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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方高校已经成为我国专硕工程教育的主力军,但教育教学资源的差异可能导致人才培养质

量的参差不齐。 人才素养对接社会发展需求是增强毕业生发展竞争力的有效途径,扬长避短发展研究

生教育是地方高校学科内涵式发展的必然要求。 “新基建”和“互联网+”等背景下,工程形态和建设模

式变革日益广泛和深刻,T 形知识和能力结构是新发展形势下土木水利工程建设对高层次工程人才的素

养需求。 分析了土木类专硕教育转型发展的紧迫性,讨论了地方高校发展专硕教育的主要局限因素:教
学资源配置相对不足,生源基础素养相对不强,师资队伍工程阅历欠缺,以及研究生教育同质化竞争等。
同质化竞争表现为校内学硕与专硕培养模式、目标的同质化,以及校际学科发展方向的同质化,导致研

究生教育资源和发展空间的相互挤压。 基于南华大学土木与水利专硕学位点十余年的建设实践,讨论

了地方高校提高专硕研究生创新与实践能力的思路和成效。 立德树人理念之下,创新协同育人模式,发
展学科特色,整合教育资源,建设教育共同体,是地方高校传统学科专硕教育破解同质竞争难题,增强核

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改革思路和实践模式对地方高校传统工科顺应时代需求发展专硕教育具有较好

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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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出台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
(以下简称《方案》),《方案》提到专硕教育在认识、结构、质量、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指出:“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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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学位、轻专业学位的观念仍需扭转,简单套用学术学位发展理念、思路、措施的现象仍不同程度存

在。”《方案》要求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深化产教融合培养模式,完善教育评价机制。 《方案》提到,到
2025 年,以国家重大战略、关键领域和社会重大需求为重点,增设一批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类别,将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到硕士研究生招生总规模的三分之二左右,大幅增加博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招生数量[1] 。
“一带一路”倡议、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网+”技术等时代背景之下,土木类关联产业形态

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土木类高层次人才培养及学科发展面临新机遇和新挑战。 高层次土木工程人

才需要具有与行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以应对复杂的自然、社会环境,处理复

杂工程问题。
地方高校普遍面临着教育教学资源、师资、生源、历史、品牌等发展专硕教育的制约因素。 地方

高校研究生教育外在扩张性发展过程中,学科内学硕与专硕间的同质化现象较为普遍,区域内校际

学科间的同质竞争也较为突出[2] ,专硕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难以落到实处,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

求契合度不高。
BIM、GIS、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3D 打印、物联网、机器人等技术将为传统建筑行业带来巨

大变化,也对高层次人才素养提出了新要求。 整合教育资源,改革培养模式,发展特色优势,破解同

质化困惑,提高专硕研究生创新与实践能力,增强研究生培养与行业发展对高层次工程人才素养要

求的契合度,是地方高校传统学科发展研究生教育所必然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新发展形势对土木类高层次工程人才的新需求

(一)产业形态的深刻变革对人才素养的要求

“十四五”规划提出:系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加快第五代移动通信、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

建设[3] 。 “新基建”是有时代特色的,如果说 20 年前中国经济的“新基建”是铁路、公路、桥梁、机场

的话,如今的“新基建”是智慧经济时代贯彻新发展理念,吸收新科技革命成果,实现国家生态化、数
字化、智能化,实现新旧动能转换与经济结构对称态,重塑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国家基本建设与基础

设施建设。 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内涵更加丰富,涵盖范围更广,更能体现数字经济

特征,能够更好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同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更加侧重于突出产业转型升级的

新方向,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物联网,都体现出加快推进产业高端化发展的大趋势。 在新型基础设

施的不断推动下,催生了建筑行业新生代专业技术人才和土木类高等工程教育转型发展的紧迫性。
生产力水平始终是影响工程及其产业形态的最重要因素。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原

校长丁烈云教授认为,建筑产业正在经历六种变革:一是产品形态变革,将由传统的实物产品转变

为“数字产品+实物产品”,通过为建筑加载数字属性生成数字工地,提升建筑质量。 二是经营理念

变革,将由产品建造向服务建造转型,建筑产业链逐步向工程设计服务、工程机械服务、智慧物业等

生产性服务业延伸。 三是市场形态变革,通过数字化技术构建资源组织与配置服务平台,从产品交

易向平台经济转型。 四是建造方式变革,数字建造将制造与建造有机结合,形成制造一体化、自动

化、智能化,从建筑施工向“制造+建造”转型。 五是行业管理模式变革,以数据资源驱动政务服务、
行业协调、标准制定、企业自治,由单向监管转变为共生治理,由被动受理转变为主动服务。 六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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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养理念变革,人才需求从单一学科的专业人才向“一专多能”的“T 形人才”转变[4] 。

所谓“T”型人才,“丨”代表专业基础知识必须扎实,而“ ”则要求学生通览各方面的知识,T
型人才拥有“宽泛扎实的理论基础+专业深入的技术技能+精准娴熟的实践经验”,应当说,

 

T 型人

才素养是毕业生适应社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现代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更加强调实用性、适应性、全面性,知识结构“渊”“博”

结合,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实践技能,因此,学生不但要掌握必要的书本知识,还要在实践中培养

自身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培养团队精神和工匠精神。
(二)新发展形势下土木类专硕教育转型发展的紧迫性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主要职能是高层次专业人才的培养。 学校按照各专业方向对学生

进行专业化教育,毕业后按专业方向“对口就业”就成为高教运作的基本模式。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

种办学模式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今时代,任何现代科技成果、工程成就无一不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结晶。 培养出高质量的

“复合型”创新型人才以满足现代大工业、大系统发展的需要,是高等教育的时代使命,引发了高等

教育深层次的变革。

2009 年 3 月,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

(简称《意见》),《意见》要求:充分认识开展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性,创新全日制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培养模式,确保培养质量[5] 。 专业学位(professional
 

degree)是相对于学

术性学位(academic
 

degree)而言的学位类型,其目的是培养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并适应特定行业或

职业实际工作需要的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 学术性学位按学科设立,其以学术研究为导向,偏重

理论和研究;而专业学位以专业实践为导向,重视实践和应用。 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在培养目标上

各自有明确的定位,因此,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授予学位的标准和要求等方面均有所不同。
 

2020 年 9 月,教育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要求,要

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将增设一批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类别。 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原则

上只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新增硕士学位授权点以专业学位授权点为主。 该《意见》还要求,加

强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实施“国家产教融合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建设计划。 科学

规划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实施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紧缺人才自主培养专项。 目前,专业学位硕士

生招生超过 60%,形成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分类发展、齐头并进的格局[6] 。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快速变革,社会对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专硕教育以

其独有的职业性、复合性和应用性的特征必将逐渐为社会各界所广泛认可。 土木类高层次工程人

才的培养需要契合建筑产业形态的变革,重塑教育形态和内涵,建设教育共同体,实现全主体共赢,

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

二、地方高校土木类专硕教育的制约因素

非中心城市地方高校受地域、资源、生源、师资等现实因素的制约,研究生教育历史积淀相对不

足,研究生专业技能、创新素养等核心竞争力相对不强,并日益成为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内涵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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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瓶颈。 顺应时代发展需求,提高专硕研究生创新素养与实践能力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地方高

校土木类专硕教育的发展制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学资源配置相对不足

地方高校由于地方发展水平的制约,教育经费、资源投入相对不足,创新平台相对欠缺,影响了

创新与实践能力培养。

办学经费是一所高校资源水平的重要指标,历年来高校的经费情况也广受关注。 高校的经费

一般来源于财政拨款,包括事业收入(包含学费 / 非学历教育、培训收入、科研收入)、其他收入(校友

和社会捐赠收入、科研成果转化收入)等。 据媒体报道,
 

2021 年有 600 多所高校公布了预算经费,

共有 17 所高校经费超过 100 亿,其中清华大学预算收入为 317. 28 亿,位列全国第一。 教育部直属

综合高校、理工高校的年办学经费一般维持在 30 亿元以上,而地方高校的经费相对就要捉襟见肘

得多,即便本硕博学历层次完整的地方院校,年办学经费一般也在 20 亿元以下,而不少新建本科院

校年办学经费甚至不足 2 亿元[7] 。 办学经费直接决定了教学、科研平台建设水平,也就直接影响了

学生创新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对于地方高校而言,学科建设的贪大求全,招生规模的盲目扩张,教学资源扩张性稀释;内部资

源配置不平衡,流体渠道不通畅,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也是个体培养资源欠缺的重要因素。

(二)生源基础素养相对较低

地方高校由于地域、学科影响力等局限,土木学科研究生录取中调剂生比例较高,“学历提升”

思想相对突出,专业基础相对薄弱,创新内驱力相对不足。

地方院校对优秀研究生生源吸引力不足。 教育部直属高校、一流建设高校院校的本科生一般

不太愿意“下嫁”报考影响力相对较低的地方院校,尤其是非中心城市地方院校、新增研究生学位点

高校,而“普通”高校的毕业生则普遍期望能够“攀高门”深造。 研究生入学考试不存在严格的录取

批次,而且复试环节可以有若干次选择机会。 在土木、机械、电气等一些就业形势较好的工程类专

业中,地方高校,尤其是非中心城市地方高校新增学位点的地方高校,基本靠调剂生完成招生指标,

生源录取分数、基础素养的整体水平不可避免偏低。

地方院校专硕研究生创新内驱力不足。 长期以来,研究生教育处于学历教育的顶端,“精英”教

育的观念深入人心,“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依然存在,而专业学位硕士则定位于职业能力的提

升,在于专业技能的高端发展,认知、观念的惯性导致大众对专业硕士的社会认可必然要经历一个

过程。 全日制专硕教育起步晚,社会、家长、考生对国家政策了解不深入,甚至以为全日制专业硕士

是“二等公民”。 国家在一段时期通过研究生扩招缓解本科毕业生就业压力,客观上强化了专硕研

究生升学的“就业”导向。 土木类本科生就业形势相对较好,一些考生如果不能实现“攀高门”深造

的愿望,宁可放弃读研深造;而选择“下嫁”或“凑合”的研究生,不少抱着“混学历就业”的思想,学

习期间创新内驱力不足。

(三)研究生教育同质化竞争

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同质化问题比较突出,其表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校际学科间的同

质化竞争,导致教育资源的稀释性竞争和发展空间的相互挤压;二是校内学硕与专硕教育同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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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方案、过程考核、资源配置、素养侧重等区分度不强,专硕培养目标实际难以达成。

地方高校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服务社会民生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历史性成就,但在人才培养

方面依然是高等教育均衡、协调、充分发展的短板和薄弱环节。 探索人才培养的差异化路径,凝练

人才培养特色,对于地方高校错位、协调发展,提升核心竞争力有着重要的意义。 然而在实际发展

进程中,一些地方高校对发展机遇的响应出现了一定的偏差,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同质化趋向、竞争

比较突出,降低了人才培养质量,消减了人才培养特色。 在研究生培养方面,这种校际同质竞争表

现为学位点设置、学科方向上中西部高校与发达地区的盲目效仿性同质竞争,以及区域内高校之间

盲目攀比性同质竞争。 学位点设置贪大求全,追求升格晋级;学科方向跟踪效仿,缺乏特色;绩效评

价追求数字指标,缺乏内涵。 学科建设与学校资源禀赋不相称,人才培养与社会发展需求的契合度

不高,毕业生缺乏核心竞争力,学校缺乏可持续发展后劲。

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的历史积淀薄弱。 伴随持续十几年的合并、升格、扩招等规模扩张式发

展,由于思想认识存在偏差、培养机制尚不健全、资源配置不充分、师资力量亟待提升等因素不同程

度的存在,专硕与学硕教育同质化问题较为突出,实际表现为教学组织、课程设置、教学方式、过程

考核、论文评价同质化,学硕与专硕培养目标的差异难以落到实处。

(四)师资整体实力相对较弱

地方高校师资整体水平较弱,青年导师工程阅历欠缺,影响工程协作意识和实践能力培养。

在地方高校扩张性发展进程中,年龄结构上青年教师逐渐处于主体地位,学历结构上博士研究

生比例大幅提升。 一本招生高校的工科青年教师基本“博士化”,并成为研究生导师队伍的主体。

青年导师学术基础扎实,进取心强烈,但从专硕培养的角度来看,青年导师工程阅历的不足成为专

硕创新与实践能力培养的制约因素。 同时,地方高校知名高水平学者欠缺,资源虹吸效应受区域、

行业发展等诸多因素的局限,师资队伍梯队建设成效难以立竿见影。 国家研究生教育政策的引导

之下,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的专硕比例不断提高,甚至处于主体地位,因此,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成为

地方高校发展专硕教育亟待改善的任务。

多维度协同是新时期地方高校师资队伍建设的有效途径。 一方面,地方高校立足学校的发展

定位,完善人才引进和培育政策,加大高水平人才引进和培育力度,优化师资队伍的年龄、学历、学

缘结构,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另一方面,创新遴选、考核机制,整合政府、企业专家等师资资源,建设

多元化师资队伍,适应专硕教育创新与实践能力培养的需要。 专硕教育导师队伍建设立足于深度

服务社会发展,完善学校、政府、企业和国内外高校之间的协同作用,形成育才、引才、聚才、用才的

良好环境和政策优势,打造一支创新活力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三、地方高校土木类专硕研究生创新与实践能力培养改革探索

响应新时代、新形势下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方针的指引,地方高校传统学科发展面临新机遇、新

挑战。 南华大学土木工程学科具有 60 余年的本科教育历史,1998 年获批土木工程硕士点,2007 年

获批建筑与土木工程专硕点,数十年来,培养了一大批行业精英人才,学校与行业协作关系紧密,为

专硕教育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协作支持。 土木工程学院设有土木工程(建工、岩土、造价 3 个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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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城

市地下空间工程等 6 个土木类专业,研究生教育二级学科(专业)齐全,学校“医品牌、核特色、环保

优势”学科特色突出,这些为学科交叉、融合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学校顺应时代发展,重视土木工

程等传统、优势学科建设,为专硕教育改革提供了政策支持。

需要说明的是,土木工程本科专业的 3 个专业方向(建工、岩土、造价)不是建筑工程、岩土工

程、工程造价三个专业,而是为了提高毕业生知识、技能结构与用人单位对人才素养需求的契合度

而设置的专业方向侧重。 根据历年毕业生职业发展调研分析,土木工程毕业生就业后在建筑、岩土

工程设计与施工、工程造价与管理等岗位群相对集中,现代企业岗位工作内容综合性、协作性日趋

增强,通过选修课程设置的侧重和调整,提高毕业生就业竞争力,也是对中国高等教育“四不够、一

不高”问题的回应[8] 。

(一)突出立德树人,培养创新担当

强化课程思政、专业思政建设,挖掘学校特色思政资源,强化家国情怀教育,弘扬“两弹一星”精

神、“核工业”精神,培养工匠精神、团队精神,树立“中国梦”中的强国担当,强化创新内驱力的培养。

专硕教育体系实现四个转变:培养方案从重智育转变为德育为先,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教育

主体从以导师和专任教师为主转变为导师负责制下的“师生管培用”全主体参与;培养目标从以知

识体系掌握为主转变为技能与知识融合重构、思维与思想进阶的综合素养提升;教育资源从学校配

置、线下为主转变为线上线下互补、实体虚拟互补、校内校外互补的开放性资源供给体系。

利用“研究生楚岳文化节”“湖南省研究生暑期学校”等载体组织系列专题讲座,优化校园文化

活动的内容和组织,强化研究生知行合一的品质,促进研究生知识、能力、价值素养的全面进阶。

1997 年,南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组建了衡阳市首个保护湘江的学生公益组织“保护湘江母亲河

监测站”;
 

2004 年 12 月,国家环保总局、共青团中央联合行文,将南华大学的“保护湘江母亲河监测

站”命名为“全国保护母亲河生态监护站”;2007 年 10 月,南华大学“大学生保护湘江母亲河监护

队”成立,开展“保护母亲河”实践活动。 发挥专业优势,成功举办了一系列“保护母亲河”活动,多

家省市媒体多次给予报道,还获得了由共青团中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授予的“全国十佳环保公益

社团”等殊荣。

(二)发展学科特色,提升生源质量

影响研究生生源质量的因素方方面面,学校土木学科历史积淀深厚,特别在核工程建设领域树

立起了良好的口碑,影响生源吸引力的主要因素是学校所处三线非中心城市的局限。 发挥历史积

淀和行业关联优势,宣传衡阳铁路、航空交通比较优势,以及学校处于城市核心区域的比较优势,是

克服三线非中心城市局限的有效突破口。

结合学校的“医品牌、核特色、环保优势”特色,以学科评估为抓手,精准学科发展定位,加强学

科融合,形成特色学科方向。 加强区域内学位点建设的协同发展,缓解校际研究生教育发展空间的

相互挤压。 2016 年土木工程学科在湖南省“十二五”重点学科验收中获评“优秀”,形成了“核电土

木工程、放射性污染治理与资源化、建筑节能与放射性防护”等特色研究方向。

优化招生宣传策略,分析青年的传媒认同趋向,发挥现代媒体技术优势,讲好育人故事、育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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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提升特色学科方向的影响力。 加强与省内外高校的战略协作,构建育人共同体,创新升学直通

机制,提升校外生源质量。 突出特色学科方向的资源优势,吸引校内外优秀生源报考。 第一志愿报

考率从 2009 年的 21%提高到 2021 年的 56%;含调剂生在内,一本高校生源比例持续上升,从 9. 5%

提高到目前的 66. 5%。

结合本科专业评估(认证),加强校内生源基本盘建设,夯实人才培育的基础,提升校内生源质

量。 2014 年以来,给排水、建环、土木等本科专业相继通过住建部专业评估(认证),给排水科学与工

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获批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土木工程、建筑电气与智能化获批湖

南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三)强化科教融合,完善创新激励

优化开放实验室建设,强化科教融合,规范助教助研体系,拓展研究生的前沿视野,提高科研、

教学平台的效益。 加大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的程度,规范仪器使用培训,提高研究生实践动手能

力。 土木工程学院相继获批湖南省高校重点实验室(2011 年)、省产学研示范基地(2011 年)、省工

程实验室(2016 年)、湖南省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2016 年)、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重点实验

室(2016 年)、湖南省重点实验室(2017 年)、国际科技合作基地(2018 年)、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

中心(2019 年)等科教融合与创新实践校内平台。

优化研究生创新激励体系,规范创新课题、学科竞赛指导体系,实施导师指导下的双创教育“四

自”机制———“课题自选、方案自主、团队自组、资源自筹”,指导持续跟进,提升研究生创新素养与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研究生获得省级以上创新课题资助的比例大幅提升,不仅为学生自主性创新

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提供了平台和资源,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导师课题资源不足的压力,为导师

科研工作提供课题研究、开发借鉴,促进了教学相长。 近年来,研究生发表 SCI、EI 检索论文、核心期

刊论文或申请专利 1~ 3 项 / 生·年,指导学生发表 ESI 高被引论文 1 篇(被引用 599 次)。 2017 年以

来,研究生获得
 

“挑战杯”“互联网+”“节能减排”等综合性学科竞赛省级以上获奖成果 16 项。

(四)强化产教融合,对接用人需求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以产教融合为途径。 进一步创新专业学位研究

生培养模式,产教融合培养机制更加健全,专业学位与职业资格衔接更加紧密,发展机制和环境更

加优化,教育质量水平显著提升,建成灵活规范、产教融合、优质高效、符合规律的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体系,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目标[1] 。

专硕教育产教融合模式需要整合学校与区域、行业的资源,形成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发展局

面。 创新产教融合体系,促进“师生管培用”全主体、全过程、全方位参与,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与社

会对人才素养需求的契合度。 实施“校企五共”工程,整合育人资源:培养方案共商,师资队伍共建,

课题资源共创,创新实践共训,研究成果共享。 建设教育共同体,实现“全主体”共赢目标,师资上弥

补校内导师工程阅历的不足,资源上弥补校内创新、实践平台的不足,课程体系对接社会发展对人

才素养的要求,课题研究对接行业、企业发展实际需求,培养过程突出土木类专硕教育的时代性、工

程性、实践性特色。

学院建设湖南省研究生联合培养创新培养基地 2 个,
 

南华大学—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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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南华大学—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2020 年);相继与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核工业建设有限公司、远大住宅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衡阳华菱钢管有限公司等知名企业建设省

级研究生创新实践教育基地 4 个。 创新培养基地为联合培养研究生配备专用授课教室和常住宿

舍,研究生食堂就餐享受企业员工待遇,为研究生学习提供基本保障。 学校近年分别在长三角、珠

三角、长株潭等地方政府强化战略合作,构建专硕教育多元投入机制,成立了南华大学长三角创新

研究院、南华大学东莞协同创新研究院、南华大学长沙创新研究院,土木学科作为传统优势学科为

研究院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

(五)创新评价体系,破解同质难题

在国家教育方针、政策引领下,
 

2012 年 3 月开展研究生教育改革大讨论,2013 年 9 月开展研究

生教育协同育人大讨论,2017 年 9 月开展研究生教育课程思政建设大讨论,2020 年 9 月开展学习贯

彻全国研究生教育大会精神大讨论。 人才培养方案每 2 年修订一次,建设专门研究生督导队伍,企

业师资参与教育教学全过程。

结合学校发展战略与区域、行业发展需求,区分专硕与学硕研究生培养目标、方案和过程管理,

突出专硕创新与实践能力培养要求,行业专家协同制定考核指标体系,研制“工科研究生综合素质

测评体系”,严格“双边考核+三级管理+两级盲审”制度,培养过程校内外双边考核,教学过程系院

校三级管理,学位论文院校两级盲审,促成培养目标达成。 测评体系和考核模式在省内外多所高校

被借鉴或推广。

强化课题来源与行业发展的热点、难点、前沿工程问题对接;校外导师参与教育教学全过程,校

外实践环节在半年以上,强化实践环节写实性、追溯性考核;对专硕研究生开题、中期、答辩等关键

环节,加强对应用创新与工程能力的考核权重。 注重因材施教,针对不同的学科方向和课题类型,

弹性与柔性考核相结合。 专业学位具有相对独立的教育模式,以产教融合培养为鲜明特征,是职业

性与学术性的高度统一。 专硕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 100%为应用型课题,其中依托产教融合、协

同育人体系,来自产教融合、联合培养基地、创新实践基地企业生产中的现实课题的比例逐渐处于

主导地位,增强了破解学硕与专硕教育同质难题的“源头活水”。

(六)强化协同育人,导师队伍多元化

学校将产教融合、联合培养基地建设作为硕士专业学位点建设的重点,推动硕士专业学位授权

紧密服务区域、行业产业发展。 积极推动培养单位和行业产业之间的人才交流与共享,各培养单位

新聘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须有在行业产业锻炼实践半年以上或主持行业产业课题研究、项目研发

的经历,在岗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每年应有一定时间带队到行业产业开展调研实践[1] 。

创新协同发展思路,优化专业学位研究生双导师制。 重点依托产教融合单位和研究生联合培

养基地,整合政府、产业、研究院(所)等专业骨干力量,建设多元化的导师队伍,实现导师智能、技

能、资源、阅历的优势互补;创新教育共同体建设模式,优化双导师制度体系,鼓励校内校外导师依

托创新平台、工程课题、课程建设深化横向合作,提升协作成效。

鼓励中青年导师申请国内外高校、院所和企业博士后工作站访问、访学和继续深造,实施教学、

科研工作成绩弹性互补考核制度,拓展中青年导师职业发展的自主空间。 优化导师管理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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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化、精细化柔性管理体系,营造良好的校内外导师互融、互促、互鉴的学术环境。
土木学科校内中青年导师暑期企业访问、调研,连续时间一月以上,每年 1 ~ 4 人 / 次;中青年导

师出国访学进修,连续时间三月以上,每年 1 ~ 2 人 / 次;导师参加行业国际、全国学术会议,每年 5 ~
12 人 / 次;制度化、常规化全院校内外导师学术研讨会议每学期 1 次。

四、结语

过去十几年来,研究生教育持续扩招,招生规模由 2000 年初期的不足 10 万人到目前突破 100
万,规模上地方高校成了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主力军。 但发展专硕教育的过程中,地域、资源、生源、
师资等现实因素的弱势无可回避。

中国长期以来崇尚“学而优则仕”的观念,而专硕教育则定位于创新和实践能力等职业核心素

养的高层次提升,两种观念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专硕教育的发展。
地方高校传统学科发展专硕教育应顺应国家教育方针指引,结合学校发展定位,体现时代特

色、协同特色、实践特色、学科特色。
(1)改革思路体现时代特色。 学科建设紧跟国家教育方针导向,适应产业形态的工业化、国际

化的深刻变革,借助“互联网+”时代的技术优势,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土木专硕教育实现教育主体、
培养目标、培养方案、教育资源的体系转变,实现地方高校传统学科升级发展。

(2)资源整合彰显协同特色。 结合学校发展定位,适时调整学科建设思路与目标,整合教育教

学资源,建设教育共同体,创新“师生管培用”全主体、全过程、全方位协同育人模式,实施“校企五

共”工程,实现“全主体”共赢目标,构建“三全育人”大格局。
(3)培育过程突出实践特色。 结合学校发展定位和社会发展对人才素养的需求,研制协同育人

特色和要求的“研究生综合素质测评体系”,严格“双边考核+三级管理+两级盲审”制度,强化实践

环节写实性、追溯性考核,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4)学科特色缓解同质化现象。 破解校际同质竞争,需要精准学科发展定位,发展特色学科或

方向优势,加强区域内高校学位点协调建设,缓解校际发展空间的相互挤压。 建设教育共同体,强
化协同育人,则是地方高校传统学科缓解资源约束,破解学硕与专硕教育同质化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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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cal
 

universities
 

have
 

become
 

the
 

main
 

force
 

in
 

professional
 

engineering
 

master
 

education 
 

but
 

the
 

difference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sources
 

may
 

lead
 

to
 

the
 

uneven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I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graduates
 

to
 

meet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it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
 

in
 

local
 

universities
 

to
 

develop
 

postgraduate
 

education
 

by
 

exploiting
 

strengths
 

and
 

avoiding
 

weakness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infrastructure 
 

and
 

Internet +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ineering
 

forms
 

and
 

construction
 

modes
 

is
 

increasingly
 

extensive
 

and
 

profound 
 

and
 

the
 

T-shaped
 

knowledge
 

and
 

ability
 

structure
 

is
 

the
 

quality
 

demand
 

for
 

high-level
 

engineering
 

talents
 

in
 

civil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urgency
 

of
 

the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of
 

civil
 

engineering
 

graduate
 

education
 

and
 

discusses
 

the
 

main
 

limitation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master
 

education
 

in
 

local
 

universities.
 

The
 

allocation
 

of
 

teaching
 

resources
 

is
 

relatively
 

insufficient 
 

the
 

basic
 

literacy
 

of
 

students
 

is
 

relatively
 

weak 
 

the
 

teaching
 

team
 

is
 

lack
 

of
 

engineering
 

experience 
 

and
 

the
 

homogenization
 

competition
 

of
 

graduate
 

education
 

is
 

prominent 
 

and
 

so
 

on.
 

The
 

homogenization
 

competition
 

is
 

manifested
 

as
 

the
 

homogenization
 

of
 

training
 

mode
 

and
 

objectives
 

of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master
 

within
 

the
 

university 
 

as
 

well
 

as
 

the
 

homogenization
 

of
 

discipline
 

development
 

direc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this
 

leads
 

to
 

the
 

mutual
 

squeezing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resources
 

and
 

development
 

space.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practice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master
 

program
 

in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deas
 

and
 

effects
 

of
 

improving
 

the
 

innovation
 

and
 

practice
 

ability
 

of
 

professional
 

master
 

students
 

in
 

local
 

universities.
 

Under
 

the
 

concept
 

of
 

cultivating
 

talents
 

by
 

virtue 
 

i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homogenous
 

competition
 

and
 

enhance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local
 

universities
 

to
 

innovat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ode 
 

develop
 

discipline
 

characteristics 
 

integrate
 

education
 

resources
 

and
 

build
 

education
 

community.
 

The
 

reform
 

ideas
 

and
 

practice
 

modes
 

have
 

good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local
 

universities
 

to
 

develop
 

professional
 

master
 

educ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eeds
 

of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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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mony
 

between
 

requirement
 

and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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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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