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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硕将成未来考研主流
部分高校延长学制

学术硕士与专业硕士
培养目标有明显差异

据央视新闻报道，目前，我
国的硕士研究生分为学术硕士
与专业硕士两类。学术硕士偏
重理论和研究，专业硕士则重
视实践和应用，它们处于同一
层次，但培养目标有明显差异。

北京邮电大学研究生招生
办公室主任胡冬华介绍，学术
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偏重理论
和研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教育以实践为导向，与职业性
紧密相关。培养能够创造性地
从事实践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
专门人才，比如工程师、会计
师等。

东南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
学院2021级学术硕士崔浩然
说：“就拿我们芯片专业来说，
首先学硕可能会进一步深造。
比如说读博、进科研院所。专
硕在研二的时期就已经到企业
去实习了，会有更多的工程上
的能力，也方便研究生之后的
就业。”

前不久，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教育部印发《研究生教育学
科专业目录（2022年）》，将专
业学位提至与学术学位并重位
置，在14个门类下均设置了专
业学位，其中设置硕士专业学
位类别31个，博士专业学位类
别36个。这一新版目录将从
2023年起实施，这也意味着明
年下半年启动的新一轮研究生
招生、培养工作将按新版目录
进行。

北京邮电大学研究生招生
办公室主任胡冬华表示，新版
学科专业目录，突出了专业学
位的重要性。增加了很多新的
专业学位，比如气象、文物、医
学技术等一批博士或硕士的专
业学位类别。还有一个非常明
显的变化，之前的很多专业学
位只授予硕士学位，现在很多
专业学位也有博士层次，比如
法律、应用心理、公共卫生等一
些专业学位类别调整到了博士
层次。

据统计，2009年专业学位
硕士招生人数在硕士招生总人
数中的占比仅为15.9%，其后

在2017年首次超过学硕招生
人数，到2020年专硕招生人数
占比已超过60%，在《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
2025）》中进一步明确，硕士专
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到
硕士研究生招生总规模的三分
之二左右，大幅增加博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招生数量。

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
专家组成员陈志文介绍，2020
年全国研究生工作会上，再次
明确了新增的硕士点都一律以
专业硕士为主。因为科研毕竟
是少数，我们大量的学术性研
究要朝博士转。我们也在环节
上增加或者扩张从本科直接到
博士硕士环节的培养，我们更
需要瞄准了社会的需要，去培
养大量无论是社会发展还是经
济建设需要的应用型高级人
才、实用人才。

部分高校专业硕士
学制延长至3年

以往，专业硕士的学制大
多是两年，或者两年半，但是近
年来，已陆续有不少高校对专
硕学制进行了调整，延长至3
年。今年，又有多所高校做了
类似调整。

今年，有多所高校宣布将
其专硕招生专业学制延长到3
年。从2023年起，海南师范大
学的教育、体育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学制将由2年调整为3
年；河南大学的应用心理专业
硕士，南京师范大学的国际商
务、汉语国际教育、翻译、新闻
与传播4个专业学位的学制，也
都拟由之前的2年更改为3年。

近年来，延长专硕学制已
成为趋势。一些学校的3年制
专硕逐年增加，比如，四川外国
语大学2019年研究生招生时，
专硕的学制均为2年，到2023
年招生，其所有专硕学制都将
调整为3年。在南京大学全日
制专硕中，目前，学制为2年的
仅剩五个专业，其余学制均为3
年。河海大学除了工商管理等
六个专业学制仍为2年外，其余
全日制专硕都已经采取3年
学制。

目前，大连理工大学、西北
工业大学、东南大学、西北师范
大学等高校的专业学位研究生
已全部实行3年学制。

合理安排学习实践
确保培养质量

对于高校来说，学制变化
牵一发而动全身，课程、师资、
培养方案等诸多方面都要随
之进行调整。那么，为何要进
行学制调整？来看记者的
调查。

马圣新是东南大学建筑学
院全日制专业硕士二年级学
生，目前，学校所有专硕的学制
都已延长至3年，在他看来，这
样的学习安排更加合理。

马圣新说：“我们进行的理
论学习可以作用到研二的实践
当中，研二实践又反过来再指
导我们的理论学习，就是一个
相互促进的过程，压缩的话，感
觉时间比较紧。”

据介绍，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以实践为导向，学生需要
掌握行业产业的核心技术。东
南大学相关负责人表示，调整
学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提升培
养质量。

东南大学研究生院培养办
公室主任陆建说：“原来的2年
学制（与3年相比）的课程学习，
总的学时数变化不大。第二年
又要完成实践，又要完成论文
的选题和研究，有很大的挑战。
在我们专业学位的课程体系当
中，选修课有50%都得是企业
（实践）类型的课程，我们是要
求到企业、到实际的生产部门、
到工程现场去开展科研实践。
改为3年制以后，我们各个环节
能够做得更扎实，能够更加深
入地去思考真问题，提出解决
方案。”

西北师范大学从2014年
开始，就对化学工程专业硕士
试点学制调整，随后逐步拓展
至教育、金融、艺术、体育、旅游
管理、公共管理、社会工作等专
业，到2023年学校的专业学位
硕士将全部实行3年学制。

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韩高
年介绍，整个产业转型升级，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也要内涵式
发展。在这方面我们前期也做
了很多调研，调研对象既包括
了研究生同学，也包括了用人
单位，也包括了我们二级学院
的广大研究生导师。大家一致
认为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当
中，很多环节都没法落到实处，
2年的学制应该调整。

学制调整后，西北师范大
学还对专硕各个专业的培养方
案进行了多次修订、论证，并建
立起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监测体
系，尤其在实训实践环节上下
功夫，对时间和质量进行严格
监管，确保人才培养质量。

韩高年说：“实践实训环节
的方面也做了调整，我们广泛
吸纳行业产业的技术人员进入
到导师队伍里面来。另一方
面，围绕我们学校专业学位点
构建了一大批的实践实训基
地，有些就建在生产线上和企
业设立联合培养工作机制。这
些年我们反馈回来的数据可以
看得出来，用人单位对我们培
养的专业学位研究生都是正向
的评价，就业率也有了直线上
升。”

专家：探索不同模式
进行针对性改革调整

近年来，《关于加快新时代
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
等一揽子文件的出台，对全面
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出系列
要求。相关专家也指出，应该
鼓励各高校根据自身情况，进
行有针对性的改革和调整。

陈志文介绍：从人才培养
角度来讲，各个学校有自己不
同的定位，包含学制。我觉得
这是正常的，增加这一年的目
的还是为了提高教育质量，最
根本的就是能不能真正地落实
到位，满足一线的社会经济发
展的需要。

专家还表示，不同高校应
该根据师资建设、课程设置、培
养模式等，打造出符合学校实
际、具有自身特色的专业学位
研究生培养品牌，为国家培养
出更多高质量的高层次急需应
用型人才。 本报综合

■ 相关链接

学硕与专硕
有哪些区别和联系？

学硕与专硕有哪些区别和联
系？为啥要分不同类型？近日，央
视记者专访了厦门大学研究生教育
研究中心主任徐岚。

记者：为什么要区别不同的学
位类型？学硕与专硕培养有哪些区
别和联系？

徐岚：学硕是指学术型硕士，以
发展学术研究能力为主要目标，是
学科逻辑的，为学术型博士做准备，
培养学术职业传承人或科研机构研
究人员；专硕是指专业型硕士，以发
展某种特定职业背景下的实践创新
能力为主要目标，是行业逻辑的，培
养行业领域的业务骨干。

两者之间的联系在于，他们都
是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的组成部
分，前者侧重的理论研究是为“顶
天”，后者侧重的实践应用是为“立
地”，从原始创新到集成创新都是
创新。

记者：我国的专业学位发展整
体呈现哪些特点？

徐岚：全日制专业学位的招生从
2009年至今仅开展了12年，大家都是
摸着石头过河，培养过程仍需不断完
善，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在发展趋势上
呈现出一些特点。

一是专业学位培养方案体现对
应用型人才的应用性要求，同时兼
顾学术道德和职业伦理教育；二是
课程具有结构化、模块化特点，且包
含实践要素，学习内容更强调知识
的应用价值，课程评价与专业技能
考核衔接；三是培养环节中更强调
实习、实地考察或其他以工作为基
础的学习机会，建立产教融合的联
合培养基地是发展的重要方向；四
是重视可转移技能的培养和职业发
展路径的通畅，强化专业学位与职
业资格及水平认证的衔接；五是在
与行业结合紧密的专业设行业、企
业导师，校内外导师联合指导是重
要的发展趋势，提升学生的实践创
新能力；六是产出的学位论文体现
出形式上的不同，且质量评价注重
技术应用或对行业实际问题的
解决。

记者：有学生吐槽，“专硕改为3
年是浪费时间”“专硕与学硕培养雷
同”。

徐岚：专硕不是“次等学位”，不
是降低标准、随便糊弄就可以速成
的学位。如果为了“赶进度”，而在
课程、师资、实训基地等资源都不完
备的情况下硬生生扩大专硕的招
生，就不免会使公众对专硕的印象
陷入“培养雷同”“降分录取”的沼
泽。 本报综合

眼下，2023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报名工作结束，各地陆续进入考生上传材料网上确认阶段。在近年来的
研究生招生考试中，专业硕士的招生培养规模正稳步增长，预计到2025年，将扩大到总规模的三分之二左右，成为未来考
研的报考主流。什么是专业学位硕士？招生培养现状和未来趋势是什么？对这些问题，央视新闻进行了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