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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构建“材料与化工”专业学位人才培养体系探究

吕凯   李国伟   杜赵新   冀国俊   麻文效

内蒙古工业大学，中国·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1

摘 要：中国专业型硕士研究生人才培养体系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有着重要作用，目前已超过研究生招生总量的一半。

其中，“材料与化工”专业领域硕士研究生培养还存在专业实践能力有待提升、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不足以及培养

过程中协同机制不健全等诸多问题。论文对“材料与化工”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课程体系、专业实践体

系及协同创新实践育人体系构建等内容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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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ining system of professional postgraduate student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which has more than half of the total enrollment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Among them,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the training of master students in the field of “materials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such as the 
professional practice ability need to be improved, th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bility of graduate students is insufficient, and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in the training process is not perfect.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the constructions of curriculum 
system, professional practice system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ractice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training process of “materials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 master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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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专业学位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

1997 年 4 月，中国工程专业学位教育设立，侧重于工

程应用，主要是为工矿企业和工程建设部门，特别是国有大

中型企业培养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

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层次工程应用型专门人才培养体系

的建立，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2020 年，

中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已超过研究生招生总量的一

半，培养模式持续改进，培养质量得到社会认同，有力满足

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需要。中

国针对行业产业需求设置 47 个专业学位类别，工程硕士专

业人才培养统筹为八个专业学位类别。2023 年，中国专业

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已超过研究生招生总量的一半，培养模

式持续改进，培养质量得到社会认同，有力满足了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对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需要。

目前，“材料与化工”专业领域硕士研究生培养还存

在专业实践效果有待提升、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不足以及培

养过程中协同机制不健全等诸多问题。基于上述原因，全方

位构建“材料与化工”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育人体系，提高

的人才培养质量和水平，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高

级专门人才，在为相关院校研究生教育竞争力的提高提供新

思路，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输送更高质量的人才等方

面有着重要意义。

2 构建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内容

2.1 构建具有浓厚工程背景内容的全日制硕士专业

学位课程体系
在专业硕士实际培养过程中，需要结合区域与学科专

业的特点，以实际应用为导向，以职业需求为目标，以综

合素养培养为先导，以科研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提高为核心，

进行课程设置。兼顾理论基础、工程能力和前沿知识，着重

突出实践类课程，突出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培养的课程体系

建设。

在课程设置方面，“材料与化工”专业因分别按照材

料工程、冶金工程、化学工程及纺织工程四个方向培养，需

要设置不同的专业核心课程与选修课程模块，要根据专业领

域区分核心课程。在核心课程具有指导工程实践的理论体系

基础上，有机地将授课内容的理论性与应用性课程结合起

来，突出案例分析和实践研究。教学过程中可以采用团队学

习、案例分析、现场研究等方法，注重培养研究生研究实践

问题的意识和创新能力，增长实际工作经验，提高专业素养。

因此，如何将之有机统一的同时又兼顾各个方向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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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并将工程化的理念贯穿于专业学位硕士培养的课程教学

全过程，是课程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2.2 建立与学位论文相结合的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

实践工作格局，建设拥有深厚工程知识的全日制硕

士专业学位导师队伍
通过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在联合培养基地培养，实现学

位论文选题来源于工程实践需求的目的，进一步推进学科知

识与行业需求有机结合，最终达到培养的人才工科基础扎

实、应用特色鲜明。在这一过程中，以人才培养为目标和牵

引，带动校企间合作、校企双方导师间的合作，促进技术合

作和成果转化。

联合培养基地的建设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首先，

在合作单位的选择上要充分考虑其主营业务和培养条件，即

其是否具备和本学科相匹配的工程背景以及能否提供“材料

与化工”专业硕士培养所需的科研条件、生活保障等。其次，

联合培养基地是在校企双方均有需求的基础上设立的，高校

需要通过联合培养基地实现研究生的工程实践能力锻炼，企

业需要将高校既有的成果或者技术通过联合培养实现应用，

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压力。最后，要明

确联合培养过程中对研究生的任务要求、考核方式等，要形

成以学位点牵头，合作单位执行的联合培养制度和校企双导

师指导体系。

因此，围绕研究生联合培养的建设，要重点研究论证

合作双方的需求和合作切入点后开展。此外，要建立一套完

善的校外研究生联合培养管理制度，包括研究生实践内容、

实践时长、配套条件、完全保障、考核方式、校外导师聘任

办法等内容。

2.3 打造理论教学协同实践教学、导师指导协同辅

导员教育的创新实践育人体系
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理论课教学是研究

生培养的第一课堂，二者是研究生培养的主渠道，要实现专

业类别硕士培养的工程化能力提升，就要在这两个方面有意

识的增加工程创新能力培养的元素。导师履行指导职责的过

程中，如果能与辅导员协同起来，着重加强对创新实践的合

作指导，如结合专业和课题组织学生参与国际大学生创新大

赛、全国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等创新和技能竞赛，就可以

充分调动学生开展工程创新实践的积极性。而在理论教学的

基础上，强化其与实践教学间的联系，达到学有所用，用有

所依。

因此，需要探索导师与辅导员、理论课和实践课协同

创新机制。从工作职责来看，导师和辅导员有很多交集，但

相互融合不够。因此，根据导师和辅导员的工作性质和活动

安排，起草联动管理文件，要求参与对方工作，实现协同联

动，进一步厘清工程创新实践指导过程中各自的职责，建立

畅通有效地沟通机制，进而达到良好育人效果。同时要设立

和理论课内容紧密结合的实践环节，如创新实践作品设计、

工程现场实践等，将创新实践理念贯穿始终。

3 结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创新驱动战略深入实施，教育

和人才培养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曾

多次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

动力”“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相关高校要立足国

家和区域的材料与化工产业布局，满足行业对本领域人才的

工程实践能力要求等，不断推进“材料与化工”全日制专业

学位研究生培养过程改革所涉及的课程体系建设、实践基地

建设、创新能力建设及协同育人体系建设，提升“材料与化

工”专业类别硕士研究生工程化水平和实践创新能力，有着

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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