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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针对“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脱节、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体系同质化”问题，汇聚多元合力，构筑“教育-

人才 - 创新 - 产业”四链融通育人平台并构建机制；深化产教融合，创新专业 - 产业“六对接”校企合作机制；发挥引领示范，

构建“导学 + 导德”引领的校内外导师团队管理机制；强化应用能力，打造“育人 + 育才”结合的全过程人才培养管理机制；

优化整改循环，建立“定量 + 定性”的人才培养评价反馈机制。探索并构建一套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人才培养体系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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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全国教育大会对新时代新征程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

系统部署，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

议 [1]。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是龙头，研究生教育是关键。

当前，在我国研究生教育体系中，硕士研究生培养类别分

为学术学位（以下简称学硕）和专业学位（以下简称专硕）。

自 2017 年起，专硕招生人数超过学硕，2023 年专硕招生人

数已超过总招生规模的 60%，专硕已成为我国硕士研究生

培养的主流 [2]。由于社会力量参与不充分、育人平台管理不

到位、培养体系机制不完善，造成了专硕培养的突出问题：

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脱节、专硕与学硕培养体系同质化。

2. 研究内容、目标、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2.1 研究内容

针对“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脱节、专硕与学硕培养体

系同质化”问题，从五方面开展管理机制研究：

（1）育人平台机制。汇聚以政、校、协、企、院多方

力量，以省级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为试点，围绕产业

需求，构筑教育 - 人才 - 创新 - 产业四链融通育人平台，

并开展管理机制设计与制定。

（2）产教融合机制。围绕育人平台中的核心环节—产

教融合 [3]，从专业的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实践基地、导师

团队、评价体系等六个点对接产业，创新产教融合机制。

（3）导师团队建设机制。围绕育人平台中的关键组成—

导师团队，从选聘、培养、考评等方面，构建“导学 + 导德”

相结合的校内外导师团队，建立团队保障机制。

（4）培养过程管理机制。围绕育人平台的核心体系—

培养过程，强化学生应用创新能力，坚持“育人 + 育才”

相统一，建立全过程培养管理机制。

（5）评价反馈机制。围绕育人平台的优化措施—评价

反馈，全面评估育人平台、产教融合、导师团队、培养过程，

建立“定量 + 定性”的评价反馈机制。

2.2 研究目标

面向产业需求，结合人才培养特点，汇聚多元合力，

构筑“教育 - 人才 - 创新 - 产业”四链融通 [4] 育人平台。

形成一套包含育人平台建设、产教融合机制、导师团队建设、

人才培养体系、评价反馈机制的全过程管理机制，有效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形成培养特色，并将其进行推广与应用。

2.3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通过开展专硕人才培养体系管理机制研究，解决以下

五个关键问题：

育人平台—如何汇聚“政、校、协、企、院”多元合力，

构筑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的的育人平台？

产教融合—如何深化校企合作，解决人才培养与产业

需求契合度低、专业对接产业不紧密的问题？

导师团队—如何选聘培养考核，以发挥校内外双导师

引领作用，实现“导学 + 导德”相结合？

培养过程—如何构建全过程培养管理机制，以践行立

德树人根本，实现“育人 + 育才”相统一？

评价反馈—如何以应用能力评价为核心，解决评价主

体单一、支撑不足、指标模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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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施方案设计、解决问题的方法

3.1 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如图 1 所示。

汇聚多元合力，构筑“教育-人才-创新-产业”四链融通平台

如何深化校企合作，
解决人才培养与产业
需求契合度低、
专业对接产业不紧密

的问题?

产教融合

汇聚多元合力，构筑育人平台，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体系管理机制研究与实践

导师团队 培养过程 评价反馈

如何选聘培养考核，
以发挥校内外双导师

引领作用，实现

导学+导德相结合?

如何构建全过程培养
管理机制，以践行立

德树人根本，实现

育人+育才相统一?

如何以应用能力评价
为核心，解决评价主
体单一、支撑不足、

指标模糊的问题?

深化产教融合，创新

专业-产业“六对
接”校企合作机制

发挥引领示范，构建
“导学+导德”结合
的校内外导师
管理机制

强化应用能力，打造
“育人+育才”统一
的全过程人才培养
管理机制

优化整改循环，建立

“定量+定性”的人
才培养评价反馈机制

育人平台

管理机制

针对问题

解决方法

项目主题

图 1 实施方案

3.2 解决问题的方法

（1）汇聚多元合力，构筑“教育 - 人才 - 创新 - 产业”

四链融通育人平台机制

人才链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教育链，利用省级

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辐射效应，汇聚地方政府、高等

院校、行业协会、企业机构、研究院所等多元合力，打造

集产、学、研、转、创、用于一体的育人平台。构筑育人

平台管理机制，以推进共建、共管、共享。

（2）深化产教融合，创新专业 - 产业“六对接”校企

合作机制

培养目标对接产业升级目标；课程体系对接岗位标准；

知识理论对接工程现场；校内导师对接校外导师；人才评

价体系对接员工考核标准；校园文化对接行业企业文化。

构建专业 - 产业“六对接”融合机制。在此基础上，结合

学生发展个性，选择合适工程项目，校企合力培养，形成“阶

梯式提升”人才培养体系。

（3）发挥引领示范，构建“导学 + 导德”结合的校内

外导师管理机制

结合专硕培养规律，推动导师团队建设，创新管理模

式。强调导师肩负的使命与重任，以“导”促学，以“导”

涵德，构建“导学 + 导德”结合、校内外协同的导师团队。

围绕导师遴选、师德师风、团队分工、岗位职权、考核奖

惩等方面健全管理机制。

（4）强化应用能力，打造“育人 + 育才”统一的全过

程人才培养管理机制

以产业需求为导向，以学生“应用能力 + 思政意识”

双提升为目标，建立从招生、培养、学位授予、学生资助、

就业指导等全过程培养管理机制。坚持育人与育才相统一，

培养目标定位于专业知识、职业素养、思政意识、创新精

神等。在导师团队引领下，充分利用校内外育人平台，形

成“理 - 研 - 产 - 创 - 赛”五结合的培养过程。

理 - 理论教学：为应用能力的提升奠定知识基础，构

筑专业性与综合性理论体系，通过课程思政融入提升强国

意识。

研 - 科研实践：解决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的脱节，实

现师生间科研经验与科学精神的转移，提高学生动手能力。

产 - 生产实践：培养学生解决工程技术问题的能力，

引导学生进行技术创新，并在生产中体会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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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 创新成果：通过科研与生产的双重实践，发现、

解决和总结问题，形成创新成果，进一步增强学生四个

自信 [5]。

赛 - 学科竞赛：是体现创新意识、检验创新成果的良

好平台；通过团队协作，磨炼学生的合作精神。

（5）优化整改循环，建立“定量 + 定性”的人才培养

评价反馈机制

以学生应用创新能力评价为核心，建立“定量 + 定性”

人才培养评价反馈机制。定量评价主要是通过理论成绩、

实践成绩、创新成果、竞赛奖项等进行考核；定性评价主

要是由学生、导师、企业等多个主体通过分析学生的思想

品德、专业能力、实践创新思维、职业发展潜力等进行综

合定性评定，实现定性到定量的转化。以此为基础，对培

养体系各环节的培养效果、管理机制进行评价和反馈，形

成优化整改良性循环。

4. 总结

本文针对专硕培养的突出问题，从育人平台、产教融合、

导师团队、培养过程、评价反馈等 5 个方面进行机制探索

与构建，保障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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