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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的持续扩大，研究生教育质量尤其是论文质量问题日益引发关注。本文基于研

究生教育发展现状，分析了当前研究生论文质量存在的突出问题，包括选题失当、文献综述不足、学术

不端行为等，并从研究生自身、导师指导、学校培养三个维度探讨了影响论文质量的关键因素。研究发

现，研究生学术素养不足、导师指导精力有限、学校质量监控机制不完善是主要制约因素。对此，提出

“学生–导师–学校”协同发力的质量提升策略，分别为学生需强化自主学术训练与时间管理，导师应

落实全过程指导责任，学校需完善制度设计与过程监管，并响应国家论文抽检政策。研究为优化研究生

培养模式、构建多层次质量保障体系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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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graduate enrollment in China, the quality of graduate education, 
especially the quality of papers, has attracted increasing attention.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graduate edu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utstanding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quality of graduate 
papers, including improper topic selection, insufficient literature review, academic misconduct, etc., 
and discusses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quality of papers from three dimensions: graduate students 
themselves, tutor guidance and school training. The study found that graduate students lack of aca-
demic literacy, tutor guidance energy is limited and school quality control mechanism is not perfect 

 

 

*通讯作者。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71245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71245
https://www.hanspub.org/


李昆 等 
 

 

DOI: 10.12677/ae.2025.1571245 502 教育进展 
 

are the main restrictive factors. Therefor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quality improvement strategy 
of “student-tutor-school” synergy: students should strengthen independent academic training and 
time management, tutors should implement the responsibility of whole process guidance, schools 
should perfect system design and process supervision, and respond to the national paper sampling 
policy. The study provide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optimizing postgraduate training 
mode and constructing multi-level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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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3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2023 年研究生招生 130.17
万人，比上年增加 5.92 万人，增长 4.76%；在学研究生 388.29 万人，比上年增加 22.93 万人，增长 6.28%。

随着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张，教育质量的问题也日趋严峻。在研究生教育阶段，论文质量是衡量研

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准，是研究生在学习阶段对专业知识掌握、科研能力、学术水平等的集中体现，

因此，保障研究生论文质量是研究生教育阶段的重要任务。 
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研究生招生人数和重点学科领域不断增长，由2020年的 110.66

人，增加到 2023 年的 130.17 人。研究生教育的蓬勃发展为我国培养新时代创新型人才，提高了我国教

育、科技、人才培养方面的能力。但研究生教育的快速发展与论文写作质量问题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凸显。

如何在教育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保证研究生的论文的写作质量，是各大高校亟须解决的问题。作为我

国科研事业的重要储备力量，研究生群体构成了科技工作者的新生力量，科技论文写作作为研究生培养

的关键环节，不仅能够有效提升研究生的学术表达水平、科研实践能力与创新思维能力，同时还对其学

术规范意识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科技论文写作既是培养研究生科研素养的重要途径，也是提升研究生

教育质量的关键手段[1]。从宏观层面来看，研究生论文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战略目

标，关系到国家未来科技、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在微观层面，对于研究生

个人而言，论文质量的高低不仅影响其学位的获取和学术声誉，还对其未来的职业发展和学术生涯产生

深远影响。 
学位论文的重要性体现在多方面，它不仅是研究生运用专业知识解决问题、探索科学真理过程中知

识创新与价值重塑的书面成果，更是其责任担当、逻辑思辨、实践操作、创新突破及学术表达等综合能

力的集中体现，作为学术素养与专业能力的可视化载体，学位论文质量直接关系研究生教育的整体成效，

是衡量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关键指标[2]。提升研究生的论文质量不仅可以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为国家、

社会培养具有实践能力的新时代创新型人才，还可以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为各核心期刊提供有学术影

响力的优秀稿件，提高我国的科研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文明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对研究

生论文质量的研究还可以为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为高校和科研机构改进研究生培养模

式和管理机制提供参考，为导师指导研究生提供指导，从而形成全方位、多层次保障和提升研究生论文

质量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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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生论文质量现状分析 

研究生论文质量从整体上看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一部分学生积极进取，在文献阅读与整理、选题、

研究方法、创新性、学术写作规范等方面表现较为出色，能够写出高水平、高质量的论文；另一部分学

生由于论文选题不够新颖、研究方法单一、复制粘贴他人论文、缺乏创新、实验结果不准确等多种情况，

导致论文质量堪忧。通过调查发现目前研究生论文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 选题宽泛缺乏创新性。在论文选题方面，研究生的专业知识积累、学术能力、创新性都影响着选

题的大小、意义、新颖程度，选题作为撰写过程的开端影响着后续的论文写作。选题不符合相关的学科

范围，会导致后续研究难以推进；题目太过宽泛会使研究和写作时间变得紧迫，导致研究内容浮于表面，

重点不突出；相反，选题太小会使文章缺少理论意义与实用价值。在论文选题方面，热门领域的研究课

题过于集中，大量学生跟风研究，导致研究方法和思路上内容重复，遵循既定的模式和套路，缺乏创新

性[3]。 
(2) 文献综述的归纳不够全面。文献综述是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生在全面掌握某

一研究领域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各种已有成果进行的系统而深入地归纳、总结，综述需清晰地

梳理出该领域的发展脉络并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或空白点，为开展后续研究创设必要的情景和学术对话

空间[4]。部分研究生由于文献综述能力匮乏，未能全面了解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对已有研究的梳理不

够全面深入，使提出的研究问题缺乏针对性和创新性。没有追踪学术研究前沿，学生阅读的范围局限在

教材的基础理论，文献阅读的滞后可能导致论文研究的滞后和创新的缺乏[5]。 
(3) 学术不端问题。学术道德是科学研究的基本伦理规范，是学术界通过长期共识形成并共同遵循的

观念体系、价值导向与行为规范的总和[6]。学术道德是引导科研工作者在学术活动中坚守诚信原则、保

证研究的规范进行的核心。研究生论文中的学术不端行为时有发生，部分研究生抄袭、剽窃、拼接他人

论文。这种行为严重损害他人利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违背学术创作的原创性原则。某些研究生为了

完成论文，伪造研究项目、统计数据、实验结果等。这些行为破坏了科研的真实性，影响了学术研究的

发展。 
(4) 论文规范性差。当前部分学位论文存在规范性不足的问题，具体表现为：论文的中英文摘要用词

不当，参考文献引用格式未严格遵循学术规范，图表清晰度差、图表标注内容缺失或不规范等，还有些

论文整体架构缺乏合理性，章节层次、论述逻辑混乱，没有很好地体现研究生的学术水平与科研能力[7]，
这些因素都会影响论文质量的提升。 

3. 研究生论文质量影响因素 

导致研究生论文质量降低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如招生质量、培养方法、导师是否因材施教、学生自

身努力程度、论文审核等，其中研究生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仍是：研究生自身因素、导师因素、学校培养

因素。 
(1) 研究生自身因素 
研究生的学习态度、学科素养、科研能力、创新性等是影响论文质量的关键因素。如果研究生学习

态度不端正，对待学习消极懈怠，对科研缺乏动力和热情，那么很难撰写出高质量的论文。学科素养是

开展专业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一个人的学科素养并非源于先天禀赋，而是后天通过长期的专业知识积累、

理论体系构建、学术精神涵养以及专业实践逐步形成的综合能力[8]。同时，研究生的时间安排能力也严

重影响着论文质量，研究生学习阶段不仅要注重专业知识的积累，更要学会合理安排时间。大多数研究

生本科期间没有系统撰写国内科技论文，在研究生阶段是初次撰写，对科研技巧不熟悉，欠缺写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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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应该尽早规划好论文写作流程，避免因时间安排不合理导致论文质量低下。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如

文献综述能力、研究设计能力、数据分析能力、论文写作能力等，也直接影响论文的质量。此外，研究生

是否有扎实的专业知识，是否能对专业知识进行灵活运用、合理创新，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论文的

学术价值和创新性。 
(2) 导师因素 
导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本科教育方式不同，研究生阶段主要采取一位导

师带多个学生的教学方式，学生和老师之间根据兴趣和专业能力互相选择，选定导师后，研究生的学习

过程主要根据老师制定的培养方案来学习和实践，导师将全程指导学生的论文撰写，从论文选题、相关

文献综述、研究方法学习、框架构建到论文内容修改、最终定稿，每一个过程都需要老师和学生的共同

配合。导师的学术水平、指导能力、时间安排、指导精力等都会对研究生论文质量产生直接影响。导师

可以凭借自己深厚的知识积累和多元的信息渠道、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学生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写作提供独

到见解，从而帮助学生快速掌握学科前沿[9]。优秀的导师能够为研究生提供高水平的学术指导，帮助其

确定选题、设计研究方案、撰写论文等，提高论文的质量。若导师对学生的指导时间不足，指导不到位，

不能及时检查学生论文进度，也可能会导致研究生论文质量下降。另一方面，老师在课堂上的教学也尤

为重要。研究生学术写作教学面临的一大核心挑战在于：如何在大规模、多学科的班级中有效激发学生

的学习动力[10]。老师的授课方式不能激发学生对专业知识学习的兴趣，将会大大影响学生对科研的动力。 
(3) 学校培养因素 
从培养类别来看，我国研究生教育分为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两大类，在评价指标上也会有所侧重[11]。

专业学位主要培养的是实践型人才，学术学位培养的是理论学术型人才，但两者都应该将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培养将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能力。学硕与专硕在培养目标上的差异并非理论与应用的对立，而是理

论与应用的不同侧重点，学硕侧重理论创新与建构，致力于推动学科基础理论发展；专硕侧重用理论解

决问题，强调将专业知识运用于实践，两者本身都是既有理论素养又有实践能力的过渡性复合性人才[12]。
学校应对研究生科研能力进行综合培养，制定并完善研究生的培养方法，注重学生的基础专业知识的夯

实，拓展学科专业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尝试跨学科交叉融合培养，提高学生的思维创新能力。同时，学

校也应制定严格的论文质量监查制度，从论文选题、相关文献综述、开题报告、中期检查、论文复制比

检测、论文答辩等方面严格监管。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尽早发现问题并解决，防止出现后期修改时间不足

的问题。学校同时也要确保教学方法要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13]。保证教师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扮演

着“灯塔”的角色，为学生指明研究方向。学校管理、论文监督制度的不合理，会影响研究生教育的每个环

节，导致论文质量降低。例如，有些学校对研究生论文的开题报告、中期检查、预答辩等环节把关不严，

使得一些质量问题不能及时发现和解决。 
良好的学术氛围可以激发研究生对科学研究的兴趣，提高创新意识，从而写出高质量的论文。相反，

不良的学术环境，如学术风气浮躁、过度追求论文数量而忽视质量、学术评价体系不科学等，可能会导

致研究生为了满足毕业要求而拼凑论文，甚至出现学术不端行为，从而影响论文质量。 

4. 研究生论文质量提升策略与创新实践 

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是衡量研究生教育水平的核心指标，其提升需要学校、教师与学生三方协同发

力，构建全过程、多维度的质量保障体系。本文基于实践案例与政策导向，研究生因素、导师因素和学

校培养因素，从学生自主、教师指导、学校培养三个层面提出改进策略。 
(1) 学生层面：强化学术训练，激发内生动力 
研究生需从入学起注重科研积累，认真学好专业课程，灵活运用学校提供的文献检索平台，广泛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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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文献，培养自身文献综述能力，学会梳理研究领域文献的理论框架，学习研究方法，学会带着问题阅

读文献，为论文选题奠定基础。在科研写作中，批判性思维尤为重要——学生需批判性审视文献来源、

构建逻辑严谨的论点并得出合理结论。选题上聚焦创新，研究中注重规范，写作时追求精炼，修改中吸

纳反馈。认真上好论文写作指导课程，严格遵守引用规范，杜绝学术不端行为。积极参加学术论坛等学

术交流活动，提升综合能力。像 ChatGPT 这类人工智能工具，可以帮助学生生成结构化内容、整合文献

资料[14]。学生要严格遵守学术道德，合理运用 AI 工具，避免出现学术不端行为。 
研究生要根据自身能力制定阶段性目标与进度表，将论文写作过程分解到选题、文献综述、框架构

建、内容撰写、修改、定稿等，分阶段完成，避免拖延影响论文质量。同时，要学会劳逸结合，适当放松

释放压力，激励自身。 
(2) 教师层面：落实导师责任，优化指导模式 
导师是研究生学术能力培养的核心主体，参与研究生论文写作从选题、文献综述、框架构建、内容

撰写、修改、定稿的全过程，强化导师作为研究生培养阶段“第一责任人”的意识，对研究生论文质量的

提高有决定性的作用。 
导师自身的学术、科研水平、教学能力也会影响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想要切实提升研究生学位

论文的质量，在教学实践过程中需着重关注导师的水平、科研课题及科研经费等要素。导师的科研水平、

科研课题、科研经费都与研究生的教育方向密切相关，影响着研究生的学习过程[15]。导师要以身作则，

确保始终具有深厚的学术造诣和执着的学术追求，持续关注学科前沿，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不断

完善教学内容，更新知识体系，提升业务水平和指导能力，着力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和科研能力，助

力研究生成长成才[16]。通过加强对老师的选拔、培训，提高师资队伍的质量，并建立导师指导激励机制，

鼓励导师投入更多精力指导研究生，全方位保障研究生的论文写作质量。 
(3) 学院培养层面：完善制度设计，强化过程管理 
作为研究生培养的主要责任方，学院肩负着确保学位论文质量的重任。为达到新时代研究生培养要

求，学院需建立严格的从论文选题到定稿质量监控体系。学院不仅需在课程建设方面完善研究生的培养

体系，优化研究生的科研和创新能力，加强论文写作指导，还需要在写作过程中加强指导和监督，开设

科研伦理课程、学术讲座等，提高研究生的学术道德素养，确保论文质量达到应有的标准。学位论文抽

检制度是契合在我国国情形成的特色化学位论文评审机制，是对授予学位后的学位论文进行的质量检验，

是教育行政部门为保证学位论文质量而进行的事后监督，该制度不针对学生本人进行责任追究，而是通

过质量评估警示培养单位及学位点[17]，以此推动高等教育机构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学位论文审查制度

的最终目标是要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激发高校内部学术主体的主动性[18]。因此，高校应响应国家论文

抽检制度，制定相应的审核制度，从源头杜绝抽检不合格的情况出现。 
另一方面，学校应为科研提供足够的财力支持，支持热爱科研且有潜力的研究生进行科研探索，防

止因资金不足导致研究受限。高校应加大对新兴学科和前沿技术领域等教学资源的投入，确保研究生获

得现代化、创新的教学工具和实践平台。同时也可设置科研奖学金，激励学生投入到科研中来。 

5. 结语 

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是衡量高层次人才培养成效的核心指标，关乎国家科技创新能力与学术生态建

设。本文系统剖析了研究生论文质量现状及成因，揭示其受自身因素、导师指导、学校制度环境等多重

因素影响。研究强调，提升论文质量需研究生自身提高学术能力，导师学校共同指导监督，一方面通过

强化学术训练、落实导师责任激发学生科研潜力；另一方面依托严格的过程监管、跨学科培养和学术道

德建设营造优质育人环境。未来，需进一步探索人工智能辅助论文质量评估、动态化导师考核机制等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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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实践，保障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与高质量发展的动态平衡，为实现教育强国战略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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