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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文科”建设的提出对于研究生教育管理模式带来巨大的机遇与挑战。本文以新疆高校中国语言文学

学科研究生教育管理模式改革为内容，通过对目前其现状分析，发现新疆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研究生

教育管理模式存在研究生教育结构相对单一、研究生管理队伍建设缺乏稳定性、多维度教学科研育人机

制不完善、研究生管理体制机制需加强等问题，最终提出以需求为导向，以育人为根本、以质量为核心，

以改革为动力，顺应时代变化，紧跟时代步伐的建议与意见，以期为新疆培养高层次急缺复合型的人才

奠定良好的基础，为新疆输送高层次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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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has brought grea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the gradu-
ate education management model. This paper takes the reform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man-
agement mod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 Xinjiang universities as the content, and ana-
lyzes its current situ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postgraduate education management mode of Chi-
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 Xinjiang universities has some problems, such as relatively single 
postgraduate education structure, lack of stabilit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ostgraduate manage-
ment team, imperfect multi-dimension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education mechanism, and the 
need to strengthen the postgraduate management system and mechanism. Finally,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demand is oriented, the education is fundamental, the quality is the core, and the reform 
is the driving force. The suggestions and opinions of adapting to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and 
keeping up with the pace of The Times lay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cultivation of high-level ur-
gent shortage of compound talents in Xinjiang and provide high-level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s for 
Xi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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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8 年 12 月，教育部在苏州召开经济和管理类教指委主任委员联系会议暨工商管理类专业教指委

第一次全体会议提出了“新文科”建设的理念，且将新文科建设纳入日程。2019 年 4 月，时任教育部部

长陈宝生在天津召开的“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 启动大会上讲话指出：“新文科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的重要载体，要把握好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要求，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与新科技革命交叉融

合，培养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家，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

影响力”[1]。明确了新文科建设的目标和要求，新文科建设正式落地，产生了系列理论成果，形成了基

本共识。 
“新文科”建设是以传统文科为参照面，强调思维观念的创新，强调学科的交叉融合，强调综合型

人才的培养。它的提出对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研究生的教育管理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新文

科”建设会大力提升国家对人文社科研究生的支持力度，形成了高校文科领域更加繁荣的发展前景；不

同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推动新的教育教学管理方式更迭换代。另一方面随着新文科建设的大力推进，多

学科交叉，研究生规模的扩大，旧的研究生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新发展理念。研究生管理工作中，其在

管理路径、管理模式、管理方式、管理对象以及管理的总目标等方面都出现了相对较大的改变[2]。那么

高校对于研究生的管理，应如何在新时代的浪潮中适应变化，面对改革出现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应对，

如何适应，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选择题，面对新形势，如何使用新的途径、方法、思维是我们追寻

的主要内容之一。 
新疆高校研究生教育管理承担着创新知识和培养高层次、高素质人才的双重任务。为聚焦新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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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与长治久安总目标，密切结合新文科建设的具体要求，立足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以服务总目标

为根本宗旨，本文将以新疆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研究生管理模式改革与实践为研究对象，以培养符合

新疆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多学科交叉、复合型语言文学专业人才为目标，通过实地调查，深入研究，

分析“新文科”建设对新疆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研究生管理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思考中国语言文学学

科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及方法。 

2. 相关文献综述 

目前学者在新文科视域下对研究生教育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学方式的转变，课程设置的改进等。

杨运庚认为要准确理解新文科建设的内涵和本质，注重学科专业交叉融合，努力培养具有数据科技素养

和创新思维能力的新时代中文人才；要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原典阅读、一流课程及课程群建

设、智能教学管理等方面不断进行探索，自觉贯彻新时代中文人才[3]；郭浩然、宋英兰指出应从学术、

时间、激励等制度管理方面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贾玉萍以新疆财经大学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为例，立

足“1 + 2 + 3”管理方法为高校研究生培养提供新思路[4]；郭俊等认为随着时代的变化，中国高校学生

事务管理应从研究生管理专业化、目标管理等微观问题进行研究。 
国内学者的研究为新疆高校研究生管理模式的改革与实践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新疆高校基于特

定地缘政治位置，就要求我们要守牢意识形态阵地安全，夯实校园安全稳定根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教

育工作的领导权、话语权。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多学科多专业交互交融的背景下，中国语言文学学

科研究生教育管理模式如何顺应时代变化，紧跟时代步伐将是本文重要的研究目的。 

3. 新疆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研究生管理模式现状 

(一) 管理制度全面化 
目前新疆高校研究生的教育教学管理方向管理制度严格化，具备较为完善的相关管理制度，在学校、

研究生院的指导下，各二级学院能够严格按照文件要求开展相关研究生教育教学管理。各学校严格按照

教育有关研究生教育管理各环节文件要求，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完善学校相关研究生教育文件，在研究生

学位论文开题、综合考核、中期检查、预答辩、答辩等过程中严格执行，注重研究生教育教学过程管理；

强化研究生管理环节监督管理机制，加强研究生入学考试、招生复试、录取等阶段的监督管理作用。管

理制度在逐渐完善加强，同时也做到公开、公平、公正、透明化。 
加大对研究生教育管理力度。从学校到学院分别设置相应的校级领导、院领导专人主抓负责研究生

各项工作，高度重视研究生教育教学工作。确保研究生的各项工作专人负责、专人专管。学院加强研究

生秘书的队伍建设，打通研究生教务工作人员的双晋升通道，实现工作人员“两条腿”走路。 
(二) 培养模式网络化 
第一、管理形式网络化。“新文科”建设的影响，加之近三年的新冠疫情影响，新疆高校中国语言

文学学院研究生的培养管理模式逐渐实现网络化。随着信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研究生的培养管理也

逐渐从线下逐步转为线上，学院通过 QQ 群、微信、钉钉等通讯软件发布各类教育教学管理通知文件等；

办公自动化也使得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制定、课程选修、毕业论文评阅、开题、答辩等申请实现线上完成；

研究生的网络化教育管理也在高速发展，基本上实现了研究生的培养、管理网络化。 
第二、培养方式网络化。随着新时代的发展，研究生的培养方式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实现线上、线

下双发展。加大对研究生精品课程的建设力度，实现网络资源共享机制。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授课方式，

以适应新时代高校研究生。 
(三) 思政育人规范化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8850


水雪娟，丁书君 
 

 

DOI: 10.12677/ae.2023.138850 5453 教育进展 
 

第一、新疆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研究生思政育人队伍能够准确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精

神，深入实施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根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进课堂教材指南》等相关要求，以党建为引领，注重加强思政育人宣传教育力度，结合三进两联一交友

工作安排，切实提高导师及任课教师的大思政育人意识，基本实现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

育人格局。 
第二、加强课程思政精品课程的培育工作，定期召开课程思政研讨会；将课程思政与“开学第一课”

有机融合，开展“开学第一课”及课程思政示范课；注重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及能力培养相统一，切实

将思政教育有机融入课程教学，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4. 新疆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研究生管理模式存的问题 

(一) 研究生教育结构相对单一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新疆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研究生在课程设置方面，跨学科、跨专业选修课程

较少；新文科要求跨学科交叉学科融合，培养综合性复合型人才，而在跨专业课程设置方面稍显不足，

将会导致所培养的硕博士研究生在专业研究领域存在单一性或专门化的问题，跨学科合作研究能力和创

新能力不足；另外随着研究生的大量扩招导致“学历贬值”和学术研究岗位饱和，一些原可以由本科毕

业生承担的工作，需要由硕博士研究生承担，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研究生教育为国家培养高层次研究

型人才的初衷。 
同时由于新疆地处边疆偏远地区，学术会议内容了解欠缺，研究生参加国内外各类学术会议、学术

交流活动较少，加之文科类的硕博士研究生往往以在校上课为主，对外交流与田野考察的机会较少，学

科前沿意识不强，阻碍其研究能力的提升、视野的开阔以及对前沿学术研究的敏感度。 
(二) 研究生管理队伍建设缺乏稳定性 
研究生的培养离不开研究生管理工作，研究生管理队伍建设直接影响研究生管理工作的开展。在“新

文科”建设的背景下，组建一支业务能力强、政治素养高、乐于奉献、勤于服务的研究生管理队伍是必

须且必要的。新疆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致力于高水平队伍建设的目标且已做出巨大努力，通过完善人

才制度建设、加强业务能力提升等以期提高管理队伍能力；但由于新疆地缘结构劣势的存在，一方面使

得研究生管理工作人员缺乏稳定性，通过对新疆几所高校的实地调查研究，发现学校虽已多次强调要安

排专人负责研究生工作，但由于学院客观现实条件影响，行政工作人员短缺，故很多负责研究生教务的

工作人员由学院其他行政工作人员、专任教师等兼职，部分学院通过外聘科研助理岗工作人员担任，由

此导致其流动性相对较大，对于研究生教务管理工作不具有持续性、连贯性。 
另一方面研究生导师队伍易流失且在部分专业方向中存在大量的缺口。新疆地处边疆，地理位置劣

势导致在高层次人才引进方面存在很大困难；部分院校虽通过签约天山学者等引进高层人才，以充实导

师队伍建设，但在稳定性方面仍显不足。 
(三) 多维度教学科研育人机制不完善 
多维度产学研育人机制是适应“新文科”建设的要求，通过产学研协同育人，提升研究生的综合能

力，打造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对新疆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研究生培养管理模式的调查研究，可以看出，

新疆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研究生在多维度教学研育人机制方面仍需加强。在研究生培养管理中，研教

融合可能会出现科研、教学联系不密切，或者教师灌输性科研教学的问题。另由于与文科相关的具备产

教融合的试点企业数量有限，且企业具备的专业背景比较单一，与部分学科研究生培养专业匹配度较低，

使得文科类专业研究生在产教融合方面较难实现。 
(四) 研究生管理体制机制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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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更注重培养研究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根据调研，发现新疆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博士

研究生出现毕业率低、延期率高的现象。首先是由于研究生的招生不同于本科生的招生，研究生存在生

源结构、招生方式、培养模式等的不同，个体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其学习生活自由分散，部分研

究生对其未来规划不清，对专业学习规划不够重视，对毕业难度认识不足等；其次是由于新疆部分高校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博士研究生学位授予条件中对发表核心期刊论文数量的要求与破“无唯”的要求不太

相符；最后，新疆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研究生的评价机制过于僵化，导致学生为了毕业而毕业，读研

究生的目的和全部内容就是发几篇文章，研究生的学术素养和创新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培养，走出校门

后出现科研能力不足，知识结构欠缺等。 

5. 新疆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研究生管理模式改革实践路径 

(一) 以需求为导向，健全研究生教育管理服务机制 
鼓励和激励研究生教育教学管理团队及学生适应新事物的能力。适当增加专业选修课程；适当增加

跨学科、跨专业选修课程。拓展学术视野，尽可能多地涉猎和阅读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资料。同时，可

以与其他学科的学生进行跨学科交流，互相引导和借鉴双方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资料，从而产生学术思想

的碰撞；积极参加国内各类研究生论坛，学校也可以组织校级或自治区范围内的研究生或青年学者论坛；

出台并细化研究生教育教学管理模式规章制度，突破固有思维，以新疆社会发展及需求为导向，以“新

文科”建设为契机，努力培养符合新疆社会发展及文化需求的新型复合型人才。 
以文化润疆工程为依托，以固边兴疆为目标，加强专业性建设。加强专业技能方面的建设，以适应

文化润疆需求为导向，在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生培养环节融入文化润疆元素、符号等，开设相关课程，教

育引导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研究生。 
(二) 以育人为根本，构建协同共享的培养方式 
构建协同共享，是“新文科”建设的主要实现路径，也是新文科建设的目的。新疆高校中国语言文

学学科研究生教育管理可借“新文科”建设之东风，创新教学方式，改革育人模式，以人才培养为目标，

以新疆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加强多学科交叉专业知识的培养，鼓励学院经验丰富的导师发挥自身优势，

积极主动为相关专业同学们开展学术讲座；培养一批有志于服务边疆，扎根边疆的复合型、智慧型的文

学专业人才。 
(三) 以质量为核心，丰富研究生教育管理手段 
坚持以培养高质量研究生为目标，通过构建“学院–导师–班主任–研究生”四位一体的管理模式，

加强导师组会、工作坊制度的建设，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引领作用，建立以年级、学科为单位的党团组

织，转变管理方式，丰富研究生的教育管理手段。 
(四) 以改革为动力，优化研究生教育管理环境 
加强教学管理队伍建设，转变教学管理思维方式。教学管理队伍是高校研究生教育管理的骨干力

量，其素质高低决定了教育管理水平的高低。要适应“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研究生的教育管理方式方

法，教学管理队伍转变思维方式，从多学科交叉融合角度不断提升研究生教学管理队伍服务业务水平

和能力。 
“新文科”的建设强调学科的交叉融合，强调综合型人才的培养，在“新文科”建设浪潮中新疆高

校研究生教育管理应把握机遇，迎接挑战，以需求为导向，以育人为根本、以质量为核心、以改革为动

力，从管理服务机制、培养方式、管理手段以及管理教育环境着手，顺应时代变化，紧跟时代步伐，切

实肩负起新疆输送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的任务，勇担创新文化知识的重任，为新疆培养高层次急缺复合型

的人才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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