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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专业博士学位是知识经济背景下全球博士生教育改革的产物,对于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支撑和

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英、澳等国专业学位博生教育在反思性实践认识论的

指导下逐渐摆脱了“合法性危机”,并实现高质量发展。通过列举反思性实践认识论影响国外专业博士学位

发展的典型案例和回顾反思性实践认识论的产生背景与基本内涵,发现由于相同的专业教育语境、相似的专

业教育背景和较强的理论解释力,反思性实践认识论具有指导本土专业学位博士生教育发展的适切性。提

出从培养反映的实践者、开设反思性实践课、推进基于工作的学习、开展项目式研究等方面入手凸显专业博

士学位的实践性特色,提升专业学位博士生的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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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专业博士学位在美国、英
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多国快速扩散,成为世界研

究生教育领域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现象[1]。这一时

期世界范围内专业博士学位的规模扩张和模式变迁

相辅相成。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看重专业博士

学位对知识经济的重要价值和贡献,纷纷引入专业

博士学位。专业博士学位规模不断扩大,学位种类

逐步扩展,涵盖的领域增多,学科内部专业学位博士

项目分类渐趋细化[2]。另一方面,以美、英、澳等国

为代表,其专业博士学位在代际嬗变中经历了“实践

转向”[3],更加凸显了“专注于将研究以反思的方式

嵌入到专业实践中”的本质特征[4],由此逐渐摆脱了

合法性危机,走出了人才培养质量的洼地,实现了高

质量发展。因此有学者指出,专业博士学位在20世

纪90年代正式兴起且变得更加成熟[5]。
发展专业学位博士生教育,对于服务国家重大

发展战略、支撑和引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
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先发国家相比,我国专业

学位博士生教育起步晚,发展相对缓慢[6],当前招生

数占博士研究生招生总规模不足一成,与最高层次

的应用型人才需求存在明显差距[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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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大幅增加专业博士招生

数量[8]。202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

《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和《研究生教

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将专业学位提升至与学

术学位并重的位置[9],未来在规模和种类上的扩大



是发展的必然。于此同时,由于对学术学位及国外

专业学位博士生培养在制度、模式和标准上的依赖,
专业学位博士培养目标和结果不完全统一[10],长期

存在着 “同质化”“矮化”“窄化”三大阻碍质量提升

的“绊脚石”[11],特色不明显、质量不高也成为学界

长期讨论的议题。当下,面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

高层次应用型专业人才的巨大需求,我国的专业学

位博士生教育无论是规模、质量和品质都有巨大的

提升空间,未来必须走高质量发展道路。
国外专业博士学位的实践转向离不开反思性实

践认识论的影响,而现有研究大都围绕国外专业博

士学位的发展历程、动力因素、具体经验等方面展

开,甚少深入分析其背后的理论支撑和发展理念。
如此容易导致实践中亦步亦趋,难以掌握专业学位

博士生教育的发展精髓。因此本研究重点关注反思

性实践认识论对当代专业博士学位研究生教育的价

值,力求从现实案例和理论本身汲取经验,为我国专

业学位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二、反思性实践认识论的现实案例

作为知识经济背景下全球博士生教育改革的产

物,专业博士与传统哲学博士或学术型博士有着不

一样的目标定位。众多学者从理论上对专业博士学

位和哲学博士学位之间的区别做了阐释,具代表性

的如Bourner等提出哲学博士学位旨在培养“专业

研究人员”,专业博士学位寻求培养“研究型专业人

员”[12]。Fink引入吉本斯的知识生产模式理论,认
为哲学博士的培养与知识生产模式1相适应,而专

业博士教育的兴起与知识生产模式2密切相关[13]。
然而大量研究结果显示,早期专业博士学位和哲学

博士学位的区别更多停留在理论层面,实践中两种

学位几乎无法区分。美国在教育、公共卫生、心理学

领域开设的专业博士学位在设立之初充满了学术气

息,与哲学博士之间界限模糊[14]。而澳大利亚的专

业博士学位也由于未能兑现最初的承诺和预期,一
度面临“死亡话语”[15]。反思性实践是由美国当代

著名教育家、哲学家唐纳德·舍恩(DonaldSchon,

1930—1997)提出的一种对研究与实践之间的关系

重新进行审视与评估的新的认识论。下述三个案例

集中展现了反思性实践对于破解专业博士学位的质

量危机发挥的重要指引作用。

(一)卡内基教育博士改革行动

1920年,哈佛大学首创教育博士学位 (Ed.D.)
时,其培养目标定位为教育实践工作者,以实践性为

鲜明特点,发展学生的教育专业能力。然而在长期

的实践过程中,教育博士项目对哲学博士有着极强

的路径依赖,二者在目标定位、培养模式和评价方式

等方面严重趋同。这种理论设想和实践效果之间的

背离使得教育博士被贴上了“注水博士”“二流博士”
“哲学博士的赝品”等标签而面临合法性危机[16]。
为了使教育博士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实践性特色鲜明

的专业博士学位,美国于2007年发起了“重塑教育

博士 卡 内 基 行 动”(theCarnegieProjectonthe
EducationDoctorate,CPED),又称“卡内基教育博

士计划”。CPED以培养“学术实践者”为目标,强调

实践在教育博士学位项目中的核心地位,重视基于

实践的问题研究和为了实践的培养理念[17],注重学

生在获得专业理论知识的同时,更应获得立足于实

践之基解决教育问题的能力。以此确立的五项改革

议题分别是:培养应用研究型人才、构建特色化“实
践型”教学模式、注重“实践型”理论探究、创建“实践

型”实验室、探索“实践型”毕业论文[18]。尤其是在

学术研究和学位论文的要求方面,CPED将学术研

究的起点从理论空白转向实践难题,强调教育博士

的学位论文是对一个实践问题的全面深入和反思性

的研究,使学生养成行动研究的习惯[19]。
(二)专业博士学位的代际嬗变

英国和澳大利亚的专业博士学位项目在20世

纪90年代快速发展。由于植根于与哲学博士类似

的学术传统,英、澳两国的专业博士学位也饱受特色

不明显、与哲学博士区别不大的争议和诟病。一项

对澳大利亚全国专业博士学位研究调查的项目显

示,在研究选题的类型、研究方法等实质性问题上,
哲学博士与专业博士之间并无差异。且没有一个专

业学位项目中可以找到学生工作场所、雇主或其他

职业关系对其研究选题有所贡献的证据,专业博士

明显 缺 乏 与 行 业 或 职 业 的 深 入 联 系[20]。学 者

Maxwell等认为大多数早期专业博士只是与哲学博

士结构性不同而已,仍囿于狭隘的学科中心,学术仍

然是主导。他们将第一代专业博士学位的实质概括

为“哲学博士+课程”模式。从舍恩的观点来看,它
们基于一种顺序哲学,研究以单向关系应用于实践。

世纪之交,英、澳两国出现了以“混合课程+专

业实践”模式为特征的第二代专业博士学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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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课程由 AlisonLee等学者提出,代表一种“三
位一体”的模式。如图1所示,专业博士学位学习者

的活动场正是其所在的专业领域、工作场所和大学

的交叉点(P/W/U),在这里工作场所的现实情况、
专业知识的提高以及大学的严谨性正在以新的关系

结合在一起[21]。第二代专业博士学位更加符合从

业者在实践中创建和使用知识,也更大程度地反映

了舍恩的建构主义知识观———研究和实践以循环或

螺旋关系共存:实践产生新知识,而新知识又会影响

实践的变化。

图1 专业博士混合课程

(LEE,A.,GREEN,B.&BRENNAN,M.2000)

(三)以工作为基础的博士学位

世纪之交,英国和澳大利亚进一步发展出一种

通用的DProf学位(DoctorofProfessionalStudies
orProfessionalPractice)。这些项目不局限于特定

专业或学科,而是采用跨学科、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研

究和发展计划,成为高级从业者专业发展和解决复

杂工作问题的工具,因此可以统称为以工作为基础

的博士学位(Work-baseddoctorates),被认为是第

三代专业博士学位的代表[22]。以工作为基础的博

士学位表明专业博士学位的发展越来越强调通过研

究课题与实践联系的重要性,强调实践在新知识生

产和实践发展中的中心地位,预示着 “高等教育课

程中基于工作的学习时代的到来”[23]。
支撑基于工作的学习的理论是一系列发展的哲

学,具体的影响来自反思实践、行动学习和行动研究

等[24]。对当前实践的反思,根据博士水平标准对以

往经验的评估以及在工作中采用反思性方法,是
DProf的关键方面[20]。首先,以工作为基础的博士

学位其重点可以描述为“实践即研究”,意味着博士

工作的原始贡献是通过实践本身产生的,而不是通

过一项必然被分离为“研究”的活动产生的。其次,
专业博士学位更加强调从业者通过反思、观察和实

践实验,在工作环境中构建和重新解释知识的作

用[25],它通常关注的是如何解决工作场所的“邪恶

问题”,或者通过跨学科实践的整合,产生实践智慧

和新见解,这些智慧和见解通常与现实生活实践的

“沼泽洼地”而非技术领域的“硬高地”相关[26]。

三、反思性实践认识论的理论回观

(一)产生背景

20世纪80年代,长久以来高度依赖专业的美

国社会陷入了专业知识和专业教育的双重信心危机

之中[27]7。舍恩将危机的根源归因于在美国社会和

大学占支配地位的技术理性认识论。技术理性认

为,一个专业的系统化知识基础需要具备专精化、界
限明确、科学化与标准化四个基本属性,其中标准化

尤为重要。基础科学由于其学术性或严谨性最高,
其产生的知识地位越高,建立在基础科学的基础之

上的应用科学次之,专门技能沦为末流。如图2所

示,以专业知识等级化为起点,产生了专业教育和专

业知识信心危机的链式反应[27]24-26。

图2 技术理性认识论主导下专业知识

与专业教育信心危机的产生

首先,专业知识等级化导致知识生产者和学院

的地位等级化:科学知识越基础、越普遍,生产这些

知识的人们在学术上的地位就越高;研究者的角色

不仅区别于实践者,且通常比实践者更加优越;普通

学院和专业学院各有分工、地位高低不同。进而,研
究和专业课程的秩序化。在专业知识的应用方面,
基础科学的应用产生了应用科学,应用科学则产生

了诊断和解决问题的技术,又转而应用于服务的实

际活动。专业学院规范课程的排序也与之对应,运
用理论和技术的技巧以解决具体问题则被置于学生

学习过相关的科学之后。最终,研究与实践、研究者

与实践者、专业教育与专业实践的分裂化。研究以

一种体制化的方式从实践中分离出来,并通过研究

者与实践者之间的“交换关系”与真实的专业实践相

联系。研究者进行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研究,并由

其中衍生出诊断与解决实践问题的基础,实践者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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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问题给研究者做研究,并检验其研究结果的效

用。专业学院则不断通过“学术漂移”将学术向基

础科学靠拢以争取占据更高地位,而专业学院与基

础科学越靠拢,专业学院就与专业实践越分离。最

终,专业实践因为同时失去了专业教育与研究的支

持,而变得无效;专业教育则由于与专业实践的分

离,也变得没有意义[28]。
(二)基本内涵

技术理性认为,严谨的专业实践者通过运用系

统的、倾向于科学的知识中的理论与技术,解决结构

良好(well-formed)的工具性问题[27]4。然而自20
世纪60年代以来,实践情境不断变化的特质———复

杂性、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独特性和价值冲突性正

逐渐成为专业实践界的核心[27]15。舍恩批判技术理

性习惯于关注处于干爽高地的、结构良好的问题,认
为在真实世界里呈现在人们面前只不过是杂乱而模

糊的情境,这些模糊区域恰恰是专业实践的核心。
在对建筑师、心理治疗师、工程师、规划者和管

理者等实践工作者的实际作为进行长期追踪与观察

后,舍恩运用“行动理论”确立“实践中的知识”的立

场,并提出了“行动中反映”的核心概念,由此作为实

践者的实践行动乃实践知识的发生处的立论依据。
他秉持建构主义的探究立场,认为“实践者对于探究

的立场就是他对于真实世界恶的态度”,颠覆了技术

理性的“研究—知识—实践”的顺序逻辑,把技术实

践本身具有的能力和技艺作为专业知识的出发点,
形成“研究—知识—实践”之间循环逻辑的论证(详
见表1)。

表1 反思性实践认识论和技术理性认识论的比较

分析维度 技术理性认识论 反思性实践认识论

专业情境
干爽的高地,易控制的问题通过应用基于研究的理论

和技能而得到解决。
沼泽低 地,棘 手 而 混 乱 的 问 题 无 法 通 过 技 术 手 段

解决。

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是一个问题解决的过程,问题选择与决定是

专业工作者在有用的工具中选择一个最能有效实现

目标的手段的过程。

为了转变问题发生的不确定性情境,实践者必须将令

人无法处理及不易理解的不确定情境掌握与描述成

一个能被理解的情境。

专业知识

一个专业的系统化知识基础需要具备专精化、界限明

确、科学化与标准化四个基本属性,其中标准化尤为

重要。赋予系统的、倾向于科学的知识以特权地位。

实践性知识。认为执业的内在核心是技能。技能是

对智慧的应用,但它本身也是某种知识,具有自身的

严谨性,在它自身的范畴内一样有大量东西可学。

专业能力
将专业能力视为特权知识在工具性实践问题中的实

施和应用。

被理解为“行动中反映”的专业技艺在专业能力的描

述中处于枢纽地位。这种行动中反映的模式,称为

“与情境的反映性对话”[25]108。

探究的

立场

客观主义:存在一种亳不牵涉实践者的价值观和观点

的可观可知的世界。为了获得专门知识,实践者必须

让自己和探究目标之间有着清晰的界限。为了能运

用技术控制它,实践者必须观察它并和它保持距离。

实践者探究的立场就是旁观者、操纵者的立场。

建构主义:当某个情境被实践工作者认为是独特且不

确定时,他就会像个中介实验者一样与情境进行反应

性对话。通过与情境的互动实践者塑造它,并使自己

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因此,他所赋予情境的意义就必

须包含他自己对于情境的贡献。在行动中反映这一

观点的基础是实践者对待现实世界的建构主义观点,

实践者是他自己实践情景的建构者[25]133。

研究与实

践的关系

交换关系:研究和实践之间存在一种交换关系———实

践工作者向研究者提出向题,而研究者则给实践工作

者提供新理论与技术。

实践即探究:视实践者为在不确定、不稳定、独特和冲

突的情境中的反映研究者,研究就是实践者所从事的

活动,它被实践情境的特征所激发,在现场中进行,而
且及时行动。当架构或理论验证的实践者的实验转

化了实践的情境,它不会有研究与实践“交换”的问

题,也不会有“执行”研究结果的问题。此时,研究与

实践的交换是及时的,而行动中的反映就是交流自身

的执行[25]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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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思性实践认识论的本土适用

反思性实践认识论作为一种域外思想理论,自
传入以来对我国的教师教育、教师专业发展以及课

程教学等领域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却鲜有

研究从专业教育的角度对其进行梳理和借鉴。在研

究的适切性方面,舍恩的反思性实践认识论与专业

学位博士生教育的契合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一)相同的专业教育语境

反思性实践认识论是舍恩在对建筑师、心理治

疗师、工 程 师、规 划 者 和 管 理 者 等 实 践 工 作 者

(practitioner)进行长期追踪与观察后提出的。他所

关注的专业,并非大学里设置的学科专业类别,也非

普通的职业,而是专门化的职业(profession),属于

“有学问的职业”。而作为最早发展专业博士学位的

国家,职业专业化运动一直是美国专业博士学位的

主要推动力量[29]。如果一个学位所对应的职业领

域专业化程度不高或还没有达到专业化的水平,那
么该专业学位的专业性也是要打折扣、面临危机

的[30]。专业博士学位大多数都是为了给专业中经

验丰富的资深从业者提供基于研究的职业发展,经
常表现为反思性实践[31],其重点是专业实践和实践

知识的生成[32]。在我国当前的专业学位教育体系

中,专业博士学位位于最顶层,具有明确的专门职业

导向性。因此不难理解,舍恩所指涉的专业教育与

本土语境中的专业学位教育是相对一致的[33]。
(二)相似的专业教育背景

对技术理性不良后果的批驳为审视我国当下专

业学位博士生教育发展问题提供了一种思路。我国

高校同样长期受技术理性认识论的支配,这种单一

的价值取向不仅没能在认识层面给予专业博士学位

以重视,而且在实践过程中还形成了以大学为主体、
以学科为中心、以科研为核心的学术型博士培养体

系,造成专业学位博士生培养条件与能力的桎梏。
从培养条件来看,长期以来占比较大的学术学位博

士生培养模式使得培养单位在课程、师资等方面都

围绕学术型学位的发展需求进行布局,对专业学位

博士生的培养具有强大的惯性和现实的能力短板。
尽管近些年来专业博士学位发展加速,但是在三十

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也陷入了与先发国家相似的“培
养目标与培养结果不一致”的困局之中,存在着认知

惯性之忧、培养趋同之忧、教育质量之忧和学历通道

之忧[34]。以上问题均可以看作是最高层次的专业

教育低效的表现。同时,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对于高层次应用型专业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不同

专业领域实践问题的复杂性和困难性也在与日俱

增,更加凸显了专业教育与专业实践之间不匹配的

矛盾。
(三)较强的理论解释能力

作为一种博士级别的学位,发展知识是专业博

士学位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是专业博士并非将研究

本身视为目的,而是将研究服务于专业实践和专业

从业者的发展。因此在专业学位博士生的培养过程

中,处理好科学研究、专业实践和专业知识三者之间

的平衡是关键。反思性实践认识论正是一种对研究

与实践之间关系重新进行审视与评估的新的实践认

识论,是对专业中知识、实践和研究之间复杂、整体

关系的论述。在价值层面,反思性实践认识论基于

行动理论所确立的 “实践中的知识”立场颠覆了旧

的认识论基础,有利于我们重视专业博士学位在知

识经济背景下的重要价值,强化其与学术博士学位

类型不同但地位相同的认知,破除专业博士学位低

学术型博士一等价值的危机。在方法层面,师生一

方面可以沿着舍恩提出的反映层级———“设计、设计

的叙事、关于设计叙事的反思、对叙事反思的反思”
开展对话[29]105-106,以提升专业课教学的反思实践

性;另一方面,如表2所示,舍恩总结出四种具体形

态的 供 学 习 者 在 实 践 场 外 进 行 的 “反 映 性 研

究”[27]243-254,可以提高实践者行动中反映的能力,帮
助学习者调适自身作为研究者和从业者的角色冲突。

表2 “反映性研究”的四种类型

框架分析

探究实践者怎么框定他们所面对的问

题以及他们所扮演的角色,这样的研究

可帮助实践者对潜藏的理论框架更能

有所觉察也更能加以批判。

资 料 库 建 立

研究

对于印象、分类系统、个案、先例及惯例

的描述和分析,可帮助建立资料库,方
便实践者在独特情境中检索运用。

探 究 的 基 本 方

法 和 通 盘 理 论

的研究

寻求探究的方法以及解释现象的通盘

理论,实践者可以由此发展出符合现场

情境的变形。

对 行 动 中 反 映

历程的研究

实践者可以由对行动中反映的过程本

身进行探究而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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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启示与建议

反思性实践认识论蕴含着“做中学”“基于工作

的学习”“实践即研究”的理念,要求专业学位博士生

的工作、研究和学习场域深度融合,在真实情境中进

行研究与学习,提高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可以从

以下几方面着手,凸显专业博士学位的实践性,实现

我国专业学位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
(一)培养反映的实践者

发达国家专业博士学位改革的经验表明,目标

定位不清晰、培养特色不明显、质量标准模糊的链式

反应阻滞了专业博士学位高质量发展。对人才培养

出口目标不清、定位不准、把关不严是专业博士学位

学术化问题的根源[35]。因此对专业博士学位的目

标进行精准定位是首要任务。专业博士学位旨在培

养“研究型专业人员”,即具有行动研究和实践反思

能力的专家型专业工作者[36]。专业博士学位获得

者一方面需要具有应用研究的能力,其研究成果具

有专业独创性,能够为专业领域的具体实践做出重

大贡献。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引发实践的实质性

完善和变革。从反思性实践认识论的视角来看,即
培养“反映的实践者”,他们能够通过反思实践发展

专业知识、解决专业问题并获得实践智慧和实践能

力。他们用探究的精神审视真实世界,用现场实践

的方式从事探究工作。研究能力和实践能力在“反
映的实践者”身上是一体两面的存在。

(二)开设反思性实践课

课程学习是专业学位博士生培养的重要手段。
调查显示,我国高校对专业学位博士生的教学主要

采用以教师讲授为主,以知识传授为本的传统教学

方式[37]。这对于专业实践能力的作用是非常有限

的,且容易产生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专业学

位博士生培养需加强课程建设,凸显专业学位课程

的实践性。舍恩提出的反思性实践课是一种人与人

之间密切交往的经验,学生的做中学、与辅导教师和

同学的互动、背景学习、情感投入等是主要组成部

分,核心在于“在做和辅导过程中学习”[29]144-156。专

业学位博士生的课程可以更多采用探究式教学法、
项目教学法,同时增加案例讲解、实习实验、研讨课

程的比重,引导学生从真实的工作场景中提炼真问

题,提升理论与实践互动的思维能力。以学习者的

实践需求为导向,加强院际合作以打造跨学科、跨学

院的课程体系。邀请不同职业背景的专业人士进课

堂现场教学,探讨行业发展热点、新兴技术运用、个
人职业生涯发展等现实问题。在课程的考核要求

上,可以用调研报告、案例分析、工作总结等来代替

单一的课程论文形式。
(三)推进基于工作的学习

理论上讲,专业学位博士生对其职业背景下的

现实问题感兴趣,使得专业博士课程内容能够直接

应用于实践,促进个人的专业知识与研究能力发

展[38]。而现实中,工学矛盾突出导致学习投入不足

成为专业学位研究生面临的重要挑战[39]。“工”与
“学”之间之所以产生矛盾,一方面在于没能将学生

的工作和博士教育建立有机的关联,工作内容与学

习内容相脱节,工作场所和学习场所相分离。另一

方面则在于某些培养环节安排过于生硬,缺乏灵活

性,学生的学习缺乏自主性和自由度。而在基于工

作的学习中,工作和学习是同时进行的。学习者主

要在工作场所学习,将工作与学习紧密结合起来,形
成学 习 者、高 校 和 企 业 三 方 共 同 参 与 的 学 习 模

式[40]。以DProf为代表的第三代专业博士学位的

成功,证明了扎根于真实的工作环境中,在组织或者

职业共同体中进行,对学习者在项目中取得成绩具

有重大影响[19]211。因此,可以在专业学位博士生培

养中引入基于工作的学习理念。一方面通过校企合

作设计基于工作的课程,使学习者通过对工作体验

过程中因素的反思而获得自我发展的机会。另一方

面可以利用在线学习平台、虚拟现实技术等提供丰

富多元的课程资源,丰富学生的学习形式,提升学生

学习的自主性和自由度,从而缓解工学矛盾。需要

注意的是,基于工作的学习以工作实践的反思为中

心,同样强调对学习过程的指导。通过关系性反思

过程建立关系,与更有经验的人和促进者一起反思,
安全、支持和免责的环境以及促进者的素质是促进

反思的重要因素[41]。因此,推进基于工作的学习需

要落实校外导师的指导责任。作为学生反思实践的

促进者,校外导师需在工作过程中帮助学生明确自

身的角色和期望,促进学习者理解并鼓励对话,为学

生的专业发展、反思性实践树立榜样。
(四)开展项目式研究

专业博士学位注重研究专业领域中的实践问

题,重点是在实践中提高知识,强调专业能力的提升

和专业知识生产的独创性[35]。其开展研究的基本

逻辑为基于专业实践领域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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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研究选题,努力将原创性贡献用于改进专业实践

和发展专业实践知识[42]。因此,在研究项目的类型

上,专业学位博士生的科研训练可以充分依托横向

科研项目开展应用研究。一方面,横向项目研究成

果能最大程度满足企业的实际需求,是研究生教育

与产业发展的重要结合点[43]。另一方面,学习者在

与产业界人士的互动中也能提升人际沟通、团队领

导与合作等专业能力。可以采用“订单式”的培养模

式,由企事业单位推荐候选人、提出技术需求、报送

科研项目并与高校达成按需培养的正式协议,采取

定制化的个人培养方案。在研究成果方面,可以借

鉴国外用作品集、公文包以及实践创新成果的形式

代替冗长、单一的学位论文[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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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vePractice:theImplicationsofHigh-qualityDevelopmentof
OverseasProfessionalDoctorateEducation

CAOYuanyuan,GUOHui,CHUZhaowei

(SchoolofEducation,Huazhong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Wuhan430074,China)

Abstract:Professionaldegreedoctoraleducationistheproductoftheglobaldoctoraleducationreforminthecontextofthe
knowledge-basedeconomy,whichisofgreatsignificanceforservingthecountry'smajordevelopmentstrategies,supporting
andleading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Sincethe1990s,professionaldegreedoctoraleducationintheUnitedStates,

Britain,Australiaandothercountrieshasgraduallygotridofthe"legitimacycrisis"undertheguidanceofreflectivepractice
epistemology,andachievedhigh-qualitydevelopment.Thestudyenumeratestypicalcasesofreflectivepracticeepistemology
affectingthedevelopmentofoverseasprofessionaldoctoralstudents,andreviewsthebackgroundandbasicconnotationof
reflectivepracticeepistemology.Theoutcomesshowthatiftheprofessionaleducationcontextisthesame,theprofessional
educationbackgroundissimilar,andthetheoreticalexplanationiscomparativelystrong,reflectivepracticeepistemologyis
appropriatetoguidethedevelopmentoflocalprofessionaldegreedoctoraleducation.Therefore,theauthorsproposeto
highlightthepracticalcharacteristicsoftheprofessionaldoctoratedegreeprogramsfromtheaspectsofcultivatingreflective

practitioners,offeringreflectivepracticecourses,promotingwork-basedlearning,andcarryingoutproject-basedresearch,so
astoimprovethecultivationqualityofprofessionaldegreedoctoralstudents.
Keywords:professionaldegreedoctoraleducation;high-qualitydevelopment;technicalrationality;reflective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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