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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人们在对我国大学教育扩张速度过快的关切中，容易忽视硕士研究生扩张速度比本科生扩张速

度更快的事实。在硕士研究生扩招的背景下，一些大学模糊了本科教育和硕士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使得硕 士

生教育呈现出“本科化”趋势。本文在对硕士研究生教育与本科生教育究竟有什么差别这一本源问题的追问

和回答的基础上，提出了预防和缓解我国硕士生教育“本科化”倾向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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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的扩招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但人

们在对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速度过快的关切中，容

易忽视硕士研究生扩张速度比本科生扩张速度更快

的事实。在硕士研究生扩招的背景下，一些大学模

糊了本科教育和硕士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使得硕士

生教育呈现出“本科化”倾向，已经影响到我国研究

生教育质量。因此，加强对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本
科化”倾向的研究，及时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对促进

我国研究生教育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

一、“本科化”：扩招背景下的硕士研究生

教育不容回避的倾向

　　自１９９９年 我 国 高 等 教 育 扩 招 并 进 入 到“大 众

化”阶段以来，硕士研究生的数量伴随本科生数量增

加而迅速上涨，１９９９年本科生与硕士生的人数分别

为 ２７２４４２１、１７００５１ 人，发 展 到 ２０１０ 年 已 有

１２６５６１３２、１２４６３５２人（如表１），本科生２０１０年的数

量是１９９９年的４．６倍，而相比之下，硕士研究生达

７．３倍，硕士生 的 扩 张 速 度 是 本 科 生 的１．５９倍，其

增长速度远远大于本科生的增长。
从指导教师来看，虽然数量也在迅速增长，但整

体上生师比也在快速上升，硕士研究生与拥有高级

职称的教师之比，从１９９９年２．５４上升到２０１０年的

５．３６，生师比在这１０余年间共增长了１．１１倍。（见
表１）

我国研究生教育实行的是“导师负责制”，因此

师资力量与学生数量的结构性矛盾必定会影响到教

学、硕士生质量等方面。目前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

问题比较严 重，已 经 出 现 了“本 科 化”倾 向，具 体 来

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培养目标的“本科化”倾向。硕士研究生教育

培养目标的“本科化”倾向主要体现在硕士生培养的

实际过程与目标理论上的偏离。这种实践与理论的

偏离是硕士生培养过程的“弱研究性”。本科教育旨

在培养基本知识扎实的“通才”；而研究生教育作为

大学后教育的一种形式，其肩负着两个基本任务：一
是为社会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二是在科学研究中取



得创造性成果，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和文 化［１］。然 而

目前在实际过程中，高校很大程度上已经弱化了硕

士研究生的“研究性”培养，国家花费大量的物力、财
力培养出来的研究生既不能说是高级专门人才，也

没有取得创造性成果，这无疑是我国研究生教育面

临的一种尴尬。

２、管理模式的“本科化”倾向。扩招后首先面临

的问题是师生比例严重失调。主要表现在：一方面

是课堂讲授由小型班级转变为大班。这样的转变带

来的直接后果是课堂教学效果下降，师生交流互动

减少，在课时有限的背景下，老师无法让所有学生在

课堂上进行深入思考和讨论，而缺少思考与讨论的

教学如何能 培 养 出 具 有 独 立 研 究 问 题 能 力 的 研 究

生？另一方面是硕士生导师的超负荷工作量。目前

我国很多研究生导师所带学生数量达到十几个，甚

至更多，导师的超负荷工作量让其只能选择“放羊”
式管理，进而很难做到针对学生的兴趣、能力进行细

心指导。这些表现明显呈现出“本科化”特征。

３、教学方式的“本科化”倾向。硕士研究生教育

是比本科生教育高一层次的教育，其目标是培养具

有较高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它的教学方式

自然是跟本科阶段不同的。教学方式为培养目标服

务，本科教育主要是为社会培养大量的“通才”，显然

在学时有限而学生数量又多的情况下，只能选择“教
师讲授为主，学生参与为辅”的教学方式，确保学生

在一定的时间内掌握广泛的知识；而硕士生教育则

不同，其目标是培养一批“专才”或是“精英”，所以更

多的是需要学生主动去探索研究，培养其科研和创

新能力，教 师 在 教 学 过 程 中 主 要 起 一 个 引 导 作 用。
但目前研究生教育仍大多数以“课堂讲授为主，讨论

为辅”的教学方式，尤其是文科类专业更为明显，有

些专业课甚至还是大班讲授，这样的教学模式实际

上是将研究生教育“本科化”。

４、教学内容的“本科化”倾向。教学内容的“本

科化”主要体现在专业基础理论知识仍占教学内容

的大部分，缺乏思考性及专业前沿性，不能有效引导

或促使学生进行深入探索。正如谢安邦教授说的：
“研究生教育的部分课程的高深层级性只是体现在

对本科生课 程 内 容 在 横 向 层 面 上 作 平 面 式 的 扩 展

上，没有凸显研究生教育在课程内容上的要求和特

色”［２］６８－７２。另外，教学内容的“本科化”还体现在部

分专业基础课与本科教育阶段的相重叠，不少研究

生读研之后又重新学习本科阶段的课程，并且其教

学内容也相差不大。
表１　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我国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及研究生指导教师数量统计表 单位：人　　　　　

年份 本科生在校人数 硕士研究生在校人数
研究生指导教师

副教授 教授
硕士生与指导导师之比

１９９９　 ２７２４４２１　 １７００５１　 ３４５５９　 ３２３７１　 ２．５４
２０００　 ３４００１８１　 ２２３２７４　 ３７６７８　 ３５１２５　 ３．０７
２００１　 ４２４３７４４　 ２９３８９９　 ４２５５８　 ４０３２７　 ３．５５
２００２　 ５２７０８４５　 ３７６１３２　 ５１９０６　 ５１０６４　 ３．６５
２００３　 ６２９２０８９　 ４９４７０５　 ６２０４９　 ６６６０３　 ３．８５
２００４　 ７３７８４３６　 ６３０８４７　 ６８１６４　 ６７９８７　 ４．６３
２００５　 ８４８８１８８　 ７６０６５９　 ７２２３９　 ７５０６２　 ５．１６
２００６　 ９４３３３９５　 ８６８２３１　 ８５０９４　 ８６９５７　 ５．０５
２００７　 １０２４３０３０　 ９４２５０８　 ９２３９０　 ９６１２９　 ５．００
２００８　 １１０４２２０７　 １０１５９８２　 ９８０１８　 １０３４７４　 ５．０４
２００９　 １１７９８５１１　 １１２７２８５　 １０５３８５　 １０９５２９　 ５．２５
２０１０　 １２６５６１３２　 １２４６３５２　 １１４０２２　 １１８５９２　 ５．３６

注：数据来源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学生数量只包括在校生人数；硕士研究生及其研究

生指导教师只包括普通高校部分数据。

二、差异追问：硕士研究生教育与

本科生教育应有的区分

　　 在研究生大扩招的过程中，高等学校模糊了硕

士研究生与本科生培养的边界，出现硕士研究生培

养“本科化”倾向，这就给我们教育提出了这样一个

问题，硕士研究生教育与本科生教育究竟有什么区

别？这值得我们思考。

１．精英教育的坚守：硕士研究生教育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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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一直承担着培养精英的社会使命。在

社会迅速发展的今天，既需要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

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也需要一大批拔尖创

新精英型人才，因此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高等教

育仍然要承担培养精英人才的责任。正如高等教育

发展阶段论的首倡者马丁·特罗（Ｍａｒｔｉｎ　Ｔｒｏｗ）所

说：“在大众化阶段，精英教育机构不仅存在而且很

繁荣”［３］。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高等教育 仍 然 要

精英教育 与 大 众 化 教 育 并 存。高 等 教 育 大 众 化 阶

段，精英教育呈现两种趋势：一是从培养机构来说，
研究型大学将成为培养精英的场所；二是从层次来

说，精英教育的层次上移，即研究生阶段将成为精英

人才培养的主要阶段。
人类社会已经步入一个以知识资源和智力资源

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使用为主要特征的知识经

济时代。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科学技术在各种

生产要素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知识和智力成为重

要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随着研究生

教育的发展，研究生教育以下层次的高等教育越来

越起到高等教育中基础性教育的作用；而高等教育

中层次较高的硕士研究生教育，理应承担起培养各

领域精英人才的责任。

２．专业教育上移：本科重基础、硕士重专业

究竟在哪一个学历层次培养人才的专业性？从

历史的发展规律来看，随着人类专业知识的不断深

化，专业教育的重心不断向上一个层次移动，现在本

科教育更多地承担起基础性知识的传授，硕士研究

生教育则更多地承担起专业教育的职能。
我们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中对学士、硕
士学术水平和要求的规定来比较它们之间的差异。
从表２可以看出，本科教育强调一般性的基础理论

知识和一定的专业知识；硕士教育强调专业理论和

专业知识。对于一个硕士研究生也必须有与本科生

教育相似的基础知识的训练，但这绝对不是目的，而
更为重要的是在探索中发现和总结新的知识，并能

应用知识。从总体发展趋势来看，硕士教育的重心

是在以研究为基础的专业教育，而本科教育的重心

则是在以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为基础的通识教育。

３．知识建构模式：本科重概念建构、硕士重问题

探索建构

知识建构是探究式教学方法之一，它不但要求

学习现有知识，同时还需要创造新知识，因此通过知

表２　学士、硕士学术水平和要求比较

学位授予资质 学位授予学术水平 毕业论文要求

学士

高 等 学 校 本 科

毕 业 生，成 绩

优良。

较 好 地 掌 握 本

门 学 科 的 基 础

理论、专 门 知 识

和基 本 技 能；具

有 从 事 科 学 研

究 工 作 或 担 负

专 门 技 术 工 作

的初步能力。

表 明 确 已 较 好

地 掌 握 本 门 学

科的 基 础 理 论、
专 门 知 识 和 基

本技 能，并 且 有

从 事 科 学 研 究

工 作 或 担 负 专

门 技 术 工 作 的

初步能力。

硕士

高 等 学 校 和 科

学 研 究 机 构 的

研究 生，或 具 有

研 究 生 毕 业 同

等学 力 的 人 员，
通 过 硕 士 学 位

的 课 程 考 试 和

论文 答 辩，成 绩

合格。

在 本 门 学 科 上

掌 握 坚 实 的 基

础 理 论 和 系 统

的专 门 知 识；具

有 从 事 科 学 研

究 工 作 或 独 立

担 负 专 门 技 术

工作的能力。

对 所 研 究 的 课

题 应 当 有 新 的

见解，表 明 作 者

具 有 从 事 科 学

研 究 工 作 或 独

立 担 负 专 门 技

术工作的能力。

资料来源：“学术水平 要 求”栏 引 自《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学 位 条

例》（１９８０），“毕业 论 文 要 求”栏 引 自《中 华 人 民 共

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１９８１）。

识构建能够实现学习及创新。在目前的人才知识建

构模式中最常用的主要有两种：一种为概念建构模

式；另一种为问题建构模式。这两种不同的教育建

构模式各有利弊，也因此适合不同的教育阶段。

所谓概念建构模式，就是指从专业教育涉及到

的概念入手，以启动相关专业教育的方式；而问题建

构模式是指通过提出一个专业问题作为专业教育的

发端的教 育 启 动 方 式［４］９３－９４。前 者 最 大 的 优 点 是 可

以直接进入专业教育学习，并可以自由地设计相关

专业的知识体系，以保障其全面性与完整性，但不利

于激化被教育者接受教育的兴趣与热情；后者是在

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间接实施

专业教育，这一过程更容易激起被教育者接受专业

教育的兴趣与热情，但它常常不利于保证专业知识

教育的完整性，因为任何一个专业问题都很难涉及

到所有相关的专业知识。

本科生专业教育与硕士生专业教育的人才知识

建构模式应该区别对待。对于本科生的专业教育而

言，应该以注重知识的概念建构为主，以问题探索建

构为辅。本科教育阶段首先是要求专业理论知识的

完整性和全面性，其次是在专业知识的指导下进行

实践能力的培养，因此这就决定了在本科教育阶段

是概念建构优先并占主导地位，否则，学生在实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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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也难以解决碰到的问题。对于硕士生专业教育

而言，由于学生在本科阶段，已经建立了较完整的专业

知识体系，因而只需着重培养其专业研究能力即可，而
专业研究能力主要是通过不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问题构建过程来得到锻炼和加强，单纯的

概念建构已无法满足这种目标需求了。这就表明研

究生的专业教育应该无条件地采取问题建构模式。

４．教学内容的选择：本科注重知识的全面性，硕
士注重知识自我探索

由本科生专业教育的目标决定了它的教学内容

应具有完整性和全面性。本科教育更多的是一种通

识教育，其知识构成主要是“基础知识＋专业知识”
两个组成部分，在专业学习上并不要求特别深入，学
生只需要掌握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为以后的深入

学习和工作建立基础。因此本科学生需要花大量的

时间和精力掌握书本知识，形成全面、完整的专业理

论素养。
相比而言，硕士生专业教育的教学内容更注重

知识的自我探索。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研究生教育

是为社会培养具备一定科研能力的高级创新人才，
其专业技能要求更加专门化和系统化；另一方面是

受课时的 影 响。研 究 生 教 育 阶 段 的 上 课 时 间 并 不

长，任课教师要在有限的时间内讲授完该课程有关

内容是不现实的，因此只能选择较为重点、核心的部

分进行讲解，其它的则需要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自

主学习。因此需要硕士生必须在课后花大量的时间

探索知识，主动阅读文献资料，以深入学习研究。

５．教学方法的选择：本科以专业知识讲授为主、
硕士则具有多样性

由于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与硕士生教育的培养

目标存在一定的差异，因而针对这两种不同教育阶

段的教学方法也必然是不同的。本科教育的目标之

一是要使被教育者在本专业领域建立起基本的专业

知识体系，而讲授方法是建立该体系最快捷、最全面

的方法，也是我国最传统的教学方式［４］９３－９４。因而本

科教育阶段的教学方法仍应以专业知识讲授为主。
另外，我们知道本科教育培养的应是具有一定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这就要求被教育

者在本专业领域内具备基本的实务操作能力与研究

能力，这样的目标也决定了其教学方法还包括实务

操作、专业实习等形式。
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内在属性和目标决定了其教

学方式必定不同于本科教育，是一种研讨式的教学。

所谓研讨式 教 学 是 指 师 生 针 对 共 同 的 问 题 进 行 学

习、批判、创新的三位一体的“学习＋研究”过程，换

句话说就是基于某论题或问题，师生加工相关资料

形成特定观点，然后在课堂上阐释个人见解并对自

己及他人的观点进行评价，最后个体独立对问题综

合思考并撰写成文由导师评定，达到吸收他人思想

形成自己思想的目的；在整个过程中，学习是前提，
批判是关键，创新是目的［５］。因此硕士研究 生 教 育

的教学方式 普 遍 采 用 学 术 讲 座、学 术 沙 龙、案 例 教

学、课堂讨论等灵活自主的形式。总之研究生专业

教育的方式具有明显的多样性，目的就是最大程度

让学生参与到教学和研究过程中。相反，本科教育

是一种通识、博雅教育，对学生在专业上的要求相对

较低，因此“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参与为辅”的传授式

教学方式与之更适应，也与学生实际能力相匹配。

三、回归本源：扩招背景下硕士研究生

教育“研究生化”对策

　　研究生教育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永恒主题，
也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保障，硕士研究生

教育的“本 科 化”倾 向 必 定 会 影 响 到 教 育 质 量 的 提

高，在目前国际竞争如此激烈的环境下，尽早寻找有

效预防和解决硕士生教育“本科化”倾向的对策已经

是迫切需要了。

１．严格遴选优秀导师，拒绝研究生导师大众化

在硕士生培养过程中，导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他们对学生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学术科研上，还有

道德素质方面。高等教育大众化了，研究生导师不

能大众化，这是硕士培养所必须坚持的底线。因此

有必要遴选出一批优秀的硕士生导师，拒绝研究生

导师大众化，具体要从以下几点着手：
（１）注重培养具有较高学术科研水平及指导能

力的教师为硕士生导师。作为一名研究生导师，必

须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有渊博的知识修养和丰富

的教学经验，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及指导能力，能活跃

在学术前沿，并在本学科具有一定的影 响 力［６］。由

此高校需要重视对年轻教师的培养，不断改善教师

工作和生活环境，在物质上大力支持他们进行科研

及再深造学习，如资助年轻导师到国外学习交流等。
高校在选拔导师时要全面严格考核该教师的道德素

养、科研能力及指导能力等方面，对于能力不达标的

坚决不予考虑，时刻遵循重质量而不是数量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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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建立健全的导师考评和激励机制。导师水

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因此有必

要把动态管理、量化考核、跟踪评估等一系列的督导

措施结合起来，将考核结果与导师任职资格挂钩，促
进教学培养质量的提高［７］。如不定期对导师的课堂

教学情况进行考核，了解学生对课堂的接受及反应

情况，最后将结果反馈给导师，以此促进教学质量的

提高；学校还可通过对硕士生进行考核、评比来反应

其导师的工作情况，包括师生交流的满意度调查、对
学位论文的盲审等方面。对考评结果优秀的导师，
要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奖励，这样不仅是对他们工

作的认可，也是对其他导师的鞭策和引导。

２．创新培养模式，设计多样化学术活动

在研究生教育中，培养单位要鼓励研究生积极

参加各种学术论坛和学术交流。学术论坛等学术交

流活动一般都是围绕本领域内较为前沿或国内较为

普遍且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的问题进行研讨，因此通

过这一学习交流平台，研究生能够获得更为开阔的

视野，能够有效激发他们内在的学习动机和兴趣，主
动探索、发现并试图解决问题。这样通过反复地学

习和锻炼，不断培养和形成研究生的创新意识和科

研能力。具体而言，有以下两种行之有效的学术交

流活动可供选择参考。
（１）专题报告形式的研讨会

此种形式的交流活动的主讲人可以是各专题的

专家学者，也可以是研究生自身。前者是需要通过

学院邀请相关专题领域内的专家学者来校进行学术

讲座或交流 活 动，研 究 生 可 积 极 参 与 并 进 行 讨 论。
后者主要应用在教学过程中，任课老师可把相关教

学内容分为不同专题模块分配给学生，让其进行资

料收集，形成一定的文字报告，并向大家介绍专题报

告的题目、内容、技术路线及总结看法等，然后在场

师生进行讨论，以利于主讲人更好地从多角度把握

该研究题目。这样的学习过程不仅要求学生在前期

投入大量时间进行资料收集、整理、总结，同时还鼓

励学生后期持续深入地研究，这对于培养研究生的

科研能力是非常有用的。
（２）文献报告形式的研讨会

文献报告形式的研讨会可以是对中文文献综述

的报告，也可以是对几篇英文文献的整理、总结和陈

述，活动主讲人主要由研究生轮流进行。这一方面

要求学生查阅大量相关资料，并对资料进行分类、整
理，另一方面是在此基础上用最简炼的文字对所有

文献进行总结。这样的训练过程为学位论文的撰写

打下坚实的基础。另外，在英文的文献报告中，主讲

人可精选出一篇反映本学科最新研究前沿或能代表

本学科研究经典的文章，彻底读懂并领会作者原文

要表达的核心意图，然后准确无误地翻译，并将其核

心部分进行整理，形成文字资料，在主讲前分发给研

讨会的每位参加者，这样主讲者不仅拓宽了专业知

识面，还提高了英语水平［８］。

３．调整教学方式及内容，增加教学内容前沿性、
实践性

要防止研究生教学“本科化”倾向，必须调整其

教学方式及内容。首先是转变硕士生课堂上的“教

师讲授为主，学生参与为辅”的传统教学方法，而推

行讨论式教学。在硕士生的课堂中教师应该只是导

航者，而学生才是主体，由此这一教学过程是：第一，
教师明确课堂的教学目标和内容；第二，学生课前自

学准备阶段，包括阅读教师提供的文献，或自行收集

阅读有关资料，找出重点难点；第三，教师进行引导

性发言；第四，学生讨论阶段，可以就老师提出的问

题或自己在阅读资料过程的所思所想进行讨论。这

一阶段是讨论式教学的重点，让学生在思想碰撞的

过程中激发新观点或新问题的产生；最后，是教师的

总结性发言并提出新的问题或教学要求，为下一轮

的课堂教学作准备。调整硕士生教育教学方式的同

时还要重视教学内容的前沿性与实践性，即专业领

域学术研究的热点、难点、重点以及尚存争议性的问

题和研究 发 展 的 新 动 向［２］６８－７２。为 了 能 有 效 增 强 硕

士生教学的“研究生化”，除了调整教学方式及内容，
还可以丰富硕士研究生学习的途径和平台，如举办

各种学术沙龙、讲座、研讨会等，这样的活动一方面

可以增进师生之间的交流，另一方面促使学生更主

动地探索不同领域知识，从不同角度加深对本专业

的理解。
此外应促进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借国际化促

进学习内容的前沿化，这也将促使大学办学的理念

更加开放，有效营造国际化的学术氛围，积极引导和

鼓励研究生在国际期刊上发表高水平论文，参与国

际间的学术论坛和国际竞争［９］。这样不仅可以促使

学校的学术水平和地位得到提高，同时我国研究生

教育的“研究生化”进程也将得到有效推进。

４．重视硕 士 生 培 养 过 程 倡 导“以 探 究 为 本”的

学习

研究生教育应该倡导“以学生为中心”、“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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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的学习，通过调动硕士研究生的好奇心，激发

他们内在的学习动机，并通过给他们提供在探究过

程中切身体验的机会，加深他们对概念、原理的理解

和运用，培养硕士研究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
大学应该充分利用学校整个研究系统的作用来

实现硕士教育培养目标，充分体现大学的特色和资

源优势。大学具有其他机构无可比拟的以研究、探索

和发现为核心的学习环境，无论是在课题研究、还是

在研究生培养中，探索、调查、发现应是贯穿始终的核

心。大学里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发现者和学习者，共
同拥有的探索和发现的目标应该将大学的所有活动

和分离的各个部分联系到一起，形成一个整体。大学

的教学责任就是充分利用研究项目的巨大资源去提

高硕士研究生教育质量，提供给硕士研究生对知识探

究与求索的学习经历，使所有硕士研究生都能够分享

大学的研究环境，真正成为学校共同的探索和发现目

标的参与者，并培养出自己的研究能力。

５．重视硕士生教育中的“传帮带”作用

在研究生教育中有一种关系对于科研氛围及学

术引导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师门关系。之

所以要提到这一点，主要是现在研究生的扩招已是

发展趋势，而导师的精力确实有限，因此合理发挥师

门间的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学生的“传帮带”作用，
对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培养也是有着积极作用。所谓

“传帮带”前 辈 对 晚 辈 等 在 工 作 或 学 习 中 对 文 化 知

识、技术技能、经 验 心 得 等 给 予 直 接 传 授 的 通 俗 说

法，是一种有效的人才培养途径，此处可指同门高年

级学生对低年级学生的帮助、指导等。师门间的传

帮带不仅有极强的可行性，还有其优越性，从可行性

来说是同门之间的接触、交流机会比较多，容易建立

深厚感情，同时又因研究方向差不多，因此方便进行

学术科研的交流与合作；从其优越性来说不仅加强

了同门之间以及与导师的感情交流，还能及时解决

低年级学生在生活上和学习上的困惑，这一作用在

理工科专业的研究生中尤其显得突出。当然硕士生

教育中的传帮带作用是需要多方努力才能有效发挥

的，首先是导 师 的 有 效 引 导，可 以 通 过 同 门 间 的 座

谈、学术沙龙 等 形 式 来 增 进 互 相 之 间 的 了 解，建 立

“一带一”的关系；其次是需要靠学生自身的交流互

动。只有如 此 才 能 在 硕 士 生 中 形 成 科 研 学 习 的 氛

围，并能一届传一届，也易坚持硕士研究生教育“研

究生化”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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