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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研究生教育作为培养国家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主要源泉，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
实现途径和重要组成部分。针对日趋复杂研究生生源结构引起的研究生教育培养质量问题，建

立 “素质蛛网模型”，并基于模型结果，制定 “花朵”状差异化培养方案图，最后将理论模型应

用到湖南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某课题研究组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制定。研究结果可为我国硕士

研究生培养体系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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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来高校毕业生逐年增长，在毕业生就业

压力、非全日制纳入统考、研究生招生扩张等因

素的刺激下，根据中国教育部在线发布的从１９９８

年至２０１９年的考研人数统计，可知我国硕士研究
生报考人数整体呈快速上升趋势。其中，２０１５年
至２０１９年连续五年持续上涨，２０１９年达到２９０万
人，较上一年增加 ５２万人，增幅达到 ２１８％［１］。

按照国家规定的研究生报考条件，应届生、往届

生、专科毕业两年或以上、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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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业生和成人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及达到与大学

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的人员等都符合研究生报名

条件。面对如此复杂的生源结构，如何根据学生

的理论知识、实践经验、知识构架、学校生源、

专业技能及本科与研究生专业相关度等方面的差

异进行有效的培养给研究生教育质量带来了新的

挑战。因此，如何根据生源结构建立差异化的研

究生教育培养体系成为当前高等教育工作者面临

的重要课题。王仕杰分析了全日制教育硕士培养

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认为应该对应届本科毕业

生和非应届本科毕业生两类教育硕士实施不同的

培养模式［２］；向涛等从学生自主学习的角度出发，

构建差异化的培养模式，有助于优化学生的个体

发展，以此提高整个专业的培养水平［３］；徐新华

等提出以培养目标为差异，制定专门的课程

学习［４］。

本文通过借鉴美国学者Ｒ博亚特兹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ｏｙａｔｚｉｓ）的 “洋葱素质模型”［５］，在承认并尊重

学生在专业知识储备、兴趣、能力、气质和性格

等方面存在个体差异基础上，提出一种用于学生

素质评估的 “素质蛛网模型”，通过该模型可以获

取学生的素质评分，根据素质评分可以获得该学

生的培养主导方案及其该主导培养方案下的 “花

朵”差异化培养方案细节。将该模型应用于湖南

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某课题组的硕士研究生培

养，实践结果可为我国硕士研究生培养体系的完

善和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二、“素质蛛网模型”的构建及使

用方法

　　美国学者Ｒ博亚特兹 （ＲｉｃｈａｒｄＢｏｙａｔｚｉｓ）基
于麦克利兰的素质理论，提出的 “素质洋葱模

型”，由内至外分别从动机、个性、自我形象与价

值观、社会角色、态度、知识及技能等方面对人

的素质能力进行了立体综合性的考察［６］。由于该

模型应用于企业员工的评价，其评价结果公正客

观，极具说服力，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激发员工

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在企业员工的培训、职位

调整及晋升方面应用非常广泛。以此为鉴，在研

究生培养过程中，研究生导师如何通过所指导研

究生的认知、性格、学习行为方式以及学习动机

等方面，进行一个公正合理的评价，并依据评价

结果选择可行的培养方案，真正实现培养方案的

“有案可依”和 “有案可查”。

研究生素质由知识水平、专业技能、学习行

为方式、性格、专业度及实践能力等核心要素组

成，各个要素可通过一定的分值进行衡量。如图１
所示，“素质蛛网模型”中由内至外分别是权重分

配定义，各构成要素及各要素分值定义，其中，

权重分配定义由指导老师根据课题研究方向与性

质自行定义；各构成要素也可由指导老师根据课

题研究需要进行要素构成的删减或增加项目；各

要素分值依据细节而定，且有较高的客观性。指

导老师应用该 “素质蛛网模型”可以对所指导研

究生的知识水平、专业技能、性格及实践能力等

方面进行一个系统的立体的综合性评估。

根据湖南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某课题组主

要从事应用基础理论研究的特点，制定了如图１所
示的六项素质要素构成，性格 （外向型和内向

型）、学习行为方式 （探索型、被动型和依赖型）、

知识水平 （本科学科类型）、实践能力 （应届或往

届）、专业技能 （根据课题研究性质提出与课题相

关的专业技能）及专业度 （本科所学专业与研究

生研究方向结合程度），其中前面两项是由学生内

部核心意识和内化能力决定的，其他项都是对学

生外化能力的评价。

从图１可知，“六个网格”代表了学生在六个
方面的属性，根据其属性进行合理的制定培养方

案其本质体现了我国教育的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

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教育的目的是实现人

的全面发展［７］。这也充分说明了导师在实施研究

生培养过程中，不能实行 “一刀切”的模式，需

因材施教。然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要真正做

到 “因材施教”却十分困难，绝大部分老师目前

都无法做到这一点。究其原因最根本的就是：对

于所授学生素质差异不能进行有效的评估，并根

据评估结果选择合适的培养方案及目标。该 “素

质蛛网模型”可以很好的结合指导老师的课题研

究，实现对所指导研究生全面客观的评价，并根

据评价结果进行培养方案的制定与实施。

　　三、基于 “素质蛛网模型”的

“花朵”差异化培养方案制定

　　在我国硕士研究生培养体系中有相关学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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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素质蛛网模型

“差异化”培养理念做过专门的研究，如李克文等

人对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分别在培养目标、项目

驱动和过程管理三方面实行差异化培养方案进行

了研究［８］，这种差异化的培养模式在精英化的研

究生培养过程中有其优势所在，但从培养对象的

多样性方面来考虑，简单的将培养对象划分为专

业和学术硕士进行差异化培养，仍然有其局限性。

而基于 “素质蛛网模型”的 “花朵”差异化培养

理念，在培养对象层面是通过蛛网模型的权值计

算将其分为不同的培养类型，这能够全面的对培

养对象进行综合评价，基于此评价而制定的 “花

朵”差异化培养方案将更具有个性化、专一化和

针对性，更符合研究生教育的因材施教培养模式。

（一） “花朵”差异化培养方案制定的核心

思想

按照系统论的观点，每个系统内部总是由若

干个单元或子系统构成的，要想实现系统整体功

能的最优化，必须使系统内各个单元的功能得到

充分发挥并相互协调，由此认为系统的整体运转

有赖于系统的整体计划和各单元计划的正确指

导［９］。因此，指导老师如何根据 “素质蛛网模型”

评价结果，将指导研究生上所具有的各个属性发

挥到最佳，是进行 “花朵”差异化培养方案制定

的核心思想。

（二）基于 “素质蛛网模型”评价结果的 “花

朵”差异化培养模型构成

“花朵”差异化培养模型如图２所示，由内自
外分别是 “花蕊”部分和 “花瓣”部分，其中

“花蕊”代表了如表１所示的点拨型、讨论型、指
导型和推动型等四类主导培养类型中的一种，具

体在什么情况下对应何种指导类型，每种类型又

具有何种特性，表中都有详细介绍 （表１中的分
数值是基于 “素质蛛网模型”对学生的综合评

价）；“花瓣”代表了从表２—表７所示的 “素质蛛
网模型”中各构成要素在主导培养方案类型下对

应的培养实施细节及目标。通过采用 “花朵”差

异化培养模型来制定培养方案，能够使指导老师

客观公正地从学生的多方面综合素质能力测评结

果出发，对学生进行差异化的培养。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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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花朵”差异化培养系统的 “主干”类型及特性

分数 ９０分以上 ８０－９０分 ７０－８０分 ６０－７０分

类型 点拨型 讨论型 指导型 推动型

特性

学生可以自主选择研究方向，

导师对学生选定方向进行点

拨，学生可独立开展研究

工作。

学生在与导师师讨论后

得出研究方向，之后可

以独立开展研究工作。

导师给学生提供相应的

参考资料，学生在遵循

导师的指导意见下开展

研究工作。

导师需帮助学生拟定研

究计划，学生在老师的

监督下严格按计划进行

研究工作。

表２　各主导培养类型下 “知识水平”要素各对应培养细节及目标

代号 子项 点拨型 讨论型 指导型 推动型

Ａ１
双一流

大学

安排的工作任务难度大，

工作 量 小，培 养 领 导

能力

安排工作任务难度大，

工作量较小，培养学习

创新能力

安排工作任务难度大，

工作量一般，培养思维

探索能力

Ａ２ 一本

安排的工作任务难度较

大，工作量小，培养决

策能力

安排工作任务难度较大，

工作量较小，培养分析

能力

安排工作任务难度较大，

工作量一般，培养高效

学习的能力

安排工作任务难度较

大，工作量多，培养

自主学习能力

Ａ３ 二本

安排工作任务难度一般，

工作量较少，培养多事

物协调处理能力

安排工作任务难度一般，

工作量一般，培养思考

与探究能力

安排工作任务难度一般，

工作量较多，培养思考

与交流能力

安排工作任务难度一

般，工作量多，培养

思考与实践能力

Ａ４ 三本 安排工作任务难度较小且工作量多，培养实干能力

Ａ５ 专科
安排工作任务难度较小且工作量较多，培养合作

能力

安排工作任务难度较小，

工作量一般，培养专业

学习能力

安排工作任务难度

小，工作量多，培养

学习与实践能力

表３　各主导培养类型下 “专业度”要素各对应培养细节及目标

代号 子项 点拨型 讨论型 指导型 推动型

Ｂ１ 本专业
可以直接安 排 学 习

研究

需跟导师交流，再安

排学习研究

先跟老师学长同学学习观

察一段时间再安排研究

学习

观察学习一段时间

后，在老师的监督下

安排研究学习

Ｂ２ 相近专业
学习一段时间的专业

知识再安排研究学习

学习一段时间专业知

识后由老师指导安排

研究学习

学习一段时间专业知识后

学习观察一段时间再安排

研究学习

学习一段时间的专业

知识再观察学习一段

时间在老师的带领下

安排学习研究

Ｂ３ 跨专业

需花一学年时间来掌

握专业知识才能安排

学习研究

需花一学年来掌握专

业知识后由老师指导

安排研究学习

需花一学年来掌握专业知

识学习观察一段时间再安

排研究学习

需花一学年来掌握专

业知识再观察学习一

段时间在老师的带领

下安排学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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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各主导培养类型下 “实践能力”要素各对应培养细节及目标

代号 子项 点拨型 讨论型 指导型 推动型

Ｃ１ 应届 安排课题组日常事务中的全新事务性工作，培养计划制定能力

Ｃ２ 往一届 安排课题组原有的事务性工作，可适当安排全新事务性工作，培养跨事物高效实施能力

Ｃ３ 往多届 安排课题组日常事务中的原有事务性工作，培养多事物高效实施能力

表５　各主导培养类型下 “学习行为方式”要素各对应培养细节及目标

代号 子项 点拨型 讨论型 指导型 推动型

Ｄ１ 探索型 激发学生的发明创造能力 激发学生的思维创新能力 激发学生的创新积极性

Ｄ２ 被动型 激发学生主动求知的能力 激发学生合理处理疑问的能力 激发学生的学习自主性

Ｄ３ 依赖型 激发学生实践动手能力 激发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 激发学生对学习的趣味性

表６　各主导培养类型下 “专业技能”要素各对应培养细节及目标

代号 子项

Ｅ１ 专业软件绘图和数据处理 布置需绘图和数据处理的研究任务，发挥专业性交流能力

Ｅ２ 编程 布置需进行编程的研究任务，发挥逻辑性交流能力

Ｅ３ 建模 布置需进行建模的研究任务，发挥抽象性概括能力

Ｅ４ 英语六级 培养学生写英文论文的能力，发挥语言性交流能力

Ｅ５ 办公软件操作 布置相关的事务性工作，发挥职业性办公能力

表７　各主导培养类型下 “性格”要素各对应培养细节及目标

代号 子项 点拨型 讨论型 指导性 推动型

Ｆ１ 外向型 发挥学生的凝聚特性 发挥学生的交际特性

Ｆ２ 内向型 发挥学生的务实特性 发挥学生的谦虚特性

四、应用与成效

将基于 “素质蛛网模型”的 “花朵”差异化

培养模型应用于湖南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某硕

士研究生课题组，选取其中三人对差异化模型的

实施过程及效果进行陈述。

甲学生基于 “素质蛛网模型”所得出的评价

结果 对 应 情 况 如 下：一 本 （８０’），本 专 业
（１００’），应届 （１００’），被动型 （７０’），熟练掌
握专业软件绘图和数据处理、办公软件操作

（３５’）和外向型 （１００’），按照权重比换算得分
为７８５分。再结合 “花朵”差异化培养模型，得

出该生的 “花朵”差异化培养方案，如图２所示。
甲学生的培养方案具体实施过程如下：在科

研过程中，为甲学生安排好特定的研究内容，甲

学生在专业问题上提出的新方法新论断需在导师

图２　甲学生的 “花朵”差异化培养方案

的同意下才能开展进一步的科研工作；在事务类

工作上，主要负责课题组全新的事务性工作且工

作类型难度较大；在专业技能方面，有指向性地

安排其负责绘图、数据处理相关性的工作；在学

习能力要求方面，以激发学生刻苦钻研能力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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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不管专业还是事务工作上的挑战，鼓励其勇

于拼搏，不言放弃；在团队协作方面，集体事务

上引导其充当润滑剂的角色，勇于吸收和消化团

队的负面情绪，传递正能量，充分发挥其凝聚力

强的特性。在此差异化培养方案的培养下，甲学

生在研究生阶段获得国家奖学金、校长奖学金，

发表一篇ＳＣＩ（二区二作）和三项发明专利，专业
学习成绩位列专业第一。

乙学生基于 “素质蛛网模型”所得出的评价

结果 对 应 情 况 如 下：一 本 （８０’），本 专 业
（１００’），往一届 （８０’），探索型 （１００’），熟练
掌握建模、专业软件绘图和数据处理、办公软件

操作 （６０’），内向型 （８０’），按照权重比换算得
分为８３０分。再结合 “花朵”差异化培养理念，

得出该生的 “花朵”差异化培养方案，如图 ３
所示。

图３　乙学生的 “花朵”差异化培养方案

乙学生的培养方案具体实施过程如下：在科

研过程中，针对乙学生专业综合性较强的特点，

学生可在导师的指导下选择其擅长的研究内容，

学生对导师的研究内容提出合理化建议时导师需

对其建议给出反馈意见；在事务类工作上，主要

负责课题组原有的事务性工作，适当安排全新的

事务性工作且工作类型难度较大；在专业技能方

面，有指向性地安排其负责建模、绘图和数据处

理相关性的工作，与此同时积极培养其用英文写

论文的能力；在学习能力要求方面，以激发学生

发明创造能力为主，面对不管专业还是事务工作

上的未知领域，鼓励其开拓创新，勇于突破；在

团队协作方面，如课题组集体讨论学习中，积极

发挥其勇于批判的精神，鼓励其发表观点和看法，

合理采纳其对推动课题组建设和发展有用的意见。

在此差异化培养方案培养下，乙学生在研究生阶

段获得一等奖学金和优秀研究生，申请一项发明

专利，专业成绩位列专业第二，获得硕博连读

资格。

丙学生基于 “素质蛛网模型”所得出的评价

结果 对 应 情 况 如 下：一 本 （８０’），本 专 业
（１００’），往多届 （６０’），依赖型 （５５’），熟练掌
握专业软件绘图和数据处理、办公软件操作和英

语 （５０’），内向型 （８０’），按照权重比换算得分
为６９３分。再结合 “花朵”差异化培养模型，得

出该生的 “花朵”差异化培养方案，如图４所示。

图４　丙同学的 “花朵”差异化培养方案

丙学生的培养方案具体实施过程如下：在科

研过程中，根据丙学生的专业能力，拟定其相应

的研究内容，经过一段时间的科学研究，若其研

究成果达不到预期效果，将对其研究任务进行相

应调整；在事务类工作上，主要负责课题组原有

的事务性工作且工作类型难度较大；在专业技能

方面，有指向性地安排其负责绘图和数据处理相

关性的工作，与此同时积极培养其用英文写论文

的能力；在学习能力要求方面，以激发学生实践

动手能力为主，面对不管专业还是事务工作上的

关键性问题，鼓励其勇于实践，不惧试错；在团

队协作方面，集体事务中引导其充当实干者的角

色，努力担负起团队的众多事务性工作，发扬其

求真务实的精神。在此差异化培养方案培养下，

丙学生在研究生阶段获得一等奖学金，发表一篇

ＳＣＩ论文 （四区二作），专业学习成绩位列专业

第二。

五、结语

研究生培养过程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牵涉

（下转第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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