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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研究生培养中，参与科研项目是主要途径。通过调查土木工程硕士研究生参与科研项目的类型、数量、学生评价、导
师指导及师生关系情况，发现均存在一定程度的问题，针对问题给出了改革完善研究生招生和培养制度、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
和管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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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较快，研究生培养规模逐

步扩大。据教育部统计，2018 年全国在学研究生 273.13 万人，
其中，硕士生 234.17 万人。硕士研究生已经成为我国培养的高
层次人才的主力军[1]。 

在研究生教育中，其核心和关键是开展科学研究，参与科
研项目是其开展科学研究的主要途径[2]。硕士研究生通过参与科
研项目，可得到科研训练，培养科研创新能力，为其成为高水
平人才打下良好基础[3]。本研究通过对土木工程硕士研究生参与
科研项目情况进行调查，对其参与科研项目的现状及成因进行
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二、土木工程硕士研究生参与科研项目的现状 
通过对土木工程硕士研究生进行调查、访谈，其参与科研

项目现状如下： 
一、参与科研项目的类型及数量 
参与科研项目是培养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的有效方法，也

是保证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4]。通过调查，大部分导师是教授、
副教授的研究生多参与导师的横向项目，偏工程应用；导师是
青年讲师以及青年副教授的研究生多参与纵向项目，偏理论研
究。横向项目通常简单易学、周期较短，以参与横向为主的研
究生，可以全程参与 2~3 个。对于参与纵向项目的研究生来说，
由于其理论性较强，大部分只能参加 1 个。但也有极个别研究
生未参与任何项目，也没得到科研方面的有关训练。 

二、对参与科研项目的评价 
几乎所有的研究生都十分愿意参与到科研项目中，但由于

项目类型、难易程度、研究内容的不同，使研究生对参与科研
项目的评价不尽相同。大多数研究生表示对自己的学习帮助很
大，一小部分觉得项目和自己专业方向相关性不是太大，但对
学习任然有帮助，也有个别认为自己对导师的项目不敢兴趣，
迫于毕业要求还是会去参与。对于参与纵向项目的研究生，认
为项目具有创新性，理论性很强，能极大的提高科研学术能力；
对于参与横向项目的研究生，认为工程实践很多，对自己将来
参加工作帮助很大。 

三、科研项目的交流频率及其师生关系 
在研究生阶段，导师对研究生的影响很大，师生管关系显

得尤为重要。调查发现，很多研究生称导师为“老板”，认为自
己做项目是在为“老板”打工；一部分认为导师是自己的“良
师益友”，在学习上和生活上给予自己很大帮助，对自己的人生
观、价值观影响很大；也有少部分同学认为与导师只是“普通
师生”，导师没有给予太多的指导和帮助。在科研项目交流中，
大部分的学生和导师的交流每月 2 次以上，甚至有些平均每周 1
次，也有一小部分导师与导师见面太少，难以得到导师的指导。
此外，在参与科研项目中，能得到劳务津贴或者其他学习机会
的研究生对自己的导师更加满意，师生关系更好。 

三、分析与讨论 
通过调查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大部分硕士研究生都参与过科研项目，但参与情况存

在较大差异，有的参与项目较多有的较少；有的能参与到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等纵向项目中，有的只能参与到企业委托的横向
项目中；参与纵向项目的同学一般持续整个研究生期间，参与
横向项目的时间短则几个月，长则一两年。在项目研究中，研

究生大都成为了主力，科研能力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和提高。因
此，对于导师必须尽可能为研究生提供科研项目，通过项目激
发研究生产生科研热情和兴趣，并鼓励那些科研能力突出的硕
士研究生，继续读博深造。 

二、研究生对于导师科研项目的评价不尽相同，大多同学
给予了正面评价，认为参与项目，开阔视野，提高科研能力、
写作能力。也有同学认为导师的项目和自己想从事的工作关系
不大，导师把自己当做廉价劳动力，对自己也没有太大帮助，
收获甚微。因此，导师应加强对学生的指导，提供相应的津贴，
并尽可能给学生提供交流学习的机会。学生也应调整自己的心
态，抓住一起可以学习的机会，提高自己的能力。 

三、参与科研项目的性质、导师的有效指导以及师生关系
都影响到了学生参与项目的积极性。师生关系良好、导师能给
研究生提供高层次的研究项目时，往往更能激发学生的热情与
斗志，反而干一些机械重复的工作，学生的热情会逐渐消减。
研究生如果能得到导师的有效指导，会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
工作更有信心，更有动力。反之，则对做科研感到迷茫，失去
兴趣。因此，导师应保障学生参与课题研究的质量，并在研究
生参与课题研究过程中给予有效指导，激发他们的科研热情和
参与项目研究的积极性。此外，导师还应多关心学生学习和生
活，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四、建议 
第一，改革和完善研究生招生制度。逐步完善研究生和导

师双选机制，实行以科研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将导师的科
研项目情况作为导师招生资源配置的重要参考依据，从制度上
保证研究生尽可能多的跟随科研能力强、学术水平高的导师学
习。 

第二，改革和完善研究生培养机制。提高研究生参与导师
科研项目在培养过程中的权重，制定研究生参与科研项目而获
得劳务津贴的制度，以保障研究生将精力真正用到学习和科研
上。 

第三，加强研究生导师管理工作。明确导师在研究生招生
和培养过程中的责任和权力，督促导师自觉提升指导研究生的
能力；适度控制研究生的招生规模，保证导师对研究生的指导；
加强对所培养研究生培养过程和培养质量评估和考核，督促导
师对研究生进行有效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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