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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和机制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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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高等人才的培养正在进行

着新的变革，社会对于高等人才的需求和要求也呈现上涨的趋势，

专业研究生是目前各大企业比较青睐的人才，他们的培养模式对

我国高等教育有着举重若轻的作用。随着就业市场发展和科技创

新的进步，研究生教育也需要适时作出改革，结合专业最新科研

成果、就业市场风向、人才培育机制创新等进行改革，高等院校

要做好内部课程群建设、研究生人才培育模式创新、教师团队建设、

校企协同培养等工作，政府要加大对高等人才的引进和优惠政策，

鼓励高等人才就业创业，响应国家的“双创”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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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研究生培养主要是采取的学位制，为符合毕业要求

的专业研究生颁发学位证，对于未来发展、创新创业教育的衔接

还不是很紧密，这种传统研究生培育机制亟待更新。笔者认为专

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中，要从学校课程、师资力量、企业参与三个

维度来进行努力，首先高等院校要做好研究生专业课程群建设和

师资力量的提升，为研究生培育做好准备；社会行业精英要积极

参与教学科研工作，高等院校可以邀请行业精英参与教学，构建

“双师型”教师队伍；企业要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参与校企合作，

参与校企协同培养机制，为研究生提供实践和学习的机会。研究

生培养是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为国家发展培育英才，学校、社会、

政府等责无旁贷，学生自身要积极参与“双创”战略，利用自身

渊博的学识为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优化研究生专业课程群建设，提升研究生群体综合素养

笔者认为，研究生专业课程群应该积极开展学科交叉教学，

遵循综合化、跨专业教学理念，利用不同专业课程之间的碰撞，

激发研究生群体的创新思维，让他们积极投身到专业课学习中。

传统研究生专业课程体系中，人文类专业学生更加注重理论研究，

自然科学类专业更加注重实验教学，二者之前的交融比较少。研

究生是国家开展创业创新教育的主体，应该在课程群建设中积极

开展交叉教学，例如在自然科学类专业中增加国外相关发展史介

绍、文学成就，激发出学生的创新思维。开展学科交叉教学，一

方面可以拓展研究生的知识面，另一方面是利用学科交叉激发出

学生的创新能力，为课程体系带来一点活力，培养研究生群体多

元化的学习思维，在专业课学习中坚持开放化思维，体会理论和

实践相结合的魅力，利用文学史、自认科学、语言学等交叉学科

教学，提升研究生个人综合素养，这也是他们未来就业的竞争砝码。

此外，高等学校还要积极建设产学研交融的课程体系，把专业课

教与学、产业生产、科研融为一体，学校和教师要对研究生专业

课程进行重组，融入创新教育理念，贯穿各个课程教学，在实训

教学中融入产业生产模拟、后续科研方向，指导研究生进行科研

创新，让学生在产学研模式中收获成长。

二、积极培养“双师型”教师队伍，改善导师教育制度

研究生培养中，学校应该积极引进行业精英，把实际生产中

的最新技术引入到学校课程教学中，让研究生群体可以掌握本专

业最新技术。例如学校可以邀请各个专业行业精英担任客座教师，

例如互联网技术公司的程序工程师，为计算机专业学生讲解更为

专业的编程技术；互联网金融公司为学生讲解互联网经济发展趋

势和相关云计算技术等。这些行业精英所教授的知识是课本上没

有的，学校教师一般都是专注于学术和科研的人才，实践经验相

对会缺乏一些，行业精英可以弥补研究生学校教育教学的短板，

提升教育教学的有效性，同时还可以让导师学习行业最新发展技

术，提升教师队伍的专业素养，相应国家构建“双师型”教师队

伍的号召。此外，学校还要创新研究生导师约束制度，现行研究

生培养制度中，主要是采取导师制，导师对于研究生评价、毕业

拥有绝对主宰权，学校要加大对导师的选拔和任命考核，首先要

对导师进行动态评审制度，对于导师每一年随带学生进行综合评

定，例如毕业分数、相关资格证、师德师风等标准、创新项目数量等，

保证导师团队的素养。

三、积极开展校企协同培养机制，提升研究生实践能力

各个高校要积极利用校企合作平台，一方面是争取充足的教

育经费，为研究生培养提供更为优质的实验设备、奖学金、企业

实践机会等便利条件。校企协同培养理念可以贯彻到课程教学和

社会实践教学中，例如利用企业先进的专业实验室、专业设备开

展教学，定期组织研究生参与企业科研项目和生产线流程，让学

生亲身体验先进设备的操作，掌握本专业最先进的生产理念和技

术，向一线行业精英进行请教，帮助学生科学规划自己职业生涯。

此外，学校还可以综合利用企业资源，行业精英指导学生的实践

训练，弥补研究生实践经验不足的情况，利用企业引进的国外先

进设备和理念，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提升研究生创业就业意

识，可以有效解决研究生就业问题，这也是协同育人模式的一大

优势。

四、结语

总之，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创新要综合衡量高校内部资源、企

业资源、师资力量等因素，为研究生群体的创新教育奠定坚实基础。

高校和教师团队要积极做好课程群建设，融入创新理念，全员参

与协同育人机制，促进专业学位研究生育人模式改革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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