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研究生教育中的难点问题
◆ 马臻

评名家思

深入推进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支撑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的关键。当前，全国的研究生教育正在蓬勃发展，极大增强了高校服务

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建设的能力。但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各种矛

盾和问题也愈发明显，值得思考和改进。

一、研究生面临的问题
研究生产出科研成果、顺利毕业并找到理想的工作，是研究生、家长、导师、院

系、学校等各方的“最大公约数”。但实现此理想的难度较大，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研究生科研过程往往面临自身科研基础不扎实、科研态度不端正、导师

无暇指导或者缺乏指导能力、仪器设备等问题。第二，研究生能否顺利毕业不仅仅

取决于自己，还取决于别人。部分学校和院系要求研究生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才

能毕业或者申请学位，但研究生的论文未必能及时刊出。第三，研究生学业和职业

发展存在矛盾。有些学生可能因为把时间花在了实习、找工作上而影响科研；也有

些学生可能因为埋头做科研而影响了自身职业发展。现实中，虽不乏有很多优秀的

学生既能完成学业，也能参加社团活动、实习，找到理想的工作，但每一位学生的能

力和境遇不同，部分学生无法实现学业和就业的“双丰收”。

二、导师面临的问题
导师在研究生培养方面具有关键作用。然而，每个导师的能力、培养理念、培养

条件、对研究生的要求是不同的。不同的导师对学生要求的严格程度不同，有的导

师对学生要求松，虽然不容易产生师生矛盾，但不利于课题组持续发展，因为申请

科研基金和提交结题报告时需要提交课题组在高质量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证据”；

而有的导师对学生要求严，虽然能生产高水平的论文，有利于导师申请科研项目，

但也有可能导致学生不能按时毕业、师生矛盾激化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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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导师还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最常见的

是研究生缺乏科研激情、科研能力、角色意识，课题组

也缺乏做科研所需要的条件，比如仪器设备、测试条

件、科研经费等。目前，研究生教育管理越发严格，导

师要在院系内部竞争有限的招收研究生名额或者参

加研究生导师资格年检，年检的标准往往是导师获批

科研项目经费数、发表科研论文数，这会使得有的导

师无法每年招到研究生，从而导致以后更难申请到科

研项目，发表科研论文。

三、院系面临的问题
院系面临着培养定位和指导思想方面的问题。比

如：研究生课程设置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具体而言，院

系给研究生开设课程是必须的，但指导思想是让学生

快速、稳妥地通过课程学习，以便及时进入科研环节，

还是强调课程的难度和质量？如果一味地强调课程的

难度和质量，那么会不会给研究生增加负担？每一位

研究生都能够通过这样的培养方式顺利毕业吗？

再比如，专硕培养的定位是什么？专硕培养和学

硕培养有何区别？现在有的院系招收了专硕，却把他

们当成学硕来培养，即专硕和学硕一起上课。理论上，

专硕需要有企业实习的培养环节，但实际上很多理工

科院系的专硕是进课题组跟着导师做实验。如果专硕

培养严格按照“需要参加企业实习”的培养方案进行，

那么他们如何把实习的内容写入硕士论文并顺利通

过评审？这其中涉及很多问题。第一，可能一些企业的

研究结果是保密的；第二，可能企业课题和院系课题

组的课题无关，专硕在企业取得的研究结果和在院系

课题组得到的研究结果无法整合到一本硕士论文中；

第三，专硕在企业的研发团队只承担了部分的工作，既

不能把团队的研发成果当成个人的成果写入硕士论

文，因为那是集体的成果，也不能把自己承担的小部

分研发工作写入硕士论文，因为缺乏系统性。

此外，研究生毕业、申请学位的要求该如何定位？

研究生只要写出学位论文，就能够毕业、拿学位了吗？

学位论文和在学术期刊发表的科研论文是两回事。有

很多学生发表了几篇科研论文，却通不过学位论文盲

审；也有很多学生虽然写出了学位论文，但学位论文

当中的章节经不起推敲，科研工作不完整。而如果没

有发表科研论文的要求，导师又如何约束学生努力做

科研？

四、教育评估面临的问题
对研究生教育的评估有难度。部分导师认为自己

上完了课、发表了论文、带出了研究生，自己工作就算

完成了。院系领导认为自己按照学校的要求，完成了

招生、教学管理、研究生中期考核、学位论文送审和答

辩，任务就算完成了。但研究生教育评估所考虑的显

然不只是“按部就班地做了什么”和“做得怎么样”，而

是“完成基本任务”之外的亮点成果。

开展教育评估时往往基于被评价方的书面材料

和口头介绍。整理书面材料和口头介绍内容，对于学

位点来说是一种阶段性的梳理和反思。书面材料和口

头介绍的好坏直接影响评估的结果。但书面材料、口

头报告不一定能代表真实的培养状况和培养水平，因

为书面材料、口头报告的水平和准备的认真程度相

关，写材料、作报告的人也未必会把本学位点不足之

处和盘托出。而且，汇报方总强调一些亮点个案，例如

个别研究生在顶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但这些未必能

充分代表研究生的整体水平。

五、结语
研究生教育领域存在很多现实的问题。要想取得

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花大力气解决以上“痛

点”。总之，创新人才培养思路，打造新的研究生培养

格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是一个系统工程。
（责任编辑：黄文波）

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创新人才培养思路，打造新的研究
生培养格局，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是一个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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