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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的培养过程是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的核心，培养过程的完善性与合理性始

终是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焦点。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做好研究生教育的培

养过程。培养过程完备，培养环节到位，培养结果也就水到渠成。目前，我国研究生教育的

数量与质量比不尽人意的状况，让我们不得不回头审视我国研究生培养过程，同时探究国外

研究生教育的培养过程，以期能从中发现问题，进而改善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培养过程。

国外研究生教育的培养过程是怎样进行，哪些是值得我们学习、引用，同时，我校哪

些措施需要废止与维继，这些现实性的问题使得厦门大学研究生院决定邀请在国外获得学位

的教职员工进行座谈、问卷调研，以便开展 2014年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工作。

一、海归教师座谈会、问卷调研基本情况

1、座谈会调研情况

本次座谈调研对象为在境外获得博士、硕士或学士学位的厦门大学专职教师（不含外

籍教师），也包括极少数科研和行政人员。共有 89名海归教师参加座谈，涉及全校 30个学

院、系所。针对厦门大学研究生教育存在的问题，以及国外研究生教育对此类问题解决的措

施一一交流。

一天 4场，每场 2小时，专人负责笔录。每位座谈者有针对性地对国外研究生教育过

程培养的现状、课程设置、学分要求等情况座谈，以及结合学校实际情况提出合理性的建议，

逐一讨论。对于国外最具特色的培养还节，如如何撰写论文、开展科研，如何申请课题，以

及如何与教授相处等学校开设的公共方法论课程，要专人事后跟踪探讨。

2、问卷调研情况

根据人事处提供的名单，研究生院对在境外获得学位的、年龄不超过 50岁的 292名教

师发放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 249份，回收率为 85%。参与问卷调查的教师分别来自 30个

研究生培养单位（不含台湾研究院和马克思主义学院），覆盖 48个一级学科（共 53个一级

学科）。其中，获得博士学位的教师共 232人，占调查总人数的 93%。

重点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教育体制、不同学科背景的教师就读的境外高校或科

研院所在研究生培养与课程设置等方面的差异，通过教师对境外高校或科研院所研究生课程

教学的个人感受等问答，针对性地提出建议，为新一轮研究生培养方案制定提供参考。

二、国外研究生培养过程的设置及做法

座谈会、问卷调研所涉及的问题基本相似，因而将二者所涉及的共性问题进行分析。

1、研究生学制年限

在座谈会以及调查问卷中，大部分反馈都有学制年限的规定。其中在 220份有效问卷

中，共有 138人表示就读高校对博士和硕士的学制年限有明确的规定，占有效问卷总数的



63%。博士学制年限从 3年至 10年不等，硕士学制年限从 1年至 10年不等，学制年限较灵

活。同一国家和地区的不同高校间学制年限有较大的差异，同一高校的不同学科间学制年限

也有所不同。对于博士来讲，美式体制的高校大多未规定博士的学制年限，学制年限最为灵

活；英式体制和其他体制的高校较多将博士学制定为 3-4年，极少数定为 5年或以上学制；

对于硕士来讲学制年限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式体制的多数高校未规定硕士学制年限或学制规

定为 2年；英式体制的高校硕士学制较短，以 1-2年为主（课程硕士学制为 1年）；其他体

制的高校硕士学制以 2年为主。

2、研究生学分要求

座谈会上，部分老师反映，德国、日本等部分高校对课程、学分没要求，主要是抓学

位论文。问卷调研中，学分要求跨度较大。博士毕业学分要求为 0-180学分不等，其中课程

学分要求为 0-95学分不等；硕士毕业学分为 5-180学分不等，其中课程学分要求为 5-120

学分不等。

据统计，40%的教师表示其就读高校博士课程学分要求为 0-12学分，46%的教师表示

其就读高校硕士课程学分要求为 5-24学分。博士和硕士的课程学分分段统计详见下表：

课程学分 0-12 13-24 25-36 37-48 49及以上 小计

博士
人数 43 25 21 13 6 108

比例 40% 23% 19% 12% 6% 100%

硕士
人数 6 21 15 4 12 58

比例 10% 36% 26% 7% 21% 100%

3、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

（1）硕博课程的开设

在 161份有效问卷中，共有 67人表示就读的境外高校分别设置了博士和硕士课程，占

有效问卷总数的 40%。这一比例在美式体制的高校中为 28%，在英式体制的高校中为 33%，

在其他体制的高校中为 68%。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美式体制和英式体制的大部分高校打

通设置博士和硕士课程，而其他体制的高校更多将博士和硕士课程分开设置。分别设置硕博

课程的人数统计详见下表：

分类 美式体制 英式体制 其他体制 总计

分别设置硕博课程的人数 27 8 32 67

有效问卷数 95 24 47 166

比例 28% 33% 68% 40%

（2）方法论课程的开设

大多数文科类学科开设了方法论课程。在 168份有效问卷中，共有 71人表示就读的境

外高校开设了方法论课程，占有效问卷总数的 42%。其中，沿用美式体制的高校开设方法

论课程的比例略低于英式体制和其他体制。不同培养模式的高校开设方法论课程情况统计详

见下表：



分类 美式体制 英式体制 其他 总计

人数 37 17 34 71

有效问卷数 92 26 50 168

比例 40% 65% 68% 42%

从学科分布来看，人文、社科、经管类学科开设方法论课程的比例高于其他学科，其中

社科类比例最高，工科最低。不同学科开设方法论课程的情况统计详见下表：

分类 人文 社科 经管 理科 工科 医科 总计

人数 12 17 20 9 7 6 71

有效问卷数 18 22 30 45 37 16 168

比例 67% 77% 67% 20% 19% 38% 42%

社科类学科方法论课程开设门数最多，类型最丰富。据统计，境外高校开设的方法论

课程主要包括研究方法（或方法论）、统计分析、数学方法、问卷调查、论文写作及其他等

几类。各类课程可进一步细分，如可根据学科细分为教育研究方法论、化工研究方法等，可

根据方法类型细分为质性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等。从学科分布来看，社科类学科开设的

方法论课程门数最多（最多为 5门），课程类型也最丰富。

（3）跨学科修课要求

在 183份有效问卷中，对跨学科修课有提出明确要求的共 35人，占有效问卷总数的 19%。

大多数高校未对研究生跨学科修课作硬性要求。对跨学科修课有要求的高校大多沿用美式体

制，集中在美国和新加坡，少部分为其他体制的高校，分布于德国、韩国、荷兰、日本等国

家。

对跨学科修课有要求的高校一般要求研究生跨专业、跨系、跨院修读 1-2门课程，或

要求修读相关、相近、交叉学科的 1-2门课程，或要求有 1-2个辅修专业并学习相关课程。

（4）导师对课程学习的要求

无论在座谈会还是问卷调研中，都强调导师在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性。在 187份有效问

卷中，共有 70人表示导师对其课程学习有提出要求，占有效问卷总数的 37%。导师对研究

生课程学习的要求一般为 “课程与研究方向或论文选题相关”、“根据学生能力指定或建议

课程（如专业课、方法论科、数学课、论文写作课等）”、“选课须经导师同意”、“考试成绩

优秀 ”、“参加专题研讨或论文报告会”等。其中以“与研究方向或论文选题相关”、“ 根据

学生能力指定或建议课程”的要求最为普遍。详见下表：

导师对选课的要求 人数 比例

与研究方向或论文选题相关 25 36%

根据学生能力指定或建议课程 18 26%

选课须经导师或系所（签字）同意 5 7%

考试成绩优秀 4 6%

参加专题研讨或论文报告会 4 6%

其他 14 20%

总计 70 100%



4、教学方式

在 190份有效问卷中，共有 154人就读高校的课程教学采取了课堂讲授的教学形式，有

114人就读高校采取了讨论的教学形式，另有 37人就读高校采取其他教学方式，分别占有

效问卷总数的 81%、61%和 20%。与国内相比，国外高校在教学方式上更为多样，虽然课堂

讲授仍是最主要的教学方式，但讨论、或采取两种及以上教学方式的比例非常高。详见下表：

分类 课堂讲授 讨论 其他 采取两种及以上教学方式

人数 154 114 37 115

占有效问卷的比例 81% 61% 20% 61%

采取的其他教学方式主要有：实验、上机、野外实习、报告、指导本科生实验、案例

讨论、实践模拟、角色扮演、调研、助教答疑、文献阅读等。

5、导师组培养

在 245份有效问卷中，共有 110人由导师组共同培养，占有效问卷总数的 45%。导师组

组成人数为 2-6人不等，以 2人或 3人共同指导为主。美式体制的高校导师组组成人数较多

为 3人，英式体制的高校导师组组成人数较多为 2人。各培养模式的高校导师组组成人数统

计详见下表：

组成人数 2人 3人 4人 5人及以上 其他 小计

美式
人数 5 22 6 8 5 46

比例 11% 48% 13% 17% 11% 100%

英式
人数 12 7 1 0 5 25

比例 48% 28% 4% 0% 20% 100%

其他
人数 13 10 3 1 12 38

比例 34% 26% 8% 3% 32% 100%

小计 30 39 10 9 22 110

比例 27% 35% 9% 8% 20% 100%

各高校在导师组的组成方式上差异较大，各有特色。除主导师外，其他导师组成员可

以是教授、副教授、讲师、博士后、工程师研究员或企业从业人员。导师组组成方式主要有

课题组内组成、专业内组成、跨专业组成、系内组成、院内组成、跨学院跨学科组成、跨校

组成、企业或实践导师共同组成等。部分高校由导师与学生协商组建导师组，也有高校采取

双向选择制，导师选择学生，学生也可以选择或辞退导师。

导师组成员的分工也有加大差异。实行正副导师制的高校主要由主导师负责大方向把

握，副导师具体指导实验、数据过程中的细节讨论或在主导师离校期间代为指导。由 3人及

以上导师组成的导师组主要由主导师主要指导，其余成员辅助协助；或组成导师委员会，在

报告研究进展、是否答辩、是否毕业等关键环节进行审查或提出建议。在涉及交叉学科研究

时，主导师负责主要专业方向，与其他外系、外院甚至外校的导师组成员进行联合培养和指

导。

6、博士研究生资格考试

资格考试的形式。在 230份有效问卷中，资格考试的形式以口笔、笔试以及论述（或论文）



形式为主，其中口试的比例最高，达 56%。据统计，53%的高校采取了两种或三种以上考试

形式相结合的方式，如口笔试结合、口试与论述（论文）形式结合、笔试与论述（论文）形

式结合、口笔试与其他形式结合等。详见下表：

考试形式 单一形式 口笔试结合
笔试+论述或口
试+论述

其他形式+口笔试或其
他形式+论述

其他

人数 91 85 28 9 17

比例 40% 37% 12% 4% 7%

考核不通过比例及其处理。在 176份有效问卷中，46%的教师表示所在高校博士资格

考试的不合格率低于 10%，不合格率为 10%-25%和大于 25%的比例分别为 34%和 19%。详

见下表：

比例 <10% 10%-25% >25% 其他 小计

人数 81 59 33 3 176

比例 46% 34% 19% 2% 100%

在 178份有效问卷中，博士资格考试考核不通过主要有重考（补考）、延期、转为硕士、

退学等几种处理方式，以重考（补考）和转为硕士最为普遍，分别占有效问卷总数的 36%

和 31%。重考（补考）机会一般为 1-2次，再次不通过的将转为硕士或以退学处理，极少数

高校不限制重考或补考。

三、学习与借鉴

根据座谈会、问卷调查的分析，国外研究生培养过程的做法有自己的特色与合理性，

有些是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1、放宽对学制年限、毕业学分的限制，让学科有更多的自主权和灵活性。

国外高校学制年限灵活，博士学制年限从 3年至 10年不等，硕士学制年限从 1年至 10

年不等。美式体制的高校学制年限最为灵活，大多数高校无具体规定；英式体制高校的学制

年限较短。对毕业学分的要求差异较大，课程学分为 0-120学分不等；多数高校博士课程学

分要求低于 12学分，硕士课程学分要求低于 24学分。

2、打通硕、博课程设置，增强方法论课程开设，丰富教学方式。

国外有一定比例的高校未设置博士课程。60%的高校，主要是美式体制和英式体制的

高校，打通设置硕士博士课程。社会和经管学科设置博士课程的比例高于其他学科。超过

40%的高校设置了方法论课程，文科类学科开设方法论课程的比例高于理工医科，其中社科

类比例最高，开设门数最多，课程类型最丰富。同时，国外高校教学方式更多样，虽然课堂

讲授仍是最主要的教学方式，但讨论、或采取两种及以上教学方式的比例非常高。

3、鼓励研究生参与导师的课题研究、担任教学、科研助理，资助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

会议。

国外研究生在读期间有参与导师课题的要求，工科的比例高达 62%。在读期间有担任

教学、科研助理，未担任助理的情况在人文学科较为普遍。大部分高校对研究生参加国际学



术活动无硬性要求；部分高校虽然未提出要求，但会提供一定的经费支持，鼓励学生参加活

动。

4、规范博士资格考试，健全转退机制。

资格考试的形式以口笔、笔试、论述（或论文）形式为主，超过半数的高校采取了两

种或三种以上考试形式相结合的方式；大多数高校的考核不通过比例低于 10%；不通过的

处理方式主要有重考（补考）、延期、转为硕士、退学等几种处理方式，以重考（补考）和

转为硕士比例最高。健全退出机制，建立资格考试不通过的重考（补考）、延期、转硕或退

学制度。

四、认识与思考

1、重视环节、真正抓实研究生过程培养

研究生培养过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每个培育环节的落实是关键。要杜绝“重立规，

轻落实”的惯性，真正抓实研究生的培养过程。无论是研究生教学、教务、课程体系建设、

导师与导师组的权利与责任、课程的学习与学位论文的规范、博士研究生资格考试与分流等，

还是研究生其他培养环节，都应认真斟酌，在细节上求保证，在过程上求提升，不断深化研

究生教育的培养过程，进而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

2、转换角色、合理构建研究生课程体系

国外研究生课程体系构建与我国研究生课程体系建构差异很大，其课程体系不是在一

级、二级学科基础上构建的，也没有一级、二级学科之说。主要是以问题为主线，在解决问

题的过程中去探究知识、发现新问题。也就是说，研究生课程开设是以专业性、方向性的架

构为主导，其思维模式就是解决问题—探究知识—解决问题。研究生课程体系的构建不仅

要符合研究生知识体系的规律，而且也有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

3、改变观念、注重批判性思维训练

教育的真谛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培育智力活动的习惯、独立思考的能力等，研究生教

育应体现对知识的探究与思索。首先要明确研究生教育的阶段性，它不是本科生的基础教育；

同时也应明确研究生教育的目的性，它不再是以传授、普及知识为重任，而是探索未知，发

现真知。要不断创新研究生培养理念，注重研究生批判性思维的训练，才能发掘潜能，敢于

尝试；才能有怀疑、提出挑战，进而有所创新。一味的灌输、顺受，不能试错的思维，谈不

上创新，更谈不上对未知世界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