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８卷 第１１期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８Ｎｏ．１１
Ｎｏｖ．２０１６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６．１１．０２６

提高土木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

实践能力的探讨 ①

高笑娟，马建军
（河南科技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河南 洛阳４７１０２３）

摘　要：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种新形式，是培养具有理论知识、专业知识和较强实践能力的高层次
人才。当前的培养模式存在诸多问题，制约了研究生实践能力的提升。通过考察我校土木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

式，从学生认知、课程设置、奖励措施、考核方式等方面分析了当前的现状，并从学校、学院和导师层面上提出了促使研究

生实践能力提高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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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是我国的支柱产业，据统计，截止到２０１１年，我国建筑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
总投资６０％以上，从业人员达到将近４千万人［１］。如此规模宏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批具有一定理

论基础、专业知识扎实和实践经验丰富的高层次土木工程专业人才。为了适应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城乡

一体化建设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迫切需要，国家从２００９年开始招收全日制的专业学位研究生，用于
优化研究生教育类型结构，进一步完善研究生教育培养体系，推动硕士研究生教育从以培养学术型人才

为主的模式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模式转变［２］。

专业学位研究生要求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

职业素养［３－４］。然而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在我国出现的时间短，在培养的过程中没有符合我国国情

的现成的模式用于借鉴。特别是土木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对学生的实践经验要求较高，而我国目前偏

重于学术性的培养方式使得专业学位研究生与用人单位的期望相去甚远［５］。因此，在土木工程专业学

位研究生的培养上，应该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逐渐缩小高校教育和企业单位对

人才需求的差距。

１　土木工程对实践能力的要求
土木工程专业对实践能力的要求取决于专业自身的特点。和其他专业相比，土木工程具有以下特

点。一是很强的综合性。土木工程囊括了众多的专业，包括结构工程、岩土工程、桥梁与隧道工程、防灾

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工程管理等。要使毕业生能够符合工作需要，培养模式必须遵循“大科学，宽基

础”的要求，使学生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还要有相应的专业知识。二是每个个体有很强的个

性。土木工程中包含的建筑个体具有明显的个性，既要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又要突出自身的特点，因为

一个工程可能成为一个区域的标志。例如迪拜塔、悉尼歌剧院、鸟巢等。三是土木工程要考虑到人文与

伦理的统一性。土木工程的设计和施工要考虑当地的风土人情、伦理观念，要遵循当地的风俗习惯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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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理感受。此时单纯的理论往往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必须与当地实际相结合。

２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２．１　课程设置

传统的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注重于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而对于专业学位研究生来说，不仅

要求有一定的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还更加注重实践能力。由于当前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还在探索

之中，没有成熟模式可借鉴，许多学校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课程设置普遍与学术型研究生相同［６］，没有安

排专门的实践环节。学生所学的课程针对性不强，主要为了完成学分的要求而上课。课程教学的过程

中，一般以老师讲课为主，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状态，上课时没有发言、没有互动、没有交流，与本科生的教

学模式没有明显区别。这种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均忽略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２．２　奖励制度
当前学校以及学院对研究生的要求采用统一的标准。例如，要求研究生至少发表１篇中文核心期

刊以上级别的论文才能满足毕业条件，而学院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增加。学校评定奖学金和评优评先时，

基本上是参照所发表论文的质量和数量，论文数量多、质量高的，得到的积分多，评奖学金的等级越高。

对于学术型研究生来说，其主要的任务可能是跟着导师做实验，或者进行理论研究，最后撰写论文，而对

于专业学位研究生这样的要求就显得不够合理。他们也可能为了应付论文的硬性条件而对参与工程实

践产生抵制情绪，认为实践环节是浪费时间。因为其实践能力的增强没有衡量的标准和奖励措施，得不

到认可和肯定，学生没有荣誉感和成就感，从而丧失参与实践的积极性。

２．３　学生认识
在当前培养模式下，有一部分研究生感觉获得知识、提高能力是次要的，主要是得到文凭之后能够

有更高的平台，找到报酬更高的工作机会；一部分研究生可能将本阶段当成是进一步深造的过渡阶段，

这部分学生之前为了考上研究生，本科的许多专业课程知识掌握不够扎实，而研究生阶段从研二开始就

准备考博，因此根本无暇顾及工程实践的问题；另一部分研究生在毕业的压力下，首先会选择有考核标

准的条件去满足，对于没有适当考核标准的实践环节，认为可有可无，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２．４　考核方式
当前对专业学位研究生还缺乏独立的符合其本身特点的考核机制，对课程的考核方式仍是采用统

一的标准，题目的理论性较强，与实际结合薄弱。即使有关于实践环节的题目，由于学生缺乏实践经验，

只能上网搜索，得出千篇一律的答案。另外奖学金的评定，基本上还是靠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来评

定，缺乏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考核标准。例如参加工程项目的个数、在项目中所做的工作，做出的主要成

果；参加实践竞赛的次数和获奖的等级、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

３　采取的措施
随着用人单位对研究生要求的提高，土木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的提高成了迫在眉睫的问

题，实践能力增强能够扩宽学生的择业范围，加快进入实际工作的过程，缩短适应时间，符合社会发展的

需求，符合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目标。实践环节包括了课内实践和工程实践两大方面，要提高学生的

实践能力，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上采取措施：

３．１　从学校层面上，合理设置课程和考核办法
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应与学术型研究生不同，应减少基础理论课程的学分数，增加实践课程的

数量，使学生在完成要求的学分之余有充足的时间参与到实践环节中。学校应制定合理的制度对研究

生的实践能力予以肯定，在评定奖学金和评优评先时，实践能力也列为考核的内容之一。设置正确的导

向，扭转学生固有的不正确认识，使学生从实践能力的提高中得到肯定和奖励。学术型的研究生可以用

发表论文的质量和数量来评定分数，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术论文作为一个条件，其申请的实用新型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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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在校取得的各种实践竞赛的成绩、在老师的课题中参与实践环节所占的比例、在工程上完成的项目、

解决的实际工程问题等，均可作为考核的指标，按照一定的权重计算得分值，以分值的高低评定奖学金

的级别。

３．２　从学院层面上，设置实践竞赛和实践讲座
学院可以定期或者不定期的举行实践能力竞赛，竞赛的形式可以由学生自行设计，相关的导师或者

工程技术人员把关，将每次竞赛的成绩记录在案，作为考核的依据之一。还可以组织学生每一个月或者

两周进行一次实践经验交流，学生少的学院可以以学院为单位、学生多的以课题组为单位。每个学生汇

报自己这段时间以来完成的工作，遇到的问题，和大家共同探讨解决的办法，然后提出下一阶段的工作

内容和工作目标。这样设定阶段性的目标，会给学生一种督促作用，避免养成拖沓的习惯和临时抱佛脚

的匆忙和尴尬。另外可以聘请相关专业的校外导师或者同行的专家、学者等专业实践经验丰富的工程

技术人员来给学生上专业课，或者是做学术讲座，结合工程实例，讲解工程上的解决办法，切实提高学生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们听讲之后，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写出感想和收获，在课题

组会议上进行交流。每个学期举行的交流次数和解决问题的情况，均作为考评的参考依据。

３．３　从导师层面上，切实发挥校外导师的作用
工程实践包括了解决工程技术问题的能力和为人处世、与工程各方人员协同相处、共同完成工程项

目的能力。土木工程所牵涉到的专业多，资金量大，从业人员多的现状，能够与工程各方人员协同工作，

巧妙处理人际关系，是一种比解决技术问题更加困难的问题。学生在工程实践中，不仅要仔细观察、勤

于思考，人际关系的处理也是实践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专业学位研究生一般要求具有一年以上的工

程实践经验，可以将学生安排到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勘察单位等，由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联合负责。校

外导师负责传授实践经验和执行考勤制度，要求学生上班时间不能离开实践单位的工程项目，校内导师

不定时抽查和检查。学生切实参与到工程项目中去，并且做好“每日一记”，记录工程的进度，自己工作

内容简介、遇到的工程问题、最终解决的办法等。分析工程问题与自己所学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之间的

关系以及课堂知识与实践之间的差距和联系，最终能够达到自己能够独立处理问题程度。

４　结语
专业学位研究生是应我国经济发展要求而出现的新事物，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有着广阔的发展

空间。但是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在我国出现的时间短，还没有较多的成熟经验可以借鉴，还处于探索

阶段。本文结合研究生课程的教学经验以及对研究生的访谈和问卷调查的结果，从学生对研究生阶段

学习的认识、研究生课程的设置、学校的奖励措施和考核模式等方面细致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并从学校

层面、学院层面和导师层面上提出了旨在提高研究生实践能力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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