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探讨 

 263

知识生产新模式视角下专业学位研究生 

实践创新能力培养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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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问题，联系地方性普通高校办学条件和特色，从知识生产模型Ⅱ的应用语境、创

新性、跨学科性、异质性出发，按照现代企业和行业对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践能力、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的要求出发，完善专业学

位研究生品德养成、课程学习、专业实践、导师指导、论文创新等培养环节，改善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践环境，健全质量评价体系，

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满足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急需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需求。 

关键词：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知识生产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学习和创造知识是研究生教育的逻辑起点，知识的生产模式将

直接决定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培养方式和培养质量。迈克尔　

吉本斯等人在1994年发表的《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

研究的动力学）》一书中提出了知识生产模式I和知识生产模式II的概

念[1]。知识生产模式II以应用情景中的知识生产、跨学科、异质性与

组织多样性、社会反思与问责以及质量控制为基本特征。相对于知

识生产模式I，知识生产模式II的知识生产在应用情景中发生，受应

用情景中产生的需求驱动，知识生产呈现跨学科性、社会弥散性，

打破了传统的“研究”与“应用”间的壁垒。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迅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

部颁布《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提出到 2025

年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到硕士研究生招生总规模的

三分之二左右[2]。2020 年召开的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指出，我国研

究生教育进入从快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我国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虽然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但由于我国的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脱胎于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因此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体系还

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业满意度相对较低；

学术型和专业型研究生的培养环节区分度不高；实践教学的师资与

合作培养的经验缺失；应用型人才培养难与社会接轨；尤其是实践

创新能力不足，难以满足各行各业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求。 

本文从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际出发,按照现代企业和行业对专

业学位研究生的实践能力、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的要求，以提高专

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为着力点，完善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品德

养成（德）、课程学习（学）、导师指导（导）、专业实践（践）、论

文创新（创）培养环节，构建充分利用校内外资源突出实践创新能

力培养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体系，为促进新时代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前瞻性思考和示范。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是专业学位研究生区别于其它层次学位教

育的本质特征 [3]。吉林大学坚持通过对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科学

定位和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各环节的创新性改革，积极探索符合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规律且体现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特色的全日制专

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4]。哈尔滨师范大学针对专业学位研究生缺乏

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背景，构建了集实践性课程设置、实践基地建

设、实践导师配备、实践能力评价及实践能力实现的“五位一体”

培养模式[5]。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坚持“分类培养、标准有别”的思想，

加强校企合作，逐步形成的一套科学合理、面向国防工业需要的专

业学位研究生创新型培养体系[6]。 

为了突出课程学习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美、英、法三国的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课程设置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主张在课程设置中增

设跨学科课程和研究方法课程，加强文、理、工三类学科知识的交

叉和渗透，以便拓宽学生的视野和知识面[7]。英国和澳大利亚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强调研究与解决专业领域中的实际问题，强调个人实

践能力和专业技能的培养。日本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虽然有其总体

目标，即培养具备实践能力、掌握高度专业性知识的人才，但各专

业和领域都有其明确的就业指向性，社会效用明显[8]。此外，直接面

向区域的社会服务也成为欧美现代大学研究生教育的主要职能之

一。比如：美国丹佛大学丹尼尔商学院在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过

程中，坚持认为企业与个人都是社会的一部分，应承担一定的社会

责任，因此积极倡导服务学习。 

二、知识生产新模式视角下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 

为了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在知识生产新模型 II

视角下，明确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目标，完善培养过程，提高专业

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一）构建基于知识生产模型Ⅱ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体系，

明确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目标。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蓬勃兴起，传统的以理论、

学科、大学为核心的知识生产模式 I，正在被以“应用语境、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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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性、异质性”为特征的新的知识生产模式Ⅱ所取代。知识生

产模式 II 能力要求如如 1 所示。应用语境是专业学位研究生能力（实

践能力、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培养的前提；创新性是专业学位研

究生能力培养的目标；跨学科性为专业学位研究生能力培养指明方

向；异质性则强调大学不再是知识生产的核心，企业中的研发中心、

政府机构、社会咨询机构、研究院等也成为知识生产的重要场所。

在知识生产模式Ⅱ视角下，实践创新能力是专业学位研究生区别与

其它层次学位研究生的本质要求，充分发挥校内外资源是专业研究

生培养的必要途径，跨学科的知识储备是实践创新的基础。 

（二） 构建应用语境下的“德学践导创”五要素育人体系，解

决实践创新能力难于统筹培养的问题。 

“德学践导创”育人体系如图 2 所示。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

培养适应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有实践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人才为

抓手，梳理冶金全流程数字化、装备制造智能化、社会生活信息化

所需的人文素养、工程伦理、专业知识、实践技能、创新意识，重

构与之相适应的、协调统一的集品德养成（德）、课程学习（学）、

专业实践（践）、导师指导（导）、论文创新（创）五位一体的专业

学位研究生育人体系。辅以创建“政府-学校-企业-学生”多元评价

反馈机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对实践能力、学习能力、创新

能力达成情况进行全方位的评价反馈，持续改进该育人体系，探索

以学科需求向实践需求为导向的专业研究生培养体系，扭转专业学

位研究生培养 “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 

（三）构建制度约束下的开放式协同育人新机制，充分发挥校

企协同育人作用。 

建立校企“双主体”协同培养、校企“双导师”联合指导、校

企“双评价”量化考核制度，使企业不仅参与研究生的培养，而且

参与研究生的管理和考核，充分发挥企业在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中

的重要地位。完善校、内外导师遴选、聘任、职责、管理制度，明

确校企联合培养责、权、利关系，确保校企联合培养的质量。 

（四）构建面向应用、具有行业特色的课程体系，提高课程支

持实践的能力。 

打破学科界限，以技术应用、技术创新为主线，重构面向应用、

具有行业特色的课程体系，建立线上线下两个教学空间，构建虚拟

实物两个实验平台、完善校内校外两个维度实践体系，统一理论实

践两个教学主线，充分发挥案例教学、讨论教学对提高专业学位研

究生创新实践能力的作用。 

三、实施效果 

通过在我校电子信息类（控制工程领域）实施该培养模式，使

得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践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在未实施该培养模式

前，研究生发明专利几乎为零，实施以后，近 4 年研究生申请发明

专利 10 余项，实用新型专利 30 余项；并获得市级以上创新创业竞

赛奖励 9 项，其中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2 项，依托创新创业项目获

得鞍山市科技局资助成立创业公司 2 个；同时，学生参加学科竞赛

的积极性也得到了极大地提高，近 4 年控制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参

加各类学科竞赛 50 余项，有 37 项获得省级以上奖励。实践基地建

设稳步推进，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环境得到极大改进。控制工程

领域现有实践基地 60 家，其中聚龙股份有限公司专业学位研究生实

践基地、紫竹集团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和鞍山海汇自动化有限

公司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被评为省级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

实践基地。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社会认可程度逐年上升，近 4 年毕业

生初次就业率平均超过 96%，有 20%以上的毕业生进入鞍山钢铁集

团公司、本溪钢铁集团公司、凌源钢铁集团公司、攀枝花钢铁集团

公司、河北钢铁公司、辽宁移动公司、中国联通等国营大中型企业。

经走访 36 家企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的调查反馈，90%以上用人单位

对本专业毕业生表示“满意”或“很满意”，均认为专业培养质量高、

工程实践能力强，符合企业对高层及应用型人才的需要。 

四、结语 

从知识生产新模式 II 的应用语境、创新性、跨学科性、异质性

出发，建立一套科学合理、吸引企业积极参与、突出实践创新能力

培养的，贯穿专业学位研究生品德养成、课程学习、专业实践、导

师指导、论文创新全部培养环节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体系。并将

培养体系应用到我校电子信息类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中，不断提

高我校电子信息类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为兄弟院校及相关

领域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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