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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从1991 年开始设置专业学位，经过30 年的发展，现

在已经拥有近40种专业学位[1]，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已

成为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方向。实践教学是专业型硕士培养过程中

的重要环节，是提高实践能力的重要过程。本文就民族地区农

林院校专业型硕士实践能力培养存在的问题，在提高全日制专业

硕士研究生实践能力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为少数民族地区农林

院校研究生培养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为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的培养探索道路。

1  民族地区农林院校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存在

的现状及问题

近年来，我国研究生的招生规模不断扩大，据统计，2021

年考研报考人数377万，较2020年341万激增36万，招生规模

突破百万大关，直奔111.4 万人。尽管研究生扩招有效的缓解

了学生就业压力、能为企业或国家提供更高层次人才，但也暴

露出一些问题。

1.1 学生综合能力不足，缺乏优秀生源

对于民族地区的高校来说，录取的研究生多数来源于调剂，

这些学生一般为考试成绩或复试成绩较低学生，基础知识薄弱，

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各项能力。

1.2实践内容缺少专业性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学生在实践基地真正面对企业实际问题

的实践少，学生无法接触到真实情境中的复杂问题，缺乏专业实

践的机会。

1.3实践成果缺失对接性

在联合培养实施过程中，校企联动不足、融合差，基地技术

需求不明确，学生实践活动没有结合实践基地的实际情况，理论

研究没有落地，实践成果的对接性未达到预期目标，没有达到实

践能力的培养目标。

1.4学校对实践的重视程度不足

校企联合培养作为培养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重要手段，有效

地满足了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但目前企业缺乏对专业

硕士培养的定位，企业导师参与其培养的过程少，达不到校企联

培的目的[2]。另外，校内外导师分工不明确，缺乏相应的沟通，

不能有效的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3]，不能有效的提高专业硕士研

究生的综合实践能力。

2  提高民族地区农林院校专业硕士研究生实践能力的措施

2.1 加强招生宣传，吸引优质生源

民族地区农林院校领导要高度重视学校招生宣传工作，成立

招生宣传工作领导小组，采取切实措施，充分调动招生宣传人员

的积极性，创造性地开展招生宣传工作，吸引优秀学生、稳步提

高生源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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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2.2.1研究生应提高自身的积极主动性

研究生学习强调的是积极主动性，在学阶段不仅要提高自己

的科研能力，加强与团队人员或跨专业学生的学术交流，还要明

确自己未来从业方向，有目的性地进行学习。

2.2.2提高研究生思想道德素质

研究生不仅要提高学术发展水平，还要提高思想道德水平，

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参与相关竞赛、志愿者服

务及社会调研等活动，培养奉献精神，增强职业道德意识，为将

来工作积累丰富经验。

2.3转变传统式教学方式

学校应明确专业型硕士的培养定位，设计灵活的教学机制，

促进研究生的个性发展，提高专业型硕士的质量；设置“模块式”

的课程体系，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符合其职业需求，在教学过

程中，多采用案例教学，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2.4加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视

2.4.1加强学校的资源建设

与双一流高校相比，民族地区农林院校教学资源较差，学校

应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购买仪器，引进高层次人才，有了坚实的

物质保障才能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2.4.2探索新的校企联合培养的模式

专业型硕士的培养主要为理论学习、校企联合培养及论文写

作三个阶段，教育部要求要至少有半年的实践。对于两年制的研究

生，目前常采用“1+1”的培养模式，即先进理论学习再进行企业

学习，这样的培养方式存在一种弊端，即研究生不能有效的了解社

会发展对的需求及最新发展动态；本文作者提出了“0.5+1+0.5”

的培养模式，即先进行半年的理论课程学习，再进行一年的企业实

习，最后半年进行学位论文的写作，有效地提高了实践能力。

3  结语

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提高专业型硕士的实践能力，培养

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变得尤为重要。本文分析了民族地区农林院

校存在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研究了提高民族地区农林院校专业

硕士研究生实践能力的措施，为民族地区农林院校高层次应用型

人才的培养探索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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