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afé 速递】喻杨康：浅谈如何在科研中发现和解决问题 & 徐凯：从 idea 到

SCI 论文发表——关于科研那些你想知道的事 

核心提示：如何撰写自己的第一篇论文？撰写论文有哪些小技巧、小工具？
如何挖掘创新点，怎样与审稿人进行学术博弈呢？在 GeoScience Café第 247 期
交流活动中同济大学2017级硕士生喻杨康和武汉大学2017级博士生徐凯为大家
带来科研经验分享交流。 

主持：李皓  摄影：  摄像：王翰诚 文字：王翰诚，李皓 

>>>人物名片 

喻杨康，同济大学测绘与地理信息学院 2017 级硕士生，师从杨玲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是室内外导航与定位；目前已发表 SCI 论文一篇，EI 论文一篇，

EI 国际会议文章两篇，发明专利一项；获得 UPINLBS 优秀论文奖，硕士研究生

国家奖学金，同济大学优秀毕业生等诸多奖项。 

徐凯，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7 级博士生，师从张

过教授、张庆君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是星载 SAR、光学影像数据高精度几何

处理；目前已发表学术论文 9 篇，其中 EI 1 篇，SCI 论文 8 篇（一作/通讯 6 篇）。

获得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光华奖学金、武大优秀研究生等荣誉奖项。 

>>>报告现场 

4 月 21 日晚上 7 点，同济大学 2017 级硕士生喻杨康和武汉大学 2017 级博

士生徐凯做客 GeoScience Café 第 247 期学术报告活动。两位同学为大家带来科

研经验分享交流，为同学们解答了科研路上的困惑，让观众受益匪浅。 

 

喻杨康：浅谈如何在科研中发现和解决问题 
上半场是同济大学 2017 级硕士生喻杨康的报告。首先，喻杨康介绍了科学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他认为科研要做的事是突破壁垒，解决问题，当费尽千辛万

苦取得了一点突破的时候，哪怕是很小的突破，就说明科研工作取得了成功。  

“科研三要素”之“学习” 
接着，喻杨康谈了谈科研三要素。第一个是学习，学习的目的是积累知识，

让人看到人类的知识壁垒，让人发现问题。  

关于我们需要学习的内容，喻杨康推荐以专业知识和数学为主，其他相关学

科知识为辅（计算机、通信、控制、交通、海洋、环境、无线电、地球物理，人

工智能等）。（如图 1） 

接着，喻杨康介绍了学习的三个要点，分别是：一，不要从最基础的书籍开



始，因为最基础的书籍大多数都是理论说明，有非常多的数学公式推导和数学方

面的描述和证明。二，要抓住主流，不要纠缠于旁支末节。三，培养自己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当你做一件感兴趣的事的时候，你整个人的能量都不一样。 

最后，喻杨康介绍了学习的三种方式：一，科普性平台，包括知乎、博客、

b 站和网易云课堂，还有诸如此类的。喻杨康介绍他个人比较喜欢知乎，上面有

很多各种各样学科的一些普及，科普性的一些说明文章。二，基础书籍，包括一

些专业书籍，还有一些数学类的书籍，还有一些其他学科的书籍，大家都可以看，

有一点比较重要，就是看书，一定要看经典的那些书，不要什么书都看，尽量以

英文原著的书优先。三，专业文献，专业文献的好处就是可以实时的了解这些知

识的最新动态，或者是去追溯到这个知识的提出，他是什么背景。 

 

图 1   学习的内容 

 
“科研三要素”之“思考” 

第二个要素是思考，思考在科研中间也非常重要，尤其是当人触碰到了知识

壁垒的时候，仅仅通过学习是已经没有用了。需要通过思考来创造新的知识，解

决问题。 

接下来，喻杨康介绍了思考的三个要点。一，思考知识与知识之间的关联性。

二，形成自己的理解和知识系统。三，思考所学知识的用处。 

最后，喻杨康分享了测绘里面的主要的一些最基础的知识。一，信息论，包

括参数估计和最小二乘，它对我们的作用很大。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观

测模型和我们的观测值，他都有一个信息，他们之间信息之间是什么关系？是相

等还是什么样的呢？信息论就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二，深度学习，它要

做的是一个模型的构建。它是适用于缺乏模型信息的数据，就是说它有一个优点，

它可以构建模型，但是这也是它的缺点。三，科研的一些具体步骤。在入门阶段

有准备数据，文献调查，对比总结并提出问题三个步骤，在进阶阶段有精读文献，



寻找自己的创新点，泛读文献三个步骤。（如图 2） 

 
图 2   科研的一些具体步骤 

 
“科研三要素”之“交流” 

第 3 个，人类比较容易忽略的就是交流。几万年来我们的祖先一直过着很简

单的生活，用石头和木头制作简单的工具，但现在我们和那些石器制造者其实是

同一个物种，身体和大脑构造上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异，为什么人类近代就会出现

一个爆发式的文明的增长？最近的观点认为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数量的增长。

意思是随着人的数量增加，个人的想法就会传递给越来越多的人。人的想法就像

具有生命，他们互相竞争，不断改进，取得了文化的进步，这就是交流的作用。 

接下来，喻杨康介绍了交流的重要性。一， 交流是最好的老师。科研中间

很多时候我们会遇到困难。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交流是我们的首选方式。二，表

达能力是最高层次的能力。表达能力主要分为写和说两种能力。 

最后，喻杨康以对同学们的建议结束了今天的讲座。一，养成爱交流的好习

惯，对有身份的人，私下的请教体现你对他的尊重；对同年龄的人，公开的讨论

可以使大家畅所欲言。二，学好英语，这一点无论是对出国留学还是国际会议交

流，或者文章写作都非常重要。 



 

图 3   交流的重要性 
 

徐凯：从 idea 到 SCI 论文发表 
下半场是武汉大学 2017 级博士生徐凯的报告，报告主题为“从 idea 到 SCI

论文发表”。徐凯同学主要从科研心得和论文写作两个部分展开分享。  

Part1 科研心得 
徐凯同学首先分享了自己在研究生成长历程中的科研心得。在刚进课题组时，

徐凯同学也经历了发懵的状态，由于研究方向的不熟悉、编程能力欠缺而造成了

焦虑。因此徐凯同学进一步介绍了自己的调整方法。主要分为几个部分：（1）

梳理自己所缺的知识，找到自己的专业短板，并进行相应的专业基础知识的补充。

徐凯同学推荐了 coursera、mooch 和硕博论文等相关的学习材料；（2）从经典

教材学习到本课题组师兄师姐毕业论文学习的过程。对于经典教材徐凯同学推荐

了慕课网等精品线上视频课程，也介绍毕业论文由于具体比较全面系统的知识体

系非常适合我们学习阅读；（3）编程能力的提升，实现某个想法或做导师的项

目避免不了扎实的编程功底，提升编程能力的途径包括了网络培训视频、课题组

内部代码和一些开源代码的学习。徐凯同学推荐了一些线上的编程学习网站和优

秀的项目代码，推荐大家去学习里面代码写法和技巧。在有了一定基础之后徐凯

同学强调一定要将学习的内容应用出来，比如尝试复现论文中的算法，从公式的

推导过程到利用 Matlab 等进行复现。接着徐凯同学通过讲述自己的一次经历，

提醒大家要及时向导师反馈，这是对导师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这能够形成一种

良性循环的师生关系。 

然后徐凯同学介绍了一些实用的文件分类小技巧，也向我们推荐了包括天若

OCR、Everything、Xmind、有道词典、Grammarly 等工具。这些工具能够极大

的提高我们科研学习过程中的效率。 



Part2 论文写作 
在讲座分享的第二部分，徐凯同学分享了论文写作经验，主要分为了论文写

作前、论文写作中、论文发表前几个部分向大家介绍。 

（1）论文写作前 

徐凯同学介绍了论文写作前的三个准备，包括 Good Idea 挖掘、目标期刊了

解和论文框架搭建。对于 Good Idea 的来源，徐凯同学给出了自己的一些经验，

Good Idea 可能来自于团队传承和项目凝练、本专业前沿论文以及与大同行交流

等。其中徐凯同学着重讲到了在许多论文中工作展望的部分，这部分可以给我们

很多启发。（如图 4） 

 

图 4   论文写作前准备 

 

（2）论文写作中 

徐凯同学向我们分享了论文写作的基本框架，包括背景、方法、结果以及结

论，并通过一些具体实例介绍了各个部分的写作要点和技巧。然后徐凯同学也对

英语的表达和参考文献管理编排进行了分享。（如图 5） 



 

图 5   论文结构优化框架 

 

（3）论文发表前 

最后徐凯同学就论文投稿中审稿人常见问题及回答策略与我们进行了交流。

第一个常见问题是语言表达问题，徐凯同学给出的策略是向审稿人表示感谢和歉

意，根据要求具体修改。第二个常见问题是审稿人要求的修改内容文中已提到，

但审稿人没有发现，徐凯同学给出的策略是折中满足审稿人要求，示意性修改。

第三个常见问题是审稿人要求开展新的研究，徐凯同学给出的策略是表示感谢并

耐心解释。同时徐凯同学也说明了并不是审稿人给出的所有修改意见都必须采纳。

（如图 6） 

 
图 6   审稿人常见问题及回答策略 

 



>>>互动交流 

提问人一：科研小白如何尽快确定研究方向？ 

喻杨康：我个人的理解是当你做完你的文献调研之后，你可以发现你的领域

里面有很多个问题可以解决，可以作为你的研究方向，然后你就要去结合自身的

条件去考虑，哪些问题是适合你的，并且去咨询一下你导师的意见。有可能某些

方向你导师他比较擅长比较了解，他可以对你进行指导，他就会让你选择那个研

究方向。 

 

提问人二：在写科技论文的过程中，如何能加深论文的深度？在阅读文献时

应该从什么角度发？发掘其他文献的深层次分析？ 

徐凯：第一个问题，首先你要把你的文章的背景需求跟别人说清楚，你的研

究提出来，为什么要提出这个研究？你的研究有哪些很好的意义。然后整个论文

的撰写过程，比如结果讨论这一部分你就是要讨论的具有深度一点，你不要光简

单地介绍自己的一个实验结果，应该要从各个方面以及对立的方面去谈，然后去

引导出来你论文所具有的一个研究意义。第二个问题，其实大家可能很难从一篇

文章当中去发掘，建议大家就像深度学习一样，去阅读大量的文献，因为你读完

一篇文章再读别的文献，你就能去对比着看。 

 

提问人三：对于科研小白来说，确定了研究方向与题目，浏览了大量的文献，

但是发现文献中只是一笔带过了一些研究方法及一些步骤，自己在进行模呃实验

和跑模型做空间分析，就感觉非常吃力。 

喻杨康：如果你发现文献中只是一笔带过研究方法和具体步骤的时候，其实

是说明作者做的工作并没有很仔细。你不必要去纠结他是怎么做的，你可以从原

理上面去对问题进行分析，然后用你自己的一种思路去把实验好好做一下。我觉

得这其实是一个机会，相当于别人没有做好的工作，你在这方面有一些发展空间。 
 

GeoScience Café 以“谈笑间成就梦想”为目标，于每周五晚 7:00 在实验室四

楼休闲厅，邀请 1-4 位嘉宾，为大家带来学术报告或经验分享。报告内容包括摄

影测量与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导航与定位服务等研究方向，听众可在报告结束

后向嘉宾提问、与嘉宾交流探讨，同时每学期还会举办 2 期人文类讲座和 2 场导

师信息分享会。每期报告会根据嘉宾意愿在 B 站开设直播，使不能来到现场的

听众同步参与。报告 PPT 和视频会在征得嘉宾同意的情况下在 qq 群和 B 站上发

布。 



更多精彩内容（讲座预告、讲座回顾、报告 PPT、报告视频）敬请通过以下

方式获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