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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新工科”理念的提出,我国研究生教育迎来了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然而,当前土木与水

利工程专业研究生的培养因为受到各类因素的影响而出现了质量下降的问题。 立足于农林院校的办学

特点和基础条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福建农林大学土木与水利工程专业研究生的发展现状,引入

灰度预测模型预测问卷数据的未来发展趋势。 研究结果表明:土木水利专业研究生创新能力质量系数

与实践水平质量系数均呈现出明显的下滑趋势,外语能力也未得到有效提升。 为此,从学校和教师层面

出发,详细阐述了提升创新能力、实践水平及外语能力的改进措施和建议。 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

了当今土木与水利工程专业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符合“新工科”理念和农林院校

特点的研究生质量提升方法,这将有助于高校有针对性地培养适应未来发展格局的高素质土木与水利

工程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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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理念是为了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所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而提出的一种

发展战略[1-2] 。 2017 年 2 月和 4 月,教育部在复旦大学和天津大学分别召开了综合性高校和工科优

势高校的新工科研讨会,形成了新工科建设的“复旦共识”和“天大行动”。 伴随着“新工科”理念的

不断深入,我国研究生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研究生的数量屡创新高。 然而,基数庞大的研究生群体

的整体培养质量并不乐观,这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就业压力,而新冠疫情的影响更是加剧了

这种趋势。

硕士研究生教育是一个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过程。 近年来,土木与水利工程专业研究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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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能力明显不足,因此提高其创新能力成为当务之急。 伴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优质

生源比例逐年降低,再加上如今大部分硕士研究生培养都是以单一导师负责制为主[3-4] ,而导师的

学术水平、知识储备、教学方式并非完全符合“新工科”理念,这极大程度地影响了研究生的培养质

量[5-7] 。 基于此,以质量监控为手段,对福建农林大学土木与水利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进行

问卷调查和跟踪,发现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和建议。

一、研究生培养质量动态监控及存在的问题

高校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动态监控体系是提升研究生质量的有效手段,旨在将质量动态监控措

施深入到研究生培养教育的各个环节,从而及时发现并解决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使人才培养质

量达到规定的标准并确保逐步提升[8-9] 。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对土木与

水利工程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大。 因此,高校教育工作者不能局限于研究生数量的增加,而应

该着重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监控与管理水平。 为客观了解福建农林大学土木与水利专业硕士研究

生的培养质量,对福建农林大学 47 名土木与水利工程专业硕士毕业生与研三学生进行了问卷调

查,设计问卷如表 1。
表 1　 福建农林大学土木与水利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质量动态调查问卷

问题及选项

1. 您的年级是:
 

级
 

(是 / 否)已毕业

2. 您研一的综测排名为:　 　 　
 

/ 　 　 　
 

(您的排名 / 专业人数)

您研二的综测排名为:　 　 　
 

/ 　 　 　
 

3. 研究生期间奖学金获得情况

研一:□一等;
 

□二等;
 

□三等;
 

其他;

研二:□一等;
 

□二等;
 

□三等;
 

其他;

4. 研究生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研一:
  

篇;
 

研二: 篇;
 

研三: 篇

5. 研究生期间专利发表情况

研一: 次;
 

研二: 次;
 

研三: 次

6. 研究生期间参与出版著作情况

研一: 次;
 

研二: 次;
 

研三: 次

7. 您在哪一阶段通过六级

□本科;
 

□研一;
 

□研二;
 

□研三;

□以上选项都不是

8. 研究生学习对您的英语水平是否有提升

□有提升;
 

　 　 □没有提升

9. 您在哪一阶段学术交流频率最高

□研一;□研二;
 

□研三

10. 对研究生期间的学术交流频率是否满意

□太少;
 

□正常;
 

□过多

11. 您毕业后的就业情况(毕业生)
 

□国有企业;
 

□私营或民营企业;

□公务员;
 

□事业单位;
 

□读博;

其他:

12. 您的月薪为(毕业生)

□
 

3000-5000;
 

□
 

5000-7000;

□
 

7000-9000;
 

□
 

9000 以上

13. 研究生的学习对您的专业实践能力有无提升

□有提升;
 

□没有提升

14. 研究生的学习对您的创新能力有无提升

□有提升;
 

□没有提升

15. 研究生的学习对您的工作态度有无帮助

□有帮助;
 

□没有帮助

16. 研究生的学习对您的就业是否有帮助

□有帮助;
 

□没有帮助

17. 请总体评价您的研究生学习生活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通过对 47 份问卷整理发现,福建农林大学土木与水利工程专业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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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三阶段创新动力明显不足

在调查问卷中,挑选出 4、5、6、14 这四个能够反映创新能力的问题,然后针对每项问题赋予一定

的权重计算每位学生在每项问题上的得分,最终统计出总分并求取平均值,从而得出如图 1 所示的

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质量系数。 在图 1 中,横坐标 1、2 和 3 分别表示研一、研二和研三阶段。 由图 1
可知:研一至研二阶段学生的创新培养质量提升明显,但是研二至研三阶段学生的创新培养质量呈

现小幅度下滑。 研三学生大多专注于整理成果,较少参与新的项目研究是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

因。 校外实习、找工作等原因让学生消耗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因而无法专注于科研创新活动。 此

外,部分学生在研三会产生消极对待科研工作的心理,从事创新活动的主观意愿不强。 上述这一系

列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研三学生创新动力明显不足,进而创新质量系数下滑。

图 1　 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质量系数
 

图 2　 基于灰度预测模型的研究生创新能力质量系数

　 　 为预测未来几年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发展趋势,引入灰度预测模型。 灰度预测模型本质上是一

种对系统因素之间的发展趋势进行关联分析的预测方法。 它通过对原始数据的处理生成有较强规

律性的数据序列,然后建立相应的微分方程模型来预测事物的未来发展趋势状况。
定义 X(0) 为如式(1) 所示的预测模型的数据合集,而 X(1) 为 X(0) 的一次累加生成数序列,如式

(2) 所示。
X(1) = {x(0) (1),x(0) (2)…x(0) (k)…x(0) (n)} (1)

式中, n 表示预测模型内的数据总量。
X(1) = {x(1) (1),x(1) (2)…x(1) (k)…x(1) (n)} (2)

式中, x(1) (k) = 
k

i = 1
x(0) ( i),k = 1,2…n 。

其中,Z(1)为 X(1)的紧邻均值生成序列,如式(3)所示。
Z(1) = { z(1) (2),z(1) (3)…z(1) (k)…z(1) (n)}

 

(3)
式中, z(1) (k) = 0. 5[x(1) (k) +x(1) (k - 1)] 。
假定上述 Z(1)与 X(1)序列同号,其累加生成数序列应为单调序列。 如果采用指数曲线对这个单

调序列进行拟合,则该序列可以写成如式(4)所示的微分方程形式。
dx(1)

dt
+ ax(1) = b (4)

式(4)的解为

x(1) = x(1) (1) - b
a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e

at + b
a

(5)

式中, a 和 b 为待定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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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4)中的
dx(1)

dt
和 x(1) ( t) 分别用 x(0) (k) 和 z(1) (k) 替换,可得

x(0) (k) + az(1) (k) = b,k = 2,3…n (6)

实际上,式(6)的白化方程或影子方程即为式(4)。 设 a
︿
为未知向量且 a

︿
=(a,b)T ,则 a

︿
的最小

二乘估计为

a
︿
=(BTB) -1BTYn (7)

式中, B =

- z(1) (2) 1

- z(1) (3) 1
︙ ︙

- z(1) (n) 1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
 

Yn =

x(0) (2)

x(0) (33)
︙

x(0) (n)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

根据式(4) ~ (7)可知:式(6)所示的灰色微分方程的时间响应序列为

x
︿

(1) k + 1( ) = x(1) - b
a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e

-ak + b
a

k = 1,2…n (8)
式(8)的还原值为

x
︿

(0) (k + 1) =x
︿

(1) (k + 1) -x
︿

(1) (k) (9)
此时,式(9)即为如式(1)所示的预测模型的预测方程。
通过建立灰度预测模型对研究生创新能力质量系数进行分析,结果如图 2 所示。 在图 2 中,横

坐标 1、2 和 3 的意义与图 1 相同,而 4、5 和 6 则分别表示研究生毕业后一年、二年和三年。 由图 2
可知,本次调查的研究生样本在未来三年的创新能力质量系数将会进一步下滑。

(二)实践水平下滑严重

为分析研究生的实践水平,从问卷中选取 5、9、10、13、15 和 16 题的调查结果作为参考,通过赋

予权重、求解平均值得到如图 3 所示的研究生期间实践水平结果。 由图 3 可知,研一至研二阶段研

究生的实践水平大幅上升,研二至研三阶段出现下滑。 图 4 灰度模型预测结果表明,研究生的实践

水平在毕业后三年内将逐步下滑。

图 3　 研究生实践水平质量系数
 

图 4　 基于灰度预测模型的研究生实践水平质量系数

　 　 高校研究生实践水平的不足与实践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实践环境由实验条件、实践基

地和研究生的实践积极性等因素构成[10-11] 。 相对人文社会科学,工科研究生课题研究更需要实验

设备、实验场地及人员经费等条件支持。 此类实践环境因素对研究生的实践水平影响较大,尤其是

研三学生实践水平的下滑与实践环境和积极性有着较强的关联性。 学生在研三阶段会进行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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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实验,很多情况下学生会受到实验条件的影响而无法进行正常的科研活动,这也造成部分学生

选择放弃科学实验这一步骤,从而大大降低了研究生的实践水平。
(三)外语水平亟待提升

外语水平也是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价的标准之一。 在“新工科”思潮的冲击下,土木与水利

工程整个行业对智能化十分重视,这必将要求研究生拥有更强的外语水平以从容应对国际交流。
此外,研究生在开展课题研究需要查阅外文文献。 因此,通过对问卷第 7 题和第 8 题中的调查数据

进行整理,得出如图 5 所示结果:在三年学习期间,60%的土木水利专业研究生(28 人)未能通过英

语六级考试,仅有 40%的研究生(19 人)通过英语六级考试。 其中,除了在本科阶段已经通过的 4 人

外,23%的研究生(11 人)在研一已通过英语六级,而在研二和研三阶段通过六级的人数分别为 4 和

0。 图 6 给出了研究生期间的外文学习对外语水平的影响结果。 75%的学生认为通过研究生期间的

外文学习外语水平有所提升,而 25%的学生并不这么认为。 虽然研究生期间的外文学习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提高研究生的外语水平,但就当前整体水平来看,土木与水利专业研究生的外语运用能力

还不乐观;因此,如何提升学生在研究生期间的外语水平迫在眉睫。

图 5　 土木水利研究生六级通过情况
 

图 6　 研究生期间的外文学习对外语水平的影响

　 　 通过问卷调查这一质量监控和跟踪手段,更好地了解了目前福建农林大学土木与水利工程

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现状,发现了当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同时也为未来研究生培养工作

的改革提供了依据和参考。 基于此,建议高校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努力培养学生的创新和实践

能力,积极探索外语课程改革,最终构建出符合土木与水利工程专业研究生教育规律和特点的培

养模式。

二、大力提倡创新能力建设

创新是引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第一生产力。 因此,创新能力的培养对研究生质量的提升具

有非常直观的效果。 “新工科”是时代信息化、智能化的产物,在新经济和新兴产业的背景下,人
才创新能力的培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重视。 这样的客观现实要求土木与水利工程专业人才

发挥不同于常人的创造能力[12] 。 当前土木与水利工程专业的教学以理论教学配合少量实践教

学为主,并没有充分地在课堂上给予学生开拓和发散思维的机会。 除此之外,学生的学习过于应

试化,其目的仅仅是为了完成学习任务、通过考核,以至于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没有养成举一反

三的思维习惯,遑论创新思维的培养[13-15] 。 各高校只有在教学中充分将科研创新注入到学生的

日常生活和学习中,才能提升学生的创新意识,进而鼓励学生更好地展开创新性的科研活动。 为

此,建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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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高校创新体系

科研院所、高校、企业是我国的三大创新主体。 教育部实施的“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有

效促进了三大主体的合作,实现了人才、资金、信息、技术创新要素的动态有效趋同,使得拥有不同

需求的创新主体形成了不同的创新模式[16-17] 。 自“新工科”理念提出以来,部分高校虽然大力推崇

创新能力建设,却没有真正形成创新培养体系,其口头上的创新培养只能让学生在思想上有一定提

升,并没有达到实质效果。

面对创新教育这种新型的教育模式,高校必须在有限的资源下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真正将创

新体系建设落到实处。 各高校可以通过各类科技竞赛、开放性实验等活动来健全校内创新体系。

其次,对于竞赛和活动的挑选也要严格审核,不能拘泥于传统类型,应增加智能建造等新兴元素,进

一步深化和提高学生创新能力[18-22] 。 在创新体系的构建过程中,科研竞赛是创新能力培养的一大

风向指标。 无论是本科阶段还是研究生阶段,大部分学生有过参与学科竞赛的经验。 每一次竞赛

活动都能很好地挑战学生的思维能力、组织能力及创新意识。 相比本科阶段,研究生阶段的科研竞

赛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创新能力培养,其不仅能够在竞赛过程中激发学生主动进取的意识,而且鼓励

研究生将该种能力实质性地运用到日常科研学习中并逐步提升。 除此之外,各类科研竞赛也能给

枯燥的日常科研活动以调剂,进而提升学生对科研创新活动的兴趣。

(二)培养导师与时俱进的创新能力

“新工科”理念的提出,必然要求高校要在工程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中发挥主体作用;因此,高

校有必要在创新培养模式上作出实质性改进,其中导师要具备与时俱进的创新能力。 在创新模式

不够完善的大环境下,导师容易受传统应试教育理念的束缚,其创新教学理念较为陈旧,教学偏传

统。 与此同时,导师在面对新型的创新模式时接受度不高,以致创新教学水平远远达不到理想状

态,而这毫无疑问阻碍了研究生创新教育的发展。
需要强调的是,导师的教育方式和水平对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影响巨大。 优秀的导师将培养出

学习积极、勇于探索的研究生,这对于学生的自身发展乃至学校的创新发展大有裨益。 因此,导师

应结合学生的个体特征制定个性化的创新培养模式,在教学和指导过程中要重视对学生拓展性思

维的引导,注重激励型教育并提倡学生发表独立见解。 唯有如此,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才能不断得到

锻炼和升华。
(三)高校交叉学科创新

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土木与水利工程结构不断向大跨度、新高度发展,各种复杂工程

陆续涌现,而这一切都需要工程师们持续研发新结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设备,以适应和

引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23-25] 。 福建农林大学作为一所农林院校,其土木与水利工程专业在

面对其他院校激烈竞争时并不占优势,而这对福建农林大学吸引优质生源及毕业生就业造成了较

大的影响[26] ;因此,如何在创新教育中发挥好学校优势和特色成为关注的重点。

鉴于农林院校的办学特点和特色,土木与水利工程专业应重点关注建筑材料领域,即将福建农

林大学国家级特色专业林业工程与土木工程专业交叉融合,开展一系列古建筑修复、竹木结构加固

与鉴定研究,这样既能够充分利用林业工程和材料工程专业的教学资源和科研平台,又能体现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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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培养特色,同时也能为新兴产业的进步提供更多的发展思路。 近年来,福建农林大学新

增智能建造专业,它是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建筑业升级转型的新专业,在专业建设过程中将人工智

能化技术与土木与水利工程结构紧密结合并交叉,实现弯道超车,进而培养出适应当前建筑自动化

和智能化趋势的高层次优秀专业人才。 诸如此类的交叉学科融合发展既优化了福建农林大学的创

新培养模式,又有利于催生和培育新的科研成果与专业人才,因而必将成为未来学科发展与创新人

才培养的必然趋势。

三、切实加强专业实践锻炼

土木与水利专业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重点在于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除了创新能力之外,专

业实践能力的培养也是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体现,同时也是一项艰巨任务。 在当前的工程

项目建设中,我们迫切需要一批通过研究生教育主渠道培养的、能够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应用

好技术和技能的专业实践型人才[27] 。 相对其他学科,土木与水利工程专业的实践性非常强,更需要

重点关注以理论结合实践为特点的培养方式。 截至目前,虽然不少高校在土木与水利专业硕士研

究生实践能力培养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是土木与水利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仍过于注重理论

教学,高校的实践环境和条件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理想水准。 硕士研究生在毕业后和本科毕业生几

乎处于同一起跑线,其面对实操性强的工作岗位依旧经验不足,基本不具备高素质专业人才的实践

能力[28] 。 为此,提出以下解决方案。

(一)提升师资实践水平

近年来,受益于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高校教师普遍具有博士学位。 高校教师学历门槛的

提升确实有利于保证师资力量的高水平化,但是对于工程类专业,实践水平和工程经验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 需要指出的是,高校新进师资大多从研究型大学引进,他们理论水平较高,但是容易在教

学和研究指导过程中脱离工程实践[29] 。 为此,如何提升师资力量的实践水平成为关键。 在保证正

常教学与科研活动的情况下,高校可以为青年教师提供赴企业学习的机会,引导教师开展以校企合

作为导向的科研活动,亦可以通过建立校内工程实训基地,邀请专业工程师或经验丰富的实践教学

人员来校指导,培训教师的工程实践能力,最终达到真正提升师资实践水平的目的。
(二)建立高水平实践平台

实践平台是土木与水利专业硕士研究生提升实践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为无法加入企业实践

的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空间。 近年来,不少高校在土木与水利工程专业的实践教学上做了大量

的教学改革,推进了实践教学体系课程的设立,不断探索了高效的实践模式,因而实践教学水平得

以大大提升[30-33] 。 然而,由于目前高校实践平台的管理松散化、形式化,校企双方的资源没有真正

发挥培养作用。 为此,建议高校从两个方面严格把关。
一是,高校不能拘泥于校内实践平台。 一般来说,校内平台的实践模式相对封闭,因此应将实

践平台拓展到企业内部。 在“校企合作”的大背景下,高校应让更多的研究生参与企业的科研创新,
真正将“新工科”之“新”融入企业内部。 相比校内平台,企业内部的实践机会更贴近工程实际,这对

毫无实践经验的研究生而言是难得的实践机会。 学生可以在企业导师指导下进行复杂工程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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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与处理,进而提升其实际操作水平和综合运用基本理论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
二是,面对全新的竞争大环境,高校在建立校企合作平台时需对合作企业进行严格筛选,优先

选择行业影响力较大具有优秀企业文化的大中型企业,如行业龙头企业、知名企业等[34-35] 。 这一类

企业既能保证研究生的实践质量又能使学生受到更优质的企业文化熏陶。 这类企业中的专家和技

术人员工程经验丰富,能够给予学生更高质量的技术和就业指导。 除此以外,这些企业对智能化建

造与运维等新兴技术拥有更高的接受度和求知欲。 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土木与水利工程专业研

究生不但能够充分发挥出自身的科研创造力,而且有利于研究生将新技术、新思想和新观念融入社

会,为企业注入创新活力。

值得注意的是,校企合作的前提必须是以教育者的眼光看待平台。 无论是校方还是企业方,对
待学生要时刻保持教书育人和为国选才的态度,特别是企业方作为研究生学习的平台主体,要自始

至终以学习和锻炼研究生为主要目的。 在过往的校企合作中,发现了将学生当作廉价劳动力缓解

人员紧张等问题,导致学生在紧张的压迫环境中无法真正做到学以致用,甚至出现负面影响。 为

此,高校在选择企业时要设立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不能盲目开展校企合作,违背建设实践平台的

初衷。
(三)建立以科研项目为载体的实践能力培养机制

学生在研究生期间或多或少会参与纵向、横向科研项目,而这些项目的实施给研究生提供了良

好的培养机遇和锻炼空间[36] 。 据统计,福建农林大学土木与水利专业所有硕士研究生导师的年均

科研项目达到 60 余项,涵盖桥梁、岩土、房建、材料等领域,经费总计达 500 余万元。 在研究生培养

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好这些科研项目,做到以项目的整体进程为导向锻炼学生的技能,最终达到提升

研究生实践能力的目的。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需要从以下两个角度来细化以科研项目为载体的实

践能力培养机制。

学校应建立项目库对科研项目进行分类。 由于每个项目所涉及的能力培养方向和技术模块有

所不同,合理的分类能够让学生选择更适合自己的项目类型,从而达到培养其特定技能和兴趣的目

的。 在传统的研究生培养模式中,研究生只会参与自己导师指定的科研项目,因此无法保证项目定

位的精准性。 研究生自主选择感兴趣的项目类型,对项目本身的主观能动性必然更高,工作效率和

灵活度也将得以提升,这必然能够更好地锻炼研究生的实践能力[37] 。

高校和导师在面对大量纵向、横向科研项目时,要特别关注项目的研究内容是否合理,项目的

实施能否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 针对每一个科研项目,导师或导师组应制定层次分明的工作任务

分析表,以确保整个项目能够覆盖学生各个方面的能力提升,特别是实践能力[38] 。 草率地决定项目

去留和任务分配,必将造成“免费劳动力”现象,这既不利于学生实践能力的锻炼,更不符合硕士研

究生的培养目标。

四、重点关注外语能力提升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新工科”理念的不断深入,我国的新工科建设方兴未艾,这也客观上催

生了土木与水利行业在探索国际化标准、学习国际化经验、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的迫切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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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上述客观现实对土木与水利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外语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因此,仅仅通

过研究生英语考试远远不能满足科研活动和国际交流的需求。 尽管福建农林大学在学术硕士毕业

条件中增加了必须通过英语六级的条件,但是并未针对占比更大的专业硕士生提出英文要求。 为

此,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一)优化英文教学团队

目前,研究生英文教学大多由英文专业的教师承担,其除了教授英文专业学生的课程外,还需

要兼顾整个学校的外语课程,教学压力相当大。 英文专业的教师仅将目光停留在辅导研究生通过

英语六级考试,这势必导致研究生对学术性和研究性较强的专业英语了解不够。 由此可见,当前研

究生英语教学存在内容泛化、教学手段陈旧等沉疴。 因此,高校应根据不同专业的特点组建一批有

针对性的英文教学团队,增加相应专业的专任教师以确保英语教学的专业性和特色化[39-40] 。
(二)促进英文教学模式的多元化

高校应通过国际学术交流、邀请外教教学等方式让英文学习更加多元化,从而提升学生的英文

学习兴趣。 与此同时,高校还应通过增加英文科技论文写作、科研英语阅读等教学手段提升研究生

的英文学术水平。

五、结语

作为未来城市与美丽乡村建设者的一分子,土木与水利专业硕士研究生肩负着强烈的使命感。
因此,如何培养出高质量的专业复合型人才成为关键,这给土木与水利专业研究生教育工作者带来

机遇的同时也提出了挑战。 根据福建农林大学土木与水利专业硕士研究生质量动态监控的结果发

现:现有的土木与水利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存在一些问题。 然而,就当前“新工科”的发展趋势

而言,实践创新型人才必然是未来研究生培养的重中之重,因此高校有必要调整现有的培养模式,
切实加强研究生质量动态的监控,着力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外语水平。 唯有如此,才
不会辜负培养一批能适应中国未来发展格局的高素质土木与水利工程专业人才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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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stgraduate
 

education
 

has
 

gone
 

into
 

a
 

new
 

era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
 

with
 

the
 

coming
 

of
 

the
 

concept
 

of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However 
 

the
 

quality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in
 

civil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has
 

been
 

affected
 

by
 

various
 

factors
 

and
 

the
 

quality
 

has
 

declin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is
 

employed
 

in
 

this
 

paper
 

to
 

collect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postgraduates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in
 

Fujian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on
 

a
 

ba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basic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ies.
 

Meanwhile 
 

a
 

gray-scale
 

prediction
 

model
 

is
 

introduced
 

to
 

predict
 

the
 

future
 

trend
 

of
 

the
 

collected
 

monitoring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novation
 

and
 

practice
 

level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in
 

civil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has
 

greatly
 

declined
 

and
 

foreign
 

language
 

ability
 

has
 

not
 

enhanced
 

yet.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various
 

improvement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innovation
 

ability 
 

practice
 

level
 

and
 

foreign
 

language
 

ability
 

are
 

proposed
 

in
 

this
 

paper
 

with
 

focuses
 

on
 

universities
 

and
 

teachers.
 

This
 

study
 

really
 

reveals
 

current
 

problems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in
 

civil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to
 

an
 

extent.
 

In
 

addition 
 

a
 

quality
 

improvement
 

method
 

in
 

line
 

with
 

the
 

concept
 

of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is
 

proposed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which
 

benefit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civil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s
 

with
 

perspectives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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