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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毕业研究生所受研究生教育与个人职业发展的关系是研究生教育实践与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最近

几年学术界和政府日益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通过对一所研究型综合大学的毕业研究生进行调查，了

解他们当前的职业发展和读研期间所受研究生教育情况，并分析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最后，依据分析结果对

研究生教育提出了相关改进意见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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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我国恢复研究生招生以来，三十四年的时间

内，研究生招 生 规 模 从１９７８年 的１０７０８人 上 升 到

２０１２年的５８４４１６人，扩大了５４．６倍。毕业研究生

（以下简称为“毕业生”）作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不

可或缺的人力资源，他们的就业状况、职业发展与在

校期间所受的教育存在着密切关系。同时，随着我国

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社会对研究生

的需求也日趋多样化。就现实情况来看，目前我国研

究生教育已很难适应劳动力市场和毕业生日益多样

化的需求，研究生教育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
毕业生职业发展与其所受教育既存在一定的必

然联系，也有相当的不确定性与偶然性。毕业后，职
业发展是个人与组织间的选择、适应和匹配的过程，

个人发展与组织需要间的匹配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

与影响［１］。从我们对Ｃ大学的调查来看，在５４０个

调查样本中涉及毕业生所学专业与从事工作之间的

关联度问 题，有３０．１９％的 人 认 为 两 者“相 关 性 很

强”，有３０．３７％的人认为“相关性较强”，有２３．７０％
的人认为“相 关 性 一 般”，不 过 需 引 起 重 视 的 是，有

１５．７４％的人认为“相关性较弱”或者“相关性很弱”，
见图１。

图１　所学专业与从事工作的关联度



同时，我们也对学校培养与社会需要的吻合度

进行了 调 查。结 果 显 示，有７．９６％的 毕 业 生 认 为

“非 常 吻 合”，３８．５２％的 毕 业 生 认 为“比 较 吻 合”，

３３．３３％的 毕 业 生 认 为 “基 本 吻 合”，同 时 还 有

１６．１１％和４．０７％的 毕 业 生 认 为“稍 有 差 距”和“差

距很大”，见图２。

图２　学校培养与社会的需要吻合度

本次调查结 果 显 示 毕 业 生 在 校 期 间 的 教 育 设

计预期与职业发展并不完全符合。因此，剖析研究

生教育与职业发展间的关系，反思教育设计预期与

职业发展的偏差，无论是改善教育实践绩效，还是完

善教育理论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研究方法

首先，本文采用主因子分析法进行评估，主要考

虑此方法可以解决指标反映的信息重叠与指标之间

的相关性问题，而且它确定的权数是基于数据分析

得出的指标之间内在结构关系，不受主观因素的影

响，有较好的客观性，这对分析极为有利［２］。同时通

过因子分析，可以用找出少数几个因子代替原来的

多个变量进行分析。其次，借助双变量相关分析来

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

１．因子分析。因子分析是一种将多个实测变量

转换为少数几个不相关的综合指标的多元统计分析

方法。这几个综合指标能够反映原来多个实测变量

所代表的主要信息，并解释这些实测变量间的依存

关系。可以说，因子分析是研究如何以最少的信息

损失把众多的实测变量浓缩为少数几个因子的分析

方法［３］。因子分析模型的一般形式为：

Ｘｉ＝μ＋αｉ１Ｆ１＋αｉ２Ｆ２＋…＋αｉｍＦｍ ＋εｉ
（ｉ＝１，２，…，ｐ）

上式中，Ｘｉ 为 观 测 到 的 随 机 变 量；Ｆｍ 为 第ｍ 个 公

共因子，可以理解它们为在高维空间中相互垂直的

ｍ个坐标轴；ａｉｊ（ｊ＝１，２，…，ｍ）为因子载荷，是第ｉ

个观测到的随机变量在第ｊ个公共因子上的负荷；

εｉ 为特殊因子，表示不能被前ｍ 个公共因子所解释

的部分。

２．相关分析。Ｐｅａｒｓｏｎ简单相关系数是用来衡

量变量间的线性相关系数，其计算公式为：

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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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ｎ

ｉ＝１

（ｘｉ－珚ｘ）２（ｙｉ－珔ｙ）槡
２

式中，ｎ为 样 本 容 量，ｘｉ 和ｙｉ 为 两 变 量 对 应 的 样

本值。

三、要素选取与数据来源

（一）要素选取

要分析研究生教育对个人职业发展的影响，就

需要选取研究生教育要素与职业发展要素，以体现

二者特征。研究生教育要素：一方面是个人的积极

主动性，比如在校期间课堂表现、除上课外的学习和

科研时间、阅读书籍数量和考取资格证书数量等因

素；另一方面是环境状况，比如课程设置、学校提供

的条件、导师指导等因素。衡量个人职业发展时采

用月均收入作为代表。
（二）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重庆大学研究生院“研究

生发展质量与教育模式改革研究”课题组于２０１１年

１２月至２０１２年４月组织的问卷调查。为扩大调查

对象范围，本次问卷采取网上填写方式。调查选择

Ｃ大学的毕业生作为调查对象，根据该 大 学 的 实 际

情况，从毕业生的基本特征、在校活动、学校教育等

方面考虑，选取了１７类可能对毕业生职业发展产生

影响的因素。本次收回５４８份问卷，在问卷生成数

据、录入数据库后，对其进行了区间和逻辑检查，经

过严格筛选后，共计获得有效样本５４０个，问卷有效

率９８．５％。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在所有 被 调 查 的 毕 业 生 中：男 女 比 例 分 别 为

６１．５４％、３８．５５％，男性偏多；年龄状况：被调查的毕

业生中年龄在２０～２５岁、２６～３０岁、３１～３５岁、３６
～４０岁、４０～４５岁 和４６～５０岁 的 比 重 分 别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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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５９．２％、２０．０％、４．１％、２．８％和０．７％，调

查对象年龄分布主要集中在２０～３５岁，所占比重为

９２．４％；攻读学位类型：攻读全日制硕士、非 全 日 制

硕士和博士的比例分别为８０．２％、２．８％和１７．０％。
统计结果显示，被调查者从事行业属性分布前几名

的是教育业、行政和社会团体、科学研究、建筑业、邮
电通讯行业、制造业以及电力煤气供水行业等，所占

比重共７６．１％，具体情况见图３。

图３　毕业生从事行业属性分布图

从调查结果来看，毕业生中１１．８％的人收入在

２９９９元以 下，７８％的 人 平 均 月 收 入 在３０００～９９９９
元之间，也 有１０．２％的 月 均 收 入 在１００００元 以 上，
具体情况见图４。

图４　平均月收入分布图

毕业生对影响职业发展的因素进行多项选择，
从图５可以发现，毕业生认为影响职业发展的主要

因素有导师指导、学科水平、交流沟通、分析问题的

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自身努力，同时他们还认

为学习能力、科研经费、研究训练、获取与应用信息的

能力和条件支撑等因素对职业发展具有较大影响。

图５　影响研究生质量的重要因素（最多可选三项）

（二）因子分析

在进行因子分析前，先将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
以消除在 数 量 级 和 量 纲 上 的 不 同。标 准 化 的 方 法

为：算得各项数值的平均值作为分母，各项数值与均

值的 差 作 为 分 子。进 行 ＫＭＯ 检 验，ＫＭＯ 值 为

０．８６０大于０．７，分子分析的效果比较好，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

度检验给出 的 相 伴 概 率 为０．０００，小 于 显 著 性 水 平

０．０１，因 此 拒 绝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 度 检 验 的 零 假 设。这 表

明变量之间不是独立的，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可以进

行因子分析。
从因子分析处理结果来看，因子分析的变量共

同度较高（处在０．２９５～０．８０７之间）（见表１），说明

变量中大部分信息均被因子所提取，表明因子分析

的结果是有效的。从公共因子主成分表和碎石图发

现，采用主成分法提取的公共因子特征值大于１的

共有４个，这４个公共因子对原变量的信息描述有

显著作用。运用方差极大法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

转，得到因子旋转载荷矩阵，进而得到旋转后的因子

得分系数矩阵。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第一公因子

在相关事项频率上具有很大载荷；第二公因子在课

程方面以及学校教育与社会需要吻合度方面有较大

载荷；第三因 子 在 发 表 论 文 数 量、参 与 课 题 研 究 数

量、每周除上课外的学习和科研小时总数、每月与导

师交流问题次数以及职业发展规划方面具有较大载

荷；第四公因子在阅读书籍、考取资格证书、参加各

类竞赛与会议方面载荷较大。
（三）相关分析

１．Ｆ１ 主因子分析

从表２中可以看出，毕业生职业发展与他们在

校期间课堂主动提问或发言频率、与教员交流频率、
参加社会实践或实地考察等活动频率、与他人合作

解决问题频率、参加具有挑战的创造性工作的频率

的Ｐｅａｒｓｏｎ相 关 系 数 分 别 为０．０５４、０．０３０、０．０３７、

０．０７０、０．１２３，均大于零。这说明毕业生职业发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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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旋转后的因子得分系数矩阵

要素 变量 Ｆ１ Ｆ２ Ｆ３ Ｆ４ 共同度

课堂上主动提问、发言的频率 ｘ１ ０．８６２　 ０．１６３ －０．１２９ －０．１４１　 ０．８０７
课堂上与教员交流的频率 ｘ２ ０．８６０　 ０．１８９ －０．０７４ －０．１５８　 ０．８０６

参加社会实践或实地调查等活动的频率 ｘ３ ０．６９４　 ０．３５１ －０．０９５ －０．０６８　 ０．６１９
与他人合作来解决问题的频率 ｘ４ ０．６２３　 ０．３７６ －０．２５５ －０．１３３　 ０．６１２

参加具有挑战的创造性工作的频率 ｘ５ ０．５２４　 ０．３３６ －０．３８７ －０．２０１　 ０．５７７
课程的前沿性 ｘ６ ０．１９９　 ０．８１６ －０．１４２ －０．０９　 ０．７３３

课程选择面 ｘ７ ０．２０６　 ０．８０１ －０．０７６ －０．０６　 ０．６９４
课程量 ｘ８ ０．１７３　 ０．６１４　 ０．１３５ －０．０６５　 ０．４２９

学校教育与社会需要的吻合度 ｘ９ ０．３１２　 ０．６０１ －０．２５８ －０．０４８　 ０．５２８
发表论文数量 ｘ１０ －０．０８６　 ０．０４１　 ０．７８０　 ０．０１２　 ０．６１７

在校期间参与课题研究数量 ｘ１１ －０．１７　 ０．００９　 ０．６７４　 ０．０７３　 ０．４８８
每周除上课外的学习和科研小时总数 ｘ１２ ０．０９ －０．１３６　 ０．４７８　 ０．４２７　 ０．４３８

每月与导师交流问题次数 ｘ１３ －０．１８２ －０．１７９　 ０．４７４　 ０．１４２　 ０．３０９
职业发展规划 ｘ１４ －０．１２ －０．２３９　 ０．３５９　 ０．３０７　 ０．２９５

除导师安排或专业学习外，阅读书籍数量 ｘ１５ －０．０８７ －０．０７７　 ０．２６６　 ０．７３１　 ０．６１９
考取的资格证书和技能等级证书数量 ｘ１６ －０．２８９ －０．０２ －０．２９９　 ０．６６１　 ０．６１０

参加各类学术或设计的竞赛、会议次数 ｘ１７ －０．１４９ －０．０５２　 ０．２９８　 ０．４６３　 ０．３２８

表２　职业发展与各变量间的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及各变量的调查结果

要素 变量 Ｐｅａｒｓｏｎ 非常低 比较低 一般高 比较高 非常高

课堂上主动提问、发言的频率 ｘ１ ０．０５４　 ６．３０％ ２１．３０％ ４２．２２％ ２２．７８％ ７．４１％
课堂上与教员交流的频率 ｘ２ ０．０３０　 ６．１１％ ２０．５６％ ４１．１１％ ２５．５６％ ６．６７％

参加社会实践或实地调查等活动的频率 ｘ３ ０．０３７　 ６．１１％ １７．２２％ ３３．７０％ ３１．４８％ １１．４８％
与他人合作来解决问题的频率 ｘ４ ０．０７０　 ２．５９％ ９．４４％ ３４．６３％ ４１．３０％ １２．０４％

参加具有挑战的创造性工作的频率 ｘ５ ０．１２３　 ５．９３％ ２４．２６％ ３８．３３％ ２３．５２％ ７．９６％

上述事项频率成正相关关系，那些在校期间参加上

述活动较为频繁的人在以后的职业发展中取得成功

的可能性更大。其中，参加具有挑战的创造性工作

的频率、与 他 人 合 作 解 决 问 题 频 率 与 职 业 发 展 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较高。
依据统计结果可以发现，毕业生在校期间课堂

主动提问或发言频率、与教员交流频率、参加社会实

践或实地考察等活动频率以及参加具有挑战的创造

性工作频率相对较低，四者频率为“非常低”或者“比
较 低”的 比 重 依 次 为２７．６％、２６．６７％、２３．３３％、

３０．１９％；与他人合作解决问题频率较高，选项为“非
常低”或 者“比 较 低”的 比 重 仅 为１２．０３％。这 些 数

据表明，毕业研究生在校期间的课堂主动性不足，参
与社会实践或实地调查和参与具有挑战的创造性工

作经历偏少。

２．Ｆ２ 主因子分析

表３显示，毕业生职业发展与他们在校期间所

学课程前沿性、课程选择面的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分

别为０．０２４、０．００１，均 大 于 零。这 说 明 毕 业 生 职 业

发 展与课程的前沿性和选择面成正相关关系，在校

表３　职业发展与各变量间的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及各变量的调查结果

要素 变量 Ｐｅａｒｓｏｎ

课程的前沿性 ｘ６ ０．０２４
非常弱

２．９６％
比较弱

９．０７％
一般

４４．８１％
比较强

３５．９３％
非常强

７．２２％

课程选择面 ｘ７ ０．００１
非常窄

１．６７％
比较窄

１３．５２％
一般

４１．３０％
比较宽

４０．００％
非常宽

３．５２％

课程量 ｘ８ －０．０８２
非常小

０．３７％
比较小

７．０４％
一般

６５．９３％
比较大

２４．２６％
非常大

２．４１％

学校教育与社会需要吻合度 ｘ９ ０．０９２
差距很大

４．０８％
稍有差距

１６．１１％
基本吻合

３３．３３％
比较吻合

３８．５２％
非常吻合

７．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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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那些所学课程前沿性较强、选择面较宽的同学在

以后的职业发展中更为优秀可能性较高。不过，统计

结果显示职业 发 展 与 所 学 课 程 量 的Ｐｅａｒｓｏｎ相 关 系

数为－０．０８２，小于零，这暗示课程量的增加可能会在

一定程度上阻碍学生以后的职业发展。同时，从上表

可以发现职业发展与学校教育与社会需要吻合度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 为０．０８２，这 说 明 研 究 生 教 育 的 模

式和内容如果能够和社会需要有效的结合起来会促

进毕业生以后的职业发展。
从统计结果来看，毕业生对课程的前沿性和选择

面总体的评 价 较 高：认 为 课 程 前 沿 性“非 常 弱”或 者

“比较弱”的 人 仅 有１２．０３％，认 为 课 程 选 择 面“非 常

窄”或者“比 较 窄”的 人 有１５．１９％。课 程 量 方 面，认

为课程量“非 常 小”或 者“比 较 小”的 共 有７．４１％，认

为课程量“一般”的有６５．９３％，认为课程量“比较大”
或者“非常 大”的 同 学２６．６７％。学 校 培 养 与 社 会 需

要的吻合 度 方 面，有３３．３３％的 同 学 认 为“基 本 吻

合”，有４６．４８％的 同 学 认 为“比 较 吻 合”或 者“非 常

吻合”，但是 也 有２０．１９％的 同 学 分 别 为 认 为“差 距

很大”或“稍 有 差 距”，这 说 明 部 分 毕 业 生 认 为 学 校

培养与社会需要之 间 存 在 偏 差，这 应 引 起 决 策 者 的

重视。

３．Ｆ３ 主因子分析

估计结果显示，毕业生职业发展与他们在校期间

发表论文数量、参与课题研究数量、每周除上课外的

学习和科学 研 究 小 时 总 数、每 月 与 导 师 交 流 次 数 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 关 系 数 分 别 为 ０．１５９、０．０４１、０．０９５、

０．０２８，均大于零。这说明毕业生的职业发展与上述

事项均成正相关关系，那些发表论文数量较多、参与

课题研究数量较多、在除上课外的学习和科研上花费

更多时间、与导师交流更为频繁的同学在以后的职业

发展中将更为成功。其中，发表论文数量、每周除上

课外的学习和 科 研 时 间 与 职 业 发 展 的Ｐｅａｒｓｏｎ相 关

系数较高。但职业发展与职业规划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

数为－０．０１６，小于零。
调查结果显 示，有７５％的 人 在 读 研 期 间 发 表 论

文数量不多于３篇，有７６．３０％的人在读研期间参与

课题研究数 量 不 多 于３项。有２２．６０％的 人 在 读 研

期间每周除上课外的学习和科研小时总数不多于１０
小时，１１～２０小时比重为２５．１９％，大于２０小时的人

有５２．２２％，总体看来部分毕业生在校期间除上课外

的学习和科研时间投入有些不足。与导师交流方面，
有５５．５５％的人在 读 研 期 间 每 月 与 导 师 交 流 次 数 不

多于２次，每月交流３～５次的人有３２．４１％，６次以

上的仅有１２．０４％，可以看出大部分人与导师交流不

是很频繁。具体见表４。
表４　职业发展与各变量间的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及各变量的调查结果

要素 变量 Ｐｅａｒｓｏｎ

发表论文数量 ｘ１０ ０．１５９
１篇

３２．２２％
２～３篇

４２．７８％
４～５篇

１３．７０％
６～８篇

６．４８％
８篇以上

４．８２％

在校期间参与课题研究数量 ｘ１１ ０．０４１
０项

１０．１９％
１～３项

６６．１１％
４～６项

１７．２２％
７～９项

３．７０％
１０项

２．７８％

每周除上课外的学习和科研小时总数 ｘ１２ ０．０９５
０～５小时

７．２３％
６～１０小时

１５．３７％
１１～２０小时

２５．１９％
２１～３０小时

２２．４１％
＞３０小时

２９．８１％

每月与导师交流问题次数 ｘ１３ ０．０２８
１次以下

１２．９６％
１～２次

４２．５９％
３～５次

３２．４１％
６次以上

１２．０４％

职业发展规划 ｘ１４ －０．０１６
没有

２２．８０％
１～３年

４１．４０％
３～１０年

２９．８０％
１０～２０年

４．６０％
＞２０年

１．７０％

　　为进一步分析职业规划与职业发展的关系，我

们依据毕业生的职位情况和他们在校期间的职业规

划，对二者进行交叉分析，见表５。从计算的职业规

划 与职业发展关联表可以发现，有职业发展规划的

表５　职业规划与职业发展关联表

职业规划与发展 高层管理者 中层管理者 基层管理者 普通员工

没有职业发展规划 ０．８１％ ４．８８％ ２０．３３％ ７３．９８％
有１～３年职业发展规划 １．８０％ ７．６６％ １５．３２％ ７５．２３％

有３～１０年职业发展规划 １．２４％ １４．９１％ ２３．６０％ ６０．２５％
有１０～２０年职业发展规划 ０．００％ １２．００％ ２０．００％ ６８．００％
有２０年以上职业发展规划 ０．００％ １１．１１％ １１．１１％ ７７．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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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的职业发展总体水平要高于没有职业发展规划

的同学，尤其是有１～１０年职业发展规划的同学其

成为高层或者中层管理者的概率要明显高于没有职

业发展规划的同学。

４．Ｆ４ 主因子分析

估计结果显示，毕业生职业发展与他们在校期

间阅读除导师安排或专业学习外的书籍数量、考取

的资格证书和技能等级证书数量、参加各类学术或

设计的竞赛和会议次数的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１２３、０．００１、０．０５７，均大于零。这说明毕业生的职

业发展与上述事项成正相关关系，那些阅读书籍数

量越多、考取资格证书和技能等级证书数量越多、参
加各类学术或设计的竞赛和会议次数越多的同学在

以后的职业发展中获得成功的概率越大。其中，阅

读除导师安排或专业学习外的书籍数量与职业发展

的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较高，但考取资格证书和技能

等级 证 书 数 量 与 职 业 规 划Ｐｅａｒｓｏｎ相 关 系 数 仅 为

０．００１，接近于零。见表６。
统计 结 果 显 示，除 导 师 安 排 或 专 业 学 习 外，

１４．４５％的人在校期间阅读书籍数量不多于３本，数
量为５～１０本的人比重为２８．７０％，仅有５６．８６％的

人的阅读量在１０本以上，总体来看相当一部分同学

的阅读量偏低。在考取资格证书和技能等级证书方

面，有４５．００％的人没有考取，３３．５２％的人考取了１
个，处于２～３个之间的人有２０．３７％，考取证书在４
个以上的仅有１．１２％，这可能与考取证书和职业发

展相关性较小相关。参加各类学术或设计的竞赛、
会议方面，有２６．６７％的人没有参加过相关活动，有

５３．３３％的人参加次数处于１～３次之间，仅有２０％
的人参加次数在４次以上，总体上毕业生在校期间

参加各类学术或设计竞赛以及会议的机会较少，这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扩展视野与交流学术。
表６　职业发展与各变量间的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及各变量的调查结果

要素 变量 Ｐｅａｒｓｏｎ

除导师安排或专业学习外，阅读书籍数量 ｘ１５ ０．１２３
０本

１．６７％
１～３本

１２．７８％
５～１０本

２８．７０％
１１～１９本

２３．３３％
＞１９本

３３．５２％

考取的资格证书和技能等级证书数量 ｘ１６ ０．００１
０个

４５．００％
１个

３３．５２％
２～３个

２０．３７％
４～５个

０．９３％
＞５个

０．１９％

参加各类学术或设计的竞赛、会议次数 ｘ１７ ０．０５７
０次

２６．６７％
１～３次

５３．３３％
４～６次

１２．４１％
＞６次

７．５９％

五、对研究生教育的启示

针对提升个人职业发展能力，毕业生对学校需

加强的研究生教育工作进行了多项选择。经统计发

现，毕业生提出的建议主要集中在分析与解决问题

的能力、实践能力、研究能力、国际视野、社交技能、
获取与应用信息能力以及专业知识等方面，同时他

们还认为道德修养、学习能力、社会责任心、基础理

论、心理健康和爱国主义教育也是研究生教育工作

的重要内容，见图６。

图６　学校需加强的研究生教育工作（最多可以选３项）

促进研究生职业发展对社会、对研究生本人、对
高等院校、对用人单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

于高等院校来说，毕业生对社会做出的贡献和获得

的成就，会大大提高学校的声誉，使学校在生源竞争

和毕业生就业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因此，高等院

校应高度重视研究生教育，把它作为高等教育的重

要环节，贯穿在整个学校工作之中，最终促进研究生

职业发展。为此，要从不同角色考虑来改进研究生

教育工作：

１．学校作为研究生教育的总设计者，需要处理

好资源分配、利益协调问题，协调好各相关部门的工

作，制定教育方针，规划工作流程，在管理、人事和财

力等各方面为研究生教育工作提供保障。同时，加

大对从事科研工作的研究生的资助力度，鼓励研究

生积极参与具有挑战性、创造性的活动，在研究生教

育中营造积极进取、踏实创新的学术研究氛围。学

校要把研究生教育与社会需要相结合，建立二者互

动机制。支 持 研 究 生 参 加 社 会 实 践 与 实 地 调 查 活

动，增加对社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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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学院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执行体，需要结合

师生现状、学科专业特点等具体情况，制定符合社会

需要的人才培养具体实施细则和管理办法。课程设

置体系，要坚持以人为本位，实现宽口径、厚基础、综
合性的教育，同时依据课程内容对实际工作能力培

养的影响大小确定课程的性质、权重以及相应的学

分和课时。学院还可针对不同学科、年级的研究生

开设职业规划课程。

３．导师作为研究生的直接培养主体，在研究生

招生和培养各环节应有充分的自主权，同时也对研

究生 的 专 业 培 养 和 科 研 训 练 担 负 着 直 接 指 导 责

任［４］。导师在研究生的就业与职业发展中扮演着重

要角色，帮助研究生顺利就业并获得良好的职业发

展，是育人的重要方面和天然内涵。导师除了对研

究生的科研、学习关注外，还应在为人处世、职业发

展等方面与学生加强沟通和进行指导。尽职尽责的

导师就有可能成为学生在整个人生发展过程中永远

的导师，双方不但存在“师生”关系，而且更可能发展

为一种“朋友”关系。

４．个人自我提高。首先，研究生应具有 扎 实 的

专业知识与技能，锻炼自己的学习、分析与解决问题

的能力；其次，要学会用良好的计划、认真的思考、扎
实的学习以及正确的心态对待研究生生活，提高自

身的职业素养；第三，要注意培养团队合作精神，提

高承受 压 力 的 能 力、增 强 创 新 意 识 与 解 决 问 题 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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