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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生的培养管理关系创新型国家建设，其思政教育日益重要。目前，研究生思政的实践和研究成果主

要集中在课程思政方面，虽然部分研究者探讨了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等三全育人的理论和

方式，但大多仍只考虑教育方式，忽视了研究生的内在需求，影响了教育效果。本文探讨思政教育如何

提高研究生的能力问题，从研究生专业能力培养中的学习目标、专业知识、职业技能、科学思维四个方

面出发，构建全过程研究生思政教育体系，在服务国家发展的目标下，引导研究生塑造正确的人生观、

世界观，实现人生价值。过程思政不仅解决思政教育形式单一，效果不佳等问题，还提高了研究生的科

学思维、专业能力，具有较好的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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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graduate students are rela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no-
vative country.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graduate students is becoming increa-
singly important. Currently, the practice and research resul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
tion for graduate students mainly focus on course-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l-
though some researchers have explored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spects of three-dimensional 
education which includes educating all students, throughout the entire process, and in all as-
pects, most of them only consider educational methods, and ignore the internal needs of gradu-
ate students, which affects the effectiveness of education. The paper discusses how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an improve the capabilities of graduate students, starting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learning objective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vocational skills, and scientific thinking 
in the cultivation of professional abilities for graduate students. The aim is to construct a com-
prehensive proc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graduate students, guiding them to 
shape their correct views on life and the world, and achieve their own values under the goal of 
serving national development. Process-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not only solves 
the problems of single forms and poor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ut 
also improves the scientific thinking and professional abilities of graduate students, with good 
educational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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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要建设创新型国家，研究生逐渐成为国家建设、科技创新的生力军。据教育部统计数据，2022
年，研究生招生 124.25 万人，增长 5.61%。在学研究生 365.36 万人，增长 9.64% [1]。相对本科生，研究

生就业时更有竞争力，容易获得较高的薪酬。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日益扩大，考研成也为很多优秀大学

生的重要选择。 
教育部 2019 年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培养管理的通知》，要求切实加强研究生思想政

治教育，促进研究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并对研究生教学活动全过程和教学效果进行监督[2]。研究生

比本科生层次更高，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和社会影响力。作为社会的精英层次，研究生的思政建设，比

本科生思政更重要，也更难。首先，研究生年龄更大，思想更加成熟，思想教育、引导难度更大。其次，

研究生思维能力较强，不容易接受碎片化的说教，对教育形式和内在逻辑要求更高。第三，研究生更加

现实，期望思政教育能解决实际问题，帮助实现其人生价值，会有意识规避无用的形式知识。因此，研

究生思政教育应是全过程、成体系、有价值的。 
研究生阶段的学习除了学习专业课程，还有参加科研项目，进行学术交流。尤其是跟本科生不同的

是，研究生有固定的研究生导师，在研究生教育全过程进行指导。2010 年《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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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导师负有“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首要责任人的作用”，

导师除了教书，还要全面关心研究生的思想动态，道德规范以及未来成长发展，育人也是导师的基本责

任[3]。著名教育家、科学家杨振宁指出：对研究生来说，将来影响最大的不是学会一两个技术或是怎样

做实验的方法，而是要清楚方向、选对方向，找到正确的方法，把自己带到一个将来有发展的领域[4]。
导师在其中起到关键性作用。 

目前，研究生思政教育的实践和研究普遍存在较大缺陷。主要问题有：首先，注重形式，不重实效。

部分思政学习都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学，注重数量和时长，采用量化考核。增加了学习强度，却效果不佳，

有时甚至起到反向作用。其次，思政教育形式单薄，不成体系。将教育内容局限在思政课程、专业课的

课程思政上，忽视了思政在项目研究、学术交流、导师辅导作用、融入的问题。虽然可以完成对应学分，

但没有让研究生从内心、逻辑上认同思政内容。另外，思政和毕业、就业、薪酬等现实问题有距离，研

究生没有主动学习、思考的激情。 
研究者对研究生思政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等“三全育人”教育形式进行了有益探索。

文献[5]分析了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难点与突破路径，认为思政教育是系统工程，主体是教师，要从思想、

能力、推力、制度上保证教师的精力、能力和热情。文献[6]从协同育人机制、全过程培养与跟踪以及德

智育人协同等方面探索“大思政”建设策略。认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研究生思政存在全员育人广度、

深度、维度等不够问题。建议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学生协同育人机制，开展关键环节与节点的全过

程思政挖掘融入，量化课程思政考核目标形式，实现德智育人协同。文献[7]认为研究生“三全”育人效

果提升受制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存在育人多维主体协同期待与侧重学校或导师倾向的主体保障不

平衡、多领域育人载体需求与课堂教学注意力分布不平衡三大问题，需要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学生

协同育人机制、规控好研究生从入校到离校全程的精微细节、拓展和拓宽育人载体，实现研究生思政教

育中的主体协同的全员性、时间贯通的全过程性和上下左右的全方位性。 
目前，大部分研究成果仍强调教育过程，即局限于学校、专业、导师等知识主体对研究生进行课程

思政知识输出教育，忽视学习过程。实际上，研究生经过小学、中学、大学本科长达十余年的课堂教育

和以知识点为核心的应试教育，对新的知识抱有一定的警惕性和惰性，不容易接受相对枯燥、理论的思

想教育。尤其是大部分所谓的三全教育方式，教育方式零散、多变，形式东西多，耗费大量精力却实质

内容少，对毕业、就业、升学帮助小，造成学习效果不佳。 

2. 研究生过程思政教育体系构建 

从研究生学习的角度，针对研究生阶段学习全过程，从研究生专业能力培养中的学习目标、专业知

识、职业技能、科学思维四个方面出发，考虑研究生特点，构建全过程研究生思政教育体系，在服务国

家发展的目标下，引导研究生塑造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实现人生价值，使之得到真正的职业发展，

保证了思政学习的效果。 
全过程研究生思政教育体系如图 1 所示。教育的主体为研究生。思政教育的目标是，根基于国家发

展和行业需求，从价值引领和能力需求两方面，提高研究生的职业技能和专业能力，提高研究生学习的

针对性和效率，满足国家对高层次、高素质人才的需求。 
专业能力是研究生教育的核心和抓手。全过程研究生思政教育体系中的主要建设内容围绕如何提高

研究生的专业能力进行，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 面向国家需求的学习目标规划 
研究生的学习目标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掌握一定水平的专业技能，其次要服务国家和社会，通过

职业劳动，获取财富，实现人生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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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whole process of gradu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图 1. 全过程研究生思政教育体系 

 
一些研究生困扰于学习目标，不知如何将学习转化为能力，增强应对未来变化的能力。实际上，技

术乃至行业发展跟国家政策、国家需求息息相关。国家鼓励、扶持的方向一般更有发展潜力。企业家雷

军提到“大势很重要，要顺势而为”、“站在台风口，猪都能飞上天”[8]。这种势和风口实际上就是国

家对行业的巨大需求。 
研究生思考如何实现人生价值的同时，需要进一步考虑如何创新、如何报国。只有能力获取、职业

发展、家国情怀、个人价值实现有机结合，才能保证教育效果，自然而然地思政教育的效果就达到了。 
项目组讲授的“风电场 SCADA 监控”这门课程与思政有着天然的结合点。该课程讲的是绿色制造，

绿色发展观、生态观风电场的智能监控，与国家“双碳”战略相吻合，有利于学生价值观的塑造、人生

观的培养。将所学知识和国家的双碳战略紧密联合在一起，就会了解课程的重要意义，树立“创新驱动、

科技报国”的价值追求。在学习中通过参观哈电风能等知名国企，领略大国重器，增强民族自豪感，培

养家国情怀。 
2) 融合技术发展的专业知识学习 
信息时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等技术，深入人们的生活中，促进了各个学科

科技的发展。在研究生的学习中，不少人利用 ChatGPT 能有效帮助其改进编程、阅读文献、撰写论文等

等。 
国家重大科学技术的发展，一般都在爱国精神中产生。中国的两弹一星，为国家发展筑起了铜墙铁

壁。“两弹一星”的研制者，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经受住了生命极

限的考验。他们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怀着强烈的报国之志，自觉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把个人志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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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振兴联系在一起。近年涌现的科技创新的华为精神。在美国举全国之力，压制一个公司时，华为没

有退缩。它以技术创新锻造核心竞争力、积极探索与员工共治共享的治理方式、坚持用底线思维防范风

险、全力服务国家发展，在科技上取得一个个突破[9]。华为产业链不仅为国家赢得了尊重，也帮助了千

万家中小企业，促使千千万万人就业。 
国和国之间的竞争是技术的竞争。在技术发展的洪流中，个人奋斗实际上是跟国家命运是紧紧联系

的。技术发展越先进，需要的投入就越高，需要国家的帮助就越大，自身的命运也就跟国家捆绑得越来

越紧密。研究生通过专业学习，会逐步认识爱国情怀的重要性。课程思政是指在课程目标，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创新实践等方面，全面融入思政元素，培养学生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形成较

好的科研能力、创新能力。 
3) 基于行业需求的职业能力养成 
为行业培养需要的合格的、具有职业能力的人才，是大学教育的根本目的之一。职业能力是指职业

规范和要求，工作中表现出来的综合品质，包含职业道德、职业技能、职业行为、职业作风和职业意识

等方面。职业能力是研究生未来从事专业相关职业的多种能力的综合，包括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创新

能力等等。 
为了满足行业需求，大学教育在课程设置、内容选取、案例选取方面，和国家战略需求、经济发展

需求、环保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在教学中从国内不同企业选取不同的案例讲给学生，学生学习起来就不

会觉得枯燥无味。 
新能源行业的发展对研究生提出了能力要求。以行业发展需求为导向，以思政教育为基石，优化教

育体系，改革课程教学方法，构建多层次、多模块的校企协同研究生培养模式。“风电场 SCADA 监控”

课程引入“双碳”背景下，新能源行业发展案例，尤其是风电发展为例，把绿色、可持续性的理念融入

课堂，可以让学生树立劳动思想、环保意识，培养学生大国工匠、科学精神。 
4) 结合思政哲学的科学思维训练 
思政教育并不是传统的、零散的、碎片化的知识教育，而是具有强大生命力、构成自洽的思想体系。

思政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学习思政知识、掌握基本原理，而是要通过学习提高研究生寻找问题、思考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具备成熟、专业的科学思维能力。 
让学生从问题、方法、结果，三方面理解思政的原理和逻辑。问题，是研究生的学习的原动力。在

阅读大量相关文献后，通过思政中“辩证思维”、“反向思维”、“发展思维”，寻找问题方向，确定

问题内涵，反思现有方法的不足，确定问题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方法，是研究生学习的主要内容。科学

的方法，通常是技术发展的结果，是经验的结晶，也是提高研究生能力的有效手段。思政教育的哲学方

法论，为专业方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科学手段。使用一些常见的方法，如归纳和演绎统一方法、逻辑和

历史统一方法、分析和综合统一方法、抽象和具体统一方法，提高了研究生的思政水平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结果，可以评价研究生学习的成效，并加以改进。研究生解决专业问题后，需要不断通过思政教育

思考并反复衡量结果质量，确定是否需要改进和创新。 
利用全过程研究生思政教育体系，对研究生课程“风电场 SCADA 监控”、研究生学术交流、科学

研究等进行了改革实践和探索。以“专业育人、课程育人、思政育人”培养应用型高素质人才，将家国

情怀、工匠精神、团队合作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风电场 SCADA 监控”课程体系如图 2 所示。课程把握“坚定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学生爱党、爱

国、爱民、爱集体”主线，结合所在学科专业育人要求和特点，深入挖掘蕴含的思政教育资源，优化课

程思政内容供给。课程教学分成三个阶段，首先是基本理论。主要围绕的是数据通信与网络和 I/O 接口

与数据采集这两个部分进行讲述。在授课方面，采用讨论教学和翻转课堂等方式。在授课内容上引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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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案例、典型案例和科技论文，通过应用型教与学的融合，达到让学生掌握基本理论的目的。第二部分

是应用设计。主要围绕工程实际中的两个重点 PC 控制和工业控制进行学习。学生可通过实际的工程项

目，提高自己的工程能力。最后一部分是工程实践。主要是引入实际的 SCADA 系统，从系统创新问题

的解决过程出发，增加学生学习的目的性和有效性，达到研究型教与学的深度融合，实现全过程思政教

育。 
 

 
Figure 2. Graduate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system based on the whole proc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图 2. 基于全过程思政的研究生专业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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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研究生的思政教育，十分重视教育方式，但不重视研究生内在的需求，效果不佳。可从研究生专业

能力培养中的学习目标、专业知识、职业技能、科学思维四个方面出发，构建全过程研究生思政教育体

系，在服务国家发展的目标下，引导研究生塑造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实现人生价值。不仅能解决思

政教育形式单一，效果不佳等问题，还能提高研究生的科学思维、专业能力。 
在科研实践中，尤其是项目研究和学术交流过程，思政教育作用越来越重要。近年来，在新冠疫情

影响下，很多企业面临巨大的生产压力。团队多名风电领域的研究生，在疫情期间克服压力，主动报名，

每周到国家骨干企业哈电风能有限公司等进行技术服务。研究生在公司的大数据部工作。每天跟企业的

工程师一起上下班，吃饭时都在讨论技术问题。协助企业工程师，分析处理了风电功率预测相关的数据、

搭建风电功率预测的模型，还对风机故障预警问题进行了研究，帮助他们开发了产品前端软件。围绕企

业需求，两年内，研究生共发表了 3 篇 SCI 论文，申请了 2 项发明专利，企业对课题组给予高度评价。

硕士生“勇当新时代‘绿色发展’排头兵”事迹，发表在 2021 年 5 月 24 日《光明日报》上，荣获“湖

南省高校优秀大学生党员”荣誉称号。课题组事迹被《中国教育报》报道(2020.3.13，要闻 03 版)，目前

团队主持省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培育了“全国高校活力团支部”等优秀学生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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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湖南省研究生精品示范课程“风电场 SCADA 监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湘教通[2022]357
号)；2022 年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学改革研究项目(2022JGYB217)；2022 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

革研究项目(HNJG-2022-0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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