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６期［总第１２期］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研究生教育研究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Ｎｏ．６

Ｄｅｃ．，２０１２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１６６３（２０１２）０６－００３３－０３

基于综合实践平台的研究生培养模式探索

刘华奇１　刘　彬１　刘浩然２　张玉存３　时培明２

（１．燕山大学研究生院，河北 秦皇岛　０６６００４；

２．燕山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河北 秦皇岛　０６６００４；

３．燕山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河北 秦皇岛　０６６００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４－１７

　　作者简介：刘华奇（１９８１—），男，河北内邱人，燕山大学研究生院专业学位研究生管理办公室主任，助理研究员．
刘彬（１９５３—），男，黑龙江五常人，燕山大学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教授、博导．
刘浩然（１９８０—），男，河北秦皇岛人，燕山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副教授，博士．

　　基金项目：本文系２０１２年度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课题“基于产学研协作平台的工程类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课题编号：ＪＲＳ＼｜２０１２＼｜３０２５）研究成果．

摘　要：当前我国研究生培养“重理论、轻实践、缺创新”现象比较普遍，如何提高研究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

力已经成为教育主管部门、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和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课题。本文对燕山大学建设研究生综

合实践平台的背景和意义进行总结，并着重分析基于实践平台的阶段化、层次化研究生培养模式，以期为国

内工程类研究生（工学硕士和工程硕士）培养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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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生综合实践平台建设的必要性

自１９７８年恢复研究 生 招 生，直 到１９９０年 代 后

期，我国的研究生培养基本以精英教育为导向，研究

生招生规模较小，研究生培养所需的实验条件、导师

资源等相对较充裕。在研究生扩招之前，研究生培

养与科研或生产实际联系紧密，多数工科研究生的

课题研究在实验室、工厂开展，学校和导师对于研究

生培养的各个环节都比较重视，在培养过程的投入

也较多，因此这些研究生的理论功底和实践能力普

遍较强，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也较高。
本世纪初，研究生进入扩招轨道，招生规模快速

增长。１９９９年 研 究 生 招 生 总 规 模 为９．２２万 人，在

学研究生２３．３５万人；２００６年招收研究生３９．７９万

人，在学研究生达到１１０．４７万 人［１］，研 究 生 在 校 生

规模首次超过百万；２０１１年研究生招生规模约４９．５
万人［２］。研究生规模的快速增加，直接导致 教 育 资

源的相对不足。研究生培养的特色不鲜明、研究创

新和实践的能力不强、投入和政策保障不到位已经

成为我国研究生教育目前的突出问题［３］。
当前的教育资源不足是由于十几年来研究生持

续扩招而积累形成的，而诸如研究生导师师资、实验

和科研平台等教育资源建设，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需
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才能从根本上予以缓解。经过几

十年的积累，各研究生培养单位普遍建设了一定规

模的实验、科研平台。笔者对一些高校的实验、科研

平台使用情况进行了调研，发现存在以下共性的问

题：一、大部分实验平台的功能相对单一，仅能起到

课堂教学的附属作用，许多实验室的利用率不高，试
验平台的集成性较低；二、科研平台的针对性较强，
但出于成本等原因的考虑，对研究生开放使用的也



较少，无法满足研究生的综合实践训练需要［４］。

如何在现有资源条件下，充分挖掘教育资源的

潜力，提高研究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是一个值得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思考和深入研究的课题。基于多

年的研究生教育和培养经验，笔者认为如果各高校

能够由学校相关职能部门组织实施研究生综合实践

平台项目，以学科为单位，将各学科实验、科研平台

结合本学科 研 究 生 培 养 过 程 和 培 养 特 点 进 行 集 成

化、开放式改造，将会以较少的资金投入，在较短时

间内建设一批研究生综合实践平台，既可改变现有

实验和科研平台使用率不高、运行维护费短缺的现

状，又能缓解当前工科研究生培养（尤其全日制工程

硕士研究生）缺乏实践平台的问题，促使研究生实践

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高［５－６］。

二、综合实践平台的设计构思和作用

自２００１年开始，燕山大学研究生综合实践平台

课题组经过１１年的持续完善、拓展，设计开发了一

个集成式、开放式、多元化的研究生培养实践平台。

该平台长６．２米，宽３．３米，总重４５吨，总投资３５７
万元，平台照 片 见 图１。平 台 共 由 多 状 态 动 力 传 动

装置、磁粉加载装置、电流控制装置、复杂负载模拟

装置等３１个独立的实验装置组成。通过对实验装

置进行组合，构成了长度测量实验单元、温度测量实

验单元等２０个基本实践单元；再通过对基本实践单

元进行交叉、优化，构成光学测量、旋转机械扭振模

拟及测试等５个组合模块，如图２所示［７］。

图２　综合实践平台结构

图１　综合实践平台实物照片

综合实践平 台 以 检 测 技 术 与 自 动 化 装 置 学 科

为依托，利用实验装置构成基本实践单元，通过生产

设备的模块化工程模拟，锻炼研究生的动手实践能

力，培养研究生学习专业知识的兴趣，使研究生对专

业知识运用形成感性认识，为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

养奠定基础；进一步，通过各个基本单元模块的优化

组合构成基础实践平台，重构实际生产设备运行状

态模型，促使研究生的感性认识升华为理性思考，确
立研究生在学习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培养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以及研究生的团队精神、创新

意识，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目前，该平台可满足

测控技术、光学工程、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信息与

信号处理、机械测试等学科的研究生实践需求，构建

了一个集成式、开放式的综合性实践平台。

三、基于实践平台的研究生阶段化、
层次化培养模式

　　课题组将实践创新平台与研究生培养相结合，
在此基础上，认真分析研究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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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培养影响要素，构建了基于平台的阶段化、层次

化研究生培养模式，如图３所示。
（一）引导入门培养阶段。研究生入学即编入科

研小组，由课题组老师和高年级研究生组成指导团

队，在团队帮助下，研究生了解课题组研究方向，并

在实践单元上开展相应的基础实验训练，完成布置

的实验内容，通过开展独立或合作实验，锻炼研究生

的实际动手能力，培养研究生知识运用能力和实践

认识能力，引导研究生发现问题，启发其创新意识和

团队意识。
（二）进入研究工作阶段。研究生根据课题内容

对基本实践单元进行交叉、组合，并对组合实验中发

现的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开展学术研讨，通过对前

期研究内容和资料的梳理，分析历史实验数据，并与

往届研究生的解决方法进行类比，深层次利用实践

创新平台资源，启发研究生提出新观点，丰富课题组

的研究方向及成果，培养研究生团队协作能力和创

新思维。
（三）水平和能力提升阶段。研究生重新对前两

个阶段的研究内容和相关资料进行梳理和思考，对

新观点进行深入研究，提炼创新点，在团队的指导下

提高科研水平和能力，凝炼高水平学术论文等研究

成果。课题组利用实践创新平台模块化、等效模拟

化的特点进行平台的优化组合，充分发挥平台在研

究生培养各阶段的作用，提高研究生的实践能力和

创新能力，培养研究生的团队精神和团队协作能力。

图３　基于实践创新平台的阶段化、

层次化研究生培养模式图示

四、研究生综合实践平台的特色与成果

（一）单元－模块化设计理念，有效地挖掘了教育

资源潜力

平台的各功能单元采用单元模块化设计。各功

能单元既能独立使用，完成基本实验任务，又能根据

需要进行优化、组合构成系统的功能模块，满足不同

领域、不同层次研究生的实践创新需求，有效地挖掘

了教育资源潜力。通过对原本分散的实验装置进行

集成、组合，构建了一个开放式、跨学科的综合实践

平台，提升研究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二）紧密结合工程实践，立足学科发展方向和

社会人才需求

该平台与工程实际结合紧密，通过设计实际工

程设备的等效模拟装置，构建更接近实际的生产设

备，模拟设备实际运行过程。将研究培养过程与模

拟工程实践直接挂钩，锻炼研究生的工程实践能力。
此外，立足于检测技术与光学工程学科发展方向和

该行业对人才的需求状况，利用实践平台的基本功

能单元组合构建了大尺寸激光测量、轧机振动分析、
非线性工业对象智能控制、工件几何量测量５个完

善的组合功能模块，为国家急需行业高素质实践创

新人才培养奠定良好基础。
（三）构建阶段化、层次化工程类研究生培养模式

提出了利用综合实践创新平台，进行阶段化、层
次化研究生培养，充分提高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的

研究生培养新模式。利用实践创新平台模块化、等

效模拟化的特点进行平台的优化组合，充分发挥平

台在研究生培养各阶段的作用，提高研究生的实践

能力和创新能力。
（四）锻炼研究生团队协作能力，培养高素质研

究生人才

课题组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有意识锻炼研究

生团队协作能力。以平台为基础，通过优化组合已

结题项目和在研项目，构建新的子课题，并根据研究

生各自课题方向构建团队、教师辅助指导的方式锻

炼研究生的团队协作能力，通过让研究生体验团队

协作的合力作用，培养他们的团队精神和协作能力，
使研究生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够快速融入集体并适应

社会，成长为一名高素质人才。
平台建成以来，已累计培养博士研究 生３１人，

硕士研究生１８４人。近５年 来，３名 博 士 研 究 生 的

学位论文被评为河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发表高

水平学术论文２９６篇，其中ＳＣＩ、ＥＩ收录１５２篇；申

报成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５项，国家重大科技

专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５项，教育部博士点基金、河
北省自然科学基金、河北省科技支撑计划项目１６项。

（下转第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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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毕业的大部分研究生在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

国家大中型企业的工作中担任了学术和技术骨干，
受到用人单位的一致好评。武汉理工大学、东北大

学等兄弟高校曾专程对该平台进行参观、调研，并对

平台所发挥的作用和意义做出了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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