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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我院专业学位研究生(专硕)工程性缺失和实践能力不足、校内外实践培养脱节而影响培养质量等问

题，本文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为核心，采用校企“三协同”的思路与方法，探索了基于“知识构建–知

识拓展–知识应用”的“三层次”递进式知识架构和“四结合”的课外实践训练项目相互作用的“334”
专业学位研究生工程实践能力培养模式。本文旨在培养研究生的创新实践能力，提高专硕培养质量，提

升学生岗位就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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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such as the lack of engineering and practical ability of professional degree 
graduates (professional masters) in our college, the irrelevance of practice-instruction inside and 
outside schools and affecting the quality of training, this paper takes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prac-
tical ability as the core, and adopts ideas and methods of “three collaborations” betwee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This paper explores “334” engineering practical ability training model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hree levels” progressive knowledge framework of “knowledge con-
struction-knowledge expansion-knowledge application” and the “four combinations” of extracur-
ricular practical training projects. The aim of the study is to cultivate the innovative practical abil-
ity of postgraduate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rofessional master training, and enhance the compe-
titiveness of students’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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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总书记就研究生教育工作指出，要高度重视研究生教育，推动研究生教育发展，加快培养国家急

需的高层次人才[1] [2]。专业学位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培养高层次人才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我校作为“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以下简称专硕)培养试点单位，始终围绕“服务需

求、提高质量”这一主线，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培养要求，以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培养为核心，以

提升职业能力为导向，逐渐形成产学研结合的培养模式。 
习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冶工作贯

穿教育教学全过程[2]。将传授知识能力和思想政治教育结合，形成协同效应。 
如何将思政育人元素有机融入到学生创新和工程实践能力培养环节，切实落实好“三全育人”教育

理念，在当前专硕培养过程中至关重要[3] [4]。本文以我院资源与环境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为例，分析目

前在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然后构建并实践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为核心的“三层次、三

协同、四结合”(简称 334)实践教学体系，旨在拓宽学生知识及视野、提高专硕培养质量、帮助学生树立

正确的价值取向、实现知识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相结合，为培养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者提供支撑。 

2. 专硕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的现状 

与学术型硕士不同，全日制专业硕士侧重于培养学生创新实践和交流沟通的能力。实践能力欠缺仍

然是目前我校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一个重要问题。虽然学校也重视专硕实践能力的培养，但在具体执

行时，专硕与学硕的培养模式乃至培养目标都相差无几。目前，我校专硕在学生实践能力培养方面仍然

存在诸多问题。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与工程实践结合不紧密，校企合作不够深入。校内实践大多来自于指导教师的虚拟任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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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专业实验室完成，跟行业发展有一定的出入，与产业融合不够，致使学生在校实践内容与产业需

求的知识和实操要求存在一定的脱节。二是创新实践能力不足。目前，在专硕培养过程中，校内第一

指导教师的作用过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生的自身知识的获取和创新意识的形成，学生在很大程

度上是按照指导教师的想法开展一些实践活动。高校内实践资源充足，设备品种丰富，但设备相对比

较陈旧，设备完好率较低，导致学生自我创新实践的客观条件受到一定的限制，部分学生就以此为借

口不到实验室进行实践活动。三是实践内容与思政缺乏有效结合。目前，专硕实践教学过程主要重视

知识的传授，而对学生人文素养、职业情操和价值取向等方面的教育相对缺少，不利于学生健全人格

局面的形成，要引起重视。以上这些问题已经影响了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和积极性的开发，严重影响

了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3. 思政育人模式下实践能力培养体系的构建 

目前，各高校都在探索实践育人的新方式。就我校资源与环境工程冶金工程专业硕士来说，培养目

标是：培养具有一定的专业综合素质和较强的创新实践能力、并能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高层次应用型工

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为完成专硕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解决现有的学生实践能力不足等问题，专硕

研究生培养构建了一套以校企共同育人平台为基础、以创新实践能力培养为核心的“334”实践育人模式

(如图 1 所示)，从以下三个方面具体开展。 
 

 
Figure 1.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of the education of engineering masters in metallurgical engineering 
图 1. 冶金工程工专硕培养实践教学体系 

3.1. “三层次”递进式培养模式的探索 

针对三年全日制的专业学位来说，研一进行课程教学，学生通过学习进行知识构建，初步了解该专

业的基本知识，为明确后续的职业需求奠定基础。研二到校外研究生工作基地或相关研究方向对口的企

业进行 0.5~1 年的企业实践，其目的是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和沟通交流能力，

学生参与企业项目研发，经实践单位同意将企业案例带回学校，为低年级的案例教学或项目式教学提供

现场第一手素材。研三主要进行毕业论文(设计)，这是对前期积累的基础理论知识更深层次的综合应用，

也是对实践能力的综合锻炼过程。通过三个递进层次的培养，学生工程实践锻炼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3.2. “三协同”校内外实践架构的搭建 

为了更好地培养冶金工程专业硕士的创新实践能力，该专业实行双导师制度，即校内导师为主、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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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导师为辅的培养模式，一定程度了克服了单一导师综合经验不足影响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弊端。通过

学研用融合、校企共建研究生培养基地等多种方式，全方位为专硕实践能力的培养提供平台。通过校企

合同，共同完成专业课程的设置及部分课堂教学的授课任务，企业导师结合自身工程经历将生动的生产

实践案例引入到教学中，引导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培养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将

职业素养教育融入到整个教学和实践过程中，实现校企平台共建、教学过程协同合作、学生职业素养共

同培养的“三协同”校内外实践育人架构。 

3.3. “四结合”课外实践模式的建设 

教师科研项目、研究生创新训练计划、企业产品开发以及学科竞赛是学生课外进行实践锻炼的主要

四个方面，通过这四个方面的认真锻炼，学生可以得到较为完整的创新实践训练，是培养创新实践能力

的主要途径。鼓励学生参加教师的科研项目，进行较为系统的科研培养，为后续的毕业设计(论文)奠定基

础。定期进行科研进度汇报交流，将著名学者(如焊接院士潘际銮)和大国工匠事迹(如高凤林等)引入到课

题交流中，激励学生学习他们强烈的忧国意识和深厚的科学素养，引导学生要传承前人数十年如一日的

艰苦奋斗和家国情怀精神。与企业深度融合，让学生真正参与到企业的生产研发中，强化工程意识，培

养职业素养。学生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和企业生产时，可以将自己挖掘到的创新点进行校级及以上研究

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的申报，多名同学科或不同学科的同学组成项目组进行科研探索，培养了学生的团

队协作、创新思维的能力，为后续开展毕业设计(论文)打下较为坚定的基础。同时，引导学生参加学科竞

赛，在参赛过程中培养表达、交流及沟通能力。 
“四结合”课外实践建设和“三协同”的校内外共同育人为“三层次”的实施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

源，为实现“一核心”的目标奠定了基础。 

4. 实施的效果 

我校与中冶赛迪集团有限公局在 2011 年签订了产学研合作协议，并共建了省部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冶赛迪国家钢铁冶炼技术装备系统集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随后，双方又建立了研究生联合培养

基地，双方共同指导专硕学生。近年来，学院还与重庆方正高密电子有限公司建立了研究生联合培养基

地，与重庆德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德凯)等多家单位进行校企合作。自 2020 年以来，共委派 3 名研

究生到德凯进行了 0.5 年的企业实践，企业免费提供食宿，并委派 3 名高级技术人员指导学生，与企业

开展了研究生的培养和科研项目的联合攻关，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绩。中冶赛迪集团有限公司连续三年

参加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讨论和制订，多次参与研究生课程的授课，并到校给教师和学生做专题讲座，多

名技术人员作为该专业的校外研究生导师，目前，已联合指导毕业专业学位研究生 7 名。 
近三年来，超过 50%的冶金工程专硕学生(30~50 名/年)根据自身定位及研究方向，通过各种途径积

极开展各种形式的科技创新实践活动。其中，参与研究生科技创新计划项目和冶金科技竞赛、嘉克杯焊

接大赛等学科竞赛的学生人数每年以 10%的速度在递增，100%的学生参与导师科研项目或企业横向项目

的研发。其中，2021 年嘉克杯焊接大赛获奖 7 项，第四届全国大学生冶金科技竞赛获奖 6 项。学生在进

行科技创新和参赛过程中，既锻炼了学生的实践能力，也收获了荣誉，同时也提高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为后续毕业找到满意工作做了有力的铺垫。 
2022 届毕业研究生共 31 人，从毕业论文质量来看，其毕业设计/论文的成绩约 50%在良好以上，获

校优秀毕业论文 2 人，获重庆市优秀毕业论文 1 篇，发表核心期刊以上高水平学术论文 30 余篇。毕业设

计(论文)课题 100%来源于指导教师科研项目或企业需要解决的工程实际问题，实行校内外导师联合指导，

保证了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提高了学生的市场就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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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工程性缺失和实践能力不足是当前应用性工科专业硕士培养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5]。为了改善这

一情况，笔者结合我校资源与环境冶金工程专业学生前期的培养现状，同时也是响应国家新工科背景下

对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培养能力的要求，本文重点探讨了围绕一个核心构建产学研用的“334”实践教学

体系，深化改革传统的培养体制，深度校企融合，突出工科专业特征，分层次全方位培养研究生的创新

实践能力。经过专业基础知识的夯实、创新实践活动的锻炼、专业视野的开拓和职业素养的培养，学生

的创新实践能力有一定的提升，落实了实践育人的教育理念，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

当然，在研究生培养的过程中，也发现存在诸多问题，譬如说，到企业进行 0.5 年以上实践的学生占比

还较低，部分课堂教学思政育人元素还有待进一步挖掘等等。因此，在未来的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将进

一步加强思政育人，引导更多的学生参与到企业的实践中，对于提高学生综合能力、培养行业或企业需

要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更具有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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