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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策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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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生教育规模不断扩张，对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持续提升带来较大冲击。从
招生选拔、教学改革、导师队伍、学术环境、质量监控和管理模式等方面，分析问题，理清思
路，提出了解决研究生培养质量问题的实践策略，对推进研究生教育科学发展有一定实践指导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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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Strategies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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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val Aeronautical Engineering Institute，Yantai 264001，China)

Abstract: The ever － enlarging scale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has posed a significant challenge to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quality. All levels of units involved in the
postgraduate education need to analyze and figure out how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in terms of enrollment，
teaching reform，advising personnel，academic environment，quality supervision and control，and
management mode，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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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加速向依靠科技

进步和科技创新的轨道转型，高层次人才日益成为

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可或缺

的重要力量。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研究生招生

规模以每年 27% 的速度迅速膨胀，2010 年我国在

校的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达到 120 万，博

士研究生达到 15 万。［1］研究生教育规模不断扩大，

使得研究生培养质量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尽

管各研究生培养单位为提高质量做了大量工作，取

得了显著成效，但仍然存在着招生选拔方式方法单

一、教学改革不够持续深入、导师队伍建设水平滞

后、学术环境支撑作用发挥不充分、质量监控落实

力度偏弱、教育管理缺乏针对性等问题，需要我们

切实理清工作思路、研究解决对策，提升研究生培

养质量，推进研究生教育科学发展。

一、改革研究生招生选拔方式

招生环节是构成研究生培养质量控制体系闭环

回路的入口，是影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基础。在美

国、法国等欧美发达国家，研究生的招生没有统一

考试，主要依据导师意见、大学阶段总评成绩、学

习评语等进行资格审查，只有审查通过者才有资格

申请攻读博士或硕士学位。前苏联、日本和我国招

收研究生主要依据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在这种招

生环境下，易于导致不少有专业特长但不擅长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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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被拒之门外，而应试能力强、科研能力弱的

学生却成为研究生队伍中的主力。因此，改革单一

的研究生招生选拔制度势在必行。一是建立一套新

型的符合社会需求的研究生入学考评制度。着重考

察研究生从事科研和工程应用所必需知识技能，强

调研究生具有科研及逻辑思辨能力、团队协作精神

和高尚的人格品质。二是健全研究生招生计划分配

和教育资源配置等调控政策。在充分考虑学位授权

点、导师指导学生数量、已有招生规模等办学需求

的基础上，将学位论文抽查优良率，获得国家、军

队 ( 省) 级优秀学位论文数量等作为分配研究生

招生计划，特别是博士生招生计划的重要参考指

标。三是扩大研究生导师招生自主权。在研究生录

取中推行导师和学生的双向选择制度，赋予导师自

主选择招收研究生的核心权利，引导导师选择创新

思维和实际动手能力强的研究生，形成导师招收培

养研究生的制约机制。

二、深化研究生教学改革

研究生教学改革是推动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的

“源动力”，必须遵循研究生教育规律，不断深化

研究生课程体系、课程学习模式和教学方法改革，

适应国家、军队对研究生教育教学的需求变化。一

是调整优化研究生人才培养方案。以研究生综合素

质和实际应用能力培养为重点，着重对人才培养目

标、学科研究方向、课程体系结构和教育训练计划

等方面进行优化完善。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强化培

养指向，坚持把提高思想政治素质放在育人工作首

位，紧紧围绕国家、军队建设发展对高层次人才需

求，确保研究生德、智、军、体、能全面发展。在

学科研究方向上，紧跟国际学术前沿和部队实际需

求，立足学科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凝练学科方

向，整合学科资源，形成合力。在课程体系结构

上，坚持质量标准，注重改革创新，科学设置公共

基础课程、学科专业课程、跨学科课程和实践环节

四个模块，突出跨学科性和综合性，拓展学科专业

口径，开阔研究视野。在教育训练计划上，科学统

筹研究生各阶段教育训练活动，系统设计思想品德

教育计划、军事素质训练计划、部队实践训练计

划、科研学术训练计划，提高科学研究能力和岗位

任职能力。二是试行差异化课程学习模式。当前国

内研究生培养模式基本上是英美模式，强调先修学

分再从事科研工作。这种具有 “一刀切”性质的

培养模式不利于具有个性化人才的培养。对于部分

学习能力较强、专业基础扎实的研究生，应该允许

他们直接参与导师的课题组，导师可提早引导研究

生进行毕业论文的选题，收集和阅读相关的文献资

料，尽快进入科研角色，为学位论文阶段做准备。
对于那些跨学科专业学习的研究生，要强调课程学

习的系统性，以求在进入科研工作前具备扎实的理

论基础，从而实现研究生课程学习的 “差异化”。
三是推行多样化课堂教学方法。研究生的学习特点

就是“在学习中研究，在研究中学习”。因此，研

究生课程教学不是导师向研究生传授书本上的现成

知识，而是引导研究生自主学习，积极探索新知

识、新领域。要推行多样化课堂教学方式方法，

如: 讲座式、研讨式、启发式、案例式等，避免单

纯灌输式教学方式，在尊重导师主导作用的同时，

发扬研究生主体精神，让他们在探究式学习中主动

获取新知识，掌握新技术、新方法，培养探索精

神，提高研究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提高导师队伍整体水平

研究生导师是研究生培养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和

实施者，导师的政治素养、学术水平、创新意识、
创新能力、指导能力和工作作风，直接影响着研究

生的培养质量和未来成长。要加强导师队伍综合素

质培养，必须有针对性地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

是加强研究生导师师德师风建设。提升导师队伍能

力素质，必须把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要位置。在研

究生教育较为发达的英美，导师科研水平高低仅仅

是对导师评价的一个方面，导师的道德品质、师生

关系等方面也纳入导师综合评价系统，基本形成了

以学生评价、学系评价、同行评价为主体的三大评

价体系。［2］ 在我国，研究生导师考核制度较为单

一，往往只注重导师的教学和科研成果，忽视对导

师学术道德的评价考核。笔者认为，要健全师德考

评制度，采取管理部门、同行和研究生对导师匿名

评分的方式，了解掌握导师的社会公信力、学术人

格和指导效果，强化导师的自觉意识和自我道德修

养，将师德表现作为导师遴选、聘用、职务晋升与

奖励的首要内容，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二是加强

高水平导师队伍的培育和引进。要把提高导师队伍

水平作为 研 究 生 教 育 的 永 恒 主 题，通 过 教 育 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长江学者奖励计

划”、“百千万人才工程”等国家级人才计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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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等军队级人才计划项

目，引进和培养一批学术带头人; 通过加强军队

( 省部) 级优秀教学创新团队和科研创新群体、学

科梯队建设，促进各种类型的创新团队成长。鼓励

研究生导师积极参与军队和省级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改革项目研究，开展各具特色的研究生培养创新探

索研究，及时总结研究生培养经验做法，不断提高

导师指导能力和水平。三是建立健全研究生导师动

态管理模式。本着按需设岗、动态遴选、评聘分

离、择优上岗的原则，制定完善研究生导师年度招

生资格考核实施办法，重点围绕发表学术论文、出

版专著教材和承担科研项目等方面，对导师进行年

度硬性指标审查考核。考核合格者具备上岗资格，

考核不合格者停止招生，形成 “能上能下、能进

能出”的动态管理模式。全面推行以科学研究为

主导的导师资格制，把承担课题的等级和数量作为

遴选导师的基本条件，与导师招生数量挂钩。对学

术水平和指导研究生水平较高的导师，积极扶持申

请和承担国家、军队科研课题。

四、改善科研学术环境

创新人才的培养离不开科研实践，科研实践主

要以良好的学科环境和高水平的科研课题为依托。
在国防科技大学获奖的 400 多项科研成果中绝大部

分都有研究生参与攻关，特别是银河系列巨型计算

机、北斗卫星地面设备、新体制雷达、磁悬浮列车

等重大科研课题攻关为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发挥了

极为重要作用。目前，大部分院校学科专业布局不

够合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基础性科研课题水平

不高、数量不足，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研究生培养质

量的提高。笔者认为，要破解这一难题，主要抓好

以下三点: 一是优化学科布局。要关注院校发展全

局，由部系所有制向共享制转变，由重复低效向融

合高效转变。学科点的优化调整要与国家、军队学

科发展方向紧密结合，与院校的训练任务相适应，

科学筹划，分步实施，形成一批优势学科创新平

台。二是统筹基础研究和工程技术研究协调发展。
开展基础研究有利于保持学科的领先地位，有利于

发表高质量的论文，但是纯粹的基础研究往往难以

得到足够的经费支持。我们可以利用工程技术项目

所获得的经费支持基础研究，同时积极申请各类基

金和国家攻关等高水平的项目，广泛争取和开展国

际合作项目，为保持基础研究和工程技术研究方面

适度平衡提供条件。三是加大投入力度。积极创造

条件，鼓励和支持研究生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设

立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基金、优秀博士 ( 硕士)

研究生创新基金，激发研究生开展创新性科研课题

研究的内在动力。整合院内外各种创新资源，组织

多种形式的创新活动和实践活动，大力加强研究生

实习实践基地和创新基地建设。营造良好的创新氛

围，资助研究生参加研究生暑期学校、创新论坛，

举办研究生学术活动月，打造学术活动品牌，为研

究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培养创建平台。

五、加强培养过程质量监控

为了将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策略落到实处，

必须严把研究生培养过程几个关键环节，实施全过

程、全方位质量监控。一是强化教学过程督导检

查。成立研究生课堂教学督导组，对研究生人才培

养方案的设计、学位课程的设置、教材的选用、教

员备课上课、课外辅导、学位课程考试、实践实习

等主要环节，进行全方位指导和监控。构建研究生

课堂教学指标体系，制定教学检查评估实施办法，

推动课堂教学质量评估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

化。二是强化学位论文过程监控。严把选题关，鼓

励研究生结合国家、军队重大科研项目，紧贴部队

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瞄准学科发

展前沿问题进行选题。加强对研究生文献阅读和写

作的指导和考核，开设相关专题讲座，提高研究生

对文献进行整理、归纳、分析的能力。以选题和文

献综述为重点，明确、细化合格标准，严格按照标

准和程序组织开题，切实保证开题质量。创新博士

研究生开题模式，采取学位课平均成绩和开题报告

量化成绩加权计分方式 ( 见表 1) 和开题报告末位

淘汰机制，提高培养质量。认真抓好中期考核，对

未通过考核的研究生及时分流处理。按照学位论文

抽查的评价标准，优化学位论文评价指标体系，科

学制定评阅方案，切实提高 “双盲”评阅质量。
引进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坚持开展学位论文诚

信检测，净化学术空气。三是健全和创新研究生全

程淘汰机制。依据学籍管理和学位授予条例规定，

把全程淘汰作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抓手，

落实课程学习、中期考核、综合素质、开题报告、
学位论文评阅答辩及学位申请等环节的淘汰制度，

加大淘汰力度，增强研究生主动学习的紧迫感和积

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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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博士学位论文开题答辩计分表

作者姓名 学科专业

论文题目 是否首次开题

考评项目 分项 计分 加权系数 合计

一、学位课程平均成绩 满分 100 分 30% ( 0)

二、开题报告成绩 满分 100 分 70% ( 100% )

1、论文选题背景及意义 满分 30 分

2、研究方案可行性 满分 10 分

3、应用前景和研究价值 满分 10 分

4、工作时间安排的合理性 满分 15 分

5、预期成果和可能的创新点 满分 10 分

6、发表论文情况 满分 5 分

7、文字表达能力 满分 10 分

8、口头表达能力 满分 10 分

总分数

六、创新研究生教育管理模式

管理育人、管理创优，既是成功经验，也是努

力方向。要着眼研究生的学习特性、成才规律、管

理要求，综合施策，科学管理，切实把研究生管住

管好，管出活力，管出效益。一是在管理理念上要

强调“以生为本”。“以生为本”是高等教育界的

重要理念。落实“以生为本”，就要充分尊重学员

的主体地位，认真研究其学习动机、思想主张、面

临困难、必要需求，实行研究生学习的全过程服务

和管理。不仅在教学方式、方法等技术层面体现

“以生为本”，而且要根据研究生学习的特点，重

构包括理念、体制、机制、组织、文化等在内的教

学和人才培养体系，真正建立起关心研究生学习、
服务研究生学习的教学体系。二是在管理方式上要

允许“个性张扬”。古人讲: “有高山者必有深谷，

有奇才者必有怪癖。”那些杰出人才常常特立独

行，具有鲜明的个性、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某种反叛

精神，敢于打破常规，挑战权威，因而不容易得到

大家的认同。伽利略发明望远镜，被称为魔术骗

子; 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被人攻击为 “犹太

人危害世界的阴谋”; 莱特兄弟发明飞机，遭到美

国科学界和舆论界的封杀。这些众所周知的事例，

都证明了同一个道理，那就是杰出人才的培养，必

须要有能够使其张扬个性的空间和环境。研究生学

历层次高，思维前瞻，个性多样，追求多元。对他

们的管理教育，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因人而异，因

时而变，因 事 而 张。三 是 在 管 理 聚 焦 上 要 突 出

“科学长效”。实际工作中，要把提高研究生培养

质量作为筹划管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科

学高效的管理，为研究生的学习、生活提供高效便

捷周全的服务保障，让他们能够潜心向学，安心研

究。要认真分析和掌握每名学员的思维、心理、情

感、身体状况等要素，积极创造条件满足他们求

知、成才、进步的需求，不断增强管理教育的亲和

力和感染力、针对性和科学性。要构建 “结合实

际、宽严相济、管理高效、科学正规”的管理长

效机制，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防止 “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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