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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今乡村振兴的发展中，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是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

之一，通过调查与评价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质量，可以找出其中的关键制约点与存在

的问题，进而优化培养方案。本文从实践基地、导师指导、课程教学三个方面构建河北省农业硕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利用AHP-熵权法对评价指标权重赋值，采用TOPSIS法对

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质量展开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河北省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实践能力培养体系整体上显示较好，但是仍然有需要完善改进之处。建议健全“校企协同”培养机制、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改进实践课程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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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cultivation of practical abilities for agricul-
tural master’s degree postgraduates is one of the key links in cultivating high-level applied talents. 
Through investigating and evaluating the quality of practical ability training of agricultural mas-
ter’s degree postgraduates, it could find out the key constraints and existing problems and optim-
ize the training program. This paper constructed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practical ability 
cultivation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master’s degree postgraduates in Hebei Province from practice 
base, tutor guidance and course teaching. AHP and entropy weight methods was used to assign the 
evaluation index weight, and TOPSIS method was used to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the practical 
ability cultivation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master’s degree postgraduates in this pap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ractical ability training system of agricultural master’s degree postgraduates in 
Hebei Province is good on the whole,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improvements to be made. It is sug-
gested to improve the training mechanism of “school-enterprise collaboration”, strengthen the 
teaching staff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mode of practic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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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农业新产业层出不穷，农业发展模式也推陈出新，如何实现行业产业中对

人才需求的满足，制定合适的人才培养目标已经成为高校培养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关键。《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中规划到 2025 年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大概扩大到硕

士研究生招生总规模的 2/3，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一直是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主渠道[1]。2020
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指出，要推动我国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

展[2]。对于具有比较强的农业实践需求的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对其实践能力培养更为重要。 
学者们相关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参考，但是在对高校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

培养的研究中，尚未系统地对其培养质量进行评价，特别是未构建针对河北省高校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培养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无法综合、系统地掌握高校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的总

体水平。因此以河北省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为主体，构建其实践能力培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针对

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探究，从而提出提升河北省高校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的可行性对

策，以期提升其培养水平，最终提升河北省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践能力。 

2. 河北省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和模型选择 

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在高校对研究生的整个教学过程中，实践能力培养体系的制定是非常关键的一环，这是大纲、是引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61085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李逸波 等 
 

 

DOI: 10.12677/ae.2024.1461085 1361 教育进展 
 

领，是高校总体的发展方向。因此，首先要建立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育的总体规划，制定切

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体系建设以目标为引领，以就业为导向。具

体实践中应遵循三个原则。 
第一，整体性原则。要针对农学学科特点，从农学学科的整体要求出发，要力求知识、能力、创新三

方面有机结合。第二，可行性原则。培养体系要适度、恰当，符合学生实际。同时，要简明、具体、易操

作。总体规划的主干要鲜明，目标数量不宜过多，否则难以落实。可操作性要求指标的选取应该是可以量

化的，并且比较容易搜集，具有明确的涵义，不受人为因素的影响。此外，为了提高各个指标的可信度，

应选取多项指标进行衡量，且需要保证各个指标之间没有交叉和重复。第三，科学性原则。指标的选取应

该是科学客观地，能够真实地体现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的本质，避免由于人为判断的偏

差导致指标体系的片面。同时，选取的各个指标要具有一定的可比较性，能够客观体现出各个指标之间的

不同，另外，在制定好实践教育的总体规划后，落实执行的过程中还要发现其中的不足或不合理之处，并

不断的改进与完善，使其不断的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相关院校才能高质量地向社会输送农业人才。 

2.2. 评价指标体系指标选取 

柯尼特和约克(Knight & Yorke, 2002)提出大学生就业能力模型(USEM)，其中包括大学生的情商、在

环境中的适应能力和反应能力、做一件事情的自信心、学习的意愿等个人特质[3]。Mohd Yusof Husain 
(2010)指出，就业能力体现在一些领域中，如生活和工作环境，是一个人取得成功所应具备的技能、知识

和特征等[4]。 
在实践能力培养目标方面，美国高校在学生培养中非常强调职业技能的发展，他们把职业技能相关

的能力作为人才培养的基本目标，包括职业道德、知识领悟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5]。赵晓萌、刘铁军、

刘柳(2018)认为大学生四年一贯全程导师制是以育人育才为导向的培养模式，旨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创

新实践能力[6]。李伟光，肖萍萍，颜萌(2023)提出了“2.5 + 0.5 + 1”的人才培养模式，其主张将理论、

实训、实习、就业四方面串联起来，使学生将理论基础与实际结合起来，以加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从而使学生们成为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人才[7]。 
综合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就业能力模型和实践能力培养目标，围绕高校提供的所有实践能力培

养条件，包括学校可提供的资源、教师和课程三个方面，从实践基地、教师指导、课程教学三个方面来

构建培养体系，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Practical ability training system of agricultural master’s degree postgraduates in Hebei Province 
图 1. 河北省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体系 

 
把实践基地划分为校内实践基地数量、校内实践基地设施与环境、校内实践基地管理水平、合作企

业数量、合作企业设施与环境、合作企业管理水平六个方面；把教师指导划分为校内导师指导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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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导师指导毕业论文、校外导师指导实践活动、导师指导毕业论文四个方面；把课程教学划分为教师

情景教学水平、教师案例教学水平、情景教学形式(方式及过程)、案例教学形式(方式及过程)、教师情景

教学针对性、教师案例教学针对性六个方面，如表 1 所示。 
 

Table 1.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practical ability training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master’s degree postgraduates in Hebei 
Province 
表 1. 河北省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河北省农业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体系 A 

实践基地 B1 

校内实践基地数量 C1 

校内实践基地设施与环境 C2 

校内实践基地管理水平 C3 

合作企业数量 C4 

合作企业设施与环境 C5 

合作企业管理水平 C6 

导师指导 B2 

校内导师指导实践活动 C7 

校内导师指导毕业论文 C8 

校外导师指导实践活动 C9 

导师指导毕业论文 C10 

课程教学 B3 

教师情景教学水平 C11 

教师案例教学水平 C12 

情景教学形式(方式及过程) C13 

案例教学形式(方式及过程) C14 

教师情景教学针对性 C15 

教师案例教学针对性 C16 

2.3. 评价指标体系权重确立 

对于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而言，需要运用综合权重法——主观

权重与客观权重来综合考虑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特征和数据本身规律[8]，因此采用层

次分析法–熵权法进行综合确权。 
(1) 层次分析法主观赋权 
层级分析法是通过对各项指标的重要性进行排序，比较、判断和计算两两要素，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最终确定指标权重。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体系评价层次结构确定之后，通过 yaahp0.6.0
软件进行判断矩阵的构建以及运算，结果如表 2 所示，将指标两两对比确定其对目标层的重要程度，使

用 1~9 及其倒数作为重要程度的代表：在比较两个指标对于上一层的重要程度时，1 表示两者同样重要，

3 表示该指标略微重要，5 表示相对重要，7 表示非常重要，9 表示极其重要。2，4，6，8 则用于表示相

邻指标的重要程度的中值区域[9]，反之则使用倒数表示。 
Yaahp0.6.0 软件通过对各层次的运算，得出各个层次指标的单排序权重 W，通过判断实践基地、导

师指导、课程教学三个因素层对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要程度得出判断矩阵。通过

层次分析法运算，确定各指标层的权重值，得出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评价指标体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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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赋权法权重： 
 

Table 2. The weight of AHP in the index system of practical ability training quality evaluation of agricultural master’s de-
gree graduates in Hebei Province 
表 2. 河北省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层次分析法权重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权重 

农业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实践能力 

培养体系 A 

实践基地 B1 

校内实践基地数量 C1 10.68% 

校内实践基地设施与环境 C2 21.53% 

校内实践基地管理水平 C3 18.72% 

合作企业数量 C4 2.37% 

合作企业设施与环境 C5 6.80% 

合作企业管理水平 C6 4.49% 

导师指导 B2 

校内导师指导实践活动 C7 13.73% 

校内导师指导毕业论文 C8 6.98% 

校外导师指导实践活动 C9 1.96% 

校外导师指导毕业论文 C10 3.15% 

课程教学 B3 

教师情景教学水平 C11 3.98% 

教师案例教学水平 C12 2.63% 

情景教学形式(方式及过程) C13 1.67% 

案例教学形式(方式及过程) C14 1.06% 

教师情景教学针对性 C15 0.72% 

教师案例教学针对性 C16 0.41% 

 
(2) 熵权法客观赋权 
熵权法主要原理是利用信息熵工具来确立指标在评价体系中的权重，利用客观数据进行赋权[10]，能

够避免人为因素的干扰，主要公式为： 
首先对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 

 min

max min

ij i
ij

i i

x x
r

x x
+ −
=

−
 (2-1) 

计算每个评价指标比重： 

 
1

ij
nij

iji

x
p

x
=

=
∑

 (2-2) 

计算熵值： 

 1 lnij ij ji
m

ie k p p
=

= − ∑  (2-3) 

其中 k > 0，ej ≥ 0，k = 1/lnn。 
计算差异性系数： 

 1j jg e=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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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权重： 

 2

1

j

jj
m

g
W

g
=

=
∑

 (2-5) 

通过数据归一化处理，代入公式进行计算，确定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体系评价指

标体系客观赋权法权重，如表 3 所示： 
 

Table 3. The entropy weight of the index system of practical ability training quality evaluation for agricultural master’s de-
gree graduates in Hebei Province 
表 3. 河北省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熵权法权重 

指标层 信息熵值 信息效用值 权重 

校内实践基地数量 C1 0.9859 0.0141 7.98% 

校内实践基地设施与环境 C2 0.9860 0.0140 7.94% 

校内实践基地管理水平 C3 0.9863 0.0137 7.78% 

合作企业数量 C4 0.9804 0.0196 11.13% 

合作企业设施与环境 C5 0.9809 0.0191 10.84% 

合作企业管理水平 C6 0.9810 0.0190 10.77% 

校内导师指导实践活动 C7 0.9928 0.0072 4.11% 

校内导师指导毕业论文 C8 0.9927 0.0073 4.12% 

校外导师指导实践活动 C9 0.9921 0.0079 4.49% 

校外导师指导毕业论文 C10 0.9919 0.0081 4.62% 

情景教学水平 C11 0.9921 0.0079 4.46% 

案例教学水平 C12 0.9921 0.0079 4.49% 

情景教学形式(方式及过程) C13 0.9926 0.0074 4.20% 

案例教学形式(方式及过程) C14 0.9927 0.0073 4.17% 

情景教学针对性 C15 0.9923 0.0077 4.37% 

案例教学针对性 C16 0.9920 0.0080 4.52% 

 
(3) 综合权重确立 
通过主客观权重线性加权得到综合权重： 

 ( )1 21W W W= ∝ + − ∝  (2-6) 

借鉴相关研究及研究生发展特点，确定 0.5∝ = ，最终确定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质

量评价指标体系权重，如表 4 所示。 

3. 河北省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质量评价实证分析 

3.1. 评价过程 

TOPSIS 模型是通过确立评价目标与最优解和最劣解的距离对目标进行评价[11]，本文研究目标为测

算河北省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质量，采用 TOPSIS 法既可以定量对其进行测算，又能

够将其进行分级，符合本研究所需，因此，采用 TOPSIS 法对河北省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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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Comprehensive weight of practical ability training quali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agricultural master’s degree 
postgraduates in Hebei Province 
表 4. 河北省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综合权重 

指标层 层次分析法权重 熵权法权重 综合权重 

校内实践基地数量 C1 0.1068 7.98% 9.33% 

校内实践基地设施与环境 C2 0.2153 7.94% 14.74% 

校内实践基地管理水平 C3 0.1872 7.78% 13.25% 

合作企业数量 C4 0.0237 11.13% 6.75% 

合作企业设施与环境 C5 0.0680 10.84% 8.82% 

合作企业管理水平 C6 0.0449 10.77% 7.63% 

校内导师指导实践活动 C7 0.1373 4.11% 8.92% 

校内导师指导毕业论文 C8 0.0698 4.12% 5.55% 

校外导师指导实践活动 C9 0.0196 4.49% 3.23% 

校外导师指导毕业论文 C10 0.0315 4.62% 3.89% 

情景教学水平 C11 0.0398 4.46% 4.22% 

案例教学水平 C12 0.0263 4.49% 3.56% 

情景教学形式(方式及过程) C13 0.0167 4.20% 2.94% 

案例教学形式(方式及过程) C14 0.0106 4.17% 2.62% 

情景教学针对性 C15 0.0072 4.37% 2.55% 

案例教学针对性 C16 0.0041 4.52% 2.47% 

 
培养质量进行测算。组合赋权的 TOPSIS 模型具体步骤如下： 

(1) 构建决策矩阵 
假设有 n 个评价对象，m 个评价指标的标准化矩阵，R 表示构建的决策矩阵 ( )ij mn

R X ′= 本文构建的决

策矩阵标准化值是 ijX ′，矩阵如下： 

 

11 12 1

21 22 21

1 2

n

m m mn

X X X
X X X

R

X X X

′ ′ ′ 
 ′ ′ ′ =
 
 ′ ′ ′ 





   



 (2-7) 

(2) 分别找出标准化矩阵 R 矩阵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标志最优解和最劣解 

 最优解：
( )

{ } { } { }( )
1 2

11 12 1 21 22 2 1 2

, ,

max , , , ,max , , , , ,max , , ,

, m

n n m m nm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 + + +=

=



   

 (2-8) 

 最劣解：
( )

{ } { } { }( )
1 2

11 12 1 21 22 2 1 2min , , , ,max ,

,

, , , , max , ,

,

,

, m

n n m m nm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 − − −=

=    



 (2-9) 

式中， R+和 R−分别代表最大值和最小值， ijr 是 R 矩阵中的标准化值。 
(3) 计算组合赋权下的评价目标对象与最优解和最劣解的欧氏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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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220
1 j ijj

n
jD W r r+ +

=
= −∑  (2-10) 

 ( )( )1 220
1 j ijj

n
jD W r r− −

=
= −∑  (2-11) 

式中， D+ 和 D−分别表示评价对象与最优解和最劣解的距离， 0
jW 是组合赋权的权重。 

(4) 计算各评价目标对象优劣解的相对贴切度 
即第 i 个评价对象的贴切度，在本文称之为河北省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质量综合

指数： 

 DC
D D

−

+ −=
+

 (2-12) 

按照相应步骤，进行 TOPSIS 评价法运行，对 287 份样本进行定量评价，各指标正理想解、负理想

解及相关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5 所示： 
 

Table 5.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n the quality evaluation of practical ability training of agricultural master’s degree postgra-
duates in Hebei Province 
表 5. 河北省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质量评价描述性统计 

指标层 正理想解 负理想解 平均值 

校内实践基地数量 C1 1 0 0.481 

校内实践基地设施与环境 C2 1 0 0.934 

校内实践基地管理水平 C3 1 0 0.419 

合作企业数量 C4 1 0 0.680 

合作企业设施与环境 C5 1 0 0.406 

合作企业管理水平 C6 1 0 0.075 

校内导师指导实践活动 C7 1 0 0.274 

校内导师指导毕业论文 C8 1 0 0.117 

校外导师指导实践活动 C9 1 0 0.741 

校外导师指导毕业论文 C10 1 0 0.158 

情景教学水平 C11 1 0 0.147 

案例教学水平 C12 1 0 0.511 

情景教学形式(方式及过程) C13 1 0 0.062 

案例教学形式(方式及过程) C14 1 0 0.322 

情景教学针对性 C15 1 0 0.044 

案例教学针对性 C16 1 0 0.167 

3.2. 评价结果分析 

根据 287 份样本的贴切度，即河北省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质量综合指数分值，绘

制河北省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质量评价综合指数分布图，如图 2 所示。 
通过运行 TOPSIS 评价法，得出河北省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质量综合指数。可以

发现，由于实践基地、导师指导、课程教学等方面的不同，最终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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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综合指数存在差异。整体来看，质量综合指数将近有三分之一集中于 1，一部分学生满意于当前的

高校对其实践能力的培养；其余分布在 0.4~0.8 之间，说明河北省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

体系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comprehensive index of quality evaluation of practical ability training of agricultural master’s de-
gree postgraduates in Hebei Province 
图 2. 河北省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质量评价综合指数分布图 

4. 对策建议 

4.1. 健全“校企协同”培养机制 

当前高校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毕业生进入到就业单位中，往往存在从校园到就业单位无法“无

缝对接”的现象，这就需要在对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中提前让学生了解三农行业产

业，在校内实践基地完备的基础上加强校企合作，健全“校企协同”培养机制，高校合作的企业不仅仅

要满足数量上的要求，合作企业的质量更是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与此同时，农学类高校增强与合作企

业之间的交流，签订相关合作协议书、建立奖惩机制等关键环节不可或缺。如辽宁工业大学机械工程专

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中，与东方国际集装箱(锦州)有限公司进行合作，成立了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12]，
实践证明，其实践能力培养效果显著。 

4.2. 加强导师队伍建设 

农学类专业人才培养的主要模式为导师指导制，在国内外高等院校实施较为普遍[13]，各高校多应用

于研究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中。建立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指导制可以对学生因材施教，可以对不

同的个体进行针对性的培养，具体问题采用具体方法，能够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指导，同时可以优化导

师对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考核方式。如果导师领导的研究生人数较多，指导起来存在一定难度，

可以采取指导团队的机制，导师之间进行分工协作，保证实践能力培养质量。校外导师的参与对于研究

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也至关重要，如北京工商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校外导师会参与到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的毕业论文答辩流程中，以更有利于研究生实践能力的培养[14]。 

4.3. 改进实践课程教学模式 

首先，要加强课堂互动，在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中，实践教学的内容和形式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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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时代性，情景教学和案例教学可以作为有效的课堂教学形式，课堂活动中可多采用头脑风暴法、小组

讨论法、实践活动展示等多种模式。其次，在实践课程的考核方式上，应采用动态考核的方式，可以采

用实践报告、实践成果展示等方式，适时做出动态调整能。除此之外，还可以探索新的教学形式，如哈

尔滨工程大学某研究生课程中开展了 STEM 教育教学改革的探索，其更加侧重于专业知识以及创新能力

等共同培养[15]。 

5. 结语 

总之，本文为当前河北省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思路，希望未

来可以具体应用到实践中去。要想提高当前河北省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质量，必须

推陈出新，只有不断创新和推进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方案，未来才能涌现出更多的高

质量的农业人才，投入到乡村产业振兴的发展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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