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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随着高校研究生招生规模的迅速扩大, 研究生培养质量现状引起社会各界关注,

为探究这一问题,作者对我国 23 所高校(研究所)生物相关学科的研究生导师进行了问卷

调查。结果表明:多数导师认为扩招后生物相关学科研究生质量总体较高,但与扩招前相

比略有下降,特别是生源质量有明显下降;科研能力、创新能力、基础和专业知识水平是最

能体现研究生质量的因素;当前的招生方式、培养制度等较为合理, 但仍存在一些不足, 有

待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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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研究生教育在高等教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高素质研究生的培养不仅关系到学科自身的发

展,而且关系到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自 2000

年以来,我国研究生的招生人数呈逐年递增之势, 增

长速度举世罕见, 到 2009年招生人数已由 2000 年

的 12� 8万人增长到 47� 5万人(见表 1) ,增幅达到

271� 1% (以 2000年为基准)。扩大研究生招生规

模,加大研究生教育投入,从社会整体素质的提高和

国家民族的发展上看有积极的作用, 但如此急速的

增长,不禁引起社会对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担忧。那

么,近年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到底如何? 本文就生物

学相关学科的研究生培养质量现状进行了调查, 从

导师的视角分析了扩招后与该学科相关的各专业研

究生培养质量现状。

表 1 � 2000~ 2009 研究生入学人数及增长幅度统计表(以 2000 年为基准)

(含国家计划、委培和自筹经费)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入学人数(万) 12. 8 16. 5 20. 2 26. 9 32. 6 32. 5 40. 2 36. 4 39 47. 5

增长幅度

(以 2000 年为基准)
28. 9% 57. 8% 110. 2% 154. 7% 153. 9% 214. 1% 184. 4% 204. 7% 271. 1%



二、研究方法

1.研究工具

本调查依据持续质量改进的指导思想, 采用问

卷调查和个别访谈两种方式, 对反映研究生培养现

状的评价指标、影响因素、招生生源及培养过程中的

课程设置、指导方式、教学投入及教学管理等内容进

行了调查。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为了更深入的了

解问题及分析原因, 对个别研究生导师、研究生管理

人员进行了访谈。

本研究的主要工具为自编的�研究生质量调查

问卷(研究生导师版)�。问卷的编制以 2007年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和人事部组织的全国博士培

养质量调查问卷 (教育部学位[ 2007] 30 号文件)为

主要依据,在参考了�林业相关学科博士生质量问卷
调查分析�、�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分

析�、�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状况综合调研报告�等研

究论文的基础上, 结合实际作了必要的修改。该问

卷分为六大部分, 共 18个问题, 包括导师的基本情

况,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评价指标、影响因素,当前的

招生方式、培养制度及导师指导状况等。

3. 研究对象

本次以问卷邮寄为主, 网络调查为辅,通过信函

寄往 2007、2008年由我院本科生考入全国各地高等

院校或科研所的硕士生导师。调查对象为兰州大学

等 23所高校的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其中以有 3年

及以上研究生指导经验的导师为主(具体情况见表

2)。共发放问卷 56份,回收 49份,有效问卷 45份,

有效率为 80� 36%。
接受调查的研究生导师中教授、研究员共 26

人,副教授、副研究员共 17人,讲师 2人, 其中, 指导

研究生 3 ~ 5 年的占 26� 67% , 6 ~ 10 年的为

57� 78% , 10年以上的占 15� 56%。被调查的导师
多数都带过 2006 年以前入学的研究生, 能够客

观、准确的评价研究生质量的变化, 部分导师还带

过扩招前的研究生, 他们的意见更加具有参考

价值。

表 2� 接受调查研究生导师的具体情况统计表

学校或研究机构

职称 年龄( R) 指导研究生年限( X)

教授、

研究员

副教授、

副研究员
讲师 R � 40 40< R � 50 > 50 � 5 5< X � 10 > 10

中国科学院 4 0 0 1 2 1 1 1 2

浙江大学 3 4 0 5 2 0 3 3 1

兰州大学 1 1 0 1 1 0 1 1 0

山东大学 1 1 0 1 1 0 0 2 0

天津大学 4 0 0 1 3 0 0 3 1

江南大学 1 1 0 1 1 0 1 1 0

东北师范大学 1 1 0 1 1 0 1 0 1

云南大学 0 2 0 1 1 0 1 1 0

东南大学 2 0 0 1 1 0 0 2 0

宁波大学 0 2 1 1 2 0 3 0 0

中国海洋大学 0 2 0 1 1 0 0 2 0

南京农业大学 1 1 0 0 2 0 0 1 1

暨南大学 0 1 1 1 1 0 1 1 0

山东师范大学 2 1 0 1 2 0 0 2 1

曲阜师范大学 6 0 0 0 4 2 0 6 0

总计 26 17 2 17 25 3 12 26 7

三、结果分析

1.对研究生质量评价指标的认同度

问卷设计了 10个指标以反映目前研究生的质

量现状。研究生导师认为,体现研究生质量的指标

首要的是科研能力 (占 23� 3%) , 其次是创新能力

(占 20% ) , 基础和专业知识水平排在第三位 (占

16� 7%) ,接下来依次是外语水平(占 13� 3%)和学位

论文质量(占 10%) ,具体指标的认同度如表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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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导师对各项评价指标的认同度( % )

评价指标 认同度

基础和专业知识水平 16. 7

相关学科知识水平 3. 3

外语水平 13. 3

创新能力 20. 0

组织与协调能力 1. 7

使命感、责任感 3. 3

思想道德水平 6. 7

科研能力 23. 3

学位论文质量 10. 0

学习投入程度 1. 7

我国当前的研究生教育是以培养教育和科研人才为

主,因而科研能力、创新能力、基础和专业知识水平

被导师重视毋庸置疑, 同时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成

为最重要的因素还可能与生物学科是以实验研究为

主的学科特征有关。学位论文是研究生学习、科研

能力、创新能力、掌握和运用知识能力及学术修养和

文化修养的全面体现理应受到重视。导师对指标的

认同度符合当前我国研究生培养的目标及社会

要求。

2. 对研究生质量的总体评价

研究生导师对所指导的研究生总体质量及在十

个指标上的表现还比较满意。对在�近年扩招后的变

化趋势�的认同度中,导师们对研究生总体质量的评

价不太乐观,仅 12�5%的人认为提高了, 47� 5%的认
为有所下降。对应到十个指标上,主要表现在基础和

专业知识水平下降趋势比较明显,而该项指标在�体

现研究生质量的指标�中排第三位,是导师对研究生

总体质量的变化趋势评价不乐观的主要因素。其他

九个指标的变化趋势中,认为持平的居多,认为下降

了的也占有一定比例。从表 4总体上来分析,大多数

导师认为扩招后研究生的质量有所下降。

表 4� 导师对所指导的研究生各方面的认同度( % )

较高 一般 较低
近年扩招后的变化趋势

提高了 持平 下降了

研究生总体质量 40. 0 40. 0 20. 0 12. 5 40. 0 47. 5

基础和专业知识水平 42. 5 37. 5 20. 0 10. 0 35. 0 55. 0

相关学科知识水平 10. 0 62. 5 27. 5 17. 5 42. 5 40. 0

外语水平 42. 5 52. 5 5. 0 22. 5 40. 0 37. 5

创新能力 30. 0 65. 0 5. 0 10. 0 55. 0 35. 0

组织与协调能力 35. 0 55. 0 10. 0 15. 0 60. 0 25. 0

使命感、责任感 45. 0 45. 0 10. 0 20. 0 52. 5 27. 5

思想道德水平 52. 5 40. 0 7. 5 20. 0 55. 0 25. 0

科研能力 35. 0 50. 0 15. 0 15. 0 50. 0 35. 0

学位论文质量 52. 5 32. 5 15. 0 15. 0 60. 0 25. 0

学习投入程度 37. 5 42. 5 20. 0 10. 0 50. 0 40. 0

� � 3.对研究生招生方式及生源质量的认同度

在影响研究生方式的调查中, 大多研究生导师

认为面试结合笔试的入学方法很重要, 这也是我国

各大高校选拔研究生的主要方式。导师对考生的外

语水平和已取得的科研成果认同度很高, 两者也成

为影响研究生录取的重要因素, 这与导师对研究生

外语水平的重视程度(在十项指标中位居第四)是相

吻合的。毕业院校的重要性相对的略弱一些, 而一

定的工作经验在所列六大因素中认同度最低, 详细

情况如表 5所示。

高质量的生源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前提,

而本次调查显示, 70%的研究生导师认为扩招后研

究生的生源质量下降了, 这一趋势必须引起我们的

高度重视。生源质量是研究生培养的起点, 生源质

量下降也是导师认为当前研究质量下降的一个主要

原因。
表 5 � 导师对影响录取因素的认同度( % )

非常

重要

比较

重要
一般

比较

不重要

非常

不重要

笔试成绩 40. 0 40. 0 17. 5 2. 5 0

面试成绩 50. 0 35. 0 12. 5 2. 5 0

毕业院校 15. 0 42. 5 30. 0 12. 5 0

已经取得的

科研成果
35. 0 30. 0 30 5. 0 0

一定的

工作经验
2. 5 27. 5 50. 0 20. 0 5

外语水平 50. 0 35. 0 12. 5 2. 5 0

4. 对影响研究生培养质量主要因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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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导师认为影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主要因

素方面共设计了�学科水平�、�学术氛围�等七个影
响因素。在导师对该问题的评价中,排在前三位的

分别是科研条件(占 32� 5% )、学术氛围(占 22� 5% )

和导师指导(占 17� 5% ) ,而教学管理和奖助学金因

素的影响程度不大(甚至没有影响) ,其原因是对研

究生的教学管理应以目标管理为主,充分发挥研究

生的主观能动性,管理过程不应对研究生产生很多

影响;而有无奖助学金对很多有经济来源(如助研、

助教收入)的研究生来说也影响甚微[ 1]。

图 1 � 导师对研究生培养质量影响因素的认同度

5.对当前研究生课程设置的认同度

本次调查主要对研究生课程教学中的专业课、

外语教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进行了调查, 由表 6

可以看出研究生导师对研究生阶段的专业课程设置

比较认同,但对课程面的认同度要小一些, 分别有

10%和 5%的导师认为较窄和很窄。60%的研究生

导师认为外语教学安排基本合理,研究生基本能够

熟练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但仍有 25%的导师对

外语教学的安排不满意。有 40%的导师认为马克

思主义理论课安排不合理,教学效果不理想。

表 6 � 导师对研究生专业课程设置的认同度( % )

课程量
很大

17. 5

较大

40. 0

一般

40. 0

较小

2. 5

很小

0

课程面
很宽

10. 0

较宽

35. 0

一般

40. 0

较窄

10. 0

很窄

5. 0

课程

前沿性

很强

10. 0

较强

47. 5

一般

35. 0

较弱

5. 0

很弱

2. 5

6.对当前研究生教学投入与管理的认同度

研究生导师对研究生教学管理水平比较满意,

70%的导师认为基本规范,另外 20%的人则认为非

常规范,水平较高。具体来说,研究生导师认为完成

学分、发表文章、学科综合考试、学位论文评审答辩

的执行情况都很严格, 但学位论文选题与开题、学位

论文预答辩要求不太严格。

由表 7可知导师对当前的教学投入情况存在不

同的意见, 50%的导师认为科研经费略有不足, 10%

的导师认为严重不足。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得知,

导师十分注重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培养, 而科研经费

的不足可能会成为教育中的一大瓶颈, 应引起足够

的重视。除此之外, 其他各项中被认为基本充足的

还是占有相当突出的比例, 但�基本充足�从某个角
度上讲也不能很好地满足研究生培养的需要。综上

所述,大部分导师的科研经费不足也是当前生物学

科研究生培养质量下降的一方面原因。

表 7� 导师对教学投入的认同度( % )

十分充足 基本充足 略有不足 严重不足

总体师资 10. 0 47. 5 22. 5 20. 0

导师数量 25. 0 40. 0 20. 0 15. 0

教学设备 10. 0 40. 0 35. 0 15. 0

科研经费 15. 0 25. 0 50. 0 10. 0

奖助学金 10. 0 32. 5 30. 0 27. 5

7. 关于导师指导对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影响

导师指导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始终处于主导地

位
[ 2 ]
。接受调查的研究生导师认同以采用单一导师

指导为主占 60%, 认同采用双导师指导的占 25%,

认同指导小组集体指导的占 15%。对�赞成的指导

方式�的调查结果显示,研究生导师多数赞同双导师

制和指导小组集体指导制。对�导师目前指导的研
究生数�的调查中, 有 25%的导师指导 5人以下,

50%指导 5 ~ 10 人, 25% 指导 10 人以上, 同时有

40%的导师认为自己适宜指导 5人以下, 50%的人

认为自己适宜指导 5~ 10人, 仅 10%的导师认为自

己适宜指导 10 人以上。可见当前导师指导的研究

生数量略多于导师最适于指导的数量。这可能因为

导师身兼教学和科学研究两项职能, 部分导师还要

从事一定的行政管理工作,对学生的指导时间和精

力相对有限[ 3] 。

研究生与导师平均每月交流次数(见表 8)大多

集中在 1~ 5次(占 62� 5%)。研究生集体小组之间

有 90%的人平均每月交流 1~ 5次。这表明多数研

究生约一周与导师交流一次。调查还表明,交流的

主要内容是研究生的实验情况或是学位论文情况,

因为约 75%的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与参与导师课题

有密切关系, 25%有一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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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 研究生与导师及集体小组直接平均每月交流次数( % )

交流方式 1- 5 次 6- 10 次 10 以上

研究生与导师 62. 5 30. 0 7. 5

研究生集体小组 90. 0 10. 0 0

在对�研究生导师对研究生影响程度�的调查中
(见图 2) , 导师的治学态度、科研能力, 学术兴趣对

研究生的影响较大,专业知识和道德修养的影响相

对较小。可以看出这与生物学科以实验教学为主的

教学特点有一定的关联, 导师与学生的交流多发生

在实验室里进行实验研究时, 因而相应的治学的态

度,科研能力,学术兴趣对研究生的影响较大。

图 2 � 导师对研究生影响程度分布

四、结论与启示

1.体现研究生质量的指标首要的是科研能力,

其次是创新能力、基础和专业知识水平,扩招后我国

生物相关学科研究生教育在规模快速膨胀而培养条

件并没有太大改善的环境下, 总体质量略有下降, 主

要原因在于生源质量有所下降。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要从两方面入手, 一是提高本科教育质量 , 二是适

度控制研究生招生规模。

2.研究生的生源质量下降趋势比较明显, 特别

是基础知识和基本实验技能方面;现行的面试加笔

试的招生方式虽能满足现阶段的研究生培养要求,

但也存在许多弊端。因此, 在招生模式上,应以公开

招考为主,适当增加本硕连读的名额,其他招生方式

应根据各高校的实际情况适度发展; 应进一步重视

面试的成绩,重视对外语水平和实验操作技能的考

核,多考虑考生已取得的科研成果,而不应过多的注

重考生本科就读院校和工作背景。

3. 影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主要因素是科研条

件、学术氛围和导师指导,教学管理和奖助学金因素

的影响程度不大。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生培养过程

中要注重加强研究生的科研训练。要让研究生直接

参与科研、强化科研意识、提高科研水平, 要扩大国

内外学术交流,以促进学生掌握更多前沿理论和知

识,提高撰写高质量学位论文的能力。

4. 研究生导师资源数量不足, 与研究生教育规

模迅速扩张不匹配,已造成导师少、学生多的结构性

矛盾
[ 4]
。因此,有必要建立严格的导师考核制度,严

把导师质量关,组建结构合理、实力雄厚、富有创新

精神的高质量导师队伍。还可设置� 双导师制�与

�研究生指导小组制�等指导方式, 以提高研究生整

体的培养质量。

5. 当前的研究生教学管理基本规范, 但科研经

费的投入不足。生物相关学科的科研经费相对短

缺,使导师和研究生的研究课题数受到限制,不利于

研究生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各院校和研究

所应增加生物学科等相关理工科研究生教学投入。

同时,教学条件和研究生奖助学金方面的工作也需

改进和加强,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生的

教育质量。

6. 研究生课程学习的重要性不容忽视。研究生

课程设置要在充分考虑硕士生的培养目标和未来发

展要求,保证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的基础上,扩大研

究生的课程开设面, 增加应用性强具有科学方法指

导性的课程、科学发展前沿性课程,还可适当增加一

些社会科学方面的课程, 以弥补单纯理科思维培养

对研究生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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