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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试办的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 , 被定性为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的范畴。在其实际操作中存

在定位模糊的问题。从长远发展来看 , 如果能将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定位为专业学位 , 将更能

促进其健康有序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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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 ( 以下简称中职

硕士) 工作 , 自 2000 年试办以来 , 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截至

2006 年初 , 招生单位由最初的 13 所增加到现在的 29 所 ,

招生专业从 39 个调整到 84 个 , 招收 5 498 人 , 现已有三届

毕业生 , 获硕士学位者千余人。[1]中职硕士是在专家学者充

分论证的基础上 , 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试办 的 , 该 举

措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 , 尤其在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

现阶段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关于中职硕士的定位 ,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有关负责人

认为 , “它在现行的学位制度中属 于以同等学力申 请 硕 士

学位的范畴”, [2]授予的学位是相应学科专业的学位 , 而 不

是为中职教师单设的学位。也就是说 , “中职硕士”是学术

性学位教育。但是在培养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比较复杂的

情况。许多院校由于录取人数少 , 教学资源紧张等原因 , 采

取了不同的培养方式。有的学校以专业 学 位 方 式 进 行 培

养 , 有的以学术性学位方式进行培养 , 培养规格不一 , 对学

员的要求也不一致。有关专业人士认为是“一种特殊类型

的学位即‘专业学位’+ ‘学术学位’的融合性教育 , 即在一

定学术背景下的专业学位教育”[3]。可见 , 目前对中职硕士

的定位在实际操作中是比较模糊的 , 层次定位的模糊导致

培养方式、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学位管理等方面的混乱 ,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健康发展。因此 , 对中职硕士培养

目标的科学定位是其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

关于中职硕士的定位, 早就有学者提出设立专业学位的

想法 , 并进行了专业学位的构想 , 认为应借鉴国内外经验,

设立一种新的专业学位,即“职业技术教育硕士”, 笔者认为

是十分可行的。按照专业学位进行培养不仅可以解决目前

中职硕士培养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 而且符合我国及世

界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趋势。

第一 , 进行学术性学位培养存在诸多的问题。中职教

师在职读硕的工学矛盾比较突出。学员均为在职攻读 , 在

校集中脱产学习的时间不超过一年。学员所在单位或怕承

担学费 , 或怕影响工作 , 有的学校甚至怕教师 取 得 学 位 后

“跳槽”, 而不鼓励、甚至反对教师攻读硕士学位。因此 , 大

部分学员是以工作为主 , 而不是以学习为主 , 必 要 的 学 习

时间都很难保证 , 就更不要说搞研究了。根据《关于制定中

等 职 业 学 校 教 师 在 职 攻 读 硕 士 学 位 培 养 方 案 的 指 导 意

见》, 要求学员在校脱产集中学习时间不少于一年 , 所修总

学分不少于 32 分。由于学员很难保证一年脱产学习时间 ,

所修学分也就大打折扣。且在有限的脱产学习时间内 , 主

要集中于修学分 , 不能更好地 与导师沟通 , 集中 学 习 结 束

后的在职自学时间里又忙于教学和管理工作 , 无暇顾及学

术研究。导师和研究生的沟通不畅直接影响中职硕士的培

养质量。同时 , 中职硕士的论文是在集中学习结束后的工

作时间完成的 , 由于学校繁忙 的事务 , 根本无法 使 其 倾 注

全力进行科学研究 , 而只能以应付答辩草草了事。另外 , 有

相当多的人不是以提高自身能力而是 以 获 取 硕 士 学 位 为

攻读目标 , 也就不愿投入过多的时间 和 精 力 开 展 研 究 工

作。因此 , 工学矛盾突出、学习动机不纯等因素直接影响学

员进行基础理论研究的积极性 , 而学术性学位要求侧重于

理论和学术研究 , 要求学位获得者掌握较为宽广扎实的专

业基础理论 , 具有较强的科学研究的能力。因此 , 学员们要

在短期内获得较强的科研能力 , 取得重要的学术成果是十

分困难的。相反 , 学员们在工作实践中不断探索 , 积累的丰

富经验为专业学位的培养提供了实践基础。

第二 , 设立专业学位可以解决目前培养目标和学位授

予之间的矛盾。中职硕士以培养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为目

标 , 它具有专业学位的属性和职业教育的特点。[4]但是 , 《关

于制定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 士 学 位 培 养 方 案 的

指导意见》指出 , 课程按国家 规定《授予博士、硕士学位 和

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二级学科进行设置 , 并明

确提出学员毕业后“可授予相应专业的硕士学位”, 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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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 按照学术性学位进行培养 , 授予学术性硕士学位。这就

存在培养目标与学科设置、学位授予的矛盾 , 学 位 类 型 难

以反映人才培养目标。如果设立专业学位 , 就可以解决这

一矛盾。专业学位是要培养高层次应用人才 , 不仅强调应

用而且也要求科学研究 , 实现应用型与学术性的合理、有

效结合。它与学术性学位属于同一层次 , 不同规格 , 学术与

应用并举 , 以应用为主。

第三 , 设置专业学位符合目前我国设置和试办专业学

位的主要特点。我国目前试办的专业学位有以下特点 : 明

确特定的职业背景 , 并与某一任职和从业资格相对应 , 与

我国的某个行业及其相对应的主管部门相对应 ; 应用与复

合有机结合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 ; 学校与企业及用人部

门密切配合 , 社会直接参与的培养途径[5]。中职硕士的学员

均是来自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师及管理人员 , 有从事两年以

上教学和管理工作的经历 , 对应的主管部门是教育部。因

此 , 中职硕士符合专业学位所具有的最主要的特点。亦符

合其他方面的要求 , 适宜作为专业学位进行培养。同时大

多数学员具有较强的实际操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 适

合培养应用型专业学位研究生。

第四 , 设立专业学位 , 有利于稳定中职教师队伍。中职

硕士如果按照学术性学位进行培养 , 学员将获得学术性学

位。由于中职学校待遇差 , 就使获得学位的教师很容易跳

槽到其他单位 , 造成精心培养出的高层次人才的流失。如

果设立一种专门面向中职教师的专业学 位 , 通 过 培 养 目

标、课程设置、学位授予等制度的调整 , 培养中等职业学校

特有的教学和管理人员 , 其学位具有鲜明的中职教育特有

的属性 , 同时随着专业学位的发展 , 行业与资格 评 审 和 认

定单位的逐渐参与 , 专业学位与职业间联系的不断加强 ,

中职硕士取得的学位逐渐成为任职资格和 晋 升 职 务 的 重

要条件 , 这样就可以大大减缓中职学校 高 层 次 人 才 的 流

失 , 稳定中等职业学校师资队伍。

第五 , 专业学位的 培 养 模 式 有 较 成 熟 的 经 验 可 以 借

鉴。我国自 1991 年设置和试办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开始 , 专

业学位从无到有 , 从小到大 , 至今已经建立 18 种专业学

位。[6] “我们已经成功地完成了专业学位在我国的实验阶

段 , 应该进入整体推进、制度创新、提高质量、较快发展 阶

段。”[7]尤其是教育硕士 , 自 1997 年设置以来 , 从招生、管

理、培养和学位等制度进行建设 , 积极稳妥地扩展 专 业 和

培养院校 , 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较为成 熟 的 经 验 。 截 至

2005 年底 , 全国共录取教育硕士 研 究 生 4 万 人 ,获 硕 士 学

位者 1.7 万人 , 仅 1998 年- 2005 年全国约有 11 万人报考

教育硕士[8]。据此 , 中职硕士可借鉴教育硕士的管理和运行

模式 , 设置诸如“中职硕士专业学位”或者“职业技术教 育

硕士专业学位”等名称的专业学位 , 来培养“双师型人才”。

同时 , 许多研究生培养单位有培养专业学位的经验 , “截止

到 2006 年底 , 招收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单位达 401 个 ,

占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的 56.2%”。 [9]目前 , 具有中职硕士培

养资格的 29 所高校均有培养专业学位的资格和经验。这

不仅有利于中职硕士以专业学位学位方式进行培养 , 而且

也为以后扩展培养单位奠定了基础。此外 , 在中职硕士培

养的过程中 , 有的院校本来就是以培养专业学位的规格来

培养中职硕士的。因此 , 以专业学位培养模式进行中职硕

士的培养有着较为广泛的实践基础和成熟的经验。

第六 , 国家进行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已是大势所

趋。在国外 , 一些发达的国家专业硕士学位占整个硕士学

位的比例高达 50%以上。借鉴国外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历程

与成功经验 , 我国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将不断 增 加 , 专 业

学位将会有突破性的进展 , 其种类和范围会逐步增加和拓

展。《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报告》指出 , 我国攻

读专业学位的在学研究生数量仅占研究生总数的 25%, 以

后将增加新的专业学位类别规模 , 争取到 2010 年我国专

业学位研究生数量提高到当年研究生总数的 40%。[10]因此 ,

以专业学位定位中职硕士符合世界和 我 国 研 究 生 教 育 发

展的趋势 , 使研究生教育以 多规格、多类型、复合型、应 用

型为主要发展方向 , 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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