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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大,研究生教育研究成果有了较为丰厚的

积累.然而,以研究生教育研究作为学术基础的研究生教育学却发展迟缓.系统梳理研究生教育的研究成

果、积极创设研究生教育学的外显环境、持续促生研究生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不断强化研究生教育学学科元

研究,是今后一个时期推进研究生教育学可持续发展的四项主要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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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研究生教育活动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生教育

学,是对研究生教育研究成果进行学科化梳理和理

论凝练的产物.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的研究

生教育规模持续扩大,研究生教育研究逐步兴起.

９０年代,在研究生教育研究成果有了一定积累的基

础上,中国学者提出了建立研究生教育学的创议.
本文以期刊文献和图书文献为线索,对研究生教育

研究、研究生教育学在中国的演进发展状况进行了

对比,提出研究生教育学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对策.

一、从文献看研究生教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

研究生教育研究伴随着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建立

而兴起.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发端于１９１８年.１９１９
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

大学前身)教育研究科先后开始招收研究生.２０世

纪５０年代初至６０年代中期,新中国的研究生教育

规模逐步有所扩大,但招生学校仅限于为数不多的

重点高等学校.１９５５年８月５日国务院第十七次

全体会议通过«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暂行条例»,１９５６

年７月高等教育部制定«１９５６年高等学校招收副博

士研究生暂行办法»,为建立新中国的研究生制度进

行了积极的探索.１９７８年,中国在经历了十年“动
乱”之后恢复了研究生招生;１９８０年,第五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

和国学位条例»,正式将研究生区分为攻读硕士学位

研究生和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两个层次;１９８１年,
国务院批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

施办法»;１９８３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高等学

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

录(试行草案)»(１９９０年改称为«授予博士、硕士学

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２１世纪初,
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规模迅速扩大,同时,研究生制

度、研究生教育体系逐步建立和渐趋完善,研究生教

育研究已经成为教育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近期,笔者在«中国知网»(www．cnki．net)的«中

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数据库中,以“研究生”作为检

索词进行“篇名”的“精确”检索,检出４６５９７篇文献

(以下简称为“研究生”教育研究期刊文献),起始年

份为１９５１年[１].检视文献篇名可知,上述文献涉及



研究生招生、教学、实习、思想教育、管理、就业等诸

多方面,都属于研究生教育研究的范畴.以“博士

生”“硕士生”“工程硕士”作为篇名主题词的期刊文

献,也属于研究生教育研究的范畴,但检出文献数量

相对较少,分别为４８９３篇、１１０４篇、１２６６篇.为此,

我们认为可以将“研究生”期刊文献作为探讨研究生

教育研究规模和发展态势的基本文献数据样本.表

１列出了１９７８年至２０１６年“研究生”教育研究期刊

文献数量的年度统计结果.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７７年的１５
篇文献和２０１７年的２０４４篇文献,没有列入表中.

表１　“研究生”教育研究期刊文献数量的年度统计(１９７８－２０１６年)

年度 １９７８ １９７９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１ １９８２ １９８３ １９８４ １９８５ １９８６ １９８７ １９８８ １９８９ １９９０

文献数量 ６ １８ ３１ ５６ ２１４ １５７ ２４２ ３８５ ３５１ ４０２ ３８４ ３０９ ２５５

年度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文献数量 ２４６ ２６９ ２９６ ３５０ ４１９ ４７６ ４７７ ５０６ ６２７ ７００ ８１８ ８２３ ９６２

年度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文献数量 １１１８ １４５５ １７０７ ２０４７ ２４１０ ２６５１ ２７９６ ２９８０ ３１０９ ３５１２ ３５９０ ３６５９ ３７０５

　　检索日期: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３日.

　　由表１可见,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来,“研究生”
教育研究期刊文献数量在微幅震荡中呈现明显的增

长趋势.依据文献数据,我们将１９７８－２０１６年的

３９年时间粗略地划分为三个时段.第一时段(１９７８
－１９８８年),是研究生教育研究的起步增长期,期刊

文献数量由个位数字起步,５年后达到年产２００多

篇,又过５年达到年产４００多篇.第二时段(１９８９－
２００３年),是研究生教育研究的调整增长期,期刊文

献年产量出现３年下降之后再次稳步爬升.第三时

段(２００４－２０１６年),是研究生教育研究的高位增长

期,期刊文献数量由１１００多篇攀升到３７００多篇,平
均每年增加２００多篇.

如果说期刊文献是学术研究成果的便捷性展

示,图书文献则是学术研究成果的延时性综合.借

助“读秀学术搜索”(www．duxiu．com),笔者在«读
秀图书数据库»中进行“书名”检索,检出以“研究生”
作为书名主题词的中文版图书９５１７部.以上图书

大部分属于研究生教学(主要是英语教学)用书,如
«研究生英语译写教程»«研究生英语口语教程»等;
其中包含１９７９年以来出版的６６７部以“研究生教

育”作为书名主题词的图书[２],«研究生教育发展战

略研究»[３]«研究生教育导论»[４]«中俄博士研究生教

育比较»[５]等都是名副其实的研究生教育研究性著

述.即使是研究生教学用书,通常也能在体例、内容

等方面体现研究生教育研究的成果.以下,我们将

这些图书简称为“研究生”教育图书,用作探讨研究

生教育研究规模和发展态势的另一类文献数据样

本.表２列出了１９８７－２０１６年“研究生”教育图书

的年度分布统计结果.由于１９７８－１９８７年只有１０
年的总和数据(８７４部),我们做了人工分年度统计,
剔除了其中不涉及研究生教育问题的硕士学位论

文、学位论文摘要汇编.２０１７年的１３０部图书未列

入表中.

表２　“研究生”教育图书数量的年度统计(１９７８－２０１６年)

年度 １９７８ １９７９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１ １９８２ １９８３ １９８４ １９８５ １９８６ １９８７ １９８８ １９８９ １９９０

图书数量 ２ ３ ５ ９ １８ ４５ ５７ ７２ ６９ ９８ ６５ ４７ ６６

年度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图书数量 ５５ ５９ ７５ １０２ １３５ １７１ １７８ ２４８ ２９１ ３１４ ３２４ ４３５ ４１６

年度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图书数量 ５５０ ４８１ ４４２ ３７３ ３７２ ３８９ ３６９ ２８５ ３８１ ３６８ ４３９ ３５２ ２３５

　　检索日期: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４日.

　　表２的数据显示,“研究生”教育图书数量３０多

年来同样在波动中呈现增长的趋势.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末至８０年代初,每年出版的“研究生”教育图书只

有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和«授予博士、
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颁布之

后,“研究生”教育图书数量有了较快增长,１９８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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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９８部;经过几年的研究力量、成果积蓄,１９９４
年出版“研究生”教育图书超过１００部;１９９８－２００４
年,“研究生”教育图书出版量由每年２００多部增加

到５００多部,每两年登上一个台阶,２００４年以５５０
部的出版量成为峰值年份.

４００００多篇“研究生”教育研究期刊文献和９０００
多部“研究生”教育图书,积淀了研究生教育研究的

主要成果,从一个视角描摹了研究生教育研究在中

国展开轨迹,为研究生教育学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

不可或缺的学术基础.

二、研究生教育学创建历程的简略回顾

研究生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和研究生教育成果

的逐步积累,创建研究生教育学已经成为必然的历

史性任务.鉴于研究生教育与学位制度相互关联、
研究生教育与学位授予工作紧密相关的实际状况,

１９９４年６月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大辞典»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列为一

个辞目:“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以学位、学位制度、学
位工作和研究生教育、研究生工作、研究生教育事业

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６].

１９９５年,秦惠民发表«试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学的研究现状»,回顾了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

成立、«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创刊１０年来中国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的发展历程[７].此文提到了

“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没有收录的一份内部刊物

«研究生教育理论与实践»及其所刊载的相关文稿.
该刊１９８９年第１期刊发陈家宽的«当前我国研究生

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一文,倡导构建具有中国特

色的研究生教育学理论体系;１９９０年第１期刊载了

张善明的«研究生教育学若干问题思考»和易大有的

«研究生教育学范畴初探»两篇使用“研究生教育学”
作为篇名主题词的文稿.这个信息告诉我们,早在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中国学者即开始思考研究生教育

学这门新学科的创建问题.
进入新世纪,研究生教育学站到了一个新的起

点上.２００１年,中国期刊上出现三篇以“研究生教

育学”作为篇名主题词的论文.华中科技大学张应

强和刘鸿的«关于建构研究生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思

考»一文,探讨了建立研究生教育学的理论和实践意

义、研究生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生教育学的学科

性质和研究生教育学学科体系建构的方法论问题,

认为研究生教育学尚处于体系草创阶段,成熟的理

论研究成果并不多见,还没有走到建构出研究生教

育学理论体系的阶段[８].大连理工大学王续琨和徐

雨森的«关于创建研究生教育学的思考»一文,论析

了创建研究生教育学的主要缘由、研究生教育学的

发展前景及其学科结构,提出了强化学科意识、建立

稳固基地、增设研究方向、扩充研究队伍等促进研究

生教育学创建进程的对策[９].华东师范大学薛天祥

的«科学方法论与＜研究生教育学＞理论体系探究»
一文,主张运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构建研究生

教育学的理论体系,尝试性地提出了研究生教育学

理论体系基本框架,论证了研究生教育学的逻辑起

点是“学习和创造知识”[１０].

也是在２００１年,李素琴、田逸平、胡宝利主编的

«研究生教育学»[１１]和薛天祥主编的«研究生教育

学»[１２]两部以“研究生教育学”命名的著作几乎同时

出版,实现了学科专著“零的突破”.两部著作为建

构研究生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做了积极尝试.归属于

“高等教育理论丛书”的后一部著作,包括１２章内

容:学习和创造知识、研究生专业、研究生教育、研究

生教育的基本规律研究、研究生教育原则、研究生教

育目的和途径、德育论、课程论、科研论、学位论、研
究生教育模式论、导师论.同年,北京理工大学出版

社还出版了«研究生教育概论»,该书虽然没有使用

“研究生教育学”之名,但却具有类似学科著述的体

系架构,其内容涉及研究生教育的结构和培养规格、
学位授予单位评审、研究生选拔、培养方案和培养计

划、研究生课程学习和教学组织、研究生德育工作、
学位论文、学位评定、学位和研究生教育评估、博士

后制度、研究生重点学科建设等诸多方面[１３].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２００２年以后,除薛天祥主

编的«研究生教育学»于２０１０年再版之外,十几年没

有新的研究生教育学著作问世.对比风生水起的研

究生教育研究,新兴学科研究生教育学为何会显得

如此冷清呢? 其中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如对于创建

研究生教育学的必要性认识不足、学科建设缺少课

堂教学的有力支撑、学术研究队伍较为单薄、学科元

研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等.面对这种状况,我们应

当清醒地辨识问题、认真地分析问题,从相关学科的

演进发展经验中获得启示,进而找到解决自身现存

问题的思路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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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生教育学的发展对策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中国学者提出“研究生教

育学”学科名称,迄今已有将近３０年时间,研究生教

育学仍然处于创生的起步阶段.为了推进研究生教

育学尽快走出蹒跚起步期,走上有序、可持续发展的

道路,今后一个时期需要采取以下几项对策.
(一)系统梳理研究生教育的研究成果

研究生教育研究的规模和深度与研究生教育学

学科发展程度之间,并不存在水涨船高的直接对应

关系.研究生教育研究成果可以为研究生教育学的

创建和发展创设学术基础,但却不能自然而然地进

入研究生教育学的学科体系.
研究生教育研究对于做好研究生教育工作具有

重要作用,但并不能代替研究生教育学本身的建设

和发展.研究生教育学源于研究生教育实践,是对

丰富的研究生教育研究成果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

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而建立起来的

“概念和理论的系统”,能够“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

地反映客观事物”[１４].研究生教育实践,需要研究

生教育研究,更需要作为研究生教育研究成果理论

概括的研究生教育学.
推动研究生教育学的发展,要有两个方面的积

极性.一是大多数研究生教育活动相关者,包括研

究生指导教师、任课教师、管理者(含辅导员)和硕士

生、博士生,要有参与研究生教育研究的积极性,经
常总结同研究生教育相关的教学、学习、管理经验和

体会;二是教育科学研究者要有从事研究生教育学

学科研究的积极性,在充分认识这门学科特有作用

的基础上增强学科意识,及时、全面地对研究生教育

研究成果进行学科化梳理,尝试着运用多种研究生

教育学学科体系建构方案,将有关研究生教育的零

散、片断认识逐步加工、提炼为系统化的理论.
(二)积极创设研究生教育学的外显环境

最近几十年来,信息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公共

关系学等学科在中国的演进历程表明,在高等学校

开设关联课程是支持新兴学科创生发展的一个重要

外显环境.由于没有这样的外显环境,新兴学科研

究生教育学一直“藏在深闺人未识”,很多人并不知

道应该有这样一门学科,从而使其失去了社会需求

的拉引作用,缺少发展动力和活力.
正如高等学校教师、工作人员需要学习高等教

育学、教育心理学一样,参与研究生培养工作的教

师、管理者以及研究生都需要学习和熟悉研究生教

育学.担负着研究生培养任务的高等学校和学术研

究机构应该积极创造各种相关条件,为教育者———
教师和管理者开办以研究生教育学为核心内容的讲

座并进行相关业务培训,为受教育者———研究生(特
别是教育学门类的研究生)设置以研究生教育学为

核心内容的课程,以此创设研究生教育学的外显

环境.
这样做,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效用.第一,提高研

究生教育学的学术认知度,通过讲座、课程使其产生

一定范围的扩散效应,为教育者、受教育者建立学科

意识打下基础.第二,提高参与研究生培养工作的

教师、管理者的岗位胜任度,引导他们将研究生教育

研究纳入研究视野,进而跻身研究生教育学研究行

列,为壮大现时的学术研究队伍提供可能.第三,提
高研究生对研究生教育学的关注度,吸引一部分教

育学门类和其他相关学科研究生以研究生教育研究

和研究生教育学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方向.这些研

究生一旦对研究生教育学产生学术兴致,便会成为

这门新兴学科研究队伍的后备人力资源.
(三)持续促生研究生教育学的分支学科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２１世纪初,中国学者在论析

研究生教育学发展走向时曾经探讨过研究生教育学

的分支学科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研究生教育学分支

学科名称.十几年时间过去了,有关分支学科的研

究成果并不多见.目前,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

版)»数据库中仅检索到一篇以“研究生教育管理

学”[１５]作为篇名主题词的期刊文献,在«读秀图书数

据库»中仅检索到以“研究生教育史”[１６]“研究生教

育管理学”[１７]作为书名主题词的图书各一部.
科学学科的发展从来都离不开学科之间的互动

作用.首先,这种互动作用表现在研究对象有亲缘

关系的上下位学科之间,即内部互动作用.上位学

科研究生教育学与下位学科硕士研究生教育学、博
士研究生教育学在研究对象上具有包容和被包容的

关系.上位学科的整体演进能够带动下位学科的发

展,为下位学科提供路径借鉴;而下位学科的分立发

展可以促进上位学科不断充实内容、完善体系.其

次,这种互动作用还表现在研究对象没有直接联系

的远缘学科之间,即内外互动作用.哲学、伦理学、
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都是研究生教育学的远缘学

科.研究生教育学引进上述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通
过内外互动作用,可以促生研究生教育哲学、研究生

教育伦理学、研究生教育法学、研究生教育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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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经济学等边缘分支学科.在这些边缘分

支学科的创生、成长过程中,它们与研究生教育学之

间又将产生互动作用,并相互促进,协同发展.
(四)不断强化研究生教育学学科元研究

研究生教育学学科元研究的任务,是探讨该学

科具有一般性、普遍性、基础性等特征的元问题,主
要涉及它的对象范围、学科定位(学科关联)、理论范

式、研究方法、知识体系、学科结构、应用领域、发展

状态、演进态势、发展环境、未来前景、课程教学、师
资队伍、学科人才等.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
数据库中,笔者以“研究生教育学”作为检索词进行

“篇名”的“精确”检索,检出１５篇文献(检索日期

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７日).除选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大

辞典»辞目的３篇以«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基础知

识»作为篇名发表的文献之外,其余１２篇均可以视

为研究生教育学的学科元研究期刊论文.２０多年

仅有１２篇学科元研究论文,数量明显偏少,内容覆

盖面偏窄,存在许多尚未涉足的空白点.
学科元研究是一门学科的自我认知、自我反省,

可以影响到这门学科的基本走向和演进速度.对研

究生教育学而言,不断强化学科元研究,准确把握这

门新兴学科的过去和现在并清醒地预测其未来走

向,无疑将有助于使其摆脱步履艰难的初创困境.
鉴于研究生教育学起步期乏力的现实状况,笔者认

为,当下的学科元研究应当将学科功能作为一个核

心论题.通过认真思考、研讨,我们要真正搞清研究

生教育学做何之用、为谁所用的问题,提高学术界、
教育界对于这门新兴学科的认知和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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