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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的优化路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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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系统探讨了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学基地的理论基础、现状评估及优化策略。以产教融合理论

和现代学徒制为指导，本文分析了实践教学基地的战略性作用，同时结合国内外成功经验，为基地建设提供了实

践参考与创新思路。通过对校企合作型、政校企合作型、校际合作型和校内实践教学基地等不同类型基地的梳理，

总结了其特点与优势，同时指出了资金投入不足、师资力量薄弱、管理机制不完善和考核体系不健全等问题。针

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创新校企合作机制、加强实践指导教师队伍建设、完善基地管理制度、建立实习项目库

和学生实习档案、优化实践教学考核制度等具体策略。这些措施旨在提升实践教学质量，促进人才培养与市场需

求的精准对接，为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提供坚实保障，助力我国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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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current situation evaluation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practical teaching base for professional degree graduates. Guided by the theory of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and the modern apprenticeship syste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rategic role of practical teaching base, and at the 
same time, combining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at home and abroad, provides practical reference and innovative ideas for 
base construction. By combing different types of bases, such as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government-school cooperation, 
inter-school cooperation and in-school practice teaching bas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and 
points out som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capital investment, weak teachers, imperfect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imperfect assessment system. In view of these problem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pecific strategies, such as innovating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mechanism,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ractice guidance teachers, perfecting the base 
management system, establishing practice project library and student practice files, and optimizing the practice teaching 
assessment system. These measures are aimed at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ractical teaching, promoting the accurate 
connection between talent training and market demand, providing a solid guarantee for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applied talents 
and help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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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我国实用型人才总量丰富，但高层次应用

型专门人才相对匮乏。《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2010-2020 年）》的实施推动了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质量跃升[1]。继而出台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

要（2024-2035 年）》进一步明确了到 2035 年在学研

究生规模达到 750 万人的宏伟目标，这一战略部署不

仅深化了研究生教育体系的完善，更为国家储备了大

量高素质专业人才[2]。然而，研究生规模的显著扩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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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地对就业市场形成压力，导致人才供给与市

场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失衡。 
为应对此种形式，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育

体系建设显得尤为迫切，其核心目标在于提升研究生

的专业实践能力与就业竞争力，进而优化人才供给结

构。各高等院校积极构建实践教育平台，强化理论与实

践相统一的育人模式，为研究生职业发展奠定扎实根

基。然而，现阶段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仍不同程度地受

困于传统学术导向的桎梏，实践能力培养相对滞后。通

过深化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将专业实践融入人才培养

全过程，从而全面增强高校服务社会的功能[3]。 
1 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的理论基础 
1.1 产教融合理论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学基

地建设 
产教融合理论是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学基地建

设的指导思想，强调产教深度协同。实践教学基地作为

产教融合实体化平台，在研究生培养中具战略作用，价

值体现在三方面：实践教学生产性，通过整合真实产品

研发项目，同步提升研究生实践技能与职业素养；资源

整合交互性，校企优化配置物质与智力资源，搭建教学、

生产、研发一体服务平台；技术迭代快速性，配备与产

业技术同步更新的设备，支撑教学质量与创新能力提

升。多维度功能有机统一，推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

产业深度融合，为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打基础。 
1.2 现代学徒制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学基地

建设 
现代学徒制作为传统学徒制与现代教育理念的创

新性融合，为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提供

了范式重构的思路[4]。该模式赋予研究生双重身份属性，

实践教学基地则成为其实施载体。以医学专业学位研

究生培养为例，通过"师徒制"培养模式，研究生在临床

导师指导下系统获取专业技能与职业素养。高校与医

疗机构联合制定培养方案，构建理论与实践的衔接机

制，促进研究生知识运用能力与实践创新能力的协同

提升，有效培养了具备扎实理论基础和卓越实践技能

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1.3 国内外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的

经验借鉴 
国外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方面有

着诸多成功经验值得借鉴。如美国斯坦福大学依托硅

谷产业优势，使计算机专业研究生在人工智能、大数据

等前沿领域获得实践创新机会；德国“双元制”职业教

育则强调高校教育知识与企业工作内容深度融合，通

过偏重企业实践和双重导师制度，有效提升了工程类

研究生的实践能力与职业适应性[5]。近年，国内也逐渐

意识到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的重要性。上海交通大学与

上海市智能制造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合作实现了

“学校-基地-企业”三方联动的产教融合培养[6]。深圳地

区则依托其高新技术产业优势，构建了完善的校企合

作实践教学基地网络，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领域取

得显著成效[7]。这些实践经验为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实

践教学基地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推动了研究生教育

质量的整体提升。 
2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的现状

评估 
2.1 实践教学基地类型 
2.1.1 校企合作型实践教学基地 
校企合作型实践教学基地由高校与企业共同建立，

企业为学生提供实践场所和项目，另一方则提供理论

指导和师资支持，实现双方优势互补。例如在 2019 年

清华大学与华为公司签署科技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推

进“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作为全球领先的科技企业，华

为公司为其提供了涵盖通信技术、人工智能、鸿蒙操作

系统等前沿领域的丰富实践项目，为清华大学师生带

来鸿蒙生态系统的最新发展与未来展望。在华为专业

工程师的指导下，研究生们不仅深入了解到前沿技术，

还在实际项目中锻炼了动手能力和创新思维，显著提

升了自身实践水平和职业竞争力。 
2.1.2 政校企合作型实践教学基地 
政府、高校和企业三方合作建立，政府为校企合作

搭建平台，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促进高校与企业

之间的深度合作。例如上海市颁布的《上海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转发市教委等十六部门关于加强校企合作提高

高等教育、职业教育质量意见的通知》（沪府办发〔2012〕
56 号）文件[8]，上海市政府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扶持，

推动了 27 所高校 177 个专业学位实践基地的建设与发

展。这些实践基地立足上海产业发展需求，重点布局智

能制造、生物医药、金融科技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

培养了大批适应上海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专业

学位研究生。 
2.1.3 校际合作型实践教学基地 
高校之间的战略合作有效促进了实践教学资源的

优化配置与共享互补。以 C9 联盟为例[9]，成员院校基

于各自学科特色构建了实践基地共享平台。其中，哈尔

滨工业大学在航天航空领域积累了丰厚的实践资源，

清华大学则在信息技术、新能源等领域建立了先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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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基地。通过校际协同机制，联盟内研究生可根据专

业需求选择不同院校的优势基地开展实践，有效拓展

了学术视野，提升了跨学科创新能力。同样，京津冀高

校联盟也形成了区域性协同发展模式。北京师范大学、

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成员院校立足区域发展需求，共

建跨校际实践教学平台。以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为例，联

盟整合各校优势资源，组织研究生参与区域环境污染

监测、生态修复等实践项目。这种区域协同育人模式不

仅提升了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也为京津冀一体

化发展战略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2.1.4 校内实践教学基地 
高校自建实践基地是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学的

重要平台，其便捷性和针对性使其能精准对接人才培

养需求。以清华大学基础工业训练中心为例[10]，配备

了先进制造设备和专业教师团队，为机械工程、材料科

学与工程等专业研究生提供系统化实践训练。学生在

此开展机械加工、数控编程、模具制造等实践项目，有

效实现理论知识向工程实践能力的转化。另一典型案

例是复旦大学枫林校区医学实验教学中心。该中心配

备模拟手术室、病理切片制作实验室、细胞生物学实验

室等先进设备，支持医学专业研究生开展临床技能训

练和科研实验。中心还与附属医院紧密合作，为学生提

供临床实习机会，有效促进了医学专业人才的实践能

力培养和职业素养提升。 
2.2 实践教学基地的特点与优势 
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学基地突破了传统培养模

式的局限，形成了独特的办学优势。基地通过深度整合

多方优质教育资源，在人才、设备、技术等方面实现共

享共用，建立了产学研一体化育人平台，有效提升了教

育资源使用效率。与普通教学相比，基地的显著特点在

于采用“双导师制”培养模式，将校内导师的理论指导

与企业导师的实践经验有机结合，既保证了专业知识

的系统性，又强化了实践技能的应用性。作为集教学、

科研、培训、就业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基地通过开展

专业技能培训、提供实习就业机会、职业资格认证、推

进产学研合作和科研成果等多元化举措，极大增强了

研究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和职业竞争力，为培养高素质

应用型人才提供了有力保障。 
2.3 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存在的问题 
2.3.1 资金投入 
基地建设涉及场地租赁、设备购置、日常运营等多

个环节，需要持续性的资金支持。许多高校面临经费紧

张困境，难以保证充足的建设资金投入，导致设备更新

滞后，无法满足新技术发展带来的教学需求。 
2.3.2 师资队伍建设 
高质量的实践教学需要专业的师资队伍支撑，包

括校内专职教师和企业实践导师。然而，企业导师往往

因工作繁忙难以投入充足指导时间，校内教师则普遍

缺乏实践经验。同时，由于待遇偏低、发展空间有限，

基地难以吸引和留住优秀的实验技术和管理人员。 
2.3.3 管理机制 
实践教学基地涉及多个利益主体，需要建立科学

的管理机制和运行模式。当前校企合作往往流于形式，

缺乏深度融合，部分企业对研究生实践采取敷衍态度。

基地管理制度不够完善，缺乏标准化的管理流程和质

量监控体系，校企之间的资源共享机制也不健全。 
2.3.4 考核评估体系 
现有评估体系存在标准不统一、指标设置不合理

等问题，过于注重硬件条件和表面数据，而对实践教学

效果、学生能力提升等关键指标关注不足。同时，评估

结果的运用不够充分，难以有效发挥其引导和促进作

用。这些问题需要通过系统性改革加以解决，从而提升

基地建设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3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的优化

策略 
3.1 创新校企合作机制，促进资源共享 
搭建校企合作架构与沟通桥梁，成立由高校、企业

负责人组成的合作领导小组，定期座谈，共商实践教学

基地建设、项目推进、研究生培养等要事。设专门联络

办负责日常协调，畅通三方信息，保障合作顺畅。推动

校企资源共享，企业开放设施供研究生实践，企业专家

兼职授课；高校开放资源，教师为企业提供培训指导。

完善激励机制，对积极参与企业优先开展科研合作，对

优秀师生予以表彰，激发各方积极性。多维度深化合作、

共享资源，提升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水平。 
3.2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指导能力 
实践指导教师选拔依学校定位和需求，重学术与

实践能力。燕山大学年度考核，从履职、培养质量等维

度评估，结果关联招生资格；上海交大重德才，将师德

与学术道德贯穿选聘、考核全程。培养教师能力同样关

键。通过多层次培训提升指导能力，鼓励中青年导师深

入行业对接产业需求，培育师生行业情怀。推动校企人

员双向流动，支持教师挂职、引进企业骨干任教，打造

高素质双师型导师队伍，支撑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 
3.3 完善实践教学基地管理，提升运行质量 
学校主导实践教学，企业提供场所与项目，政府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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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政策和资金支持，三方各司其职并建立有效沟通协

调机制。完善实践教学基地管理制度是关键，要制定详

实教学计划，明确目标、内容与进度；构建过程管理机

制，强化教学监督；设计科学考核评价标准，客观评价

学生；加强安全管理，保障师生安全。建立实践教学质

量监控机制是保障，需制定质量监控指标体系，定期评

估反馈；加强指导教师管理考核，提升教学水平；建立

学生反馈渠道，及时改进教学。推进实践教学基地信息

化建设可提升管理效能，利用管理信息系统实现教学

计划、过程管理、考核评价信息化，借助网络平台开展

在线指导交流，提高教学效果。 
3.4 建立实习项目库、学生实习档案等管理制度 
建立实习项目库和学生实习档案，能实现实习的

系统化管理。实习项目库按专业领域分类，明确各项目

的目的、任务、技能要求、时间和地点等信息，为学生

实习选择提供参考。学生实习档案包含基本信息、实习

单位信息、计划、报告和评价等，完整记录实践过程与

成果，为评价提供依据。研究生实习前定计划，实习中

记录收获并撰写报告，实习后由单位和导师评价存档。

如中国地质大学、山东大学法学院，都对实习报告、考

核有明确要求，保障实习管理规范有序。 
3.5 完善实践教学考核制度，强化过程质量监控 
优化实践教学考核评价与学分认定制度，对于提

高实践教学的质量和效果至关重要。以下从考核评价

主体、内容、方式以及学分认定标准等方面进行阐述。 
3.5.1 考核评价主体多元化 
实践教学考核评价需采用多元主体评价机制，由

学校教师、企业导师、学生、基地管理人员共同参与。

其中，学校教师评估专业知识掌握情况与实践报告质

量；企业导师考察工作表现和职业素养；学生通过自我

反思总结自评；基地管理人员从制度执行、团队协作等

方面评价。例如，山东大学法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

考核表，要求实践单位及校内外导师共同填写鉴定意

见并打分，彰显了考核评价的多元化。 
3.5.2 考核评价内容全面化 
考核评价体系应全面覆盖实践任务完成度、专业

技能提升、创新能力、团队协作和职业素养等多个维度。

如地球科学学院的实践考核方案就采用了个人总结、

导师评价和学院考评三位一体的评价模式，对研究生

的实践表现、工作态度、实践能力、职业素养和实践报

告进行综合考查。 
3.5.3 考核评价方式多样化 
考核评价应采取过程性与终结性评价、定量与定

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过程性评价注重实践记录完整

性和阶段任务完成情况，终结性评价侧重实践报告和

成果展示。评价结果既可用具体分数量化，也可采用优

秀、良好等级制评定。以动物科技学院为例，其专业学

位硕士实践考核通过学科集中答辩、考核小组现场评

分的方式，结合心得体会和实践材料质量，最终以"合
格"和"不合格"两级制评定成绩。 

3.5.4 学分认定标准科学化 
学分认定标准应依据实践教学目标，综合考量实

践时长、任务完成质量和考核评价结果。以山东大学法

学院为例，其专业学位研究生必须完成规定实践时间、

提交不少于 5000 字的实践报告，并通过实践单位和校

内外导师的考核评定后方可获得学分。同时，严格防范

虚假实践和实践报告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 
4 结语 
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是培养高素质

应用型人才的重要抓手，也是深化教育改革、服务国家

战略的关键环节。本文梳理了校企合作型、政校企合作

型、校际合作型和校内实践教学基地的特点与优势，指

出其在资金、师资、管理和考核等方面面临的挑战，针

对现状提出创新校企合作、加强师资建设、完善管理制

度、建立实习项目库和优化考核制度等策略。实践教学

基地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高校、企业和社

会各界的共同参与和持续投入。通过优化基地建设路

径，不仅能够有效缓解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供需失衡的

结构性矛盾，更能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坚实

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未来，应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

推动实践教学基地向更高水平发展，助力我国研究生

教育质量全面提升，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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