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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论文围绕导师在研究生教育管理过程中，依据保障性目标、提升性目标和挑战性目标三个层次，按照轻重缓急逐步详

细分解学生学习生涯目标，指导学生设计梯度性的目标，制定可行的个性化学习生涯规划，逐步实现并达到目标。同时导师还应及

时监督管理硕士研究生个性化学习过程，以确保既定目标、路径的按期完成。本次研究 终的实施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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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utor in the process of graduate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according to the 

three levels of guarantee goal，promotion goal and challenge goal，according to the priorities of students' learning 

career goals，guide students to design gradient goals. And make feasible personalized learning career planning，and 

gradually achieve the goal. At the same time，the tutor should also supervise the personalized learning process of master 

of management in time，so as to ensure that the established goals and paths are completed on schedule. The final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this study is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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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随着国家对研究生教育的不断重视，研究生作为人才建设的一

个重要群体，担当着为社会全面进步提供专业化程度高、多规格、

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时代使命[1-2]。如何正确教育引导硕士研究生

确立正确的学习生涯规划，充分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为其进一步

深造学习奠定坚实基础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由导师在培养过程中，

有针对性地对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进行合理定位，并制定个性化学

习生涯规划显得十分必要[3-4]。 

导师在研究生个性化学习生涯规划制定过程中，首先要面向国

家和社会的需求，这是确定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的主要依据。而培

养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学校主体作用，也需要学校、学院、导师、学

生之间协同创新与完善机制[5-6]。在这些关系中，导师与学生之间协

同制定个性化学习是 能够有效体现研究生个体专业潜质、潜能和

个体增值作用[6-11]。 

二、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现阶段，同质化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忽略了培养的区分度，不

能与日益细分的专业化程度高、多规格、高层次、创新型人才需求

接轨，不利于充分挖掘个体专业潜质，甚至会对学校人才培养、学

生专业价值和个体发展的增值性效用产生影响。这种灌输型教育培

养体制下的多数学生依赖性强，缺乏主动规划未来的意识，容易造

成研究生在学习期间，努力方向不明确，缺乏目标和计划，直至临

近毕业才突然发现自身能力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断层，不能有效匹

配。如何找准自身能力突破口，提升学生就业或深造竞争力，这就

更需要导师在学生入学之初就积极作为，开展个性化的学习生涯指

导，实现“因材施教”[10-13]。 

本论文围绕导师在研究生教育管理过程中，依据保障性目标、

提升性目标和挑战性目标三个层次，按照轻重缓急逐步详细分解目

标，指导学生设计梯度性的目标，制定可行的个性化学习生涯规划，

逐步实现并达到目标。与此同时，导师还应监督管理硕士研究生个

性化学习过程，确保既定目标、路径的按期完成，并研究其实施效

果。 

三、研究过程 

本论文对从 2014 年入学开始的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各届部分

硕士研究生展开研究，其中硕士研究生入学基本情况，其中 50%的

硕士研究生来自普通高等本科院校，15.4%来自民办高校、30.8%来

自专升本层次院校。硕士生导师在自愿参与课题的情况下，指导硕

士研究生制定并实施其个性化学习生涯规划，规划设计的主要框架 

1、硕士研究生个性化学习生涯规划设计的主要内容 

硕士研究生个性化学习生涯规划中主要包括课程学习（设计此

项作为生涯规划内容的学生占比为 100.0%）、研究工作（占 100.0%）、

英语四六级（占 100.0%）、在读期间进修（占 61.5%）、提前攻读博

士（占 15.4%）和就业的准备（占 100.0%）等主要内容，研究生结

合导师意见后，在其个性化学习生涯规划中的主要设计内容所示。

课程学习主要包括学位课程（占 100.0%）、非学位课程（包括学习

专业外语（占 100.0%）、参加学术活动（占 50.0%）、参与教学实践

（占 50.0%）和国家级奖学金（占 23.1%）等。研究工作（占 100%）

主要主要包括文献查阅、撰写开题报告、设计实验方案、撰写发表

论文、撰写毕业论文、学习实验操作、学习统计、学习专业理论知

识等。英语四六级主要包括背单词（占 100.0%）、听力（占 100.0%）、

阅读（占 100.0%）、参加英语培训班（占 15.4%）、出国培训（占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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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外文文献（占 100.0%）等。在读期间进修主要包括出国进修（占

7.7%）、校内兼职工作（占 23.1%）、校外企事业单位进修（占 38.5%）、

校外高校进修（占 7.7%）等。就业的准备主要包括考取博士（占

15.4%）、教师（占 46.2%）、公务员（占 7.7%）及其他事业编（占

7.7%）、自主创业（占 7.7%）、其他（占 23.1%）等。 

2、规划设计的主要内容与培养要求的对应关系 

硕士研究生个性化学习生涯规划设计的主要内容与《锦州医科

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硕士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培养要求的对

应关系。结果表明，规划中设计的主要内容与培养方案中的要求能

够很好的对应上，并比较全面的覆盖培养方案中对硕士研究生培养

的要求。 

3、导师指导设计个性化学习生涯规划方案的实施过程 

个性化学习生涯规划首先是导师在协助硕士研究生了解自我的

基础上，再进一步指导学生确定并制定适合未来方向、目标的计划，

以避免就业或升博的盲目性，有效提升从业或升博成功的可能性[3，6]。 

个性化学习生涯规划实施过程基本上可分为四个步骤：完成硕

士研究生的自我认知、确定未来就业方向并确立总目标、个性化学

习生涯计划的设计和制定、个性化学习生涯评估与反馈。 

第一阶段——提早完成硕士研究生的自我认知和未来就业认

知。 

首先，硕士研究生导师可以在学生录取之后，可根据学生自身

的特点，如基本能力素质、兴趣爱好、价值观、个性特征、自己的

优势与劣势等方面，协助学生正确评价自我[6]。建议导师多关注硕士

研究生所具备的专业技术和未来就业的方向两个较为关键的方面。 

第二阶段——确定未来就业方向并确立总目标 

对于未来就业的认知有很多途径，如就业倾向测评、搜集行业

招聘信息、行业交流等方式。建议导师多与硕士研究生沟通和交流，

导师还可结合就业倾向测评结果和学生各自情况，找出并确定硕士

研究生潜在能力和未来就业倾向。 

确立总目标是个性化学习生涯计划的核心，硕士研究生根据自

己的特点和现实条件，导师指导硕士研究生确立学生自己的个性化

学习生涯目标。 

第三阶段——个性化学习生涯计划的设计和制定 

导师指导研究生围绕保障性目标、提升性目标和挑战性目标三

个层次，按照轻重缓急逐步详细分解目标，设计、制定可行的规划，

寻找具体可操作的教育或培训计划，逐步实现并达到目标。建议该

计划的主体执行期 好是在硕士研究生毕业前半年完成，因为 后

一个学期硕士研究生的主要精力会在论文答辩和就业。 

第四阶段——个性化学习生涯评估与反馈 

要使个性化学习生涯计划行之有效，就必须持可发展的观念，

根据硕士研究生的需要和现实的不断变化，对个性化学习生涯目标

与计划进行评估和调整。故导师应及时监督管理硕士研究生个性化

学习生涯规划执行情况，以确保既定目标、路径的按期完成。 

四、实施效果 

硕士研究生获得主要成果和主要就业去向。结果表明，学生都

能够按照个性化学习生涯目标执行，实现培养方案中对学生的要求，

如发表中文论文（占 100%），部分学生还能够获得奖项（占 100%）、

课题（占 23.1%）、发表 SCI 论文（占 23.1%）和国家发明专利（占

7.7%）。已毕业的硕士研究生主要就业去向以教师职业（占 30.8%）

和公务员及其他事业编职业（占 30.8%） 多（共占 61.6%），还有

考上博士（占 7.7%）、自主创业（占 7.7%）和其他（占 23.1%）等

就业情况，表明实施效果较好。 

五、结论 

本论文围绕导师在研究生教育管理过程中，依据保障性目标、

提升性目标和挑战性目标三个层次，按照轻重缓急逐步详细分解学

生学习生涯目标，指导学生设计梯度性的目标，制定可行的个性化

学习生涯规划，逐步实现并达到目标。同时导师还应及时监督管理

硕士研究生个性化学习过程，以确保既定目标、路径的按期完成。

本次研究 终的实施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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