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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农业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教育培养与改革发展，高校针对自身专业特点，学科优势在如何培养出

具有创新性、综合性的高层次农业专业人才方面进行了不断的研究与探索。结合我国当前农业农村社会

发展的需求，针对农业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对建立和完善农业专业硕士研究

生培养模式展开思考。本研究提出了明确培养目标，构建科学的课程体系，夯实学生的理论基础；提高

实践性课程占比与多样性，注重培养质量；强化校企协同指导，加强双导师队伍建设等新策略，为培养

实践型农业硕士研究生提供一些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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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mpanied by the education re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ster of agriculture in our co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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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y, universities have conducted continuous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on how to cultivate com-
prehensive high-level agricultural professionals based on their own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Combined with the needs of the current agricultural and rural social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for a series of problems in the cultivation process of master of agriculture, the ar-
ticle makes some thoughts about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master of agriculture cul-
tivation mode. And the clear training objectives and scientific curriculum system are proposed. 
Furthermore,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students needs to be consolidated, and the proportion 
and diversity of practical courses and cultivation quality need to be enhanced. Moreover, streng-
thening the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building a team of double mentors are necessary. 
These thoughts and exploration could provide some ideas for cultivation of master of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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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教育具有明显的职业性，即培养某一领域具有较高专业知识水平和创新创造能力

的高层次服务人员。农业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是为适应我国农科学位与研究生教学而设立的培养应用型

农科人才的学位类型。农业专业硕士要求学术性与应用性的协调发展，既要有过硬的专业理论知识，又

要有较强的实践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主要为农业专业技术的研究、应用、开发，农村发展等培养具有较

强的职业素养和能够创造性的从事实际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人才[1]。基于当前社会发展对农业

专业研究生培养的要求，文章通过分析当前农业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实践型人才培养

模式的展开探索思考，以期为提高农业专业硕士研究生的质量水平提供思路。 

2. 农业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背景及现状 

农业硕士研究生自 1999 年招生开始就保持着良好的发展趋势，不断完善教育制度，同时培养单位也

在不断的壮大，涉及的培养单位由最初的农林类院校逐步扩大到师范类、综合型以及理工科类大学，培

养领域从最初的 4 个经过拓展及调整形成目前的 8 个专业领域，领域涉及种养殖技术类、农业与食品工

程类、农村发展与服务管理类三大学科类别群[2]。农业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熟练掌握本专业的

理论基础知识并具有较高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专业领域的技术性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自

农业专业硕士研究生招生以来，虽然学校在培养目标和教学课程设置方面一直在不断的调整与改进，努

力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但同时也暴露出许多的不足的地方，例如，培养模式与课程设置与学术型差异

并不大，不够注重对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与训练，导师队伍建设较为滞后，对学生的指导效

果不够好等。 

3. 农业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存在的问题 

3.1. 农业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偏学术化 

目前农业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方案主要参考了学术性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培养过程以理论学习为

重点，培养过程较为模式化。学生申请入学需要先通过理论课程的相关考试，再深入学习专业的理论课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410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于赛赛，杨升 
 

 

DOI: 10.12677/ces.2022.104100 613 创新教育研究 
 

程，并达到基本的学分要求，随后进行课题研究并撰写毕业论文，最后进行毕业答辩[3]。整个培养过程

是基于理论基础进行的科学研究，但是随着我国实践型人才需求的逐渐增长，研究生毕业之后从事的主

要不在是科研性的工作，更多的是从事技术性的工作，这一发展趋势与学校设置的培养方案契合度较低，

因此研究生的培养应该更多的关注学生专业实践水平，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加快建立

和完善实践型研究生的课程培养方案，调整课程体系明确实践型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培养具有高质量、

高水平的技术性人才，以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 

3.2. 实践教学课程质量不高 

农业专业硕士的主要特点在于其“实践性”，因此在课程培养上应该与学术型研究生有明显的区别，

受这一因素的影响，农业专业硕士研究生阶段会设置许多实践环节，以此来加强研究生实践能力的提升，

但是在此过程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课程针对的是全体本专业研究生，而每个专业不同的导师会有不同

的研究方向，面向全体大众的实践性课程不能充分考虑每个导师的研究方向，因此会出现研究生以与导

师课题方向不符为由不积极参与相关实践，或者干脆就不进行实践性课程应付了事。实践课程的设置是

农业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中的重要板块，不少高校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既希望培养出迎合社会需求的高

层次的应用型人才，又希望培养出高质量研究型人才，这也是导致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课程体系不够完善，

缺少实践性课程，课程设置与培养方案与学术型研究生差别不大的一个原因。 

3.3. 双导师队伍建设滞后，指导效果有待加强 

农业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更注重应用，要求学生的研究紧密结合农村社会发展需求，更好的为农

村农业发展服务。目前普遍农业类院校开始采取“双导师”制度，所谓“双导师”制度，顾名思义是每

位学生有校内与校外两位导师，分别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对学生做不同的指导。校外导师主要是学校从

相关科研单位或者企业中聘请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与校内理论水平较高，知识体系储备较为完善的校

内导师相互补充，从而形成良好的农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4]。虽然现在部分院校实行“双导师”制度，

但是校外导师常常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参与到真正地指导学任务中，使得“双导师”制度成为对外招生的

一种噱头，因此高校在培养实践型研究生的过程中需要重视“双导师”队伍的建设，让“双导师”制度

名副其实，更好的培养农业专业实践型人才。 

4. 实践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 

4.1. 明确培养目标，构建具有学科特征的课程体系 

农业专业硕士研究生与学术型在培养目标与方式、课程设置、培养方案上应有所不同，农业专业学

位研究生应具有更灵活的培养体系，注重学生联系实际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基于为农业发展

培养实践型创新人才的特点，高校在课程设置上应体现综合性、实用性和开拓性。农业专业硕士研究生

的培养方案与培养目标应该与时代发展相结合，紧跟行业发展的趋势，培养目标应该以社会发展需求为

导向，培养具有解决农业生产问题的专业技术水平和扎实的理论基础的高层次人才，学生能够解决实际

生产过程中遇到的突发问题。课程体系设置在保证夯实基础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加大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

养，在保证必要的理论知识学习基础上，开设大量的实践课程。设立农业专业硕士学科责任教授，及学

科团队，首先专门制定与专业紧密相关，能够体现学科特征的课程体系，同时选用与农业实践相关的教

材，如统计学课程，不同于学术型硕士，就以《SPSS for Windows 在农业试验统计中的应用》(主编，刘

小虎)为主，重点讲授统计学在实际农业实践中的应用等；其次，在课程设置方面注重结合区域农业特征，

针对性开展相关课程教学工作，如基于我省西部地区高山蔬菜种植及土壤酸化对作物影响较大等区域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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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特征，开设相关讨论探究课，在课堂上探讨如何解决这类问题等；最后在学位答辩上设置要求，强调

评审以及答辩专家老师中必须都有一位农业研究单位的人员，区别于学术型硕士答辩，杜绝以前二者都

一起答辩的现象(往往都偏重于学术)，体现出农业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特征。 

4.2. 提高实践性课程占比与多样性，注重培养质量 

实践性课程是专业硕士研究生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教学环节，实践课程不仅能够最大程度的把握

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以达到查缺补漏的效果，其次为学生以后走出校门进入工作岗位提供一个

过渡时期，以便毕业后能很快融入工作岗位中，为行业与社会的发展添砖添瓦。 
实践性课程开设，结合每位导师研究方向，鼓励导师“走出去”，到农村，到企业中。结合当地农

业特征，与企业或农村合作社合作，开设创新性实训项目团队建设，学校与企业或涉农机构组建多个不

同研究方向的创新性实训项目团队，让学生直接参与到真实的项目研究中去。从熟悉整个研发设计、产

品应用的过程开始，到独立完成团队分派的任务。在整个项目研发过程中，校外导师把握整体的研究方

向及方案，及时更新市场对研究项目的应用状况，并做出相应的调整；校内导师及时为学生补充理论内

容，让学生能理解实验的每一个步骤的原理，以便学生能尽快熟练掌握实验流程。项目团队的组建目的

在于帮助学生扎实与拓宽基础理论知识，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让学生尽快适应行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在实践中更好地提高研究水平与技术能力。创新性实训项目的课程设置不仅能够解决学生研究方向不同

不认真进行实践性课程训练的问题，还能让校外导师有效的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义务，从而避免“双导师”

队伍建设成为一件纸上谈兵的事情。 
由中国农业大学张福锁院士团队联合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所创立的“科技小院”四川模式是在农

业专业硕士研究生实践性探索培养方面比较成功的案例，该培养模式由导师带队学生在农村生产一线，

与“三农”零距离接触，以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与农作物的高产为主要目标，致力于引导农民进行农作

物等的高效生产、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并逐步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科技小院”独特

创新的培养模式在于对学生进行“实践–理论–再实践”的三段式培养模式，通过让学生在正式入学之

前提前进入“科技小院”进行基础技能与知识培训后，在入学后对于初步认识的知识与面临的困难进行

针对性的理论课程安排与课题方向选择，之后在进入“科技小院”实地去探索、研究、解决之前遇到的

困难。该模式整个过程深刻的印证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科学探索方法，为农业专业硕士研究

生的培养提供一个很好的实践案例。 
除此之外还有河南农业大学探索出的“高校–农户–政府–企业”模式，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提出

的“三阶四化二位一融合”模式，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探索出的“三双、四模块、七学段”的模式以及云

南农业大学开展的“高校实践平台–企业实践基地–农业生产合作社基地”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等实践

模式[5]，从中可以看出实践教学在专业硕士培养中的重要地位，在保证专业基础知识教学的前提下开展

实践性课程，培养学生动手操作的能力，熟练掌握专业领域发展所要求的技能，培养出具有实践创新能

力的高素质专业人才。 

4.3. 强化校企协同指导，加强双导师队伍建设 

在校的农业专业硕士研究生普遍缺少实践经历，高校可以与涉农的机构、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

建立广泛的联系，根据企业、相关机构的生产需求，与其共同制定实践型人才培养方案，为学生以后在

本专业领域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农业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在于导师队伍的建

设，当高校的导师队伍同时满足既有较高水平的理论知识储备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时，则该学校基本上

能够保证较高水平的农业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教育质量，从而培养出高层次的专业技术人才[6]。为保障专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4100


于赛赛，杨升 
 

 

DOI: 10.12677/ces.2022.104100 615 创新教育研究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双导师”制度中的导师队伍应该拥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以及丰富的实

践经验，因此为了加强“双导师”队伍的建设，应鼓励校内导师定期深入企业、相关机构进行研究工作，

加强校内导师将理论转化为实践的能力，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同时基于地域农业特征，学校专业研究

生的培养目标与培养方案，制定校外导师的遴选标准与原则，选择技术水平较高，职业素养较强的人作

为校外导师，并建立校外导师数据库，以便进行跟踪管理。学校对校外导师定期进行理论培训课程或开

展学科前沿讲座，扎实校外导师的专业领域理论知识，对于不能进行有效实践教学的校外老师予以警告、

解聘等处理，与校内导师一起整合成为一支学术水平较高，实践能力过硬的导师队伍。 

5. 结束语 

面对当前社会发展中对实践型研究生教育的需求与挑战，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培养模式，不断解

决研究生培养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是当前高校教育工作者的重点任务[7]。首先高校教育者应该转变，从

“学术型”研究生培养中形成传统的教学方式中，发现现有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其次要提高自身专

业素养，同时加强实践性课程的培养教育。最后学校要积极与校外企业、涉农机构与单位联系，为学生

提供良好的实践教学的环境，聘请行业领先技术人员为在校学生进行实践生产训练，以满足社会对农业

专业硕士复合应用性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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