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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并分析六所农林类高校涉 农 全 日 制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培 养 质 量 的 调 查 情 况，内 容 包 括 生 源 质 量、

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导师队伍、专业实 践、就 业 前 景 以 及 论 文 类 型 与 形 式 等。调 查 结 果 表 明，涉 农 全 日 制 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很多方面都有待提高和改进。在调研分析的基础上，对涉农全日制 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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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职业分工越来

越细化，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呈现出大批量、多规格、

高层次的特点［１］。而长期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培养

目标比较单一，人才培养的适应性不强，学术型硕士

研究生规模过大，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规模相对较

小；同时，专业学位类型和涉及职业领域还比较少，

在职攻读专业学位比例较大、全日制攻读比例过小，

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之间存在一定的脱节现象，严

重影响了研究生教育的可持续发展［２］。为了适应这

种变化，２００９年国家教育部调整了研究生的培养目

标和培养模式，调整和优化硕士研究生的类型结构，

逐渐将硕士研究生教育从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向

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转变，实现研究生教育在规

模、质量、结构、效益等方面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为

了解涉农领域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现状及

面临的问题，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农林工作

委员会及农业推广、兽医、风景园林三个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对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

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６所涉农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

生招生规模较大的高校进行了培养质量调查，现将

调查情况总结分析如下。

一、调查对象和方法

１．调查对象

为保证结果的全面性，本次调研的高校有部属

高校四所、省属高校两所，同时在地理位置上兼顾了

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这六所高校在涉农领域招收

的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均具有一定的规模。涉农

专业学位的范畴包括农业推广硕士、兽医硕士、风景

园林硕士、工程硕士中的农业工程领域、食品工程领

域、林业工程领域等与农业生产资料生产、研发、服

务相关的专业学位类型或领域。

２．调查方法

调研采取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相结合的方法。

面向在读全 日 制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共 发 放 调 查 问 卷

３３０份，收回有效问卷２８４份，回收率为８６．１％。同

时组建专家组赴各高校进行实地访谈，访谈对象包括

学校领导、有关职能部门和学院领导、教师和研究生，



调研内容包括招生、课程设置、教师队伍结构、实践教

育基本情况以及已有的培养制度与规章办法等。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１．生源质量

在被调查的２８４名全日制专业学位研 究 生 中，
近２３．９％的研究生毕业于本校，６５．５％的研究生为

应届毕业生，近８９．８％的 研 究 生 属 于 调 剂 录 取，仅

有２７．１％的研究 生 在 报 考 前 了 解 所 攻 读 的 专 业 学

位，见表１。这 表 明，全 日 制 专 业 学 位 的 认 知 度 较

低，第一志愿报考人数较少，生源质量有待提高。

２．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课程设置是否合理直

接影 响 其 培 养 目 标 的 实 现。调 查 结 果 显 示，有

５０．４％的研究生认为课程设置偏重理论。在教学过

程中，最经常使用的教学方法是课堂讲授，其次是团

队学习、课堂讨论、小组作业与汇报、案例分析，很少

使用模拟训练、实践观摩以及现场研究与实践等教

学方法，见表２。由此可见，目前涉农全日制专业学

位研究生课程设置的合理性较一般，课程的实践内

容不足，并 且 教 学 方 式 上 与 学 术 型 学 位 没 有 大 的

区别。

３．导师队伍

导师在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发

挥着非常直接而重要的作用。从六所学校导师队伍

的调查结果（表３）可以看出，只有３９．４％的研究生

有校外导师，６０．６％的研究生没有聘任校外导师，可
见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单位的双导师制还有待进一

步落实。８５．９％的研究生认为导师能按专业学位的

要求进行指导；８８．４％的研究生能定期与导师见面、
讨论学习问题；７５．７％的研究生有较多的机会参与

导师的科研课题。这些表明，目前涉农领域专业学

位研究生的导师基本能够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发挥

主导作用。

４．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是重要的教学环节，充分的、高质量的

专业实践是专业学位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１］。从表

４可以看出，有３４．５％的研究生参与过本行业１至

５０周的一线实践，其中７８．８％的研究生是通过学校

或导师获得实践的机会，这表明目前专业学位研究

生的专业实践基地建设较为滞后，还没有成为研究

生实践教 学 的 主 要 场 所。在 参 与 过 实 践 的 研 究 生

中，有６８．１％的研究生认为课堂中学过的理论知识

能够应用于实践，但同时只有２４．７％的研究生认为

实践的收获比较大，这说明，研究生并没能够通过实

践来大幅提高职业技能，专业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仅

仅成为形式上的一个必修环节。
表１　生源质量调查结果

生源
毕业学校 学生类型 选择专业学位方式 入学前对专业学位了解程度

本校 外校 应届生 往届生 直接报考 调剂录取 了解 不太了解

比例（％） ２３．９　 ７６．１　 ６５．５　 ３４．４　 １０．２　 ８９．８　 ２７．１　 ７２．９

表２　课程内容设置和教学方法调查结果

课程内容设置

和教学方法

课程内容设置 教学方法 （可多选）

偏重理论 偏重实际
教师

讲授

课堂

讨论

小组作业

与汇报

团队

学习

实践

观摩

案例

分析

现场研究

与实践

模拟

训练

比例（％） ５０．４　 ４９．６　 ８７．７　５９．２　 ６５．８　 ４６．１　２５．０　５３．９　 ２４．６　 ２８．８

表３　对师资队伍的调查结果与分析

师资队伍
校外导师

导师按专业学位

要求指导学生

定期与导师见面、
讨论学习问题

参与导师的科研课题

有 无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参与 不参与

比例（％） ３９．４　 ６０．６　 ８５．９　 １４．１　 ８８．４　 １１．６　 ７５．７　 ２４．３

表４　对实践教育安排的调查结果与分析

实践教

育调查

实践时间 实践机会获得渠道 实践收获 课堂知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有 无 学校或导师 其他 比较大 不大 大 小

比例（％） ３４．５　 ６５．５　 ７８．８　 ２１．２　 ２４．７　 ７５．３　 ６８．１　 ３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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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就业前景期望

在对研究生就业意向的调查中，有６６．５％的研

究生愿意去行业一线岗位工作，只有１１．４％的研究

生选择不愿意。对于就业前景表示乐观的研究生占

４１．１％，表示不 乐 观 或 一 般 的 有５８．９％，通 过 实 地

访谈，有很多研究生对就读专业学位的社会认可度

有所担忧，对就业前景感到迷惘，不清楚就业形势。
这说明，尽管大多数研究生愿意选择行业一线就业，
但在全日制专业学位还不被用人单位普遍认可的形

势下，研究生的就业心理压力较大。
表５　对就业前景的调查结果与分析

就业前景
本行业一线岗位就业 对专业前景乐观

愿意 一般 不愿意 乐观 一般 不乐观

比例（％） ６６．５　２２．１　 １１．４　 ４１．１　３８．２　 ２０．７

６．学位论文类型及形式

全 日 制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必 须 完 成 学 位 论 文 撰

写，通过学 位 论 文 答 辩 后 才 能 被 授 予 相 应 的 学 位。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中规定学位论文的形式可

以是研究论文、项目设计或产品研制报告等。通过

调 查 发 现，研 究 生 以 选 择“研 究 论 文”为 主，占

６６．９％，“项目设计或产品研制报告”占３３．１％。学

位论文类型以应用研究为主（占７５．６％），较好地体

现了专业学位论文“必须要有明确的职业背景和应

用价值”的要求，见表６。
表６　对学位论文类型及形式的调查结果与分析

学位论文

类型及

形式

学位论文类型 学位论文形式

基础

研究

应用

研究
其他

研究

论文

项目设计

或产品

研制报告

其他

比例（％） １４．２　７５．６　１０．２　６６．９　 ３３．１　 ０

７．研究生对专业学位教育的建议

很 多 研 究 生 对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教 育 提 出 了 建

议，例如建议根据专业学位类型的不同实行弹性学

制；增加实践类课程的比重；专门针对专业学位研究

生进行就业指导；全日制专业学位毕业生报考公务员

时在学科门类中找不到对应的学科类型，需要国家从

宏观层面上进行协调；很多导师还是按照科学硕士的

学术标准来考核、评价专业学位研究生，使得很多专

业学位研究生不得不做基础性研究课题等。

三、思考与建议

我国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已经起步，招

生规模不断扩大，培养单位对专业学位教育日益重

视，但其发展过程中还面临很多困难，在培养体系上

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１．国家在政策与财政上加大支持力度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需要

国家在政策和财政方面进行扶持，并且在全国范围

内协调资源。国家需要加大专业学位教育经费的投

入力度；对来自基层、相对艰苦的农林水地矿油等领

域的专业学位研究 生 及 担 负 其 培 养 任 务 的 单 位 实

施财政支 持 和 补 贴 政 策；制 定 和 完 善 相 关 配 套 政

策，建立专 业 学 位 与 行 业 任 职 资 格 有 效 衔 接 的 机

制；及时和人力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部 等 部 门 沟 通、更

新相关信 息，促 进 专 业 学 位 教 育 的 持 续、健 康、快

速发展。

２．充分发挥实践基地的育人作用，加强实践教

学功能建设

培养单位应着力探索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实

践教育的内部规律，制定和完善相关的规章制度，对
全日制专业学位实践环节提出明确的要求，建立对

研究生实践 的 全 过 程 管 理、服 务 和 质 量 评 价 机 制。
同时应加强实践基地建设，注重吸纳和使用社会资

源，建立多种形式的实践基地，为全日制专业学位实

践教育提供条件保障。各高校应将实践基地的高级

专家纳入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指导教师队伍之

中；加强和完善试验示范基地实践制度建设；将专业

学位研究生的实践 研 究 工 作 和 基 地 生 产 建 设 结 合

起来，把基 地 建 设 成 为 集 研 究 生 培 养、创 新 研 究、
实践教学与产业化 为 一 体 的 应 用 型 人 才 培 养 示 范

基地。

３．改革教学内容和方式，推进创新型实践教学

课程设置应当以实际应用为导向，以职业需求

为目标，以综合素养和应用知识与能力的提高为核

心。编写制订各课程的理论教学大纲和实践教学大

纲。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实行“双大纲”（理论教学大

纲和实践教学大纲）和“双 课 堂”（理 论 课 堂 教 学 和

实践课堂教学）并 行 的 模 式，让 研 究 生 掌 握 必 需 的

理论基础知识、专 业 知 识 和 熟 练 的 职 业 技 能，并 培

养研究生适应职业 岗 位 变 化 的 能 力 和 创 业 立 业 的

能力。

４．建立和完善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双导师制”
学校应根据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和教师的工作

性质和特点，制定有效的引导政策和科学的考核体

系，对专业学位导师和学术型导师进行分类管理，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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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教师根据自身优势和特点合理定位，对现有教师

队伍结构进行优化，逐步形成一支稳定的专业学位

导师队伍。同时应加强专业学位导师队伍的培训工

作，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引导和鼓励专业学

位导师到实际工作部门挂职锻炼，丰富其实际工作

经验，促进学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同时注重

吸收实践领域有丰富经验的专业人员共同承担专业

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建立实际工作部门专业学

位研究生导师的选拔和考核机制。

５．逐步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订单招生”、“定
向培养”试点工作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应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

要，与行业部门和生产实际紧密结合。在国家层面

应尽快解决专业学位与相关职业资格衔接的问题，
使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与社会职业要求紧密结合起

来。在学校层面则应通过不同的渠道加强与行业部

门的交流与合作，深入了解行业部门对高层次人才

培养的需求，根据行业特点，探索不同形式的人才合

作培养模式，通过“订单招生”和“定向培养”等培养

模式，解决企业需求和研究生就业问题，为国家的发

展和经济建设培养优秀人才。

６．建立多元化学位论文评价标准和体系

目前对专业学位研究生论文的评价标准仍存在

学术化倾向，学位论文形式过于单一。专业学位研

究生的学位论文形式不局限于学术型研究论文，可

分为调研报告、应用基础研究、规划设计、产品开发、
案例分析、项目管理、文学艺术作品等多种形式。培

养单位应 结 合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教 育 特 点，研 究 并

制定多元化的专 业 学 位 论 文 评 价 标 准 和 体 系。在

专业学位 论 文 评 阅 人 和 答 辩 委 员 会 成 员 中，应 有

一定比例的相关行 业 领 域 具 有 高 级 专 业 技 术 职 务

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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