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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践基地是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的关键基础设施,它合作形式灵活,类型多样,如何对其进

行质量评价成为了时代的新课题。本文尝试从实践基地中研究生的“合法的边缘性参与”的角色内涵出发,

以其全过程学习提升经历为切入点,使用CIPP模型,综合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和 AHP层次分析法,构建了专

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的内涵式质量评价方法,并运用该方法对不同实践基地进行了评价。该评价方法从

实践基地立德树人的实践育人视角出发,关注研究生在实践基地中“从边缘到核心”的学习成长过程评价,为

高校管理者了解实践基地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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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20年7月首次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召开,新
时代新形势之下,研究生教育发展再次走上了新征

程,以立德树人为核心独立自主培养高层次人才。
2020年9月,《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

展的意见》中明确指出,我国未来将优化研究生教育

的规模和结构,在稳步扩大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的

同时,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专业学位教

育进入发展快车道,转入“内涵式”发展时期[1]。
202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点明产教融合

的专业实践环节是区别于学术学位研究生的特色培

养环节,是促进科教融合、产教融合的重要环节,是
保证培养质量、达成培养目标的关键[2-3]。

值此研究生教育变革之际,专业学位教育面临

发展新态势,目前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中,因为地

域、行业、实际情况的差异,并没有形成国家层面统

一的实践模式[4]。校企进行产学研合作培养的模式

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多样化的实践基地一方面

可以充分因地制宜,发挥各方面合作的积极性共同

培养研究生,但是另一方面,带来了培养质量控制的

挑战,高校和实践基地大多数情况下联系比较松散,
实践基地对于高校而言犹如“黑箱”,如果实践基地

中研究生不能真实深入参与实践,得不到提升,而高

校又不能及时得到反馈并予以干预,会产生培养质

量危机。简而言之,目前我国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基

地已经完成了“建起来”的历史任务,现在面临的任

务是“建得好”,这就需要做好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

基地的评价,在评价中发现问题,不断改进,实现内

涵式发展。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

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简称《方案》),对我国的教

育评价提出了新要求,传统的数论文或是数成果式

评价已经不再适合新时代的评价要求。而当前对实

践基地评价的难点是,形式多样的专业学位研究生

实践基地的内涵为何? 如何对其中的研究生培养质

量和学习成长进行评价? 本文试图从研究生在实践

基地中“边缘性参与”实现学习提升的角度进行探



讨:如何在新形势下做好对专业学位实践基地进行

教育评价的工作? 需要从哪些角度来评价实践基

地,以评促建,以提高教育管理效率?

二、专业学位实践基地的内涵和评价

要进行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的评价,首先

需要分析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的内涵和本质。
实践基地是一个多方参与的合作共同体,各方参与

目的不尽相同,但是毋庸置疑,其基本目标是培养德

才兼备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纵观类型繁多的实践

基地,是如何实现“立德树人”的人才培养的? 研究

生在其中是如何参与的? 经历了怎样的学习过程,
获得了怎样的提升? 本研究在此角度对当前实践基

地评价已有研究进行回顾,了解其基本特征和已有

的评价方法。
(一)专业学位实践基地的形式和内涵

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表现形式多样,大致

可以分为以下几类:政府主导成立的实践基地,例如

江苏省为了促进产学研建设了研究生工作站,由江

苏省教育厅、科技厅共同合作建设,促进校企合作,
实行准入准出制度,促使高校和企业联合在完成应

用型科研任务的过程中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指导委员会主导推进的实践基地,例如我国的工程

硕士教指委和农业硕士教指委都进行了全国性的实

践基地建设,工程硕士教指委从2014年开始面向全

国评选全国示范性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

地,目前已有109个实践基地;高校和行业和企业深

入合作建设的基地,例如华为和南京大学进行了全

方位的深入合作,与外国语学院合作语言实验室培

养翻译硕士,与电子学院合作培养工程硕士;高校以

学院为单位进行产学研合作建设基地,甚至会以实

验室为单位进行合作培养;此外还有研究生导师个

人和企业进行合作建设实践基地。
学者对于形式多样的实践基地的内涵进行了研

究和探讨,如文冠华[5]等认为,实践基地是高校和企

业合作实施专业实践的基础。马永红等[6]认为实践

基地是学生将所学的理论知识转化为解决问题能力

的场所。张永泽等[7]认为,实践基地是学生在真实

情境下通过实践完成学习的场所。通过对前人研究

的总结和反思,虽然实践基地的表现形式多样,但是

本质可以视为是研究生在行业完成“合法的边缘性

参与”的场所,勒夫和温纳(JeanLave& Etienne
Wenger)在1991年提出的“合法的边缘性参与”的
概念[8],是指新手学习者为了学习实践知识和默会

知识,加入实践共同体进行边缘性的活动,同时观察

熟练从业者,并在其指导下在实践中发展知识与技

能,逐渐做重要的工作而进入共同体的核心。专业

学位研究生在实践基地中,通过“合法的边缘性参

与”了解相关行业规则和职业伦理,提升思想认识和

实践能力,逐步深入核心,最终成为德才兼备的高层

次应用型人才。专业学位实践基地的内涵是多方协

同合作,供专业学位研究生完成“合法的边缘性参

与”,从而提升认识、知识和技能这一学习过程的

场所。
(二)实践基地的质量评价探索

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评价是教育评价的一

部分,我国学者对此做出了多方的研究和探索,从实

践知识的掌握、学习者角度、利益相关者等角度做出

了分析并提出了建议。如贾兴文[9]等认为专业学位

实践基地的建设的重点在于企业的参与和加入,企
业应当深入参与研究生培养环节以培养研究生的职

业能力。杨玉[10]认为,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的

评价应当以实践为导向,强调政府企业学校三方协

同。齐阿娜尔[11]等认为,实践基地的评价应当包括

对教育质量和教育管理两方面的评价,要以学科实

践成果、校企合作效益、学生全面发展作为实践基地

评价的核心。吴晓威[10]等认为校外实践基地的建

设和评价要围绕培养研究生的实践能力进行。
以上学者对于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质

量评价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但是实践基地质

量评价还是存在评价视角偏少、缺乏实证研究的现

象。首先,目前实践基地的评价不论是从知识、学习

者还是利益相关者视角,都局限关注培养研究生的

能力维度,评价角度单一;其次,指标形成和评价过

程大多数是从文件或者学理和理论的角度出发,未
见从专业学位实践全过程和反馈角度考虑的;最后,
所构建的评价体系有指导性价值,但是缺乏可操作

性。本研究拟根据《方案》的精神,从专业学位研究

生实践基地内涵的角度,立足研究生在基地中的学

习提升过程,构建指标,对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

进行便于操作的评价。
(三)内涵式质量评价的模型选择和适切性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虽然

表现形式多样,但是其本质内涵是研究生实现“合法

的边缘性参与”的实践共同体,其共同的特征是研究

生在其中的实践参与和成长,从学习者中心的角度

出发,对其进行评价的观测点有:1、实践基地实现了

以培养研究生为中心,以立德树人为目标实现多方

协同合作,2、研究生在基地实践过程中真实工作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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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程度和投入,3、研究生在基地中所学习到的实践

知识和默会知识如何,4、研究生在基地中在思想上

和能力上完成了怎样的学习和成长。
通过分析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的内涵,可

见若要对其进行评价,需要通盘考虑其建设背景、合
作情况、培养过程、培养成效,这符合CIPP评价模

型的特征,可以使用该模型对其进行评价,该模型由

美国教育学评价专家斯塔弗尔比姆最早提出,在20
世纪60年代后期得以发展。该模型包含四个组成

部分,分别是背景评价、投入评价、过程评价、成果评

价,这是一个经典的模型,其特点在于过程评估,监
控可能的影响研究生培养的因素,给实践基地的培

养决策提供信息,并及时予以调整。在成果评价中,
要对研究生在参与实践时的体验和参与实践之后的

结果进行评价,这对于衡量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实践

基地中逐步深入参与所获得的学习提升,以及实践

基地的建设过程,有较好的适用性。

三、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

在选取了评价模型后,还需要进一步构建内涵

式质量评价指标的具体项目。这是一项探索性的研

究,本研究选取了质性方法,使用Nvivo12工具对访

谈结果进行了分析和编码,基于编码结果进行指标

编制,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内涵式质量评价的指标。
随后在此基础上,再使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指

标的权重(见表1)。
(一)研究方法的选择和应用

本研究基于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的内

涵———专业学位研究生 “边缘性参与”的实践共同

体,其中专业学位研究生由边缘性参与而逐步深入

的学习和成长过程,对实践基地进行内涵式质量评

价。在前人对于实践基地评价探索的基础上,本研

究在经典的评价模型的基础上实施一项新的探索性

研究,考虑到质性研究方法适用于探索性研究,它强

调研究者进入真实的教育情境里亲身体验研究对象

的教育感受,再通过对原始资料剖析和阐释,再建构

形成理论,从而实现对教育现象的深层次理解。本

研究采用了质性研究探索—资料分析编码—形成指

标—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的综合研究方法,构建实

践基地内涵式质量评价。
在分析指标权重这个问题上,本研究采用了层

次分析法(AHP),该研究方法将问题依据达到的目

标分为不同的成分,根据其中的内在逻辑将其分为

不同的层次,形成分析模型,并将问题归结为最低层

次相对于最高层次的相对重要性进行排序,通过邀

请专家对指标的重要性排序,根据其排序数据进行

计算,得出各项指标的权重。
(二)内涵式质量评价指标构建过程

本研究根据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内涵,以

CIPP评价模型为基础,结合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

地“边缘性参与”的实践共同体特征,把实践基地内

涵式质量评价指标分为四个方面:(1)背景评价:研
究生在基地中实践参与的外部环境如何,指标为基

地环境。(2)投入评价:研究生在基地中通过合法性

参与实现了成长,指标为人才培养。(3)过程评价:
实践基地如何保障研究生实现逐步深入的合法性参

与,指标是管理制度。(4)成果评价:研究生参与实

践的结果和成效,产学研转化能力和服务社会的价

值如何,指标是基地成果。
本研究依据评价模型,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探索,

进行深度访谈,利用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和选择

式编码的数据处理方式,希望达成四项探索性目标:
一是探索实践基地中的各方是如何以培养研究生为

中心进行协同合作和评价结构维度;二是探索实践

基地中的教学者和学习者通过渐进的边缘性参与转

化为核心参与的过程和深层结构维度;三是探索实

践基地对研究生实践学习的保障措施和结构维度;
四是探索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实践基地中的学习收获

和评价维度。
本研究中,抽样办法使用的是基于目的抽样和

方便抽样相结合的抽样策略,选取了C9高校的研

究生管理者、教师、研究生进行访谈,涉及文、工、管
理、医等有代表性的专业学位研究生类别,共计36
人,综合考虑研究目的、研究问题以及研究对象特

征,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方式进行,在正式访谈之前进

行了预访谈,以确定其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度。
本研究采用程序性扎根理论编码范式对访谈资

料进行三级编码:1.开放式编码:概括提取可以反映

研究生在基地中边缘性参与和实践提升的字词和概

念;2.主轴式编码: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结合研

究中的概念和文献中的概念,丰富资料,达到理论饱

和;3.选择性编码:在达到理论饱和后,从上一级编

码中提取“核心类属”,初步构造内涵式质量评价指

标。随后利用研究预留的文本进行理论饱和验证和

编码的一致性检验,达到了理论饱和,编码一致性介

于62.1%~83.2%,达到标准,编码结束后,75%以

上的回访者表示结果与感受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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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指标权重采用的是层次分析法(AHP),根
据已经建构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评价指标,根
据AHP理论,将指标分为目标层、中间层、方案层

三个层次,据此制作问卷,邀请专家调查其意见,对
同一层次的各个要素与上一层的某一要素的重要性

进行两两比较。回收问卷后,根据专家的评分结果,
使用AHP迈实软件建构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

评价体系的判断矩阵,使用层次分析法进行分析,根
据PSO算法自动调整一致性,对指标体系的权重进

行赋值,最后根据以上算法得出的专家群决策的各

权重结论值,计算其算数平均值,即为各专家的加权

平均值,也就是最终的指标权重。

四、专业学位实践基地内涵式质量

评价指标构建结果和分析

通过上述构建过程,得出了基于CIPP模型的

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的内涵式质量评价具体

指标。
(一)内涵式质量评价的具体指标构建结果

本研究所构建的指标包含4个一级指标,14个

二级指标,31个三级指标。依据AHP层次分析法

依据算数平均法算求群结论算出指标体系权重,指
标体系及权重如表1所示。

表1 专业学位实践基地内涵式质量评价的指标及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权重

基地环境

(0.2785)

建设目标

(0.0552)

社会需求

(0.0567)

基础设施

(0.0485)
资金投入

(0.0422)
导师指导

(0.0759)

产学研合作立德树人培养人才的基本定位 0.0284
培养德才兼备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目标 0.0268

基地承载的产学研合作项目数量 0.0187
其中应用型研究的项目占总数量的比例 0.0229

基地在技术市场上成交合同数量 0.0151
基地的占地面积、基础设施、仪器设备等 0.0335

基地给研究生提供的宿舍、生活补贴、保险等 0.015
基地所能获得的企业、行业、政府的投入经费 0.0232
基地所能获得的学校、导师等来自学校的经费 0.019

基地所聘任的实践导师人数 0.0391
校内外导师合作的项目数量和沟通频率 0.0368

人才培养

(0.3852)

培养目标

(0.1144)
培养情况

(0.1027)
课程安排

(0.0727)
实践考核

(0.0954)

培养研究生的立德树人、实践报国目标 0.0618
培养研究生的专业实践能力目标 0.0526

基地每年培养的研究生人数 0.0405
研究生在投入实践进行学习和工作的有效时间 0.0622

基地开设帮助研究生投入实践的课程 0.0454
基地开设实践课程的数量 0.0273

研究生参与实践项目数量、参与频率、贡献度 0.0582
基地对研究生实践的过程和投入进行考核 0.0372

管理制度

(0.1474)

规章制度

(0.0462)
组织机构

(0.046)
管理运行

(0.0552)

基地对研究生的实践有完善管理制度 0.0222
基地对于管理制度进行执行纪录 0.024

基地设置了服务研究生和校内外导师的专职管理机构 0.0259
基地设置了专职服务研究生的管理人员 0.0201
基地对于研究生的参与和投入进行评价 0.0297

基地对于研究生培养工作运行过程进行修正和优化 0.0255

基地成果

(0.1889)

实践成果

(0.0948)

培养绩效

(0.0941)

源于基地实践的研究论文及数量 0.0254
基地产生的实践案例及数量 0.0273

基地获得的奖项及数量 0.0192
基地获得的专利的数量 0.0229

研究生在逐步深入参与实践过程中职业胜任力的提高 0.0619
研究生逐步深入参与实践过程中的满意度 0.0322

  (二)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内涵式质量评价

的指标分析

本研究中所构建的指标权重均通过了一致性检

验,说明研究结果客观准确,具有进一步分析和讨论

的价值。
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内涵式质量评价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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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指标权重从高到低依次为:人才培养(0.3852)、基
地环境(0.2785)、基地成果(0.1889)、管理制度

(0.1474)。这一结果和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的

基本定位是相适应的,《方案》要求高等教育评价要

回归人才培养的初心。实践基地作为高校培养的延

伸到社会的松散交叉机构,其最重要的和最根本的

任务是人才培养。在内涵式质量评价的指标中,人
才培养这个指标权重最高(0.3852),这完全符合《方
案》中“强化人才培养中心地位”的要求。其次重要

的指标“基地环境”中,社会需求和导师指导的权重

高,这说明了专业学位人才培养的实践环节中,需要

满足真实的社会需求,需要校内外导师充分的投入

与合作。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三级指标中,最重要

的是研究生在投入实践进行学习和工作的有效时间

(0.0622)、培养研究生的立德树人、实践报国目标

(0.0618),这两个指标的权重明显高于其他,目前已

有的实践基地的评价探索中,常常偏重于基地的基

础设施或是实践成果而忽略了育人的指标,又或者

在人才培养中单纯关注专业能力而忽视了德育培

养。本研究所得出的内涵式质量评价则强调在对实

践基地做评价的时候需要注意研究生立德树人、实
践报国的思想方面的观察和评价。

五、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内涵式

质量评价的运用和阐释

所构建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内涵式质量评

价的指标以新时代教育观为价值指导,充分考虑到

专业学位实践基地的内涵和特征,为高校管理者了

解实践基地提供参考。
(一)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内涵式质量评价

的运用

为了验证内涵式质量评价的指标对于专业学位

研究生实践基地的适用性,本研究运用内涵式质量

评价指标对不同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进行了实

证评价分析。评价的 A基地为高校在异地运行了

12年的直属机构,有独立运行的实践场地,服务高

科技企业十余家,国家级和省部级工程中心,有多个

研发平台,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共同合作,研究生在

其中承担科研和实践任务,有相当比例的研究生留

下工作。B基地是为高校和政府合作的异地运行的

研究生实践基地,服务企业300余家,完成项目600
多个。承担了国家级课题5项,省级课题32项,申
请专利69项,授权28项。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中国专利优秀奖及江苏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利用调查得到的数据和指标层的综合权重,对

其进行评价。通过定量评价的数据分析,发现A基

地总评为(4.42/5),其基地环境(1.25/1.4),人才培

养(1.7/1.9),管理制度(0.64/0.75),基地成果

(0.83/0.95);B 基地总评为(4.7/5),基 地 环 境

(1.39/1.4),人 才 培 养 (1.8/1.9),管 理 制 度

(0.66/0.75),基地成果(0.85/0.95)。通过评价可

以观测到基地的培养过程情况,此外,为了更好地了

解实践基地的内涵,在定量评价的基础上对上述实

践基地进行了调查和定性评价,对定量评价进行验

证。定性评价中发现,A基地的规模、研究生容纳

人数、项目数量相对B基地来说较低,但是 A基地

实现了服务本土、深度融合,所合作的项目主要是基

地所在地的项目,服务的企业量不多,但是合作关系

长久而深入,关注立足当地进行科技合作,将人才培

养和当地的实践需求相结合,探索出了一条深度融

合协调发展的道路,有很多服务当地的研究成果,并
通过这样的融合实践过程培养研究生的实践报国的

思想认识。而B基地则规模较大,面向全国发展,
所服务的企业覆盖更广泛,依托强大的科技实力进

行产学研转化,在行业发展中做出了深远的贡献,此
外,B基地在人才培养中非常有特色,极为重视研究

生的德育,在培养中充分发掘了党组织的作用,成立

了临时党支部,定期开展组织活动,加强思想教育和

工程伦理建设,这对研究生的思想成长起到了很好

的作用。以上的定性评价一方面验证了定量评价的

情况,另一方面挖掘了定量评价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和基地的内涵,A基地的内涵是“小而美”的地方深

度融合性,B基地的内涵是“大而强”的行业引领性。
内涵式质量评价的实证运用结果反映了实践基地的

情况,有助于管理者瞄准关键点加强对实践基地的

建设。
(二)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内涵式质量评价

的阐释和展望

国家最新发布的十四五规划中指出,我国教育

事业培养目标是: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新征程中,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学生的爱

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这些素

质的培养,需要研究生在实践基地中从边缘到核心

的参与、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学习,也是内涵式质量评

价所关注的基础和关键。此外,十四五规划中指出,
在未来的教育发展中,要优化教育结构、学科专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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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人才培养结构,使之同我国新的发展格局相适

应。专业学位实践基地直接面临着真切的中国实际

问题,作为连接了高校、企业、研究生的共同体,有优

越的条件,联合多方力量寻求解决之道,服务国家战

略。本评价中基地环境指标序列中权重最高的社会

需求和导师指导指标正反映了这一国家要求。实践

基地定位服务社会需求导向,根据社会需求进行评

价,根据评价结果进行及时的调整,实现实践基地的

健康可持续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建设。
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依托分散于各地的行

业主体,其管理文化、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等与高校

存在差异,内涵式质量评价的指标一定程度上体现

了各参与方对于实践基地的共同要求,增进了高校

对于实践基地的了解,破除实践基地“黑箱”,反映了

基地在培育研究生实践成长方面的特征。同时需要

注意的是,建设科学合理的成熟评价,需要通过反馈

不断地改进,有专家认为大概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

才能比较完善。在进行本研究的内涵式质量评价之

时,需要根据实践基地的基本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因
为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十分迅速,需要适应

不断创新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同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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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ConnotativeQualityEvaluationofthePracticeBase
forProfessionalDegreePostgraduates

YANGQiana,b,SHIYu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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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racticebasesareakeycomponentoftheinfrastructureforcultivatingpracticalabilityofprofessionaldegree

postgraduates.Theformsofcooperationinthepracticebasesareflexibleandthetypesarediverse.Howtoevaluatethequality
isnowanewsubjectoftheera.Theauthorsofthispaperattempttosetupaconnotativequalityevaluationmethodforpractice
basesdedicatedtopostgraduatesinthepursuitofprofessionaldegreesfromtheperspectiveoftheroleconnotationofthe
legitimateperipheralparticipationofpostgraduatesinpracticebases,takingtheirwhole-processexperienceinlearningand
advancingastheentrypoint,byusingCIPPmodelandapplyingqualitativeresearchmethodandAHPanalytichierarchy
process.Theauthorsalsoapplytheevaluationmethodtopracticallyevaluatedifferentpracticebases.Fromtheperspectiveof
cultivatingstudentsbyvirtueinthepracticebases,thisevaluationfocusesonthelearningandgrowthprocessevaluationofthe

postgraduatesinthepracticebases"fromthefringetothecore",andprovidesreferenceforuniversitymanagerstobetter
understandthepracticebases.
Keywords:professionalpostgraduatestudent;practicebase;qualityevaluation;CIPPmodel

·08· 杨 茜,等: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内涵式质量评价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