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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
，

对促进学校教学
、

科研水平和师资水平 的

提高
，

提升学校的学科发展水平和学术地位
，

优化学

科环境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

面对高等教育的快速

发展和竞争 日趋激烈的新形势
，

以及国家
“

十一五
”
高

等教育发展规划的战略要求
，

切实加强师范大学学科

建设
，

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
，

创新管理体制
，

对于建设

高水平师范大学
，

增强师范大学 的办学实力 和竞争

力
，

适应教师教育转型 的需要
，

为社会培养更多高质

量的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
。

一
、

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难以适应转型的需要

近年来
，

我国师范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得到 了快速

发展
，

但与综合性大学相 比
，

师范大学 的研究生教育

总体上仍存在诸多不足和问题
，

面临严峻挑战
。

一是 由于 自身的特殊性
，

长期 以来
，

师范大学主

要 以为基础教育服务为根本宗 旨
，

一直致力于为基础

教育培养师资
，

提供服务
，

形成 了一个封闭定 向 的教

育体系
，

培养 目标单一
，

发展研究生教育力度不够
，

研

究生规模较小
。

二是师范大学在学科分布上呈现基础学科多
，

应

用学科少的特点
，

学科布局不尽合理
，

学科 的综合化

程度有限
，

整体学科势力不强
。

截止 ����年
，

在我国

博士
、

硕士学位的 �� 个学科门类 中
，

师范院校博士学

位一级学科授权点及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主要

集 中在教育学
、

文学
、

历史学 和理学等 �个学科门类

中
，

博士
、

硕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为 �� 个
，

占此类

学校学科授权点总数的 ��
�

��
，

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

权点为 ���个
，

占此类总数的 ��
�

��
。

三是随着高水平综合大学开办教师教育专业或

与师范院校联合
、

合作培养师资等政策的 出 台
，

师范

大学在教师教育领域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
，

也对面 向

基础教育领域的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培养

带来了 巨大的挑战
。

如 ���� 年我国设置的在职攻读

专业硕士学位 中
，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招生院校 已 由

���� 年的 ��所师范院校增加到 ��所高等院校
，

其中

非师范院校达到 了 �所
。

四是师范院校的专业设置以基础学科为主
，

应用

学科较少
，

研究生培养也主要 以学术型人才为主
，

对

适应社会特定职业或 岗位需要的应用型高层次专 门

人才培养能力不足
。

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方面
，

除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招生 以师范院校为主外
，

其余专业

学位招生权绝大部分 由非师范院校拥有
，

形式和类型

单一
，

学科优势不强
，

在今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

展方面不 占优势
。

二
、

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适应转型需要的战略选

择

师范大学学科建设和研究生教育 中存在的不足

和 问题
，

以及面临 的挑战
，

直接制约着我 国 师范大学

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和成效
，

也不利于增强师范大学学

科 的健康发展和研究生教育 的社会适应能力 和 国际

竞争力
。
因此

，

师范大学应根据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

展对研究生教育的客观要求
，

在进一步做好为基础教

育服务 的基础上
，

以学科建设为龙头
，

加快对现行研

究生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和调整
，

加大研究生教育创

新力度
，

实现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新的突破
。

优化学科专业结构
，

提升学科发展水平
。

充分发

挥现有教育学科和文理基础学科 以及艺术类
、

体育类

学科等学科群体优势
，

在保持优势学科竞争力 的基础

上
，

根据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的需要
、

自身条件和学科

发展方 向
，

以互补性学科为基础
，

进一步调整和整合

学科资源
，

优化学科专业结构
，

大力发展应用学科
、

交

叉边缘学科
，

不断形成新 的学科增长点
，

建立一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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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交叉平台
，

以此辐射和带动相关学科 的发展
，

并 以

此为依托
，

构建相互依托
、

相互支撑的整体学科体系
。

为整个学科发展拓展空间
，

吸引 优秀生源
，

创造社会

公认的一流成果
，

提高研究生的创新能力
，

全面提升

研究生培养质量奠定 良好的学科基础
。

稳步发展博士生教育
，

加快发展硕士生教育
，

积

极发展专业学位教育
。

博士生教育是衡量高水平大学

的重要标志之一
。

根据国家整体发展规划
，

高水平师

范大学要稳步发展博士研究生规模
，

拓宽培养 口 径
，

积极培育 良好的学科环境
，

营造勇 于创新的学术氛

围
，

把重点放在不断提高培养质量上
，

下大力气培养

各学科的拔尖创新人才
。

硕士研究生教育是师范大学

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层次
，

要进一步建立较完善的有利

于培养创新能力
、

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 出 的
，

体现

高层次人才培养特点和规律性要求 的研究生培养制

度和培养模式
，

加快发展硕士研究生教育
，

全面提升

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
。

专业学位教育要根据社会对高

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求
，

立足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

际
，

在做大做强教育硕士和 ��� 专业学位教育的基

础上
，

力争在工商管理硕士�����
、

法律硕士����
、

会计

硕士�����
、

艺术
、

体育硕士等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方

面有所突破
，

以满足地方职后高层次教育的需求
。

三
、

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适应转型需要的制度创

新

加快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的发展
，

就必须强化研

究生教育改革与创新
，

冲破一切妨碍研究生教育发展

的教育观念
，

改变一切束缚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做法和

规定
，

扫除体制上的障碍
，

构建适应研究生教育大发

展的新的管理模式
，

使研究生教育的规模
、

结构
、

质量

和效益更加符合师范大学综合性转型的需求
。

一是进一步理顺校院 系 �所 �关 系
，

完善研究 生培

养机制
。

首先要强化研究生教育在建设高水平师范大

学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认识
，

根据各二级学院学科发

展的特点
，

制定新的研究生管理办法
，

进一步明确校

院系�所�在研究生培养和管理中的责权利关系
，

体现

各学院的办学 自主权
，

不断完善以学院和学科点或研

究所负责人具体负责
、

研究生党团组织和研究生教学

秘书等积极参与
、

导师组具体指导的研究生教育培养

机制
。

同时
，

在引导和鼓励有条件的学院积极扩大研

究生招生规模的同时
，

完善研究生培养的过程管理
，

保证研究生培养计划的顺利实施
，

从而使研究生教育

不断制度化
、

规范化
，

促使研究生教育的质量
、

规模和

效益同步提升
。

二是加快推进培养制度改革
，

实施更加灵活的培

养方式
。

我国师范大学的研究生教育 目前实行的是硕

士
、

博士各三年的分段式学制
。

近年来
，

随着研究生人

学渠道的多元化
、

培养类型 的多样化
、

学科间 的差异

以及对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高度关注等
，

都要求在研究

生教育 中加快推行培养制度改革
，

实行弹性化的学

制
。

为此
，

在现有学年制的基础上
，

按照不同学科的发

展特点和要求
，

以人才培养和社会需要为导 向
，

缩短

硕士研究生的学制
，

适当延长博士生的学制
。
同时

，

改

进研究生的课程教学方式
，

提倡导师指导和集体培养

相结合的培养方式
，

充分调动学生在学习 中的积极

性
，

鼓励研究生积极开展学术研讨和交流
，

鼓励他们

到企事业单位参与科研课题的研究和开发
，

增强研究

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和市场适应能力
。

三是 以 重
�

汽 学科建设 为 契机
，

加 强 导 师 队伍建

设
。

创建高水平的师范大学
，

就必须要有高水平的学

科
，

要想有高水平的学科
，

就必须要有高水平的师资

队伍
。

拥有一支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合理
、

科研与教

学实力雄厚的教师队伍是加强学科建设和加快研究

生教育发展的关键所在
。

师范大学现有的学科及导师

队伍还远远不能满足学校研究生教育快速发展的要

求
。
因此

，

应根据未来学科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

因

地制宜
，

统筹规划
，

建立联合作战
、

共同攻关的科研机

制
，

重点创建一批名牌学科
，

并 以此为契机
，

带动导师

队伍建设
。
同时

，

在充分挖掘校内潜力的基础上
，

努力

营造宽松活跃的学术氛围
，

正确处理好 自主培养与吸

引凝聚的关系
，

加强人才引进力度
，

引进靠得住
、

用得

上的人才
，

建立一支高水平
、

高质量的创新团队
、

优秀

群体
。

四是建立健全研究生培养质量保证体 系
。

研究生

教育持续发展的基础在于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

因此
，

坚持数量与质量协调统一
，

建立与研究生规模发展相

适应的研究生培养质量保证体系成为研究生教育快

速健康发展的关键
。

师范大学在研究生教育发展中
�

从促进制度创新和保证培养质量来看
，

应着重考虑以

下几方面
�
��� 要逐步推行硕士研究生与导师双向选

择制度
，

强化教师的职业道德和责任感
，

进一步改进

研究生导师遴选制度及考核办法
，

加强对导师队伍履

行职责情况的检查和研究生 中期考核
，

确保培养质

量
。
���要继续实施新增学位点 自我评估制度

，

严把研

究生教育的人学关
、

课程关和论文关
，

提高研究生发

表论文的质量
，

充分发挥研究生在学校科学研究中的

作用
，

严格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评审与答辩制度
，

引导

高质量论文的产生
。
���要改进研究生的课程教学方

式
，

提倡导师指导和集体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方式
，

积

极开展学术研讨和交流
， ‘

加强研究生创新能力 的培

养
，

鼓励研究生到企事业单位参与科研课题的研究和

开发
，

增强研究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和市场适应能力
，

从而建成一套 比较完整的质量保证体系
，

进一步适应

区域经济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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