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2年 9月 

总第44期 第 3期 

高等建筑教育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IN 

INSm 丌10NS OF HIGHER IEARMNG 

Sept．2002 

Sum No．44 No．3 

论如何提高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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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受到了人们广泛的关注。作者分析了硕士研究生培养中的问题，指出必须严格控制招生 

规模 ，改革招生考试制度，加强课程与教学改革，严格评审学位论文和提高导师队伍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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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improve the cultivation quality of adIllate studmts 

ZHU Sheng-li 

(College of Hi．gher Education，Wuhan University，Wuhan 43(ff／2，China) 

Abtraet：More people focus on the cultivation quality of graduate students．11le author analyses the problem in the cultivation of~"aduate：stu— 

dents and enlightens that We：sh~ld control the number ofertrolhnent。reform the examination。curriculum and teaching。be strict to evaluate the the— 

sis。and improve the q~ ity of tutors． 

Key WOI~ ,I~ [uate students；cultivation quality；improve；ways 

《中国青年报>>20O1年 8月刊发了关注研究生教育的系 

列报道⋯。不久，《长江 日报》也发出呼吁：研究生教育是该 

“研究研究”了_2 J。这些报道指出了当前研究生培养中出现 

的突出问题 ：规模上不少培养单位盲 目扩招 ；招生中考试型 

选手得天下；教学上上课程设置本科化 ；毕业时学位论文凑 

拼盘、答辩走过场；导师中数量不足、水平参差不齐等等。研 

究生教育是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层次，在我国“科教兴国”和教 

育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保证和提高究生的培 

养质量 ，已经成 了当前的迫切任务。本文拟对如何提高硕士 

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作些探讨。 

一

、招生规模应与培养单位的消化能力相适应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需求的不断增 

加，国家近几年扩大 了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同时也给 了培 

养单位招生的机动指标。有的培养单位不顾 自己的培养能 

力 ，千方百计招进来大批学生。这样 ，一来有 了学生可以保 

住硕士点 ；二来可以收取不少学费。这种盲目扩招带来 了一 

系列问题：一是硬件跟不上。例如 ，在宿舍条件方面，由于计 

划内研究生绝大部分不走读，这部分学生人数的增加给本来 

就已紧张的高校宿舍条件带来压力。又如，在实验室建设、 

图书资料建设、基本信息用品如计算机、打印机、复印机的配 

备等方面，也随研究生的大幅度扩招而使本已存在的问题更 

加突出。二是软件跟不上。其 中以师资条件最为明显。毋 

庸讳言，尽管研究生培养单位的师资队伍和科研队伍 已有所 

加强 ，但仍存在较多问题 ，要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 尚需加大 

师资队伍和科研队伍的建设。三是在扩招实际操作中能否 

保证研究生生源质量问题。四是研究生教育经费投入的问 

题。目前，研究生教育经费投入已经开始吃紧，影响了培养 

单位的教学、科研 、生活、工作等条件的建设，也使研究生待 

遇显得偏低。大幅度扩招研究生，必将加大研究生教育经费 

投入的压力。 

笔者认为，当前硕士研究生发展重视规模的同时必须重 

质量。就培养单位来说，招生规模应与自己的消化能力相适 

应，必须狠抓软硬件建设，国家必须严格监控各培养单位的 

招生规模。要组织专家对各培养单位定期进行评审，对于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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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质量较差的硕士点要进行处罚 ，缩减招生数量直至取消招 

生资格。在硕士点的设立和各培养单位的招生人数分配上， 

必须尽快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估机制。 

二、严把“入口关”——改革招生考试制度 

目前我国硕士研究生招生由初试和复试两部分组成。 

初试分 5门课程 ，其中两至三门公共课 ，全国统一命题 、统一 

考试 ；剩下的专业课则由招生单位 自行命题，最后由教育部 

划定复试分数线。复试则由招生单位自行组织。表面看来， 

这种招生制度既有集中统一，又有灵活 自主，是一个比较好 

的招录制度。然而 ，现实中这个制度却暴露出诸多弊端。 

考过研或准备考研 的人都知道，考研拼的是初试，初试 

拼的是公共课，公共课拼的是外语 ，归根结底，拼的是分数。 

从应试的角度看，专业课比公共课好对付多了。仅仅两三门 

的考试科 目，覆盖面窄，能考查的知识有限，试题范围和题型 

很少有变化 ，而且 ，对于有的硕士点来说，由于报考人数本来 

就少 ，考生过公共课关就已经被淘汰了绝大部分，如果专业 

课题 目出得太难，再淘汰一部分 ，到头来可能招不到人，所 

以，专业课题目也不可能出得太难 ，这样，初试拼公共课就理 

所当然了。在公共课中，政治 内容不多，只要上上辅导班(因 

为那里有一条龙对付考试的办法)，一般没什么大问题。而 

外语则不同 ，它需要一定的基础。于是，公共课拼外语成了 

必然。而旨在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以及有没有科研潜力的 

复试 ，多数流于形式。除了少数几所高校外 ，大部分高校采 

取的是等额复试 ，因而复试也 只是走走过场。如今扩招并 

轨，至多也不过是在复试中决出谁交费谁不交费。正如北京 

师范大学劳凯声教授所说 ：“现在的研究生入学考试，考来考 

去成了外语考试 ，选拔研究生不是在专业上衡量 ，而是在外 

语上做取舍。,,Eli由于入学考试时不科学的初试和不严格的 

复试 ，一些真正的好学生被挡在了门外 ，而把许多“考试机 

器”放了进来，这直接影响到了硕士研究生的教育质量。 

提高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必须从源头抓起，提高生 

源质量。这就必须改革招生制度。就目前看来，取消硕士研 

究生招生统一考试是行不通的。因为如果完全仿效欧美国 

家采取推荐制度，录取的公平和公正很难保证。即使在现行 

考试模式下，由于专业课和复试是由招生单位 自主命题，漏 

题现象时有发生，本校本专业考生明显在专业课考试 中占优 

势。硕士研究生要具有研究能力，特别是创新能力，必须选 

拔出一些综合素质好、专业水平高有科研潜力的学生。笔者 

建议，在科学评估分配各培养单位招生人数的前提下，硕士 

研究生的入学考试实行“公共课 +专业课”考试制度。公共 

课指现在的公共科 目外语、政治和数学，实行国家统考、这个 

考试相当于一种资格考试。通过公共课考试后，考生可以选 

择两个或更多培养单位报考(尽管考生现在也可在报考时填 

报两个志愿 ，但第二志愿基本形同虚设 ，因为录取时各培养 

单位互不买账)，参加专业课考试。专业课由各招生单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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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命题 、自设考试时间(在国家规定的某一时段内)。参加专 

业课考试时，考生须提交本科时的学习成绩、专家推荐信，以 

备录取时作为重要参考。当然，在整个考试过程中，必须严 

格监管。这种考试办法既保证了国家的统考水平，又保证了 

各培养单位的自主性，还让培养单位和考生都多了选择的余 

地 。 

三、课程与教学改革 

现在不少硕士研究生培养单位的课程学习无论是在 内 

容上还是在教学方法上，都存在着本科化的倾向。不少课程 

是本科阶段的重复加深，学生对课程学习不感兴趣。此外 ， 

课程陈旧、单一和设置的随意性也是让不少学生讨厌上课的 

原因，课程学习是保证和提高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一个重 

要因素，必须对现行课程和教学进行改革。 

课程方面。首先 ，必须依据培养 目标科学 、合理地论证 

课程设置的门类。我国 1981年施行的《学位条例》对于学位 

的认识侧重于学术标准 ，培养要求是针对从事科学研究或专 

业技术工作，培养 目标基本是教学和科研人员。随着社会对 

高层次人才的需求趋向多样化，硕士研究生的培养 目标也应 

该多样化，这就要求课程设置多样化。目前给了培养单位课 

程设置的自主权，但一些培养单位为了安排富余人员，往往 

以多样化为借口设置课程不规范。这势必会影响到硕 士研 

究生的培养质量。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开什么课，怎样开都 

必须有一个合理的规范。笔者建议，国务院学位办组织专家 

编写一个各门类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参考大纲，供各培养单 

位参照执行。第二，注重课程内容的更新和国际化。现在知 

识更新的速度加快 ，各国文化交流频繁，这就要求硕士研究 

生的课程和专业内容应该不断变化、更新 ，既要反映本国科 

学和文化发展的最新成果 ，又要反映世界上其他国家先进的 

科学和文化成果。目前有的研究生培养单位引进了一些国 

外版理工科教材，这是很有眼光的，值得提倡。我们还应该 

引进一些原版文科教材。对于一些 由于条件所限无法引进 

国家外原版教材的培养单位，也应选择使用一些国内翻译过 

来的国外教材 、第三，建立灵活的课程选修制。目前的硕士 

研究生培养都实行学分制 ，学生修完一定学分就可准备毕业 

论文。现在的问题是，不少培养单位只对学生选修本单位的 

课程承认学分，而对跨院系选修的课程不承认学分，学生选 

课缺少自由。表面看是跨院系选修课程不便管理；究其深层 

次的原因在于，各院系 自我保护 ，因为必须保证 自己的老师 

开选修课有学生听。这种保护实际上是培养单位内部管理 

体制不顺的反映。当前除了要加快硕士研究生培养单位内 

部管理体制改革外，必须让学生在修完必修课后有一定的选 

修自由，允许学生跨院系选修甚至跨校选修。这不仅满足了 

学生兴趣发展的需要 ，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也符合当 

前知识综合化的趋势。 

教学方面。首先，要正确认识学 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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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一味的讲授 ，不顾学生是否消化当然没有尊重学生的主 

体地位 ，但现在硕士研究生教学中又出现了另一个值得忧虑 

的现象——“放羊”：学生人校后，导师开了一大堆书让学生 

去读 ，导师中途不检查也不指导，这样做看上去是尊重学生 

主体地位，让学生学会 自己学习，可真正读了书的学生却并 

不多；一些导师开一门课总共没上几次，便布置一个论文或 

实验让学生 自己去做 ，中途也不过问、到最后学生把论文或 

实验交上来这门课就了事 ，这样的做法是假尊重学生主体地 

位之名行不负责任之事。其实，教学中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 

必须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如果没有教师的主导作用， 

学生的主体地位也就失去了意义。第二 ，注重培养学生的创 

造精神。在这一点上，雅期贝尔斯的看法很有借鉴意义。他 

说：“大学教学的原则是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因此 ，课 

堂上的授课和练习都要有一定的难度 ，让学生追不上，但又 

感觉到其中的吸引力，因而加倍努力迎头赶上。这种方式胜 

过把教材解释得一清二楚的作法。” 第三，改进教学方法。 

本科阶段是给学生打下坚实的基础，并教会学生学 习的能 

力，研究生阶段应注重培养学生研究、创新的能力。因此，教 

师上课不能照本宣科 ，应多采用讨论式、启发式的教学方式， 

突出课程学习的研究性和 自主性。借鉴哈佛大学的教学模 

式，教师可提前布置讨论题(这些问题如果能结合研究生正 

在开展和将要开展的研究课题最好)，学生通过各种途径查 

阅资料 、获取信息，形成个人见解。课堂教学中突出学生的 

参与性，教师作为平等的一员参与学生的讨论 ，最后整理形 

成结论。在此过程中，导师先是作为小组成员参与，在形成 

结论阶段再点拨学生。在这种宽松的氛围下学导结合 、师生 

共同进行研究，自然会有不少创新的火花闪现。第 四，注重 

全面考核学生。现在的硕士研究生专业课程考试，大多是老 

师出几道上课讲过的题目学生作答或学生写一篇论文(或实 

验报告)老师给分就了事，基本上是一次考试定优劣。这样 

直接导致了不少学生平时上课不认真、考前临时抱佛脚的现 

象出现。硕士研究生教学小班化，为教师注重学生平时表现 

提供了可能 ，教师要注重全面考核学生，才能使硕士研究生 

课程教学质量有明显的提高。 

四、抓好“出口关”——提 高学位论文的质量 

学位论文体现出学生的综合能力，其质量综合反映了硕 

士研究生培养的质量。不可否认，我国每年有不少硕士研究 

生写出了很优秀的学位论文 ，然而，我国硕士研究生学位论 

文总体水平不高。究其原因，乃是我国硕士研究生培养实际 

上是“严进宽出”，培养环节上缺乏有力的制度约束和质量监 

控，致使研究生培养几乎是“零淘汰” ]。要提高硕士研究生 

的培养质量，必须把好“出口关”，狠抓学位论文的质量 ，当前 

有两项紧迫的工作要做。一是要提高学位论文淘汰率。有 

资料显示。国外研究生培养存在着合理的淘汰率。有的学校 

学位论文一次通不过的竟然高达论文总数的三分之一。这 

近乎苛刻的高淘汰率保证了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反观我 国 

硕士学位论文通过率几乎百分之百，这是不正常的。我们要 

尽快建立一套制度，提高学位论文的淘汰率。对于学位论文 

通不过的学生，可采取缓慢或不授学位的办法，督促学生提 

高论文质量。二是要严格论文评审制度。目前硕士学位论 

文答辩委员大多由导师甚至学生本人去找，论文答辩在某种 

程度上流于形式。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有的培养单位实行了 

导师回避制 、匿名制或集中答辩的办法 ，收到 了一定效果。 

如北京大学从去年开始在部分院系推行导师回避与匿名评 

审制度，一些感觉 自己论文质量不高的研究生主动申请延期 

答辩。青岛大学还准备从社会上聘请专家 ，对学位申请者的 

论文实行“盲评”制度。即在评审时将导师和作者姓名全部 

隐去，直接从社会和校内按 1：1的比例聘请专家学者进行评 

审 j。笔者认为，除此之外，还应逐步实行跨培养单位学位 

论文评审和答辩，有条件的培养单位可聘请国外专家和权威 

单位参与。国际上如新加坡高校的硕士学位论文就要通过 

本系和国外(主要是英国)的专家共同审阅、评判。这就在很 

大程度上保证了学位论文评审的公正性和严肃性，所 以新加 

坡高校硕士学位论文的质量很高。今天我国许多综合性大 

学与港台地区和国外大学都有交流，我们可以利用互联网等 

手段请港台和国外大学的专家、教授对学位论文提出意见 ， 

参与评审。而对于那些培养硕士研究生的一般院校和科研 

机构而言，可以加强与综合性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联系，联合 

评审学位论文。当然 ，一篇学位论文的质量不是评审出来 

的，是培养出来的，还必须对学生的开题报告的撰写、资料的 

收集和组织 、论文的修改和定稿等过程进行指导，这些方面 

都需要导师倾注大量的心血。 

五、加强导师队伍建设是关键 

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 

之谓也。”“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吾人知之甚切，故亦图至亟 

也。” 可见，一所高校的骨架是 由一批杰出的学者构成的。 

同样，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离不开一支具有高度责任感、高水 

平的导师队伍。可以说，导师水平的高低是影响硕士研究生 

的培养质量的关键，这是因为：首先 ，导师是学生专业培养 目 

标的设计者。按照我国《学位条例实施和暂行办法》的规定， 

研究生入学后，导师要根据培养目标为其设计部分基础理论 

课和专业课 ，形成培养计划。培养计划是研究生从事科研或 

独立担负专业技术工作的知识基础。在这之后，导师还要对 

研究生从事科研工作进行指导和设计。第二，导师是促使研 

究生形成素质和发展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在师生的经常 

交流中，导师是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主要监控者。尽管研究生 

管理部门对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也进行监控，但导师才是 

最直接最有效的监控者。因为导师和学生接触机会多，也最 

了解学生，学生必须按照导师的要求完成 自己的学业。由此 

可见，要提高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必须注重提高硕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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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导师队伍的质量水平。 

然而，近年来我国硕士研究生导师队伍呈现出一些不容 

忽视的问题。一是导师队伍总体上年龄老化，而且梯队出现 

了年龄断层。许多已过退休年龄的老教师仍在带学生，中年 

教师数量偏小，而青年教师一时又难以跟上来。二是导师知 

识结构有缺陷。表现为部分导师知识更新速度跟不上时代 

的发展，眼界也不够开阔。如对计算机知之较少 、对互联网 

利用率低、对国际化准备不足等。三是导师的综合素质尤其 

是德道品质有待提高，大体说来，一位合格的导师应具备高 

尚的师德 、渊博的知识和较强的科研能力。这样才能胜任教 

书育人的工作。就现实来看，部分导师并不具备上述素质。 

突出地表现在师德方面，有的导师工作上不思进取或一心只 

想“下海”赚钱；有的导师只重 自己的学术成就，对研究生的 

带教 ，指导敷衍行事，缺乏事业心和奉献精神。尤其令人忧 

虑的是 ，许多单位内部导师之间缺乏团结协作精神，“内耗” 

严重。我们认为 ，当前应从以下几方面加强导师队伍建设。 

第一 ，赋予导师更多的招生 自主权 ，强化岗位责任制。我国 

目前对研究生的培养体制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 

招生 、培养经费、学生毕业分配等一系列环节都由国家承担， 

导师缺少 自主权。导师无权当然就不需要负责任，也没有后 

顾这忧。因此，在招生中应给予培养单位主要是导师更大的 

自主权 ，让导师挑选出自己认为有培养资质的学生来。在充 

分赋权的基础上 ，强调权责结合，强化岗位和责任意识 ，奖优 

惩劣。在导师的遴选 中，要打破导师职务终身制，实行竞争 

上岗。第二，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激励就是要调动 

人的积极性。如果在培养研究生的工作中干好干坏都是一 

个样 ，那 自然难 以调动导师们的积极性。因而，必须建立有 

效的激励机制。要把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高低作为衡量导师 

工作实绩的重要指标。 目前在衡量导师工作实绩中只重培 

养数量不重质量是不科学的。尽管由于专业、学科的不同， 

不同专业、学科的导师招收的硕士研究生的数量有差异，但 

同一专业、学科之间导师的培养能力还是可以比较的。在硕 

士研究生的培养费用上，不能按研究生人头平均分配，研究 

生管理部门应留取一部分经费并筹集一些经费共同用于对 

优秀导师和优秀学生的奖励。此外，应把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与导师出国、参加学术交流、申报课题等挂钩 、实行奖惩制 

度 ，促使导师重视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第三，加强导师 

梯队建设，注重发挥团队作用。具体说来，就是由一位资深 

教授携带几名中青年教师(这些教师可能并没有带研究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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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但已具备 了此种能力 )，形成梯队，共 同指导研究生。 

这样既可以形成一种讨论式的学习氛围，又可以缓解扩招之 

后带来的师资缺乏的困难 ，还可弥补老教师知识结构老化、 

青年教师知识面窄的窘境。另外 ，有条件的培养单位可以与 

外单位(包括港台地区和国外大学)加强合作与交流，试行研 

究生培养的双导师制。第四，注重师德建设 。古往今来 ，留 

名青史的大学问家无不文道统一 、德行高尚、有人认为，导师 

只要学问做得好、师德就一定高尚，还有人认为，师德建设是 

软的，只有业务好坏才看得见 ，而且，师德建设从道德建设的 

角度上讲主要是个人修养的问题。于是管理部门只注重抓 

业务，不注重抓思想道德建设 ，其实，业务好坏只是师德是否 

高尚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现在的问题是，除了要求 

教师加强 自身修养外 ，如何从制度上规范和量化导师的师 

德 ，笔者认为，导师管理部门在考核导师时可以把师德细分 

为若干小项，通过管理部门、导师同事和研究生匿名评分，然 

后把评出的分数占一定权重计入导师年度考核总分 ，最后把 

每年的考核结果逐项公布。这种利用民主评议然后公布结 

果的办法有利于形成舆论力量规范导师的行为，当前有的单 

位也有对师德进行过考核的，但 由于考核项 目分得不具体， 

而且考核后又没有公布结果，所以基本上走了形式 ，没什么 

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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