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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很快, 但人才培养模式存在� 理论化�色彩浓厚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在

�入口�重视对理论知识的考察、培养过程重视理论知识的学习, 以及� 出口�重视对理论知识的考核。建立学

研产相结合、� 应用性�特征突出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可以从更新教育理念、改革管理制度

和整合各种资源等角度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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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很快, 但与之恰

相对照的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却进展迟缓。不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单位更看

重发展专业学位教育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而对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并不热心。有的高校虽然有心进行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但却不知道从何处着手,缺乏有效

的办法和手段。本文将主要针对专业学位人才培养

模式存在的问题,探讨可行的改革之策。

一、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特点

� � 人才培养模式是高校各种教育教学要素遵循一

定的教育原则所形成的主要关联方式, 是高校人才

培养工作的基本流程,它主要解决的是�培养什么样

的人�和�如何培养人�的问题。尽管我国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历史不长, 但各高校在其已有学

术学位研究生教育模式的基础上, 经过多方探索, 形

成了各自的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

我国专业学位是一种具有职业背景的学位, 为

培养特定职业高层次专门人才而设置。�专业学位

设置审批暂行办法�对专业学位教育单位的条件有

着明确的规定:授予专业学位的高等学校, 与专业学

位相关的学科、专业应有相应的学位授予权,有较高

的教学水平和良好的办学基础, 有长期稳定的专业

实践场所。199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 11 次会议

原则通过的�建筑学专业学位设置方案�规定:建筑

学硕士学位, 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权的、其建筑设

计及其理论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已获得�全国高等

学校建筑学专业教育评评估合格证书�并在评估合

格有效期内的高等学校授予。也就是说, 开展专业

学位教育的先决条件是有关高校必须已经拥有相应

的学术学位授予权。这也就决定了我国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与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人才

培养模式有着不解之缘。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从 1991年试办MBA

专业学位开始。MBA 专业学位教育在人才培养模

式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其参考性培养方案突破了

按二级学科专业培养人才的局限, 突显了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商管理人才应当具备的知识结构



和能力结构;突破了重学术、轻实务的传统教育观念

和重专业学科、轻系统整合的教育模式, 建立了与学

术学位不同的质量观念和质量标准,体现了�同一水
平,不同规格�的要求。[ 1]

经过 20多年的探索,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人才培养模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第一, 提出了比较明确的培养目标。各专业学

位研究生培养单位根据社会职业需求, 提出了不同

于学术学位的研究生教育培养目标,表现出鲜明的

实践性、应用性和复合性要求。比如,某培养单位将

全日制教育硕士教育管理方向的培养目标表述为

�培养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有较强的教育教学实践
和研究能力的高素质的中小学教师�。

第二,学习方式灵活多样。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

的学习方式主要有非全日制和全日制两种。非全日

制攻读专业学位以业余学习为主, 利用周末、节假日

上课或集中授课的方式,进行脱产、半脱产或不脱产

的学习,学习时间一般为 2~ 4年;全日制攻读专业学

位的人员全脱产学习, 学习时间一般为两年, 同时参

加不少于半年的实践教学,应届本科生原则上不少于

一年。多样化的学习方式,不仅适应了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对象的要求,拓宽了专业学位教育的生源, 而

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专业学位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有

机结合,保证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培养目标的实现。

第三, 教学管理采用学分制。学分制在我国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得到了普遍的应用。一般来

说,学生必须通过规定课程的考试,成绩合格方能取

得学分,只有修满规定的学分且成绩合格,方可授予

学位。各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方案对学分的

规定不完全一致, 翻译硕士一般要求不低于 30 学

分,而工商管理硕士一般要求至少修满 45学分。

第四, 重视学位论文写作。学位论文在我国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中具有重要地位,学位论文的质量

是评价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承袭了这一传统, 各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单位都对学位论文撰写有着明确的要求, 且在

水平和质量标准上要求不低于学术学位。部分高校

还制定了多种措施,包括匿名评审、预答辩等, 以提

高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质量。

二、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与成因

� � 从实践来看,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人才培

养模式的组成要素包括招生、培养目标、课程学习、

科学研究、实践实习、导师指导、教学评价等。考察

诸要素的关联方式, 可以发现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论化�色彩非常明显。

(一) �入口�重视对理论知识的考察。我国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分为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学习方

式。就全日制学习方式而言, 招生对象主要是应届

本科毕业生、具有学士学位的在职人员以及具有与

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的人员等。在初试科目的设置

上,教育部要求按照与学术研究生招生�科目对应、

分值相等、内容区别�的原则确定考试科目和命题,

一般分为思想政治理论、外国语、业务课一和业务课

二等四个科目。在实践操作中, 各招生单位更倾向

于选择与学术学位考试内容相同的科目。比如, 在

招收工程硕士时, �数学一�受到各培养单位的更多

青睐。在自主命题考试科目上, 各招生单位也将理

论知识的考察放在首位。另外, 复试本来是考察考

生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但却没有受到各招生单位

的足够重视, 复试工作往往流于形式。就非全日制

学习方式而言,招生对象主要是具有一定实践经验

和工作年限的在职人员。为了保障教育质量,教育

部设立了�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全国联考�。各专

业学位研究生招生的初试科目从一到四门不等, 然

而就其考试内容而言, 也比较注重考察考生的理论

知识水平。比如, 教育硕士考试设有外国语、教育学

和心理学三门考试科目。为了便于考生应考,教育

主管部门分别制定了考试大纲, 将之与教育学硕士

的考试大纲进行比对, 我们发现两者相差无几。

(二)培养过程重视理论知识的学习。课程学

习、科学研究、实践实习和导师指导是我国专业学位

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课程学习

方面,理论知识所占的比例较大。一项针对教育硕

士课程设置的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二的学生认为

其不合理,其原因在于课程结构和内容的理论化倾

向过于严重, 无法满足学生职业发展的需要。[ 2]在科

学研究方面, 学位论文选题缺乏应用性。论文的选

题决定了研究的内容。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专业

学位硕士生与学术学位硕士生的论文选题均以应用

基础研究占多数, 不同学位类型的研究生论文选题

区分度不明显。[ 3]在实践实习方面,有关学习安排流

于形式。实践实习本是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应用知

识能力的重要手段, 但许多培养单位未能协调好利

益相关者的权益,导致其失去应有的效用。在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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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方面, 存在着学理偏好。一般而言, 我国承担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任务的教师大都具有指导学

术学位研究生的经历,由于缺乏较好的实践能力, 他

们更加倾向于对学生进行学理研究方面的指导。

(三) �出口�重视对理论知识的考核。学位论文
答辩是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主要的�出口�考核

手段。首先,从答辩委员会的成员构成看,具有实践

经验的教师只占极少数。由于缺乏实践经验的教师

掌握着学位论文答辩的主导权,所以,答辩过程呈现

浓厚的理论色彩。一般而言, 缺乏实际经验的教师

更多关注论文的原创性, 即重视学生发现知识的能

力,而轻视学生应用知识的努力。因此, 如果学位论

文没有在发现知识方面做出贡献,那么学生将难以

获得满意的成绩。其次, 从学位论文的评价标准来

看,理论性强的论文更容易获得通过。例如, 全国教

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处发布的�关
于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论文标准的规定�第四条规定:

�论文撰写必须在较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之上进行,

应广泛并有针对性地吸收国内外关于所研究题目的

研究成果。�显然,该标准更加支持理论化的学位论
文。各教育硕士培养单位在此文件的指导下, 大都

制定了本校的类似标准。在这种标准的指导下, 我

国教育硕士的学位论文呈现出较浓的理论色彩也就

不足为奇了。

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论化�直接导致了我国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社会认可度不高。主要表现在:

一方面,自 2008年我国决定在应届本科生中招收专

业学位研究生以来, 多数招生单位必须依靠从学术

学位生源中调剂才能完成招生任务;另一方面,社会

生产部门参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人才培养的积极

性不高。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之

所以出现�理论化�色彩过浓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在模仿学术学位人才培养模

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4]
其中, 既有历史的缘故,

也有现实的无奈。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我国学位与

研究教育的发展过程中, 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

较早,长期处于主导地位。
[ 5]
同时,政策偏好进一步

凸显了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地位。如前所

述,各高校开展专业学位教育的先决条件是拥有学

术学位授予权。因此, 各高校在培养专业学位人才

时,不自觉地沿袭了学术学位研究生的人才培养模

式。从现实的角度看, 我国专业学位人才培养模式

的改革受到理念、制度和资源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

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教育理念滞后。有什么样的教育理念就

有什么样的人才培养模式。如果缺乏良好的教育理

念,构成人才培养模式的教育要素之间的关系就可

能缺乏有机联系。就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而

言,部分高校将之视为创收的工具,对学位授权点的

申报表现积极,重申报轻建设;部分高校认为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可能降低其在学术界的地位,对举办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得过且过, 缺少探索和创新,等

等。培养单位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错误认识,

导致其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方面少有作为,只好采

取模仿学术学位人才培养模式的办法。

第二,制度的阻碍。制度的阻碍主要表现在我

国高校内部权力的失衡。行政权力的�泛化�导致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出现了呼吁多、实干少; 上面

要求多、下面呼应少;行政制度多、导师权利少的状

况。从根本上说,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必须依靠导师,发挥基层培养单位的自主性

和积极性。基层培养单位和导师是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人才培养的主体。行政管理部门和行政管理人

员权力的强势,必然阻碍基层培养单位和导师在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中的主动性。

第三,资源的局限。人才培养离不开必要的资

源。资源的局限, 导致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难以深入。由于教育经费紧缺和债

务沉重,一些高校只能首先保证本科教育的需要,其

次保证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的需要, 专业学位人才

培养在学校资源配置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三、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策略

� � 随着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提速,质量保

障体系对于实现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又好又快发展

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6]人才培养模式是质量保

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高校内部而言,改变人

才培养模式的�理论化�倾向,建立学研产相结合,以

�应用性�为主要特征的人才培养模式, 是深化我国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人

才培养质量的必然要求。学研产相结合既是现代经

济和社会发展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提出的要求,

又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培养具有创造精神和实践

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的要求。[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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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更新教育理念。教育理念不仅决定人才培

养目标,而且决定人才培养各要素的构成方式。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培养单位应当摈弃错误思想和各

种功利主义价值观, 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将

专业学位研究生置于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首位, 从他

们的发展要求出发, 为他们的成长创造优良的条件。

要树立学研产相结合的教育理念,应当从培养应用

型人才的要求出发, 加强与企事业单位的合作,根据

市场及行业和企事业单位的技术要求,在培养计划、

课程设置上充分体现应用性的特点,积极探索与企

事业单位合作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 8]

(二)改革管理制度。改革高校相关行政管理制

度,优化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管理体系, 是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任务。培养单

位应当在学校和院系之间合理分配行政管理权力,

在保障基层单位在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才培养问题上

的主体性的前提下, 改善学校层次的宏观管理,加强

学校行政管理部门的服务和协调职能。要扩大院校

的办学自主权, 增加导师的话语权,提高导师参与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积极性。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管

理制度还要有利于吸纳来自合作教育单位的具有实

践经验的导师,进入各种相关的委员会和导师组,发

挥他们在专业学位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三)整合各种资源。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既涉

及高校自身的资源,又涉及相关企事业单位的资源,

整合教育资源,保障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才培养的需

要,是高校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质量不能回避的课题。首先, 要加大校内资源

开发力度,建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平台, 包括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实验室和工作室。这种平台可以是

与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共享的, 也可以是专用的。

其次,鼓励教师积极参与企事业单位的实践,承担企

事业单位的研究课题; 与此同时, 积极创造条件, 聘

用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企事业单位高级人才担任专

职或兼职导师。第三, 加强实践基地建设。高校应

当特别注意调动企事业单位参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的积极性, 在企业单位建立实践基地,为专业学位

研究生成长成才创造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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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st gr aduate professional deg ree education in China has underg one fast development. However, its mode o f training

has an excessive emphasis on theoret ical studies � heavy evaluat ions o f the mastery o f t heo retical know ledge at the beginning, a

st rong st ress on t heo retical st udies dur ing t he training , and str ict ex aminations o f a t heo retical nature at the end. This mode

should be r eformed by combining theor etical studies and research w it h pro fessional practice, adopting new concepts for

educat ion, emphasizing the application o f pr act ical skills, r est ruct ur ing the management sy stem, and integ rating var ious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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