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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交通强国”战略需求,结合“双一流”建设的大背景,桥梁与隧道工程

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尤为关键。 通过对哈尔滨工业大学近 10 年来的硕士研究生培养状况及培

养模式分析,并在培养年限、课程设置和生师比例等方面与其他几所典型高校相比较,提出桥梁与隧道

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改革建议。 学术型硕士与专业型硕士应分类培养,从课程设置、培养年

限与考核要求等方面做到真正有所区分;优化课程设置,减少必修课学分,增加选修课学分,实现学生主

动学习;继续加强过程管理,完善相应制度,做到导师与学生互相督促,并实行末位淘汰制度。
关键词:双一流;硕士培养;交通强国;课程设置;生师比例

中图分类号:G643. 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2909(2020)06-0110-07

人才培养是高校的首要职能,培养质量是当今高等教育自身发展及满足社会需要的根本诉

求[1] 。 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更多地表现为高素质人才和先进科学技术的拥有量,更多依赖于知识与

技术的进步及制度的创新。 研究生教育是一种在大学本科后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学历教育,属于高

等教育的最高阶段,同时,研究生教育也是培育高层次创新人才的主渠道,是知识创新的重要力量

和源泉。 因此,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保障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
2015 年 11 月 5 日,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 [2] ,这是中

国重点大学政策的最新形态,简称“双一流”建设。 新政策遵循“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统领,以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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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为导向”,坚持以一流为目标、以学科为基础、以绩效为杠杆、以
改革为动力,支持一批高水平院校和学科进入世界大学一流行列[3] 。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到 21 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 在这一总体目标的统领下,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物流

等基础设施建设,真正做到交通强国[4] 。 这是迈向更高水平交通文明的价值追求和战略取向,是中

国交通运输发展的长期性、全局性、指导性总体战略,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
 

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杨传堂指出[5]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很好的先导作用,交通运输行业要

紧紧抓住“十三五”这个交通运输发展的黄金时期,建好“四好农村路”,打赢扶贫脱贫攻坚战,积极

服务“三大战略”,发挥战略支撑作用,创新发展综合交通,促进各种运输方式融合发展。 这一系列

重要论述,是新时代交通运输发展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为建设交通强国提供科学理论指引。
在“双一流”建设与“交通强国”的大背景下,为国家输送桥梁与隧道工程专业的优秀人才,成为

高等学校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目前来看,国内研究生教育往往是重“两头” (招生与学位)而轻

“过程”(培养),在人才培养链中,硕士研究生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6] 。 由此可见,重视桥梁与隧道

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是全面提高研究生质量的基础工程,更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培养高层次拔尖

创新人才、实现交通强国的迫切需要。

一、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调查与培养质量分析

哈尔滨工业大学从 1994 年起实行两年制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 近几十年的教育实践中,学校

依托国家战略,根据不同阶段硕士研究生的培养需求,不断修订研究生培养方案,对课程设置、人才

培养方式、教育培养内容、实践需求等进行优化,形成了一套较为有效的研究生培养模式[7] 。
(一)培养年限

学校研究生学习年限(不包含休学和保留学籍时间),全日制硕士生为 2 ~ 3 年。 原则上用

0. 75~ 1 学年完成课程学习,用 1~ 1. 25 学年完成硕士学位论文。 但是,桥梁与隧道工程专业这样实

用性很强的学科,两年时间很难兼顾理论与实践。
(二)课程设置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按学术研究型和应用研究型两个系列设置。 但是,目
前并没有完全做到分类培养,两种类型的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考核要求差别不明显,毕业证所显

示专业却不相同,导致大多数学生不愿意选择应用研究型。
在教育的实践与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问题:选修课数量被限制,专业的特色性难以体

现,不利于学科的个性化发展;课程内容复杂,学生压力大,尤其是考试周任务较重,学习效果不佳;
研究生论文可能会由于时间紧迫导致其质量下降,导师也难以给定一个合适的题目,论文缺乏创

新性[8] 。
(三)生师比例

硕士研究生培养,不同于本科生,指导教师起着非常大的作用。 指导教师与学生的比例可间接

反映研究生培养的基本状况。
文章统计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桥梁与隧道工程专业近 10 年毕业的研究生数量与指导教师数量,

见表 1 与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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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近 10 年生师比例统计

毕业年度 学生数量 导师数量 生师比例

2009 12 4 3. 0 ∶1

2010 9 4 2. 3 ∶1

2011 11 5 2. 2 ∶1

2012 9 4 2. 3 ∶1

2013 9 4 2. 3 ∶1

2014 15 6 2. 5 ∶1

2015 17 7 2. 4 ∶1

2016 21 10 2. 1 ∶1

2017 24 12 2. 0 ∶1

2018 21 12 1. 8 ∶1

图 1　 近 10 年师生数量基本状况

由表 1 与图 1 可以看出,指导教师数量逐年增加,目前趋于稳定,学校 90%左右的教师均为硕士

生指导教师。 学生数量逐年增加,这与学校的政策有一定的关系,每年的名额分配与指导教师数量

有关。 需要说明的是,生师比例在下降,也就是说,每个指导教师所指导学生的数量在下降,目前平

均每个教师指导两名学生,可确保有充足的时间来指导学生,进而提高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
(四)培养质量

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基本体现了其在硕士期间的主要工作,而硕士论文的引用量,则很大

程度上可反映论文质量与硕士研究生的科研水平。 文章统计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桥梁与隧道工程专

业近 5 年的论文引用量,但考虑到引用量受发表年限的影响较大,引入了与发表年限有关的修正

系数。
若引用量为 N,发表年度为 y1,统计年度为 y2,则引入修正系数

m = 1
y2 - y1

(1)

对应的修正引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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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 = mN = N
y2 - y1

(2)

论文引用情况统计结果见表 2。
表 2　 近 5 年论文引用情况统计

发表年度 引用量 N 单篇最高引用 修正引用量 N0

2014 22 6 5. 5

2015 47 9 15. 7

2016 33 8 16. 5

2017 16 4 16. 0

2018 0 0 0

　 　 由表 2 可以看出,哈尔滨工业大学桥梁与隧道工程专业在 2015 年之后论文引用量基本变化不

大,说明其培养质量较为稳定。
为提高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根据两年培养年限短的特点,学校制定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研

究生任课教师及研究生课程教学的若干规定》,在课程体系、培养环节、任课教师授课等方面提出了

明确的要求,充分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

二、部分典型高校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调研

选择国内几所桥梁与隧道工程学科较突出的学校进行调研,分别从培养年限、课程设置与生师

比例等方面对比分析。
(一)培养年限对比

选择哈尔滨工业大学、同济大学、湖南大学、长安大学、西南交通大学与中南大学共 6 所高校,
调查了其桥梁与隧道工程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培养年限,对比见表 3。

表 3　 不同学校培养年限对比

学校 2 年制 2. 5 年制 3 年制

哈工大 专、学

同济大学 专

湖南大学 专 学

长安大学 专、学

西南交大 专 学

中南大学 专、学

　 　 说明:“学”表示学术型硕士,“专”表示专业型硕士或应用型硕士

根据表 3 可以看出,各学校的培养年限基本为 2~ 3 年,部分学校对专硕与学硕的培养年限进行

了区分,认为学硕的理论性更强一些,因此培养年限较长。 需要特殊强调的是,同济大学桥梁与隧

道工程专业没有学术型硕士,全部为专业型硕士。
(二)课程设置对比

选择哈尔滨工业大学、同济大学、湖南大学与中南大学共 4 所高校,调查了其桥梁与隧道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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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情况,见表 4—表 7。
表 4　 哈尔滨工业大学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学硕学分 专硕学分

学位课 17 15
选修课 6~ 8 6~ 8

实践环节 3~ 6 3~ 6
学术交流 1 1
论文环节 2 2
总学分 30~ 34 26~ 32

表 5　 同济大学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专硕学分

公共学位课 6

专业学位课 ≥12

非学位课 ≥8

必修环节 2

总学分 ≥
 

28

表 6　 湖南大学课程设置

学硕课程 / 学分 专硕课程 / 学分

公共基础课 2 公共基础课 10
学科基础课 3 专业必修课 12
公共选修课 0~ 1 专业选修课 10
学位方向课 2~ 3 专业实践 6
学术活动 2 专题讲座 2
开题报告 2 开题报告 2
学位论文 68 学位论文 28
总学分 80 总学分 70

表 7　 中南大学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学硕学分 专硕学分

公共学位课 3 6

专业学位课 14 14

选修课 6 6

培养环节 6 10

总学分 29 36

　 　 根据表 4—表 7 可以看出,各高校对学硕与专硕的课程设置是有区别的。 其中,同济大学只有

专硕,哈工大和中南大学在学硕与专硕的课程设置方面区别不大。 需要强调的是,湖南大学的区别

很明显,学硕的学术论文在学分中占有很大比例,而专硕则侧重于专业必修课与专业选修课的学

习,对其科研能力的要求相对较低。
(三)生师比例对比

选择哈尔滨工业大学、同济大学、湖南大学与中南大学 4 所高校,以 2019 年招生情况为例,对比

不同学校的生师比例,见表 8。
表 8　 不同学校的生师比例对比

学校 学生数量 导师数量 生师比例

哈工大 22 12 1. 83 ∶1

同济大学 81 62 1. 31 ∶1

湖南大学 44 18 2. 44 ∶1

中南大学 40 23 1. 74 ∶1

　 　 根据表 8 可以看出,湖南大学的比例最高,同济大学的比例最低,而哈尔滨工业大学与中南大

学基本持平,即每个教师指导大约两名学生。

三、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建议

桥梁与隧道工程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需紧跟当代人才发展需求,在建设“双一流”
与“交通强国”的过程中,培养高层次交通创新型人才是培养模式改革的方向。 通过对哈尔滨工业

大学近年来研究生培养质量调查和现有培养方案的分析,并与国内其他几所典型高校比较,对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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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隧道工程学科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改革提出建议。
(一)学硕与专硕分类培养,各有侧重

桥梁作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多元化发展是建设“交通强国”的需要。 对于

桥梁与隧道工程专业的研究生来说,区分学术型硕士与应用型硕士研究生,有利于按不同需求培养

相应人才。 区分学术型与应用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与考核方式都应有所区分,学术型硕士研究

生注重基本理论的研究,专业型硕士研究生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 具体来说,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目

标在于培养具有卓越创新科研能力的人才,培养时应注重理论性和基础性,应用型硕士研究生的目

标在于培养实践型人才,注重实践与应用能力的培养。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年限建议为 3 年,而应用型硕士研究生建议为 2 年。 理论性较强的学

术型研究生培养,需要较长时间去沉淀基础理论,三年学习时间为学术型研究生今后可能攻读博士

学位和从事科研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而对于应用型研究生,两年时间足够保证其实践与应用能力

的培养。 另外,两年制的培养模式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教学效率,缓解高校教育资源紧缺的问题,更
利于与国际接轨。 应用型研究生比学术型研究生提前一年进入社会,有利于增强社会适应能力,更
符合应用型研究生增强实践和应用能力的培养目标[9] 。

(二)优化课程设置,给学生更多的自主选择权

学科发展是“双一流”建设的基础,课程设置是学科发展的基石。 研究生培养是多元化的,另
外,也需要激发其自主创新能力。 建议在硕士研究生培养中,尽量减少必修课学分,增加选修课学

分。 对于学生而言,在完成必修课的基础上,可以有更多时间根据自己的研究课题及兴趣爱好选择

更加有意义的课程。
对学术型研究生的学位课,应明显增强其理论性和基础性,选修课应结合本学科主要研究方向

或本领域学术前沿设置。 应用型研究生的选修课应突出实践研讨性和应用性,注重培养学生的实

践与应用能力;充分利用国家级、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和各类研究生教育创新实践基地等优质资源,
鼓励学校知名教授为研究生开设学科前沿讲座、应用技术讲座和创新(应用)实践课等;鼓励学生积

极参与各类学术讲座和学术交流,鼓励应用型研究生根据学位论文需要积极参与校内外的有关实

践活动。
(三)加强过程培养,实行末位重点督促制度

过程管理是“绩效”在“双一流”建设中发挥杠杆作用的重要保障。 完善改进硕士研究生教学质

量培养检查监督制度,让授课教师与硕士研究生双向监督。 完善和加强相关监督部门的职能,让教

师和研究生充分参与其中,提高监督部门执行力。
严格把控论文要求。 学术型硕士学位论文应具有一定的理论性和前沿性,应用型硕士学位论

文在注重实践性的基础上,应解决某一类工程实践问题。
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中期检查和期终答辩 3 个环节均应严格把关,完善学位论文的检查制度,

不定期对某部分学生的论文完成情况做抽样检查。
建议继续加强过程管理,开题报告或中期检查排名在后 10%或 15%的学生应给予黄牌警告,并

督促其导师采取相应措施。

四、结语

在“双一流”建设与“交通强国”的大背景下,重视桥梁与隧道工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尤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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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哈尔滨工业大学桥梁与隧道工程专业为例,分析了近 10 年来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及培养质量,
在培养年限、课程设置和生师比例等方面同国内其他几所典型高校进行对比与探讨。 学术型硕士

与应用型硕士在课程设置、培养年限与考核要求等方面分类培养;优化课程设置,尽量减少必修课

学分,增加选修课学分,给予学生更多的自主选择权;重视硕士研究生过程培养,实行末位重点督促

制度。 桥梁与隧道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需紧跟国家发展战略需求,文章提出的培养

模式改革建议也将在后续工作和时代发展中不断改进与调整,以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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