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 教育现代化·2019 年 4 月第 30 期

教育现代化传媒品牌

投稿邮箱：chinajyxdhzzs@163.com

人
才
培
养
与
机
制
创
新

DOI：10.16541/j.cnki.2095-8420.2019.30.002

提升专业硕士培养质量和培养双师型导师的探索
       ――以齐鲁工业大学的工程中心共建平台为例

刘伟良，李梅，张献，刘金华，王介峰，沈建兴，刘永德，姚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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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培养专业学位特色的硕士研究生，组建硕士层次完整人才链条，是社会经济新旧增长动能转换的迫切

需要，也是地方高校硕士研究生个体发展多样化诉求。齐鲁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通过政府、高校和企业共

同搭建的产学研合作工程技术中心为研究生创造实践的机会，以提高研究生知识应用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并为导师们由学术型向双师型转变提供了广阔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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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增速的逐渐放缓，经济发展正在

进入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攻坚期，新旧增长动能

正在转换，需要一大批高层次的应用型人才，意味

着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要迅速进入全面提高质量的

新阶段。但是目前高校缺乏与行业联系紧密的专业

实践平台，相关配套设施不齐全，企业对于联合建

设专业实践基地的积极性不高，政府在专业实践平

台建设中缺位，导致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践教育形

式化突出，无法为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提供充分的、

高质量的专业实践。另一方面，多数高校直接让现

有的学术型导师担任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学术型

导师更擅长理论研究，缺乏相关职业领域的实际工

作经验，难以应用理论知识解决实践中的问题 [1]。

要彰显专业学位特色，除了重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学实践体系和课程体系、创新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

习方式之外，如何重构高校与行业、企业间的伙伴

关系，重组“双师型”导师队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关键环节。

下面我们就以齐鲁工业大学在这两方面的实践

和尝试为例，讨论有关地方工科院校探索专业学位

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有效途径。

一　培养模式改革的政策性导向

在齐鲁工业大学《研究生分类培养实施方案》（以

下简称为《方案》）中指出：树立“以人为本，搭建

平台，分类培养，分向发展”的办学理念，以产学

研结合为办学手段，坚持国际化视野，提高研究生

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以满足研究生不同发展取向

需要，实现高端就业。要求：“从出口往回找”，坚持

学业为就业服务，贯彻因材施教的方针，实行研究

生分流机制，实施研究生分类培养。

其中，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在《方案》归类于

高端就业型研究生，我校对高端就业型研究生的培

养方式是：压缩必修课程，增加选修课程，公共基

础课程内容要重视实用性，提高教学效果和应用技能；

专业课程内容要重视专业基础理论系统性与先进性

及实践技能和实验环节，及时引入本学科专业领域

最新科技理论与成果，同时针对毕业去向，开设一

些针对性强的选修课。重点加强应用技术基础和工

程实践能力训练，使研究生掌握本学科基础理论和

专业知识与技能，具有较强的实践创新能力，要侧

重社会实践与专业知识应用的引导 , 使之不断探求职

业发展环境 , 确立清晰的就业意向。鼓励这部分学生

积极参加社会实践 , 了解国情 , 服务社会并不断增强

自身才干 , 使其为提高就业竞争力做好相关的知识和

能力储备，满足企业单位对人才的需求，以期取得

高端就业。

这与 2013 年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关

于深入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意见》

中明确提出的要求：“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践能

力培养为重点，以产学结合为途径，建立与经济社

会发展相适应、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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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液聚合”是高等院校中与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和高分子材料科学有关的化学、材
料学和环境科学等各专业的选修课程，也可供其他理
工科学生选修，以了解乳液聚合这种聚合物合成方法
中应用最为广泛技术的基本知识。

一、授课制度的创新
由承担“乳液聚合”及相近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

组建了一支由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青年教师和研究
生（特别是专业学位研究生）组成的“乳液聚合”示范
课程教学团队，依据“新工科”的要求对课程进行重新
定位，并迎合现代学生的特点，进行教学辅助材料制作
的系统调整，对教学模式和授课形式等予以全面改进。

在授课过程中，由教师讲授大部分乳液聚合理论
知识，并有选择性地让研究领域与课程内容相关的教
师以科研讲座教学的形式讲述该部分的科技前沿和
应用展望。由于这部分教师多年来从事与此相关的研
究工作，掌握大量的具体实例和案例，讲授起来引人
入胜，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这种生动的案例教学示
范不仅能让刻板的书本内容更接地气，使学生能更容
易理解和掌握理论知识，而且为下面的“以问题为中
心的教学模式”（Problem Based Learning，PBL）做出了
很好的示范，培养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顺
应新工科建设的要求[1]。

二、课程特点分析
“乳液聚合”包括乳液聚合的科技历史沿革、乳液

聚合的模型、乳化剂、引发剂，以及作为能够实施乳液
聚合的单体与添加剂的基本知识体系、科技前沿和实
践应用简介，所涉及的讲授范围大大地超越了国内和

国外相似课程。当然，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造成
此课程中的经典理论、基本概念等知识点较多，尤其
是在乳液聚合“定性理论”等章节中有一些对本科生
来说算是比较深奥的假说等知识，让其在一学期内能
够消化吸收还是一个较大的挑战。

三、现代学生的特点分析
本课程的学习人员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和材料

化学等本科专业的学生，按照教学计划，在第四学年
之初就开始授课。一方面，学生受多年“填鸭式”教学
模式的影响，缺乏自修能力，仅靠课堂学习而掌握枯
燥的理论是有相当难度的。另一方面，作为当今时代
的年轻人，对于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兴事物有本能的
关注，对烦琐的概念、艰涩的理论极易产生抵触情绪，
同时，学用脱节又导致其缺乏基本的实践技能。

四、“乳液聚合”创新教学体系的构成
（一）教学辅助材料的制作
鉴于课程所涉范围宽泛，并且有些章节包含较为

艰涩的理论，课程教学团队根据各个成员的特长和背
景情况，对多媒体课件等教学材料的制作进行了分
配。另外，依据各章内容的需要，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整
理了大量的动画、图片和视频，并选择性地将它们插
入相关部分，以帮助学生们较为直观地理解相应的知
识。在收集这些材料时，还注意做好对应的存档工作，
具体注明栏目的主要内容、编撰时间，并标注适合作
为教学课件部分的内容和适用章节，以便后期视频资
料的精加工和具体分类。这些形象的图画和视频极具
演示性，不仅增加了学生对课程的学习热情，而且大
大地降低了其对抽象知识理解的难度，所以收到了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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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变缓、新旧增长动能亟须进行转换的新时期，而新技术的产生、新产
品的开发和新增长模式的兴起，需要大量的应用型人才。发展新的经济模式需要建设“新工科”来替代传统工
科，这势必对传统的教学模式提出更新和升级的要求。文章以我校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选修课“乳液聚合”
为范本，探索创新课程教学体系的改革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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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orytelling art has some excellent forms and skills, which can be used in college teaching on 
engineering. The following aspects can be practiced. According to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content 
of courses should be organized carefully. In order to guide students to think actively we can make 
some suspense in teaching class. A teacher with refining and accurate speech will be popular. Vi-
vid and humorous language accompanied by a moderate speed is pleasant to students. Absorbing 
useful elements of storytelling art, we can mobilize a variety of teaching methods and improve 
teach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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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将评书艺术的讲说形式和技巧应用于大学工科的课堂教学，在内容的组织方面根据课程的教学目标，精

心构思与设计；上课时设置悬念，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在语言上精练准确，生动幽默；在语速上快慢适

中。通过吸收评书艺术的有益成分，调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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