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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双一流”建设高校研究生规模的日益增长，培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研究生教育的日常管理工

作亟待加强。研究生秘书是高校研究生管理的关键岗位，本文通过深入分析当前研究生秘书管理工作中

存在队伍建设不到位、工作负担重、管理模式落后导致管理能力不足、缺乏定期学习培训机制问题，从

如何完善选拔研究生秘书管理人员的基本要求、增强优化研究生秘书队伍、推动研究生秘书管理信息化

建设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提高研究生秘书的工作效率，服务好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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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scale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in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and the in-
creasing requirements for training quality, the daily management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urgently. The postgraduate secretary is a key position in the management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is paper, through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postgraduate secretarial management work,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team 
building, heavy workload, backward management model, insufficient management ability, and 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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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regular learning and training mechanism.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from three 
aspects: how to improve the basic requirements for the selection of postgraduate secretary man-
agers, strengthen and optimize the postgraduate secretary team,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postgraduate secretary management informatization, so as to improve the work efficiency of post-
graduate secretaries and serve the improvement of postgraduate train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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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与文献综述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时光荏苒 70 年，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不断进取，结出了令人瞩目的果实。研究

生教育在中国教育体系中居于最高等级，体现了中华民族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象征着中国未来可持续

发展的希望。据统计，1949 年中国的研究生在校人数仅不到 630 人，2020 年末这一数据已经超过 300 万，

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名列前茅，我国研究生规模在国际中都是遥遥领先。不难看出，我国的研究生教育正

处于大踏步式的发展进程中，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也理所当然的成为了高等教育事业的重点。教育部

作为指引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领头人，陆续出台相关的文件和政策，高等学校作为相应的执行者也应当积

极响应，“双一流”高校尤甚。要想提升高校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就必须加强研究生的日常管理工作，

研究生秘书是研究生日常管理的重要环节。必须有着行之有效的高校工作管理章程，当前各高校已经将

研究生的管理和培养列为各项工作的重心，创新提高研究生秘书的日常管理工作效率尤为重要。 
近年来来国内学者围绕高校研究生管理工作做了系列研究。房雅萍[1] (2016)对研究生管理工作中遇

到的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反思；郭桂莲[2] (2020)围绕信息化背景分析了研究生创新性管理模式；郭龙健

[3] (2021)从人本思想的视角结合新冠疫情探讨了研究教育治理的问题；黄宝印[4] (2015)、蒋丹丹等[5] 
(2017)、刘人元等[6] (2020)探讨了研究生管理的模式；刘琳琳[7] (2020)、宋坤禹等[8] (2019)、邢晓英[9] 
(2018)对研究日常管理的工作实践做了一些探讨。上述已有对研究生管理工作做了较好的探索，但很少从

“双一流”建设高校研究生秘书管理的特殊性来研究的，本文因此结合自己在“双一流”建设高校从事

研究生管理秘书工作的经历就此做进一步的探讨。 

2. 研究生秘书管理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 

当前“双一流”高校研究生秘书管理工作不能充分适应新时代发展的趋势要求，各项问题较为突出，

具体表现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2.1. 研究生秘书队伍建设不到位导致工作繁重 

由于研究生规模的不断扩展，教育事业的组成结构随之变得更加复杂，这也给研究生管理工作带来

了诸多困扰。所谓的研究生管理涵盖研究生从入学至毕业的整个时间区间，既包括业务学习部分，也包

括日常生活和管理。有效的研究生管理体制能够保障高校培养出高质量的研究生，塑造正直向上的学术

研究风气。根据“双一流”高校招生现状来看，二级学院发挥了主要作用，特别是在宣传这一方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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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目前我国高等学校中本科教育管理人员的配置数量比较充足，也反衬出研究生工作管理人员比例不

协调，在数量方面远未达标。在部分“双一流”高等学校的二级学院中，研究生秘书数量甚至出现了仅

有一人的情况，分管各个专业研究生事务，工作任务过于饱和。这也必然会导致研究生管理工作难以顾

及到方方面面，也无法调动研究生管理队伍的积极性。特别是当面临“招生季”时，研究生秘书数量不

足容易导致校内事务处理与校外宣传难以兼顾，从而影响日常工作管理的正常进行。 
为解决这一问题，各高校也为研究生秘书配备了相应的研究生助管，一方面是为了给勤工俭学的研

究生提供机会来减轻经济压力，另一方面也能够减轻研究生秘书的工作负担。阿格尼丝·赫勒作为新马

克思主义在东欧发展的代表人物，认为研究生是不同于一般的受教育个体的。研究生可分为全日制与非

全日制，其分类标准在于“课堂学习”和“实验”在日常生活中的占比。不同专业、不同类别的研究生

需要不同的管理手段，这对于研究生秘书以及助管的工作要求更加严苛。由于助管更多由在校学生担任，

随着年级的提升，学生也面临社会实践的压力，无法长期担任这一工作。因此，研究生秘书需要在新学

期重新培养相关的管理人才，浪费了诸多的时间和精力，也无法形成长效机制。 

2.2. 研究生秘书管理模式滞后引发管理能力不足 

相对于本科学生，研究生群体更加多样化，生源也明显表现出了年龄差距大、思想和水平差异大的

特点。由于研究生群体更具有独立性，集体观念略为淡薄，导致了群体之间缺乏交流与合作，这为开展

并且配合集体活动造成了较大的阻碍。近年来，“双一流”高校研究生事务的进行主要是通过研究生秘

书、辅导员、各班班长这三类主体间的相互对接，学校内各项通知的传达主要通过研究生秘书–辅导员

–班长这一模式。然而，随着研究生人数的不断扩增，这一管理模式已经不太适用，继续实施也无法产

生理想的效果，必须进行创新和改革，研究生管理工作不能停留在仅完成上级设定的任务。新冠肺炎疫

情爆发以来，学校作为人流密集的场所，管理工作不仅体现我国治理水平，更考验高校的现代化水平。

作为研究生管理工作的核心原则之一，常态化疫情防控必须落实在方方面面。在此背景下，要让研究生

教育的管理工作做到不断档、不停滞，需要研究生秘书从实际情况入手，以人为本，基于人道立场和和

人文精神，分析问题并凝练对策，针对全日制研究生和非全日制研究生制定针对性的管理方案，从而能

够开拓崭新的局面。 

2.3. 研究生秘书有待加强责任意识和定期学习培训 

根据“双一流”高校各个学院管理团队的调研结果，现有的多数研究生院管理人员虽然认真工作，

能够较好的服务师生，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能够及时调整心态，以良好的精神面貌对待工作，但是也不能

否认存在部分管理人员责任意识比较淡薄，在工作中未能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敷衍应付工作，无法正

确处理工作与生活、管理和服务间的关系。长久以往，这样的心态容易导致粗放简单的管理方式，若出

现问题，不能从自身角度思考如何防止问题的发生并改进。对于高校而言，研究生日常管理具有政策性

强、综合性高的特点，管理人员应当具备丰富的经验和能力，特殊情况还需要了解心理学以及教育学方

面的知识。根据现有机制，部分“双一流”高校缺乏对于管理队伍的定期培训和教育，相关人员管理意

识不敏锐，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对于研究生的新的管理要求。 

3. 研究生秘书管理工作的改革与创新 

3.1. 树立服务意识，提高研究生秘书岗位人员的选拔要求 

研究生院的管理人员身肩培养新时代高素质、高层次、高水平人才的使命，因此在选聘管理人员这

一过程伊始提高标准。作为一名尽职尽责的管理人员，首先需要具有较高的思想道德水平，人格健全，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10564


杨悦 
 

 

DOI: 10.12677/ae.2022.1210564 3689 教育进展 
 

这样才能够在工作过程中贯彻立德树人的原则，在面对各项繁琐的研究生管理工作时以高度责任感和较

强的细心、耐心来处理，弘扬扎实肯干的工作作风。其次研究生教育的性质也导致了研究生管理工作的

复杂性，因此管理人员需要有着良好的学习能力，这样才能不断精进业务水平，便于在日常工作中保持

对于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政策文件的熟悉度和掌握度，在工作过程中熟练运用各项规章制度，减少沟通

协调过程中不必要的时间浪费，提高管理效率。此外，管理人员的工作本质是为全校师生服务，需要树

立良好的服务意识，无私奉献，更好的与任课教师、辅导员以及学生完成学校下达的各项任务。 

3.2. 创新研究生管理模式，增强研究生秘书的主观能动性 

为了提高针对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双一流”高校以及各院系应当设立受学校统一管理但相对独立

的研究生管理机制，从管理人员的配置和物资的配备两个方面保障研究生日常管理工作。只有研究生管

理受上级统一领导，才能确保管理的权威性和统一性；只有研究生管理相对独立，才能根据各个院系的

规模灵活调整，提升实力，推动研究生管理向内涵式发展。只有合理配置才能及时响应学校的号召，全

面完成上级下发的任务和通知，高质量完成研究生培养工作。随着时代的发展，研究生管理人员的综合

素质亦被高度重视。在研究生管理工作难度不断加深的情况下，学校应该建立长效化的规培机制，定期

举办专题培训和讨论交流会，组织各个学院的研究生管理人员在校内和校外之间交流，更新管理人员的

知识架构，在经验共享之间得到共同提升，从而促进专业技能的提高。此外，学校还应当明确管理人员

的职责，确保管理工作责任的落实。对于每个培养单位来说，除了需要根据在校研究生的数量配备充足

的管理人员以外，还应当专人专责，特别是针对全日制研究生和非全日制研究生。只有从根本上完善了

管理机构的设置，扩大管理团队，才能将工作任务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也能促进研究生管理人员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 

3.3. 加强信息化建设，提高研究生管理工作效率 

当今时代移动通信技术处于迅猛发展的阶段，智能终端的普及也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沟通发生

了重大的变化。截止 2018 年，我国移动电话用户总数约为 15 亿户，移动宽带用户近 12 亿户，4G 用户

数量保持稳定增长。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常态化的疫情防控更是推动云办公的趋势。对于当前研究生的

教育和管理工作，信息化建设手段的渗透是必不可少的。信息化管理有助于高校学院管理人员以及研究

生之间的交流沟通，搭建便捷化渠道。根据现状，部分“双一流”高校应明确建设标准，全面关注建设

指标，加快各类管理软件的研发，致力于创建由信息主导的新型管理模式，在细节之处推进研究生日常

管理工作。在持续推进研究生管理体系的信息建设，必须从多渠道、多方面筹措建设资金，这需要高校

上级有着完整的建设规划。此外，各高校间也需要开展学习和交流，在管理上引进有效的新型管理方式。

具体来说，现阶段需要多层次的划分院系职能部门，并公布在信息化管理平台上，这样能够大大节省研

究生办理事务所消耗的查找信息的时间。此外，高校还可以开展统一的辅助管理人员培训，制作相关的

云视频上传至系统，倡导参与人员自主学习，尽快入手工作。与此同时，必要的学生反馈机制也应完善。

信息化建设离不开学生自主发言的平台，唯有了解痛点所在才能更好的更新信息化建设。 

4. 结语 

研究生教育是“双一流”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构成，当前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管理挑战，研究生秘书

作为研究生工作的日常管理人员肩负重大而艰巨的使命。只有适应时代发展的新需求，才能不断提高研究

生的培养质量，为高质量研究型人才培养贡献出自己的力量。研究生秘书作为研究生教育和管理工作的重

要负责主体，不仅需要积极响应校党委的领导和指示，兢兢业业履行相应的职责，还应该在日常工作过程

中创新并实践新思路和新举措，充分调动研究生的自我管理潜能，从多方面提升研究生的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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