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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引入校外人员的参与,实行校企合作,将成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一个核心要素.本研究对调研数

据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发现现行的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校外人员的参与度不高,尚未成长为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核心要素或内生变量,不能直接显著性影响培养目标达成;但发现校外人员参与度可以通

过学生学习过程感知影响培养目标达成.有效的校外人员参与可以通过改善学生学习过程的感知满意度来

促进培养目标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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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始于２００９年,
关于专业学位设置的总体方案中提出“积极引导、鼓
励行业、企业及社会力量支持、参与专业学位教育

,使校企(行业)真正成为专业学位教育的办学

共同体”[１].可见实行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引入校

外人员的参与,营造专业学位教育良好的社会环境,
将成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一个核心要素.本研究

力图通过实证调研分析,观察校外人员参与的实际

状况,结合培养主要环节,分析校外人员是如何发挥

作用,以实现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培养目标.

一、研究设计与假设

一般而言,一个研究生培养单位,若是已具有完

整培养出三届硕士研究生经验,可视为已具有相对

稳定的硕士研究生培养政策和培养机制,具备了一

个相对稳定的培养环境.那么,在全日制专业学位

发展初期,那些已经走过了三个完整培养周期的高

校教育质量是可以在较大程度上代表我国全日制专

业学位现阶段的总体质量的.我国开展“２１１工程

建设”的高校,一般均于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开始了全

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均已有三批以上毕业生.
为此,本研究考虑了学校总体水平差异性、综合及特

色差异性、区域代表性等,于２０１４年６月邀请９所

“２１１高校”对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中的应届毕业

生进行问卷调研和重点访谈,主要集中在:北京大

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农业大学,重庆大学,中
国石油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福州大

学和对外经贸大学.其中下发问卷２２００份,回收问

卷１６００份,回收率为７３％,有效问卷１４６５份,占回

收的９１％.全部调研对象中,男生８３９人,占总人

数５７．３％,女生为６２６人,占总人数４２．７％.
作者曾专门撰文就学习过程感知、培养目标达

成等维度进行测评[２],重点考察学生对于专业学位



教育的总体满意度.而本研究依据我国专业学位设

置的总体方案设想将校外人员参与度作为重要的自

变量进行考察,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１:校外人员的参与度是一个内生变量,它

直接影响到学生对培养目标达成的感知评价.即:
校外人员的参与必不可少,不能代替.

同时考察校外人员参与和学生学习过程感知维

度、培养目标达成度之间的关系,探究校外人员的参

与是否促进了培养目标的达成.其中,学生学习过

程感知维度包含学生对课程学习满意度、对实践训

练满意度、对校内外导师指导满意度① .培养目标

达成度包含能力提升程度、社会需求符合度、专业认

同度、专业相关度.

二、数据分析与度量

(一)各维度信效度分析

１．学习过程环境感知度

本研究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环境感知度分为三

个维度:学生对课程学习的满意度、学生对实践训练

的满意度、学生对导师指导的满意度,每一个维度对

应的题目组合如表１所示.
表１　学生学习过程环境感知度的维度划分

维度 维度名称 题项

维度１
(m１)

对课程

学习的

满意度

课程内容的前沿性

课程内容的职业性

课程教学方式(讲授、案例、项目、

讨论等)
课程学习与实习实践占用时间的

比例

课程的考核方式

维度２
(m２)

对实践

训练的

满意度

校内、外培养基地的安排

实践时间的要求

实践基地的配套条件

实习补助或津贴

实践基地的选择

案例教学的开展

校外导师对实践的指导

实践项目的安排

实践活动对论文的帮助

实践活动对能力的提升

维度３
(m３)

对导师

指导的

满意度

校内导师的指导

校内导师对职业标准的熟悉情况

校内导师与校外导师的合作形式

校外导师的指导

校内导师和行业人员共同指导

　　２．校外人员的参与度

校外人员的参与度题项如表２所示.
表２　校外人员的参与度题项

维度 维度名称 题　　 项

维度４
(m４)

校外人员的

参与度

招生环节

参加授课

指导实践环节

学位论文

　　为考量这种划分方法的信度,本研究采用验证

性因子分析.首先所有体现学生学习过程环境满意

度维度题项的 KMO值为０．９５２,在α＝０．０１水平下

显著,表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将各题

划分 为 以 上 四 个 维 度,共 可 以 解 释 总 变 异 量 的

６９．１３５％;划分维度后,每道题在相应维度上的载荷

值均高于０．６;说明上述学习过程感知维度和校外人

员参与维度的划分具有很好的效度.
表３　学习过程环境满意度各维度α系数

主成分 Cronbach’sa系数

维度１学生对课程学习满意度 ０．８９９
维度２学生对实践训练满意度 ０．９４６
维度３学生对导师指导满意度 ０．８２８
维度４校外人员参与度　　　 ０．８７５

　　在对上述四个维度进行信度分析时,得到总体

的检验系数值为０．９５４,各分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在０．８２８－０．９４６之间(见表３),具有非常好的信度.
该维度划分的信度和效度均通过了检验,说明是合

理的,具有分析的意义和价值.

３．培养目标达成度

培养目标达成各维度定义见表４.与学习过程

感知度的维度划分类似,在培养目标达成维度的划

分上笔者也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

析.得到的结果是这三个维度共可以解释总变异量

的６４．８１９％,且每道题在相应维度上的载荷值均高

于０．６,说明该划分的效度是良好的.同时,学生对

能力提升程度的评价这一维度的 Cronbach’sα系

数为０．９２２,具有很好的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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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培养目标达成各维度定义

维度 维度名称 题项

维度５
(m５)

能力提

升程度

良好的职业素养

扎实的专业知识

良好的职业实践能力

良好的沟通能力

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

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

良好的动手能力

良好的分析能力

良好的创新能力

良好的国际视野

良好的职业发展潜力

维度６
(m６)

社会需求

符合度

您认为您所就读专业学位社会

需求的情况

就业与专业学位的相关度

维度７
(m７)

对专业学

位认可度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您还会选

择本专业学位就读吗

　　在上面的因子分析中,笔者将所有题目分成了

校外人员参与度、学习过程感知度和培养目标达成

度三个部分,其中校外人员参与度、学习过程感知三

维度均作为结构方程模型中的自变量,培养目标达

成三个维度作为结构方程模型中的因变量.
(二)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及校正

依据假设１,本研究构建了结构方程模型[３],见
图１.

图１　根据理论预设的初始结构方程模型

该模型的拟合系数如表５所示.
表５　初始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系数

χ２ df χ２/df P NFI CFI GFI RMSEA

６８６．０８２ ４ １７１．５２００．０００ ０．８２１ ０．８２１ ０．９０３ ０．３４１

　　上述拟合系数表明模型的适配度不高,说明模

型的假设存在问题.具体到各条路径,校外人员参

与度对三个因变量的直接作用都不显著(P＞０．０５),
这说明校外人员的参与现在还不能作为一个内生变

量来考虑,它是一个外生变量,必须得通过学生对课

程学习、实践训练和导师指导等环节的满意度来作

用于因变量.因此笔者对假设１作了如下调整:学
生对校外人员的参与度的评价是一个外生变量,需
要通过学生对课程学习、实践训练和导师指导的满

意度来对因变量产生作用.即学生学习过程感知是

校外人员参与和培养目标达成之间的中介变量.
修正后的结构方程模型见图２.

图２　修正后的结构方程模型

该模型的拟合系数见表６.
表６　修正后的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系数

χ２ df χ２/df P NFI CFI GFI RMSEA

３６．９３２ ６ ６．１５５ ０．０００ ０．９９０ ０．９９２ ０．９９３ ０．０５９

　　可以看到,修正模型的各项拟合系数表明其适

配度很高,同时从理论角度出发,该模型表明校外人

员参与度作为外生变量确实显著影响到学生对课程

学习环节、实践训练环节和导师指导环节的满意度;
而学生对课程学习环节和导师指导环节的满意度对

三个因变量的影响均显著;但学生对实践环节的满

意度并不能显著影响学生对专业社会需求符合度评

价及学生专业学位认可度评价.上述各条路径均在

P＝０．０５置信度下显著,且均符合本研究的理论假

设.因此采用该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
以极大似然法估计上述结构方程模型的各路径

系数,得到的各路径系数,标准误差,临界比、显著性

和标准化路径系数见表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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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结果

路径系数 标准误差 临界比 显著性 标注化路径系数

校外人员参与度→对课程学习满意度 ０．３７３ ０．０１９ １９．３７５ ∗∗∗① ０．４５２

校外人员参与度→对实践训练满意度 ０．５０８ ０．０１８ ２８．０５４ ∗∗∗ ０．５９１

校外人员参与度→对导师指导满意度 ０．３４０ ０．０１６ ２１．２９１ ∗∗∗ ０．４８６

对实践训练满意度→能力提升程度 ０．１９４ ０．０２４ ８．０５８ ∗∗∗ ０．２７０

对课程学习满意度→能力提升程度 ０．２１２ ０．０２４ ９．００４ ∗∗∗ ０．２８３

对导师指导满意度→能力提升程度 ０．１１５ ０．０２４ ４．８０９ ∗∗∗ ０．１３０

对课程学习满意度→社会需求符合度 ０．２７２ ０．０３７ ７．３６６ ∗∗∗ ０．２２８

对导师指导满意度→社会需求符合度 ０．２１６ ０．０４１ ５．３１４ ∗∗∗ ０．１５４

能力提升程度→社会需求符合度 ０．２３０ ０．０４６ ５．００４ ∗∗∗ ０．１４５

对导师指导满意度→对专业学位认可度 ０．２３１ ０．０６１ ３．４３０ ∗∗∗ ０．１０２

社会需求符合度→对专业学位认可度 ０．２５９ ０．０４３ ５．９８０ ∗∗∗ ０．１６１

对课程学习满意度→对专业学位认可度 ０．３５１ ０．０５８ ６．０１３ ∗∗∗ ０．１８３

对课程学习满意度↔对实践训练满意度 ０．２４８ ０．０１２ ２１．０４７ ∗∗∗ ０．６５９

对课程学习满意度↔对导师指导满意度 ０．１４３ ０．００９ １５．１１５ ∗∗∗ ０．４３０

对实践训练满意度↔对导师指导满意度 ０．１４９ ０．００９ １６．５２１ ∗∗∗ ０．４７９

　　∗∗∗表示在０．０１置信水平下显著.

　　从上表可以看出,各条路径的系数均达到显著,
表明它们之间的直接影响均是显著的,下面来分析

下各条路径的意义及差异性.
(三)修正结构方程模型中各路径对比分析

１．校外人员的参与度对中介变量的影响

作为外生变量,校外人员的参与度在课程学习、
实践训练和导师指导三个维度上的影响都是显著

的,其中校外人员的参与度对实践训练环节满意度

的影响显著高于对课程学习环节满意度和导师指导

环节满意度的影响(见表８).
表８　校外人员参与度对中介变量的影响

校外人员参与度→
对课程学习满意度

校外人员参与度→
对实践训练满意度

校外人员参与度→
对导师指导满意度

估计系数 ０．３７３ ０．５０８ ０．３４

标准差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６

９５％置信区间 [０．３３５７６,０．４１０２４] [０．４７２７２,０．５４３２８] [０．３０８６４,０．３７１３６]

相关性的显著差异
运用stata里的lincom 检验,在９５％置信水平下,校外人员参与度对实践训练环节

的影响要显著高于对课程学习和对导师指导的影响

　　２．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强弱分析

(１)中介变量对能力提升程度的影响强弱分析

从总体数据来看,中介变量对于能力提升影响

均显著.同时学生对课程学习和实践训练的满意度

对能力提升的程度作用相当,而学生对导师指导的

满意度对学生能力提升的程度的作用相对较弱(见
表９).

(２)中介变量对专业社会需求符合度及对专业

学位认可度的直接影响强弱分析

学生对实践训练的满意度对学生对专业社会需

求符合度的评价以及学生对专业学位认可度的评价

没有直接的影响.而学生对课程学习和导师指导的

满意程度确实能直接影响到学生对于专业社会需求

符合度以及对专业学位认可度的评价.对课程学习

满意度与对导师指导满意度,对实践训练满意度与

对导师指导满意度间均为中度相关(见表１０).
分析中介变量对于因变量的影响发现,学生对

于课程学习和导师指导的感知或满意度直接对全体

因变量有显著影响,而学生对于实践的感知或满意

度仅对于能力提升这个因变量有直接的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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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学生对课程学习、实践训练、导师指导满意度对能力提升程度的影响强弱分析

对课程学习满意度→
能力提升程度

对实践训练满意度→
能力提升程度

对导师指导满意度→
能力提升程度

回归系数估计 ０．２８３ ０．２７０ ０．１３０

标准差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４

９５％置信区间 [０．２３５９６,０．３３００４] [０．２２２９６,０．３１７０４] [０．０８２９６,０．１７７０４]

是否有显著性差异
运用stata里的lincom 检验,在９５％置信水平下,对导师指导满意度到能力提升程度

的系数显著低于前两条路径

表１０　学生对课程学习、导师指导的满意度对专业社会需求符合度及对专业学位认可度的影响强弱分析

对课程 学 习 满 意 度 →
社会需求符合度

对导师 指 导 满 意 度 →
社会需求符合度

对课程 学 习 满 意 度 →
对专业学位认可度

对导师 指 导 满 意 度 →
对专业学位认可度

估计系数 ０．２７２ ０．２１６ ０．２９５ ０．２

标准差 ０．０３７ ０．０４１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９

９５％置信区间 [０．１９９,０．３４５] [０．１３６,０．２９６] [０．１７２,０．４１８] [０．０６４７６,０．３３５２４]

　　３．多个因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三个因变量之间的直接影响都是显著的(表

１１).说明能力提升程度的高低确实会影响学生对

于专业的判断.而专业社会需求符合度也会是对专

业学位认可度进行判断的重要指标.能力提升维度

和专业学位社会需求符合度对于专业学位最终认可

度出现了逐次递进中介的效应.
由于存在这种逐次递进的中介效应,中介变

量———学生实际感知满意度可以通过能力的提升间

接影响其他两个培养目标达成的因变量.
表１１　三个因变量间的相互关系

能力提升程度→
社会需求符合度

能力提升程度→
对专业学位认可度

社会需求符合度→
对专业学位认可度

估计系数 ０．２３ ０．１８４ ０．２４６

标准差 ０．０４６ ０．０７８ ０．０４４

９５％置信区间 [０．１４０,０．３２０] [０．０３１,０．３３７] [０．１６０,０．３３２]

三、研究结论

(一)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能够很好解释和检验

研究假设,校外人员参与教育暂未显现“内生变量”
功能

实行产学研合作教育,是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的重要实施路径,主要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应

该有校外人员参与到培养过程中,即校外人员参与

应该是培养过程中的内生变量.但基于此假设的初

始模型未能得到验证,说明校外人员参与度的评价

尚未成长为一个内生变量,不能显著影响学生学习

目标(高校设置的培养目标)达成;在后续调整的结

构方程模型中,假设校外人员参与度作为外生变量,
且需要一个中介变量,而经此调整后的结构方程模

型与理论假设吻合得以验证,即说明校外人员参与

度这个维度仅仅体现出外生变量的特征,而学生对

课程学习、实践训练和导师指导的满意度等学生学

习过程的感知或满意度作为中介变量,可将校外人

员参与度与培养目标有效连接起来.
(二)校内外导师组和有效实习实践更能体现校

外人员参与的教育价值

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发现校外人员的参与不能作

为内生变量,它只是会直接影响到学生对课程学习

的满意度、对实践训练的满意度和对导师指导的满

意度,对于学习过程环境感知各维度,更多起到“调
整”作用,其中校外人员参与度明显对于学生对实践

训练满意度的变化相关性最大,对于学生对导师指

导满意度的影响次之,对于学生对课程学习满意度

的影响较小但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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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差异性分析研究还发现,校内外导师组和

有效的实习实践活动对于学生能力提升的作用是显

著的,这体现出了专业学位实践性的渗透作用,体现

了校外人员参与的教育价值.在对本研究所用问卷

进行平行研究中,笔者发现如今就读于专业硕士学

位的学生都已或多或少的参与到了各种形式的实践

活动之中,有的学校也建立了一些合作培养单位和

基地,这些活动中校外人员参与越多越深入,实际的

实践训练就会对论文的指导作用很大,满意率可以

达到６３％;实践训练对能力提升的作用的满意率更

是高达７２％.
(三)实习实践可行性存在制度障碍且实践有效

性不足

研究中发现,对专业学位整体质量评价越高的

学生对实践训练满意度对能力提升程度的影响会更

加敏感.校外人员的参与更容易体现在学生的专业

实习实践阶段,而如何为学生设计和引导学生去实

施一个有效实习实践活动或项目就显得十分重要.
本研究中学生对实践训练的满意度仅有５６．２％,在
培养过程的三个满意度维度中最低.学生开展集中

实习实践的可得性不高是一个主要原因.教育部所

要求的实习实践时间的落实存在诸多困难,实质上

存在制度性障碍.在本课题相关研究中显示,高校

中实际能够完成６个月集中实习实践的很少,大部

分学校仅仅有可能安排１０－２０％的学生到实习基

地进行集中实习,且时间大多为１－３个月,仅极少

学校能够按规定完成６－１２月的集中实习实践安

排② .如此众多、无工作经验、以应届本科毕业生身

份入学的学生们,很难做到教育部所规定的实习实

践要求.
根据访谈发现,首先,企业接纳全日制专业学位

学生实习实践存在制度性障碍.没有提倡实习实践

和产学研结合的促进性法规,企业支持教育和产学

研的渠道不畅,很多校外机构甚至大型机构并没有

与高校合作建立培养基地,对于高校的支持主要受

到政策法规的约束,无渠道向培养基地进行资金投

放和提供专项资助.其次,现有各校的培养基地数

量较少,一般为６－１０个,每个基地容纳量也不大.
一般大一些的基地每年可以容纳３０－５０人,但仍是

僧多粥少③ .基地建设需要经费投入,尚没有这类

专项的支持,各校也尚未将全日制专业学位的产学

研合作的途径有效开发起来,由于实践训练需要的

大量人财物较难落实,很多高校对于学生实习实践

采取“放羊”方式.最后,高校也在探索中,导师的理

念需要改变,师资队伍亟需调整或从业界补充,现行

的导师遴选制度和评价指标导向不利于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的开展.部分导师仍完全按照学术性学位

的研究生培养方式进行无差异性培养,不支持学生

去参加集中实习实践,只是要求学生进课题组进行

导师自己的课题研究.
从差异性分析中笔者发现,实践时间长的学生

对于实践训练和校外导师参与的满意度都比实践时

间短的学生要高,但在学生能力的提升程度以及学

生对专业学位的认可度上却并没有因此而实现显著

转化的提升效果,不具有显著差异.这说明实践的

内容、形式和作用与社会需求和专业并不显著匹配,
存在实践有效性问题.在访谈中发现,部分没有参

加过专门的实习实践的学生盼着有机会去实习,而
参加集中实践时间较长的,如一年以上的,离校太久

感到孤独,实践导师指导学生不热心、不主动,学生

觉得没什么收获,且承受着求职和就业压力,呈现出

急躁和困惑的情绪,出现了“实践的离岸孤岛效应”.
因此,在实践训练环节上需要考虑去提高实践训练

的有效性,而不仅仅在于提供了多长时间的实践训

练经历.

四、研究建议

(一)精心设计专业学位的教育培养方案,增强

“有效实践”或“实践有效性”
重新科学设置实践内容,加强校内外基地建设,

在实践训练环节的设计上要注意适度、适当和多样

化.本研究表明,实践时间长短与学生对实践训练

的满意度之间是存在一个饱和点的.实践时间过长

会导致学生产生厌烦情绪,降低对实践训练的满意

度.同时,教育机构和各高校应该积极构建实践教

学体系,充分利用合作科研、各类联合研究(技术)中
心或基地等,设计多样化的专业实践;充分融合课程

讲授和教学方式,设计特定课程,构建网络开放的综

合实验平台,选择更适合的实践基地、“田野调查”等
等,要提高实践的针对性、有效性以及实践时间的有

效性.
(二)加强制度和立法保障,激励校外人员主动

参与专业学位教育

破解发展环境中存在的制度性障碍,尽快建立

企业支持高等教育实习及资助制度的立法.校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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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参与严重不足,校外人员的教育作用尚未显著体

现,如何吸引和激励更多校外机构和校外人员参与

到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是一个必须面对和急需

解决的问题.要理解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开放性

和跨界性,理解实现专业学位的学术性、实践性、职
业导向性的三合一,仅仅依靠教育机构本身是无法

完成这样的教育目标的,教育机构和其利益相关者

中的校外机构必须共同营造学生乐于体验的良好的

教育环境———社会大环境,才能保证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的实施.应该正确认识和理解教育界与职业

界在学校教育人才培养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
应有的定位和相应的责、权、利,借鉴国际经验,考虑

如何从政府层面推动企业面向学生的实习制度、企
业社会责任等相关制度立法以及为官产学研合作培

养学生设立合作教育相关基金的促进法(如英国所

设立的CASE企业奖[４])等“新常态”制度,以激励

行业等校外机构不仅是因个人原因而是要遵循法律

许可的制度路径来支持学校教育,共同促进专业学

位以及我国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同时学校

也要改变聘请校外人员的制度,重新考量和设置校

内以职业技术见长教师的发展通道,促进校内外人

员的相互学习,促进科、教、产、政、学的融合,形成较

为稳定的校外人员和校内外人员合作平台、联盟与

网络.
(三)瞄准创新创业和新兴产业(大数据、网络前

沿技术、智能技术)等发展趋势,推进校外人员和学

生共同成长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新业态

在前沿科技和产业快速发展之时,基于需求发

展起来的专业学位必然首当其冲,同样面临着不断

的更新换代和推陈出新的动态选择.其中以校外人

员和学生共同成长为标志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新业态

值得关注.以大数据方向的各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为例,在很多专业学位中下设了大数据培养方向.
实际上,一切都是空白,一切都是新的,在这个方向

上,学生和校外人员以及企业可以一起成长.

注释:

① 文中所提到的满意度水平在«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满意度的调查分析»一文中里有具体说明.

②③ 来自«创新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课题调研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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