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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工科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方法探析 

吴微微，朱 畅，张晓发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 首先基于对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几个方面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的对比，包括培养期间学习和工程 

实践时间段的对比，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学习的对比，国内外硕士研究生学业对比以及军 内外硕士研究生 

学业对比等。基于对比和分析，提出了一系列有望提高工科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方法，如切实落实导师职责， 

指导学生正确选课；实行导师加博士生共同指导硕士生；帮助硕士生明确第一年的 “学”与 “习”；引导硕士生 

合理规划作息时间；鼓励硕士生提 高英语水平；以及激励硕士生努力将 自身的科研成果量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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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Improvement M ethods for the Education Plan of 

Master Degree Candidates Majoring in Engineering 
Wu Wei—wei．Zhu Chang and Zhang Xiao—fa 

(College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Engineering，National Univemi~of Defense Technology，Changsha 410073，China) 

Abstract：Firstly，based on several aspects of the education plan of master students majoring in engineering，this 

paper presents some comparisons，such as a comparison of study section and engineering practicing section in the master 

students’education plan；a comparisons between the master degree students and the Ph． D students；between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master degree candidates；and between the students in and out of the army，etc．Aiming at improving the 

education quality of master degree students，we propose some methods：the supervisor should take his／her responsibility 

effectively and help the students to choose the proper courses；the supervisor with Ph． D students combined to supervise 

the master degree students；let the students learn how to study and do some engineering practice properly；instruct the 

students to make the high efficient study plans；coach the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technic English skills and inspire the 

students to make some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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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变迁，本科生教育已成为高等教育的起 

点。在此阶段，学生主要是学习各个专业领域的基本知识， 

知识面较广 ，但深入细致的工程实践相对较少。博士研究 

生教育则是国家最高层次的学历教育，是学生进入更深层 

次科学研究的阶段。高校里大量科研创新成果和科研项 目 

基本都是博士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的⋯。在这二者之间 

的硕士研究生教育起着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越来越多的 

人选择在就业前或攻读博士学位之前接受这种教育。相比 

年限为四至五年的本科生和博士生教育来说，近两年半的 

硕士生教育在时间上显得非常紧迫。因此 ，硕士生在毕业 

后无论做出哪种选择，都需要利用硕士研究生培养期间短 

暂的时间为将来的工作和学习夯实专业基础和积累工程实 

践经验。 

为从多个角度仔细观察研究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方案， 

首先笔者就自己和周围一些人所接受 的硕士研究生教育进 

行几个现状对比。通过对比，发现和分析一些存在的问题。 

最后 ，提出一些改善措施以供参考。 

一

、 硕士研究生教育的现状对比 

(一)培养期间的学习阶段和研究阶段对比 

硕士研究生教育约为两年半的时间。学生一般用第一 

年进行专业理论知识学习，第二年进入课题组进行实际工 

程锻炼 ，最后半年考博、找工作 和写论文。总体感觉是 ： 

修学分较盲 目，进行实际工程锻炼较晚，最后半年最忙最 

累。 

大多数刚入学的硕士研究生，已经通过四年本科生教 

育完成了专业知识笼统而系统的学习。而刚结束的本科毕 

业设计对其实际工程能力的训练才刚刚开始。在这样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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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专业知识尚缺乏感性认识和缺乏实际工程锻炼的前提下， 

硕士研究生们往往仍 旧选择继续进行课程学习和修学分。 

这样无疑延迟了实际工程能力培养的时间。由于对实际工 

程中所需知识缺乏深人了解，在选课方面也很盲 目。大部 

分学生或为了修满学分选择一些相关性不强的课程，或盲 

目跟从他人选择课程。故第一年下来，并没有明确地为将 

来的科研工作或工程实践做好必备知识的储备。同时，没 

有经过实践的知识，学得快，忘得更快。 

第二年，在进入课题研究时往往因为知识储备不足， 

或没有根据实际的工程实践进行知识储备，而被迫重新进 

行实际工程所需的理论知识学习、资料查新和工程应用背 

景的理解等工作。学习是环环相扣的，因为前期工作准备 

的盲 目性，往往导致实际工程训练迟迟不能开展。 

第三年 ，也就是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最后半年，工程实 

践往往在刚理出头绪，提出新思路或正在实现新方案但还 

没有取得阶段性成果的过程中戛然而止。 

(二)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期间的对比 
一 个课题组里一般有很多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在 

一 起共同学习。硕士生的培养侧重工程应用，将所学到的 

理论知识应用到工程中，如应用已有的较新的算法仿真计 

算一些模型，或设计一些新的器件等。博士生的培养则侧 

重对工程应用背后的理论的研究。从理论知识 的工程应用 

中发现问题 ，完善或者改善部分理论知识 ，或提出一些新 

的概念来。总的来说 ，博士研究生学习 目的很明确，自觉 

性高，学习主动性强，会就一个研究方向进行长期专注的 

研究。并能通过查资料和反复仿真实验等方法独立解决科 

研中所遇到的技术问题。硕士研究生在工程实践方面较积 

极 ，但遇到技术 问题时，往往因缺乏深厚的理论功底而较 

缺乏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博士研究生 

通常在学术论文发表方面有明确的要求 ，故学习时间抓的 

紧一些。一篇好质量的论文从写作到评审、修改最后到发 

表一般需要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对于年限相对较短的 

硕士研究生来说，难度较大。 

(三)国内和国外硕士期间学业对比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笔者被公派到加拿大滑铁卢大 

学进行了为期两年半的联合培养。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是加 

拿大第一所对本科学生进行合作研究培养 (Co—operative 

education plan，简称 co一0p)的高校 卜 。该学校的每一 

学年有两种学期：学习学期和工作学期。在学习学期主要 

学习理论知识和修学分，除了期中和期末的大考外，平时 

有很多小测试。这些小测试的成绩也会纳入淘汰制考核的 

范围内。而在工作学期则必须到与专业相关的企业公司实 

习，工作量也需要进行量化考核。学习学期和工作学期交 

替进行，学完一个学期就到外面公司实习一段时间，然后 

再回到学校进行理论知识的学习。该校的许多硕士研究生 

因本科就是 CO一叩 学生，理论知识和工程实践能力结合得 

相对较好，故从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半年内就能将所要求的 

学分修满，进入课题研究阶段。而 目前我们的学习阶段和 

科研实践阶段基本完全分开。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基本上 

要等一年才能看到他们到课题组进行课题研究。 

(四)军队硕士研究生和地方硕士研究生的对比 

地方硕士生平时的任务主要就是学习。很多时候除了 

吃饭学习可以不用规划其他事，可以自由安排的时间很多。 

即使在一 日的学习中，他们也可以在相对较长的时间段里 

持续专注地思考一个问题。与地方硕士生不 同，军队硕士 

生有其自身的特点。除了学业外，还会有其他许多日常事 

务性工作 ，包括内务卫生、政治学习、军事体能训练和出 

公差等。从一方面讲，这些军人作风素质的培养和训练造 

就了新型军事化科技人才。另一方面，这些 日常事务性工 

作也将一日的学习时间切开分细了。这些就对军队硕士生 

在时间规划和自我要求方面做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提高工科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方法探讨 

通过以上几个对比观察，引起我们的思考。在思考中， 

得到了一些启发。我们认为可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人手，提 

高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一)指导硕士生准确定位，“量体裁衣”地正确选课。 

在硕士研究生刚入学的时候，导师就应该落实 自己的 

职责。让学生到课题组里熟悉环境和进行一次深入细致的 

交流和相互了解。 

(1)导师可详细介绍一下课题组及研究团队、具体研 

究课题等情况，便于学生选择感兴趣的研究方向。学生则 

需对 自己学术背景和学术职业规划做一个详细介绍。这种 

交流能使学生在导师的帮助下给 自己定好位，是重点培养 

工程实践能力为将来找工作做准备还是侧重理论研究以便 

留校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2)根据以上的相互细致的了解，导师协助学生规划 

未来两年半的学业，如合理选课和课题研究方向等。如果 

学生期望考博继续深造 ，则有必要选一些理论性更强的课 

程。如果学生期望硕士毕业就参加工作，则可以选择偏向 

工程应用的课程。 

(二)实行导师 +博士生共同指导模式 

由于导师在教学和科研方面的任务常常很繁重，对一 

个研究方向主要把握的是大的方向，对一个课题研究主要 

把握的是研究方案。当代科技发展之迅速，要求一个导师 

事无巨细，对任何一个研究细节，如具体到一种开发软件 

的应用或一块电路板 的设计都了如指掌，是不太现实的。 

硕士生在进行课题研究的时候，应该有导师把握大的研究 

方向。在许多技术细节方面，还应向同龄人，尤其是向博 

士生多请教。博士生在长期的理论学习和工程实践 中积累 

了很多经验，能从更多层面更多角度来思考一个技术细节 

或问题。这种技术细节甚至可以具体到一个电子元器件的 

某一个结构参数的设置。同龄人之间的相互学习和交流是 

现代科研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一个优秀的科研团队能带 

领迷茫的新成员迅速找到前进的方向和 目标并鞭策其持之 

以恒地为之努力。同时，教学相长 ，导师和博士研究生在 

指导硕士研究生甚至本科学生时，也会从技术问题中找到 

思考点，促进新思路和新方法的诞生。 

(三)帮助硕士生明确第一年的 “学”与 “习” 
一 个好的开始便是成功的一半。三年后的结果与现在 

的每一天的努力密不可分。如果充分意识到硕士研究生培 

养期间第一年的重要性 ，则结果会大不一样。第一年是铺 

垫，第二年是实践，第三年便是收获。如果前期做了很好 

的铺垫，最后便会得到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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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除上课 时间外 ，学生应该 尽早 到所在 的课题组 

“学”与 “习”。不仅是学习理论知识 ，还可以进行工程实 

习。理论知识 ，不通过工程实习，往往难以理解深刻。学 

以致用，将所学转化到所用上 ，才能将理论学通学透。经 

常与课题组的导师和其他学生交流，会促进学生尽早明确 

自己下一年的研究方向，并为之做一些准备，如仿真软件 

的学习，资料查新，应用背景的探索等。并为开题报告做 
一 些准备，同时也免去了第二年进入课题研究的仓促。 

(2)从第一学年开始，就让学生定期以电子文档形式 

或书面形式向导师提交学习报告，对近期所学 内容和工程 

实践方面的收获做小结。这样，在第二学年结束时，这些 

学习报告大致将会搭起一篇硕士论文的框架 ，便于硕士论 

文的撰写。也便于导师及时了解学生的近况，督促帮助学 

生的学习。 

(四)引导硕士生合理规划作息时间 

军人硕士生入学之初 ，就应该让他们明确 自己身上肩 

负的责任和历史使命，不忘崇尚军人荣誉，且脚踏实地。 

军人硕士生入学后应该尽快学会合理规划自己的作息时间， 

既要保证军事训练的正常进行，又要保证学业的顺利展开。 

学习需要长期专注和深入地思考，训练的是 “坐功”，就好 

比太阳光只有通过透镜汇聚到一个点才能灼烧一张纸片。 

因军事训练的要求，一段较长的学习时间段较难保证，如 

可能会参加队列训练一小时等。这时，应该帮助军人硕士 

生树立更高的要求 ：积极认真的参加各项军事训练 ，提高 

自身军人素质。除训练之外，应该引导军人硕士生珍惜其 

他时间，尽量保证不切碎时间段，专注技术难题的思考和 

解决。比如，可以在参加队列训练之前学习一段时间，队 

列训练完再回到学习当中。这样的时间切换，既提升了自 

身军人素质，又让大脑得到暂时的放松和休息，有助于更 

加高效的学习。在平时没有军事训练时，更应该引导军人 

硕士生抵制住其他一些娱乐诱惑，集中时间保证学习质量。 

(五)鼓励硕士生提高英语水平，多看国外研究成果， 

多发表英语文章 

目前，工科学生在写学术论文的时候都会先综述一下 

所研究领域里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该综述虽然占的篇幅不 

多，但背后做的工作可不少，需要对该领域大量文献资料 

进行查新了解。许多涵盖先进技术的科技文献主要是用英 

语和中文撰写的，从大量的科技文献中去粗取精 ，吸取有 

价值的思想和技术，或将自己的科研成果写成学术论文发 

表在国际学术刊物上，都离不开语言能力的训练。工科学 

生尤其需要重视专业领域里的英语技能的提高训练。可 以 

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训练提高。 

(1)平时查资料时尽量选择一些外文资料进行收集。 

外文资料里涵盖了专业领域里许多专业术语和地道的用法。 

(2)如果一开始阅读专业文献资料时感觉较困难 ，可 

选择一些中文资料阅读。待理解了专业技术层面的知识和 

问题后，再阅读收集到的外文资料。 

(3)将专业术语和地道的习语用法记录下来，常看常 

记，并在取得一些科研成果的时候 ，努力运用这些积累下 

来的知识写英文学术论文。 

(4)鼓励学生多参加学术交流活动，如国际会议 、国 

际合作项目等。在这种活动中，不仅可以提高自身的英语 

水平，而且更多的是开拓视野 ，给 自己的课题研究带来新 

思路和创新点。 

(5)在平 日生活中，也应创造机会让 自己多接触英语。 

如和外国人交流，看英文电影 ，听英文歌，或读 自己感兴 

趣的英文杂志或书籍。这些都可以潜移默化地培养 自己的 

英语语感。在缺乏纯正的英语环境里，让英语不要因学习 

任务繁忙而离自己越来越远。 

(六)激励硕士生努力将自身的科研成果量化 

将所做工作进行量化，能起到鞭策作用。一篇学术论 

文也许并不能代表一个学生全部能力，但可以证明他在一 

段时间内的积淀。持之以恒地进行课题研究必将伴随科研 

成果的诞生。如果课程学的好，理论功底扎实 ，并伴有创 

新性理论研究成果 ，则会诞生基于理论的学术论文。如果 

工程实践开展的较多，则会积累很多实际的工程经验。如 

果在平时工程实践中多观察勤思考，分析研究工程问题背 

后所隐含的理论基础，便会找到科研创新的源头。最后在 

解决这些技术问题甚至难题之时，便是一篇基于工程应用 

的学术论文写成之时。硕士研究生在平时的工作学习中应 

学会善于归纳总结，努力将 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化成学术论 

文、专利等科研成果。 

三、结束语 

当今世界，科技更新很快，社会在飞速发展。硕士研 

究生培养必须要与时俱进，不断改善的。唯有这样，才能 

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合格的人才推动我国科技发展，与世界 

接轨。通过对比研究，知己知彼，才能做到扬长避短。本 

文基于对比研究提出的六点建议，希望能够对工科硕士研 

究生，特别是军队工科硕士生的培养教育工作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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