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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始业教育一直被认为在学业阶段过渡时期扮演着重要而特殊的角色，旨在帮助新生更好地进行学习

角色转换、融入新环境。立足研究生始业教育特殊性，聚焦中美两国相关研究，集中探讨了我国研究生始业

教育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从美国研究现状中得到启示，建议构建始业教育研究的完整体系，加强学术

规范专门性教育模块的建设，完善始业教育效果评估和反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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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研究生教育是我国教育结构中最高层次的教

育，它不仅担负着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

高素质、高层次创造性人才的历史重任，而且对高等

学校的学科建设———这一普通高校最为根本性的建

设工作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１］高校为了能更好

地实现前置教育阶段与研究生教育的顺利衔接，引

导研究生新生转变学习方式和态度，使其能适应新

的环境和科研、生活节奏，在研究生新生入学的前期

阶段对其进行“过渡阶段教育”，本文将之统一称为

“研究生始业教育”（下同）。

研究生是高校科学研究的生力军，是加强自主

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后备队。有效地开展研究

生始业教育将在生活、科研甚至未来的人生规划方

面对学生产生积极的影响。国内很多高校都在开展

研究生始业教育，但是通过文献检索发现，国内关于

研究生始业教育的研究仍然存在很多不足，直接相

关的针对性研究非常有限。以万方数据库为例，我

们用“始业教育”和“研究生始业教育”作为关键词进

行搜索，搜索结果分别为５３９３４篇 和１５０４篇，经 过

筛选之后，直接有效的文献只有８０篇和６篇。西方

国家的国情与教育体制与中国不同，但有些措施和

理念或许值得国内借鉴。

二、研究生始业教育研究概述

关于始业教育的概念，国内很多学者做过界定。

例如，阚婧等 认 为，始 业 教 育 是 指 根 据 大 学 新 生 特

点，以全面发展为目标，引导新生及时适应并融入大

学生活所开展的教育活动。［２］阮高峰等学者提出，始
业教育在广义上可以被理解为新学习阶段开始时学

校为学生开设的导入性、衔接性教育。［３］也有学者认

为，始业教育是以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为载体，以各

类公益活动、志愿者活动、课外实践等为内容，培养

其积极健康的心理状态，提升心理调适能力的活动。
综合国内一些定义，可以得出关于始业教育定

义的大致共识，即高校设置的一项导入性的活动，旨
在结合学生某一阶段的发展特点和需求，通过开设



一系列的内容模块，帮助学生适应环境，为学生即将

面临的学习、生活提供指导。
（一）研究生始业教育的特殊性

研究生始业教育的特殊地位，主要是源于研究

生这一群 体 所 具 有 的 复 杂 特 点。相 较 于 本 科 生 而

言，研究生群体在组成结构、生源类型、学习方式等

方面都具有多样性和个性化的特点。这一群体有在

职研究生，也有保送生，还有通过全国统考入学的研

究生，因此年龄段、身份跨度都要比本科生大。正式

步入学习轨道后，每个人的学习、研究也开始具有明

显的个性化特点，生活、学习和科研都主要以个体为

单位进行。从思想理念层面来看，研究生新生无论

在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上都有较大差异。
同时，这一阶段的学生面临着科研任务、角色转

变等新的挑战。一方面，学术论文、实验操作等要求

比本科生高，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内容和方式等也都

有所变化。研究生采用导师制，一般数名学生归于

同一导师名下，共同完成一些科研任务，或者由导师

分别指导开展学术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恰当且顺

利地处理好 与 导 师 的 关 系，也 成 为 一 个 重 要 问 题。
另一方面，作为成年人，研究生阶段的学生虽然心理

和观念可能相对于本科新生要成熟，很多想法已经

成型不会轻易被改变，但也会由于角色和任务的转

换而出现各种现实问题和心理问题。
因此，本科生过渡到研究生阶段，存在着从基础

学习任务转向科学研究型学习的衔接问题，也存在

着人际交往模式等其他方方面面的转换，科学有效

的始业教育 对 于 群 体 性 的 规 范 和 引 导 具 有 重 要 意

义。于是，对研究生始业教育的研究也就变得急切

且必要。鉴于此，研究生始业教育不能单纯照搬本

科生的始业教育模式，在开展过程中，需要更多地考

虑实施群体特点来设置模块内容，提高实用性和针

对性。
（二）我国的研究生始业教育研究

目前国内关于始业教育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本科

生群体进行论述和分析。例如：张威的《刍议大学新

生始业教育》、曾彩茹的《大学新生始业教育与对策

分析》等，就 在 本 科 生 群 体 中 开 展 始 业 教 育 的 必 要

性、重要性和对策建议进行了论述。［４］周英 飒、孙 利

伟在《对 高 校 新 生 始 业 教 育 纳 入 课 程 体 系 的 思 考》
中，从浙江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的工作实践出发，
从始业教育纳入课程体系的可行性、意义、要求三方

面讨论将始业教育课程化和体系化问题。［５］

就研究生始业教育来说，有研究者通过前期的

调研及理论分析，提出了研究生始业教育内容体系

的构造。比如：有研究者提出应围绕研究生的真实

需要开设一 定 的 学 术、安 全、生 活 及 其 他 的 始 业 课

程，运用科学合理的实施手段来提升研究生的综合

能力，为其今后的学习生活夯实基础；有研究者指出

始业教育组成部分应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心理

健康指导教育、学术道德规范教育、综合素质能力培

养和职业生涯规划指导等。此外，有部分文献没有

宏观论述始业教育，而是具体阐述了某方面内容的

重要性和存在的必要性，例如宁蓬勃等的《实验室生

物安全教育在研究生教育中的重要性》、陈杨的《浅

析如何加强 研 究 生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工 作》、林 莺 莺 的

《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探析》等。
当然，也有一些关于研究生始业教育的直接相

关性研究。张为鄂、袁志东、俞徐海在《谈研究生培

养中的衔接教育》中介绍了相关的实践探索，包括研

究生新生入学教育的几项必要活动、社会实践的重

要性以及新生交流的必要性等。［６］阮高峰、蒋 裕 平、
陈文红在《关于研究生始业教育课程化建设的思考》
中，提出了始业教育课程化建设的设想，提出将研究

生始业教育所包含的思想政治教育、生活指导、学术

道德与规范教育、信息素养教育、学科素养教育等内

容 加 以 整 合，将 研 究 生 始 业 教 育 作 为 一 门 课 程

进行。［３］

从关于研究生始业教育相关研究文献来看，研

究者们多从事研究生培养和管理工作，都认识到了

研究生这一群体的特殊性，也都列出了一些必要的

始业教育模块内容和实施原则，但是从现实情况来

看，始业教育的实施效果还不够理想。同样，从文献

中发现，研究者大都忽视了实施效果反馈和评估，而
评估反馈是检验开展效果的一项重要工作，反馈和

评估结果意味着始业教育开展的目标和预期效果是

否得到较好的实现，而这项工作在开展过程中也是

较为欠缺的。
（三）美国的研究生始业教育研究

美国的高校一般在开学前也会开展类似于中国

的“始 业 教 育”，称 其 为“ｆｒｅｓｈｍａ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或

“ｆｒｏｓｈ　ｏ”，也 有 高 校 称 其 为“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或“ｎｅｗ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时 间 较 为 灵 活。从 其 名 称 来

看，这与中国 开 展 的 始 业 教 育 也 有 着 共 通 之 处，即

“导向性”。在“Ｆｒｅｓｈｍａｎ　Ｗｅｅｋ　Ｅｎｄ”一文中，笔者

就“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 地 位 提 到“ｔｈ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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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ｔｏ　ｂｅ　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ｓ　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　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始业教育在美国高校的

教育中也是重要的一部分）”。［７］

根据相关国外文献的搜索，英美等国对于新生

始业教育研究也不在少数。与中国的一个相似之处

是，大量的研究集中在对从高中升入大学阶段的这

一学生群体，即本科新生，对于研究生的研究相对来

说数量要少。以 Ｏｖｉｄ平 台 为 例，我 们 以“ｆｒｅｓｈｍａ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和“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为关键词进行

搜索，结果分别为１０３８７篇和１２４３３篇，在对标题和

摘要进行粗略筛选后，发现相关度高的文献约只有

３０篇和４０篇。

三、我国研究生始业教育研究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根据检索获得的文献情况来看，我国关于研究

生始业教育的探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一）对研究生始业教育的研究广度不够

研究生以及研究生始业教育的特殊性，对其始

业教育研究提出了一定的要求，而目前相关的文献

并没有很好地反映研究生始业教育的现状。在研究

的广度上有所欠缺，直接的表现是数量太少，经验性

总结欠缺，没有提出建设性的建议以满足研究生群

体的需求。
研究生始业教育实施过程中也或多或少存在着

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重视程度不够、口号响亮、内

容枯燥、照搬本科模式等，这些不足还是源于缺乏对

受教育群体特殊性的分析、对实用性的考虑、对实效

性的评估，缺乏对研究生始业教育的深入研究。
始业教育是研究生综合教育过程的起始环节，

在构建研究生学习生活环境和学术氛围等内容体系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始业教育不仅要实现本科教

育与研究生教育的顺利衔接，引导研究生新生转变

学习方式和态度，适应新的环境和生活节奏，更要结

合研究生自身特点，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奠定基础。
（二）对研究生始业教育的研究深度不够

国内关于始业教育的研究，总体上呈现两个特

点，一是以本科生为研究对象，二是围绕始业教育常

规内容模块展开。有关研究生始业教育的文献当然

也没有离开 作 为 始 业 教 育 理 论 支 撑 的 内 容 模 块 的

研究。
谭芸、汤海旸结合研究生新生所具有的主要特

点，撰文分析了研究生始业教育的主要原则和教育

体系的建立，同时对相关的内容设置提出了参考性

建议。［８］赵传贤对美国 Ｖａｌｐａｒａｉｓｏ本 科 生 始 业 教 育

中的特色内容如Ｆｏｃｕｓ新生导向计划、核心计划、咨
询服务及友好家庭计划等进行了介绍。［９］

相关模块内容的分析和研究固然会为始业教育

内容设置提供理论上的服务，但由于他们仅仅停留

在或者集中于这些始业教育常规模块内容的理论分

析，没有对研究生始业教育的整体进行深入研究和

探讨，因而缺乏完整的体系。像上述部分学者所撰

写的直接相关度较高的研究对于高校始业教育开展

也许会有更大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基于实践探索的

系统梳理与总结，有利于切实推动高校间的取长共

进，促成研究生始业教育科学化、规范化、体系化。
（三）缺乏对始业教育实施效果和评估的研究

王沙骋在论述研究生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

机制运行时，提到良好的机制应该在协调和控制系

统要素的同时，还能够主动调节自身的运行和与外

部环境的关 系。［１０］除 了 作 者 所 说，学 术 道 德 和 学 术

规范教育反馈分析机制能够实时分析系统内部各机

制的运行情况和系统外部的环境变化，通过反馈形

式将机制运 行 可 能 出 现 的 不 合 理 状 态 传 达 给 实 施

者，以便做出快速反应，使机制不断完成定向性完善

过程，实现机制长效性功能，在始业教育中采取正确

有效的反馈机制同样能够起到促成始业教育有效实

施的作用。
在传播学中，所谓传播过程，“就是信息从传播

者流向接收者，实现信息共享的过程，信息的传递与

反馈即构成 了 一 个 完 整 的 传 播 过 程”。［１１］研 究 生 始

业教育作为一种传播活动，在完成整个始业教育过

程中，反馈环节，即实施效果的评估和反馈研究是很

重要的。
从已有的文献研究来看，结合国内一些高校对

于研究生始业教育活动的开展情况，实施效果评估

和反馈这一块内容几乎没有。这也反映出“研究生

始业教育效果评估”在当前研究和始业教育实施中

属薄弱环节。效果评估是对整个研究生始业教育实

施过程的阶段性总结及下阶段指导，通过科学有效

的评估方式可以改善研究生始业教育的内容板块和

实施方式，切实提升研究生始业教育的整体质量。

四、美国始业教育研究的启示与借鉴

美国高校在始业教育活动开展过程中也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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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满意度不高之类的问题，但他们正在尝试进行

积极的改进，据相关研究文献介绍，德克萨斯州立大

学在进行始业教育活动的时候，比较侧重人际关系

的融洽和归属感的营造；乔治亚南方大学在始业教

育的每个版块中都提供机会，让学生父母和学校代

表聚在一起，共同了解学生学习生涯第一年的内容

安排，回答父母关于资助、奖学金和科研项目等方面

的问题；还有一些曾经试图将新生始业教育变成学

术训练或者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高校现在也更多地

聚焦于趣味性，所有这些都表明美国一些高校的始

业教育活动在进行转型。［１２］

总体来说，美国高校始业教育活动有着明显的

特色，服务性和娱乐性兼具，在版块设置上，并不是

抛弃一些常规的告知性内容，而是赋予学生更多的

空间和自主性，包括处理人际关系和熟悉学校资源

的利用，这对于学生的自主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虽然美国的始业教育是以本科生为主的，但对

研究生教育有重要借鉴意义，笔者认为，我国针对研

究生开展的始业教育应着重抓好以下工作：
（一）构建始业教育研究的完整体系

前文已指出，国内关于始业教育，包括研究生始

业教育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有所欠缺，很多

研究缺少对始业教育的完整分析，大多数集中在部

分的论述而不是整体的系统研究。
从相关文献来看，美国关于始业教育研究跟国

内研究的一个明显差别就是，并没有太多地去针对

某一模块内容或者环节进行理论探讨和论述，更多

的是就始业教育活动的完整过程，通过高校案例或

者运用数据统计分析来进行探讨，相对于国内的概

述性和描述性特点来说，更为详实。例如《高校将短

暂行为活化处 理（ＢＡＴＤ）融 入 始 业 教 育：对 抑 郁 和

酗酒产生的影响》一文，介绍了将帮助学生应对压力

的行为激活性项目融入大学“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项目的实

践，为始业教育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经验。而在《基
础教育专业学生的职业定位和其学术成就》一文中，
作者对新英格兰地区一所小型私人女子学校进行了

问卷调查，通过对４１８个样本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
研究职业导向活动，即职业生涯规划和指导项目对

学业和学术成就的影响。
虽然关于美国高校始业教育的文献中，某些着

眼点与国内同类研究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但是从整

体上来看，其探索研究对象较为多样，涵盖了始业教

育环节实施者这一要素、不同专业类型的开展方式

研究、个案介绍等多角度，从单一研究性论文的论述

层面来说，通常是围绕主题，从概述、样本分析、结论

和建议等部分展开，在完整性上更为突出。
（二）加强学术规范专门性始业教育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学术道德是从事学术活动

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是保证研究生教育健

康发展的重要前提。国内外高校不约而同地在研究

生始业教育中强调研究生学术规范教育。
通过相关文献的查阅，可以发现国外很多大学

都专门开设了有关学术规范教育的课程，把研究人

员道德行为规范作为必修课，以培养研究生树立正

确的治学态度。一些高校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期，
会进行考试和筛选，着重考核研究生的基础与科研

能力及致力于科研的科学精神和求实态度。就美国

来说，不少大学十分注重制定与其学术地位相适应

的学术标准，并通过广泛宣传，使师生了解学校的学

术标准。例如，每个哈佛学生一入校就会收到学校发

的《如何引用参考文献》这本册子，主要是向学生介绍

写文章应遵循的规则和惯例，内容十分详细。学生在

拿到这个册子后，都被要求熟读相关内容。［１３］

我国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扩大，从某种程度

上讲，降低了入学的门槛，在随后的研究生教育过程

中，学术道德规范与建设的效度和力度也受到了影

响。学者王林在《研究生学术规范教育的调查研究》
中提到，通过对当前研究生的学术规范教育现状的

调查发现，研究生群体中存在学术不规范的行为，研
究生非常缺乏学术规范的知识，研究生的学术规范

教育还远远 不 够。［１４］这 一 论 断 未 必 精 准，但 也 从 一

定程度上反映出了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研究生阶段区别于本科阶段，更为突出的任务

是学会独立思考和自主研究，是思维方式的培养过

程，也是一 个 由 学 术 外 行 逐 渐 到 熟 悉 学 术 的 过 程。
学术规范贯穿于整个研究生阶段，因此有关学术规

范的专门性教育也理应在研究生起始阶段开展，成

为始业教育的一部分内容。反观现在国内研究生教

育过程中，学术规范建设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事后

惩罚”的亡羊补牢模式，学术失范个案屡有发生，研

究生学术规范教育如何有效纳入始业教育环节并加

以切实有效地开展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三）完善始业教育效果评估和反馈

在《Ｓｕｃｃｅｓｓ　Ｂｅｇｉｎｓ　ｉｎ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Ｆｒｅｓｈｍａｎ　Ｏｒｉ－
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ｒｓｅ（成 功 起 步 于 护 理 专 业 新 生 的 始 业

教育课程）》一文中，作者所论述的学院有专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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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服务的学校人员进行新生始业教育的预评估，
即实施情况的评估。正如文中所说，学校会通过一

份含有３个问题的问卷进行实施情况的反馈调查，
三个问题分别为“你最喜欢哪项内容？”“你最不喜欢

哪项内容？”“你有什么改进建议？”，通过这三个问题

了解学生对于始业教育活动的印象和传达效果。文

中还提到，通过调查发现，一些确实接受了不同环节

和类型始业教育服务的学生与没有参加的学生之间

是有较大差异的，当然实施的效果与学校开展活动

的情况也会存在一定的关联。［１５］

美国高校注重对始业教育实施效果与满意度的

评估和调查对国内高校开展始业教育活动具有重要

的借鉴意义。

五、结　　语

正如《成功起步于护理专业新生的始业教育课

程》的作者所说，我们教育工作者的目标是提供一个

互动的、细致入微的、学识性的环境来保证学生成为

优秀的毕业生，这种理念需要融入到教育的全过程

中。始业教育是一个系统的、紧密的组合体，是整个

研究生教育过程中的起始环节，也是特殊而不可取

代的环节，需要学校高度重视、科学设计、协同实施，
同时，还需要立足研究生群体特征和个体特点，抓好

学术规范教育等针对性教育模块，加强评估反馈以

进行动态完善，从而真正实现事半功倍的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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