽查）。 

  

3. 建议以后期末的时候，增加进行实验记录本的评比，将评比结果纳入评

优的考虑当中，并将好的记录本供大家学习。因为实验记录实在是太重要了，实

验结果都记不好，不太可能做出好的研究。从以往的经验来看，有一定的激励机

制以后，办事的效果会好一些（如读书报告竞赛）。 

  

（3）关于新生培训 

  

在冬阳以及各位团队老师的共同努力下，之前的新生培训已经越来越成型、

越来越细致。但是，相对集中在介绍一些科研技巧上（如文献搜索、专利论文写

作、以及 PPT 制作等等）。我感觉，一些科研习惯的养成也需要从新生一进团

队就开始培养，当然，前提是现有成员已经形成相对较好的习惯。如果说，IBE

成员出去做报告或者去其他实验室做实验，画的图表、实验操作都是相当专业和

规范的，那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团队的高标准的实验室（如 538 和



541 等）越来越多，而由于学科交叉的关系，各小组之间实验室互用也会更加频

繁，更加需要规范的操作和良好的习惯。 

  

是否可以在今后的新生培训中，增加一些科研习惯的相关介绍，比如进出实

验室的规范、实验室操作规范（带手套不能开门、实验室禁止吃喝、各玻璃器皿

的摆放位臵、废液等的收集和处理）、借用仪器设备的规范、实验记录本的使用

等，将这些微小的行为细节打上 IBE 的专业烙印，就如同 IBE 的学生出席学术

活动都着正装一样。 

  

其实很多时候，新成员会有这样的困惑：不是不愿意做，而是不知道该怎么

做。事先说清楚，新成员可以一开始就养成良好习惯，同时也不会影响老成员的

正常工作。 

  

 

以上是我的一些个人体会和建议，有不对的地方望应老师见谅！ 

  

再一次祝您在新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黄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