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教育前沿 

Frontier of Modern Education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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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世界上各国对于研究生的培养基本采用导师负责制，而对我国地方普通高校特别是薄弱学科方向的研究生导师来

说，能独立培养出有能力的高级人才是有很大难度的。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分析了地方高校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

其原因，提出了研究生联合培养模式和对导师负责制的改革措施，创建了“金字塔”培养目标架构与多导师协同指导体系，

并开展了自我探索与实践。实践表明，所提出的新模式有利于提高地方普通高校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了研究生的创新能力

与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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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basically adopt the tutor responsibility system for the training of graduate students. It 

is very difficult for the postgraduate supervisors of local universities in China, especially their weak subjects, to train capable senior 

talents independently. In view of this proble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and reasons in the process of postgraduate training in 

local universities, puts forward the reform measures of joint postgraduate training mode and tutor responsibility system, creates the 

"pyramid" training goal structure and multi-tutor guidance system, and carries out self-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Practice shows that the 

proposed new model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ostgraduate training in local universities and enhancing the innovation 

ability and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post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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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是整个教育链的最高端，对整个国家的创

新能力有重要的影响
[1]
。中国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招

收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是为了培养热爱祖国，拥护中

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遵纪守法，品德良好，

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掌握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

专业知识，具有创新精神和从事科学研究、教学、管理或

独立担任专门技术工作的高级人才。随着专业硕士的设立

和对研究生的大量扩招，多数地方高校或某些学位点的研

究生教育发展受到师资队伍、设施条件、科研项目、科研

经费等诸多不足条件影响，萌发培养体系过程不完善和过

度降低毕业要求等问题，导致硕士研究生的人才培养质量

下降，以至于达不到相应国家学位规定的要求。为此，当

务之急是寻找合适的方式方法来提升地方高校或某些学

位点的研究生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 

研究生教育的创新发展关注的是发展动力问题，重点

突破价值理念和培养模式创新
[2]
。为产出高水平成果和创

新技术产品，提升研究生的创新能力与综合素质，作为地

方高校研究生导师，作者通过多年的实践探索，创建了“金

字塔”培养目标架构与多导师协同指导体系，这种创新性

的研究生培养模式不仅取得了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等方

面多项突破性成果，更创造了地方普通高校与一流高校优

质资源协同培养创新人才的新方法与新模式。本文将从有

关改革措施与实践成效来进行阐述，以供交流参考。 

1 地方高校研究生培养问题与对策 

目前中国国内存在着研究生教育要素等级的高端性

与国家优质资源支撑性不足的矛盾
[3]
。地方高校在研究生

培养方面很多存在基础薄弱、体系不健全等问题，特别是

教学科研人员、设备、资金、研究基础、生源质量和教育

理念等方面与国家一流高校存在着很大差距，这对培养从

事科学研究、专门技术的高级人才来说是一项重大挑战。 

（1）当前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正处在高速发展期，

即使大力扩展教学面积和采购科研教学设备，但地方高校

由于综合实力较低、体系不健全，运行机制不顺畅并且存

在非均衡发展等问题，因此导致研究生教育质量比较薄弱。

此时，全面铺摊子不如做好自己的优势领域，在薄弱之处借

力发展应是目前最好的解决方案。如：利用一流高校与新兴

创新型企业的高端科研平台实现优质资源共享，聚集理论/

实践优秀的教导人员与硬件资源协助教学，可解决地方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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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薄弱学位点研究方向的学科基础与体系水平低的问题。 

（2）地方院校对于选拔学术带头人的制度存在一些

不合理的制约因素，一些学术骨干也存在研究方向不具体、

交流圈子小、“单打独斗”等突出问题，高端人才长期以

来内部培养不出来、外部引进不来。地方院校目前并不缺

高学历教师，而是缺优秀的带头人，正所谓“名师出高徒”。

大学之贵在于有大师，没有好的导师也就很难培养出好的

学生，其研究生水平也可想而知。针对这一问题，作者调

研发现高水平大学或科研院所往往人才集聚、创新思想活

跃，学科团队不断争先，但也存在一些科研团队受人员编

制约束和研究生招生名额限制，较为缺少人手，致使很多

中青年学者和研究生过于疲劳。对此，地方院校一些科研

教学人员，特别是博士教师可以带领研究生加入合适的高

水平团队，开展人员交流、联合研究，达到合作共赢的目

标。这种做法可以使研究生获得更好的教学科研氛围与资

源，可以使其直接沉浸其中、上台阶、上水平，提升知识

水平、综合素质和创新意识。 

（3）多年来一流高校往往是国家大项目的牵头单位

或主要单位，也是国家重点建设对象。相对来说，对于地

方高校来说，国家关注少、投入少、成果少，科研团队与

教学师资源有限，学科发展缓慢，无力提升教学质量、无

法打破“天花板”，不能适应国家教育发展形势。 

研究生教育的目标指向学生的创新素养和创新能力

的培养
[4]
，作为全面提升教育水平的地方高校，应着力国

家及地方经济建设最前线，培养有知识、工程实践能力强、

并且综合素质较高的高级专业技术创新人才。作为研究生

导师应对学生的学业整体负责，必须培养研究生一定的科

学研究能力，对于专业硕士研究生尤其要对其工程实践能

力进行重点培养，提升其解决工程应用等复杂问题的能力。 

2 研究生联合培养模式与导师负责制改革措施 

为提高研究生教育群体效应
[5]
，最好的办法是建立多

元主体联合培养网络。我们基于教育发展规律，以加快培

养国家急需的高级人才为指引，在国内外研究生教育主流

的导师负责制上进行创新。基本做法是在研究生理论课程

学习之中或之后，校内学业导师联合校外导师对学生进行

工程实践训练和综合能力的培养，而后联合一流高校的合

作导师与课题组，协作加强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 

（1）构建科学培养体系，明确培养目标与内容 

通过对现代研究生教育规律的摸索与实践，研究设计

了“金字塔”形研究生能力培养体系（见图 1），并通过

多家合作单位、多个导师协同构建出一套扎实有效的机制

与模式以保证培养目标的达成。 

以作者所在的机械工程专业硕士点激光加工方向为

例，三年制研究生培养过程如下：一年级硕士研究生在本

校内进行专业课程学习和素质提升活动，其间定期与不定

期地独立或与校外导师/实践单位协同，开展激光制造和

机电装备设计方面的工程实践训练、科技创新竞赛和专利

设计；二年级硕士研究生选派到一流大学或科研院所和研

究人员、博士后、博士生一起学习工作，参加一流大学的

相关学术活动和自己校内导师布置的学术工作，开展相关

课题研究、中英文高水平成果发表，最后完成高质量的硕

士学位论文。 

（2）构建全过程多导师合作培养机制，进行协同指

导、全面合作 

以校内导师为学生做全局培养方案规划与监控，对学

生全面负责为前提，联合企业导师与一流高校合作导师协

同指导，加强研究生实践与创新能力的培养，构成研究生

多导师负责制：以研究生为中心，校内导师全面负责研究

生的日常管理和指导学习，校外导师协同指导专业硕士研

究生的工程实践，联合一流高校优秀学术团队为主，指导

课题研究并且由学科带头人把关的多导师联合负责机制

（见图 2）。 

 
图 1  “金字塔”形研究生能力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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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多导师联合负责培养机制 

新型导师负责制的特色在于针对不同阶段和不同教

导工作，设立专项导师进行指导：校内课程学习、本学科

方向领域调研阶段主要由校内导师负责；工程实践由校外

企业导师主要负责；进入课题研究阶段后，便与一流高校

同方向高水平科研团队联合负责，该阶段采用一流高校学

术带头人作为合作导师总体负责、其青年教师或博士后具

体指导、科研团队系统管理的模式，应用一流科研平台进

行高质量创新型人才培养，帮助研究生产出高水平成果。 

3 实践探索与成效 

针对原有研究生创新能力不突出的困局，安徽建筑大

学激光加工团队在不断摸索实践中，先后同华中科技大学、

江南大学，以及西安、南京、上海等省市多个高校院所及

激光设备制造企业合作，并积极参加国际国内激光加工、

特种加工领域的学术会议。但考虑区域地缘优势，从 2018

年开始，面向本省和研究方向一致单位进行深入合作，先

后选择安徽春谷 3D 打印智能装备产业研究院，与同处合

肥市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千人计划”为带头人的激光加

工团队深度合作。具体在研究生联合培养方面： 

（1）与安徽春谷 3D 打印智能装备产业研究院合作进

行 3D 打印基础知识的学习与实践，并参与行业标准制定。

组织研究生在其科研实验室中学习与应用先进的检测仪

器，在其下属的安徽拓宝增材制造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激光

选区熔化全工艺过程的体验，学习其设备制造技术与实际

操作；在其多家下属公司开展激光切割、光固化、激光直

接成形等相关实践体验与研究应用。 

（2）与安徽水安建设、六安恒源机械、安徽鸿杰威

尔、安徽胜达液压坝等工程单位合作，带领研究生参与工

程设计和技术创新；同时邀请专利代理人上门讲解专利设

计与申请的相关方法，与企业、代理公司联合指导研究生

申请发明专利，要求每个机械工程专业研究生都具备创新

设计能力。 

（3）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作方面，双方互利互信、

真诚相对，仔细权衡学生自身想法和科研任务要求，并协

商约定各方职责权利，将安徽建筑大学研究生以“外派驻

校工作人员”身份安排在中国科大团队学习工作。合作培

养研究生作为“扩编部队”，依据中国科大课题组制度进

行严格管理，利用合肥快捷公共交通“早九晚九”学习工

作。工作任务由团队的优秀博士后/博士生/实验教师具体

负责，按“一对一”模式辅助指导其开展文献调研、理论

研究与实验研究，注重能力提升与成果产出，双方导师通

过组会定期检查工作进展。在实施过程中，联合团队还融

合各界学术人员、科研条件、科研项目等多方资源，通过

微信群、腾讯会议和现场集体研讨，开展启发指导、学术

交流与资料分享。为研究生今后适用科研、教学、管理与

技术设计，导师还结合学生个人情况安排项目申报、总结

汇报和创新产品设计等实战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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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0 年-2022 年新冠疫情爆发，外出学习工作

机会大大减少，为保证有关任务正常完成，充分应用线上

采购/外协代工、线上学习/讨论、线上学术讲座/会议等

手段，并通过微信群、QQ 群、公众号等发布收集前沿信

息和专业资料，广泛利用各地、各界资源为教学与科研服

务。特别是科研中的材料设备采购/租用和试样制造/检测，

在事先充分沟通和协商，顺利进行研究工作，把疫情对研

究生教育的负面影响消除到最小。 

在多导师协同指导体系中，聘请高级工程师和科研英

才担任校外导师，充分发挥各自专长，做好研究生阶段性

检查与集中指导工作，也适当增进企业生产和科研创新发

展，达到共赢共进式科教融合。地方院校联合培养研究生

以合作单位成员身份获取最优惠待遇，长期使用合作单位

的工程试验设备和科学研究仪器，并有专业的指导分析，

可以充分掌握工程技术技能、得到更全面更科学的试验数

据，推动个人综合能力发展与科研成果提升。该机制还全

面降低了研究生培养成本，形成了花小钱、办大事、出大

成果的良性局面，解决了地方高校特别是薄弱学科或方向

工程实践条件与科研平台差、科研项目层次低、科研经费

不足等问题。参照一流高校国际学术规则，合作发表高水

平论文和其他成果，在成果共享与分享中尽量支持地方高

校/学生更多地将其作为第一单位/作者以利地方高校发

展，传、帮、带其团队水平提高，突破原有“天花板”。 

另外，研究生教育只有通过培养心智健全的高层次专业

人才，才有可能更好地履行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

的职能
[6]
。联合指导团队注重关心学生的思想状况、个人想

法、日常生活。有问题的，导师与其谈心并提供帮助，使每

个毕业研究生成绩与能力不掉队。落实多方奖励制度，根据

研究生对科研工作的贡献度，一流高校合作导师给予研究生

一定的绩效补助，校内导师除常规科研补助和奖学金外再给

研究生一定的奖励。这一创新做法极大的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既解决了学生的市内交通和部分生活费用，又激励其创造好

成果，在实践中也证明这一做法非常成功，除一项项突破性

成果产生外，也培养了研究生的拼搏精神和适应社会能力。 

本文第一作者作为安徽建筑大学校内导师联合外界

在 2019-2023 年毕业的 11 个研究生的教学科研中已经取

得的主要成果如下： 

（1）获取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1 篇，全国大学生节能

减排科技创新与社会实践竞赛，获奖 2 项，安徽省“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获奖 2 项。 

（2）与 6 家单位合作，先后发表激光技术领域的

SCI\EI 论文 6 篇、CSCD 核心期刊论文 4 篇，发表大学学

报和北大核心刊物 3 篇。 

（3）与 6 家单位先后合作申请发明专利 10 余项，截

至 2022 年授权 6 项；与 10 余家单位合作编制行业标准 7

项，派出 1 位研究生在组织单位正式工作 4 个月，负责处

理各类标准文本 10 余项。 

（4）先后组织聘请校外导师 3 人，与国家千人计划、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省级领军人才（3 人）等优秀

团队建立密切的产学研合作关系。 

其中，最成功的案例是联合中国科技大学、安徽春谷

3D 打印装备产业研究院所培养的 2021 届硕士生唐建平。

其先后在国际 SCI 二区发表学术论文 3 篇、国内《中国激

光》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2 篇，并获国家发明专利 1

项、获得省级以上大学生科技竞赛奖项 2 项；其成果甚至

超越一流大学博士毕业标准，以绝对优势获评为校级和省

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该生也凭借个人的努力和成果顺利

被录取为合肥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并获一等奖学金资助。 

4 结语 

实践表明，在研究生教育方面，相对薄弱的地方高校

或学位点通过合理制定人才培养目标，联合一流科研团队

与平台，创新多导师协同指导模式，系统有效地开展科研

创新工作，可以解决研究生培养中的难题，提升地方高校

或弱势学位点的人才培养质量，甚至突破个人和地方高校

学科水平的“天花板”。 

注释：图 2 中的云导师指社会资源、行业专家、包括

网络自学平台等作为其知识能力素质培养的主体，并不是

一个常规的指导者。 

基金项目：安徽省新时代育人质量工程项目（研究生

教育）“现代设计理论与方法（双语版）”（2022ghjc084）

“安徽鸿杰威尔停车设备有限公司硕士后企业工作站”

（2022sshqygzz029），“安徽建筑大学-国轩高科研究生联

合培养示范基地”（2022lhpysfjd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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