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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育部核准的大学章程为研究对象的

知识图谱研究

———基于文献计量学的实证分析

刘铁明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２０５）

摘　要：从中国知网（ＣＮＫＩ）中检索出４０篇以教育部核准的大学章程为研究对象的有效文献作为实证分析的样本，
运用文献计量学的理论、方法与技术，构建了“三三制”文献分析框架：从样本文献的“三要素”（核心作者、核心机构与核

心刊物）分析来看，尚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核心作者与实力较强的研究群体；从样本文献的“三效应”（被引分析、项目资

助和下载频次）分析来看，文献的篇幅长短和有无基金资助跟被引频次与下载频次不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但文献发表

年份的跨度与文献的影响力有一定的相关性；从样本文献的“三内容”（关键词、研究主题和文本内容）分析来看，集中在

文献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其中研究内容包括大学章程的程序与具体条款，研究方法有文本分析、实

证分析与比较研究。因此，以教育部核准大学章程为研究对象的研究领域尚处于起步阶段，还可以展开更全面、客观、深

入、细致、系统的研究，这是一项伴随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长期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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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我国首批６所高校的章程
核准实施后，截止 ２０１７年底，共有 １１３所高校的
章程获得教育部核准通过，学术界对教育部核准

的大学章程也展开了专门研究。本文旨在运用文

献计量学的方法，针对以教育部核准的大学章程

为研究对象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的梳理，深度挖

掘该研究领域的热点主题，为大学章程的理论研

究与实践提供参考。

１　样本选择与研究方法
１．１　样本选择

我们以中国知网（ＣＮＫＩ）数据库为依据，进行
“题名＝大学章程或者题名＝高校章程或者题名＝
高等学校章程”的检索，专辑导航为“全部”，数据

库为“文献跨库检索”，检索时间为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６
日，“精确匹配”的结果是１０８２篇。其中，１９９７～
２０１２年合计发表３１４篇，而２０１３年则有１５２篇，接
近此前所有相关文献总和的一半（４８．４１％），２０１４
年达到顶峰有２０４篇，２０１５年１８９篇，２０１６年１４４
篇，２０１７年下降到７５篇。我们对２０１３年及其此后
的所有相关文献逐篇进行了考核与审查，发现以教

育部核准的大学章程为研究对象的有效文献有４０
篇，其中最早发表的文献是２０１４年第１期《复旦教
育论坛》中的《我国大学章程制定的困境与出

路———基于国内六所大学章程的分析》［１］与《大学

章程制定中的困惑与突破路径———基于六所高校

章程文本的分析》［２］。

本文以这４０篇有效文献为样本进行统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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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具体来源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学术期刊数据

库，有３７篇；二是学术辑刊数据库，有２篇；三是
国内会议数据库，有１篇。样本指数详见表１，年
度分布情况详见图１。

表１　以教育部核准大学章程为研究对象的文献样本指数

文献数 总参考数 总被引数 总下载数 篇均参考数 篇均被引数 篇均下载数 下载被引比

４０ ２５６ １３８ １３４３８ ６．４０ ３．４５ ３３５．９５ ９７．３８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ＣＮＫＩ）计量可视化分析之指标分析

图１　以教育部核准大学章程为研究对象的

文献年度分布情况

１．２　研究方法
本文拟运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

是一种采用数学、统计学等方法研究文献资料的

计量化分析方法，并已发展成为一门学科即“文

献计量学”，在许多研究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如专

利文献计量和政策文献计量［３］。在大学章程研

究中的运用主要有：易高峰的《近十年国内大学

章程研究的热点———知识图谱的新视角》［４］、何

慧星与孙松的《我国大学章程研究的现状与发展

趋势———基于文献计量分析的视角（２００４—
２０１３）》［５］，以及孙曙光与李国良的《我国大学章
程研究热点、趋势及知识可视化图谱分析》［６］。

具体分析工具主要有常用的 Ｅｘｃｅｌ统计分析软
件、文献题录信息统计分析工具 ＳＡＴＩ３．２和图悦
在线词频分析系统等可视化分析软件。

２　统计分析与讨论
２．１　样本文献“三要素”分析与讨论

在文献计量学中，所谓文献“三要素”是指核

心作者、核心机构与核心刊物，这也是文献必须具

备的基本条件。

２．１．１　样本文献的核心作者分析
我们对样本文献的作者进行了统计分析，发

现这４０篇样本文献由６４位作者完成，其中有４４
位作者采用了合作研究的方式，有２０位作者采取
独著研究方式，其完成的文献数量各２０篇，说明

独著文献与合著文献各占一半，平分秋色。表 ２
详细统计了样本文献的作者合著情况，并分析了

其合作度与合作率：合作度＝（某种期刊在一定时
期内）作者总数／（某种期刊在一定时期内）文献
总数；合作率＝（某种期刊在一定时期内）合著文
献数／（某种期刊在一定时期内）文献总数［７］。由

于２０１８年度的文献是年初数据，可以忽略不计，
统计结果发现 ２人合著是影响合作度的重要因
素，在２０篇合著文献中占比８５％。此外，从合作
率来看，除２０１７年外，其他年份均在５０％以上，其
中２０１６年度高达 ６６．６７％，表明学者之间有一定
的合作程度，但总体趋势呈现下降态势，说明尚未

形成实力较强的研究群体。

表２　样本文献著者及合作情况

指标
年份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合计

文献总数／篇 ９ １６ ９ ５ １ ４０

作者数／位 １５ ２６ １６ ６ １ ６４

篇均作者数／位 １．６７ １．６３ １．７８ １．２０ １ １．６０

独著数／篇 ４ ８ ３ ４ １ ２０

２人合著数／篇 ４ ７ ５ １ １７

３人及以上合著数／篇 １ １ １ ３

合作文献总数／篇 ５ ８ ６ １ ２０

合作度 １．６７ １．６３ １．７８ １．２０ １ １．６０

合作率／％ ５５．５６ ５０．００ ６６．６７ ２０．００ ０ ５０．００

文献计量学的洛特卡定律和普赖斯定律是测

定和分析文献作者的核心指标，其中洛特卡定律

有四层含义：一是写 ２篇文献的作者数约是写 １
篇文献作者数的 １／４（１／２２）；二是写 ３篇文献的
作者数约是写 １篇文献作者数的 １／９（１／３２）；三
是写ｎ篇文献的作者数约是写１篇文献作者数的
１／ｎ２；四是所有写 １篇文献的作者所占比例约为
６０％［８］。如表３所示，发文量为１篇的作者有６２
位，占全部作者数的 ９６．８８％，远高于洛特卡定律
约６０％的比例；发文量为２篇的作者数只有２位，
仅占发文量１篇作者数的 ３．２３％，远低于洛特卡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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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建设背景下创新型

ＩＥ人才培养对策研究
高贵兵，彭建华，张红波

（湖南科技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创新型工业工程（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即 ＩＥ）人才，根据“万众创新”的要求，对新工
科建设背景下的ＩＥ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研究。提出以教学改革为实践，以课程建设为契机、以校企合作为推动力、以学
生竞赛为抓手的ＩＥ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新理念。加强ＩＥ学生创新意识、精神的培养，开展切实有效的创新教育，使更多
的ＩＥ学生投入到创新实践中去，能积极应对未来社会的调整，开发创造性思维，提高创新素质。

关键词：新工科；ＩＥ；培养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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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主席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提到：科
技创新活动不断突破地域、组织、技术的界限，演

化为创新体系的竞争，创新创业是未来的高素质

人才的核心素质标准之一。因此，培养高素质的

ＩＥ创新人才是 ＩＥ专业教育义不容辞的责任，培
养和造就满足时代创新发展要求的高素质 ＩＥ创
新人才是新工科建设背景下 ＩＥ教育者责无旁贷
的教育使命。未来的十年将是全球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从蓄势待发到群体迸发的关键时

期。《“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提出，要“以全球视野前瞻布局前沿技术研发，不

断催生新产业，重点在天空海洋、信息网络、生命

科学、核技术等核心领域取得突破，高度关注颠覆

性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在若干战略必争领域形

成独特优势，掌握未来产业发展主动权，为经济社

会持续发展提供战略储备、拓展战略空间”［１］。

ＩＥ人才培养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发挥对未来
技术和产业的引领作用。眺望未来的产业集群可

以预见ＩＥ专业应用领域极为广泛，智能制造、健
康环保等领域都少不了 ＩＥ创新人才作为支撑。

因此，探索实践新工科建设背景下ＩＥ创新人才培
养模式，在新工科建设中升级改造 ＩＥ专业，进行
学科交叉融合等极具现实意义。

１　ＩＥ创新人才培养现状分析
“新工科”计划是教育部２０１７年２月正式推

出的，迅速形成了“复旦共识”“天大行动”“北京

指南”等指导性文件［２］。两年多来，全国高校积

极响应“新工科”，进行了紧密部署，启动了“新工

科”建设战略，全国掀起了新工科建设的热潮。

１．１　 新工科建设背景下ＩＥ人才培养模式
当前，全国有很多专业的学者对新工科建设

背景下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但独缺

ＩＥ。以“新工科”＋“培养模式”在知网检索，篇名
包含这两个关键词的文献多达１５８条，但如果以
“工业工程”＋“新工科”＋“培养模式”进行检索，
篇名包含这３个关键词的相关文献竟然是 ０，可
见，新工科建设背景下ＩＥ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极其匮乏。李培根院士指出新工科建设应该注重

工程人才新素养、关联力、想象力、空间感、宏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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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的能力培养，需要改革现有的课程知识体

系结构，创造新的教学和学习方法［３］。因此，在

新工科建设背景下的 ＩＥ专业建设中，优化现有
ＩＥ专业教育的课程体系、设计新的教学模式和创
新人才培养模式等是关键。

１．２　 新工科背景下ＩＥ专业课程体系优化研究
在新工科建设背景下，各种专业的课程体系

优化研究很多，学者们的视角不尽相同。少数学

者从宏观上研究课程维度，微观上构建具体课程

环节，如钟石根等的《新工科创新创业教育的目

标与课程体系探索》［４］，孙晶等的《新工科背景下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工程融合式课程体系建

设》［５］等，这类研究通过分析课程体系的现状和

影响其优化的具体原因，探讨课程体系优化、构建

的基本特征和对策。但这类研究缺乏深层次的原

因分析，与当今我国不同层次的高校发展现实联

系不够紧密。大多数研究以具体的某一类专业为

目的，进行具体专业的课程结构体系优化，如金鑫

等的《新工科背景下机械基础课程体系构建》［６］，

江帆等的《新工科背景下机械专业创新创业相关

课程体系研究》［７］等。这类研究通过不同高校的

个案进行分析、比较，配合新工科建设现状，对课

程体系进行细节性剖析，提出新工科建设下的专

业课程体系优化方案，具有较强针对性和实效性，

但忽视了系统、全面的视角分析，忽略了不同专业

课程之间的内在联系。更重要的是，ＩＥ专业的课
程体系优化研究很少，而ＩＥ专业本身又包含有管
理、制造、计算机等不同的专业课，其课程体系优

化更需要综合考虑不同专业之间的关联性。

１．３　ＩＥ专业教学模式研究
教学模式研究兴起较早，目前主要有三种观

点：（１）教学模式就是教学方法，如吴也显认为教
学模式是在教学理论和实践中发展形成的，以组

织和实施具体教学过程的，对系统稳定的一组策

略或方法［８］。（２）教学模式是教学过程的模式，
如柳海民认为“教学模式是师生在教学过程中必

须遵循的比较稳定的教学程序及实施方法的策略

体系。”［９］（３）教学模式是根据教学理念和思想慢
慢形成的一种教学结构，如何克抗等提出“教学

模式是教与学活动各要素之间的稳定关系和活动

进程的结构形式”［１０］。总之，教学模式的理论视

角经历了从方法到过程再到模式的发展过程，在

这三种基本的教学模式理论指导下，新工科建设

中各种新型的教学模式不断涌现，如互动合作型、

问题探究型、网络交互型、知情交融型、传递接受

型。在ＩＥ专业的教学模式研究中，周丽彦等采用
项目教学模式改善《基础工业工程》教学［１１］，唐

娟等将反转课堂教学模式应用于《基础工业工程

课程》教学中［１２］，但总体来讲，ＩＥ专业教学模式
研究较少，特别是在当前的新工科建设背景下，ＩＥ
专业现有的教学模式与新工科教学模式和理念相

去甚远，阻碍了ＩＥ创新人才的培养。
１．４　ＩＥ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研究

欧美等西方国家开展创新创业教育较早，美

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创新创业理论、教学模式、

课程体系等相关教育理论发展得比较成熟，其中

美国的“创新中心”，瑞典的“工学交流中心”等都

是著名的创新创业教育试点和场所［１３］。美国的

创新创业教育发展最成熟，拥有５０多个创业研究
中心，有像创业教育之父—杰弗蒂蒙斯一样的大

批从事创新创业研究的专门人才。总之，对于创

新创业教育研究，国外注重实证研究，研究范围包

括培养机制、课程体系、教学体系等等，范围非

常广。

１９９８年清华大学创业研究中心的成立标志
着国内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研究的开始［１４］。近

年来，由于国家大力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使得社会对于创新人才的需求加大，要求广大研

究者加强和深入创新创业教育研究，创新创业教

育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相对于国外来

说，国内创新创业教育研究相对较少，缺少能够系

统阐述相关专业知识的书籍，理论研究、意义论述

较多，系统研究、实证研究相对较少。

总之，现有的ＩＥ人才培养模式已不能满足时
代要求，成为制约 ＩＥ专业发展的瓶颈。因此，以
新工科建设为契机，建立有利于培养学生创新意

识、创新思维和创业能力的ＩＥ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已成为ＩＥ专业改革与发展的当务之急。

２　 新工科建设背景下ＩＥ创新人才培养面
临的问题

当前地方综合性高校 ＩＥ人才培养模式存在
较多问题。

２．１　课程体系欠合理、内容陈旧
地方综合性高校 ＩＥ专业课程体系存在两个

主要问题：其一，国内现有 ＩＥ专业虽然有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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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体系，但国内该专业的课程体系基本上源于

机械、管理学科，是机械类与管理类的交叉、混合，

课程既有机械、管理类的公共基础课，也有本专业

的专业课、选修课等，其内容把工程类和管理类知

识混合在一起，但课程内容上存在简单堆积，缺少

不同课程之间的融合和优化。其二，ＩＥ专业人才
毕业后所从事的工作大多数为精益推广、设施规

划、生产管理等工作，需要面对各种复杂的生产环

境和生产场景，需要有融会贯通各种专业知识的

能力和快速学习的能力，因此，ＩＥ专业的课程设
置需要整合、贯通各类课程，但现有的各种专业课

在内容上比较陈旧，有关智能制造、物联网、人工

智能等新工科领域内的能反映当代科技前沿的课

程严重缺乏，课程体系更新严重滞后于当代的科

技发展，制约了 ＩＥ人才的创新视野，影响了其培
养质量。

２．２　人才培养的理念滞后，目标模糊
人才培养的教育理念是保持专业持续发展的

生命源泉，然而，当前地方综合性高校的 ＩＥ人才
培育理念明显滞后于社会发展，ＩＥ专业以生产过
程为研究对象，注重研究人的因素，与当代科技进

步联系紧密，因此，ＩＥ的人才培养的理念必须紧
跟时代发展的潮流，明确其人才培养的教育使命，

才能为国家和区域的经济发展提供高素质的创新

性人才，然而，当前 ＩＥ人才培养的教育理念未能
跟紧时代潮流，传统的教育理念残留严重，制约了

专业发展，最明显的是过于重视理论知识的传授，

创新能力培养严重滞后于时代需求和发展。此

外，当前地方高校ＩＥ人才培养的目标普遍存在较
大的偏差，多数高校的目标定位模糊，忽视了 ＩＥ
人才培养的特殊性，导致相应的课程体系、教学计

划、教学内容等与社会的实际需求偏离较大。在

美国、日本，ＩＥ与机械工程、电子工程、土木工程
等并称为七大工程，而我国对于ＩＥ专业的认知度
偏低，普遍不清楚 ＩＥ专业的目标定位，专业认可
度上与欧美、日本等相距甚远。

２．３　 创新教育与实际需求脱离，实践教学环节
缺失

目前地方综合性高校的 ＩＥ专业人才培养都
是根据培养目标制定培养方案，配置 ＩＥ专业课
程，但创新型ＩＥ人才培养，绝不是在原有课程体
系中增加几门创新创业课程就能完成，培养ＩＥ创
新型人才的首要任务是要将创新的理念渗入 ＩＥ

创新人才培养的每一个细节，使创新的理念与 ＩＥ
专业融合，强化 ＩＥ人才的创新意识。然而，目前
地方高校对此认识不够深入和全面，创新理念与

ＩＥ专业培养未能融合，创新课程相对独立，与 ＩＥ
专业课程联系松散，老师与学生的重视度均不高，

导致学生的创新意识与实际的社会需要相距甚

远，难以满足社会对于创新人才的实际需求。而

在创新实践中，实验项目以验证性项目居多，创新

性、开放性实验项目严重缺乏，加之创新实践基地

严重缺乏，创新实践的经费不足、资金支持力度不

够等导致创新实践阻力重重。

２．４　 教学资源匮乏、师资建设举步维艰
ＩＥ创新型人才培养需要从社会的实际应用

中着手，但当前地方性高校在ＩＥ创新实践教学中
配置不足，多数存在资源紧缺、师资薄弱、设施落

后、场地少等限制，降低了 ＩＥ类专业教师创新教
育的热情，更加难以培养 ＩＥ学生的创新意识，同
时，由于各种条件限制，导致很多 ＩＥ专业教学方
法只能采取班级理论授课的形式，讨论式、探究式

等教学方法难以实施，无法应用现代信息技术，雨

课堂、微课等也难以推广，阻碍了学生创新能力的

训练与培养。由于受地域影响，加之薪资普遍较

低，地方性高校尤其是内地和欠发达地区的高校，

ＩＥ专业的师资力量薄弱，师资引进困难，师资结
构严重不合理，有 ＩＥ专业背景的教师、有工程实
践经验的教师、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与熟练的操

作技能的“双师型”教师、高职称的教师等都严重

短缺，严重制约了ＩＥ创新人才培养的发展。

３　 新工科建设背景下 ＩＥ创新人才培养
对策

以湖南科技大学为例，地方高校在有限的资

源条件下，可以通过优化课程体系、改革教学方

式、完善培养模式和健全管理制度等方面着手。

３．１　优化课程体系
整合ＩＥ专业涉及的相关学科，构建以机械学

科为基础、ＩＥ学科为核心的平台课程，按各学科
平台已有课程设计课程体系，构成综合性知识结

构的 ＩＥ创新人才培养课程体系。（１）通过“分
类、打通、增加、减少”等调整方式，在现有课程体

系基础上进行 ＩＥ核心课程设计。充分利用新工
科建设的契机，结合现有机械学科的优势和特色，

整合机械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课程特色，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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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现有工业工程专业的课程结构，本着促进学科

交叉融合原则，构建满足创新型ＩＥ人才培养要求
的平台课程。（２）构建以机械学科为依托的创新
型ＩＥ课程教学模块，体现课程弹性要求。以“机
械学科”为依托，打破现有课程教学模式，把现有

机械学院的课程融为一体，在强调先进性、综合性

的前提下，将专业教学与创新实验教学融为一体，

构成ＩＥ专业教学体系。
３．２　改革教学方法

深化新工科建设的教学改革，发挥创新人才

培养的示范作用。一是倾力建设精品课程，加强

专业课程的建设。巩固现有机械学科优势，规划

ＩＥ课程体系建设，在现有基础上争创省级、国家
级精品课程。加大精品课程培育力度，依循序渐

进原则逐步推进，形成“校级、省级、国家级”精品

课程建设体系。同时在精品课程建设实践中培育

具有“ＩＥ”特色的优质课程，为培养创新 ＩＥ人才
提供支撑。二是推动教学改革，提升创新人才培

养水平。创新ＩＥ人才的培养，需要深入推动教学
方式的改革。按照教育部新工科建设的要求，根

据学生特点和发展方向，发挥专业老师的作用，量

身定做学生的个性发展计划，重点选择部分拔尖

的学生因材施教，制定个性化培养方案，增加特训

环节；在创新型 ＩＥ人才培养过程中，采用适当比
例的英文原版教材双语授课和研讨式、案例式等

教学方式，开设科研训练课、安排他们进入机械学

院相关专业老师的项目组，在ＩＥ人才培养中引入
适当的科研活动与实践，积极探索适合ＩＥ创新人
才培养的教学方法。

３．３　完善培养模式
构建多维立体式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在实践

中培养创新型 ＩＥ人才。明确新工科建设背景下
的ＩＥ平台课程之后，为强化学生的专业知识结
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化 ＩＥ人才培养体系中
的实践教学环节。构建包括实验教学、社会实践、

课外科研活动、生产实习和毕业设计实习等模块

的实践教学体系，注重在实践中落实创新型ＩＥ人
才的培养。

３．３．１　 优化、整合机械、信息和计算机等学科的
实验资源，改革实验教学模式，创建新型

实验教学平台

加强实验教学，促进科技创新。新工科建设

下的ＩＥ实验教学依靠机电学院所有专家、教授的

力量，改进方法，转变观念，走出传统的计划与封

闭模式，以学生为中心，建立新的实验教学模式。

促进科技创新，开设一些高水平的创新性实验，鼓

励学生大胆创新，开拓新的实验课题。分层次培

养，避免一刀切，充分发挥学生的创新潜能，发展

他们的个性和特长。贯彻“授之以渔”而不是“授

之以鱼”的理念，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意识和

能力。

建立创新实验教学中心，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整合、优化已有的科研仪器设备、科研力量和科研

经费，建立符合新工科建设的新型实验教学中心，

为学生提供创新的舞台。实现开放式实验教学管

理，所有仪器设备、教师的研究课题对学生开放，

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自由申请开放

式创新实验课题。建立创新实验教学中心，让学

生参与、设计、规划各种创新实验，培养学生的创

新意识和团队协作精神，在科研实践中掌握文献

检索、科研资料收集的方法，加强学生的学术规范

意识，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与科研能力，提高学生

发现、分析和解决科研问题的能力，调动他们参与

科研创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促进ＩＥ创新人才的
培养。

３．３．２　 强化创新能力、注重毕业设计实践，强化
“模拟实践”

在毕业设计开始前，对学生进行两周的强化

训练，回顾与总结大学阶段所学专业课程，根据毕

业设计内容将学生进行分组，每组配备合适的专

业教师对学生进行“模拟实践”。同时，根据现有

实习情况修正、调整教学计划，将毕业实习、毕业

论文（设计）开始时间提前到第７个学期，避开毕
业时学生频繁参加各种毕业活动的时段，提前做

好毕业论文的撰写准备，使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准

备毕业论文（设计），提高毕业论文的质量。

３．３．３　 丰富课外科研实践活动，挖掘创新性实践
的教学载体，培养创新ＩＥ人才

积极挖掘ＩＥ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有效载体，
形成以“挑战杯”大学生课外科技作品竞赛为龙

头，以“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大赛”“全国
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ＩＥ亮剑
案例大赛”等为主体的课外科技活动体系，在活

动过程中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探索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激发科研兴趣，强化创新意识，培养他们的

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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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４　 结合科研项目加强 ＩＥ专业实践基地建
设，培养创新型ＩＥ人才

利用新工科建设的契机，充分利用机械学科

的优势，建立和完善 ＩＥ实践教学基地，创建产学
研结合的ＩＥ专业实践教学基地；在吉利汽车、湘
电集团等实践教学基地的基础上，根据ＩＥ专业特
点，开拓新的教学基地，定期组织学生开展不同工

厂的实践教学工作；加强与各种制造企业的合作，

将ＩＥ的实践教学延伸到企业，为创新型 ＩＥ人才
培养建立稳固的产学研基地。

３．３．５　 融课外社会实践和专业实践为一体
以实践为依托，巩固 ＩＥ专业知识，强化创新

意识。组织学生赴企业现场实习，开展科技创新

活动，与理论教学密切结合。如进行精益推广活

动，走访企业各部门，调查制造企业的生产环境，

参观金桥物流基地等活动。通过这些实践教学活

动巩固和提高ＩＥ专业学生的专业知识，充实和丰
富ＩＥ专业的实践教学内容。
３．４　健全管理制度

完善人才培养制度，创造更好的创新人才培

养条件。

３．４．１　 按照新工科人才培养的要求，加强 ＩＥ创
新人才培养的管理

要真正实现ＩＥ创新人才培养的目标，必须在
新工科人才培养思想的指导下，突出“以新工科

为重心”的管理重心、“以学生创新能力培养为主

体”的办学主体、“以学生综合能力为中心”的育

人中心。因此，可以通过为ＩＥ创新人才开设特殊
通道、加强创新学分比例、完善和规范创新指导导

师制、建立“宽进严出”“按时递增与淘汰”机制

等，在ＩＥ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中，强化“竞争、创新、
协作、进取”的思想，为ＩＥ创新人才创造良好的管
理氛围。

３．４．２　 营造新工科人才培养环境，构建 ＩＥ创新
人才激励机制

为新工科人才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首先，

设立大学生创新基金、创新人才奖学金、优先推荐

创新本科人才攻读研究生等奖励制度，实施本科

生科研培训计划，进一步完善创新人才的资助与

奖励制度；第二，通过教育部强调的新工科建设契

机，整合、优化现有教学资源，在此基础之上，通过

采取各种促进学科发展的有效措施，提高教师和

学生的进取、拼搏与创新意识，为 ＩＥ创新人才培

养营造锐意进取的文化氛围；第三，开办针对性强

的高水平学术讲座与论坛，鼓励学生参与各种本

专业、跨专业的学术交流活动等，开拓学生科研视

野，为学生营造宽松、和谐而又严谨的氛围，使 ＩＥ
创新人才成为全面开展新工科教育实践的典型，

激励更多的学生成为符合新时代制造化发展需要

的新工科创新人才。

４　结语
总之，当前ＩＥ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已不能满足

时代要求，成为制约 ＩＥ专业发展的瓶颈，利用当
前国家大力推广新工科建设的契机，解决目前 ＩＥ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课程内容陈旧、培养目

标模糊、人才培养理念滞后、创新教育与社会实际

需求严重脱节、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差等诸多问题，

需要广大的ＩＥ教师们努力进取，不断探索创新创
业型的人才培养模式，围绕 ＩＥ人才的培养目标，
对现有的 ＩＥ课程体系、ＩＥ创新创业的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创新能力训练方法、师资队伍建设等方

面进行改革和创新，不断开拓教师和学生的创新

思维，加强创新意识，提高他们的创新创业主动性

与能力，才能培养出符合当前社会需求的创新型

现代ＩＥ人才，促使 ＩＥ人才的培养质量上升到一
个新的层次，为当前社会快速发展提供动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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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Ｉ学术生产力与影响力的计量研究
———基于２００８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李海东
（景德镇陶瓷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院，江西 景德镇 ３３３４０３）

摘　要：以主持２００８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 ＰＩ为研究对象，基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中国知网、万
方、维普、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数据库等，对项目ＰＩ基本信息、团队学术生产力、ＰＩ学术生产力和学术影
响力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ＰＩ制是一种比较有效的科研组织管理方式。绝对大数ＰＩ通过组建
高绩效科研团队，表现出较高水平的学术生产力，项下产出一批有影响力的学术研究成果。但部分项目的 ＰＩ在研究中
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组建的研究团队规模偏小、阶段性研究成果偏少、ＰＩ发文量低、高水平论文少且影响力低等问题。

关键词：ＰＩ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科研团队；研究产出；学术影响力
中图分类号：Ｇ３１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２０）０３－０１１１－０９

　　ＰＩ制（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ｏｒ）最早流行于欧美
一些大学的科研项目管理中，近些年来在我国一

些高校和科研院所得到广泛运用。ＰＩ制又称“科
研项目主持人制”“课题组长负责制”“学术带头

人制”，是ＰＩ按照一定的研究方向自主构建科研
团队和进行资源配置，围绕科研项目而开展研究

活动的科研管理体系。一般来讲，ＰＩ是具有较好
科研背景和管理水平并在某一领域成绩突出的研

究人员［１］。ＰＩ作为项目的负责人和学术带头人，
在承担相应责任的同时，对项目的研究进程、方向

具有主导权和指导权，能够对科研资源的配置方

式进行创新，比如可以跨单位、跨学科进行科研人

员的自主组织，充分吸收高校内部及高校之间的

各种学术资源，并将其整合进课题组中［２］，从而

以灵活的激励机制来实现重大研究成果的突破。

围绕着ＰＩ制，学界从ＰＩ制的内涵［３］、实施新

型ＰＩ制的必要性［４］、ＰＩ制下的 ＰＩ领导行为与团
队创造力、团队合作质量的关系［５，６］、ＰＩ制与团队
知识共享［７］、学术带头人领导力评价体系构建［８］

等主题开展了相关研究。刘益东指出，ＰＩ制是一
种比较有效的科研组织管理方式，既能够推动大

项目、大任务的合作攻关，又能够依托 ＰＩ及其核
心研究团队形成“网络／平台”式科研体制［４］。汤

超颖和商继美认为，ＰＩ变革型领导行为有利于提
高高校科研团队的创造力，促进团队创新和科研

任务的完成［５］。马卫华、程巧和薛永业以华南地

区２０个重大科研项目团队为实证研究样本，论证
了项目负责人领导行为对子课题负责人合作倾向

以及项目团队合作质量的影响机制［６］。李海东

从整体网络的视角，运用定量研究的方法论证了

ＰＩ在高校科研团队知识共享网络的核心位置［７］。

综上，尽管ＰＩ制在我国众多高校和科研机构
已经得到普遍运用，相应的ＰＩ制科研管理体系已
经初步建立起来，但对于 ＰＩ制的运行绩效以及
ＰＩ的科研产出影响力却缺少比较深入的探讨，特
别是定量研究。因此，本文将以２００８年度国家社
科基金重大项目的 ＰＩ为研究对象，从 ＰＩ在团队
建设、研究成果产出以及学术影响力等方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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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探讨ＰＩ在重大项目研究过程中所发挥的作
用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从而为国家相关部门、高

校和科研机构在促进 ＰＩ制更为有效的运行和取
得良好成效提供决策参考。

１　 ２００８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本
情况

１．１　数据来源
本文首先以国家社科基金官方网站提供的项

目数据库（ｈｔｔｐ：／／ｆｚ．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ｓｋｙｇｂ／ｓｋ／）为
权威数据来源，并结合网站上公布的项目结题信

息，对项目的研究进展与结题情况进行系统分析，

以保证项目信息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其次，基于

中国知网（ＣＮＫＩ）数据库、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和维普网，以项目编号和名称为主要检索关键词，

对各项目的科研成果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进而获

得各项目的科研产出数据。需要说明的是，本研

究之所以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选择 ２００８
年度重大项目数据，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

一，２００９年以后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在
数据库中只能检索到项目立项的基本信息，比如

编号、项目负责人、立项单位、项目名称，而关于项

目是否结项、项目最终研究成果、项目是否获奖等

信息在项目数据库中未进行披露；第二，２００８年
及以前立项的重大项目可以检索到较为完整的信

息，但考虑到项目数据本身的可获得性、完整性和

时效性，选择最新的立项项目作为研究对象比较

合适，特别是在时效性方面。因此，基于以上两点

考虑，本研究最终选取２００８年立项的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项目作为研究的基础数据，并以中国知网、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和维普网２００９年的项下
论文为统计起始点，截止日期为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０
日，进而确定各项目的科研产出。

１．２　 ２００８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与结
题情况分析

２００８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招标评审
立项工作经过公开征集选题、专家评审选题、发布

招标公告、受理投标选题、组织通讯评审、公示建

议中标课题等环节，立项数为６２项，涉及申报单
位４２家。在项目结题方面，基于国家社科基金网
站公布的项目结题公告信息，截止至 ２０１９年 １２
月３０日，共有５８个项目结项，结项率为 ９３．５５％
（见表１）。在已结项目中，结项时间最早的是在

２０１０年，较晚的是在 ２０１５年，绝大多数项目在
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结项。根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５年左右的研究周期规定，项目负责人基本上
都能带领研究团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项目的研

究任务并结题。

表１　２００８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结项时间分布

年份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项目数 １ ７ ９ ２２ １３ ６

１．３　 ２００８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ＰＩ的基
本情况分析

２００８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 ＰＩ一共
是６６位，来自４２家单位。在这６６位ＰＩ中，女性
５位，占比 ８％，男性 ６１位，占比 ９２％；在年龄方
面，从项目立项年份来看，ＰＩ的年龄分布基本上
呈现出单峰状态，峰值在 ５１～５５岁年龄段，占比
为３６．４％；年龄段在４１～５０岁的ＰＩ为２９位，占比
为４３．９％，差不多占据了半壁江山（见图１），说明
青年人才逐渐成长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骨

干力量，并表现出较强的科研实力。从ＰＩ的职称
和学历来看，所有项目的 ＰＩ均具有正高级职称
（教授或研究员），其中 ８１．８％的 ＰＩ拥有博士学
位，９２．４％的ＰＩ为博士生导师。从ＰＩ的基本情况
来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受资助者普遍渡

过了学术积累期并处于学术生涯的上升期，基本

上有充分的精力、学术造诣以及团队组建能力，完

全胜任重大项目的研究工作。

图１　２００８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ＰＩ的年龄分布

２　 ２００８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研究
团队规模及其发文基本情况分析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明确要求，ＰＩ要确定
明确的研究重点和研究目标，同时根据课题研究

需要设置不超过５个子课题，并对每个子课题分
别确定一名负责人。在研究项目启动时，鼓励 ＰＩ
注重采取多学科研究方法和组建跨学科研究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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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进行联合攻关。研究团队规模的大小在一定

程度上也反映了重大项目研究过程中的人力投入

水平。因此，衡量科研团队的群体绩效水平，可以

通过比较团队规模与科研成果产出进行比较客观

的评价。考虑到项目申报书的团队成员与实际项

目研究开展时有较大差异，同时也考虑到研究数

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以２００８年度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项下所有研究论文为样本，对论文的作

者进行统计，以明确各研究项目的研究人员参与

情况，从而确定各项目的团队规模。统计分析结

果表明，６２个重大项目一共有１２７１名研究人员
参与。在团队人员规模上，各项目之间有比较大

的差异（见表２）。团队规模在 １０人以下的项目
为１８个，占比为 ２９．０％；团队规模处于中等水平
的项目为３１个，占比为 ５０．０％；团队规模超大的
项目为１３个，占比为２１％。从团队规模和团队总
发文量之间的关系来看，尽管存在某些项目的研

究团队规模较大、发文量却比较低的现象，但若剔

除这些变异点，两个变量总体上仍然呈现出比较

明显的同向变化趋势，即随着团队规模逐渐增大，

相应的发文量也随之增加（见图２）。
表２　２００８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研究团队

规模及其发文情况

团队规模分布（人） １～１０ １１～２０ ２１～３０３１人以上

项目数（个） １８ １５ １６ １３

占比（％） ２９．０ ２４．２ ２５．８ ２１．０

团队总人数（人） ８０ ２２１ ３９７ ５７３

论文数量（篇） １１７ ２７０ ５５３ ６８３

其中：ＣＳＳＣＩ论文数量（篇） ７９ １８７ ３３１ ４９０

图２　项目研究团队规模与项下发文量

３　ＰＩ项下学术生产力分析
３．１　ＰＩ项下发文分析

在６６位 ＰＩ中，以独立作者、第一作者，以及
其他排序参与发文的ＰＩ为５５人，占比为８３％，共
计发表各类学术论文６０８篇，ＣＳＳＣＩ论文４５９篇，
其他１１位ＰＩ发文量为零（见表３）。ＰＩ发文贡献
比值反映了ＰＩ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对项目阶段性
研究成果取得所发挥的作用大小。ＰＩ发文贡献
比值越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ＰＩ在项目研究过程
中充分发挥了负责人或者学术带头人的引领作

用，这可以通过对比ＰＩ在各类学术论文和 ＣＳＳＣＩ
论文发文贡献比值上反映出来。考虑到各项目项

下发文量比较高的情形（比如发文量在 １０篇以
上），ＰＩ发文贡献比值若在０．３以上，一定程度上
表明ＰＩ的确在推动项目研究过程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但也有部分项目的

ＰＩ发文量比较低，对项目研究的推动直接贡献不
是很大，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的取得更多的是依

赖于团队成员。

表３　项目ＰＩ发文量（１０篇以上）及其研究贡献

项目编号 项目ＰＩ

ＰＩ发文排序及发文量

独著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论文
ＣＳＳＣＩ

论文

项下发文量

论文
ＣＳＳＣＩ

论文

ＰＩ发文贡献比值

论文
ＣＳＳＣＩ

论文

０８＆ＺＤ００１ 胡玉鸿 ２１ ２１ １７ ７３ ６０ ０．２９ ０．２８

０８＆ＺＤ００９ 徐玖平 １０ １ １１ ４ １２ ５ ０．９２ ０．８０

０８＆ＺＤ０１０ 金太军 ３ １２ ８ ２３ ２０ ６２ ３９ ０．３７ ０．５１

０８＆ＺＤ０１３ 卫龙宝 １１ ６ １７ １４ ２１ １８ ０．８１ ０．７８

０８＆ＺＤ０１６ 朱有志 ２ １３ １５ ９ ５３ ２５ ０．２８ ０．３６

０８＆ＺＤ０２１ 孔祥智 １ １０ １９ ５ ２ ３７ １９ ４３ ２０ ０．８６ ０．９５

０８＆ＺＤ０２２ 陈池波 ６ ９ ８ ２３ １８ ４４ ２７ ０．５２ ０．６７

０８＆ＺＤ０２４ 何广文 ４ ９ １３ ６ ２７ １４ ０．４８ ０．４３

０８＆ＺＤ０２７ 白永秀 ６ ２０ ２０ ４６ ３４ ９５ ７２ ０．４８ ０．４７

０８＆ＺＤ０２８ 唐鸣 ４ １３ １１ ２８ ２３ ７２ ４１ ０．３９ ０．５６

０８＆ＺＤ０２９ 乌东峰 ６ ７ １３ １１ ３３ ２８ ０．３９ ０．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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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项目编号 项目ＰＩ

ＰＩ发文排序及发文量

独著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论文
ＣＳＳＣＩ

论文

项下发文量

论文
ＣＳＳＣＩ

论文

ＰＩ发文贡献比值

论文
ＣＳＳＣＩ

论文

０８＆ＺＤ０３２ 郑风田 ５ １０ １ １６ ８ ２１ １１ ０．７６ ０．７３

０８＆ＺＤ０３４ 李文溥 １３ ２ ２ １ １ １９ １８ ７７ ６６ ０．２５ ０．２７

０８＆ＺＤ０３５ 何德旭 １６ ５ １ ２２ ２０ ３０ ２６ ０．７３ ０．７７

０８＆ＺＤ０３７ 徐长生 ５ ７ ３ １５ １３ ４３ ３２ ０．３５ ０．４１

０８＆ＺＤ０３９ 林汉川 ２１ ２１ １９ ３９ ３４ ０．５４ ０．５６

０８＆ＺＤ０４０ 唐晓华 １２ １０ ２２ １７ ４６ ２７ ０．４８ ０．６３

０８＆ＺＤ０４１ 夏杰长 ２ ５ １３ １ ２１ １５ ３７ ２７ ０．５７ ０．５６

０８＆ＺＤ０４４ 魏后凯 ４ １ ７ １ １３ １１ ３２ ２４ ０．４１ ０．４６

０８＆ＺＤ０４６ 周德群 ２ ２９ ８ ３９ ２８ ４７ ３０ ０．８３ ０．９３

０８＆ＺＤ０４８ 李树茁 ５ １４ ６ ２ ２７ ２６ ５５ ５０ ０．４９ ０．５２

０８＆ＺＤ０５６ 贾磊磊 １１ １ １２ ９ ２８ ２０ ０．４３ ０．４５

０８＆ＺＤ０５８ 张一兵 ３０ ３０ ２７ ３３ ３０ ０．９１ ０．９０

０８＆ＺＤ０６０ 蒋晓丽 １ ７ ６ １４ １２ ４２ ２７ ０．３３ ０．４４

３．２　 ＰＩ与项下研究团队高产作者发文分析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完成，一方面取决

于ＰＩ的学术研究能力、团队构建与领导能力，另
一方面还与研究团队中学术带头人、科研骨干所

发挥的重要作用有关。对于学术带头人、科研骨

干的识别，可以通过该研究人员的项下发文量，特

别是ＣＳＳＣＩ发文量来确定。发文量的统计范围以
项目团队成员论文发表的作者具体排序确定，包

括独著、第一作者，其他排序则不在统计范围之

内。２００８年度国家社科基金６２个重大项目的６６
位ＰＩ以独著和第一作者所发表的各类学术论文
和ＣＳＳＣＩ论文数分布情况见表４和表５所示。同
时考虑到篇幅所限，本研究只列出发文数量达到

１０篇以上的研究人员信息（见表 ６）。根据表 ６
数据可知，有２０位研究人员的论文发表数量达到
了１０篇以上（含 １０篇），其中 １２位研究人员为
ＰＩ，占比为６０％，说明绝大多数 ＰＩ在研究过程中
发挥了一定的引领作用；同时一大批崭露头角的

学术新秀和青年骨干在重大项目研究过程中也脱

颖而出，成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

后备力量。

４　ＰＩ项下论文学术影响力分析
学术影响力既可以指涉一个机构或学科、一

个团队或个体的总体学术成就与贡献，也可以指

涉一个项目研究甚至一篇论文成果所具有的理论

价值与社会贡献。因此，可以将学术影响力理解

为研究影响力［９］。对于项下研究成果的学术影

响力，我们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进行评价，分别是：

学术论文发文刊物的水平、论文被引量和成果应

用推广。

４．１　发文质量与水平评价
对评价科研项目的评价，除了学术论文发表

的数量之外，学术论文的发表刊物和水平也是重

要的衡量标准之一。对于学术期刊影响力的评

价，目前，学界主要采用两个标准进行衡量，一个

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定期发布的《中国人

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学者的研究论文若能发表在《报告》评选的顶级

期刊和权威期刊上，表明这些研究成果在该学科

领域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创

新和实践影响力。通过对项下有发文的６０个项
目进行统计分析，３８个项目在顶级期刊和权威期
刊上共发表学术论文１０８篇，表明一半以上的重
大项目都有高水平的独创性理论研究成果诞生

（见表７）。在ＰＩ论文发表方面，１６位 ＰＩ以独著
和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了顶级和权威期刊论文，共

计２９篇，占比为 ２６．８５％，表明 ＰＩ在项目研究中
做出了较大的学术贡献。另一方面，各项目的研

究团队在顶级和权威期刊论文的发表上也有卓越

表现，共计发表了７９篇高水平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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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项下ＰＩ发表的各类学术论文分布情况

篇数 ０ １～３ ４～６ ７～１０ １１篇以上

ＰＩ数量 １４ ２５ １３ ３ １１

占所有ＰＩ的比重 ０．２１ ０．３８ ０．２０ ０．０４ ０．１７

表５　项下ＰＩ发表的ＣＳＳＣＩ论文分布情况

篇数 ０ １～３ ４～６ ７～１０ １１篇以上

ＰＩ数量 ２２ ２１ １２ ４ ７

占所有ＰＩ的比重 ０．３３ ０．３２ ０．１８ ０．０６ ０．１１

表６　项下ＰＩ与团队高产成员独著与第一作者发文贡献比值比较

序号 项目编号 作者姓名 发文 ＣＳＳＣＩ发文 项下发文 项下ＣＳＳＣＩ发文 论文贡献比值 ＣＳＳＣＩ论文贡献比值

１ ０８＆ＺＤ０５８ 张一兵（ＰＩ） ３０ ２７ ３３ ３０ ０．９１ ０．９０

２ ０８＆ＺＤ０２７ 白永秀（ＰＩ） ２６ ２１ ９５ ７２ ０．２７ ０．２９

３ ０８＆ＺＤ００１ 胡玉鸿（ＰＩ） ２１ １７ ７３ ６０ ０．２９ ０．２８

４ ０８＆ＺＤ０２８ 唐鸣（ＰＩ） １７ １４ ７２ ４１ ０．２４ ０．３４

５ ０８＆ＺＤ０３５ 何德旭（ＰＩ） １６ １３ ３０ ２６ ０．５３ ０．５０

６ ０８＆ＺＤ０１６ 范东君 １５ ７ ５３ ２５ ０．２８ ０．２８

７ ０８＆ＺＤ０１０ 金太军（ＰＩ） １５ １２ ６２ ３９ ０．２４ ０．３１

８ ０８＆ＺＤ０３０ 赵永亮 １３ １３ ６２ ３５ ０．２１ ０．３７

９ ０８＆ＺＤ０２８ 张丽琴 １３ ３ ７２ ４１ ０．１８ ０．０７

１０ ０８＆ＺＤ０３４ 李文溥（ＰＩ） １３ １２ ７７ ６６ ０．１７ ０．１８

１１ ０８＆ＺＤ０４０ 唐晓华（ＰＩ） １２ １０ ４６ ２７ ０．２６ ０．３７

１２ ０８＆ＺＤ０５６ 贾磊磊（ＰＩ） １２ ９ ２８ ２０ ０．４３ ０．４５

１３ ０８＆ＺＤ０３４ 黄飞鸣 １１ １１ ７７ ６６ ０．１４ ０．１７

１４ ０８＆ＺＤ０１３ 卫龙宝（ＰＩ） １１ １０ ２１ １８ ０．５２ ０．５６

１５ ０８＆ＺＤ０３２ 阮荣平 １１ ７ ２１ １１ ０．５２ ０．６４

１６ ０８＆ＺＤ０５５ 罗国强 １１ ６ ３５ １６ ０．３１ ０．３８

１７ ０８＆ＺＤ０２１ 孔祥智（ＰＩ） １１ ４ ４３ ２０ ０．２６ ０．２０

１８ ０８＆ＺＤ０４３ 洪进 １０ ８ ４１ ２７ ０．２４ ０．３０

１９ ０８＆ＺＤ０２４ 胡振 １０ ５ ２７ １４ ０．３７ ０．３６

２０ ０８＆ＺＤ００９ 徐玖平（ＰＩ） １０ ４ １２ ５ ０．８３ ０．８０

表７　ＰＩ及其研究团队在国内各学科顶级与权威期刊发文情况分析

项目编号 期刊名称及篇数 顶级 权威 其中ＰＩ发文数 合计

０８＆ＺＤ００１ 法学研究（１）、法学（６）、中国法学（１） １ ７ ３ ８

０８＆ＺＤ００２ 教育研究（２）、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 ２ ２ ４

０８＆ＺＤ００４ 中国社会科学（１）、道德与文明（１） １ １ １ ２

０８＆ＺＤ００５ 马克思主义研究（１） １ １

０８＆ＺＤ００６ 中共党史研究（２） ２ ２

０８＆ＺＤ００７ 教育研究（１） １ １ １

０８＆ＺＤ００９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３）、管理学报（１） ４ ４ ４

０８＆ＺＤ０１０ 中国社会科学（１）、马克思主义研究（１）、哲学研究（１） ２ １ ２ ３

０８＆ＺＤ０１１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６） ６ ６

０８＆ＺＤ０１５ 管理世界（１）、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３） １ ３ ４

０８＆ＺＤ０１９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１） １ １

０８＆ＺＤ０２０ 中国社会科学（３） ３ ２ ３

０８＆ＺＤ０２３ 统计研究（１） １ １

０８＆ＺＤ０２６ 金融研究（１） １ １

０８＆ＺＤ０２７ 管理世界（１）、经济研究（１）、中国工业经济（１） ２ １ ３

０８＆ＺＤ０３０ 管理世界（３）、经济研究（１） ４ ４

０８＆ＺＤ０３２ 管理世界（１）、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１） １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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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７

项目编号 期刊名称及篇数 顶级 权威 其中ＰＩ发文数 合计

０８＆ＺＤ０３３ 中共党史研究（２） ２ ２

０８＆ＺＤ０３４ 经济研究（１）、人口研究（１）、统计研究（１）、世界经济（１） ２ ２ ４

０８＆ＺＤ０３５ 世界经济（１）、中国工业经济（１） ２ ２ ２

０８＆ＺＤ０３６ 金融研究（１） １ １ １

０８＆ＺＤ０３７ 经济研究（１）、金融研究（２）、世界经济（２）、中国人口科学（１）、中国工业经济（１） １ ６ ７

０８＆ＺＤ０３８ 中国工业经济（１） １ １

０８＆ＺＤ０３９ 中国工业经济（１） １ １

０８＆ＺＤ０４０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１）、中国工业经济（３） ４ ３ ４

０８＆ＺＤ０４１ 经济研究（１）、中国工业经济（１） １ １ ２

０８＆ＺＤ０４２ 中国工业经济（１） １ １

０８＆ＺＤ０４３ 哲学动态（１）、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３） ４ １ ４

０８＆ＺＤ０４４ 中国人口科学（１） １ １

０８＆ＺＤ０４５ 中国社会科学（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１） １ １ ２ ２

０８＆ＺＤ０４６ 管理学报（１）、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１）、中国工业经济（１） ３ ３

０８＆ＺＤ０４８ 中国人口科学（４） ４ １ ４

０８＆ＺＤ０５０ 经济研究（３）、管理世界（１）、金融研究（１） ４ １ ２ ５

０８＆ＺＤ０５４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当代亚太（１） ２ １ １ ３

０８＆ＺＤ０５５ 法学研究（１）、法学（１） １ １ ２

０８＆ＺＤ０５７ 新闻与传播研究（１）、国际新闻界（２） １ ２ ３

０８＆ＺＤ０５８ 文学评论（１）、哲学动态（１）、马克思主义研究（１） １ ２ ２ ３

０８＆ＺＤ０６０ 新闻与传播研究（１）、国际新闻界（２） １ ２ １ ３

　备注：考虑到绝大多数项目的研究论文发表和项目结项都是在２０１４年（含当年）以前完成，因此，期刊定级的依据采用《中国人文社会

科学期刊评价报告（２０１４）》。

　　另一个被学界广泛采用的标准是南京大学中
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每年遴选出来的中文社

会科学引文索引（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和集刊。发表
在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和集刊上的学术论文总体上质
量还是比较高的。根据统计结果，６２个重点项目
发表的ＣＳＳＣＩ论文总数为 １０８７篇，占发表论文
总数的６７％，表明依托重大项目而发表的学术论
文总体质量处于比较高的水平。其中，发表

ＣＳＳＣＩ论文数超过５０篇的项目有４项；ＣＳＳＣＩ论
文数在３１～４９篇之间的项目有６项；但也有超过
三分之一的项目ＣＳＳＣＩ论文发表数小于１０篇，１７
个项目ＣＳＳＣＩ论文数小于５篇。
４．２　ＰＩ论文被引情况分析

对ＰＩ发表的学术论文被引量进行分析，可以
了解ＰＩ的学术影响力。ＰＩ的学术影响力不仅取
决于其论文的发表数量，还与其论文的被引次数

有关。衡量ＰＩ学术影响力的重要评价指标可以
采用学术论文的总被引次数、篇均被引次数、被引

率以及Ｈ指数。在有学术论文发表的 ＰＩ中，５２
位ＰＩ发表的论文数量为３１３篇，合计共被引次数

为７９５１次，篇均被引次数为 ２５次，高于项下所
有论文篇均被引次数（１９次）（见表 ８）。在论文
被引量上，有２１位ＰＩ的论文总被引量超过了１００
次，其中的１３位ＰＩ达到了２００次以上，ＰＩ论文总
被引量最高为项目 ０８＆ＺＤ０４５，达到了 １１３２次；
按照ＰＩ论文篇均被引量来看，篇均被引量达到
３０次以上的ＰＩ为１５位。在这１５位 ＰＩ中，分析
其发文总量和论文总被引量之间的关系，可以发

现有两个特征比较明显：一是ＰＩ的发文总量比较
低，比如项目 ０８＆ＺＤ０１５、０８＆ＺＤ０４４、０８＆ＺＤ０４５，
但其论文总被引量却比较高，由此使得该ＰＩ的论
文篇均被引量处于比较高的水平；二是ＰＩ的个人
发文量和论文总被引量均比较高，最后计算出来

的篇均被引量也比较高，比如项目 ０８＆ＺＤ０１０、
０８＆ＺＤ０２１、０８＆ＺＤ０２７、０８＆ＺＤ０３５。

探讨ＰＩ论文的学术影响力，除了论文总被引
量、篇均被引量指标之外，还可以采用 Ｈ指数（Ｈ
ｉｎｄｅｘ）来评价。Ｈ指数的计算是基于研究者的论
文数量及其论文被引用的次数。乔治·赫希认为，

研究者的Ｈ指数是指在一定期间内该研究者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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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论文至少有Ｈ篇的被引频次不低于Ｈ次。具体
计算方法是：将研究者发表的所有论文按被引次数

从高到低排序，从前往后查找排序后的列表，直到

某篇论文的序号大于该论文被引次数，所得序号减

１即为Ｈ指数。在有论文发表的５２位ＰＩ中，只要
有论文发表，就可根据论文被引次数确定其 Ｈ指
数（见表９）。其中，Ｈ指数在７以上的ＰＩ为１１位，
表明这些ＰＩ发表的学术论文中，每篇被引用了至

少７次的论文至少在７篇以上。但也有一半的ＰＩ
其Ｈ指数比较低，处于３以下的水平，特别地Ｈ指
数为１的ＰＩ有１３位，说明这些ＰＩ的论文影响力
明显偏低，研究成果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创新性不

足、影响力偏低的问题。总体来看，Ｈ指数比较准
确地反映了ＰＩ在主持该重大项目期间所取得的学
术成就。Ｈ指数越高，表明ＰＩ的论文影响力越大，
取得了比较多的高水平研究成果。

表８　项下５２位ＰＩ发文被引情况分析

ＰＩ论文总被引量（次）

分布 １～１０ １１～３０ ３１～５０ ５１～１００ １０１～２００ ２００以上

人数（位） ６ １１ ９ ５ ８ １３

ＰＩ论文篇均被引量（次）

分布 １～１０ １１～２０ ２１～３０ ３１～４０ ４１～５０ ５０以上

人数（位） １９ １２ ６ ５ ３ ７

表９　项下５２位ＰＩ的Ｈ指数

分布 １～３ ４～６ ７～９ １０以上

人数（位） ２９ １２ ６ ５

４．３　ＰＩ研究成果应用推广分析
在研究成果应用推广方面，主要分析研究成

果是否务实管用，与实践和重大问题解决相结合，

更好地运用于党和政府决策，运用于指导经济社

会发展。基于此，在这方面，本文将结合各立项课

题结题时发布的研究成果应用价值与社会效益进

行分析。在６２个项目中，有３３项研究成果为研
究报告。这些研究报告的质量高低以及社会影响

力的大小取决于其是否真正地解决了某些重大社

会问题，能够被相关部门和机构采纳，从而达到预

期研究目标。通过梳理国家社科基金官方网站对

２００８年重大项目结项成果的简介信息，我们发
现，１２个项目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项目相关
研究成果发挥了很好的政策制定指导作用。比

如，围绕着汶川地震灾区重建这一重大现实问题，

西南财经大学高晋康承担了《汶川大地震灾后恢

复重建相关重大法律问题研究———“政府—市

场”关系下的法律选择与社会再建》（０８＆ＺＤ００８）
项目，四川大学长江学者徐玖平承担了《汶川大

地震灾后“经济－社会－生态”统筹恢复重建研究》
（０８＆ＺＤ００９）项目。其中，高晋康研究团队从灾
后经济、社会、生态重建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入调研

和理论应用研究，为推动汶川地震灾区低碳重建、

妥善解决灾后重建后续问题提供了一系列政策建

议，其中许多有益的建议被四川省政府相关职能

部门吸收、采纳，并运用在灾后重建的相关政策

中，为四川省灾后重建做出了贡献。徐玖平研究

团队完成的课题最终成果《地震救援·恢复·重

建系统工程》从地震灾害系统的特性与要素以及

地震救援、恢复、重建系统的整体与结构特征入

手，以系统工程的思想集成创新地震救援、恢复、

重建知识体系，总结全球地震灾害应对经验，提炼

科学有效的应对模式，用科学的思维和方法指导

巨震灾后重建工作。课题组撰写的研究报告、政

策建议等得到中央及地方领导同志的重视和肯

定，被相关职能部门吸收和采纳。中国社科院财

贸所夏杰长承担的《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战略研

究》（０８＆ＺＤ０４１）项目，研究团队围绕“服务下乡”
“农业产业化服务体系”“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

增值税”等国家重大战略决策问题进行深入研

究，研究成果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

同时，本项目负责人还为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做了第二十六次专题讲座《推动我国服务业大发

展的若干问题》，《人民日报》、中央人民政府网、

全国人大网、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对此次专题

讲座均有较详细报道，产生了广泛和重要的影响。

５　结论与进一步的思考
从２００８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研究

进展和成果取得来看，ＰＩ制是一种比较有效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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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组织管理方式。围绕着不同领域的基础理论研

究和重大社会现实问题解决等课题，一批名副其

实的一流学术带头人（即 ＰＩ）对重大项目的科研
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组建跨学科、跨院校的高水平

科研团队，创造出一大批高水平和有一定影响力

的研究成果，在推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与

繁荣，以及为国家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解决

方案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肯定 ＰＩ制有效性的
同时，也要注意到ＰＩ在重大项目研究过程中还存
在着一些不足，比如部分项目的研究团队规模偏

小，导致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偏少。同时，也要

注意到某些项目科研团队规模比较大，但科研产

出却比较低，存在着高投入低产出的问题。部分

ＰＩ的研究实力偏弱，发文量较低，未能在研究团
队中起到更好的引领作用。部分 ＰＩ的论文影响
力偏低，高水平科研成果匮乏。

在研究样本选取上，尽管本研究选取的６６位
ＰＩ仅仅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很小的一
部分群体，但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其他类别

课题的课题负责人相比，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项目的ＰＩ不仅是从众多学科中的学术骨干或学
术带头人中遴选出来的，而且在项目研究过程中

也担负着更为重要的责任，更能体现ＰＩ在高校和
科研院所科研组织管理机制创新过程中所发挥的

独特性作用。因此，从这个视角来看，这６６位 ＰＩ
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对他们的学术生产力和学

术影响力进行分析，既有助于我们比较全面地了

解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ＰＩ制的运行绩效，
又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ＰＩ自身的科研实力、对科
研资源的动员能力、分配和整合能力，对我国高校

和科研院所在未来重大项目立项中遴选和考核

ＰＩ绩效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对引导 ＰＩ助力学
科发展、培养年轻教师和研究生亦有一定的意义。

基于此，对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ＰＩ的学术
生产力和影响力进行分析，是加强对 ＰＩ制的认
识、探讨ＰＩ制运行绩效、理解和评价ＰＩ的科研能
力、团队管理能力的一个重要课题。

尽管本研究综合运用多个数据库从学术生产

力和学术影响力两个视角对 ＰＩ制及其科研团队
的运行绩效进行较为客观的评价，并得出了一些

具有参考价值的结论，但也存在一些需要在未来

研究中进一步完善的地方。首先，本研究主要探

讨了ＰＩ制科研团队的学术生产力与学术影响力，

这只是一种中观层次的描述与分析，但对于ＰＩ制
科研团队运行的微观机制却少有涉及。因此，在

未来的研究中，还需从群体及个体层次，对 ＰＩ制
科研团队的组织结构形式、团队内部的决策方式、

不同子课题组之间的沟通机制与知识共享机制、

科研团队的激励机制、ＰＩ制与青年教师学术成
长、ＰＩ的聘任形式与其科研绩效、科研团队群体
绩效的关系［１０］、ＰＩ制科研环境与研究生学术能
力培养［１１］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探

索。其次，在学术产出力与学术影响力评价方面，

本研究主要是从论文产出数量、论文产出质量

（比如发文期刊等级、论文被引、Ｈ指数等）两个
方面进行评价，而对其他一些评价指标，比如学术

著作影响力、学术迹、Ｆ１０００评分、加权学术影响
指数（ＡＩ＿ｗ）等［１２，１３］，未能将之运用于研究之中，

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综合采用多种指标进一步评

价ＰＩ的学术研究影响力。最后，在评价 ＰＩ的学
术成就和科研绩效时，本研究未将学术生产力与

学术影响力两个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这是研究

存在的不足。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广泛调

研学界专家学者的意见，通过科学计量的方法赋

予评价指标不同权重，从而对ＰＩ的学术影响进行
更为科学的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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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陈巧巧，卢永嘉．浅析 ＰＩ制的含义及发展［Ｊ］．学理
论，２０１１（１４）：９３－９４．

［４］刘益东．“高门槛 ＆宽门框”的杰才标准与开放式评
价：实施新型的学术带头人负责制是科技体制改革

的突破口［Ｊ］．未来与发展，２０１４（９）：２－１０．
［５］汤超颖，商继美．变革型领导对科研团队创造力作用的

多重中介模型［Ｊ］．中国科技论坛，２０１２（７）：１２０－１２６．
［６］马卫华，程巧，薛永业．重大科研项目负责人领导行

为对团队合作质量的影响［Ｊ］．科技管理研究，２０１８
（１６）：２１８－２２４．

［７］李海东．基于ＰＩ制的高校科研团队知识共享网络研
究———整体网络的视角［Ｊ］．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２０１７（５）：４３－４７．

［８］李小军，郭燕．学术共同体视域下学术带头人领导力
评价体系的创新研究［Ｊ］．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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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期 李海东：ＰＩ学术生产力与影响力的计量研究

２０１６（３）：１２２－１２８．
［９］阎光才．学术影响力评价的是非争议［Ｊ］．教育研究，

２０１９（６）：１６－２６．
［１０］杨希，李欢．聘任制改革下高校科研团队青年教师

学术产出研究———对长聘与续聘考核政策效果的分

析［Ｊ］．科技进步与对策，２０１９（２３）：１２９－１３７．
［１１］邝宏达，李林英．高校重大科研项目团队积极科研

训练环境的构成要素［Ｊ］．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２０１９（６）：１７７－１８５．
［１２］迟培娟，宋秀芳．个人学术影响力评价方法比较分

析———学术迹与 Ｆ１０００评分、影响因子、被引次数
等指标的比较分析［Ｊ］．情报科学，２０１８（１２）：９－１２．

［１３］谢瑞霞，李秀霞，赵思?．基于时间异质性和期刊影
响因子的论文学术影响力评价指标［Ｊ］．情报杂志，
２０１９（４）：１０５－１１０．

Ａ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ｎ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ＰＩ：
ＴａｋｉｎｇＭａｊｏｒ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Ｓｐｏｎｓｏｒｅｄｂ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ｕｎｄｉｎ２００８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

ＬＩＨａｉｄｏ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ｙ，ＪｉｎｇｄｅｚｈｅｎＣｅｒａｍｉｃ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Ｊｉｎｇｄｅｚｈｅｎ３３３４０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ａｋｉｎｇＰＩａｓ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ｂｊｅｃｔ，ｗｈｉｃｈｈｏｓｔｓＭａｊｏｒ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ｕｎｄｉｎ２００８，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ｕｎｄ，ｔｈ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ｏｆ
ＣＮＫＩ，Ｗａｎｇｆａｎｇ，Ｖｉｐ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Ｉ，ｔｅａｍ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ＰＩ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ａｒ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ＰＩｓｙｓｔｅｍｉｓ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ｗａ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ｉｔｙｏｆＰＩｓｓｅｔｕｐ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ｅａｍｓ，ｓｈｏｗｉｎｇａ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ｏｆ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ａ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ｓｕｌｔ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ＰＩｏｆｓｏｍ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ａｌｓｏｈａｖｅｓｏｍｅｓｈｏｒｔｃｏｍｉｎｇｓｉ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ｕｃｈａｓ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ｓｉｚ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ｅａｍ，ｔｈｅｌａｃｋｏｆｓｔａｇ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ｌｏｗｏｕｔｐｕｔｏｆｐａｐｅｒｓｆｏｒＰＩ，ｔｈｅｌａｃｋｏｆ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ｐａｐ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ｌｏｗ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ｐａｐｅｒ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Ｉｓｙｓｔｅｍ；Ｍａｊｏｒ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Ｓｐｏｎｓｏｒｅｄｂ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ｕ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ｅａｍｓ；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责任校对　蒋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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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２Ｎｏ．３
Ｍａｙ２０２０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２０．０３．０２０

硕士学位论文写作的干扰因素及

化解对策研究

———以语言类论文写作为例

赵家栋，邬丽娟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７）

摘　要：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是获取学位的最后一道关卡，是对研究生学术素养与创新能力的综合考察。学位
论文的质量会受到社会环境、研究生培养管理体制、指导老师以及学生自身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以语言类学位论文的

写作为例，从论文选题、搜集整理资料、论文框架的构建来探讨论文写作的对策。

关键词：硕士；学位论文；语言类论文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２０）０３－０１２０－０６

　　硕士学位论文写作是硕士研究生的学习阶段
中至关重要的环节，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是否能顺

利拿到硕士学位，更是对这几年来知识积累与学

术素养的考验。舒玲娥也指出：“学位论文是研

究生的学识功底、学术造诣、逻辑思维能力、文字

修养水平和科学探索精神的综合反映。”［１］但是

在经济、科技快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研究生以往

“苦行僧”式的学习状态面临着巨大的冲击与诱

惑，能够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写出一篇优秀论文

的学生并不多，学位论文写作不规范以及论文抄

袭等问题屡见不鲜。

硕士学位论文作为硕士科研成果的一个重要

体现，必须能充分体现研究生的学习能力与专业

素养，因此一篇优秀的硕士学位论文应该满足以

下几点要求：在论文选题上，学生应当选择一个自

己感兴趣并且能够驾驭的题目，在充分了解相关

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展开自己的研究，做到言之有

物；在内容表达上，行文要流畅，突出研究重点，集

中论述研究主要内容。不要试图在一篇论文中将

提出的所有问题都逐一解决。学术论文的价值就

在于对研究内容进行深度分析，如果以遍地撒网

来代替深入分析，看似面面俱到，实则只会给人留

下浅尝辄止的印象；在研究思路上，要做到逻辑严

密，思路清晰，层次分明，结构严谨。学位论文对

逻辑的要求很严苛，如果逻辑线索不清晰，即使论

文的每一章节都写得很出彩，整体看来也如一盘

散沙；在研究方法上，要严格做到摆事实、讲道理。

凡是文中引用的数据、图表和观点，都应当有令人

信服的出处与来源，并且学生应当在文中的适当

位置标注说明。

以语言类学位论文的写作为例，作为主要研究

对象的语言，是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化

的，从社会大众约定俗成的语言习惯到日新月异、

层出不穷的语言现象，都体现了语言的多样性。语

言类论文写作除了需要满足上述要求外，还应该从

自身的专业属性出发，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各类语言

现象，学以致用，善于运用所学理论分析实际中遇

到的相关问题，最好是将论文创作与时代发展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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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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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贴近时代脉搏，使其更具有创新性。

１　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的干扰因素
近年来，论文抄袭等学术不端事件频频出现，

引发了社会大众对学位论文的关注与思考。学位

论文写作，把好质量关必须放在论文审核的首位。

且不论写出的论文是否优秀，仅仅是一篇完整的

学位论文，从搜集资料到动笔写作，都必定要付出

一番心血才能成就。在一些学生眼中，学位论文

只需达到一定的字数，论文的查重率能控制在一

定范围内，就算是对自己的学习生涯有个交代了。

抱着这种心态去展开论文创作，无疑会降低学位

论文的质量。其实，学位论文在写作过程中会受

到诸多因素的干扰，论文的质量不仅会受到社会

环境的影响，更与高校管理者、论文指导老师和学

生本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与之相关的各个因素

出现问题后，学位论文也难免走向作弊的极端。

在分析解决问题之前，我们根据研究申论写作过

程中主客体角度的诸要素设计一个问卷调查，分

别以社会环境、学校教学管理、老师指导和学生自

身学习四个方面，对南京高校语言学类硕士在读

研二、研三学生进行抽样问卷调查，共获得有效样

本２０５个，最后统计得出影响学生论文写作质量
的因素占比情况是：社会环境占比 １２％，学校教
学管理占比 ２３％，论文指导老师占比 ３５％，学生
自身学习占比 ３０％。同时对南京高校语言学类
硕士生导师进行同样的问卷调查，共获得了有效

样本２４个，最后统计得出影响学生论文写作质量
的因素占比情况是：社会环境占比 １８％，学校教
学管理占比 ２０％，论文指导老师占比 ２５％，学生
自身学习占比３７％。两相比较，导师和研究生都
是从自身角度看问题，分别对指导老师和学生自

身学习占比性上有点差异，其他情况基本相同。

另外我们邀请部分导师和研究生座谈，首先大家

普遍认为现在就业环境对在读研究生影响很大，

研究生扩招后，语言类研究生进一步深造的比例

很小，几乎都是走入基层中小学语文教师行列，现

在用人单位招聘老师都是“逢进必考”模式，作为

研究生进行过学术研究的训练，恰恰是应试能力

弱化了。其次，现在指导老师的教学科研考核指

标较高，研究生导师很难拿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来有效指导研究生论文写作，这又涉及高校管理

制度问题了。最后是研究生自身学习问题，座谈

的研究生都能够做到自我剖析，能够认识到自身

存在的问题，比如学习研究意识淡薄，自我要求管

控不力等等。总的来说，师生座谈反馈的信息基

本上与问卷调查反映的事实相吻合。下面我们针

对座谈与问卷调查反馈的信息，尝试做出详细分

析，揭示其存在的深层原因，力图为解决问题提供

理论帮助。

１．１　 社会环境诸要素对研究生论文写作心态和
认识影响

从社会环境上来看，传统的毕业论文观念与

新型开放的社会理念并不协调。随着社会的发

展，学位论文的质量要求也在不断提高。毕业论

文不再仅是堆砌上万字材料就可以草草完成的一

篇文章，而是论文作者创新能力与学术素养的成

果展现。而且在信息网络快速发展的今天，硕士

学位论文不再是完成后就可以轻易抛诸脑后的一

篇普通论文，而是会打上作者个人烙印、伴随作者

一生的学术成果。后来者可以从公开的学术网站

上检索到这篇论文，引用其中的观点，借鉴作者的

研究方法。若以不负责任的态度完成毕业论文，

甚至会对自己今后的工作及生活都产生影响。如

果不能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学生仅仅把学位论

文当成眼前不得不完成的任务，完成后便将其束

之高阁，学位论文的质量必定大打折扣。

而且伴随着社会融合发展的趋势，社会对人

才的需求也从“专业性至上”转变为“专业性优，

能力至上”，更有甚者极力叫嚣“读书无用论”，这

也给学生的专业抉择与就业选择带来了困惑。所

学知识能否在就业中发挥竞争优势，能否在今后

的工作中派上用场，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都会对

学生的学习态度产生影响。

最为重要的是社会诚信体制建设仍不完善。

学术界是一片净土，容不得一点弄虚作假。一个

重大的学术发现与学术创造，都极有可能是研究

者花费了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在实验室里经

历了无数次失败才得出的成果。每一项研究成果

都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如果抄袭者可以不费吹

灰之力就窃取了他人的智力成果，只会让无数奋

斗在学术战线上的工作者、研究者心寒。诚信意

识的缺乏以及监管的不到位导致学术造假、论文

抄袭的犯罪成本太低，论文作弊之风屡禁不止。

校园里张贴的论文代写小广告、已经形成规模的

论文代写利益链无不在挑动着我们敏感的神经，

稍一心动，就极易落入弄虚作假的圈套中。

１．２　 高校管理体制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管理和评
价存在盲区

从高校管理体制上看，不区分学科的专业属

性与特点，过分强调毕业论文的统一规格，压抑了

学生的个性发展，限制了学生的自由创造。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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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学位论文不同于理工类学位论文，在论文的具

体写作过程中，有时也会借鉴图表、统计等方法来

论证自己的观点，但是审核要求却不能像理工科

类一样严格。如果评判标准一致，会使得语言类

论文丧失其特有的文学属性，读来枯燥无味，最后

写出的论文就只能像工厂流水线上生产的一批批

零部件一样，整齐划一，毫无特色。

此外，部分高校实行学年发表的学术小论文

与评优评先相挂钩的制度，更注重学生在读期间

发表的一般性学术小论文，反而忽视了更为重要

的毕业论文，给学生造成不好的思想误导。学位

论文毕竟不同于一般性的学术小论文，一字一句

都必须是在扎扎实实地搜集资料的基础上有理有

据地进行陈述。无论是在写作规范还是审核要求

上，学位论文都要比一般性的学术小论文更加严

格。高校此举的初衷虽然是鼓励学生在在读期间

多发小论文，提升自身的科研能力，但难免会导致

学生急功近利，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在小论文

写作上，对不能给自己带来直接利益的毕业论文

则应付了事。如此舍本逐末，定当会降低学位论

文的质量。

１．３　 导师学术水平不高和育人意识不强
从论文的指导者来看，指导老师在研究生学

习过程中担任着老师与朋友的双重角色，老师的

学术观念与教学态度会对学生产生直接的影响。

谢天振曾指出：“如果说学电脑要从娃娃抓起的

话，那么学术规范的事就应该从研究生抓起，因为

对现在的不少年轻人来说，考上研究生是他们正

式踏上学术之路的开始，也正是他们学术生涯的

‘娃娃阶段’。如果在研究生学习阶段，我们做导

师的能重视对研究生的学术规范的训练，那么在

他们毕业后走上社会独立从事科学研究时，他们

也许就不至于规范失衡，从而也可避免当今学术

界的一些流弊。”［２］学术论文作为学生在学习生

涯结束时交出的一份答卷，指导老师决不能因为

学生平时的表现而降低对学位论文的要求，宽容

对待。尤其是对待那些学习主动性与积极性不强

的学生，更要严格要求他们。

有些高校老师个人精力不足也会导致对学生

论文写作指导不周。现如今，高校老师的教学压

力与科研压力也是巨大的。一位优秀的研究生导

师不仅要承担教书育人的工作，还肩负主持各类

科研项目的重任。如果导师已经自顾不暇，又何

谈抽出时间和精力去管理自己的学生呢？

其次，指导老师的学术水平与科研能力也至关

重要，会直接影响到学生论文的质量。知识是日新

月异的，作为学生知识来源之一的指导老师，如果

只安于在高校教书育人，不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体

系，那么学生也无法从老师身上汲取新的养分。尤

其是语言类论文，在写作过程中可能会涉到语料库

的使用、专业文献的获取、统计数据的生成、录音设

备的使用、方言调查软件的使用等问题，如果指导

老师无法站在学术前沿，为学生的论文写作提供可

行的参考意见，无法以现代先进的技术手段指导学

生展开研究，论文的质量也是堪忧。

１．４　 研究生学业、就业压力和自我学术意识淡薄
从论文作者来看，学生自身承受着较大的精

神压力。除了要学习各类课程，还要参加各类考

试，还有英语等级考试、计算机等级考试、普通话

等级考试等各项职业资格证书考试。而且我国高

等教育的大规模发展，在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

的同时，也使得高校毕业生就业面临越来越多的

困难，“毕业等于失业”的论调也开始甚嚣尘上，

毕业生面临着较大的择业就业压力。虽然有部分

学生毕业后从事的工作与所学专业并无关联，但

是这并不能成为学生懈怠毕业论文写作的借口。

能否安心踏实地写好论文，对学生来说是一个很

大的考验。其次，学生的学习态度也至关重要。

在写作过程中，是否积极与老师沟通；是否按时完

成阶段任务，这些都直接关系到论文质量。此外，

学生是否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缺陷，选择一个

切实可行的题目进行写作也很重要。如果选题空

洞，大而无当，只凭自己想当然地进行写作，最后

成型的论文必定是让指导老师头疼不已。

实际上，学位论文写作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

高不可攀。通过对影响论文写作质量的因素进行

分析，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对症下药才能根治

“病症”。学生只需踏踏实实地做好论文写作的

准备工作，端正自己的学习态度，糅合传统科研方

法与现代技术手段，广泛涉猎相关研究领域的知

识，将基础训练与实践锻炼相结合，与指导老师多

多沟通，及时汇报论文写作进度；指导老师能够在

遵循学术传统的前提下，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既

严格管理，又适时大胆放手，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

性。那么，如期完成学位论文并不是一件难事。

２　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对策
针对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的干扰因素，我们

整体对策是：首先要求研究生教育主管部门和培

养单位（高校或科研单位）深化改革，建立健全研

究生培养机制，把好论文质量关，建立一个强效的

指导、预审和盲审机制，对指导老师施行招生资格

逐年审核认定制，对研究生论文开题、预审和答辩

环节敢于执行淘汰制。其次，我们要加强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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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学习科研过程的引导，从社会、家庭、学校三个

维度为研究生学习科研提供生活、学习、就业方面

的帮助，甚至要做必要的心理辅导。最后，净化社

会环境，扭转社会风气的消极影响，提升导师的指

导水平，提高导师指导学生热情和责任心。

当然我们在缓解或消除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

的干扰因素时，提升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的水平，

写出高质量的研究生学位论文，主要还是取决于

研究学位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执行具体有效指导策

略。具体来看，学位论文的写作过程主要可以分

为选题、搜集整理材料、撰写与修改三个基本步

骤。研究的一般思路应该从文献评述、提出问题、

研究假设、数据采集与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结论

展开。以语言类学位论文写作为例，来看看如何

解决写作中的疑难问题。在解决这一疑难问题之

前，我们以语言类学位论文写作为切入点，分别设

计选题、搜集材料及论文框架写作三个选项，对南

京高校语言学类硕士在读研二、研三学生进行问

卷调查，共获得有效样本２０２个，最后统计得出在
学位论文写作环节重要性上，选题重要性占比

４５％，搜集材料占比 ２５％，论文框架写作占比
３０％。同时选取部分研究生座谈，大家普遍认为
论文选题最纠结，现在研究生招生数量大，很难选

到或发现具有前瞻性创新性的有价值选题，大多

数想到的选题前届同学已经做过，选题上容易撞

车。有“选题不易”“好的论文选题是成功的一

半”之叹。其次是论文写作材料阅读和搜集，虽

然现在电子语料搜索资源很多，搜索引擎亦强大，

但所需硬核材料获得能力和方式还是欠缺，语言

学论文是实证性研究，是材料为王的学科，比如方

言研究材料的获得必须花很大精力去田野调查。

最后大家认为论文框架写作环节无疑是很重要，

但是前面两个环节完成得很好的话，在老师指导

下，胸有成竹了，这样论文写作过程中困难度还是

可以接受的。写作就是运用材料论证的环节，当

然这一环节提炼学术观点需要很高的学术能力。

其实很多研究观点在选题论证时已经有所预设，

写作过程只是把预设观点实现的过程。座谈反馈

的信息基本上与问卷调查统计比重反映的事实相

吻合。下面我们结合座谈与问卷调查统计反映的

事实情况，分别尝试对语言类学位论文写作三个

重要环节提出具体写作对策。

２．１　明确选题
论文选题是论文创作的第一步，只有确定好

了写作方向，才能展开后续的研究工作，因此选好

一个切实可行的题目是大多数学生写论文时遇见

的第一个难题。很多人会结合导师的研究方向去

寻找选题，也有的学生会根据自己的兴趣点、较为

熟悉的领域或对以后就业有帮助的方向去思考选

题。在写作初期，只要想法还不成熟，研究主题都

可以进行适当的调整。然而，问题难就难在如何

寻找一个有价值的选题展开研究。

在寻找选题的过程中，学生一定要从选题的

必要性与可行性着手，多加思考。比如这个问题

是否很重要，这个问题是否有创新性，国内外有没

有专家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过研究，自己有没有

能力做出成果等。总的来说，明确论文主题的关

键是要坚持“问题导向”。要培养学生发现问题

的能力，鼓励学生自主选题，让学生自己寻找“病

症”。但是切忌片面求新，偏离专业方向；或是贪

大求“难”，脱离主观实际；亦不可降低自我要求，

满足“通说”需要，缺乏学术价值，只顾完成眼前

任务而忽视长远发展。

首先，学生可以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问题。

在研究生学习阶段，语言类研究生开设的课程主

要涉及语言学理论、训诂学、词汇学、语法学、音韵

学、文字学、方言调查、文字处理和运用等，有的学

校还开设了相应的研究专题课程，如佛典语言研

究、认知语言学等。从所学课程出发，学生可运用

所学语言理论分析原有的或新的语言文字现象中

存在的问题，寻找有价值的选题。或者可以从课

后阅读的语言类书籍出发，在读书笔记中提炼出

论文选题。比如说语言类研究生可以根据读研阶

段阅读的有关语言类文献，做专书语言现象研究，

包括词汇训诂、句法与句型的描写与分析、修辞与

语言文化、语用实际的描写和分析等。此外，还可

以展开语言社会调查，结合家乡方言或者网络、报

刊、广告等具体鲜活的语言现象，比较方言与普通

话、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汉语与外语的某一语言

现象，提炼出可供研究的题目。

如果跟从有课题项目研究的导师学习，就可

以结合老师的课题项目去寻找选题。比如我指导

研究生就要求我的研究生积极参加我主持省社科

重点项目“佛教类书与所出原经平行对应语料库

建设与研究”。学生在帮助老师处理佛教类书

《经律异相》与对应的所出原经语料内容时，发现

二者中存在较多异文，在文字学、词汇学、校勘学

等方面都有较大的研究价值，我再引导她们发现

和思考问题，明确选题方向。在历时一年的语料

处理过程中，我的研究生梳理了类书与所出原经

的大量异文，掌握了大量异文语料，同时分析了异

文类型和特点。这不仅找好了学位论文的选题，

还为后续的论文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那些有志于继续读博深造的研究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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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结合自身学习规划合理选题，尽量使论文选

题与报考专业方向一致，为以后的博士毕业论文

写作创造良好条件，打下坚实的基础。甚至一篇

优秀的硕士学位论文还会在博士研究生入学过程

中，起到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大作用。

其次，学生可以在已往的论文实践基础上进

行再创作。第一种情况是对学科结课论文进行优

化改写。一般而言，语言类研究生必修课和专题

选修课程的结课小论文都是学生比较感兴趣或关

注已久的问题，而且之前写作时学生已经在材料

搜集上花费了一番功夫，有一定的知识积累和半

成型的写作框架，可以说它已经具备了初稿的特

质。顺着这一思路继续往深处拓展，也可以成为

学位论文的研究方向和部分内容。第二种情况是

对创新课题项目的结项论文或报告进行优化或补

充。研究生阶段申报的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

其选题价值、选题论证、研究方法及具体写作都能

得到老师的细心指导，所完成的结项论文或报告

是进行论文再创作的绝佳素材。学生完全可以根

据学位论文的要求作补充调整，进一步深化研究，

并提炼成优秀学位论文。

２．２　搜集整理文献材料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资料作为论文写作

的基础，是学术观点成立的有力支撑，在论文写作

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搜集整理文献材料更是要

耗费大量的时间，贯穿论文写作的始终。搜集材

料首先应该明确研究的目的与内容，再思考要通

过何种途径来搜索相关信息，然后再对收集到的

资料进行筛选整理。通过甄别所搜查到的文献，

既可以预防盲目地重复研究，接触到该领域的研

究前沿，了解前人研究的成就，弄清自己的研究能

够在什么层面上有所贡献，同时还可以借鉴他人

论证的理论框架、论证技术及资料收集分析方法。

在搜集资料时要注意，不同的检索方式可能

会有不同的检索结果。因此，检索时不仅要选择

有效的检索词，选择适当的数据库，还要结合实际

情况调整检索范围，甚至可以结合国外的文献资

源进行外文搜索。这是一个广撒网、缓捞鱼的过

程。一般来说，如果是有明确的检索目的，那么就

可以根据文献信息，直接获取全文；如果没有明确

检索目的，那么可以利用检索工具，帮助选择关键

文献，再根据文献内容，不断调整检索策略。比如

检索“中古汉语”这一关键词，我们可以查找到图

书、期刊、报纸、学位论文、会议文献等不同种类的

资料中相关的信息，再明确另一个关键词“词

汇”，这就进一步缩小了检索的范围，可以更快地

检索到所需信息。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收集的资料尽量以第一

手资料为主，还原文献的真实面貌，确保数据与内

容的真实性，而不是人云亦云。如对《说文解字》

中“水”部字进行研究，除了要收集前人有关“水”

部字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回归《说文解字》本身，

从第一手材料展开研究，提出自己新的见解。要

养成随时阅读整理所得资料的习惯，对文献进行

分类处理，注意资料的时间和种类，筛选出可资利

用的信息，确保掌握研究的最新动态。

最后，在引用收集到的资料时，应该注意尊重

他人知识成果，保护他人知识产权，规范使用引用

格式，在脚注、尾注与参考文献中准确标注出处，而

对他人口头提供的资料和信息则要在脚注中致谢。

大多数抄袭的论文就是将他人的研究成果信手拈

来，既不标明出处，也不在参考文献中进行说明。

２．３　构建论文的框架
一篇完整的论文是由引言（或绪论）、研究内

容、研究方法与研究结果构成的。作者在论文中

必须回答出为何开始此项课题研究、研究中做了

哪些具体工作、是怎么进行研究的、从中发现了什

么以及研究的意义是什么。所以简单来说，论文

也可以分成绪论、本论与结论三个部分。

绪论主要写课题研究的原因、目的及意义，对

以往的研究进行历史回顾，简要交代课题的研究

方法和结论。

撰写论文选题相关的综述时，应彰显出对研

究领域知识体系的熟悉程度，使他人能够对研究

者的专业能力与知识背景做出判断，以取得他人

的信任。要建立起以往的研究工作与自己课题研

究的关联性，整合领域内现有的研究成果，指出盲

点，使人们认识到未来可能出现的研究方向，刺激

新观念的产生，从而凸显选题价值。

回顾以往的研究是为了抛砖引玉，所以应该

指出学界关于这个问题已有的研究成果、研究方

法和结论，指明所研究问题的最新发展动向，然后

分析已有的研究中存在哪些问题，又有哪些问题

是值得进一步研究，哪些问题应该包括在研究的

范围之内等等，最后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比如

说对《三国志》的异文进行研究，首先应该明确的

是学界之前围绕这个课题进行过哪些相关研究，

取得了哪些进展与成就，存在哪些不足与缺陷，然

后引出自己的论文是从哪个方面切入，从而对这

一课题的研究有所贡献。

本论部分要详细阐述本课题研究的对象，通

过方案设计、技术路线来展开研究，论证所提出的

“新”观点。撰写正文时，逻辑顺序要清晰，论证

要有理有据。语言类论文更要用材料说话，将故

４２１



第３期 赵家栋，等：硕士学位论文写作的干扰因素及化解对策研究

训材料引证与逻辑论证相结合，将排比归纳与探

源溯流相结合，并能恰当地利用定量分析和图表

统计的方法，对语言现象进行深入阐释。比如对

佛教类书《经律异相》与所出原经的异文展开研

究，就该对收集到的各则异文进行筛选处理，挑选

出有价值的、有代表性的异文，根据不同的类型进

行分类，诸如文字异文、词汇异文、语句异文等，通

过表格的形式呈现出来，并逐条进行考证说明。

结论是文章的精华部分。蒋德明指出：“结

论是理论分析和实验结果的逻辑发展，是整篇论

文的归宿。结论必须完整、准确、鲜明。写作时要

注意结论不是研究成果的罗列，而是在理论分析、

试验结果的基础上经过分析、推理、判断、归纳的

过程而形成的总观点。”［３］结论不等于结束之论，

而是在之前研究过程的基础上再次强调研究的结

论，明确指出其特色，突出与其他研究的不同之

处，并指出研究的不足之处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

方向或内容。

论文最后就是致谢词的撰写。致谢词主要是

对论文写作过程中提供指导与帮助的老师、同学、

朋友、家人等表达诚挚的谢意，所以语气一定要诚

恳。当然，在表达感谢的同时，还可以对三年求学

生活进行简要总结，谈谈自己写作论文的感受以

及其他有感触的内容。语言类专业的学生还可以

结合本专业的特色，致谢词可以诗歌、文言文等富

有新意的形式来表达。

３　结语
历经改革开放４０多年来的发展，我国的研究

生教育为社会培养输送了众多学术型与应用型人

才，研究生培养机制、质量监督保障制度建设也取

得很大进展。但是论文作假、学术不端等现象仍

然存在，这里面既有当今社会诚信机制体制建设

不健全的原因，更重要的在于论文的创作者缺乏

诚信意识与社会责任意识，心浮气躁，急功近利。

知易行难，学术研究永远没有捷径可走。要

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离不开各方的支持与

努力。除了要加快建立健全社会诚信机制，完善

研究生培养方案，严惩学位论文造假、抄袭等行

为；学生更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培养自身发现问题的能力，以严谨务实的学习态

度从事学术研究，提高论文写作水平。此外，导师

作为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第一责任人，更要言传身

教，循循善诱，激发学生创新能力，加强写作指导，

教导学生恪守学术道德规范。只有从多方面加强

研究生学位论文管理，才能提升学位论文的质量

与水平。

参考文献：

［１］舒玲娥．论学位论文写作中的选题［Ｊ］．文学教育
（上），２０１０（８）：７４－７６．

［２］谢天振．学位论文写作指导与学术规范训练［Ｊ］．中国
比较文学，２００５（２）：３４－３９．

［３］蒋德明．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与撰写［Ｊ］．高教战线，
１９８３（１）：３６－３７．

［４］崔建军．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若干理论问题辨析———
以经济学和金融学专业为例［Ｊ］．西安邮电学院学报，
２０１１（３）：１３８－１４１．

［５］郭海燕．规范学位论文写作 提高学术质量水平［Ｊ］．
中国高等教育，２００３（７）：２９－３０．

［６］牛彦秀，武海天，毛一扬．研究生论文写作能力培养的
现状调查及对策分析［Ｊ］．当代教研论丛，２０１７（１）：
２４－２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ｏｆ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Ｔａ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Ｗｒｉｔｉｎｇｏ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

ＺＨＡＯＪｉａｄｏｎｇ，ＷＵＬｉｊｕ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ｎ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Ｎａｎｊｉ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９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Ｐａｐｅｒｗｒｉｔｉｎｇｉｓｔｈｅｌａｓｔ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ｔａｓｋｆｏｒ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ｔｏｇｅｔｔｈｅｄｅｇｒｅｅ，ａｎｄ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
ｓｉｖｅｗａｙｔｏｔｅｓｔｔｈｅｉ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ｗｉｌｌｂ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ｂｙ
ｍａｎ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ｓｕｃｈａｓｓｏｃｉ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ｔｕｔｏｒｓａｎｄ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Ｔ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ｗｒｉｔｉｎｇｏ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ｏｐｉｃ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ｄａｔａ，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ｐａｐｅｒｗｒｉｔ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ｏ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责任校对　王菊英）

５２１



第１２卷 第３期
２０２０年５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２Ｎｏ．３
Ｍａｙ２０２０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２０．０３．０２１

适应信息产业发展需求的硕士研究生

生源质量保障措施研究

张云霞ａ，尹学锋ａ，余小燕ａ，王阳ｂ

（同济大学 ａ．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ｂ．研究生院，上海 ２０１８０４）

摘　要：中美在信息技术领域的贸易争端发人深省，培育高水平人才、摆脱核心技术对他国的依赖是我国亟须解决
的重要问题。作为“双一流”建设高校，同济大学不断总结经验，积极探索符合信息产业发展需求的人才培养战略。本

研究以同济大学电子信息领域相关专业近十年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生情况为依据，分析其生源特点和变化情况，结合研

究结果，提出保障生源质量的合理化建议和措施，以期为适应信息产业高速发展需求的研究生招生改革提供参考。

关键词：信息产业；硕士研究生；生源质量；保障措施；研究生招生

中图分类号：Ｇ４７３．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２０）０３－０１２６－０８

　　在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浪潮推动下，
信息产业迎来了转型升级的关键期。随着人工智

能、大数据服务、集成电路与芯片设计等领域的快

速成长，以及中美信息产业贸易争端的屡次升级，

高校在电子信息领域相关专业高、精、尖人才培养

方面的社会使命更为突出。为适应信息产业发展

需要，同济大学近两年设立了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人工智能、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等专业，同时牵

头成立了上海自主智能无人系统科学中心，着力

培养电子信息领域高级专门人才。研究生招生工

作是研究生教育的起点，生源质量是关键。能否

吸纳专业背景强劲、学术功底扎实、科研诉求强

烈、创新意识浓厚、培养潜力巨大、综合素质卓越

的优秀人才，直接影响着研究生培养的后续环节

及整体质量。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是同济大学电

子信息领域研究生培养的主要单位，２０１９年在校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９８６人，位居该校第三位，肩负
着研究生培养的重要任务。

１　研究对象与概念界定
为更好地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高

层次应用型人才的迫切需要，教育部决定自２００９
年起扩大招收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范围［１］，即除

管理类等少数专业外，其他专业均面向应届毕业

生招收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行全日制培养［２］。根

据这一要求，同济大学从２００９年开始全面招收全
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从此，全日制硕士研究

生招生分为学术型和专业型两类。本研究将以电

子信息领域相关专业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录取的全体
全日制学术型和专业型硕士研究生为研究对象，

分析其生源质量水平和发展变化情况，指出生源

质量存在的问题，提出质量保障措施，为研究生招

生及教育改革提供参考。

硕士研究生生源质量是指在研究生教育阶段

开始时，学生掌握的与未来研究方向有关的基础

理论和系统知识以及科研精神和学习态度满足硕

士研究生培养要求的程度［３］，大抵可以概况为两

类：即生源结构和生源素质。生源结构包括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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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分布、考生来源、男女比例等；生源素质包括

初复试成绩、学科竞赛、学术成果、身体素质

等［４］。由于本研究时间段横跨十年，部分生源素

质相关数据缺失，对研究结果会产生偏差，故仅从

生源结构相关因素对生源质量进行分析。

２　研究方法与研究结果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同济大学电子信息领域相

关专业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录取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的基本信息资料，借助ＥＸＣＥＬ和ＳＰＳＳ２４进行数
据统计和检验分析。

２．１　招生规模与考生类型
随着研究生教育向精英化方向迈进，硕士研

究生招生规模得到了有效控制。该校电子信息领

域２００４－２００８这五年间年平均硕士招生数为３６５
人，而２００９－２０１８这十年间年平均招生数为 ３０２
人，招生规模打破了以往持续走高的态势，开始走

稳中有降的发展路线。

这十年间共录取全日制硕士生 ３０２０人，其
中，学术型１９５１人，专业型１０６９人。专业型硕
士以年均１３．１％的速度快速增长，而学术型硕士
则以年均６．９％的速度同步下降，到２０１７年，二者
规模已基本相当（见图１）。需要指出的是，在录
取的专业型硕士生中，８５．０％以上是从学术型调
剂而来，第一志愿报考率较低，这与专业型硕士培

养模式不明朗和资助体系不完善有一定关系。

招生规模得到有效控制在客观上使得“生师

比”更趋合理，此处“生师比”特指全日制硕士生

数与导师数的比例。西安交通大学王俐等对７６０
名研究生进行调查问卷，９６％的研究生希望导师
名下“比较合适”的硕、博士生应控制在 １０人以
下［５］。从图 １可知，２００９年，每位导师平均招收
３．５名全日制硕士生，随着招生规模逐年下降，从
２０１５年起，每位导师平均招收 ２名全日制硕士
生，部分导师另招１～２名博士生和１～２名非全日
制硕士生，其一年的招生量小于１０名。从导师精
力和研究生培养效果上看，都比以前更趋合理。

同济大学研招处将考生类型分为三类：应届

本科毕业生、其他人员、其他在职人员。据统计，

电子信息领域全日制硕士生主要来源于应届本科

毕业生（以下简称应届生），占录取总数的比例在

近十年里保持稳定，约为８６．２％。同时，该类型考
生呈线性逐年缓慢增长，据此可以推测，到 ２０２０
年，应届生占比有望达到 ９０．０％（如图 ２所示）。
其他人员、其他在职人员，指本科毕业后未就业、

待业或已就业人员，此处统称为“往届生”。该类

型考生平均占比１３．８％，但随着应届生占比逐年
升高，该比例可能会继续下降。

图１　招生规模及生师比

图２　考生类型分布图

２．２　性别和年龄结构
这十年间，共招收男生 ２１２６人，女生 ８９４

人。从图３可以看出，虽然男生总量占绝对优势，
但年招生人数呈下降趋势，而女生人数则缓慢上

升，男女生比例正逐渐缩小，２００９年男女生比为
３．６６∶１，到２０１８年则为１．９７∶１。不同年份性别
构成的变化情况经卡方检验，Ｘ２＝２１．６２５，Ｐ＝

０．０１０１５（即Ｐ＜０．０５），存在显著性差异。主要原
因可能有以下几点：一是面对日益增大的就业压

力，更多女生选择继续深造，以提高自身的社会竞

争力［６］；二是电子信息领域发展前景看好，就业

率高、薪资待遇好、工作环境较为舒适，吸引了更

多女生报考，录取率也相应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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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入学平均年龄为 ２２．６岁，在这十年
间，该数值也在缓慢下降。２００９年平均年龄最
大，为 ２２．７４岁，２０１８年平均年龄最小，为 ２２．４９
岁。与此同时，女生入学时的平均年龄低于男生。

从图 ４可以看出，平均年龄差最大出现在 ２０１３
年，男生比女生平均大 ０．４７岁；平均年龄差最小
出现在２０１６年，男生比女生平均仅大０．１１岁。

图３　性别分布图

图４　平均年龄结构图

２．３　考试方式与生源来源院校情况
考试方式分为推荐免试和全国统考两大类。

十年来，共录取推荐免试生（以下简称推免生）

１２８６人，全国统考生（以下简称统考生）１７３４人，
二者之比为０．７４：１。从图５可以看出，推免生呈逐
年上升趋势，而统考生则逐年下降，但根据教育部

“招收推免生数量不得超过本单位硕士研究生招生

计划的５０％”［７］的规定，今后，推免生的招生比例
将控制在５０．０％以内。

生源来源院校遍布全国各地，以长三角、两

湖、东北、华北地区居多，占比高达９２．７％。如图
６所示，同济大学所在的上海地区以 ４９．３％的比

例高居榜首，其周边的江苏、浙江、山东、安徽紧随

其后。总体来看，生源集中来自我国东部地区，中

部次之，西部最少。一方面，反映出考生择校时趋

向采用就近原则；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

不同地区高校电子信息领域发展水平的差异。

图５　考试方式变化趋势图

图６　生源来源院校地域分布图

表１为全日制硕士生生源来源院校（即本科
毕业院校）情况。可以看出，来源院校大致分三

种类别，呈三足鼎立之势，即同济本校生（平均占

比３４．２％）、除同济外的“９８５”和“２１１”院校生（平
均占比 ３１．０％）、“其他”院校生（平均占比
３４．８％）。生源来源院校按招生年度经卡方检验，
Ｘ２＝１４４．８２６９，Ｐ＝４．４３２７９Ｅ－１８（即 Ｐ＜０．０５），存
在显著性差异。录取人数最多的“９８５”院校是山
东大学，共４２人；最多的“２１１”院校是东华大学，
共７８人；最多的“其他”院校是浙江工业大学，共
９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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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源来源院校结构表

年份（年）
录取硕士生

总数（人）

生源来源院校情况 单位：人（占比％）

本校 ９８５院校 ２１１院校 其他院校

２００９ ３５４ １２５ （３５．３） ３０ （８．５） ６４ （１８．１） １３５ （３８．１）

２０１０ ３３４ １０１ （３０．２） ２８ （８．４） ６７ （２０．１） １３８ （４１．３）

２０１１ ３０６ ９４ （３０．７） ２６ （８．５） ６４ （２０．９） １２２ （３９．９）

２０１２ ３１０ ８２ （２６．５） ２３ （７．４） ６２ （２０．０） １４３ （４６．１）

２０１３ ２７９ ７８ （２８．０） ２５ （９．０） ５７ （２０．４） １１９ （４２．７）

２０１４ ２８１ ８９ （３１．７） １７ （６．０） ５４ （１９．２） １２１ （４３．１）

２０１５ ２７８ １０１ （３６．３） ３１ （１１．２） ５５ （１９．８） ９１ （３２．７）

２０１６ ２７３ １２５ （４５．８） ４１ （１５．０） ５８ （２１．２） ４９ （１７．９）

２０１７ ２９９ １３０ （４３．５） ３８ （１２．７） ７１ （２３．７） ６０ （２０．１）

２０１８ ３０６ １０８ （３５．３） ４１ （１３．４） ８５ （２７．８） ７２ （２３．５）

合计 ３０２０ １０３３ （３４．２） ３００ （９．９） ６３７ （２１．１） １０５０ （３４．８）

卡方检验结果 Ｘ２＝１４４．８２６９　　 ｄｆ＝２７　　Ｐ＝４．４３２７９Ｅ－１８（Ｐ＜０．０５）

生源最多院校 — 山东大学 ４２ 东华大学 ７８ 浙江工业大学 ９６

　　推荐免试是一种重要的人才选拔方式。有研
究表明，全国优博论文作者中，５０．２％为推免生，
且理工农医类论文作者中推免生占比更大，为

５３．０％［８］，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生源质量与研
究生培养质量的正相关关系。表２为近十年推免
生来源院校结构表，可以看出，本校生是推免生的

最主要来源，平均占比５４．４％，其他三类院校水平

相当，其中“２１１”院校生略多，“９８５”院校生最少。
生源来源院校按招生年度经卡方检验，Ｘ２＝
１２６．６５１，Ｐ＝７．５５３５７Ｅ－１５（即Ｐ＜０．０５），存在显著
性差异。推免录取人数最多的“９８５”院校依然是
山东大学，共 １６人；最多的“２１１”院校是华东理
工大学，共３０人；最多的“其他”院校仍为浙江工
业大学，共７３人。

表２　推免生来源院校结构表

年份（年）
录取推免生

总数（人）

生源来源院校情况 单位：人（占比％）

本校 ９８５院校 ２１１院校 其他院校

２００９ １０４ ８０ （７６．９） １２ （１１．５） １１ （１０．６） １ （１．０）

２０１０ ９５ ５９ （６２．１） ８ （８．４） １１ （１１．６） １７ （１７．９）

２０１１ ８８ ６２ （７０．５） ９ （１０．２） ９ （１０．２） ８ （９．１）

２０１２ ９９ ５４ （５４．５） １３ （１３．１） ８ （８．１） ２４ （２４．２）

２０１３ １０９ ６０ （５５．０） １１ （１０．１） １７ （１５．６） ２１ （１９．３）

２０１４ １１０ ５８ （５２．７） ８ （７．３） １５ （１３．６） ２９ （２６．４）

２０１５ １５７ ８０ （５１．０） ２２ （１４．０） ２７ （１７．２） ２８ （１７．８）

２０１６ １８３ ９７ （５３．０） ２９ （１５．８） ３９ （２１．３） １８ （９．８）

２０１７ １６６ ８７ （５２．４） ２３ （１３．９） ４０ （２４．１） １６ （９．６）

２０１８ １７５ ６３ （３６．０） ２８ （１６．０） ６３ （３６．０） ２１ （１２．０）

合计 １２８６ ７００ （５４．４） １６３ （１２．７） ２４０ （１８．７） １８３ （１４．２）

卡方检验结果Ｘ２＝１２６．６５１　　ｄｆ＝２７　　Ｐ＝７．５５３５７Ｅ－１５（Ｐ＜０．０５）

生源最多院校 — 山东大学 １６ 华东理工大学 ３０ 浙江工业大学 ７３

　　图７为十年来全体硕士生与推免生来源院校
逐年变化曲线对比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无论从

招生总体还是推免数量看，本校生都是重要来源

之一。一方面，本校生对学校培养模式、师资、科

研环境等较为熟悉，有利于本研贯通培养；另一方

面，本校生本科入学时的平均水平相对较高，在全

国名列前茅，是校方和导师都比较青睐的生源群

体。但本校生源数量并不稳定，优秀学生倾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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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国内电子信息领域顶尖院校，因此录取人数呈

现明显的高低起伏态势。本校推免生的变化曲线

与招生总体基本保持一致，在录取的１０３３名本校
生中，推免生占６７．８％，可见推荐免试是本校生读
研的主要途径。

生源的另一主要来源是“其他”院校生。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其他”院校生以绝对优势占据生
源来源第一位，而在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两年经历了断崖
式下降。主要原因是，从 ２０１４年起，推免名额不
再设置留校限额［９］，客观上加强了校际交流，使

得更多“９８５”“２１１”院校生报考同济大学，因此降
低了对“其他”院校生的录取比例。在录取的

１０５０名“其他”院校生中，推免生仅占 １７．４％，可
见其考取同济大学的主要途径是全国统考。

“９８５”“２１１”院校生也是校方极力争取的重
要生源。但从曲线图中看，无论招生总体还是推

免数量，“９８５”院校生均处在较低水平，平均占比
仅为１０．０％；“２１１”院校生平均占比 ２０．０％，且从
２０１６年起赶超了“其他”院校生，成为生源的第二
大来源。十年来，共录取“９８５”院校生３００名，其
中推免生占５４．３％；共录取“２１１”院校生６３７名，
其中推免生占３７．７％，由此可见，“９８５”院校生多
以推荐免试的方式入学，而“２１１”院校生则更多
通过全国统考方式就读。

图７　招生总体与推免生来源院校变化曲线对比图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总结以下特点：（１）招生
规模稳中有降，生师比渐趋合理；（２）为适应工程
建设需求，专业学位录取人数增多，但第一志愿报

考率较低；（３）应届本科毕业生占考生总数的八
成以上，且有缓慢增长趋势；（４）研究生队伍更加
年轻化，男女生比例逐渐缩小；（５）推免生比例日
渐提高，但需稳定在５０．０％左右；（６）生源来源地
区相对集中，沪江浙鲁皖占据主导；（７）本校生是
推免生的最主要来源，但不稳定现象明显；（８）生
源来源院校按类别占比相对均匀，大体呈“三足

鼎立”之势，只是“其他”院校生占比略高，“９８５”
和“２１１”院校生占比相对较低。

３　生源问题与质量保障措施
３．１　 专业型硕士报考率低，需优化培养模式，提

高研究生待遇

２００９年３月，教育部下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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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确阐述了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科学定位、教

学要求、实践要求、学位论文要求等，强调要创新

培养模式，确保培养质量［１］。同年９月，教育部要
求各招生单位以２００９年为基数按５％～１０％减少
学术型招生人数，用于增加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

加速建立完善符合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特点的奖

励、资助制度［１０］。经过十年的改革与发展，全日

制专业型硕士在招生规模上实现了逐步增长的预

定目标，且招生数量已与学术型硕士相当，但其培

养模式和资助体制并未达到理想状态。我国全日

制专业硕士研究生政策出台时间较晚，尚未形成

完善的培养机制，还在套用学术硕士的培养模

式［１１］。从 ２０１９年研究生满意度调查来看，专业
硕士对科研训练和指导教师的满意度较低，且实

践比例也较低，仅有２７．７％的专业硕士拥有校外
导师，也仅有３２．８％的专业硕士进入实践基地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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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过实践［１２］。同济大学电子信息领域的专业硕

士和学术硕士学制相同，培养模式也趋同。学院

虽与华为、通用、菲尼克斯等企业有长期的合作关

系，建立了研究生实践基地，但科研利用率不高，

实践人数稀少，培养特点并不突出。另外，根据刘

霄等的研究，从全国范围来看，专业硕士的学费显

著高于学术硕士，但专业硕士的资助覆盖面、资助

总额、获得赠予型资助和报酬型资助的比例和金

额都要显著低于学术硕士［１３］。就同济大学而言，

专业硕士的学费、资助覆盖面均与学术硕士相当，

但资助总额却低于学术硕士。以 ２．５年学制为
例，专业硕士获得的总助学金比学术硕士少８０００
元，同等条件下，考生自然更愿意报考学术硕士。

综上所述，招生单位需优化培养模式，切实提

高研究生待遇。第一，针对导师开展专业硕士培

养模式和特点的宣传教育，扭转其根深蒂固的学

术硕士培养方法和习惯，使其从思想上认同并接

受这一培养类型；第二，建立校企合作机制，将专

业硕士研究生实践内容、实践期限、实践形式、考

勤考核办法、考核结果评价等予以明确说明；第

三，制定企业导师资格认定办法，规范对企业导师

的选拔和任用，同时邀请资深企业导师参与研究

生招生面试，提前选拔合适的学生加入校企合作

项目中；第四，推出针对专业硕士的资助政策，如

实习期间的交通食宿补助和实习津贴等，多种形

式并举，提高综合待遇，吸引学生报考。

３．２　 本校生源流失，外校优秀生源偏少，需强化
学科实力，提高招生宣传力度

２０１８年，笔者曾对１８５７位报考同济大学电
子信息领域暑期学校的大三学生发起调研，对于

“选择读研院校所考虑的因素”，按重要性由高到

底排序依次是学科排名、导师实力、学校知名度、

地域因素、研究生培养质量等。学科排名位列第

一，体现出学生择校的理性考虑。学科排名靠前，

在一定程度上表示学校能为学生提供优质的科研

环境、过硬的科研平台、充实的科研经费以及积极

健康的科研氛围，这对研究生来说，无疑是最重要

也是最具吸引力的要素。

２０１７年，教育部公布了“‘双一流’建设高校
名单”，同济大学在“一流大学Ａ类”之列，但电子
信息领域相关学科无一上榜“一流学科”［１４］。在

同年完成的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同济大学该领域

也仅有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两个

学科成绩较好，分别是 Ｂ＋和 Ａ－［１５］。这一结果很
快体现在２０１８年的招生中，当年本校推免生流失
率为近三年最高，大多去往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

学院大学、清华大学等学科排名靠前的院校。

另外，通过本研究可知，优秀外校生，尤其是

“９８５”院校生极少，一方面由于没有明显的学科
优势，另一方面与招生宣传工作不到位有关。在

前文提到的调研中，７４％的学生认为同济大学在
招生宣传方面的力度不足，表现在：（１）与外校学
生接触太少，特别是中北、西北、西南地区；（２）除
了土木和建筑，其他专业宣传甚少；（３）招生信息
的发布仅局限于研招网，其它渠道太少，且不对外

公布历年招生数据，学生缺乏参考，不敢轻易报

考等。

总结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

手改进：第一，积极引进高水平人才，充分发挥其

在科研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学科发展；第二，打

造学科特色，树立品牌效应，在此方面，同济已付

诸行动。如２０１８年底，由同济大学牵头成立的上
海自主智能无人系统科学中心，成为上海市人工

智能领域的又一高地。该中心由同济大学电子信

息领域相关学科为支撑，将信息技术与土木建筑、

生物医学、材料交通、能源环境、人文教育等领域

相结合，致力于智能科学与技术交叉学科人才培

养。这一特色具有鲜明的科学预见性，２０１９年首
次招生便吸引了众多学生报考；第三，举办“暑期

学校”活动，把全国各地的优秀学生“引进来”，强

化其对学校学科和专业的认识。事实上，同济大

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从２０１２年起至今已举办
八届暑期学校，报名人数从 １３４人增加到 １９７６
人，参加活动人数从８８人增加到 ４３９人，录取优
秀学员人数占当年录取研究生总数的比例也从最

初的７．２％提高到３２．０％，成效明显；第四，大力实
施“走出去”战略，深入中西部地区，开展“同济开

放日”等活动，让更多学生足不出户，了解同济大

学；第五，梳理历年研究生招生数据，将考生关心

的报录比、分数线、考生来源、调剂信息等添加到

招生宣传文案中，通过官网、微信、论坛等多种平

台予以宣传，为考生提供有效参考，增加报考的

信心。

虽然同济大学在电子信息学科实力和招生宣

传力度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但第一志愿生源充足，

且质量相对良好，尤其是推免生。因此，国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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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招生工作相关部门应适当放宽对此类高校推免

招生比例的限制，扩大招生自主权，最大限度招录

优秀推免生，从源头上提高研究生生源质量，以促

进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全面提升，走出“一流大学”

建设坚实而有力的一步。

３．３　 生源主体心理不成熟不稳定因素较多，需
优化复试办法，提高复试录取效度

在研究生教育如火如荼开展之际，研究生培

养效度问题日益凸显。近年来，除了引起社会广

泛关注的若干大事件外，发生在身边的如对研究

方向不感兴趣而要求更换导师、无法完成学位论

文而申请退学、导师不让参加企业实习而师生关

系恶化等现象屡见不鲜。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

几点：第一，研究生主体力量为应届本科毕业生，

普遍缺乏社会经验和生活历练，心理不成熟不稳

定因素较多，一方面表现为对科学研究方向和职

业发展路径没有明确的规划，屡立屡废，不见成

效；另一方面表现为直面困难、迎接挑战、分解压

力的能力相对较弱，要么一蹶不振，要么极端激

进，两极化情绪严重，男生表现更为突出［１６］；第

二，师生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在复试录取阶段没有

充分了解对方的研究方向、性格特征、学习工作习

惯等，导致入学后双方分歧凸显，矛盾激化。

根据以上分析，校方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学

生的特点和现状，在招生宣传时对研究生培养过

程及要求、研究方向及方法、历年就业情况等给予

必要的介绍，帮助学生尽早树立目标、明确方向；

另一方面要优化复试选拔办法，加强师生有效沟

通，充分提高复试录取效度。第一，在复试阶段嵌

入心理测验环节，运用科学的测试方法将考生的

心理特点及其健康状况进行量化和总结，使导师

尽早了解学生的性格特征及心理活动。当然，心

理测试只是一种参考，不能作为招生时“一票否

决”的依据，更不能以此简单地将学生拒之门

外［１７］；第二，拓宽师生有效沟通渠道，尽量避免因

缺乏前期交流而产生的师生矛盾。其一，要求导

师在官网上及时更新并完善个人信息，尤其是招

生专业、层次、研究方向、近几年研究成果等，提高

考生在导师选择上的准确率；其二，复试开始前，

召开师生交流会，导师除简要介绍研究内容外，需

提出研究生培养阶段的要求和纪律，有助于考生

对导师的理性选择；其三，复试阶段除了进一步考

核学生的专业素质、创新意识、培养潜质外，要加

强对其读研目的、研究兴趣、对报考导师科研情况

了解程度的考核，以判断考生是否已树立明确的

读研目标；其四，在录取阶段要充分落实导师招生

自主权，确保录取的考生符合导师的招生需求，提

高录取效度。

４　结语
提高生源质量是推动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基

础。面对信息产业对高级专门人才的迫切需求与

硕士生生源质量欠佳的现实矛盾，同济大学应在

教育主管部门领导下，实施各种利好政策，优化专

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提高相应资助水平；应不

遗余力加强电子信息领域学科建设，配合“走出

去”“请进来”的招生宣传策略，吸引优秀学生，尤

其是推免生；应拓宽思路，优化复试选拔办法，探

索更为科学合理的优秀生源选拔方式，提高复试

录取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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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教师培训，辐射师范教育

———名师工作室自媒体运行现状与思考

单昕，胡晓滢，黄秋婷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中文系，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３０３）

摘　要：中小学名师工作室自成立以来在基础教育领域发挥了较强的名师的示范、辐射和指导作用，为教师教育发
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近年来，名师工作室利用自媒体辅助教学培训工作的开展，拓展工作室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取得了

良好成效，也存在一些不足。未来可通过完善名师工作室的教育服务功能、优化自媒体内容质量、打造专业化自媒体运

营团队等措施进一步加强名师工作室自媒体建设，以推动师范专业教育和教师职前教育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名师工作室；教师教育；自媒体；公众号；师范生

中图分类号：Ｇ６３３．３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２０）０３－０１３４－０５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媒介信
息的生产和传播又呈现出新的特点，即自发性与

即时性、海量性与共享性、多媒体与超文本、个性

化与社群化的多方面融合，在这一趋势中涌现出

来的以大众为传播主体的媒体被称为“自媒体”。

２００３年 ７月，美国新闻学会媒体中心发布题为
《自媒体：大众将如何塑造未来的新闻和信息》的

专题报告，其中这样界定自媒体：“自媒体是大众

借助数字化、信息化技术，与全球信息及知识系统

连接后所展现出来的大众如何提供、分享他们自

身的信息、新闻的渠道和方式。”［１］自该报告发布

至今，我国的自媒体不断蓬勃壮大，以巨大的体量

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使信息传播进入“草根传

媒”阶段，即人人可发布、传递新闻和信息，自媒

体从而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载体。而博客、

微博、微信、论坛、贴吧、ＡＰＰ等自媒体作为现今
文化生产与传播的主要载体，在诸多方面深刻地

影响着当下文化的价值观念、传播方式［２］。本文

将以初中语文名师工作室为对象，具体考察互联

网时代名师工作室借助自媒体开展工作的经验和

建议。

１　名师工作室运用自媒体的初步实践
名师工作室是基础教育领域进行教师职后教

育的一种重要形式，它以名师为主体，以各学科骨

干教师为团队，以实现“名师引领、团队合作、全

员提高、资源共享、均衡互补”的教师专业发展战

略为目标的创新型教师群体，是优质教育资源的

聚集地和骨干教师交流的舞台，成长的摇篮。名

师工作室一般由各学科教学成果突出的优秀教师

申请，由教育管理部门牵头评选，名师工作室所在

学校负责工作室的建设，名师工作室主持人组织

开展各种形式的教研活动，工作室成员共同研究

学科教学中的问题，通过团队的辐射作用，实现一

个地区的教育教学资源共享，促进和带动教师的

专业成长，培养和造就业务精湛的教师队伍［３］。

名师工作室的成立和运行，充分发挥着各学科名

师的示范、辐射和指导作用。此工作开展至今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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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２０年历史，各地积极探索，勇于实践，对名师工
作室的基本性质、建设目标、工作重点、组织建构、

基本职责、保障机制等形成了很多有益的经验，也

涌现出了一大批卓有成效的名师工作室。

经过数年的实践，名师工作室已成为中小学

教师教育的重要载体，形成了良好的学科、区域辐

射作用，值得大力推广。但即便如此，除非教师领

域或者对于名师工作室有兴趣的人群，大众对名

师工作室的了解仍然是有限的。如何提升名师工

作室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影响力？如何进一步加强

名师工作室的示范、引领和辐射作用？在当前的

媒介环境下，以自媒体特别是博客作为载体，开展

名师工作室在互联网领域的日常运营和宣传就具

有了很强的现实意义。第一，名师工作室博客可

以增加人们对于名师工作室工作性质和内容的了

解。第二，名师工作室博客能够为高校师范生提

供最前沿的教育思想和来自一线的教学案例，有

助于其以实践为基础提升教育教学能力。第三，

博客操作简便，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和团队成员利

用较短时间便可以将博客经营管理好。第四，博

客具有持续更新的特点，便于进行信息的记录、整

理和查找。第五，博客具有开放互动的特点，可以

促进名师工作室团队和读者的沟通交流，提升名

师工作室的影响力。以下将以广东实验中学楚云

工作室为例，呈现名师工作室以博客为媒介推进

工作室活动开展的经验。

楚云老师是广东实验中学初中语文教师，教

学理念先进，教学特色突出，作为广州市“百千万

人才培养工程”第二批中学名教师工作室的实践

导师和广东省初中语文教师工作室第二、第三批

主持人，２０１２年 １０月 ２２日，楚云工作室在广东
实验中学正式成立。自成立至今，楚云工作室共

开展了６期跟岗培训活动，为促进广东初中语文
青年教师素质的提升、加快青年教师专业发展发

挥了积极的作用。主持工作室期间，楚云老师结

合自身的教学特色、学员的学习需求，以工作室所

在的广东实验中学为主阵地，向广州市越秀区的

名校辐射，与深圳、珠海等广东省内教育强市的部

分中学合作，通过多向听课、评课磨课、分析教学

案例、反思教学经验、开展课题研究和专题讲座等

形式带领学员们扎扎实实开展培训活动。此外，

楚云工作室较早地利用自媒体开展名师工作室的

各项活动。楚云工作室博客内容丰富，更新及时，

与工作室成员个人博客互动频繁，为工作室的理

念凝聚、团队建设、工作开展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在骨干教师跟岗培训期间，楚云工作室还建立了

ＱＱ群、微信群，系统收集了学员们的教学课件和
录像、教学设计、教后反思、读书笔记、工作记录、

培训总结等各种资料，整理后上传共享，为学员们

构建了一个储备丰厚的专业成长资源库。

从以上观察可以看出，以楚云工作室为代表

的一些名师工作室，已经开始自觉地利用以博客

为主的自媒体进行名师工作室宣传、日常活动组

织、培训过程管理、资料保存整理等工作，并取得

了相当明显的成效。但若从名师工作室的影响升

维和功能拓展等方面来看，仍存在一些不足，比如

随着数字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博客已淡出公众

的视野，难以有效及时地传递信息；博客的登录方

式多为网页登录，必须要在 ＰＣ端进行，远不如手
机ＡＰＰ便捷高效，对年轻群体缺乏吸引力等。因
此，如何进一步有效利用自媒体技术优势，充分拓

展名师工作室的影响辐射范围，有力推进名师工

作室各项活动的开展，并使其与师范教育对接从

而对师范生教育教学能力培养产生重要而深切的

影响，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２　 以微信公众号为载体打造名师工作室
的全媒体平台

微信公众平台，简称公众号，是微信旗下给个

人、企业和组织提供业务服务与用户管理的全新

服务平台，于 ２０１２年 ８月 ２３日正式开始运营。
微信公众号是当下应用最为广泛的自媒体形式之

一，因为它将自媒体的特性发挥到了极致，不仅能

够为媒体、企业、政府或其他组织提供服务类交

互，更能够为媒体和个人提供一种新的信息传播

方式，已经渗透进大众的日常生活。微信公众号

诞生７年来完成了爆炸式发展，引发了全民创建
自媒体的热潮。微信对当代国人日常生活领域的

全面占领，使得公众号成为自媒体中势头最强劲、

用户最广泛、影响力最大的一种。“互联网＋”是
互联网发展的新业态，是知识社会创新思维推动

下的互联网形态演进及其催生的经济社会发展新

形态。在此背景下，名师工作室也应引入“互联

网＋”思维，利用互联网资源建构全媒体平台，拓
展教师教育的维度，创新路径，促进教师共同体之

间的“随时随地”学习与“众体生成式”学习［４］。

微信公众号可以成为名师工作室进行全媒体

建设的突破口。虽然很多名师工作室已经以 ＱＱ
空间、微博、博客作为媒介载体进行资源发布和共

享，但这些平台已经慢慢衰落，其影响力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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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用远不如微信公众号。如今在网上搜索名师工

作室，会发现许多优秀的名师工作室都已开通公

众号，例如沈颖洁名师工作室、曹有凡名师工作室

等等。建立属于自己工作室的公众号，可以为工

作室提高知名度和传播力；读者可以在微信平台

上进行文章搜索和阅读，方便、快捷地进行学习，

不需要再登陆其他平台去一一探究。

再者，２０１８年以前创设的公众号具有留言功
能，可以令读者和作者、读者和读者之间进行讨论

交流，分享自己的见解和感受。现代教育要求教

师由一次成熟型教师转变为终身学习与成长型教

师，实现作为师者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微信公众

号中读者的评论，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和骨干教师

成员可以反思工作室的运行机制、组织体系、培训

流程、学习内容等等，也可以对工作室未来发展方

向进行适当的定位和调整，有利于名师工作室自

身的发展。

运营公众号，方便名师工作室团队内部进行总

结交流。每发布一篇推文，都是对一阶段的总结，

成员在接受学习后，再去回看自己的学习过程，在

对比其他学员的学习成果的基础上去反思、梳理自

己的学习，以实现一种升华。学员与学员之间也可

以根据总结内容相互提点、相互学习、共同成长。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公众号还可以对骨干教师学员

的招募起到一定作用。目前名师工作室学员的招

募，还只是基于比较传统的方式，如教育管理部门

发布信息、通过个人社交网络口耳相传等。公众号

的设立可以使工作室的影响深入到基层教师群体

当中。这一方面可以扩大学员的来源范围，让五湖

四海的有相近教育理念、教学追求的教师都有机会

参与；二是利用线上报名也能更方便快捷、更高效、

更便利地完成名师工作室的组织工作。

楚云工作室也是名师工作室依托微信公众号

建立全媒体平台的先行者。２０１８年 １０月，楚云
工作室设立了自己的公众号“楚云漫语”，用于分

享名师工作室的日常教学内容、教学感想和反思，

以及分享学生的好文章、独特见解。公众号简介

中短短 １２字体现了楚云工作室的核心价值观：
“见语文，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楚云漫语”

作为一个教育分享类型的公众号，内容以教学日

常为主，题材多样，包括读书报告、心得体会、学生

作品、课堂记录等等，体现了楚云老师作为名师独

特的教育理念和先进的教学方法。比如《我和语

文的故事》一文记录的是学生们对语文的看法，

“之前，我认为语文是枯燥的，现在，我认为语文

是新鲜的、有趣的、浪漫的、美妙的。我明白了语

文的意义，‘语’就是语言，‘文’就是文字、文学。

老师还提醒我们：‘生活处处皆语文，要用语文的

视角看世界。’”文章末尾，楚云老师评论道：“一

个好的老师犹如一位农夫，在孩子们的心中播撒

下希望的种子，然后终有一天，这些孩子会在某个

不知名的角落开出花来。”从此文章中，读者可以

看出楚云老师对学生阅读、写作的引导以及作为

名师的学识修养和人格魅力。公众号中有一系列

专栏《七上语文学习盘点》，以“经验＋反思＝成
长”为理念，引导学生三步一回头式地定期梳理

自己的学习心得。从学生制作的学习表格中，可

以充分发现学生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和总结能

力，通过对一学期语文课程内容的盘点、梳理，总

结出自己学习语文的心得体会。这样的教学方法

对学生的语文学习将持续发挥影响。

除了对名师工作室学员、学生、家长等产生的

作用外，名师工作室公众号还将对高校师范专业

教育和教师职前教育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公众号这一形式能对师范生产生潜移

默化的影响。如今许多名师工作室都开设了公众

号分享教学理念与体会。公众号推送的文章大多

含有文字、图片、语音、视频等丰富多彩的内容，相

比起单一的课堂教学，这种形式丰富的内容输入

更加符合当代大学生的喜好，可以随时随地地滑

动指尖去浏览阅读，也令他们更容易接收公众号

传播的信息。

其次，公众号是师范生理论学习和教育实践

联通的桥梁。师范教育不仅仅需要理论知识和相

关的学科素养，更需要切实提高教育教学实践能

力。名师工作室公众号可以作为连接二者的纽

带。公众号发布的文章中包括教学理念与反思、

日常教学动态、心得体会、学生作品等，充分还原

了一线教师的教学生态和一个真实的课堂。通过

名师工作室公众号，师范生还可以提前了解学校、

课堂、教学的实时动态，为以后的教学工作做好准

备。名师工作室的公众号可以看作是师范教育新

的认知渠道和知识建构方式。

再次，推广名师工作室公众号有助于师范生

技能的提升。公众号中呈现的名师的一些具体的

教学方法和技巧、与学生交流的经验和体会，是师

范生在课堂上无法习得的。公众号这一平台为师

范生建立了一个虚拟的课堂，是他们能够远程参

与，实现知行合一，有助于师范生技能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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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关于名师工作室自媒体运营的几点思考
在数字媒介时代，名师工作室利用现代数字

技术的加持，对自身进行更新和升维，打造工作室

品牌、加快优质教育资源的传播和推广，业已成为

工作室主持人的共识。然而就我们对目前名师工

作室自媒体运营状况的调研来看，工作室对自媒

体特性的了解、自媒体内容的建构、自媒体技术的

运用等方面尚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名师工

作室公众号的风格、理念较为随意，仅仅是名师个

人风采展示的园地；公众号板块单一、内容单薄，

未能充分利用多元化的数字技术和自媒体的强大

功能去辅助工作室研修工作的开展；公众号运营

力量薄弱，难有专人对组织架构、内容编排、受众

反馈等进行系统管理。以上不足制约了名师工作

室自媒体运营的发展，基于以上问题，我们从几个

方面做出了思考并提出建议。

３．１　 做好自媒体建设，优化和完善名师工作室
的教育服务功能

对于名师工作室这类教育分享型的自媒体，

应首先做好整体建设工作，才能在“自媒体＋教
育”的大背景下更好地发挥名师工作室的辐射效

应，整合优质的教育教学示范经验，提升中小学教

育实践的品质。

首先，应明确名师工作室自媒体的建设理念。

当前的名师工作室建设，首先需要明确工作室的

定位、特色与目标。很多名师工作室结合主持人

自身的教学理念和与学员的共同追求，确立了工

作室的教育理念。如广东省吴小兰名师工作室的

理念是“情智共生”，林君芬工作室的理念是“跨

界融合，四度教育”，韩丽萍名师工作室的理念是

“以学为中心协同发展”，林华工作室以建设“三

名”工作室为目标（“三名”为有名师、有名片、有

名流）等等。名师工作室的建设理念决定着工作

室自媒体的建构方针、运营策略、内容考量等重要

问题，可谓是名师工作室自媒体运营的基石，应格

外重视。

其次，制订合理的工作室自媒体运营方案，对

公众号的组织、栏目、内容等做出有效设计。丁之

境名师工作室的公众号“语文之境”内容较为丰

富，栏目设计合理，其中既有学员跟岗研修日志，

也有主持人的教学反思、教学感悟，还有学生习

作，可以说是教、学、研三者的有机结合。林华工

作室的公众号不仅提供主持人的原创课件，还有

学员的优质示范课视频、高考押题资料等，内容翔

实丰富，每则内容都有３０００至５０００的阅读量，

深受全国各地学科教师的关注。由此可见，名师

工作室的自媒体运营过程中，完善有效的栏目设

计、翔实丰富的内容架构始终是产生吸引力的决

胜因素。

再次，名师工作室自媒体可优化内容编排方

式，为查阅者提供更便利的检索服务。公众号的

推送内容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堆积，不利于受众

查阅过往信息。可以根据推送内容设置相应的分

栏，提供更好的服务。如“楚云漫语”公众号的内

容集中在教学、培训以及学生的作品展示三方面，

建议设置三项专栏：培训动态、教学动态、芳草地，

教学动态可分设教学感悟和教学实例。这不仅能

让受众进行更便利的操作，还提高了公众号的专

业化程度，为中小学教师和高校师范生的教学成

长提供方向性的指引和教学示范。

３．２　 优化自媒体内容质量，增强受众黏度，扩大
名师工作室的品牌效应

在名师工作室的自媒体运营中，能否通过资

源推送以全面呈现工作室的工作内容、特点亮点、

优秀经验、总结和反思，是评价工作室自媒体运营

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是吸引受众的根本保证。因

而，名师工作室公众号可以通过提供深度的、多样

化的教育教学资源增强公众号的受众黏度，从而

强化工作室的品牌形象，推动工作室优质经验的

传播与推广。

首先，公众号可以定期分享各种工作室日常

工作的各种资料，如培训的活动计划、课后反思、

培训学员的学习心得与教学心得等，吸引受众进

行交流互动。还可完善自媒体平台建设，并将工

作室的研究成果通过自媒体进行内容传播，通过

评论等反馈系统，扩展线下的学习和交流，及时对

主持人与学员进行反馈，促进工作室成员的互相

交流、共同进步。

其次，整合优质教育资源，定期收集和推送相

关政策文件、重要教研论文、教育热点文章，发布

优质教学资料，以实现名师工作室的示范引领功

能。工作室还可以通过开展网络备课或专题研讨

活动，将教学研讨整理并发布在自媒体平台，进行

工作室成员与受众的教研心得交流分享，分享感

悟与收获，从而完善教育理念、丰富教学经验、提

升教学技能。

再次，可加强教学交流，分享教学课件、课堂

实录、教学反思等，扩展名师工作室的教研空间，

适应“互联网＋”下的信息化教育趋势。这样可以
使工作室成员、一线教师、高校师范生能够及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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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己的知识储备，掌握前沿的教学方法和资料，

家长和学生也可以通过观看课件、教学实录、教学

视频等反思学习中出现的问题，扩展自身学习

空间。

３．３　 打造专业化自媒体运营团队，提高名师工
作室信息传播与管理效率

在名师工作室团队中应建立专门负责自媒体

运营的组织架构。在工作室主持人的引领下，运

营团队负责公众号内容的编辑、栏目的设置、推送

的安排以及相关宣传和推广工作，将工作室的自

媒体运营机制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从而为中

小学教师专业发展提供更加有效的指引，为受众

了解基础教育教学动态提供良好的渠道。

首先，自媒体内容应持续更新，以保持公众号

的活跃度，促进公众号的品牌建设。“楚云漫语”

的更新速度大约是一周一篇，可以在此基础上提

高更新速度，满足中小学教育工作者、高校师范生

对于教育教学动态的认知需求。

此外，可加强互动功能建设，加强读者与编者

的联系。通过开启后台留言设置功能，运营团队

可及时回复受众的留言信息，促进名师与名师、名

师与普通教师、名师与高校师范生之间的互动沟

通，增加各级教育者之间的交流途径，扩大名师工

作室的辐射范围和影响力。

名师工作室在各地陆续涌现，成为教师教育

的重要平台和推动区域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载

体。在运行过程中，名师工作室的建设理念清晰、

活动形式丰富、运行准确有效，从而对先进教育理

念的传播、优质教学技巧的推广、高尚师德的培养

等起到了很强的示范、引领、带动、辐射作用，为教

师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５］。虽然当下的

微信公众号数量庞大、良莠不齐，但名师工作室公

众号这类教育分享型公众号是一股清流，在“互

联网＋”时代，名师工作室的信息组织与整合、教
育教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名师工作室积累的经验

等，借助互联网能够获得更广泛且更生动的共

享［６］。名师工作室公众号的建设与我国高度重

视教育改革的大背景相吻合，又联结起千千万万

个体，发展前景必定是向上的。名师工作室公众

号的推广，是当今教育与科技发展相结合的一项

新成果，能够扩大名师的影响辐射范围，特别是令

名师带动高校师范生的成长，引领师范专业教育

和教师职前教育的良性发展，对教育生态的完善

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１］陈宪奎．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中美自媒体研究和比较分析
［Ｊ］．新闻与传播研究，２０１５（３）：３４－４２．

［２］单昕．自媒体写作与当代文学生态的嬗变［Ｊ］．当代文
坛，２０１７（４）：１４４－１４７．

［３］谭念君．名师工作室引领下的教师专业成长［Ｍ］．北
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７．

［４］王姣姣．新形势下名师工作室多元运行模式的构建与
实践［Ｊ］．中小学教师培训，２０１８（１２）：１３－１６．

［５］单昕，黄道鸣，黄玉婷，等．名师工作室的运行机制与
功能拓展［Ｊ］．中小学教师培训，２０１９（１２）：１６－２０．

［６］谭自云．名师工作室“互联网＋”成长新样态［Ｊ］．中小
学德育，２０１９（１０）：５７－５９．

Ａｓｓｉｓｔｉｎｇ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Ｒａｄｉａｔｉｎｇ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Ｍｅｄｉ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ａｍｏｕｓ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Ｓｔｕｄｉｏ

ＳＨＡＮＸｉｎ，ＨＵＸｉａｏｙｉｎｇ，ＨＵＡＮＧＱｉｕｔｉ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ｎ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３０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ｉｎｃｅｉｔ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ｔｈｅｆａｍｏｕｓ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ｓｔｕｄｉｏｉｎｐｒｉｍａｒｙａｎｄｍｉｄｄｌｅｓｃｈｏｏｌｓｈａｓｐｒｏｍｏ
ｔｅｄ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ｒａｎｋｓ，ａｎｄｐｌａｙｅｄａｓｔｒｏｎｇｒｏｌｅｉｎ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ｎｇ，ｒａｄｉａｔｉｎｇａｎｄｇｕｉｄｉｎｇｔｈｅｆａ
ｍｏｕｓ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ｏｆｂａｓｉｃ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ｙｅａｒ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ｉｇｉｔａｌｍｅｄｉａｂａｓｅｄｏｎＷｅＭｅｄｉａｃａｎｂｅｕｓｅｄａｓａｃａｒｒｉｅｒｔｏｅｘｐ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ｆａｍｏｕｓ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ｓｔｕｄｉｏ，ｆｕｒｔｈｅｒ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ｔｓ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ｅａｄｉｎｇｒｏｌｅ，ａｎｄｌｅａｄ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ｆａｍｏｕｓ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ｓｔｕｄｉｏ；ＷｅＭｅｄｉａ；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ｎｏｒｍａ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责任校对　朱春花）

８３１



第１２卷 第３期
２０２０年５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２Ｎｏ．３
Ｍａｙ２０２０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２０．０３．０２３

我国教师实践性知识的计量可视化分析研究

———基于１９９６—２０１８年ＣＮＫＩ文献

党洁１，２

（１．新疆师范大学，新疆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５４；２．新疆医科大学，新疆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１１）

摘　要：研究选取１９９６年～２０１８年ＣＮＫＩ数据库收录的以“教师”“实践性知识”为主题的１１１６篇论文，运用计量可
视化分析方法对论文的研究趋势、研究内容、研究者、研究机构、研究基金、共引文献、发表期刊分布进行系统分析。研究

发现：我国教师实践性研究成果急剧下滑。可以通过扩展研究对象，尤其是对高校教师的研究；鼓励西部高校、职业院

校、非师范类高校根据学生的特点积极探索教师实践性知识；加大实践性知识与各学科的融合度丰富该领域成果。

关键词：教师；实践性知识；计量可视化；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２０）０３－０１３９－０７

１　研究的缘由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

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指出要改进教师培训内

容，紧密结合教育教学一线实际，组织高质量培

训，使教师静心钻研教学，切实提升教学水平［１］。

培训是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途径，长期以来，我国

教师专业发展主要集中在教师所讲授的专业知

识、教育学知识、教育心理学知识、教育法规、教师

职业道德修养等课程，这些理论知识因高度凝练，

脱离于教师的一线教育教学经验，致使教师在实

际中教学很难将所学理论与实际教学结合起来。

２００３年陈向明发表的《实践性知识：教师专业发
展的知识基础》指出：实践性知识是真正主导教

师实践、对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起实质作用的一

种知识［２］。为教师专业化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教师实践性知识是教师对自己的教育教学经

验进行反思和提炼后形成的，并通过自己的行动

做出来的对教育教学的认识［３］。教师的实践性

知识是教师教学能力的重要体现，关系到我国教

育教学的质量，也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在过去３０年里，我国学者对教师的实践性知识做
了哪些研究？存在的问题是什么？今后的研究方

向是什么？本文借助计量可视化分析的方法对

ＣＮＫＩ数据库中收录的教师实践性知识论文进行
统计分析，以期更为直观、系统地揭示以往的研究

成果，为今后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研究方向提供可

借鉴的思路。

２　数据收集与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为避免检索“关键词”“篇名”而造成研究范

围的缩小，本研究使用“主题词”在 ＣＮＫＩ数据库
中输入“教师”和“实践性知识”进行检索，检索的

层次分为硕博论文和期刊论文两类。硕博论文共

５５８篇，其中硕士论文４９４篇，博士论文６４篇，博
士论文约占硕博论文总数的 １／１０。期刊论文 １
４５４篇，其中 ＣＳＳＣＩ和核心期刊论文 ５６２篇，
ＣＳＳＣＩ和核心期刊论文约占期刊论文总数的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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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所有论文进行进一步筛选，剔除“编者按”

等与本研究无关的论文，仅保留硕博论文及

ＣＳＳＣＩ和核心期刊论文，最终确定 ５５８篇硕博士
论文和５５８篇期刊论文，共计 １１１６篇论文。检
索未设定论文初始年限，仅设定终止年限为２０１８
年，因第一篇 ＣＳＳＣＩ和核心期刊论文源于 １９９６
年，因此研究的时间跨度为１９９６至２０１８年。
２．２　研究方法

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通过文献计量可

视化的方法对１１１６篇教师实践性知识研究的论
文进行分析。因计量可视化分析每次最多分析

２００篇文献，因此运用Ｅｘｃｅｌ辅助统计分析。分析
的内容包括：研究趋势、研究内容、研究者、研究机

构、研究基金、共引文献、发表期刊分布。

３　统计结果与分析
图１中虚线表示教师实践性知识期刊论文的

研究情况，实线表示硕博论文的研究情况。通过

图１我们可以看出：（１）期刊论文和硕博论文对
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研究趋势是相对吻合的，相对

期刊论文而言，硕博论文的研究趋势平缓、成果滞

后，主要因为硕博论文从选题到论文完成需要２～
３年时间。（２）期刊论文所体现的教师实践性知
识的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１９９６—２００３年以
前是初步探索期，没有形成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

果，学术界对其关注也不多。１９９６年张建在《外
国教育研究》上发表的《理论与实践：教师教育哲

学中的两个基本范畴》可算作我国在教师实践性

知识研究领域的初次尝试。２００３年 １月随着陈
向明在《北京大学教育评论》上发表的《实践性知

识：教师专业发展的知识基础》，正式开启了我国

教师实践性知识研究的序幕。２００３—２０１５年是
研究活跃区，研究成果呈逐年递增状态，到 ２０１５
年达到最高峰，全年共有 ６９篇核心论文，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年是研究衰退期，研究成果大幅下滑。硕博
士论文通常研究相对成熟的理论和具有学术性的

问题，因此２００３年之前没有教师实践性知识领域
的论文。其研究大致分为两个阶段，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是研究活跃期，研究成果逐年攀升，到 ２０１７年
达到顶峰，全年共５０篇硕博论文，其中６篇博士
论文，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是研究衰退期，研究成果迅
速下滑，２０１８年仅１９篇硕博论文，其中３篇博士
论文。

图１　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研究趋势

３．１　关键词
图２显示了 ＣＮＫＩ数据库中１１１６篇与主题

相关的硕博论文和期刊论文的关键词词频情况。

居于前三位的是“教学情境”“实践智慧”及“反思

性实践”，说明研究者在研究实践性知识时以现

实的教学情境为基础，通过引导教师反思性实践

而生成，形成了从实践到理论的研究路径，突破了

以往研究从理论到实践的研究思路。通过图２也
可以推断出我国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研究注重从理

论上先区分实践性知识、条件性知识、教师专业知

识、学科教学知识等概念；或提出了学习共同体是

实践性知识产生的媒介；教师的实践性知识通过

教师的教学反思、教育实习、课堂教学生成。

图２　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研究内容－关键词

３．２　主题词
图３、图４分别是期刊论文和硕博论文中与

教师实践性知识相关的主题词词频情况。结果显

示：教师实践性知识、实践性知识、实践性、教师专

业发展、新手教师、教师成长、课堂教学、教师知识

等都是其共同的主题高频词。相异之处在于期刊

论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师范生、职前教师，硕博论

文的研究对象除师范生以外，具体到幼儿教师和

语文教师，出现了不同阶段、不同学科的划分。期

刊论文尚未体现出研究方法，而硕博论文出现了

个案研究、叙事研究、调查研究的研究方法，可以

推断出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硕博论文主要以实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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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为主，通过教师的实际课堂教学进行研究。硕

博论文在教师知识的基础上出现了教育信念的概

念，根据陈向明对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划分，包括关

于教师自我的知识、关于科目的知识、关于学生的

知识、关于情境的知识，它们都受到教师更上位

的、有关教育本质的理念的影响。由此可见，硕博

论文对教师实践性知识的探究上升到信念层面，

研究具有一定的深度。

图３　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研究内容－主题词－期刊论文

图４　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研究内容－主题词－硕博论文

３．３　研究者
图５显示在我国长期关注教师实践性知识研

究领域的学者，以北京大学的陈向明为首，自

２００３年发表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第一篇文章后，进
行了持续的关注和研究。截至 ２０１８年，共发表
１１篇期刊论文。其次为杨卉、王陆、张慧霞，均来
自首都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为教育理论与教育管

理、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和中等教育，他们将

在线实践社区与教师实践性知识结合起来开展研

究，实现了教师实践性知识与具体学科的融合，发

表了近１０篇期刊论文。云南师范大学的王艳玲
发表了７篇期刊论文。

图６是各高校指导教师实践性知识相关硕博

论文的指导教师情况，学生的论文选题在一定程

度上会倾向于导师研究领域，因此通过导师指导

论文的数量也可以推断出该领域的研究者。图６
显示江西师范大学的项国雄指导了６篇论文，均
为硕士论文；东北师范大学的马云鹏指导了４篇
论文，其中１篇博士论文、３篇硕士论文；华东师
范大学的钟启泉指导了３篇论文，均为博士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的王斌华指导了３篇论文，均为博
士论文。

在某一研究领域中第一位撰写硕博论文的作

者和被下载数、被引用数最高的论文的作者也需

要说明。第一篇以教师实践性知识为核心概念的

硕士论文源自首都师范大学的王凤香，其２００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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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的论文《一位乡村女教师的故事———教师个

人实践性知识建构的社会学分析》，指导教师是

康丽颖。第一篇以教师实践性知识为核心概念的

博士论文源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姜美玲，其２００６年
完成的论文《教师实践性知识研究》，导师是钟启

泉。该论文也是被下载、被引用次数最高的论文，

被下载数是８６７５，被引用数是２５３。

图５　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研究者－期刊论文作者

图６　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研究者－硕博论文指导教师

３．４　研究机构
期刊论文的研究机构实质上是研究者所在的

单位，硕博论文的研究机构实质上是导师与学生

所在的单位。图７、图８分别表示有１０篇以上研
究成果的研究机构。一般而言，取得硕博士学位

需要在研究领域发表期刊论文，学位论文的撰写

也需要前期小论文的积淀，且硕博论文的导师因

长期关注某一领域，也会在期刊上发表论文，因此

期刊论文研究者的单位与硕博论文作者、导师的

单位应有重合。图 ７、图 ８所示：华东师范大学、
西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西北师

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的学者都较为关注教师实

践性知识，尤其是华东师范大学共发表３６篇期刊
论文，指导完成５６篇硕博士论文。北京大学、北
京师范大学的研究成果多体现在期刊论文中。

通过这些机构我们也发现以北京、上海为首

的中东部地区高校引领了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研

究，西部高校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较少。且中东

部的高校都是“双一流”高校、师范类高校，尚未

显示西部高校、职业院校、非师范类高校。

图７　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研究机构－期刊论文

图８　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研究机构－硕博论文

３．５　研究基金
研究基金为论文成果提供一定的物质保障和

人力保障，研究基金支持项目的数量可以体现教

育管理部门对该研究领域的支持力度。图９是期
刊论文中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研究基金分布，其中

全国教学科学规划基金对教师实践性知识研究的

支持力度最大，共有４１篇论文受基金资助。其次
是江苏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和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分别有 ８篇和 ５篇论文受到资助。
在各地方性基金中江苏省教育厅较为重视教师实

践性知识的研究，分别资助了江苏师范大学、南京

晓庄学院等８所来自不同高校的教师研究实践性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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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研究基金

纵观各省份教育管理部门对教师实践性知识

研究设立的基金，多数来自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

的基金仅显示了陕西省、四川省和贵州省，且受资

助的论文数较少。

３．６　共引文献
在ＣＮＫＩ数据库收录的１１１６篇教师实践性

知识论文总参考数是３４２１０，总被引数是１５７９４，
总下载数是９３９７３７。期刊论文的篇均参考数是
７．９３，硕博论文的篇均参考数是５３．２９。期刊论文
的篇均被引数是２０．０８，硕博论文的篇均被引数是
１０．７２。期刊论文的篇均下载数是７８５．４６，硕博论
文的篇均下载数是９６４．４４。

一个研究领域中总有一些文章是绕不过去的

核心论文，也就是共引文献。通过图１０可以看出
在教师实践性知识研究领域最核心的文章是陈向

明２００３年在《北京大学教育评论》上发表的《实
践性知识：教师专业发展的知识基础》，被引用

２０９次。其次是陈向明 ２００９年在《教育研究》上
发表的《对教师实践性知识构成要素的探讨》，被

引用４５次。２０１１年陈向明等出版的《搭建实践
与理论之桥———教师实践性知识研究》，被引用

４３次。２００３年佐藤学著、钟启泉译的《课程与教
师》，被引用３８次。２００７年舍恩出版的《反映的
实践者》，被引用３２次。
３．７　发表期刊分布

发表期刊的分布可以推断期刊对某一领域研

究的关注程度。图１１显示了自１９９６—２０１８年发
表了１０篇以上教师实践性知识论文的期刊。其
中全球教育展望、教育理论与实践、教育探索都是

长期关注教师实践性知识的杂志，分别发表了２８
篇、２７篇、２１篇论文。

图１０　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共引文献

图１１　教师实践性知识论文发表的期刊分布

教育探索、教学与管理、中小学教师培训、中

国教育学刊都是面向基础教育领域的理论与实践

研究，可见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研究对象多集中在

中小学教师和幼儿教师。

４　研究成果衰退的反思
通过图１中梳理的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研究趋

势我们发现自２０１５年以后该领域的研究成果急
剧下滑。其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４．１　 核心课题的结题，致使后期研究成果减少
优秀的研究团队和课题项目为研究成果产出

提供了坚实的人力和物力保障。陈向明在北京市

教育科学规划的重点课题“教师的实践性知识研

究”历时 ３年（２００６—２００９），成为教师实践性知
识研究领域成果最多的课题。其课题组成员由大

学研究人员和中小学教师组成，客观、真实、系统、

全面地研究了教师实践性知识。课题研究过程

中，共召开了３８次正式会议，在国内教育类核心
期刊上公开发表４０多篇论文。随着课题项目的
结题，研究成果也逐渐减少。尚未出现其他研究

教师实践性知识的核心课题组。

４．２　 教师评价标准不完善，致使关注教师实践
性知识研究者减少

随着２００６年我国颁发《关于印发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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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２００６〕５６号）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
制度改革实施办法》（国人部发〔２００６〕５９号）等
文件。根据国务院统一部署决定，２００９年 １月
起，我国首先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实施绩效工资

分配政策。绩效工资分配政策是激励政策，引导

教师朝向“绩效”努力。制订合理的薪酬方案可

以吸引有能力的求职者，挽留称职的员工以及对

工作成绩出色的员工进行激励和嘉奖［４］。一些

学校为使“绩效”结果客观公平，一刀切地采取量

化的考核方式，使教师开始关注易于量化的教学

工作数量，忽视难以量化的教学质量。越来越多

的教师和研究者也不再探究教师实际教学能力的

提升，“无形”的教师实践性知识是教师教学能力

的重要组成部分，便迅速被忽视。

５　今后研究的方向
教学工作始终是学校发展建设的重中之重，教

师的教学能力关乎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关乎国家

的长远发展。教师的专业性集中在日常的教学工

作中，而支撑教师教学工作的，就是教师的“实践知

识”［５］。实践性知识与教师的实际教学工作紧密

相连，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教学实践的不断更迭推

动着教师实践性知识的不断发展，因此对教师实践

性知识的研究应当是持续发展的过程。

教师的实践性知识是教师对个人教学经验的

反思和总结，是提升课堂教学能力的重要途径。陈

向明在《搭建实践与理论之桥———教师实践性知

识研究》中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定义、内容类型、表征

形式、构成要素和生成机制、生成媒介都进行了翔

实的研究。通过图４硕博论文中的教师实践性知
识的主题词，我们发现在硕博论文中已经出现将研

究对象具体到某一阶段或某一学科教师的倾向。

不同阶段、不同学科背景的教师实践性知识应当有

差异性，因此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研究可以更加丰富。

５．１　 扩展研究对象，加强对高校教师的研究
通过图２、图３、图４教师实践性知识研究的

关键词、主题词词频及图１１教师实践性知识论文
发表的期刊分布，发现幼儿教师和中小学教师是

主要研究对象。国内研究教师实践性知识最核心

团队是以陈向明为首的团队，他们的主要研究对

象也是中小学老师。而在 ＣＮＫＩ数据库中以“教
师”“实践性知识”主题词为基础增加“高校”主题

词仅能检索出 ２０篇 ＣＳＳＣＩ和核心期刊论文，３９
篇硕博士论文。

幼儿教师和中小学教师大多都是师范生，受

过较为正规的师范教育。在大学阶段除了学习学

科课程外，还系统地学习了教育学、心理学、教学

法等课程，通过了普通话水平测试和教师资格考

试，经历过至少１学期的中小学教学实习活动，对
教师实践性知识有一定的认识和积累。相对来

说，可以具备教师的胜任资格。而高校教师则不

然，高校教师多为研究生学历，本科及研究生阶段

均在学习学科课程，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教师专业

知识，更没有教育实践经历，进入高校工作后经过

高校教师岗前集中培训，取得高校教师资格证，成

为教师。根据舍恩“专业知识不能与专业经验分

离。实践情境中所面临的问题往往都非常复杂，

而理论知识则往往是单纯的、概括的、简化

的”［６］。可见，高校教师专业化发展受到理论和

实践的双重限制，加之高校的发展依赖于科研成

果，高校的科研成果依赖于教师的科学研究，高校

教师还兼有科研和教学双重任务。近些年，很多

高校将科研成果作为教师评聘职称的最重要的指

标，高校教师越来越重视科研，而轻视教学，导致

一些高校教学质量下滑，难以培养出社会需要的

人才。高校教师的工作时间不能完全集中在教学

上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如何在有效的时间内提升

教学能力成为教师发展的核心问题，而教师实践

性知识是决定教师教学能力的关键因素。因此，

研究和培养高校教师实践性知识可以算作当前亟

待解决的问题。

５．２　 鼓励西部高校、职业院校、非师范类高校开
展研究

通过图７、图８、图９发现无论是研究机构还
是研究基金，中东部地区的高校和教育管理部门

对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关注程度较高。具体体现为

上海、北京、江苏、东北、山东等区域的高校，陕西、

四川、重庆、广西、贵州等西部地区虽有关注，但研

究成果非常少。且中东部高校中以“双一流”高

校、师范类高校的发文贡献率高，西部高校、职业

院校、非师范类高校贡献率明显偏低。英国著名

物理化学家波兰尼指出：“人们将知识的产生看

成是一种纯粹理性的过程是非常可笑的，在知识

的产生过程中，个体非理性的因素是根本不能缺

少的。”［７］石中英也指出：本土知识是本土人民长

期以来生产和生活斗争的智力结晶，是解决本土

社会问题最好的智力工具［８］。西部地区，尤其是

西部偏远地区学校有其独特的教育模式，教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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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式、学生的学习方式都不同于东部地区，他

们是教学质量相对较弱的地区，是教学质量亟待

提高的地区。因此，可以加大对西部高校、职业院

校、非师范院校的教师进行实践性知识的研究及

培训，以有效地提高其教学质量，缩小东、西区域

教育水平之间的差距。

５．３　 加大实践性知识与各学科的融合度
未来教师专业知识结构最基础层面是有关当

代科学和人文两方面的基础知识，以及工具性学科

的扎实基础和熟练运用的技能、技巧［９］。图５显示
在我国关注教师实践性知识研究领域的学者中除

陈向明等研究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高等教育、中

等教育的学者，还有杨卉、王陆、张慧霞等研究计算

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领域的学者。他们将在线实

践社区与教师实践性知识相结合，先后发表了《教

师在线实践社区中的教师实践性知识建构的个案

研究》《远程校本研修中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特征研

究》等近１０篇论文，为实践性知识的研究开阔了新
思路。正如张庆华所言：“现阶段的教师实践性知

识研究正在从静态方式描述实践性知识的结构、表

征形式转向深度挖掘实践性知识建构规律、形成机

制和生成媒介等。”［１０］由此可见，不同学科知识相

互碰撞可以产生出新的研究成果，且教师实践性知

识是一个普适性的概念，可以与不同学科的教学融

合。例如教师的实践性知识如何适切地应用在文

科、理科、工科教师的实际教学课堂中，以全面提高

各学科领域教师的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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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高实践能力为导向的模块式

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

———以高职公共文化服务与管理专业为例

王文兰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广东 珠海 ５１９０９０）

摘　要：高职教育旨在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高素质应用技能型人才。高职公共文化服务与管理专业传统教学模式
脱离专业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培养的人才难以满足用人单位岗位实践能力需求。为提高学生的岗位实践能力，我们在

该专业引入模块式教学模式，从课程体系、教学设计、教学实施、师资建设、校企合作等方面着手，打破传统教学模式，构

建了以提高实践能力为导向的模块式教学模式。改革取得良好效果，为高职教学改革提供了样板。纵观整个改革过程

还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进的地方，我们将借鉴更多最新研究成果作下一步研究解决。

关键词：实践能力；高职；公共文化服务与管理专业；模块式教学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２０）０３－０１４６－０６

１　背景分析
当前，高职高专教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面

临大好的发展机遇。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不

断进步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各行业对劳动者

的素质、能力提出许多新的更高的要求，使以“就

业为导向”，培养“适应生产、建设、服务、管理一

线岗位需要的高素质应用技能型人才”为目标的

职业教育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国家高度重视公

共文化服务建设，希望每位公民都能享受到基本

文化生活权利，公共文化服务与管理专业人才需

求增加、要求提高，但我们走访、调研学生就业单

位时，发现学生离职率较高，据就业单位反映学生

基本素养不错，但实践能力弱，不能满足职业需

求。用人单位的反馈暴露出我们人才培养模式有

问题，已经滞后于社会和市场需求，必须进行改

革，强化技能训练，培养出真正能满足社会需要的

人才。

１．１　 课程设置与专业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脱节
《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

作的意见》指出高职高专培养高等技术应用性专

门人才，学生应在具有必备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

门知识的基础上，重点掌握从事本专业领域实际

工作的基本能力和基本技能［１］。可是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中课程设置闭门造车，没有按照学生

就业、工作实际要求进行设计，更未能形成学生

职业能力培养的整体框架，而是仍然从学科出

发，以学科理论知识为主，即课程体系仍然按照

传统的学科教育的框架设计。对学科性知识学

习存在困难且自觉性不高的高职学生而言，显

然难以引起学习兴趣，尽管学生能掌握一些理

论知识，但动手能力差，与实际工作需要的技能

差距太大。因此，学生职业素养难以养成，与社

会实际需要存在较大的差距，难以满足社会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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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教学中以“教师”“教材”为中心
教学模式单一，方法呆板，缺乏针对性、适应

性和有效性。课堂教学单一的“粉笔＋黑板＋
ＰＰＴ”模式，教师单方讲、做，缺乏师生间的互动，
课堂气氛沉闷，无法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

性［２］。专业教师尽管有高学历，但基本上没有公

共文化服务与管理工作实践经验，基本上是从

“高校”到“高校”，教学中习惯于按所选教材组织

内容授课，不善于研究授课内容在专业培养目标

中的作用，很少研究所教的内容如何与学生以后

的工作相结合，也缺乏参加生产实践、学习生产现

场新技术、新工艺、新知识的主动性，课程开发能

力低下，不能达到高职“双师型”教师要求，教学

效果不理想。

１．３　教学中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
课程的安排仍是传统的以学期为单位、每周

每次两节课，讲完理论后几天甚至几周后才带学

生实践，知识遗忘很快，导致重要知识需要在实践

时重新讲授一次，很浪费时间，也不符合高职“学

中做、做中学”“工学结合”的要求。造成理论与

实训、实践不能及时衔接，不利于学生对理论知识

的理解和掌握，也不利于巩固学生实践能力。

２　模块式教学内涵及实践
２．１　模块式教学内涵

模块式教学（ＭＥＳ）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由国
际劳工组织研究开发出来的以现场教学为主、以

技能培训为核心的一种教学模式，该模式把培养

目标中各技能等级的应知、应会部分，按其性质划

分为不同层次的模块，有序地实施逐块达标的教

学活动［３］。推行模块式教学法，在教学内容、方

法和考核标准上，与行业需要、行业考核标准紧密

结合，摆脱了普教的传统模式，更加突出了职业技

术教育的特点，提高了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实践能

力。其主要教学特征是：

２．１．１　 课程设置与专业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紧
密衔接，教学目标明确

模块课程体系设计结构化，课程体系严格按

工作过程结构对课程及其之间的逻辑关系做整体

规划、以获取学习能力和工作能力的知识结构关

系组织模块课程内容，建立“能力型”课程体系。

单门课程设计上先从职业具体岗位工作要求出

发，把学习的内容分解成一个个具体的工作任务，

然后通过分析完成此项工作任务需要的知识和技

能按其性质划分不同层次来确定单门课程模块内

容。每个课程模块内容有具体、可考核的知识、技

能、态度三层级的教学目标，充分体现“全面发

展”的教学理念，强调教学目标中三者在教学过

程中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

２．１．２　教学以实践为中心
突出实践在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充分体现高

职“学中做、做中学”“工学结合”教学理念，强调

知识的实践性，通过实践建构知识形成能力。

２．１．３　学生是课堂的“主人”
强调以学生为本，教学过程中始终把学生放

在中心位置，学生不只是获得理论知识，更多的是

获得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学生在教学场所将理

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紧密结合，主动完成学习任务，

达到学习目标，做到“知行合一”“手脑并用”，由

学习“被动接受者”变为“主动参与者”“积极行动

者”［１］。教师不再是课堂主导者和控制者，而是

教学过程的参与者和引导者，引领学生学习，要负

责教材内容的处理、课程研究和教材的编写、培养

计划的制订、实训室的建设。

２．１．４　教学质量考核方式多样
“能力型”课程体系下，教学质量考核理论知

识掌握程度同时主要考核每个模块的实践能力、

不同模块采用不同方式方法。

２．２　模块式教学实践
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较早将模块理论引

入教育教学领域，德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在职

业教育的实践中广泛应用模块式教学，并取得非

常好的教学效果；我国近年来研究高职模块式教

学逐渐增多，也有改革方面的尝试，并取得一定成

果。但主要集中在理工类专业，而且主要是某一

门课程的模块式教学改革，专业实施模块式教学

改革的较少，尤其是从顶层设计到教学实施贯穿

专业人才培养全过程的更少［５］。然而职业实践

能力不只是理工类高职专业人才培养的核心，它

是整个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核心。而且目前我国

职业教育的职业实践能力观主要是吸收德国的基

于工作过程教学、模块式教学等强调企业岗位需

求的岗位能力本位观。学者们也肯定了模块式教

学对我国高职教育的积极影响，纷纷认为课程模

块化是整个职业教育改革的一个趋势。因此公共

文化服务与管理专业引入模块式教学模式，在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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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和西方行为主义教育理论、建

构主义教育理论指导下，围绕职业实践能力，设置

以实践能力为核心的模块式课程体系，优化课程

教学内容，明确教学目标、教学方式方法和评价标

准等。

２．２．１　 构建以岗位实践能力为核心的模块化课
程体系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是人才培养工作的总体设

计，是纲领性文件，是实现高职人才培养目标的具

体实施方案，也是组织教学过程、实施教学管理的

重要依据。为此我们改革从顶层设计人才培养计

划着手，调整人才培养方案，设置以市场需求为基

础的岗位实际需要能力为核心的人才培养课程体

系。首先广泛开展调研和论证，对珠海市相关企

业事业单位人才需求要求和已经就业的往届毕业

生就《现在工作中需要的能力素质要求》进行调

研；聘请相关企事业单位专家作为成员组建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其次，梳理企业的人才需求，在

此基础上结合经济发展现状和趋势分析本专业现

在和未来的职业，确定构成某一职业的各种工作

岗位的设置。再根据高职高专人才培养目标的要

求，按照高职学生的心理特点、能力水平以及就业

岗位群对人才素质、知识和能力要求，运用教学计

划开发法（ＤＡＣＵＭ方法）确定从事不同工作岗位
需要的相对应专项知识技能和综合能力，一一列

举出来，设计出人才培养规格和课程，再以模块式

理论为指导，将在人才培养中具有同类功能的各

门课程组合形成五大模块：公共基础与素质模块

大概占总课时１６％；专业基本知识能力模块大概
占总课时 ３９％；专业核心能力模块 １４％、专业拓
展能力模块１５％、专业综合性实践模块约１６％。

公共基础与素质模块按岗位对人才的素质

（思想素质、职业素质、身体心理素质）要求形成，

该模块课程包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廉洁
修身、形势与政策、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大学英

语、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军训和入学教育（含军

事理论）、就业创业指导等课程；根据工作岗位要

求专业人才所应具备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岗位能力

要求整合形成专业基础知识能力模块和专业核心

能力模块；专业核心模块由艺术场馆管理实务

（文化馆方向、美术馆方向、图书馆方向）、文化市

场营销经营与管理、文化活动创意与策划等课程

组成；根据就业后工作范围，设置专业拓展能力模

块，该模块包括摄影、影视欣赏、流行音乐、民族

舞、文学欣赏、书法等课程，让学生通过选修这类

课程，充分发挥自己特长，拓宽职业岗位范围；依

据岗位综合要求设置综合实践模块，强化实践性

教学，通过综合实践，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

实现学生与职业岗位“零距离接触”，让学生在实

践中发掘课本中的真理，积累工作经验做好进入

社会准备。公共基础与素质模块和专业基本知识

能力模块课程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专业核心能

力模块、专业拓展能力模块、专业综合性实践模块

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专业核心能力模块、

专业拓展能力模块、专业综合性实践模块是公共

基础与素质模块和专业基本知识能力模块课程上

的提高，各模块互相促进，相辅相成，促进综合素

质和能力的形成（见图１）。

图１　模块化课程体系设置

在职业岗位分析基础上，依照《教育部关于

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中课程

和教学内容体系改革，“要按照突出应用性、实践

性的原则重组课程结构”要求，秉持必需、应用、

够用的原则，降低专业课程理论课课时比例；删减

了理论性较强并与后续课联系不多的重复的内

容，如文化产业经济学等课程；适当降低理论深

度，做到够用就行，增加技能训练课课程或实践课

课时，如：增加客户沟通技巧实训、文化产品营销

实训、应用文写作、商务谈判与礼仪等课程；增加

了专业将需要的新技能新方法相关课程，如电子

商务、网络建设与网页制作等；增设与专业课程整

合的创新创业课程，并将个性化的创新实践项目

纳入选修学分，激励学生自主创新和开发新产品

的意识及实践能力；实践课课时占总课时比例由

原来的５２％增加到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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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进程安排上：前三学期学习必需的公共

基础与素质模块与专业基本知识能力课程，为专

业核心能力获得夯实基础；第四学期学习专业核

心能力课程和第五学期学习专业拓展能力课；第

六个学期学生进行为期６个月的毕业顶岗实习。
２．２．２　 构建以典型工作任务为中心的教学设计

在工作岗位所需专项能力分析基础上，单门

课程教学也模块化，以典型工作任务为驱动，按照

工作岗位所需设计课程教学知识、技能模块，一个

模块可以是一个单元的知识，可以是几个单元的

组合，也可以是一本书的整合。将每一个模块的

教学要达到的知识、技能、态度等列出，并将每个

模块排出顺序，确定核心模块、基础模块，编出课

程标准，见图 ２。各个模块教学内容以工作中某
一典型工作任务为中心组织，以完成这一工作任

务来设计本模块的教学目标、学习任务、教学环

境、教学方法等，并编制成学习大纲，课前下发给

学生，如此将学习过程、工作过程紧密联系起来，

由以前的专业系统知识教学变成了专业专项能力

训练，不需拘泥于所订某本教材。

图２　以典型工作任务为中心的教学设计

２．２．３　 执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实施
基于模块式教学特征，对实践性强的专业课

实行阶段性授课，授课时间分为两个阶段，前９周
为第一阶段，后９周为第二阶段，每个阶段集中授
课，理论与实践交替进行有效衔接，充分体现杜威

“做中学”“做中教”的“教、学、做合一”的职业教

育思想，提高了学生职业能力训练效率。教学方

法上课程基础模块更多采用案例教学法和讨论式

教学法，实操性强的专业课程或课程模块教学上

强调“教师边讲解边演示，学生边操作边理解”的

动手动脑相结合的“双边教学法”或现场教学法，

让学生在接近所从事职业的“准工作环境”里学

习操作；所有课程我们都推行项目教学法、模拟教

学法以及角色扮演法等符合高职学生认知规律和

情感认同规律的与模块内容相适应的教法与学

法。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只是咨询者和引导者，起

主导作用，负责为学生选择合适的学习任务，为学

习任务提供适应的学习资源；帮助学生寻找适合

自己的学习方法，进行自我控制和评价；在要求学

生具有的工作知识、技能和态度上教师要起示范

作用；学生是课堂的主体，要对自己负责，认真观

看教师示范，边学边做，及时纠正操作错误。

教学考核采用模块反馈方式，即每个模块教

学结束时进行考核，教师根据教学模块和课程内

容特点采用课程设计、口试、答辩、现场测试、操作

等多种考核方法，根据行业要求和标准着重考核

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过

程；学生职业技能评价成绩由教师评价＋学生自
我评价＋学生相互评价组成；学生期末课程成绩
由平时考勤＋各个模块实操成绩＋理论考试成绩
构成，也鼓励学生考取职业资格证书，通过这种方

式检验自己的技能水平。这种教学考核方式能真

实反映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促进学生个

性与能力的全面发展，培养出社会真正需要的

人才。

２．２．４　建设实力“双师型”教师
在模块化教学改革中，建立一支实力“双师

型”教师队伍非常重要，是改革顺利进行的关键。

我们推行的模块式教学，绝大部分教学任务需要

通过技能练习来解决，决定了专业教师必须是

“双师型”教师，即必须同时具备“理论教学和实

践教学的能力”，要求教师不仅具备扎实的基础

理论知识、较强的教学科研能力和较高的技能水

平，还须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为此，我们制订专

业教师培训计划，教学改革必须以改革教育思想

和教育观念为先导，因此我们首先通过内训和外

训帮助教师理解并掌握职业教育的理念和模块式

教学理论，内训主要是讲座、教研学习、会议，外训

有跟岗学习和参加教育部举办的各类高职教育教

学理论学习；其次建立如《关于鼓励教师考取职

业资格证书奖励办法》《专业教师到企业实践制

度》等制度，鼓励教师考取职业资格证书和有针

对性利用假期安排教师到对应企事业单位相关岗

位顶岗实践，对行业、企业的需求和对学生以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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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工作进行了解和分析，切实掌握各个岗位所需

知识和技能，设置切实可行的技能训练方案。先

后派送５名青年教师到珠海市文化馆、图书馆和
红旗镇文化馆等单位实践。引进有企业实践经验

的高技能高层次人才，同时聘请企业能工巧匠到

学校担任专业实践技能课兼职教师，提供以行业

企业需求为导向的实践指导，帮助学生认识和解

决行业企业中实际问题。

２．２．５　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
模块式教学改革，需要利用企业环境和资源

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人才，因而必须与企业紧密

联系。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是模块式教学改革顺

利进行的重要保障。如图 ３，首先我们通过校企
合作建立多能力层次实训基地，满足模块式教学

下完成教学任务需要的模拟或真实的实训场所需

要：校内通过校企联合建成以课程实训教学为主

的实训室，主要用于电子商务、网络建设与网页制

作等专业基础知识能力课程的实训。校外通过校

企合作，学校和企业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建立多处

具有真实职场环境的服务性综合实训基地，比如

珠海非物质文化遗产协会、珠海市文化馆等，主要

用于专业核心能力模块和专业综合性实践模块课

程实训；由此形成实践能力训练层层递进、相互支

撑的实训场所，为模块式教学实施提供“工作岗

位—典型工作任务—能力提升”的工作过程导向

的实践教学环境。其次学校和合作企业还针对市

场和企业需求，共同制定出人才培养计划，通过双

方签订合作协议，在师资、办学条件等方面进行合

作，比如聘请企业专家加入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企业技术人员担任兼职教师，派教师到企业顶岗

实践。

图３　公共文化服务与管理专业模块式教学实践

３　模块式教学实施效果及完善
３．１　 提高了教师教学科研水平、实践能力和团

队协作能力

通过内训外训学习，教师接受高职教育先进

教育教学理念，提高了职业教育理论水平和教改

教研能力；调研、企业需求分析、确定专业岗位、制

定专业培养计划，备课、教学设计、编制学习指南

等提前准备工作集思广益、分工合作，提高了教师

科研水平，提高了团队协作能力；利用业余时间到

企业实践，了解了企业对人才实际需求，熟悉了学

生就业工作岗位对知识、能力的需求，提高自身实

际操作能力，进而提高实践教学能力和教材开发

能力。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两名教师获得专业相

关的高级职业技能等级资格证，一名教师获得初

级职业能力等级资格证，两名教师获得 ＳＹＢ培训
讲师证书，多名教师申报了校级、省级课题。

３．２　提高了教学质量
模块式教学模式下构建了以岗位实践能力为

核心的课程体系，明确教学目标、优化教学内容，

避免了学科性课程体系中不必要的知识重复和理

论与实践相割裂的现象，提高了教学效率和职业

针对性；教学中以学生为中心，教师采取多种教学

和考核方式方法，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改变了以

往单一的教学和考核方式方法，课堂不再停留在

单方面教师讲学生听的方式上，调动了学生学习

积极性和主动性，课堂气氛活跃，学生满意度大大

提高，经观察和调研，９２％以上的学生喜欢上这样
的课；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兴趣，提高了教学质

量。所有学生考取一类以上职业技能等级资格

证；就业率１００％，毕业生将创新思维应用到各个
行业，形成新的产业管理方式，综合能力获得就业

企业的一致好评；学生将创新型实践知识应用到

不同领域，创造出新产品，实现自身创业目的，目

前已有两位学生开始尝试创业，建立自己的文化

传播工作室，有一位学生自编自导“微电影”，参

加各个级别的比赛，并拿到奖项。

３．３　促进了专业发展
改革中通过主动联系企事业单位，与企事业

建立校企合作关系，增进了校企之间的相互了解，

在校企深度合作相互开展服务工作的过程中，学

生实践能力得到提高，专业热情被激发，一定程度

上扩大了专业知名度，有利于专业发展。

虽然改革取得一定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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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完善和改进的地方：如有的教师课程开发

能力达不到要求，专业职业和岗位对应知识、能力

的分析不够全面，有的课程的模块考核标准不够

明确等，我们将不断探索，不断完善。

总之，当前传统的高职课程教学模式已经滞

后于公共文化服务业需求，改革迫在眉睫。本研

究以实际职业岗位能力和知识需求为基础，设置

模块化课程体系，大模块下各门课程根据岗位某

专项能力又组合多个小模块，以工作中某一典型

任务为驱动设计教学，优化各模块教学方法，配以

建设“双师”教学团队和加强校企合作等，充分调

动了学生学习积极性和教师教学积极性，取得一

定成绩，某种程度可以说为高职教学改革提供了

样板。当然改革中存在师资建设不给力等问题，

影响改革效果，我们将借鉴更多最新研究成果作

下一步研究解决。

参考文献：

［１］牛亚琦，杨莉．高职影像技术专业特色课程模块式教
学方法分析［Ｊ］．现代信息科技，２０１９（４）：８４－８５＋８８．

［２］王玉婷．模块式教学在高校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教学中
的应用［Ｊ］．艺术科技，２０１８（６）：２５－２６．

［３］林夏，卜伟．高职商务英语专业模块式教学研究［Ｊ］．
牡丹江大学学报，２０１７（５）：１６７－１７０．

［４］陶群山．模块式教学在医药贸易专业教学中的应用
［Ｊ］．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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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

深度融合的实施路径研究

龙晔瞡１，曾芝梅２

（１．长沙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２１７；２．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科技处，湖南 娄底 ４１７０００）

摘　要：促进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是新时代高职院校实施创新创业教育的内在需要、也是高职院校为社会
培养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的客观要求。当前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在融合过程中出现了教师创新创业素质

不强、专创教育融合的课程体系结构不完善、校园创新创业活动氛围不浓、深度融合的文化环境欠缺等问题。基于此，高

职院校可以采取“改进和完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学校教育全过程、以师资力量融合为切入点促进

双创教育融入专业教育教学体系、以课堂文化融合为着力点完善双创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的教育体系、打造创新创业教

育和专业教育融合的平台”等为路径推进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深度融合。

关键词：高职院校；专业教育；创新创业；实施路径

中图分类号：Ｇ７１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２０）０３－０１５２－０５

　　２０１０年《教育部关于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
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对高等院校

创新创业教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就如何有效实

施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做了系统安排。２０１５
年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的《关于推进高等学校创新

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进一步

对包括高职院校在内的广大高等院校创新创业教

育工作的实施提出了指导思想、实施路径和方法

措施，尤其对创新创业教育的改革发展在国家层

面提供了政策支持。２０１８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
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 打造“双创”升级版的

意见》要求有效提升高等学校的创新创业质量，

以高质量的创新创业推动大学生就业的能力升

级，真正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难问题。在国家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高度重视创新创业的时代背

景下，各高等院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取得了一定的

成绩，但高职院校在进行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的实

践中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其中，创新创业

教育与专业教育对接不紧，甚至相脱节，这是必须

正视并着力解决的问题。在新时代背景下，探索

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效融合的路径，是推

进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的重要课题［１］。

高职院校要高度重视创新创业素质和专业素质的

协同培养，转变和改进现有的教学模式，促进学生

的全面发展。现阶段高职院校应直面创新创业教

育与专业教育没有深度融合这一焦点问题，针对

性采取相关措施，促进创业教育和专业教育的融

合，以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创新创业型人才。

１　 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深度融合的
必要性

１．１　 提升高职学生社会竞争力的现实需要
目前我国高职院校构建与实施的课程体系、

教学模式等还不够完善，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不

能将创新创业教育理念渗透到学生的学习之中，

导致高职院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和专业教育相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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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我国高校毕业生从２０１１年以来一直呈上升
趋势，２０１８年已达 ８２０多万，缺少学历优势与社
会认可度的高职毕业生要在就业竞争日趋激烈的

社会中立足，必须具有过硬的社会竞争力。一方

面需要进行良好的专业教育，学生在校期间要牢

固掌握专业相关的知识与技能；另一方面，在专业

能力过关的情况下，有效融合创新创业教育教学，

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把学生培养成具有深厚专

业素养的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使学生步入社会

后能有效就业与创业。所以，将创新创业教育和

专业教育深度融合可以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发

展，提高学生社会竞争力。

１．２　 深化发展专业教育、提升高职院校人才培
养质量的必然选择

首先，近年来我国高职院校的创新创业教育

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与职业教育发达的国家

相比，我国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还不够完善；当前

我国大多数高职院校的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

是两条线并行的，促进两者的深度融合能使高职

院校在高技能人才培养实践中注入创新创业意识

与精神的培养，这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促进专业教

育的创新和变革。其次，改进和创新高职院校现

有的教学模式和培养人才的方法，要重视理论技

能教学和实践教学相联系。在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时代背景下，要注重理论技能教学的实用性

和多变性，保证学生在学习掌握理论知识和技能

技巧后能解决在创新创业活动中遇到的问题，高

职院校将创新创业教育和专业教育的深度融合对

提高整体教学质量和效率有着积极影响。第三，

在专业教育中深度融合创新创业教育，开展创新

创业活动，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从而提高学生

的学习能力，让学生掌握高效的学习方式，从而使

学生的学习效率大大提高，增加社会竞争硬实力，

为今后的创业就业之路带来积极影响。所以，高

职院校将创新创业教育和专业教育深度融合有利

于提高人才质量，便于其在社会中的发展［２］。

１．３　 高职院校更新教育理念、促进理论与实践
无缝对接的内在要求

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深度融合

更强调高职院校教育教学与行业、企业的对接，要

求高职院校真正践行“做中学、学中做”的教育理

念，更加合理利用校企合作的教育资源，使学生在

专业学习过程中体验行业企业的最新动态，对行业

企业的人才需求和要求也有切身体会，同时对行业

的新发展也会有自己的思考，从而为专业知识更好

运用于创新创业奠定基础［３］。创新型技术技能人

才能把创新创业知识与技能有效地融入工作实践

中，在工作中遇到问题，也会凭借知识技能与创新

能力高效解决，适应多变的社会发展。高职院校将

创新创业教育和专业教育的深度融合可以对创新

型技术技能人才进一步深入培养，使学生在学校期

间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合理有效地运用到实际工作

中，在实际工作中又可以获得新的理解和体会，以

便进行更高效快速的工作。同时，将创新创业教育

和专业教育的深度融合可以让学生在实践中了解

自身的不足，不断改进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从而适应社会和行业企业的发展。

２　 当前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
育融合的问题分析

２．１　 教师综合素质不强，专业素养与创新创业
素养兼具的教师队伍建设亟待加强

高职院校的一线教师大部分具有比较深厚的

专业背景，但一般都缺少创新创业教育知识与成

功的创业经验，教师对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

融合的理念、方式方法、内容手段等理解不深，使

得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专业教师没有在专业知

识的传授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传统

的“填鸭式”“灌输式”教学方式不利于学生个性

化发展，学生机械地模仿学习，学生的思维模式千

篇一律，没有特色和创新，导致学生在社会实践中

不能结合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优势抢占先

机，不能充分发挥创新能力，从而缺少社会竞争

力［４］。创新创业课教师对创新知识和当今社会

发展趋势较为了解，但缺乏熟练的专业知识。这

种并行的状态使得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没有

融合的结合点。教师作为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和实

践能力的指导者和组织者，如果不能充分开发学

生的潜质能力，不能在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和专业

教育中指引正确的方向，那么学生的素质能力也

会受到消极影响，不利于学生今后的发展。

２．２　 专创教育融合的课程体系结构不完善，课
堂教学尚未有机对接

当前高职院校构建的课程体系还不适应专业

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融合发展，创新创业教育

课程设置缺乏系统性与层次性，创新创业意识、创

业能力、创新精神等模块的课程体系急需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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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二者之间应该是紧密联

系的，但是现阶段两者的关系融合不紧密。主要

体现在：第一，专业课程学习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教

学的连接不密切。学生学习和掌握的理论知识并

不能充分利用到实践训练与创新创业学习中。第

二，实践课程的标准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背景，高职

院校在开展实践课程时主要贴近学生平时在课堂

学习的理论知识，与社会的实践要求相差甚远。

第三，高职学生的社会实践和企业实践活动的特

点虽符合社会的发展需求，但与高职院校的理论

知识学习没有紧密联系，校内实训也不能提供丰

富的实践经验，造成学生在实际的社会实践中不

能顺利的工作和学习，不利于学生将来的创新创

业。第四，目前高职院校针对创新创业的课程评

估体系和改进体系还不够完善，专业课程中融入

符合社会发展和企业需求观念的效率不及时，学

生不能有效学习先进的知识，创新创业选修课程

的开设还比较欠缺，不利于学生的创新发展和全

面发展，对学生成长空间的限制极为严重。

２．３　 校园创新创业活动氛围不浓，深度融合的
文化环境欠缺

首先，受高职院校的培养方式及社会环境的

影响，使高职学生缺少参加创新创业实践的机会，

学校的社团活动一般也缺少创新创业的核心元

素。一些优秀的学生通过参加国家、省、市等各级

创新创业大赛，接触到各类创业实践活动，但比赛

一结束，创新创业实践也结束；学生层面参加创新

创业的主动性与自觉性比较欠缺，学校与主管部

门缺少对创新创业的制度性约束与管理。其次在

目前的高职院校教育教学中，渗透的创新创业教

育的理念仍然不够深入，开展的创新创业活动与

专业教育没能进行深度融合。第三，高职院校的

创新创业教育的文化气息不够浓，学校对创新创

业相关的研究会、知识讲座的作用还不够重视；部

分高职院校虽然提供了创新创业教育的研究团

队、教学小组等平台，但是缺少两者融合教学的有

效机遇，导致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不能充分融合。

３　 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深
度融合的实施路径

３．１　 树立“两育”融合理念，改进和完善创新创
业教育模式

当前有相当部分高职院校和职业教育工作者

把创新创业教育作为专业教育发展的新内容，但

从双创教育的本质来看，双创教育更是对专业教

育的完善与补充，推进创新创业教育融于专业教

育是对专业教育本质的回归，双创教育是专业教

育更具时代要求的一次改革，双创教育是专业教

育的拓展和深化。高职院校和相关主管部门必须

深刻认识理解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相互补

充、互为一体的关系，不能独立于专业教育谈创新

创业教育，改革单一的教育理念，树立两者深度融

合的理念，从而有力推进新时代创新创业教育融

于专业教育的实践发展［５］。必须改变现有传统、

单一的教学模式，现阶段有相当部分高职院校还

在延续“填鸭式”“灌输式”的教学方式，这对学生

创新创业知识的掌握和技能培养是十分不利的。

想要改变现有的教育教学方式是一个漫长的过

程，在思想上，学校和教师应符合时代的发展要

求，观念要与时俱进，将创新创业教育理念重视起

来，在教学任务和目标中融入创新创业的相关教

学内容，学校和教师不仅要学生注重掌握理论知

识和专业技能，还要培养学生综合素质，通过情景

教学、多媒体教学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激发学生学

习热情，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尊重学生学习主体

地位。运用多样多变的教学方式，以符合创新创

业教育的要求，开拓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

能力，使学生在创新创业教育和专业教育中全面

发展，提高实践应用能力，让他们在经济社会建设

中拥有一席之地。

３．２　 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学校教育全过程，注
重创新创业素质培育

创新创业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首先，高职

院校须进行顶层设计，教学、就业、创业管理、学生

管理等部门要分工负责，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进

行创新创业教育，在培养高职学生知识、能力、素

质的基础上有效融合创新创业教育，不仅要培养

学生的岗位技能，而且要培养学生开拓创业和开

拓创新的能力，在学生的入学教育、专业教育、必

修课程、选修课程、实验实训、毕业设计等各环节

渗透创新创业精神、创新意识、创业技能的培育，

各环节有机衔接培养高职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其次，近年来高校毕业生数量逐年增加，就业压力

也随之加大，高职学生必须提升自身社会竞争力。

在平时的课堂教学中学生要掌握好专业知识和技

能，除此之外，教师还应积极拓展课外教学，通过

实际应用案例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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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学校方面还要积极组织和开展创新创业相关

的活动，例如，知识技能大赛、知识讲座、企业参观

等，从而使学生在校期间就能积累社会和企业的

实际工作经验。在创新创业教育模式上，学校和

教师还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教学方式，取其精华，

将适合我国高职院校教育发展需求的理念和方法

来完善现有的教学体系，在实践中，要注重将现有

的知识技能体系转变为思想理念和解决问题的方

式方法，提高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为培养高素质的创新应用型人才打下良好的

基础。

３．３　 注重“三类型”师资力量融合，推进双创教
育融入专业教育教学体系

首先，高职院校的专业教师要积极参与行业、

企业的实践活动，不断丰富创新创业理论知识、增

加双创实践经验、提高双创教育能力，在专业课程

讲授过程中融入行业企业创新创业元素。专业教

师要改变和创新现有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一方

面可以通过实际的教学过程总结经验，对教学方

式不断改进，与同行教师和专家积极进行研究和

交流或者到专门的企业进行亲身学习，总结和制

定出科学高效的教学方案，并在之后的教学实践

中不断摸索，从而提升自身的教学能力；另一方面

可以吸收国外高职院校的教学经验，学校可以组

织教师到创新创业教育和专业教育融合较好的学

校进行进修学习，学习和了解国内外学校最新的

教学成果，并将之融合到适合我国学生发展的教

学模式之中，教师在此过程中思想观念和教学方

式应与时俱进，促进了教师综合素质的提高。其

次，高职院校要着力培养一批创新创业专门教师，

选派有一定创新创业素养的专业教师进行创新创

业专题培训进修；也可在区域行业企业中选调有

创新创业经历经验的技术人员进行双创与专业理

论知识的培育，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加强高职

院校创新创业教育师资与教育体系建设。再次，

高职院校还应从区域行业企业中聘请优秀技术人

员或创业成功校友等担任创新创业兼职教师，定

期开展行业最新动态和专门的创新创业讲座，通

过他们进行双创教育的案例示范教学或双创学术

理论研讨，交流创新创业教育经验，不断提高教师

的双创教育能力，有效推进双创教育融入专业教

学体系。通过开展教师培训、聘请校外兼职导师

或者招聘优秀专业教师等方式，融合与构建专职

和兼职结合的创新创业教师队伍。同时每个专业

都需要安排专门教师负责相关的创新创业教育

工作。

３．４　 加强课堂文化融合，完善双创教育与专业
教育融合的教育体系

首先，高职院校应将双创教育全面融入专业

课堂体系，面向全体高职学生开设创新创业教育

课程，还要在专业课堂体系中分类别、分层次、有

针对性地开发创新创业实践课程。其次，高职院

校要切实加强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融合渗透，

将课外活动、社团活动、社会实践活动与创新创业

教育深入融合，通过在校园中推广宣传各类创新

创业论坛、创新创业典型人物案例等方式，营造人

人创业、争相创业的良好校园文化氛围。再次，需

要重视专业教育和相关创业教育的融合。在基础

课程内容、专业教学内容等方面融入创新创业元

素。第四，需要构建多元化的评价方式。评价方

式直接影响到学生的态度和积极性。需要在教师

的绩效考核中加入创业创新教育和专业教育融合

的内容。让教师职称评聘和具体待遇与双创教育

效果挂钩，这样可以显著提升教师的积极性。学

校需要遵循能力为本的思想，优化和完善对学生

的考评，结合学生的创业创新水平进行评价，完善

学分制考核，激发学生的创新创业活力。

３．５　 打造创新创业教育和专业教育深度融合的
平台

第一，建设完善的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高职

院校要积极争取多方支持，整合有利资源最大限

度为学生的校内外实习实训和创业实践提供硬件

支持，以满足教师可以结合当前创新创业教育的

要求和专业教育特点，从多个方面开展实践教学

和创新创业教学。第二，以校企合作为平台实施

创新创业教育。结合企业的实际工作环境开展专

业实训课程，鼓励学生以实战的形式深入行业企

业体验职场与创业实践，以专业认知、创新实践为

路径开展好课外实践，促进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

发展。第三，积极、有序组织学生参与多方面的创

新创业实践活动。如组织学生深入开展区域性经

济调研与实践活动，有效分配学生的实训场所和

实训内容，提升实践的针对性，既避免学生在实际

训练中浪费时间，又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创新创业

意识。又如高职院校可以定期、常态化地组织职

业生涯规划、模拟创业、创新创业设计、创业活动

路演等专题活动或大赛，并将学生参与创新创业

实践或竞赛情况纳入学生的实践教学管理，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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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精神、创新创业技能和创

新创业能力。

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和专业教育深度融合

是新时代高职教育的发展趋势，高职院校须把握

机遇，与时俱进，切实克服和解决创新创业教育和

专业教育融合之中出现的问题，促进创新创业教

育贯穿于专业教育全过程，推进专业建设内容与

创新创业知识深度融合，培养既具有精湛专业技

能又具有创新创业素养，更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复

合型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

参考文献：

［１］梁卿．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的有效
途径［Ｊ］．中国职业技术教育，２０１９（６）：１９－２４．

［２］孙秀丽．试论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效衔接［Ｊ］．
教育发展研究，２０１２（７）：５８－６２．

［３］邵月花．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效融合
路径研究［Ｊ］．中国职业技术教育，２０１６（１０）７６－７９：．

［４］李晶．高职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中的问题及对策
［Ｊ］．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４（２）：
３－６．

［５］覃成强，冯艳，于娜．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
的融合［Ｊ］．中国成人教育，２０１３（３）：１２－１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Ｐａｔｈｔｏ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ｉｇｈｅｒ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ＬＯＮＧＹｅｊｉｎｇａ，ＺＥＮＧＺｈｉｍｅｉｂ

（ａ．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４１０２１７，Ｃｈｉｎａ；

ｂ．Ｌｏｕｄｉ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Ｌｏｕｄｉ４１７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ｉｓｎｏｔｏｎｌｙ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ｎｅｅｄｏｆ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ｉｇｈｅｒｖｏｃａ
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ｅｒａ，ｂｕｔａｌｓｏ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ｈｉｇｈｅｒ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ｏ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ｔｈｅ
ｓｋｉｌｌｅｄｔａｌｅｎ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ｉｇｈｅｒ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ｓｏｍ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ｒｉｓｅａｓｆｏｌｌｏｗｓ：ｔｈｅｐｏｏ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ｔｈｅ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ｗｅａｋ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ｏ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ｉｎｃａｍｐｕｓ，
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ｅｌａｃｋ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ｆｏｒｓｕｃｈ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ｂｏｖｅｆａｃｔｓ，ｈｉｇｈｅｒ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ｌｌｅ
ｇｅｓｃａｎ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ｂｙａｄｏｐｔｉｎｇ
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ｆ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ａｎｄ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ｏ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ｓｃｈｏｏ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ｏｃｕｓ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ｃｕｌ
ｔｕｒｅ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ｃｒｅａｔｅａ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ｆｏｒ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
ｔｉ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ｉｇｈｅｒ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ｉｍｐｌｅ
ｍｅｎｔｉｎｇｐａｔｈ

（责任校对　朱春花）

６５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