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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践教学是培养研究生的重要教学环节，实践对培养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它不仅可以激发研究生的创新意识，而且可以拓展研究生的创新思维。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的

培养是当前高校人才培养的薄弱环节和难点，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至关重要。本

文在分析当前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现状的基础上，以管理类专业学位研究生为载体，通过设计

以培养实践创新能力为目标的课程体系、建立以研究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加强实践环节与企业合作、

引入评估机制对实践创新能力进行量化评价和鼓励研究生自主创新等方式为加强高层次管理类专业学位

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有益探索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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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actice teaching is an important teaching link in cultivating graduate students. Practice play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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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tal role in cultivating graduat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innovative ability. It can not 
only stimulate graduate students’ innovative consciousness, but also expand graduate students’ 
innovative thinking. The cultivation of practical innovation ability of professional degree post-
graduates is the weak link and difficult point in the current college talent training, so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cultivate the innovative spirit and practical ability of professional degree postgra-
duat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actical ability training of professional 
degree postgraduates, this paper takes management degree postgraduates as the carrier. Through 
designing the curriculum system aiming at cultivating practical innovation ability, establishing the 
teaching mode centered on graduate students, strengthening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practical 
links and enterprises, introducing the evaluation mechanism for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prac-
tical innovation ability and encouraging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of graduate students, etc., 
this paper provides beneficial exploration and reference for strengthening the cultivation of prac-
tical innovation ability of graduate students in high-level management maj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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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为了适应行业和领域的需求，注重实践能力和职业能力的培养，强调

对研究生的职业需求与市场需求的匹配，并致力于培养具有行业、岗位所需能力和素质的高级技术人才。

此外，一般也会在课程设置上注重针对性和实效性，着重于教授和训练研究生所需的核心知识和关键技

能，使其具备较好的职业竞争力，课程通常包括必修课、选修课和实践环节等。例如，工商管理硕士(MBA)
培养的是具有商业管理能力的人才，法律硕士(LL.M.)培养的是能胜任法律实务的专业人才。专业学位研

究生于 1991 年开始试招生，2009 年“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作为一种全新的研究生形式出现后，专业

学位研究生的招生规模不断扩大。而在 2017 年，招生人数首次超过学术型研究生，占当年研究生招生总

数的 56%，因此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中国高等教育，特别是中国研究生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 
OBE (基于结果的教育)概念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美国基础教育改革。美国作为一个教育强国，

但前苏联比美国先成功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美国人们对其在科技方面的贡献和表现不满意，人们开始

反思教育的实用性和教育成果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基于结果的教育(简称 OBE，又称能力导向教育、

目标导向教育或需求导向教育)作为一种先进的教育理念，由 Spady 等人于 1981 年提出[2]。OBE 理念迅

速得到了人们的关注和认可，并成为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教育改革的主流理念。OBE 强调教学设计

和实施的目标是研究生通过教育过程最终所取得的学习成果[3]。在 OBE 中，教学的目标和评价标准主要

关注研究生是否掌握了核心概念和技能，而不是单纯地注重研究生在考试中取得的高分。OBE 的思想已

经被广泛应用于不同领域的教育中，包括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 
一方面，现代社会对于知识型、创新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而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也明确

要求具备一定的实践创新能力。另一方面，由于有些专业学位研究生是在工作后重返校园深造的群体，

他们的实践背景与学术研究的脱节度较大，导致其实践创新能力培养困难。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创新能

力的培养是当前高校人才培养的薄弱环节和难点，已经引起了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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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践能力现状 

2.1. 研究生来源的质量限制了创新能力的提高 

生源是研究生培养的主体，生源质量是培养质量的前提和基础。目前社会上对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认

可度还没有学术型研究生高[4]。根据 CNUR 公布的数据，中国大学生源质量排名前 120 位的学校中，近

百分之七十五集中于教育资源丰富的北京、上海、江苏等地，这反映出其他地区，特别是地理位置较为

偏远的学校的生源质量与这些地区存在显著差距。有人表示，全国绝大部分 211 高校的研究生生源质量

基本都很一般，好一点的可能是本校或者 985 调剂而来的，而生源一般都是省内的普通一本等。其中，

一些高水平研究生院校，特别是那些地理位置较差的学校也面临着招生难、招不到优秀研究生等问题，

专业学位研究生基本靠调剂，学习作风浮躁，不可靠，自我要求不高。许多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习需求

是通过研究生学习提高专业基础知识，通过参与科学研究提高研究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

掌握专业技能，主观上形成专业学位。当前高校在研究生培养中确实存在对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视不足，

主要表现在注重知识灌输而忽视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研究生培养环节单一、少量高水平科研项目的开展、

无实践性研究性课程的设置、无围绕创新创业的导师团队建设等。因此，对于高校研究生培养中存在对

创新能力的重视不足的问题，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如专业特点、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社会需求等，

来做出分析和判断。 

2.2. 无特点的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方式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式在不同学校和学科领域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总体来说，我国管理类专业学

位研究生在目标定位、课程设置、教学模式等方面都与管理类学术型研究生一样[5]。管理类专业学位研

究生培养模式缺乏突破，不能突出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特点，创新能力略显不足，专业学位培养的研究生

竞争力不足。当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职业需求之间的脱节现象比较普遍，尤其是在实践环节不够重

视、职业导向不够明确、学术能力和创新能力欠缺等方面，需要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质量还有待

提高。另外，部分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中，导师们注重的是研究生完成任务所需时间和效率，而不太关

心研究生的学术能力和创新能力，这种“剥削式”培养模式不利于研究生自身素质的提高。 

2.3. 导师的背景较弱 

导师在高层次人才培养中的作用非常重要。管理类专业学位更注重导师的实践能力，导师不仅要掌

握前沿的管理理论知识，还需要大量的管理实践，并能在实践中创新[6]。目前，高校的导师大多是学术

型导师，其专业学位背景相对薄弱，可能会限制研究生的水平。虽然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很多高校的专

业学位研究生实行常见的双导师制，这种模式下，一个学生通常会有两名导师，一名为学术导师，另一

名为实践导师。学校会聘请一些有背景的行业资深人士来充实专业学位型，但很多时候这并没有得到真

正落实。校外辅导员只是一张聘书，校外导师的职责并不明确。研究生的主要导师还是学校的学术型导

师，这不仅削弱了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将所学知识与实践相结合，也限制了专

业学位研究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和职业素质的提高。 

3. 基于 OBE 理念的创新能力培养措施 

OBE 的概念侧重于学习结果目标的实现，也就是能力的实现。所以，评价方法和内容应该支持对研

究生获得的能力的评价。评价内容、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也应细化，以配合能力评价[7]-[10]。传统教学

和基于 OBE 的教学的比较见表 1，基于 OBE 理念的教学方法有利于培养研究生的毕业要求。因此，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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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为实践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发挥核心作用，结合专业目标和人才需要设计教育

模式，推进实践创新人才培养教育工作，提高研究生的实践创新素养和能力。 
 
Table 1. Comparison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and OBE-based teaching 
表 1. 传统教学与基于 OBE 教学的比较 

传统教学方法 基于 OBE 教学方法 

关注老师的教学方式 关注研究生的学习方式 

以课程为基础(教材决定内容) 
教学目的：完成教学任务 

教案核心：要求所有课程老师讲好课 

基于输出(需求决定内容) 
教学目的：使毕业生达到一定的能力 

教案核心：对毕业要求有效支持的好课 

好老师完成教学任务 目标合适，达到毕业要求 

3.1. 设计以培养实践创新能力为目标的课程体系 

从 OBE 核心理念可知，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极为重要，这是管理类研究生成长不可缺少的环节。随

着行业发展需求，对管理类研究生动手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从课程目标入手，设置能够提升实践创新

能力的课程目标和学习目标，课程体系应当包含市场调研、商业计划书撰写、项目管理、财务管理等实

践创新相关内容。结合现实需求，设置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突出项目贯穿，并强调实践操作环节。因

此，课程既要重视理论知识教学，也要重视实践教育，尽可能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平衡，应该尽可能地将

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有机结合，使管理类研究生在学习中不仅获取到理论知识，同时也锻炼实践操作能

力，进而提高管理类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设立实践创新项目，开展创业比赛、创意实践课程等活动，

帮助研究生充分发挥实践创新能力，提高管理类专业学位研究生自主创新能力及组织管理能力。 

3.2. 建立以研究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导师应当将管理类专业学位研究生放在核心位置，关注研究生的学习效果，并提供个性化的教育服

务。了解管理类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习需求，了解研究生的兴趣爱好、学习风格、学科水平、学习目标

和需求等，以便量身定制适合他们的教学计划和教学方式。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包括学习资料、教学

设备、网络技术等，并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为研究生提供多元化和个性化的学习环境。建立互动式

教学，通过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互动，以及同学之间的互动，构建一个开放的和富有活力的氛围，使研

究生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从而培养其自主学习能力。为了激发研究生的学习兴趣和主

动性，导师需要根据研究生的表现及时提供个性化的反馈和评价，在正向激励的同时，帮助研究生纠正

错误和提高学习效果，不断反思和改进教学内容和方式，关注研究生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和难点，以及

研究生的反馈和建议。通过全面了解研究生需求、丰富学习资源、互动式教学、个性化评价和持续改进

等措施，可以让研究生真正成为自己学习过程的主人，并培养其自主学习、创新思维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3.3. 加强实践环节与企业合作 

现阶段我国企业正在由传统管理向数智化管理转型，在此形势下，高素养管理专业人才需求量逐渐

增加。高素养人才是能在工作中不断进行创新，这就需要具备良好的创新能力。我国很多高校管理专业

教育主要以教学为主，缺少创新实践平台，对于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视程度并不高。创新能力的培

养离不开实践平台。没有平台，只有思想，灵感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研究生应当参与到真实的

商业项目中，与企业合作完成相关任务，并得到实际工作经验的积累。建立学校与企业之间的校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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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制定合作协议，明确双方合作的内容、方式和责任，以及合作目标和期限。将企业的实际需求和

管理类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践能力结合起来，积极开展相关实践项目，如实习、课程设计、科研项目等，

提供给研究生参与实践的机会，并且在企业的指导下完成项目，引导研究生通过实践学习和参与企业项

目，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学校可以邀请企业专家来校授课或者担任指导老师，同时，

学校和企业可以合作开展人才培养计划，提供给研究生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学校和企业可以加强沟通

和交流，及时传递信息和需求，促进双方的合作和共赢。 

3.4. 引入评估机制对实践创新能力进行量化评价 

针对实践创新能力的不同层面，可以分别建立对应的评价指标。根据评价指标，制定相应的评估标

准，并将其量化，以便对研究生的实践创新能力进行具体评估。例如，对于技能水平方面可以考虑设立

量化指标，如实验成果数量、成果质量等；对于创新思维方面可以考虑采用质性评价方法，如专利申请、

论文发表、创业项目等。再将评估指标和标准转化为分值，以便对研究生的实践创新能力进行得分。可

以通过制定评估表格或者软件来简化评估过程。采集研究生的实践和创新成果、作品、项目报告等数据

进行评估。同时，评估人员可以采用观察和访谈等方法对研究生的实践情况进行检查和验证。并且，将

评估结果及时反馈给研究生，帮助研究生了解自己的优劣势，调整学习方向，进一步提高实践创新能力。

对实践创新能力的评估机制应是一个多元化、系统性、动态发展的评价体系。这一体系应当能够促进研

究生的创新思维、实践能力以及持续学习的意愿，同时也要为教育者提供改进教学方法和课程设计的反

馈。这样的评估机制既能够满足研究生教育的教学目标，也能够为社会培养出适应未来挑战的创新型人

才。对实践创新能力的评估机制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Evaluation mechanism of practical innovation ability 
图 1. 实践创新能力的评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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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鼓励研究生自主创新 

研究生自主创新是互联网时代非常重要的能力之一。学校应当为研究生提供自主创新的平台和机会，

例如开设创业孵化中心、组织创新创业比赛等。通过自主创新，研究生可以不断地更新和升级自己的技

能和知识，不仅提升自身竞争力，也可以为社会贡献更多的价值。在鼓励研究生自主创新方面，应该给

予研究生充分的空间和支持，让他们有机会去尝试新的想法和实践。第一，激发研究生的学习热情。鼓

励研究生参与各种活动，例如科技比赛、创客活动等，以激发研究生的学习兴趣和创造力。第二，提供

必要的资源和平台。提供必要的教学设施、实验室、工作室等实践场所，为研究生自主探究提供更好的

条件和支持。鼓励研究生多思考、多实践。教师可以提出开放性问题或者鼓励研究生尝试挑战性的实践

任务，培养研究生的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三，推动教育方法改革。采用探究式、项目制等教

学方法，让研究生在真实的情境下学习和实践，从而更好地培养其自主创新能力。总之，鼓励研究生自

主创新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以营造有利于研究生创新的教育环境，并为未来的科技发展注入更多人才

和创造力。 

4. 结论 

本文提出的基于 OBE 理论的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以管理类专业学位研究生为载体，

不断丰富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实践，构建人才培养支撑体系，旨在通过设计以培养实践

创新能力为目标的课程体系、建立以研究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加强实践环节与企业合作、引入评估机

制对实践创新能力进行量化评价和鼓励研究生自主创新来激发研究生的原始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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