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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学类研究生教育规模逐年扩大和培养模式也渐趋多样，导师队伍的建设就成

为农学类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但面对农学类学术和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培养目标和就业方向

的差异，如何科学合理地分类管理与培养研究生导师，提高导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指导水平，就成为当

前农学类研究生教育领域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通过明确农学类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分类培养的

科学内涵和目标定位，剖析当前我国农学类导师队伍分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从导师分类评聘与考核、

导师分类交流与培训、导师分类激励与问责、综合型导师队伍建设等方面，探讨农学类学术学位与专业

学位研究生导师的分类建设与管理策略，以深入打造农学类研究生教育分类培养过程的关键枢纽，为深

入推进农学类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与融通创新、建设高质量研究生教育体系提供理

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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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expansion of graduate education scale and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raining mod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construction of mentor teams has become a key fac-
tor in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graduate education. However, faced with the differences in training 
objectives and employment directions between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degree graduate stu-
dents in agronomy, how to scientifically and reasonably conduct mentor 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 
and training, improve the overall quality and guidance level of their mentor teams, has become one 
of the urgent issues to be addressed in the field of graduate education in agronomy. By clarifying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s and target positioning of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degree graduate ed-
ucation in agronomy, this research analyzed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mentor team classification 
construction in China, and explored supervisor classification evaluation and assessment, supervi-
sor classification communication and training, supervisor classification incentives and accountabil-
ity, as well as comprehensive supervisor team construction in agronomy,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classification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strategies for mentors of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degree postgraduate in agronomy. This aims to deeply cultivate the key hub of graduate education 
classification training, 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furthe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degree graduate education classification, and for con-
structing a high-quality graduate educ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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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对农学类创新学术型和实践创新型人才的需求更加迫

切。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 9 月 10 日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就强调，要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积极投

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重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其中，对于农业农村领域的高层次

人次，习近平总书记就研究生教育工作也做出了重要指示，要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人才，以

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并强调要提升导师队伍水平。导师作为研究生的学术道路指导者、价值观

模范榜样、职业生涯引路人，其师德师风和育人能力直接决定着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目前，我国的农学

类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已取得很大突破，他们培养了一大批面向国家需求、社会需要、具有实践创新能

力的农业领域高层次人才，但导师队伍还需进一步教育强化和实践锻炼，避免失德、失职等问题[1] [2]。
2020 年 7 月 29 日召开的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提出，要加强导师队伍建设，严格质量管理、校风学风，引

导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2023 年 11 月 30 日发布的《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分类发展的意见》则进一步明确指出，要分类建设导师队伍，深入打造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分类培养关键环节。可见，新时代党和国家的政策文件都突显了导师在我国研究生培养中关键作用，

以及培养国家高层次创新人才的使命与重任。 
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作为当前研究生教育的两大类型，均是国家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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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途径，教育教学的重点都是培养研究生的坚实基础理论、系统专门知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在实践性强的农学领域，面对两种类型研究生在培养目标和就业方向的差异，如何科学合理地进行导师

分类管理与培养，提高导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指导水平，就成为当前农学类研究生教育领域亟需解决的

问题之一。本文通过明确农学领域的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分类培养科学内涵和目标定位，剖析当

前我国农学类导师队伍分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探讨农学类研究生分类培养模式下的导师队伍分类

建设策略，为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与融通创新、建设高质量研究生教育体

系提供理论依据。 

2. 农学类学术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分类管理的内涵 

2.1. 农学类研究生分类培养的内涵 

农学类学术学位是依托多个农学一级学科培养并按门类授予学位，重点面向知识创新发展需要，目

标定位是培养具备较高学术素养、较强原创精神、扎实科研能力的农学领域学术创新型人才[3]。在人才

选拔时，重点考核学生对农学学科知识的掌握与运用以及学术创新潜力。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主要是基

于充分反映农学领域的最新知识及科研进展的课程教材，以及各学段教学内容纵向衔接和各门课程教学

内容横向配合，通过多种形式的学术研讨交流、科研任务和科教融汇协同育人机制，提升研究生科学求

真的原始创新能力。在学位论文评价中，则重点突出研究生的学术创新能力。 
专业学位是按农业专业学位类别培养并授予学位，重点面向农业产业发展需要，目标定位是培养具

备扎实系统专业基础、较强实践能力、较高职业素养的农业农村领域实践创新型人才[3]。在人才选拔时，

重点考核学生的综合实践素质、运用专业知识分析解决农业生产实际问题能力以及职业发展潜力。在教

育教学过程中，基于充分反映农业行业产业的最新发展趋势和实践创新成果，通过案例教学、专业实习、

真实情境实践等多种教学形式，以及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提升研究生解决农业行业产业实际问题的

实践创新能力。在学位论文评价中，实行多元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考核方式，以重点考核研究生独立解

决农业农村领域实际问题的能力。 

2.2. 农学类研究生导师队伍分类建设的内涵 

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培养目标、培养就业方向的差异，直接牵动两类研究生课程设置和实

习实验的不同。这就要求农学类导师在指导这两类研究生时，需要根据其不同的培养目标和特点，采取

相应的管理策略，以便更好地发挥其作用，促进研究生的全面发展。具体而言，它涉及到导师的选拔、

培养、评价、激励等多个方面，旨在形成一支专业化、高水平的导师队伍，为农学类研究生教育提供有

力支持。 
在导师选聘和考核方面，学术学位研究生导师侧重研究基础、理论突破、学术创新等农学领域科研

能力；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重点关注应用实践、技术创新、行业发展等农业生产实践能力，并选聘农业

行业实践能力突出的校外专家作为研究生校外导师；符合条件的教师可以同时担任学术学位导师和专业

学位导师，并按两类导师要求进行考核。在导师交流与培训方面，学术学位研究生导师应定期在国内外

访学交流、参加主流学术研讨活动，完成农学类学术创新类培训课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则以校内、

校外融合的导师组为主要导师队伍，校内导师定期到农业农村生产一线开展调研实践，校外导师定期参

与涉农高校教育教学和相关培训，促进校内外导师合作交流的双向互动。在导师激励与问责方面，学术

学位研究生导师主要通过研究基金、科研奖励、招生名额等方面进行培养奖励和问责，专业学位研究生

则主要以横向项目支撑、应用成果认定、招生名额等方式开展培养奖励和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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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学类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队伍的分类建设，一方面有助于优化教育资源分配，确保不

同类型的研究生得到精准的农学教育指导；一方面有利于提升农学类研究生教育质量，通过专业化的导

师队伍提高研究生的学术水平和实践能力；最后有助于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和研究生教育创新发展，为培

养面向乡村振兴的创新型和实践型高层次人才提供有力保障。 

3. 农学类研究生导师队伍分类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分类标准不清晰，难以明确导师角色定位 

农学类研究生导师分类管理的首要问题是分类标准不清晰。不同涉农高校、不同农业学科在导师分

类上缺乏统一、明确的标准，导致导师角色定位模糊，难以形成专业化的导师队伍[4]。这种模糊的分类

标准使得导师在农学类研究生培养中的职责和权限不明确，容易出现工作重叠、职责交叉的现象，进而

影响研究生培养的效果。同时，分类标准的模糊也导致导师在申请、评定和晋升过程中缺乏明确的指导，

难以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 

3.2. 评价体系不完善，难以全面反映导师贡献 

当前的评价体系往往过于注重量化指标，如论文质量、项目等级等，而忽视了教学质量、学生指导、

农业生产贡献等质性指标[5]。例如导师携研究生进行田间指导农业生产，大多数是直接惠农行为，而目

前尚未有评价性认可制度。这种单一的评价方式难以全面反映农学类导师的综合素质和贡献，容易导致

评价结果失真。此外，评价过程缺乏透明度和公正性，容易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使得评价结果难以服

众。这种不完善的评价体系不仅影响了导师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也制约了研究生教育的质量提升。 

3.3. 激励机制不足，难以激发导师工作热情 

目前，农学领域的导师薪酬待遇相对较低，与其承担的工作量和责任不相匹配，难以吸引和留住优

秀人才。同时，农学类导师在职称晋升、学术荣誉等方面的竞争也异常激烈，缺乏足够的激励和支持。

这种激励机制的不足使得导师在研究生培养工作中缺乏足够的动力和热情，难以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

科研和农业社会服务工作中。 

3.4. 分类管理僵化，难以适应学科发展和导师个性化需求 

农学类导师分类管理过于僵化，缺乏灵活性和适应性，也是当前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随着学科的

发展和交叉融合，农学类研究生培养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然而，现有的导师分类管理方式往往过于固

定和单一，难以适应这些变化。此外，不同导师在学术背景、研究方向、教学风格等方面存在差异，需要

个性化的管理方式。然而，目前的分类管理往往忽视了这些差异，导致农学类导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

到抑制。 

3.5. 导师队伍结构不合理，分类管理难度加大 

农学类导师队伍结构的合理性对于分类管理的效果具有重要影响。然而，目前农学类学科领域普遍

缺乏高水平的导师，导致分类管理难以实施[6]。部分导师虽然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但缺乏足够的教学

和农业生产指导经验，难以满足研究生培养的教学需求。在学科结构上，部分农学学科的研究生导师相

对匮乏，导致研究生在选择导师时受到较大的限制；而另一些农学学科则存在导师过剩的情况，导致一

些导师的指导质量无法得到保证。在学术背景上，在一些涉农高校，特别是地方涉农高校，农学类导师

队伍的学科背景较为单一，缺乏跨学科的导师资源。这直接制约着农学类研究生的学科交叉和创新能力

https://doi.org/10.12677/ve.2025.14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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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养。这种不合理的导师队伍结构不仅加大了分类管理的难度，也影响了农学领域研究生教育的质量。 

3.6. 分类管理与学科特点脱节，难以发挥学科优势 

农学类导师分类管理应该紧密结合农学学科特点，发挥农学学科优势。然而，在现实中，分类管理

与农学学科特点往往存在脱节现象[7]。农学领域分为多个农学一级学科，这些学科在研究生培养上有着

不同的特点和需求，需要有针对性的分类管理策略。然而，目前的分类管理方式往往忽视了这种学科差

异，采用一刀切的管理方式，导致学科优势难以发挥。 

3.7. 导师队伍培训不足 

导师队伍培训不足是当前农学类研究生导师队伍分类建设中的另一个主要问题。农业是面向农业农

村领域一线生产，导师在科研指导、学术指导、人际交往、心理辅导等方面的能力都需要不断地提升和

培养[8]。然而，培训工作的薄弱，造成导师培训不区分导师类型、培训内容缺乏针对性，以至于不同类

型导师培训时间不足，不能起到明显培训效果。同时，农学类导师培训考核机制则更为缺乏，培训内容

和方式无法进行准确的效果评估，无法确保培训工作的有效性和实效性。 

4. 农学类导师队伍分类建设策略 

为了解决农学类导师队伍分类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完善分类管理制度，明确

分类标准，优化评价体系，加强激励机制建设，提高分类管理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优化导师队伍结构，

并紧密结合农学类不同学科特点进行分类管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发挥研究生导师在研究生培

养中的作用，提升农学类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4.1. 农学类学术学位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 

加大导师队伍建设力度。加大对有优秀学术成果和教学经验的高水平人才的引进力度，扩大农学类

学术学位研究生导师队伍规模。对于在职导师，学校可以通过提供更多的科研项目和教学资源，加大对

其教学科研工作的支持力度，提高其教学研究积极性。 
优化导师队伍结构。定期进行导师队伍的梳理和评估，合理配置不同职称导师的比例，确保导师队

伍结构合理和稳定。鼓励农学类不同学科领域的导师进行交流和合作，建立农学类跨学科研究平台，提

升导师队伍的跨学科研究能力。学校可以邀请来自其他涉农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担任外部导师，

丰富导师队伍结构，提供更广阔的农业领域学术视野和资源支持。加大对青年导师的培养和支持力度，

鼓励优秀青年学者参与研究生培养工作，培养一批年轻、有活力的农学类导师队伍。 
提升导师教学能力。制定导师培训计划，包括教学方法、学术指导技巧、论文指导等方面的培训内

容，提升导师的教学能力和学术指导水平。鼓励导师之间开展教学经验交流和互助合作，分享教学资源

和指导经验，共同提升教学水平，建立导师互助机制。鼓励导师参与学术交流和研究合作，拓展导师的

学术视野和合作网络，从而提升其指导研究生的能力。 
建立导师评价机制。建立导师定期评价制度，包括学生评价、同行评价和学校评价等多方面评价内

容，及时发现和解决导师指导中存在的问题。建立导师激励机制，对指导优秀研究生毕业的导师给予奖

励和荣誉，激励导师积极参与研究生培养工作。 
农学类学术学位研究生导师队伍的建设工作，还需要依托学术委员会或研究生教育委员会，制定学

术学位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规划和政策，并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导师队伍建设工作，用于导师培训、学术

交流、科研项目支持等工作，建立学术学位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长效机制，推动农学类导师队伍建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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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长期、稳定发展。 

4.2. 农学类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 

导师队伍结构优化。加大对农业行业领军人士和涉农企业实践型专家的引进力度，增加导师队伍中

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成员比例，以满足专业学位研究生对农业农村领域实践性教学的需求。建立导师队

伍多元化的发展机制，鼓励企业高管、行业精英等专业人士参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提升农学类

导师队伍的整体水平。 
提升导师的指导能力。设立导师培训计划，包括教学方法、职业指导、实践教学等方面的培训内容，

提升导师的指导能力和教学水平。鼓励导师积极参与农业行业实践和科研活动，不断更新自身的专业知

识和技能，以更好地指导学生进行农业农村实践教学和科研工作。 
建立导师交流与合作机制。建立导师交流平台，定期组织学术研讨会、农业行业交流会等活动，促

进导师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合作，实现教学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建立导师合作项目和研究团队，推动导

师之间的合作研究和项目开发，提升农学类导师队伍的整体实力和影响力。 
在农学类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中，还需要成立专门的导师队伍建设工作组织，负责规划和

组织导师队伍建设工作；设立导师队伍建设专项资金，用于导师培训、学术交流和项目支持等方面，建

立专业学位导师队伍建设的长效机制。一方面还应积极与涉农企业建立合作关系，邀请农业专家担任研

究生导师，为学生提供实践指导和机会；开展农业实践基地建设，为学生提供实践平台和实习机会，加

强学校与涉农企业的合作交流，强化校内师生与校外企业、行业的合作。 

4.3. 农学类学术和专业学位研究生综合型导师队伍建设 

学术和专业学位研究生交叉导师队伍建设是农学类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重要一环，农学类学术学位研

究生注重培养农业基础研究和创新能力，而农学类专业学位研究生则强调农业生产实践能力的培养。然

而，在实际培养过程中，两者并非完全割裂，而是需要相互借鉴、交叉融合。因此，建设一支既具备深厚

农学领域学术素养又具备农业生产实践经验的交叉导师队伍，对于推动农学类研究生教育的创新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9]。 
建立跨学科交叉导师队伍。首先加大对具备跨学科背景和农业农村实践经验的导师人才的引进力度，

同时鼓励现有导师通过进修、访学等方式拓展农学类知识领域和农业生产实践经验。还可以通过设立交

叉导师岗位、开展交叉导师培训计划等方式，提升农学类导师队伍的交叉培养能力。通过设立跨学科研

究中心或实验室等方式，为导师提供交流合作的平台和机会，打破学科壁垒，促进学科交叉融合。针对

单一型学位研究生导师，鼓励学术学位导师与专业学位导师之间建立合作关系；针对综合性学位研究生

导师，鼓励建立导师组，共同指导跨学科研究生，形成跨学科交叉导师队伍。通过跨学科交叉培训和合

作研究项目，促进不同类型导师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合作，提高农学类导师的跨学科指导能力。 
制定导师评价指标体系。设立综合评价指标，包括学术研究能力、教学实践经验、专业实践经验等

方面，全面评价导师的综合能力。引入同行评价和学生评价机制，从多角度评估导师的指导效果和学术

水平。涉农高校应建立科学合理的资源分配机制，确保交叉合作项目获得足够的经费和资源支持。在评

价过程中，既要注重导师的学术成果和教学质量，也要关注其跨学科合作和实践能力，激发导师参与交

叉合作的积极性。 

5. 结语 

面向乡村振兴，推进农学类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和落实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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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人根本任务，需要加快造就一支高水平、有爱心、能力强、讲奉献的研究生导师队伍[10]。这支队伍应

以农学类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定位、标准、招生、培养、评价、师资等环节的差异化要求为路

径，推动学术创新型人才和实践创新型人才分类培养。因此，在研究生分类培养模式下，首先要明确农

学类导师队伍分类建设的内涵，面对当前分类建设导师队伍中存在的问题，从完善选聘与评价、增加交

流与培训、强化激励与问责、建设综合型导师队伍等方面进行全链条协同突破，强化导师分类管理。这

是对我国农学类研究生教育导师质量提升的一种理论探索，对于推动农业农村领域的学术创新型人才和

实践创新型人才分类培养，深化研究生融通创新，提升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健全高质量研究生

教育体系、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更有力支撑。 

基金项目 

河北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基于多种类型平台有机融合的农业硕士培养体系创新与实践

(YJG2024032)；2024 年度河北农业大学“课程思政和专创融合类课程建设项目《土壤物理学》专创融合

优质课程”；河北农业大学教学研究项目：通专融合的耕读教育课程体系构建(202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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