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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职业技术教育学内涵、发展及特点入手，深入探讨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的培养目标，分析我国职业 技

术教育学博士培养的具体模式，在此基础上强调根据其学科特点加强跨学科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并对跨学

科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人才的培养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跨学科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３．０　　　　文献标识码：Ａ

　　职业教育是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最紧密、关系

最直接的一类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学随着职业教育

的迅猛发展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逐渐构成

了由硕士、博 士、博 士 后 组 成 的 研 究 型 人 才 培 养 格

局，它为我国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培养了一批高素

质的研究者。但相对于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需求来

讲，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的学科建设还是有些滞后，

从事职业技术教育学研究的高级人才相对匮乏，因

而职业技术教育学高级人才的培养问题是一个非常

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职业技术教育学的内涵、发展及特点

１．职业技术教育学的内涵

要想深入研究有关职业技术教育学的问题，首

先要了解它的研究对象———职业教育。现代生产的

发展使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劳动的专业化程度

越来越高，需要从事生产的劳动者掌握相应的专业

知识和技能，通过教育使劳动者掌握本行业专业知

识和技能的过程就是一个职业化的过程。因此“从

广义范围来讲，职业教育是指对进入所有职业（包括

专业的和非专业）的个体所进行的准备性教育，它包

括全部教育过程。”［１］职业教育不仅使个体通过对专

业知识、技能进行深入学习、实践形成针对某种职业

的专门化职业态度、职业知识和技能，而且使其具备

在此职业领域中进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职业教

育不仅追求技术的尽善尽美，同时还要孕育创造性

的精神与灵魂，”［２］肩负着提升社会整体道德水准的

使命。

职业技术教育学就是研究职业教育的学科，目

前大多数学者认为职业技术教育学是教育学的一门

分支学科。国外学者利浦斯迈尔（Ｌｉｐｓｍｅｉｅｒ，１９７８）

认为，“职业技术教育学是教育科学中就人们在获取

就业和生存的资格与能力并使其在社会公众生活中

采取对社会和生态负责任的态度的过程之前提与条

件、目 标、可 能 性 与 现 实 性 进 行 科 学 研 究 的 子 科

学”［３］。笔者认为职业技术教育学在具有教育学特

征的同时还 具 有 职 业 性、技 术 性、实 践 性 等 特 殊 属

性，在进行职业技术教育学研究的过程中需要与具

体的行业、职业、工作相结合，因而职业技术教育学

研究不能过分依赖和移植教育学的相关研究成果。

职业技术教育学研究应该立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



实和未来趋势，以职业教育理论和应用为研究对象，
重点研究各类应用型、技能型人才的特征与培养规

律，并积极探讨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关联、互动、
结合、协调发展等问题。

２．职业技术教育学的发展与特点

职业教育是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

段的产物。１９世 纪 后 期 工 业 生 产 快 速 发 展 使 得 社

会迫切需要大批掌握实用性技术的人才，开始出现

以传授职业技术和知识、培养现代职业技术工人为

主要任务的职业教育类学校。建国后我国的职业教

育体系经历了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体系模式、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的改革开放，直至９０年代国家明确提出

要建设新的职教体系的建设目标。职业教育在漫长

发展过程中逐步走向成熟，形成许多有异于普通教

育的特点（如表１）。
表１　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比较

普通教育 职业教育

培养

目标

培养 厚 基 础、宽 口 径 的

通用 型 人 才。重 视 全 面

发展和综合能力的培养。

注重应 用 型 人 才 和 操 作

型人才的培养。

培训

内容

学习通 识 知 识 和 专 业 知

识，强 调 传 授 知 识 的 系

统性和完整性

培养未 来 职 业 活 动 所 需

职业能力，针对具体职业

进行技能型学习和训练

培养

效果

是系 统 性 学 科 教 育，理

论性 强，实 用 性 弱，主 要

培 养 学 生 良 好 思 维 方

式，强调专博结合

实践 性 强，针 对 性 强，专

业 性 强，技 术 性 强。学

生毕业 时 就 有 某 种 相 当

的技艺或技能。

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推动职业技术教育学的迅

速成长，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 职 业 技 术 教 育 学 领 域 出 版

的大量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著作和学术期刊（如《技术

教育概论》、《职业技术教育学》等等）以及成立的相

关管理机构和学术组织，都标志着职业技术教育学

学科建设在 我 国 开 始 起 步。１９８３年 国 务 院 学 位 委

员会公布的学科（专业）目录将职业技术教育学正式

列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华东师范大学于１９８７年设

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职业技术教育学硕士点、１９８８
年开始招收第一批硕士研究生，这是我国职业技术

教育学学科 发 展 史 上 新 的 里 程 碑。２１世 纪 以 后 学

科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２００１年开始招收职业技术

教育学博士研究生，由于对博士研究生课程安排、需
要掌握知识、能力及毕业论文等方面有着比硕士研

究生更高的要 求（如 表２），使 得 此 后 职 业 技 术 教 育

学领域的研究内容进一步精细化和专业化，逐步进

入反思与多元化阶段，职业技术教育学理论研究开

始走向成熟，较为规范的人才培养体系初步形成，我
国职业技术教育学学科制度雏形已基本建立。

表２　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区别

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

课程 实践性课程较多 研究性课程较多

知识
坚实的 基 础 理 论 和 系 统

的专业知识。
坚实宽 广 的 基 础 理 论 和

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

能力

有从事 研 究 工 作 或 独 立

担 负 专 门 技 术 工 作 能

力。能够 见 证 现 有 理 论

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具有独 立 从 事 研 究 工 作

的能 力，在 职 业 技 术 教

育领域 能 够 做 出 创 造 性

成果。

论文

要求

展示自 己 对 本 领 域 知 识

的掌 握 程 度，表 明 自 己

已经完 全 理 解 本 领 域 最

新研 究 成 果，并 能 将 其

应用于实际工作。

毕业时 要 有 高 水 平 的 论

文发 表，毕 业 论 文 要 求

在了解 本 领 域 最 新 研 究

成 果 的 基 础 上 有 所

创新。

职业技术教育学在发展过程中从最初的科研力

量薄弱、人员学术背景单一逐步进行研究队伍结构

优化；研究内容由最初仅限于教育领域逐渐进行拓

展进而出现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向；新的研究方式

和研究方法不断涌现，这些变化都丰富了职业技术

教育学的学科内涵，增强了其学科包容性，为职业技

术教育学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可是职业技术教育

学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虽然我们已经

建立了传统而规范的学科培养平台，但在职业技术

教育学学科 领 域 中 独 立 而 深 刻 的 研 究 著 作 仍 很 少

见，研究热点缺乏新意，缺少原创性研究成果，和成

熟学科的标准还有一定差距，职业技术教育学学科

建设还有待发展和完善。因此探讨和研究职业教育

体系中最高层次的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研

究生培养的问题，对我国的职业教育的高层次、高质

量、高水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培养模式

博士生培养模式是指在一定的教育思想和教育

理论的指导下，为实现博士生培养目标而采取的培

养过程的某种标准构造样式和运行方式，［４］它包括

博 士 生 的 培 养 目 标、培 养 过 程 和 培 养 考 核 三 大

要素。［５］

１．培养目标

博士研究生培养目标决定着博士研究生的培养

方向和规格，是整个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出发点和归

宿，制约着博士研究生教育内容确定、模式选择与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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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和培养质量及评价，是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关键。［６］

职业技术教育学学科由于起步较晚，发展较为缓慢，
直到现在博士点大都设在师范院校或综合院校的教

育学院，所进行的研究大都偏重职业技术教育原理

方面，对博士生培养目标的确定也强调其教育学属

性。如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的培养目

标为“具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深厚的教育理论素养，
熟悉国内外职业技术教育前沿理论和最新成果，了

解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全面掌握教

育科学研究的方法，毕业后能独立从事职业技术教

育理论研究，能胜任本专业和相关专业的教学、管理

与决策咨询工作。”［７］这个培养目标突出了职业技术

教育学的教育学属性，忽略了它还应该包含的职业

性和技术性特点，从而造成现在职业技术教育学学

科领域的研究成果大都是移植、参照或借鉴教育学

的相关理论，而缺乏能够真正反映职业教育本身特

点和内在规律的创新型理论。

２．培养过程

（１）招生选拔

我国的职业技术教育学定位在教育学的二级学

科，大部分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点进行初试的专业

科目都是教育学的相关课程（如职业教育课程与教

学论、职业教育政策与管理、职业教育学等）。这种

考核方式使 理 工 科 学 生 在 入 学 考 试 中 的 竞 争 力 不

强，考试对理工科学生的吸引力不大。笔者统计了

近三年（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北 京 师 范 大 学 招 收 的 职 业

技术教育学博 士 的 学 科 背 景（如 表３），发 现 所 招 收

的博士生大都是具有教育学、心理学及语言学等文

科专业背景的学生，这会造成职业技术教育学“将教

育与技术相结合，研究技能型人才特征与培养规律”
的要求难以实现，博士生培养只能采取纯学术理论

研究生的培养模式，研究重点只能从教育学和文科

角度展开而缺乏技术背景支持。这种招生选拔方式

忽略了职业技术教育学自身的特点，比较侧重职业

技术教育学在教育学原理方面的发展而忽略了它对

技 能型人才培养的指导作用，培养出的博士研究生

表３　北京师范大学近三年职业技术教育学

博士生学科来源统计表

（资料来源：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教育学 工学 理学 文学 总人数 跨学科人数

２０１０年 ２　 ０　 ０　 １　 ３　 １
２０１１年 ２　 ０　 ０　 １　 ３　 １
２０１２年 ３　 ０　 ０　 ０　 ３　 ０

难以满足职业教育对职业技术教育学专业人才的多

样化需求［８］。
（２）课程设置

由于职业技术教育学的博士点大部分设在师范

类院校或综合类院校的教育学院，因此所开设的博

士生课程大都具有鲜明的教育学特色，比较注重对

教育学基本原理的掌握。课程设置中除了学位公共

课（政治、外语）由学校统一组织授课外，其它必修课

及选修课基本都是与教育学原理及理论密切相关的

传统专业课程，方法论课程不多，很少涉及职业教育

中具体的专业和教学内容，对仅有文科背景的博士

研究生也没有规定必需选修其它院系的技术性专业

课程。这种课程体系没有考虑到职业教育和普通教

育的差异，忽 视 了 职 业 技 术 教 育 学 研 究 的 是“技 能

型”人才的培养过程，容易使学生的研究领域长期局

限在教育学的狭小范围内，无法拓宽视野，很难在研

究过程中将教育学原理与职业技术教育学的具体特

点相结合做出创新性贡献。
（３）教学方式

目前各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点对博士生的教学

方式偏重采取课堂学习———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第

一学年主要是教师通过课堂教学进行授课，偏重于

老师讲、学生听的灌输性教学方式，也有老师采用给

出研讨题目，学生选择主题课下准备、课上阐述的教

学方式，还有的老师鼓励学生参加学术前沿探讨、专
题讲座、各种学术会议等，鼓励他们在不同规模的学

术讲座、学术会议上做报告并与同行的前辈及同辈

进行交流，这些教学方式都能有效锻炼博士生的思

维能力、表达 能 力、人 际 交 往 能 力 及 敏 锐 好 学 的 素

质。但由于缺乏技术性背景知识使他们很少有机会

进行职业教育实践，他们研究的问题通常只停留在

教育学理论层面，而无法兼顾职业教育本身的职业

性、技术性特征，无法真正接触、全面了解职业教育。
第二学年开始多数学生只埋头于自身研究的问题而

很少关注他人，缺乏共同研究讨论的机会。因此造

成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培养方式单一僵化，所研究

的课题也大部分集中在理论层面，很少与教学实际

相结合。
（４）导师指导

在我国的博士生入学考试中报考者会事先指定

报考的导师姓名和研究方向，博士生考核成绩合格

被录取后会由导师负责指导和监督他在校期间的学

习，导师承 担 着“评 审 员”和“引 导 者”的 双 重 角 色

·７３·宋朝霞·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培养初探



（Ｍｕｒｐｈｙ，２００７），包括制定培养计划、组织博士生参

加学术活动、指导博士生进行科学研究并撰写学位

论文等。在这种培养方式中，博士生从开始学习直

到毕业始终都由同一个导师指导，由于导师的精力

有限，经验有限，精通的研究领域有限，因此容易造

成指导过程中指导形式单一、指导频次少。职业技

术教育学是教育学二级学科，博士生导师大都是教

育学学科的教授和专家，比较擅长教育学领域的研

究，因而对学生的指导偏重教育学方向，这种导师指

导方式一方面使博士生的研究课题可以在教育学原

理方面做得很深入，另一方面也容易使博士生由于

缺乏了解其它学科研究方法的机会难以博采众家之

长，最终所培养出的博士往往“专”而不“博”，完成的

学位论文也往往无法突出职业教育自身的特点，与

教学实践相脱节。

３．培养考核

对 博 士 研 究 生 的 培 养 考 核 方 式 主 要 是 学 位 论

文，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研究生要求至少用两年的

时间进行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学位论文形式可以灵

活多样，但选题要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要能够解

决职业教育中的实际问题。研究过程中要注重综合

运用相关理论和科学研究方法，鼓励理论研究与实

例验证相结合。论文内容应能够反映作者对理论基

础的掌握和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大多数博士

点要求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在读期间要有一定数量

（通常为２篇 以 上）与 学 位 论 文 内 容 相 关 的 文 章 在

ＣＳＳＣＩ核心期刊上发表，这种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对博士研究生的个性化培养，抑制了学生的创

造性，容易造成论文数量多但创新性不高的结果。

三、对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培养的几点建议

１．科学定位培养目标

博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出某领域教学、
科研方面的高层次创造性人才。职业技术教育学自

出现之日起就与教育学和技术学都有着“与生俱来”
的“亲近”，它作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所培养的博士

首先应该满足教育学博士的培养目标：“具有扎实的

教育学学术功底和开阔的社会科学学术视野，能够

熟练掌握现代教育手段，能够对现代教育科学学术

研究的方法论、研究方法灵活运用，并具有理论联系

实际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９］。此外职业技术教

育学博士由于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还应该具备职业

性、技术性的特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掌握某专业领

域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也就是说，职业技术教

育学是一种开放程度较高的学科，在博士生培养目

标上除了强调对一级学科———教育学的“专”以外，
还须兼顾其专业特色而加大对“博”的要求。因此笔

者认为职业 技 术 教 育 学 博 士 的 培 养 目 标 可 以 概 括

为：“具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深厚的教育理论素养，
全面掌握教育科学研究的方法，熟悉国内外职业技

术教育领域前沿理论和最新成果。能够结合技术领

域的专业特点对职业技术教育学理论及教学实践进

行深入研究并取得创造性成果。”因此，在培养传统

的学术型、研究型博士之外增加有技术背景的跨学

科博士的培 养 是 职 业 技 术 教 育 学 学 科 发 展 的 重 要

课题。

２．采取灵活的招生制度

生源的选拔过程直接决定着博士生的质量和特

征，它是博士培养过程的起点。职业教育是教育的

一种类型，从教育学的角度研究是必要的，但同时它

也是一门包含丰富内容的综合类学科，在创设之初

就表现出鲜明的多学科性，每个学科都有着自身独

特的知识结构、能力要求与思维方式，因此需要以多

种学术视角对职业技术教育学进行研究，不仅需要

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文科类视角，也需要专业

技术等理工科研究视角。目前的职业技术教育学博

士生入学考试对教育学科目的侧重比较容易造成录

取的学生专业来源比较固定、掌握知识结构比较单

一、掌握知识过于理论化。为扩大职业技术教育学

的研究视角 我 们 应 该 增 加 招 收 跨 学 科 的 博 士 研 究

生，在招生选拔过程中要逐步形成跨学科培养研究

生的理念，探索多种招生录取途径，扩大博士生导师

的招生自主 权，导 师 在 招 生 的 过 程 中 把 好 面 试 关。
适当地增加有理工科背景的博士生录取比例，鼓励

理工科硕士或具有同等学力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报

考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学位，以实现职业技术教育学

博士生源专业背景多样化，使跨学科博士在科研过程

中充分发挥理工科专业背景优势，从教育与技术等多

个视角对职业技术教育学进行深入综合研究，以满足

社会对职业技术教育学高层次人才的要求。

３．合理的个性化课程设置

职业技术教育学兼有教育和技术的双重特点，
需要加强对跨学科博士的培养，而传统的博士生培

养方案都是基于本科———硕士———博士连续性的假

设制定的，没有考虑跨学科博士培养问题，这使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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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的培养遇到重大挑战。比如

从理工类跨学科到职业技术教育学的博士，教育学

基础理论比较薄弱，他们进入新的领域面临思维习

惯转换、科研能力调整等诸多问题。所以首先导师

应该接受不同学科学生由于各种学科背景所带来的

隔行如隔山的客观现实，提高对跨学科博士个体差

异的关注度，针对每个跨学科博士的具体情况制定

具体的培养计划，指定补修的教育类专业课程，提高

课程内容的前沿性、综合性，教导学生将多种学科的

理论基础和技术手段进行有效整合的方法，使跨学

科博士能够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在职业技术教育

学研究领域取得创新性进展。
对于没有跨学科的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由于

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也应该选修一定数目的技术类专

业课程以加深对职业教育的了解，扩充自身的学术

视野，最大限度地扩展知识和技能，使自己的综合素

质得到提升。

４．探索新的教学方式

职业技能是职业教育教学的核心目标之一，职

业院校的教师在教育实践中大量使用项目式教学和

行动教学方法，这就使跨学科博士有机会利用他们

的专业技术背景优势，亲自参与职业技能教学实践，
根据专业的不同特点探索不同类型的技能人才培养

规律，从中深刻领会职业教育是一门“做中学”的学

问。但要实现这一目标，有必要首先对跨学科博士

生进行常规的教育学科的学术训练，包括系统地掌

握教育学理论和学科发展动态以及对教育学科研究

方法、学术规范和学术表达方式的训练，在此基础上

让跨学科博士学习改变曾经的单一、静态、线性思维

方法，学习利用多元思维方式拓展自身的学术视野，
学会利用不同学科领域的思维方法进行思考。这种

跨学科人才的培养将会推动职业技术教育学的快速

发展，促进新思想的产生和有价值、创造性研究成果

的出现，最 终 形 成 学 习———实 践———研 究 探 讨 相 结

合的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培养方式。
同样对于没有跨学科的博士生来说，进行职业

技术教育原理方面的研究时，为了增强研究成果的

实用性和可靠性，也应该尽量争取到生产一线或教

学一线进行实地调研的机会，比如可以对某种特定

专业的职业教育发展状况进行市场调查，也可以安

排博士生在职业教育院校或研究所做助教或助研。

５．导师组或导师团队联合指导方式

职业技术教育学本身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研究

对象具有教育学和专业技术双重特点，传统一对一

的导师指导模式已很难适应学科发展要求。为满足

其跨学科的研究特点，一方面要加强教育学科和其

它学科导师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合作，鼓励导师参加

交叉学科中心、项目和研究工作，带领博士多参与具

体的科研项目，让博士多与学科带头人、博士后研究

人员及其他导师交流合作；另一方面要增加校企合

作，完善对校外专业人士的兼职教师聘用制度，以形

成由多名具有不同专长和不同学术观点的导师组成

的导师组或导师团队，使博士生可以在不同领域获

得更多的调研及参加学术交流的机会，拓宽学生的

学术视野，博采众长，增加博士生的科研能力和创新

能力，构成“参与 科 研———获 得 指 导———提 高 能 力”
的培养链条，保证学科培养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要

避免将博士生培养变成狭隘的专业培训，以做到“博
士要博”。［１０］

导师与博士生在合作期间为实现特定的学术目

标会相互影响，相互学习，形成师生相长关系。导师

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应该鼓励博士生大胆探索，勇

于创新，但由于导师在学术领域内丰富的经验与学

识，必要时也应该对学生加入一定程度的强势指导，
当然这也是以沟通为前提的，导师也应该一定程度

考虑和尊重学生的观点和意见。导师指导方式应该

灵活多样并适当增加与博士生见面交流的机会，以

便随时发现问题，弥补不足，合作过程中导师应以培

养学科继承人的情怀培养博士生，避免雇佣关系，建
立正确的科研规范，在学科集体中形成一种公正、团
结和奋斗的氛围。

四、结语

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是职业技术教育学发展的

重要课题，加强跨学科博士培养是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学的重要途径。跨学科博士生要完成向新学科的过

渡往往需要经历一定的成长周期，因此要想使跨学科

博士在新的学科领域做出积极贡献，需要根据其自身

特点和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的培养目标在招生制度、
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导师指导等几方面采取有效措

施，帮助他们在顺利完成向新学科过渡的同时为后期

的学术研究搭建跨学科平台，使跨学科博士能够结合

自身专业技术背景在职业教育领域做出实践性和创

造性成果，促进职业技术教育学更快更好发展。
（下转第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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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论 文 没 有 时 间 打 印，请 同 学 打 印 的，来 不 及 校

对。”真让人无语！研究生，研究生，忙得没有时间搞

研究，这不是反讽是什么？《中庸》云：“诚之者，择善

而固执之者也。”研究生培养，纪律是保障，导师的纪

律意识不能动摇，该坚持的要坚持，不能放手的就是

不放手。当然，导师对研究生纪律的督导与本科生

不一样，严而有格，给研究生一定的自我发展空间，
但绝对不可以随心所欲。

以上阐述了导师对研究生的“四导”的内涵。这

四个方面不是绝缘的，而是相互联系，彼此渗透的。
四导都做到了，才是全面、科学的培养方式，才能促

进研究生又好又快地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１］钱理群．北大等在培养利己者 他们掌权比贪官危害更大

［Ｎ］．中国青年报，２０１２－０５－３．
［２］黑格尔．小逻辑［Ｍ］．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

１７９．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ｉｎ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ＩＵ　Ｙｏｎｇ－ｇａｎｇ１，２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ｒｔｓ，Ｙａ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Ｙａｎｇｚｈｏｕ，Ｊｉａｎｇｓｕ２２５００２；

２．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Ｄａｌｉａｎ，Ｌｉａｏｎｉｎｇ１１６０８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ｍａｎ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ｕｎ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ｔｉｃ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ｉ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ｉ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ｇｏｏｄ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Ｆｏｕｒ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ａｒ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Ｔｈｅｓｅ　ａｒｅ　ｉｎ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ｆｕｌ　ｔｏ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ｕｒ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上接第３９页）

参考文献：

［１］Ｓａｍｕａｌ　Ｍ．Ｂｕｒ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ＭｃＧｒａｗ　Ｈｉｌｌ，１９６７：４３．
［２］Ｆｒａｎｋｉｎ　Ｊ．Ｋｅｌｌｅｒ．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Ｂｏｓｔｏｎ：Ｄ．Ｃ．Ｈｅａｔｈ　ａｎｄ　Ｃｏ，１９４８：３６５．

［３］Ａｎｔｏｎｉｕｓ　Ｌｉｐｓｍｅｉｅｒ．职 业 教 育 学 的 研 究 起 源［Ｊ］．姜 大

源，译．职业技术教育（教科版），２００６，（１０）：１０．
［４］龚怡祖．论大学人才培养模式 ［Ｍ］．南京：江苏教育出版

社，１９９９：１０．
［５］路萍．我国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 ［Ｄ］．武汉：武汉理

工大学，２００６．

［６］张继蓉，李素 琴．研 究 生 培 养 目 标 的 历 史 嬗 变 与 现 阶 段

我国研究生 培 养 目 标 的 定 位 ［Ｊ］．学 位 与 研 究 生 教 育，

２００６，（１１）：１８－２１．
［７］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职业教育学博士培养方案

［Ｚ］．２０１２．
［８］俞启定，和震，熊晓凤．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硕士培养的

现状与问题 ［Ｊ］．教师教育研究，２００６，（７）：２０－２４．
［９］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研究生培

养方案［Ｚ］．２０１２．
［１０］陈学飞．传统与创新：法、英、德、美博士生培养模式演变

趋势的探讨［Ｊ］．清华大学教育研究，２０００，（４）：１９－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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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 刘勇刚·论高校研究生教育的“四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