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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大学中国喀斯特地区乡村振兴研究院 2019 年 12 月 22日

伍门于2019 年12月22日下午14:30 在

中国西部发展能力研究中心 301 会议室召

开 2019 年秋季第十次师门学术交流会，19

级谢瑜主持本次会议，研一、研二及部分研

三、本科生参与。谢瑜对前几期的会议精神

作了简要回顾，本次会议围绕《研究生调研

经验分享》展开，并设有研讨问答环节，伍

老师在会议结尾做了重要讲话。

12月18日至21日，贵州大学经济学院组织了一次贞丰县预调研活动，伍门研一研二几位研究生积

极参与了本次调研，并在此次会议上分享自己调研的一些切身体会。19级汪清水、刘金丹、周宸分别

为大家汇报了此次调研的所见、所闻、所想、所悟。既有路途的遥远与艰辛，也有体会基层干部的不

容易。当然，也发现了在脱贫攻坚决胜的关键时刻

突出的问题，比如，在国家大力优惠政策下，导致

低保户已经养成了政策依赖性，村民家庭环境脏乱

差，村干部故意隐瞒部分事实，村民普遍对政策了

解不透彻或者完全不了解等一些列问题。同时，还

提醒大家在以后的调研活动中应当注意的事项。18

级参与调研的姜慧萍和卢志敏对以上汇报做了补充，

并谈到，尽管实施脱贫攻坚以来，作为脱贫攻坚主

战场的贵州省，其贫困面貌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

仍然存在许多潜在的问题，以及产业扶贫方面的后

续问题，作为调研一线的成员，应当尽可能的为打

赢脱贫攻坚战贡献自己的力量。



学术探讨问答环节，主要由17级孙小钧为

大家答疑解惑。18级姜慧萍提问如何做开题准

备，孙小钧根据自己的相关经验详细的回答了

该问题。18级董蕊就指标选取、单位选择提出

自己的疑问，孙小钧给出相关建议后，讲解了

数据标准化的相关方法及对不显著数据的处理

方法。在对选题丝毫没有思路的情况下，可以

通过阅读大量文献或者与导师、师兄师姐、学

弟学妹等人进行广泛交流，有助于理清自己的思路，只有思路正确、逻辑清晰才能更好地进行选题和

数据运用，一旦确定了题目，就要着手去写，只有写才能不断完善整篇文章的布局。

会议结尾，伍老师再一次强调开伍门周会的价值所在，及应达到什么样的会议效果，会议价值在

于：这是一种督促机制，是思想、感情、学术多层面的分享交流，目的在于大家能够充分、认真地准

备每一次汇报主题，汇报后要检验训练结果、问题反馈的环节，能解决实际工作生活中出现的问题，

要有进步作用。

伍老师就开题这一学术问

题，从问题、如何写综述、理

论框架搭建、目录结构、分析

现状五方面详细展开讲解，选

题既是一个难点也是一个重点，

选题的能力能够映射出破译问

题的能力，并以“五步工作法”

去要求大家要常态化的落实到

实处。而综述是选题中的一个

致命点和亮点，也是文章观点

的提炼，在写综述前要进行深

度思考和充分准备。理论框架和一篇论文的灵魂，是首先要整理出分析、解决问题的大体思路，其中

概念框定，是要确定学术边界、研究范围和数据来源。其次是理论基础，2到3个理论、1到2个相关理

论为最佳，理论基础主要明确该理论的哪些内容是用以指导所写论文的哪些部分的。最后是分析框架，

选择分析的方法，比如模型分析法、实证分析法等，分析步骤分为哪几步，破题方面要抓住结构、要

素及相关关系这三个方面进行，框架的观点为后面内容撰写提供了支撑。之后讲述了关于目录的组成



部分，就学术和学位论文而言，目录部分五章为最佳，包括第一章背景及问题提出，第二章理论框架，

第三章现状或问题，第四章实证分析，第五章政策建议。最后一步是一个现状分析，基于理论框架，

发现问题，探讨问题。

伍老师在讲完选题相关的学术知识后，给大家讲述了文字排版及规范用语的重要性，以及关于以

后的学术下午茶如何开展、伍门人应该如何提升自己进一步作出要求，同时也是寄予厚望。在谈到方

法训练时，伍老师说思想是第一位，方法是第二位，方法是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整的，不同的方法在

研究同一问题时往往得到方向统一的结论。伍老师还给大家提出建议，希望大家尽可能多的读原著，

加强历史、文学、美学、哲学、艺术方面的学习，有效达到复合知识的对接，形成原生的价值观、原

则底色和底层逻辑，发现传统文化的原生价值，深入学习领悟文化的指导思想。

每一次的五，伍门周会都会从彼此身上相互学得新的东西，也能对生活对学习有新的思考，师

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知识是不分年龄的，虚心求教，脚踏实地学习，做一个踏踏实实做人、踏踏实

实做事、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伍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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