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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机械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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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1 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了高校要深化工程教育改革，探索实行高校与企业联合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工科人才的有效

机制。这要作为高校特别是“双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任务。校企“双导师制”是为了解决工程技术人才培养与生产实践脱节的突出问

题，但在实施过程中，校内导师与企业导师沟通反而脱节。双导师缺乏交流，协同不足，反而损伤了学生的积极性。为此，对机械工程

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双导师制”培养模式深入分析，以全新视角设计，倡导“自愿联合”与“招贤”相结合，制定科学的导师遴选标准

与建立完善的导师培训制度，构建基于导师团队的“一生多师”分工合作协调的指导机制，期望对机械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双导师制”

培养提供有益参考，为国家培养适合行业发展要求的复合型高层次工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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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发展迫切需要大量

复合型高层次工程人才。研究生教育是培养国家高层次人才的最

主要途径。在新时代，显得尤为重要。新时代，国家对人才的需

求也有新要求。高校作为研究生教育的主战场，要把握研究生教

育的时代定位，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制造业是国家立国之本。而机械工程涉及机械的开发、设计、

安装、运用和维护，是保障制造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国家推动制

造业产业转型遇到的首要问题便是高质量的工程师数量严重不足。

说明机械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过程出了问题。培养的研究生，

缺乏实践能力，不能应对产业转型过程中遇到的复杂工程问题。

新时代，对机械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提出了新要求——

如何培养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同样突出的复合型高层次工程人才。

这个问题习总书记已经给出了答案——校企“双导师制”，实现

产学研深度融合，解决工程技术人才培养与生产实践脱节的突出

问题。如何才能落实“双导师制”，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给出了

建议，倡导“自愿联合”与“招贤”相结合，制定科学的导师遴

选标准与建立完善的导师培训制度，构建基于导师团队的“一生

多师”分工合作协调的指导机制。

一、“自愿联合”与“招贤”相结合

专业学位硕士是培养具有较高专门技术和独特知识要求的应

用型人才。机械工程专业学位硕士重在工程性，对生产工艺，制

造过程等的研究。校内导师多数没有企业任职经历，对专业学位

研究生缺乏实践指导。校外导师缺乏从教学经历，对专业学位研

究生缺乏学业指导。“双导师制”的培养模型，保证研究生处于

理论研究型的学校环境和实践应用型的企业环境。研究生将理论

与实践紧密结合，从工业应用和生产实践中获得最新的技术、发

现重大价值的研究课题，为自己的研究工作提供输入。而研究的

成果又可以在企业生根，促进企业的发展。这种“双导师制”的

培养模式，是学校、企业、学生多方互利互惠的，是可持续的。

但在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了问题。首当其冲的便是，

双导师缺乏交流，协同不足，反而损伤了学生的积极性。企业更

多考虑的是效益，而不是社会担当和职责。校外导师本职工作繁

重，难以保证指导时间。为此，学校选择合作企业时，应秉持“自

愿联合”的态度。对于有意愿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要“喜结连

理”。学校作为培养研究生的主体，选择合作企业时应擦亮眼睛，

对于动机不纯的企业，应坚守底线。同样，学校作为培养研究生

的主体，对于优秀企业的思想品德高尚的工程技术人员要主动“招

贤”，确保研究生获得最优质的培养。对于实践和创新双能型的

研究生导师，也要主动“招贤”，优先选择双能型导师担负研究

生指导工作。

同时，学校应鼓励校内校外导师交流。鼓励校内导师入企业

交流，参与横向课题研究，提高自身实践能力。鼓励校外导师，

参与课程建设、开题、中期检查、毕业答辩等环节。保证理论教

学和实践培训无缝衔接，校内外导师畅通沟通渠道，将“双导师制”

落到实处。

二、制定科学的导师遴选标准与建立完善的导师培训制度

著名教育家竺可桢曾说过：“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大学的学

风好不好完全取决于教授”。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一个学校

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

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由此可见，

导师水平对一个学校的重要性。导师对研究生进行专业，实践和

道德教育，对研究生发展方向提出指导意见，那首先就要求导师

具备极高的专业能力和高尚的道德水平。导师具备极高的自身素

质，学生也会更信服导师，有利教学和人才培养。所以，“双导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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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关键之一是导师的质量。

因此，双导师的选择非常重要。学校需遴选一批校内外优秀

人才，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导师队伍。首先便是要制动科学的导师

遴选标准，针对校外导师指导内容不同，分别制定标准。校内导

师重点考查专业知识、责任心、组织能力、沟通能力、是否具有

实践经验。校外导师重点考查专业知识，责任心，积极性，项目

经验。最重要的是，秉持“自愿联合”，学校与企业“自愿联合”，

学生与导师“自愿联合”，校内导师与校外导师“自愿联合”，

这样才能让学生真正实现大学与社会的无缝对接，全面提升学生

的实践能力。

学校需要建立完善的导师培训制度。建立学校、学院二级培

训体系，导师培训通过后，方能上岗。现在的研究生导师培训，

重岗前，轻岗内，导致岗内培训相对缺失。完善的培训制度应该是，

岗前培训与岗内培训结合，辅以日常交流，强化培训过程和培训

效果考核。现在的研究生导师培训，重专业，轻师德，导致师德

教育相对缺失。导师是塑造灵魂，塑造生命的工作，更重要的是

导师的道德品质。陶行知先生说，教师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

学生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导师站得不正，做人不真，如

何培养的出站得直，行得正的研究生。

导师队伍直接关系到研究生培养质量，学校只有制定科学的

导师遴选标准，建立完善的导致培训制度，才能保障“双导师制”

人才培养模式的成果。

三、构建基于导师团队的“一生多师”分工合作协调的指导

机制

导师团队的“一生多师”分工合作协调的指导机制可以作为“双

导师制”的补充。鼓励不同专业导师组成导师团队，以发挥专业

互补、交叉融合的优势。单一导师指导，研究生的科研水平很大

程度上局限于导师的水平。研究生扩招，容易导致导师所带学生

过多，难免影响学生质量。导师知识结构相对单一，导致研究生

选题受限。社会日新月异，单一的知识结构，很难满足复合型人

才的需求。为了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可以尝试基于导师团队的

“一生多师”分工合作协调的指导机制，根据团队成员的不同特长，

明确不同阶段的职责分工，形成相对稳定的指导团队，协同做好

研究生指导工作。

成立团队时，注意学科交叉与融合，注意人员职称、年龄、

经验形成梯队。不同学科和不同专业的老师指导导师团队，克服

单一导师知识结构单一问题，研究生选题受限问题，从而培养具

有广泛学术视野、深厚科研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校外导师加入团队，

既增强研究生实践能力，同时也有助于校内导师发现工业生产中

实实在在遇到的问题，把研究落在实处，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年轻导师加入团队，可以快速补充知识，提升经验，加速年轻导

师成长。

为了避免导师团队流于形式，研究生从“一生多师”发展到“一

生无师”，无人负责的情况。应明确研究生第一负责人，落实导

师团队负责人。同时建立导师团队奖励机制，同时也要落实团队

的考核任务。

构建基于导师团队的“一生多师”分工合作协调的指导机制，

既是面对国内研究生人数快速膨胀的现状，也是应对新时代人才

培养的需求，符合中国国情，符合时代需求。

四、结论

论文对机械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新时代要求，以及如何

落实“双导师制”，从倡导“自愿联合”与“招贤”相结合，制

定科学的导师遴选标准与建立完善的导师培训制度，构建基于导

师团队的“一生多师”分工合作协调的指导机制三个角度进行分析，

给出了自己的建议。积极探索研究生培养的时代要求，以更好地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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