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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生课程设置是研究生教育培养过程中重要环节，承载着研究生教育培养重任，也是教育理

念具体实施的主要体现。利用大数据鸟瞰研究生选课的情况，梳理研究生课程的构建，从中把握研究

生对课程设置的理性诉求，也进而把握研究生选课趋势，反思现行研究生课程设置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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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课程建构是一个系统工程，其在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研究生课程的学习，是研

究生知识储备，进行科研创新研究的基础，“课程学习作为研究生获得专业基础理论和学科系统知识的

主要途径”。［1］然而，对于授课对象的主体研究生来讲，这些课程的设置是否具有科学性、合理性以及

吸引力等，直接的方式就是是否选修。这样，在一定程度上，研究生的选课情况，是从一个侧面反映

出研究生对研究生课程建构的理性诉求，也是从另一个视角来反思现行研究生课程设置的合理性。 

一、问题的提出 

（一）研究生课程建构的重要性 

美国“研究生教育未来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Future of Graduate Education）在题为《前方的路：

美国研究生教育的未来》报告中指出，研究生教育作为国家创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培养具

有前沿知识、创新能力、批判思维以及掌握高水平技能人才的重任。[2]而研究生课程设置是研究生教育

培养过程中重要的环节，承载着研究生教育培养重任，是研究生培养的载体,也是教育理念具体实施的

主要体现。研究生课程与国家需求、社会进步、个人发展等有着紧密的联系，因为“研究生课程的构建

对研究生在专业方面的知识结构、能力培养以及创新思维、未来人才需求等方面影响深远。”[3]这就对

研究生课程建构提出了极高的要求。“研究生教育设置什么课程？哪些课程是必修、选修？同时，由谁

来决定这些课程的设置等等，这些问题都是研究生教育必须面对且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3]  纵观我国

研究生课程设置，随意性比较大，因人开课的现象也比较常见，整个研究生课程的设置未能很好地体

现出一种科学性、系统行、严密性。通过研究生选修课的大数据，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研究生课程

设置的可行性、合理性与适用性。 

(二）大数据的哲学概念与合理性 

随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运用，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们的思维方式也随之发生改变，大数据

思维也就这在这种环境下的充分体现。以往，人们的思维模式就是通过事物把握本质，或者寻找其稳

定性、确定性，而大数据带给我们的却是不再拘泥于这种精确性，而是通过数据来把握事物发展的趋

势。目前，大数据已是人们获得新知、创造新的价值的源泉。 

“我们不再需要在还没有收集数据之前，就把我们的分析建立在早已设立的少量假设的基础之上。

让数据发声，我们会注意到很多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的联系的存在。”[4]维克托认为大数据将人们对因



果关系的追问转向关注相关关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对于因果关系的追求中解脱出来，转而注重相关

关系的发现和使用上。由对精确性的执着到把握事物发展趋势，这种人类思维方式的转变，带给我们

的是认识世界视角的转变。那么，研究生课程对于授课对象主体研究生来讲，在课程设置层面上是没

有发言权的，但是在课程选修层面上是有一定的自由度，也正是基于这种由下向上的视角，反窥研究

生课程构建，也就更能说明问题。大数据的运用，可清晰地表达出研究生对课程设置的意愿。 

大数据是对事物发展趋势的呈现，把握趋势，也就把握未来。因此，利用大数据鸟瞰研究生选课

的情况，梳理研究生课程构建，从中把握研究生对课程设置的理性诉求，也进而把握研究生选课趋势，

反思现行研究生课程设置的合理性。 

二、大数据下的研究生课程现状 

研究生课程现状，主要是指 2010-2016 期间，厦门大学研究生课程设置现状与研究生选课现状。在

此期间，厦门大学进行了研究生课程改革：按一级学科为单位制定培养方案，加强一级学科平台课程

的建设，同时鼓励优质课程资源共享、优秀教师合作开课；优化课程体系，建立硕博课程体系一体化，

完善本硕博贯通的课程体系建设，将选修课的范围扩大到全校所有研究生课程；同时，整合课程内容，

优化课程结构。 

（一）研究生课程设置现状 

1、2010-2014年度 

研究生课程每学年开设多达 2600 门，学年间课程门数相差不大。其中，2012-2013 年度开设课程

略显突出：理工医科 1774 门，人文社科 948 门，共计 2722 门。2014 年度之前，研究生课程没有实施

贯通授课，即硕士生课程与博士生课程分开设置。（见表 1） 

表 1 研究生课程改革前开设门数 

 理工医科 人文社科 

学年 博士生课程 硕士生课程 博士生课程 硕士生课程 

2010-2011 330 1291 239 716 

2011-2012 307 1275 252 723 

2012-2013 367 1407 246 702 

2013-2014 390 1336 231 656 

（注：数据来源于厦门大学研究生院） 

掌握本学科领域的前沿动态，对培养学术型研究生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要求。从研究生课程开设的

内容来看，前沿性知识在厦门大学研究生专业课程中所占比重不高，博士仅为 20.18%，硕士仅为

12.61%。2012-2013 年度，厦门大学共有 57 个博士专业和 109 个硕士专业未开设前沿课程，分别占博

士专业总数的 41.61%和硕士专业总数的 48.66%。 

研究方法类课程是直接影响研究生科研能力的重要课程类型，不同学科专业对研究方法训练的重

视程度存在较大差异。2012-2013 年，厦门大学共有 32 个博士人文社科专业和 9 个硕士人文社科专业



未开设方法类课程，分别占博士专业总数的 23.36%和硕士专业总数的 4.04%。 

必修课程以学位课程为主，少部分为非学位课程。厦门大学共有 9 个博士专业和 16 个硕士专业必

修课程包含非学位课程，分别占博士专业总数的 6.57%和硕士专业总数的 7.17%。共有 40 个博士专业

和 31个硕士专业，部分学位课程为选修课程，分别占博士专业总数的 29.20%和硕士专业总数的 13.90%。 

2、2015-2016年度 

2014 年度，厦门大学进行了研究生课程改革，按照一级学科为基础建构科学的课程体系，强调硕

博课程贯通，减少必修课的开设，提倡增设选修课等。这样，新修订的研究生培养方案中共列入 1900

多门研究生课程，与改革前培养方案列入的 4000 多门研究生课程相比，压缩了 53%的课程。课程开设

总门数大幅减少，因硕博课程实施贯通，以前博士生课程开设门数减少显著：2014-2015 年度，部分理

工科学院还没有完全实施新培养方案，因而博士生课程减少明显，但不显著； 2015-2016 年度课程改

革的全面执行，减少显著。（见表 2） 

表 2 研究生课程改革后开设门数 

 理工医科 人文社科 

学年 博士生课程 研究生课程 博士生课程 研究生课程 

2014-2015 114 1273 25 582 

2015-2016 46 1066 23 561 

（注：数据来源于厦门大学研究生院） 

（二）研究生选课现状 

研究生课程一般为学位课程、非学位课程与公共学位课程。研究生只有修完规定的学位课程，取

得学分，才能获得学位证书的资格。这些硬性规定，对研究生的自主选课具有限制性，同时也影响了

研究生的选课导向。一般的公共学位课是指英语、自然辩证法等由教育部文件规定的研究生课程。针

对专业性知识，学院还开设方法论以及跨学科的研究生课程。 

1、人文社科选课 

由于学科差异，专业结构不同，人文社科类、理工医类研究生对课程选修有着较大的选择性差异。

人文社科类更多倾向课堂学习，课程传授。相对来讲，人文社科类研究生注重方法论类的课程选修，

而理工医类研究生似乎更倾向跨学科类的课程。 

 



表 3 人文社科选课数据统计（％） 

学年 公共学位课 专业学位课 选修课 跨学科课 

2010－2011 0.58 32.61 29.74 1.58 

2011－2012 0.55 31.25 30.07 3.79 

2012－2013 0.48 34.06 30.64 6.54 

2013－2014 0.57 35.13 30.35 6.49 

2014－2015 1.30 33.95 34.30 10.45 

2015－2016 0.53 28.60 36.44 11.36 

（注：数据来源于厦门大学研究生院） 

2、理工医选课 

理工医类研究生因学科性质，更多倾向是在实验室进行科学研究，大部分时间也是待在实验室，

因此课堂学习，相比人文社科类研究生来讲，选课率降低。 

表 4 理工医选课数据统计（％） 

学年 公共学位课 专业学位课 选修课 跨学科课 

2010－2011 0.08 16.81 20.19 1.12 

2011－2012 0.08 17.05 21.00 3.49 

2012－2013 0.07 16.24 18.52 4.17 

2013－2014 0.08 16.65 17.22 5.02 

2014－2015 0.10 11.43 18.91 9.34 

2015－2016 0.18 13.33 20.93 10.11 

（注：数据来源于厦门大学研究生院） 

 根据数据显示（见表 3、表 4），首先，无论是人文社科类研究生，还是理工医类研究生，对公共

学位课程意愿都不是很强。人文社科类研究生选课平均不到 1%，理工医类研究生选课平均不到 0.1%，

这也说明研究生教育阶段，研究生对于公共学位课程兴趣不浓；其次，专业学位课程，人文社科类研

究生选课平均在 32%，每学年变动不大。理工医类研究生选课平均在 15%，呈降低趋势；再者，跨学

科课程的选课率逐年增加，人文社科类由 1.58%到 11.36%，理工医类由 1.12%到 10.11%，这说明，以

往跨学科课程开设的比较少，因而研究生选课率也低。同时，也说明研究生对跨科学教育的认知清楚，

明确社会需求。 

 3、研究方法类课程选课 



对于方法类课程，不同学科专业重视程度存在较大差异，部分学科重复设置；前沿性课程、文献

阅读课程、seminar 课程总体占比较低。人文社科类方法论课程增加，平均选课人数减少，说明课程丰

富，不同一级学科的学生有各自一级学科的方法论课程（见表 5）。理工医类方法论课程增加，选课人

数也增加，说明对于方法论课程的要求提高了（见表 6）。 

表 5 人文社科方法论课程平均选课人数 

 

（注：数据来源于厦门大学研究生院） 

表 6 理工科方法论课程评均选课人数 

  

（注：数据来源于厦门大学研究生院） 

三、数据说明的问题 

（一）核心课程 

由于学校将专业学位课程，即专业知识性强的课程规划为核心课程，强调的是专业知识的系统学

习。同时又将其作为必修课，与学位获得直接挂钩，因而研究生对核心课程的选课率较高，这也突显

出核心课程在专业化知识学习中的关键地位。但是，我们需明白，所谓的核心课程，并不完全专指专

业知识性强的课程。正如康奈尔大学校长罗兹（Rhodes）曾指出，核心课程不是以名著为基础的课程，

而是用一种方式把人文课程、社会课程直接与人休戚相关的事物联系起来。核心课程目的不仅在于使

学生掌握基础知识，而且还要使学生掌握学科间的联系，最后能将知识应用于生活[5]。 

（二）跨（交叉）学科课程 

跨（交叉）学科课程设置比例以及研究生对其选修比例逐步增大的趋势，说明目前研究生教育跨

（交叉）学科发展的趋势得到认同；也说明跨（交叉）学科往往是优势学科、新兴学科的发展、创新

点，知识结构单一，很难满足当前对知识的要求。然而，相对于国外高校的跨学科课程设置，我国跨



学科课程设置比例较低。麻省理工学院跨学科专业设置比例为 49.23%，跨学科选修模式比例达到

82.54%。特拉华大学 2011-2012 年度秋季学期，社会学专业开设 38 门课程，其中交叉学科的课程 15

门，所占比例为 40%。而我国研究生跨学科课程调查中发现，调查对象对自己所学专业跨学科的自我

评价是：50.6%认为所学专业没有跨学科，37.87%认为所学专业有部分跨学科，只有 11.52%认为所学

专业跨学科程度高[6]。 

（三）方法论类课程 

研究生对方法论类课程选修比例高，反映出研究生明确方法论类课程的不可或缺性，也懂得“授人

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方法论类课程，换一句话说，就是一种工具。研究生掌握一种工具、方法，就能

够自我去运用，主动地去探索，对未知的世界探求才成为可能，也才可能去培养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

方法论类课程注重研究生的思维方法与科研方法等的训练，加大此类课程的设置，有利提升研究生进

行科研、创新能力。境外高校比较注重方法论课程的设置，其开设的方法论课程种类繁多，主要包括

研究方法（或方法论）、统计分析、数学方法、问卷调查、论文写作等。“美国文科硕士生要修的 12 门

课程中，有 3 门是科学研究方法，1 门是社科研究方法论，2 门是数理统计方法。”[7] 

（四）选修课程 

研究生在选修课程的选课率较高，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充分发挥了研究生作为授课对象的主体性。

研究生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意愿，以及对社会需求、未来的期许等因素，全方面考量，决定选择

哪些选修课。如《婚姻家庭与继承法》、《中国经济前沿研究》等选修课程，无论是本院研究生，还是

外院的研究生，选课率高达 73%。这进一步说明，研究生课程的设置要充分考虑研究生主体性，个体

性发展的需求以及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等。 

四、研究生课程建构的思考 

研究生课程建构是一个系统、复杂工程，不仅涉及研究生课程授课内容，而且还要充分考虑到国

家、社会、个人等各方面的需求。“目前我国很多研究生课程授课方式单一、内容老化、不适应社会发

展的形势需求，因而要敢于举起奥卡姆剃刀，对研究生课程体系进行重构。适应时代发展，构建合理

的研究生课程体系，加强研究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与训练，是当前研究生教育的必修课。”[3]研究生课

程的构建，不仅考虑研究生专业设置，而且也要考虑各种需求结构性平衡。 

（一）国家层面 

一所大学，首先要满足国家的需求，解决国家的重大问题。紧随国家发展战略，为国家培养人才。

中南大学校长，黄伯云院士曾指出：国家一些大的工程需要什么，我们要参与到其中，这样的话就可

以体现大学的重大作用。我们要始终不断地去了解国家的重大需求，像现在政府的计划，特别是国家

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几大工作做了以后，对国家今后的发展都会有极其重大的影响，我们就应该投

身到这个里面去，有这个意识和没有这个意识大不一样，我们要千方百计进去，在里面贡献自己的力

量，我们要干成一些大的事。[8]中南大学也正是“满足国家需求、解决国家的重大问题”办学理念，在我

国大飞机、以及机轮刹车系统等领域取得巨大成就。培养人才，研究生教育课程建构一定要满足国家

层面的需求。 



（二）社会层面 

目前，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尤其是信息时代的到来，“由于中国这十几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大学

不断地与社会紧密结合，而且现在大学从过去传统的人才培养这一根本任务上也先衍生出两大功能：

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8]研究是创造新知识，推动社会不断进步；社会服务是大学要承担的社会责任，

通过社会服务的过程，理解社会、了解国情，进而为国家、区域经济建设服务做出贡献。因此，研究

生教育课程建构要考虑社会发展的需要。 

（三）学校层面 

学校有自己的办学理念，结合学校的办学特色，在学科发展、优势学科以及办学侧重点等上将这

些理念赋予实践，研究生课程的设置是一个重要的载体，不仅体现学校的办学特色，也将学校的办学

理念充分展现。厦门大学在经济、管理等学科要保持自己的学科优势，更要突出“台海侨”、南洋、高教、

南海等学科特色，研究生课程的设置要体现出这些优势。尤其是，厦门大学对台湾、东南亚在地理位

置、语言环境、历史渊源等占据不可替代的优势，以此，形成自己的特色学科群，在领域起引领作用。 

（四）导师层面 

导师是影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因素。研究生教育不同于本科教育在于，对于研究生导师而言，

每培养一个研究生都是一次新的经历，研究生的科研活动是在导师指导下的创新能力和应用能力提高

的活动，研究生和导师共同完成着自主创新。因此，构建研究生课程时，必须要考虑到导师的专业方

向，专业特长，以及以导师为核心的科研团队，通过课程，将导师的前沿科学研究第一时间传授学生，

让学生对学术前沿问题有一直觉认知与了解。同时，也警惕导师开设课程的随意性，加强学术委员会

对课程开设的评估与审核。 

（五）研究生层面 

教育其实就是人才的供给和教育资源的供给，但现在很多供给是“无效”的，不能满足社会多样化、

个性化的需要。很多研究生课程的设置，未能充分考虑研究生主体意愿，兴趣爱好，有些课程“设置具

有随意性，课程内容存在滞后和重复、教学手段和方法比较单一，课程教学效果评估模糊等等”。[9]要

针对研究生个体特性，进一步深化教育服务的供给侧，深化研究生课程开设的内容，开设更多的优质

课、特色课，让研究生选择性更大，而不仅仅是限制性开课。 

同时，研究生的课程构建，要注重研究生的批判性思维的培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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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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