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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双一流”建设为地方高校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研究生教育是培养高科技人才的重要途径。文

章从地方高校研究生培养面临的挑战和趋势出发，简述了当前地方高校硕士研究生培养困境及存在问题，

以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为例，从目标定位、生源质量、培养方式、课程教学、科研平台五个方面，探索了

地方高校研究生培养途径，有效促进了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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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ational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has brough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the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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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lopment of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ostgraduate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train 
high-tech talents. Starting from the challenges and trends of postgraduate training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briefly describes the current existing problems of postgraduate training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aking Hubei University of Automotive Technology as an ex-
ample, explores the ways of postgraduate training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five aspects: 
target orientation, student quality, training mode, cours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latform, which ef-
fectively promotes the improvement of postgraduate train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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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科技、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支柱。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发展，高科技人才已

成为各国维持在全球化经济中的竞争力的源动力，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

建设人才支撑”进行了深刻阐述。研究生教育位于国民教育的顶端，肩负着高层次人才培养和知识体系

创新创造的重要使命 [1]。 
推进高校“双一流”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旨在引导建设高校切实把精力

和重心聚焦有关领域、方向的创新与实质突破上，创造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对于提升我国高等教育

综合实力、国际竞争力，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具有重大意义 [2]。“双一流”建设的目标是服务国家重大战

略，核心任务是人才培养，关键是师资队伍建设，推动力是科学研究。在 2023 年 3 月 23 日教育部新闻

发布会上，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刘昌亚表示，今后发展过程当中逐步扩大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占比，为

国家培养实践型、应用型高端人才 [3]。地方高校作为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之一，在培养研究

生等高级科技人才方面，如何抢抓机遇，聚焦一流学科建设、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与地方经济，培养具

有独立自主学习与科技创新能力的研究生，进一步激发办学活力，是当前地方高校研究生培养面临的

新挑战。 

2. 地方高校硕士研究生培养困境及存在问题 [4]  [5] 

与部属高校相比，地方高校的数量占有绝对优势，但其所拥有的硕士学位授权点在全国占比较小，

加之研究生教育起步普遍较晚，虽总体发展良好，其研究生培养也遇到了一些困境及存在不容忽视的问

题，主要表现为： 

2.1. 目标定位不够明晰 

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体系呈现多元化特点，研究生培养类型分为学术型硕士与专业型硕士，前者偏

重理论和研究，注重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后者注重培养学生的应用实践能力。虽然当前社会对实

践型、应用型高端人才需求较大，但大多数地方高校的研究生培养仍以学术型硕士为主，这样造成的后

果势必导致社会就业需求错位、学校学科发展畸形，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地方高校研究生培养目标定位不

明晰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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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生源质量普遍不高 

品牌效应产生的影响力现已成为社会共识，高校亦是如此。随着现代社会高度信息化的不断发展，

考生自我意识逐渐增强，他们在选择高校和专业时更加注重自身未来职业发展，加之地方高校存在办学

条件紧张、资源平台偏少、师资力量不足、整体招生人数偏少等弱点，知名度与社会认可度远不及重点

高校，因此很难吸引优秀学生报考，很多高校需要依靠调剂才能完成招生计划，导致生源质量普遍偏低，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地方高校的发展。 

2.3. 培养方式相对单一 

研究生培养过程包含入学考试、培养计划制定、课程学习、参与科研实践、撰写学位论文、论文答

辩及授予学位等环节。地方高校因研究生规模小存在导师多学生少的情况，在参与科研实践与撰写学位

论文环节，其研究生培养方式基本采用一对一导师制，即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学业。在研究生学

位论文指导与毕业考核环节，其他相关学科领域的教授，有可能受导师之邀参与指导研究生的工作，虽

有参与但总体贡献度不高。 

2.4. 课程教学趋同严重 

地方高校研究生课程趋同本科生教学模式问题普遍存在。当前地方高校硕士研究生课程大都按“公

共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设置，课程设置集中于第一学年，灌输式教学作为研究生课堂教

学的主要形式，在课堂上学生基本是听、记，鲜有机会发表见解，研究生从另一角度来看成为了“大五”

的本科生，致使培养的研究生普遍存在自主学习能力不强，主动进取精神欠缺，捕捉问题关键点不够敏

锐，创新研究能力低等问题。 

2.5. 科研平台较为薄弱 

与部属高校相比，地方高校所获得的政府投入和社会资金吸纳相对不足，科研平台较为薄弱，普遍

存在科研经费投入不足、人力资源配置不合理、缺乏高层次有影响的科研带头人、科研条件、实验平台

相对滞后等问题，加之科研成果与社会需求联系不够紧密，校企协同育人机制有待完善，研究生的创新

能力和实践能力不能很好地满足社会对高素质创新型实用型人才的需要，难以适应社会多元化的需求。 

3. 地方高校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途径的探索 [6]  [7]  [8] 

新形势下地方高校要想顺利跻身“双一流”，培养具有独立自主学习与科技创新能力的人才，必须

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站在新的高度谋划人才培养体系。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作为一所极具汽车特色的地方

高校，现有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光学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等 7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有

电子信息、机械、交通运输、工程管理等 5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为全面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学

校从目标定位、生源质量、培养方式、课程教学、科研平台等五个方面，对研究生培养途径进行了积极

探索。 

3.1. 围绕学校发展定位调整研究生培养目标 

正确的目标是走向成功的先导。为更好地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需求，

学校紧紧围绕汽车产业链构建学科特色，扎根十堰、立足湖北，以“服务地方经济和汽车产业”为己任，

走“产学研创融合”的特色发展之路，紧跟社会发展需求，紧盯学科技术领域生成，深化对学科核心领

域问题、前沿动态、颠覆性技术的研究探索，突出理论与实践、课程学习与科学研究、知识积累与创新

能力培养等方面的有机结合，把培养专业型硕士作为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重点，不断优化调整研究生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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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近年来专硕专业比例逐年上升，不断扩大专业型硕士生招生占比，坚持走以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

发展道路，实现研究生教育的良性发展，近 5 年学校学硕与专硕专业数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 number of majors of academic master and professional master in recent 5 years 
图 1. 近 5 年学校学硕与专硕专业数 

3.2. 持续优化生源结构进一步提升生源质量 

良好的研究生生源质量是保证研究生教育培养的先决条件。学校作为处于优质生源下游的地方高校，

根据实际生源准确分析了近几年生源结构情况，精准锁定生源目标，大力开展多渠道多方式的招生宣传

以吸引优质生源，比如举办夏令营让学生直观感受学校整体实力与办学特色，前往目标生源高校进行研

究生招生宣讲，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加强与考生的交流互动，展示广阔的就业渠道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与其他高校合作建立优质生源基地等；同时建立了有效的研究生招生生源质量保障体系，不断加大投入

改善研究生培养条件，持续加强研究生学科创新，如通过举办研究生智创论坛、资助研究生赴国内外高

校参加学术会议、参与企业项目实践、开展研究生学科竞赛等机制环节，并辅以完善的研究生奖助体系，

助力研究生成长成才。近 3 年报考学校研究生人数逐年递增，报考人数增长率均超 110%，随着报考率的

大幅增长，学校生源质量稳步提升，近 3 年报考学校研究生人数如下图 2 所示。 
 

 
Figure 2. The number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who applied for the school in re-
cent 3 years 
图 2. 近 3 年报考学校研究生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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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完善协同育人机制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完善协同育人机制是创新地方高校研究生培养机制的重要方式，也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有效途

径。学校牢固树立“工程教育回归工程”教育理念，坚持将工程类专业人才培养的主战场放在企业，围

绕和拓展汽车产业链，培养专业基础扎实、工程实践能力强、具有创新精神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聚焦

突破性发展优势产业，积极与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风汽车动力零部件有限公司等当地

企业合作，制定硕士研究生校企联合培养方案，坚持以项目为依托，择优遴选培养对象，严格考核管理，

采用“双导师制”“双阶段”培养方式，将企业中的技术应用纳入研究生培养内容，将研究生的研究课

题与企业的生产实践进行有机融合，把实验室搬到企业，把论文写在产品上，充分发挥校企各自育人优

势，将协同育人渗透到研究生培养过程的各个环节，保障联合培养研究生质量。2023 年学校顺利获批湖

北省首批卓越工程师校企联合培养计划 30 人，实现了高校与企业的优势互补。 

3.4. 积极开展课程建设探索研究生教学改革 

课程学习是研究生培养的重点环节，合理的课程设置有助于搭建完善的知识结构，灵活的教学方式

有助于提升学习效果。学校全面推行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构

建了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业课程思政、导学思政三位一体的思想政治体系，学校明德课程思政研究中心

获批湖北省课程思政示范中心。在课程设置上，学校采用课程退出管理机制，对于原培养方案列出的、

但长期未能开设的课程，给予调整或取消，对教学内容相同或相近的课程进行整合，突出教学课程的综

合性、交叉性、应用性和前沿性。坚持“必修、选修、自修、讲座”四位一体的课程模式，尝试打破学

科专业之间的壁垒，支持学生跨培养方案选课，既实现了学校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又满足了学生个性化

发展要求。聚焦研究生教育中存在的难点、重点问题，深入推进混合式教学、社会实践课程等综合改革，

组织研究生导师开展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积极开展案例式、研讨式、项目式、研究性教学。近年

来获批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面上课题立项 4 项，获批湖北省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3 项。 

3.5. 坚持政企校多方合作共建科研技术平台 

高水平科研平台是夯实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基础，科研平台建设重在资源设置的合理化和利用效益最

大化。学校在科研资源平台薄弱的情况下，积极争取地方各级财政加大对学校办学经费的投入，努力寻

求地方政府的重视和支持，顺利成为国家“教育强国推进工程”入选高校；持续加强政企校多方合作，

探索与企业联合建立研究中心，充分发挥地方产业优势和学校教育资源优势，走产学研一体化道路，与

东风汽车公司、十堰市相关企业联合建立了 6 个院士(专家)工作站、70 个校企共建研发中心(企校联合创

新中心)、6 个地方特色高端智库，与 140 多家企事业单位建立了长期产学研创合作关系。学校现设有汽

车动力传动与电子控制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储能与动力电池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汽车节能技术湖北省协

同创新中心、武当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等 51 个省部级科技创新平台和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成

功破解了学校科研平台薄弱这一难题，我校研究生群体已成为推进学校科技创新、彰显学术氛围的生力

军。 

4. 结语 

研究生等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是国家科技创新的关键。为加强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推进，

促进高校“双一流”建设，本文结合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实际，从准确定位研究生培养目标、持续提升生

源质量、完善协同育人机制、积极推进课程教学改革、打造高质量科研平台五个方面探讨了提升地方高

校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途径，希望为其他地方高校提供借鉴，全面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3.118351


王晴岚 等 
 

 

DOI: 10.12677/ces.2023.118351 2377 创新教育研究 
 

基金项目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研究生教育质量工程项目(编号：Y202010)； 
湖北高校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编号：2021546)；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编号：21mdsz23)。 

参考文献 
[1] 求是网站.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2-11/01/c_1129089160.htm, 2022-11-01.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 教育部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

设的若干意见[EB/OL].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2/14/content_5673489.htm, 2022-01-26. 

[3] 教育部网站. 教育部: 将逐步扩大专业学位研究生占比 培养应用型高端人才[EB/OL].  
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3/55167/mtbd/202303/t20230323_1052384.html, 2023-03-23. 

[4] 别敦荣. 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特点、要求和战略重点[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22(2): 15-27. 

[5] 陈烨, 彭怀东, 刘世明. 地方高校研究生培养面临的困境与对策探析[J]. 河南教育, 2018(5): 14-18. 

[6] 王花, 王亚君, 吴庆明. “双一流”背景下农林院校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路径——以东北林业大学为例[J]. 黑龙江

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 2022(12): 11-13. 

[7] 李新利, 皇涛, 张柯柯, 宋克兴, 于仁红. 产科教深度融合下专业型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探索[J]. 高教学刊, 
2023(9): 170-174. 

[8]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网站. 学校简介[EB/OL]. https://www.huat.edu.cn/xxgk/xxjj.htm, 2023-06-21.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3.118351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2-11/01/c_1129089160.htm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2/14/content_5673489.htm
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3/55167/mtbd/202303/t20230323_1052384.html
https://www.huat.edu.cn/xxgk/xxjj.htm

	“双一流”背景下地方高校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途径的探索
	摘  要
	关键词
	Exploration of Way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ostgraduate Training in Local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First-Class”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地方高校硕士研究生培养困境及存在问题[4] [5]
	2.1. 目标定位不够明晰
	2.2. 生源质量普遍不高
	2.3. 培养方式相对单一
	2.4. 课程教学趋同严重
	2.5. 科研平台较为薄弱

	3. 地方高校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途径的探索[6] [7] [8]
	3.1. 围绕学校发展定位调整研究生培养目标
	3.2. 持续优化生源结构进一步提升生源质量
	3.3. 完善协同育人机制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3.4. 积极开展课程建设探索研究生教学改革
	3.5. 坚持政企校多方合作共建科研技术平台

	4. 结语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