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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系列科研篇一：科研生活的开始
鲁阳

Zymeron Corporation

感谢美捷登的邀请，在这一篇文章里我会开始

讲述一下作为留学生在美国的科研生活。无论你是国

内硕士毕业再出国，还是本科毕业就开始出国读博，

想在 5 年内读完博士顺利毕业也算是一个不小的挑

战。那么在漫漫科研之路的开始，首先需要做的就

是对整个美国的科研体系有一定了解并选择合适的

教授来做自己未来的导师。考虑到有些同学可能对

这方面了解的不多，下面我会分几个方面来讲述一下。

Tenure Track 体系

首先我要介绍一下美国学术界对于教授们设置

的 Tenure Track（终身教职）体系。这个体系可以

理解为类似于国内高校的编制体系。美国教授体系

里从低到高可以分为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
sor）, 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和正教授（Full 
Professor） ， 以及一些特别授予的像杰出教授（Dis-
tinguished Professor）和名誉教授（Professor Emeri-
tus）。通常来说，一个博士毕业生或者博后在申请高

校教职成功之后，学校会给予他助理教授的职位，

注意这个职位并没有进入 Tenure Track, 类似于试用

期（3-7 年）。在此期间学校提供一个入职的 package 
( 大礼包 )，包括实验室建设的启动资金和由学校负

担风险的学生名额。助理教授需要在实习期内满足

一定条件才能晋升为副教授。各个学校要求各不相

同，一般要求有多篇作为通讯作者的文章著作发表，

获得研究项目资助基金，完成学校的教学任务，同

时要有顺利毕业的学生。从副教授开始往上才算拿

到终身教职，也就是说基本上不会因为科研和基金

的原因被学校辞退。Tenure Track 制度保证了拿到

tenure 身份的教研人员在不犯大错的情况下的学术自

由。因此对于获得终身教职的教授来说他们的科研

压力要比助理教授小的多。

导师的选择

了解了美国的 Tenure Track 体系，那么接下来

我想讲述一下我自己对于选择导师的一些想法。（1）
导师的选择首先肯定是要看自己的兴趣。部分学生

在申请的时候可能已经和系里的老师进行过交流因

而互相有一定了解。对于入学之后才开始选择导师

的学生，一定不要着急。导师的选择是大事情，虽

然研究生期间是可以更换导师，但是毕竟每个实

验室的课题千差万别，熟悉不同的研究方向又需要

时间。因此对于博士生来说可以考虑花费一年的时

间了解一下所在院系有哪些你感兴趣的教授。可以

通过和该实验室的其他人员交流，注册该教授的

课程，参加该教授的 presentation 等等方式来了解

这个实验具体的研究方向。（2）其次选择导师是一

个双向选择的过程，有的导师对于招收学生也是有

着自己的标准，无论是你之前的教育背景还是他出

任的那门课程的成绩都有可能作为他的评判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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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导师的选择不一定要选择教

职等级高的教授。通常来说，知名教授他不仅仅有

实验室需要管理，可能还会有行政上的职务，诸如

系主任（Director）, 院长（Dean）等等，还会有某

期刊编辑，某委员会成员等头衔。考虑到他们课题

组的人数一般较多，因此他们能够分配到每个学生

身上的时间就很少了。所以和国内一样对于很多大

的课题组，一般新入学的研究生都是有高年级的博

士生或者实验室的博士后来进行指导。我曾听一个

大牛的课题组的学生说过，他的导师非常忙，和导

师沟通需要提前预约时间，一年下来面对面交流的

机会不超过十次。相对来说，在这样的课题组里，

导师没有发文章和申请项目资金的压力，管理得较

为自由。但是同时也正因此，如果导师对于发文章

不太上心的话可能会没有时间给你修改论文初稿和

处理投稿过程的中问题，甚至会导致毕业延期。（4）
对于助理教授，他们也有招生的资格（这一点和国

内不同，国内副教授只能招收硕士研究生，正教授

才可以招收博士生）并且他们一般都倾向于快速的

发表科研成果。加上学生顺利毕业也是很多学校的

考核指标之一，所以在助理教授的课题组你可以进

步很快，甚至提前毕业。总的来说，选择导师一方

面要看兴趣，另一方面也要考察一下这个导师的为

人处世，同时需要区分严厉和苛刻的区别，这些都

需要你在第一年的时间里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进

行了解。

课题的选择

在选定好自己的导师后，就需要进一步去和导

师沟通去规划自己的研究方向，尽管一个实验室所

有人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一致的，但是每个人具体的

研究课题还是会略有不同。当然了在一开始导师可

能会直接分配给你 1~2 个小的项目让你熟悉实验室

的设备环境，阅读相关的文献来获取必要的知识储

备。在从开始进入实验室到准备开题的那一段时间

就是仔细思考未来几年具体要做什么的好时间。在

这里面要考虑的因素包括在该领域导师是否能给与

足够的指导（有些课题只是导师感兴趣可能他自己也

不是很熟悉这一领域），你自己对这一领域是否有兴

趣，这个方向的前景如何（这就需要你阅读相关的文

献做出自己的判断）还要考虑以后的就业问题。不管

毕业以后是去学术界还是去工业界，如何最大化利

用自己这一段时间的经验和成果来帮助自己找到理想

的工作是一件不得不考虑的事情。有点课题容易发文

章却离实际应用较远，有的课题创新性没有那么强

却和工业界的衔接较为紧密，这些也是要自己来做

出决定。同时我需要说的是并不是在读博期间只能有

一个课题方向。很多人多有 2 个甚至 3 个略有不同

的方向，只要你能合理的安排时间，一样可以兼顾

文章和实用性。

最后祝大家在新的一年学业进步科研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