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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the education model and the employment for the profession-
al master’s graduate students in several key universities from 2010 to 2014, the paper analyzed 
the status and existing questions of the universities, major selec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lessons, 
the dissertation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the employment of the graduates. It was found 
that the abilities of the practice played key roles in the employment and the confidence. The sug-
gestions for how to improve the practice abilities were also presented in th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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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多所重点大学2010级至2014级全日制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教育培养模式及就业状况的问卷调查，

本文分析了该类研究生的院校及专业选择、课程体系建设、论文及学业成就和择业就业等方面的现状及

存在的问题，发现实践能力培养对专业硕士研究生就业分配、职业自信起到的重要作用。文章对如何提

高实践能力也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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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研究生教育迅速发展，专业学位教育不仅要满足在职人员的需要，更需要吸引优秀优秀应

届本科毕业生、釆用全日制学习方式，成为专业学位教育的重要任务。2009 年教育部决定“凡经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审批设置的专业学位，均可招收这类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2010 年国家又在 2009
年的基础上减少学术型硕士 3.8 万名，用以招收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中，要求研

究生到实践部门至少工作半年至一年，这是区别学术型硕士生培养的特殊要求，也体现了对专业研究生

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视。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尚在起步阶段，人才培养的各个方面处于探索和逐步建立过程中，

缺乏可借鉴的系统成功经验。以应届本科毕业生为主要生源的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在培养方式上属于

专业学位培养类别，在生源方面又具有学术学位研究生的生源特点，因此，专业硕士研究生具有其特殊

性。党的十八大再次明确提出要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出到 2020 年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

养水平明显提高，进入人才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行列。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进行专业硕士培养以满足社

会需要是一个重要议题[1]。至今，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已迎来几届毕业生。全日制专业学位

硕士研究生的在校课程体系建设、实践能力培养以及就业工作状况急需进行调查与分析，以期更好满足

社会对复合型、应用型高层次人才需求，更好地推进和完善全日制专业硕士的培养工作。 
本课题组针基于上述需求，于 2014 年 6 月至 8 月对多所重点大学的已就业及在读的 2009 年至 2014

年入学的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入学动机及院校状况、课程设置及师资、论文完成及实践教育以及择业就业

状况开开展了调查及分析。共发放问卷 300 份，收回 275 份，回收率 91.8%。在对调查数据整理和统计

的基础上，总结和分析了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院校及专业选择、课程体系建设、实践能力培养和择业

就业等方面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 调查结果与分析 

2.1.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院校及专业选择状况 

值得注意的是，调查的学生中有 52.2%的学生是由于“调剂，不想放弃学习机会”的原因报考的专

业学位研究生，而认为专业硕士研究生“就业方向明确，具有较强的就业竞争性”“所学知识具有很强

的应用性”只有 31.8%，可见相当一部分学生不是主动选择报考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在一定程度上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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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读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无望的情况下被迫做出的选择，这对于学生入学后学习的主动性、高效性会有

负面影响。在择业就业情况调查中，发现已经毕业的专业硕士研究生中，100%实现了就业，其中从事专

业对口工作的占 82.3%，这说明专业硕士研究生专业对口就业率还处于较高水平，因此在专业硕士研究

生招生方面，加大对专业硕士生性质的宣传，就业状况的推介显得非常重要。同时，从以往类似的调研

报告中发现[2]，被动选择专业硕士的学生比例高达 64.6%，相对这一数字，本调研数据略有降低，这也

许是近年来专业硕士开始受到报考学生认可的一种体现。 
如表 1 所示，在调查中还发现，有 16.3%的同学认为所在学校对全日制专业硕士的教学管理“非常

严格，非常满意”；48.2%的同学认为“措施得当，效果很好”；30.5%的同学认为“基本严格，效果一

般”；约有 5%的同学认为“措施不得力，效果有限”，未发现调查者认为“放任自流，效果很差”。由

于受调查高校均为重点类院校，相对教学管理严格，同学对所在学校的全日制专业硕士的教学管理不满

意率较低。但从调查的数据也发现，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学认为效果一般，这也对教学管理部门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要让被动选择专业硕士的研究生在入学后，通过严格的教学管理，具有特色的专业硕士学位

研究生的培养模式，使其满意学校教学管理效果。 

2.2. 课程体系建设 

已就业的专业硕士研究生中有 90.8%的同学将“增强实践技能”列在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所设置的

课程目标的首位，而其次才为“提供理论研究水平”和“培养科研能力”，而在读的专业硕士研究生也

有 63.5%的同学将“增强实践技能”列在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所设置的课程目标的首位。从中可以看出，

大部分专业硕士研究生对增强实践技能的具有较高的期望，尤其参加已经就业的研究生这一期望更为强

烈。 
而 42.4%的受调查同学认为，目前所学的研究生课程“不太利于”实现增强实践技能的目标，而认

为“有利于”和“非常有利于”实现增强实践技能的目标的同学仅占 12.6%。这对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

专业课程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构建具有专业硕士特色的课程体系，满足专业硕士实践技能的提

高，是摆在院校、教师面前的重要议题。 
有 60.6%的同学认为必修课与选修课的比例不合适，希望应该增加全日制专业硕士的选修课比例，

有 62.5%的同学认为公共课与专业课的比例不合适，应增加专业课比例，而更有 73.8%的同学认为实践类

课程与专业课的比例不合适，应增加实践类课程的比例。综合上述观点，可以看出，全日制专业学位硕

士生对于课程建设中，增加选修类实践课教育的期望较高。 
在对教师教学指导、理论教学与实践的评价中(如图 1 所示)，43.4%的同学认为专业课教学中教师教

学能够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程度“比较符合”或“非常符合”，也有 14.1%的同学认为“比较不符合”

或“非常不符合”，另有 42.5%的同学认为为“一般”。而对导师能否依据专业学位的特点来指导学生

方面，有 82.8%的同学认为“比较符合”或“非常符合”，仅有 2.4%的同学认为“比较不符合” 或“非

常不符合”。可见对于专业课教师，受调查同学对导师教学指导的认可程度高于专业课教师。而在回答

“实践过程中，你觉得课堂上学的理论知识有用吗？”问题时，高达 56.7%的同学认为“一般”或“不

太有用”。如何让课堂理论教学更好地结合和指导实践，是今后专业硕士生教学培养的一个需要加强的

方面，在之前的调查研究中也突出提到这一问题[3]。 

2.3. 毕业论文与学术成就 

有 83.6%的同学表明，毕业论文来自老师的科研课题，58.3%的同学课题为应用研究，36.3%的同学

为应用基础研究，可见绝大大部分专业硕士的课题研究均与应用相关。而在论文立题方面，仅有 6.5%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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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evaluation of the teaching management of full-time professional degree master by the school 
表 1. 关于学校对全日制专业硕士的教学管理的评价 

措施得当，效果很好 基本严格，效果一般 措施不得力，效果有限 放任自流，效果很差 

16.3% 48.2% 30.5% 5.0% 

 

 
(a) 对专业课教师教学与实践的结合的评价           (b) 对导师依据专业特点指导学生的评价 

Figure 1. The Evaluation of the coaching skills of professional class teachers and mentors by The 
professional master 
图 1. 专业硕士生对专业课教师及导师指导能力的评价 

 
同学课题来自校外导师研究项目，这说明在专业硕士毕业论文立题过程中，校外导师所参与和起到的作

用还较小，如何在专业硕士立题及课题研究中发挥校外导师的作用也是未来需要加强的方面。 
在选题遇到的困难方面，52.4%的同学认为是“专业基础知识差”，在论文写作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方

面，63.2%的同学认为是“理论知识不足”。调查还发现，有 54.5%的同学认为自己在理论和实践结合方

面，“可能不太好”或“运用不好”。因为专业硕士毕业课题更要结合实践，理论研究内容相对较少，

如何在应用性课题中提炼理论问题，如何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也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通过专业硕士培养，有 54.6%的同学认为对自身的综合能力有较大提高，有 92.5%的同学希望专业学

位能够与执业(从业)资格、职业认证相衔接，但在读的专业硕士学生中，有 40.6%的同学对毕业后择业前

景表示“一般”乐观，或“不太乐观”，在回答“目前专业学位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时，54.6%的

同学认为是实践机会少，实习时间短。通过这些上述调查，发现专业硕士生在择业方面尚表现出不够自

信，而“实践机会少，实习时间短”，不能够很好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解决生产、应用中的问题，“专

业基础知识差”都是影响起择业自信的重要因素。 

2.4. 毕业论文与学术成就 

受访者中有 46.5%的同学为已就业专业硕士，其余为在读专业硕士，对于已就业同学，有 42.3%的同

学认为，就业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专业不对口或专业面太窄，34.6%的同学认为是缺乏社会经验和就业能

力，在择业的关键考虑因素中，52.3%的同学把专业对口放在了前两位。在回答“现在从事的工作与你硕

士期间的哪种锻炼关系最为密切？”问题时，64.6%的同学认为是“专业技能”。可见对于已就业同学，

专业技能、专业对口还是他们考虑的主要因素，体现了他们对二者具有较高的期望值。如果能够在专业

硕士教育培养中，尤其是课题研究选题，毕业论文完成过程中，针对就业进行更为“对口”指导，将会

更好地提高专业硕士研究生就业的竞争里和自信心。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读同学在回答“从事的工作与你硕士期间的哪种锻炼关系最为密切？”问题

时，有 52.3%的同学认为是“人际关系”，而已就业同学大部分选择了“专业技能”，选择“人际关系”

者仅为 23.6%。这反映处于不同环境中专业硕士生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认知，在当前更加重视人才，讲求

实效的创业发展环境中，企业更加注重用人的真才实学，因此，已就业的同学感受到专业知识的重要性，

表现出对专业知识的渴求。而在读同学，对专业知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还停留在到社会中需要首要搞

好“人际关系”的误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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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业规划方面，在读专业硕士生，58.2%的同学首选的单位性质是“公务员、事业单位”，选择“自

主创业”的同学不足 10%，54.3%的同学希望毕业后从事工作地区为“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在薪酬

期望方面，68.5%的同学希望是 5000 以上，可见在就业预期方面，在读专业硕士研究生还存在着一些不

够理性的表现，缺乏脚踏实地、敢拼敢闯精神，存在安稳、小富意识，这也许与专业自信和职业自信不

足有关。树立专业硕士生的正确的择业观，看似主要是高校就业指导部门的工作，但实际上与专业硕士

生培养期间的科研兴趣培养、科研技能训练也有很大关系。 
在回答“你认为对于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和学术型研究生就业方向的区别是什么”的问题时，58%

的同学认为“两者各有所长，就业不分伯仲”，仅有 12.4%的同学认为“学术型研究生理论基础扎实，

就业优于专业学位研究生”。相对于入学时大部分同学是被动报考专业硕士的现象，在读和已就业的专

业学位硕士生，对学术型硕士的垂青显得不再那么强烈。而在自由回答“为实现就业梦想，在专业硕士

培养方面应该进行那些方面的改革”，给出答案的同学中，56.8%的同学不约而同地提及“增加实践课程”，

“延长实践实践”，“提高实践能力”等，提高“实践”能力已成为专业硕士研究生的迫切要求。 

3. 结语 

通过对几所重点高校在读及已就业专业硕士生教学培养状况及就业情况的调查，从一点程度上反映

了专业硕士研究生在院校及专业选择、课程体系建设、论文及学业成就和择业就业等方面的现状及存在

的问题，发现实践能力培养对专业硕士研究生就业分配、职业自信起到的重要作用，努力增加实践课程、

提高学术的实践能力，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专业硕士研究生的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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