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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中面临的问题,开展了培养模

式研究与实践。 依托浙江省山体地质灾害防治协同创新中心,将协同创新中心的各类资源优势、学科优

势及科研优势转化为研究生培养优势,构建了多主体协同、产学研融合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并
建立了校校(所)协同培养机制、校企协同培养机制与国际协同培养机制。 以专业基础牢、实践能力强、
兼顾国际视野为培养理念,制定了相应的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 实践证明通过高

校、科研院所、企业及国际学术组织等多主体协同与产学研融合培养,促进了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践创

新能力、就业竞争力及国际化视野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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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中国开始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探索,2009 年正式将专业学位纳入研究生招生的主

渠道[1] 。 2010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总体方案》,明确提

出硕士研究生教育逐步转变为学术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并重培养。 与学术性学位研究生教育不

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主要围绕社会特定需求,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

门人才,以服务于行业产业的发展[2] 。 《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深入推进专业学位研

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意见》指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要深入推进培养模式改革,加快完善体

制机制,不断提高教育质量。 深入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质量评价机制等研究已成为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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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 目前,不少专家学者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邵全卯等[3] 在专业学位研

究生培养过程中探索出了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新昌实践模式,即企业出题、高校解题和政府助题;

张艳萍[4]提出了改进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校企合作培养模式的路径,包括设立校企合作机构和

搭建校企合作平台等。 邓光平[5]指出要基于开放与合作育人的观念,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需求

满足来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

国内高校针对建筑与土木工程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也积累了不少的改革探索经验和实

践成果。 陈以一、赵宪忠[6]基于全日制工程硕士培养实践提出了提升工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

量的 6 个关键环节,包括明确培养目标、改革创新培养模式及建设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等。 谢建和

等[7]指出广东省高校现阶段的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主要采用校企联合和双导

师制,研究生培养缺乏连续性及稳定性。 李贤等[8] 提出从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导师队伍、评价体

系、实践过程管理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模式改革。 蒋雅君等[9] 通过课程体系、科研项

目、实践基地、求职实习、团队学习分别与实践能力培养相融合,构建了“全周期、分阶段、螺旋式、四

维度”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模式。 牛荻涛等[10] 提出了“三主体、三阶段”的专业学位研

究生培养模式,并构建了相应的课程体系。 张季如等[11]开展了将校企合作融入师资队伍建设、培养

方案和课程体系构建、课程建设、实践教学和基地建设、培养过程监控与质量评估体系的专业学位

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

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离不开政府、高校、企业的深入合作,同时也与导师队伍建设、实践基地

建设及课程体系建设等紧密相关。 目前专业学位研究培养过程中双导师选聘、相互交流及规划管

理等尚存在体制缺陷[12] 。 同时,地方应用型普通高校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报道尚不多,

需要进一步展开探索。 为此,本文以浙江省山体地质灾害防治协同创新中心为依托,开展建筑与土

木工程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一、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概况

(一)
 

基本概况

绍兴文理学院作为一所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于 2015 年开始招收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学位研

究生,致力于培养具有良好的工程实践素养和科研创新能力,具有解决工程设计、施工、研究与开

发,工程维护和管理等重大技术难题的能力;具有管理重大和复杂工程项目的建设和运行的综合能

力;能适应工程和科技发展需要的应用型高级人才。 学位点主要涵盖以下研究方向:岩土工程、隧

道与地下工程、防灾与减灾工程、桥梁与道路工程、结构工程、施工技术与项目管理等。

(二)
 

存在的主要问题

作为一所新增专业学位硕士点的地方本科高校,目前,绍兴文理学院在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学

位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全国范围内其他地方本科高校类似,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迅速扩张,而师资的增长相对滞后,导致师生比明显不平衡,甚至

出现部分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的硕士生导师一届招收 8~ 10 个学生。

(2)由于地方高校固有师资的年龄、学历比例主要适应本科教学,与研究生培养存在一定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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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不匹配性,经过一定的选拔机制后形成的研究生导师队伍以入职不久但拥有博士学位的青年教

师为主。 一方面,青年教师缺乏研究课题资源支撑、缺乏相应的研究生培养经验,另一方面,较少有

项目工程实践工作背景,缺乏工程实践指导经验。

(3)国际合作资源与部属高校存在明显差距,地方高校往往欠缺国际化师资,学生参与国际学

术交流的机会相对较少,不利于学生的国际化能力培养,也不利于拓展学生的国际化视野。

(4)传统的校企联合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动力机制不够完善,因存在不同培养主体导致责任

不够明确、积极性不够高等现象,从而出现主体缺位、合作参与不够深入等一系列问题,难以进一步

实现产学研的深度融合。

二、“多主体协同、产学研融合”培养模式的内涵

浙江省山体地质灾害防治协同创新中心于 2014 年进入实质性运行阶段,构建了“政产学研用”

紧密结合的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的 4 层次协同创新联盟机制,如图 1 所示。 将协同创新中

心的各类资源优势、学科优势、科研优势转化为研究生培养优势,构建了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及国

际学术组织等多主体协同培养、产学研深度融合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建立了相应的协同培

养机制,即校校(所)协同培养机制、校企协同培养机制及国际协同培养机制。

图 1　 协同创新中心组织模式示意图

(一)
 

校校(所)协同培养机制

发挥协同创新中心共建单位中部属高校和科研院所师资队伍强的优势及地方高校学生多的优

势,建立“优势互补、联合指导”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校(所)协同培养机制,如图 2 所示。 协同创新中

心共建单位导师多、研究生相对少,而作为牵头单位的地方高校研究生多、导师相对少,因此,聘请

部属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为校外第一导师,同时配备一名校内青年教师作为校内合作导师。 通

过制定相关文件,明确校外第一导师的遴选条件及校内外导师的责权利,确保校校(所)协同培养专

业学位研究生的质量。 校外导师主要负责指导研究生的选题与论文研究并提供研究课题,校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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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主要负责指导研究生的课程学习与日常管理,以定期组会的形式对学生开展联合指导。

图 2　 校校(所)协同培养机制示意图

(二)
 

校企协同培养机制

融合高校人才培养需求和企业技术研发需求,建立“需求牵引、深入合作”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校

企协同培养机制,如图 3 所示。 基于高校人才培养需求和企业技术研发需求,依托协同创新中心共

建单位中的企业积极开展满足研究生、培养单位和企业 3 方需求的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建设,为学

生聘请企业中具有高级职称的行业专家为校外企业导师。 制定相应文件明确校外企业导师的遴选

条件及企业导师的权利、义务及责任,确保校企协同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质量。 研究生直接入驻

企业的联合培养基地,在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参与实际工程项目及相关技术研发(时间不少于 1 年);

通过工程项目实践提炼科技问题并结合企业技术需求开展学位论文研究。

图 3　 校企协同培养机制示意图

(三)
 

国际协同培养机制

利用协同创新中心国际协会和国际合作基地的国际资源,建立“协会依托、中外融通”的专业学

位研究生国际协同培养机制,如图 4 所示。 依托协同创新中心共建单位中的国际工程地质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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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IAEG)和地质灾害防治国际合作基地柔性聘任国际协会专家和国际合作高校教授,建立一支

相对稳定的国际导师队伍,以合作的方式指导研究生。 通过开设研究生短期课程、举办学术讲座、

研究生短期赴国外高校访学交流等形式协同培养。 同时,搭建国际学术交流平台,邀请境外知名专

家为学生做行业前沿报告,进一步拓宽研究生的国际化视野。

图 4　 国际协同培养机制示意图

三、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实践

(一)
 

培养方案的制定与实施

基于“多主体协同、产学研融合”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提出了“专业基础、实践能力、国际

视野”三者兼顾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理念,制定了一套以“土建行业需求”为培养准则,以“实践应

用能力”为价值取向的人才培养方案,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体系

(表 1),并在 2016 级、2017 级和 2018 级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进行实践。

课程体系分为学位课、非学位课和实践环节 3 个层次。 学位课程包括公共学位课、基础学位

课、专业学位课,主要为研究生打下扎实的专业基础;非学位课主要为研究生拓宽研究视野;实践教

学环节主要为研究生提升实践动手能力和工程应用水平。

(二)
 

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与多导师制实施

依托协同创新中心的共建单位,建成了一支结构合理、素质良好且相对稳定的校内外研究生导

师队伍,具体实施过程如下。

(1)直接聘请了 39 名协同创新中心中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为研究生第一导师,同时配备一名

校内青年教师作为合作导师,共同指导研究生的课程学习和课题研究,学术成果和知识产权归双方

所有,一般情况下,研究生署第一作者,校外第一导师作为通讯作者。

(2)聘请了 97 名协同创新中心中在企业具有高级职称的行业专家为企业导师,逐步扩大了企

业导师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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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柔性聘任了 6 名海外专家,建立了一支相对稳定的国际导师队伍。
表 1　 全日制建筑与土木工程领域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期 学分 学时

考核

方式
备注

学
位
课
程

公共学

位课

基础学

位课

专业学

位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1 2 36 考试

自然辩证法概论 2 1 18 考试

英语口语 1 2 36 考试

英语阅读与写作 2 2 36 考试

数值分析 1 2 36 考试

应用统计 1 2 36 考试

知识产权与信息检索 1 1 18 考查

弹塑性力学 1 2 36 考试

土木工程测试技术 1 2 36 考试

高等岩石力学 1 2 36 考试

有限单元法及软件 1 2 36 考试

高等混凝土结构设计理论 2 2 36 考试

道路与桥梁工程设计理论 2 2 36 考试

隧道与地下工程设计理论 2 2 36 考试

现代施工技术与管理 2 2 36 考查

必修 7 学分

至少选修

1 门 2 学分

至少选修

3 门 5 学分

至少选修

2 门 4 学分

非

学

位

课

程

土木工程灾害及防控 2 2 36 考查

现代土木工程材料 1 2 36 考查

高等土力学 1 2 36 考查

边坡与支挡结构 2 2 36 考查

流程管理学 1 2 36 考查

工程项目投资决策与管理 2 2 36 考查

MATLAB 程序设计 2 2 36 考查

选修 3 门

6 学分

实践

环节

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 2~ 3 2 考查

学术报告与学术研讨 3~ 5 2 考查

工程项目实践 3~ 4 4 考查

必修

8 学分

总学分 　 　 　 32

学位论文 ≥1 年　 　 　

　 　 注:学位课程与非学位课程建议在第一学年内修完,实践环节在第二学年内完成

累计聘请校外研究生导师 130 余人(其中高校和科研院所导师近 40 人),其中有 68 位研究生选择

协同创新中心中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导师作为第一导师。 与此同时,采用多种形式提升青年教师队伍的

科研与实践能力,比如采用政策激励,积极引导青年教师申报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鼓励青年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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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进修培训,以及到企业中担任相关工作,建立科研合作关系。
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实行多导师制,突破传统学术型硕士的培养方式,给专业学位研究

生同时配备校内研究生导师或校外研究生导师+校内青年教师、企业导师及国际导师,以实现专业能

力、实践能力与国际化视野兼顾的培养理念。
(三)

 

校企合作与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建设

依托协同创新中心的共建企业单位,从高校与企业双方的需求出发,建立了校企协同培养机制,以
保障校企合作有效运行,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

(1)为更加有效地开展校企合作,成立校企合作建设专班,由分管科研的副院长负责,从组织机构

建设层面保障校企深入合作。 一方面,加强与企业的沟通,及时了解企业的需求;另一方面,加强与研

究生的沟通,及时掌握研究生在企业工作不同阶段的想法和需求。
(2)制定企业导师与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相关管理文件,从制度建设层面保障校企深入合作。 一方

面,明确校外企业导师的遴选条件及企业导师的责任和权利,另一方面,规定研究生在企业工作期间的

责任和权利及考核要求。 另外,高校与企业进一步协商,明确学术成果及知识产权归属,以及企业导师

在企业内的相关奖励政策与相应的考核要求。
(3)积极开展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建设,联合培养基地作为校企协同培养实施过程的重要平台,

从平台建设的层面保障校企深入合作。 经研究生和企业导师双向选择后,研究生可以直接入驻培养基

地,由校内导师和企业导师共同拟定研究课题,并在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参与相关工程项目,或参与相关

工程项目的技术研发工作。 一般由企业导师指定研究生的技术岗位或管理岗位的工作内容,研究生在

联合培养基地开展不少于一年的实操锻炼,快速提升自身的专业能力及专业素养,增强工作适应能力。
校企协同培养过程既推动了高校科研水平的提升,也有力促进了企业的技术革新。 依托协同创新中心

的各企业单位,合作共建了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18 家,其中,与华汇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作

共建的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入选浙江省首批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 102 位研究生入驻联合培养

基地,实质性开展工程项目实践,参与企业技术研发和工程建设。
(四)

 

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建设

以协同创新中心共建单位国际工程地质与环境协会(IAEG)牵头主办,搭建了国际学术交流平台

“岩石力学与工程地质绍兴国际论坛”。 分别在 2017 年和 2019 年举办了两届国际会议,2016 级、2017
级、2018 级全体研究生参与了会议的组织接待与学术交流,拓宽了研究生的国际化交流水平。

依托协同创新中心,先后邀请了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理工大学和雅典国立技术大学的专家为 2017
级和 2018 级研究生开设为期一个月的短期课程班,并资助了 5 位研究生前往雅典国家技术大学短期

访学交流,提高了研究生的国际化能力。

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成效与展望

(一)
 

改革成效

依托协同创新中心的“多主体协同、产学研融合”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已在绍兴文理学院建

筑与土木工程专业学位硕士点实施应用,并取得了良好成效。
1. 提升了研究生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能力

2019—2021 年 3 届研究生以第一作者共发表核心及以上论文 157 篇,其中,SCI / EI 论文 74 篇,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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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发明专利 17 件。 同时,7 人获得浙江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银奖,6 人获得浙江省“挑战

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三等奖,2 人获得“农信杯”第三届浙江省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

金奖,3 人获得全国大学生智能建造与管理创新竞赛三等奖,2 人获得浙江省第三届大学生智能建造与

管理创新竞赛特等奖,17 人获得浙江省大学生智能建造与管理创新竞赛一、二等奖。 另外,2019—2021
年,3 届研究生主持完成 2 项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9 项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专项项

目,4 位研究生的实践成果入围浙江省专业学位研究生优秀实践成果评选。
2. 具备了良好的国际化视野,提升了研究生的就业竞争力

2019—2021 年 3 届研究生就业率达 100%,其中,13 人就职于高校等事业单位,85 人就职于央企,8
人考取协同创新中心共建知名高校的博士研究生,1 人获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赴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理

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利用协同创新中心国际协会和国际合作基地的国际资源,通过“协会依托、中外融通”的国际协同

培养,极大拓展了研究生的国际视野,研究生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比例逐年提高,目前已达 60%。
3. 促进了导师队伍和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的建设,以及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

通过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实践的积累,形成了一支包括校内导师、校外导师、企业导师及

国际导师的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学位人才培养队伍(共计 195 人,其中校内导师 53 人、校外导师 39
人、企业导师 97 人、国际导师 6 人),部分合作共建的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入选浙江省首批研究生联合

培养示范基地。 作为基础学位课的土木工程监测技术成功获批了浙江省优秀研究生课程。 通过联合

培养,导师团队编著了 2 部配套教材《岩土与地下工程监测》与《岩土与地下工程监测实验》。 同时,教
学改革也得到进一步推进,完成了浙江省“十三五”第一批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二)
 

研究与实践展望

培养模式不应该成为定式,而是要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不断更新完善,要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和

实践。
(1)建筑业是绍兴市的重要支柱产业,全市建筑业的产值规模长期以来位居浙江省第一,其中特

级企业数量占全省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 同时,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学位点所在学院拥有浙江省岩石

力学与地质灾害重点实验室及浙江省地质灾害防治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其在岩石力学与地质灾害防治

学科方面特色鲜明。 因此,在依托协同创新中心的同时,需立足地方产业特色,以及自身的学科特色与

发展水平,进一步凝练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地方特色,充分发挥特色优势,不断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水平。
(2)充分结合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的职业特点,以及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特点,形成与职业资

格认证相衔接的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体系,构建职业素养和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相融合

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同时进一步加强课程教学改革,采用案例教学、模拟训练等多样式的教

学方法加强对学生专业能力、实践能力及职业素养的培养。
(3)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进一步确立开放与合作育人的新理念,完善依托协同创新中心

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校校(所)协同、校企协同及国际协同培养机制。 尤其是进一步完善实践教学管理

制度,完善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的建设和管理,一方面,积极寻求校企双方的需求增长点,巩固和丰富

校企协同培养机制,另一方面,积极出台相关激励政策,保障校企协同培养机制持续发挥作用。
(4)在正视并积极满足企事业单位、学生、行业组织等各方利益主体的合法及正当利益诉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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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完善多主体协同和产学研融合的研究生培养动力机制,实现有效调配和激活各个协同主体,充分发

挥各种资源与要素在联合培养研究生过程中的创造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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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faced
 

in
 

the
 

training
 

of
 

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architecture
 

and
 

civil
 

engineering
 

in
 

local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training
 

mode
 

were
 

carried
 

out.
 

Relying
 

on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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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mountain
 

geological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Zhejiang
 

Province 
 

the
 

resource
 

advantages 
 

discipline
 

advantage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dvantages
 

of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were
 

transformed
 

into
 

postgraduate
 

training
 

advantages.
 

The
 

professional
 

degree
 

postgraduate
 

training
 

mode
 

of
 

multi-agent
 

collabor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was
 

constructed 
 

and
 

different
 

training
 

mechanisms
 

such
 

as
 

university-university
 

 or
 

institute  
 

collaborative
 

training 
 

university-enterprise
 

collaborative
 

training
 

and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training
 

were
 

established.
 

Taking
 

professional
 

foundation 
 

practical
 

a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vision
 

as
 

the
 

training
 

concept 
 

the
 

corresponding
 

professional
 

degree
 

graduate
 

talent
 

training
 

scheme
 

and
 

curriculum
 

system
 

were
 

formulated.
 

The
 

practice
 

proved
 

that
 

through
 

the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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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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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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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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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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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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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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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gree
 

postgraduates
 

were
 

prom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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