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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持续高速增长，提升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创新与实践能力已成为普

通地方高校培养应用创新型研究生的关键。本文针对目前普通地方高校在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创新与实

践能力培养方面面临的挑战，以重庆科技学院电气工程学院“油气在线分析与控制工程”方向的专业学

位硕士研究生为研究对象，开展提升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创新与实践能力的探索研究；在培养方案、课

程体系与教学方法，实践实习环节，指导教师队伍水平和评价体系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改革探索与实践。

基于行业背景与办学特色，构建工程应用创新型研究生培养方案；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全面优化课程体

系；以能力提升为目标，改革课程教学方式；构建校企联动的实践创新平台与实习实训基地；不断加强

指导教师队伍建设，提升导师专业化水平；不断建立健全创新与实践能力培养评价体系，强化研究生创

新与实践能力培养目标的评价和监督。通过不断的探索与实践，我院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创新与实践

能力的提升成效显著；为普通地方高校应用创新型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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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nd rapid growth of the enrollment of professional degree master’s students, 
improving the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ability of professional degree master’s students has be-
come the key to cultivating applied innovative graduate students in ordinary local universities. In 
view of the current challenges in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ability of professional 
degree master’s students in ordinary local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takes the professional degree 
master’s students in the direction of “oil and gas online analysis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in the 
School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the re-
search object, and carries out research on the exploration of improving the innovation and prac-
tical ability of professional degree master’s students. And the training program, curriculum sys-
tem and teaching methods, practical practice, instructor team level and evaluation system are car-
ried out in an all-round reform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Based on the industry background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nning a school, we will build an innovative graduate training program for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comprehensively optimize the curriculum system based on the needs of 
enterprises, reform the course teaching method with the goal of ability improvement; build a 
practical innovation platform and internship training base for school-enterprise linkage; conti-
nuously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instructors, enhance the professional ability of tutors; con-
tinuously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evaluation system for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ability train-
ing, and strengthen the evaluation and supervision of graduat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ability training goals. Through continuous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
novation and practical ability of professional degree master’s degree students of our school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which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applied innovative 
professional degree master’s degree students in ordinary local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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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研究生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最后一环；而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是在本科教育的基础上，为

了适应行业和经济的发展，满足社会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求而产生的，对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社

会发展，提高职业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我国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规模显

著增长。自 2017 年起，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就高于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2019 年，我国硕士

研究生招生 81.1 万人，其中专业硕士招生规模达 47.4 万人，占比为 58.5%。2020 年 7 月召开的全国研究

生教育会议提出，未来硕士生培养主要以应用型人才即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为主[1]。同年 9 月，教育部

等部门印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其中明确提到，到 2025 年，以国家重大战略、

关键领域和社会重大需求为重点，增设一批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类别，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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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到硕士研究生招生总规模的 2/3 左右[2]。同时研究生创新与实践能力培养受到国家高度重视。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上强调，“研究生教育在培养创新人才、

提高创新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3]。同年，

教育部等部门发布了《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教研〔2020〕9 号)，指出研究生教

育肩负着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创新创造的重要使命，提出要坚持创新引领，全面提升研究生知识创新能力

和实践创新能力[4]。总之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研究生教育大国，培养高水平、创新型的专业学位硕士研究

生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因此，如何使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有别于传统的学术学位研究生

的培养、注重工程教育与产业发展紧密联系与相互支撑、突出应用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是普通地

方高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2. 普通地方高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创新与实践能力培养现状分析 

近年来，在相关政策的推动下，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持续高速增长。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教育的核心任务在于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式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

管理人才。根据教育部发布的《2022 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近年来，我国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教育得到了积极发展和改革[5]。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在培养应用型高层次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些地方高校在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面进行了不断地探索和改革；培养成效显著，但仍面临一些

挑战。比如：① 培养目标仍不够明确，部分高校在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上缺乏明确的要求和

标准，过于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理论课程占比较大，而忽视了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培养。这导致学

生缺乏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无法适应社会和行业的需求。② 课程体系设置合理性不够，现有的

课程体系往往偏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缺乏实践课程和创新思维的培养，导致学生无法将理论知识应用

于实践中。这不利于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培养。③ 教学模式过于传统与单一，传统的教学方法以

教师为中心，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缺乏对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思维的培养。这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无法满足社会和行业的需求。④ 科研资源和实践机会比较缺乏，一些地方高校

的科研资源相对不足，导致研究生在科研实践中面临一定的困难。同时，一些地方高校的实践机会和平

台建设还不够完善，缺乏与企业、科研机构等合作的实践基地，导致学生无法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中，

缺乏实践能力，不利于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和提高。⑤ 导师指导与培养能力有待提升，导师在研究生创

新与实践能力培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一些导师水平参差不齐，部分导师存在学术水平不高，或

不依托学校特色优势，固守自己原有的知识体系和技术领域，自身缺乏创新和实践能力，无法有效地指

导和培养学生的创新与实践能力。⑥ 评价体系不够完善，目前，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评价研究尚未成为

研究的热点，研究生创新与实践能力的评价体系还不够完善，相关概念和定义尚未形成清晰的共识。 

3. 提升普通地方高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创新与实践能力的方法与措施 

针对上述普通地方高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创新与实践能力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挑战，本文以

重庆科技学院电气工程学院“油气在线分析与控制工程”方向的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为例，总结吸

取国内外研究生创新与实践能力培养经验，并结合重庆市地方产业发展特点和我校面向石油、冶金、环

保与安全领域办学优势，开展提升普通地方高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创新与实践能力的探索研究；在培

养方案、课程体系与教学方法，实践实习环节，指导教师队伍水平和评价体系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改革探

索与实践，为培养具有突出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以及较强现场认知能力的高层次工程应用型专业学位硕

士研究生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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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优化培养方案、完善课程体系与改革教学方法 

面向油气行业，聚焦特色研究方向，构建工程应用创新型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为适应重

庆市及西南片区和石油与冶金行业的新经济发展，结合我校行业办学特色，以及在我校所实施的学校企

业“双主体”育人、教学研用“四结合”育人、校企协作“六共同”育人、全程贯穿学术道德和职业道

德教育的“2461”专业学位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模式[6]的背景下，建立了突显石油天然气行业背景的控

制类“油气在线分析与控制工程”方向的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人才“创新与实践能力提升机制”，制订

了学科基础知识教学和专业实践训练相结合的“具备创新与实践能力的工程应用创新型专业学位硕士研

究生培养方案”，聚焦我校研究生在“油气在线分析与控制工程”研究方向的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的培

养。为培养具有扎实的油气在线分析与控制工程理论基础，掌握油气生产过程中的在线分析与控制技术，

能够独立承担油气生产过程的控制系统的设计、实施和维护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创新型人才提供重要的理

论指导。 
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全面优化并完善课程体系。通过调研与分析研究所和企业等对专业学位硕士研

究生职业岗位的能力需求；并以此需求为导向优化课程体系，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对电子类课程、传感

器类课程、控制类课程、信息处理类课程、计算机类课程、人工智能类课程和学位类课程分别进行内容

的合理配置与优化，使课程内容相互衔接，突出系统性、连贯性、交叉性和融合性。根据课程的发展性、

创新性和学生的兴趣与企业的需求，改革学位课和非学位课内实验，以培养学生创新与实践能力为目标，

减少验证性实验，增加工程实践与应用设计类实验。通过工程实践与应用设计类实验，加深学生对工作

原理与性能的理解，有效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发现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举一反三与学

以致用的能力；为学生创新与实践能力培养提供强有力的知识与理论基础。 
以创新与实践能力提升为目标，改革课程教学方式。在教学过程中，为了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注重引导实用性课程的任课教师运用案例分析、现场研究、模拟训练、创新启

发等方法开展教学。引导学生在课堂上由传统的被动式接受向主动参与转变，选择与课程内容紧密相关

的案例，引导学生进行深入分析和讨论，帮助学生了解实际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培养学生的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带领学生进入相关行业单位进行现场学习，让学生亲身体验实际工作环境和流程，

增强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拓宽工程实践视野并提升实践能力。利用模拟软件等工具模拟行业工作实

景进行训练，帮助学生熟悉实际工作中的操作流程，提高学生的操作技能和应对能力。引导学生进行独

立思考和创新，从不同角度认识问题、讨论问题和解决问题，鼓励学生提出新的想法和解决方案，以提

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竞争力。鼓励教师和学生开展与课程内容相关的研究项目，以建立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的教学案例库，鼓励教师要将科研成果引入教学内容，增强教学内容的前沿性和专业性；促进教师与

学生的互动和合作，同时也能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以设立课程建设项目的形式，推动有关

课程进行教学方法改革，鼓励教师对传统教学方法进行改革和创新，促进教师不断更新教学理念和方法，

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在方向性的引导下，课程教学将讨论职业领域实例、进入行业单位现场研究学习、

创造条件模拟行业工作实景训练等融为一体，形成有效训练实践与创新能力的课程教学方法。 

3.2. 构建校企联动的实践创新平台与实习实训基地 

通过引入创新实践实习环节，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增强学生在实际工作中的适应能力

和竞争力。构建校企联动的实践创新平台与实习实训基地，促进学校与企业的深度合作，实现教育与产

业的有机结合，为学生提供更加贴近实际的实践机会和培训环境。在我校应用科技大学建设的背景下，

以油气行业为引领，联合在线分析仪器产业“龙头企业”，共建了研究生校外实习基地。在企业用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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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发展的需求基础上，以加强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校外工程实践能力为目的，通过制定明确的校企联

合实践创新能力培养方案、监管制度、激励措施等方式，实现工程硕士“产学研用创”一体化合作管理

模式，有效提高了研究生工程教育的质量；同时，实现“校企”双赢，为企业的技术升级创新提供人才

资源和技术服务。 

3.3. 加强导师队伍建设与提升导师专业化水平 

加强指导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导师的创新与实践能力指导水平是提高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

的重要保障。首先，在选择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时，应建立严格的选拔机制。新遴选的导师不仅应

具备高尚的师德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热爱研究生教育事业，具备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同时还应具备

扎实的专业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为研究生提供良好的学术氛围和实践机会。其次，通过外出进

修、各类学术交流活动提高导师的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鼓励建立导师团队，实现不同学科领域的交叉

融合，提高导师的指导水平和创新能力；建立导师合作机制，促进不同导师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实现资

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建设高水平的应用创新型导师队伍。再次，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把主动权给学生，

鼓励学生大胆思考、大胆创新，敢于提出问题，进而发掘学生的创新潜能，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培养学

生的创新思维，从多角度全方位培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最后，建立完善的导师考核和评

价机制，对导师的教学、科研和实践指导工作进行定期评估和考核。对于考核结果优秀的导师，应给予

表彰和奖励；对于考核结果不理想的导师，应进行整改。最终打造出一支创新与实践能力指导水平过硬

的研究生导师团队，为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提供有力保障。 

3.4. 建立健全创新与实践能力培养评价体系 

在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培养期间，改进、细化培养过程的考核标准，对各个

过程的影响因素进行监控、分析和评估；特别是在课堂教学、实践环节和课题研究等方面，建立有效的

教学检查评估、课程考试和论文评审制度，注重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创新与实践能力考核，包括语言表

达、动手操作、工程实践创新等各方面的能力的考核。强化创新与实践能力培养目标的评价，注重评价

目标的明确性和可操作性；明确培养方案中关于创新与实践能力的要求，并制定相应的评价标准和方法；

并将评价结果与研究生毕业要求相结合，确保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在完成学业时具备所需的创新与实践

能力。加强研究生创新与实践能力培养过程评价与监督，对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课程学习、实践环节、

科研工作等进行全面评价，确保是否达到预期培养目标；并加强对研究生培养过程的监督，及时发现和

解决问题，确保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同时，建立研究生创新与实践能力培养质量的定期评估和反馈

机制，以便导师和学生能够及时了解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进行调整；并进行有效的社会评价和

就业跟踪，为进一步优化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提供参考。 

4. 提升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创新与实践能力的成效 

① 教学改革与课程建设成效显著，学院先后联合研究生工作站，与企业一线工程师合作开发了“油

气在线分析与控制工程”综合课程案例库，并获批重庆市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案例库；教学团队先后编

写了《油气在线分析理论与方法》[7]、《天然气工业过程控制技术》、《现代仪器分析实验》和《水质

在线分析仪器》4 本面向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在线分析课程系列教材，其中《油气在线分析理论与方

法》教材被评为重庆市研究生优秀教材，并承担《油气在线分析理论与方法》和《智能控制技术》两门

重庆市研究生教育优质课程建设任务；有效地夯实研究生创新与实践能力培养的基础。 
② 研究生实践创新平台建设稳步推进，学院先后培育建设了 2 个省部级科研平台——重庆市工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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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分析及大数据运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业过程在线分析与控制重庆市高校重点实验室；同时为了满

足信息技术驱动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四新经济发展要求，学院先后新建了“电气设

备状态检测与评估研究中心”、“智能算法与应用研究中心”、“智能感知与系统实验室”3 个校级科

研平台；这些平台的落地与建成为学院的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创新与实践能力培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③ 校企共建的研究生实习实训培养基地数量可观，本着“优势互补、协同育人、合作共赢”的原则，

学院先后与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析仪器厂有限公司、

青岛盛瀚色谱技术有限公司和重庆新千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共建了研究生工作站，其中北京雪迪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重庆新千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先后培育成为重庆市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共同

制定了研究生校外专业实践管理方案和制度，强调校企“双元驱动、联动互动”，为研究工程实践与创

新能力培养提供了平台和制度保障，产生了良好的人才培养效果。 
④ 导师团队建设与学生产出成绩突出，经过多年培育，获批了重庆市研究生导师团队 1 个，导师团

队编写国家标准 1 项，获省部级/国家行业协会科技奖励 6 项(一等奖 1 项)。邀请专家学者为研究生开展

学术讲座 50 余次，拓展了研究生的学术视野；指导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 62 篇、申请发明专利 131 项(授
权 63 项，美国专利 1 项)，申请软件著作权 50 余项，获中国“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全国铜奖、中国

创新创业大赛重庆赛区一等奖(入围全国总决赛)等省部级以上奖项 50 余项，相关成果先后被央广网、新

华网、《重庆日报》等国内多家主流媒体追踪和报道。近 5 年的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就业率均在 95%
以上，绝大部分毕业生的创新与实践能力、岗位信任能力、综合能力等都得到了用人单位的一致认可。 

5. 结束语 

在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持续高速增长，和教育部等部门发文要求坚持创新引领，加快新时

代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如何使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有别于传统的学术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注

重工程教育与产业发展紧密联系与相互支撑、突出应用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是普通地方高校专业

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以重庆科技学院电气工程学院“油气在线分

析与控制工程”方向的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为例，总结吸取国内外研究生创新与实践能力培养经验，

并结合重庆市地方产业发展特点和我校面向石油、冶金、环保与安全领域办学优势，开展提升普通地方

高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创新与实践能力的探索研究；在培养方案、课程体系与教学方法，实践实习环

节，指导教师队伍水平和评价体系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改革探索与实践，且提升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创新

与实践能力的成效显著；为普通地方高校培养具有创新与实践能力的应用创新型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提

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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