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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是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精神，改变工

科学位类型比较单一的状况，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位制度

，在我国设置工程硕士专业学位。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是与工

程领域任职资格相关的专业性学位，它与工学硕士学位处于

同一层次，但类型不同，各有侧重。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的招

生对象、培养方式和知识结构与能力等方面，与工学硕士学

位有不同的特点。工程硕士的培养侧重工程应用，为企业培

养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人才和工程管理人才。学校作为具

体的操作部门，既要严格贯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工程硕士管理的各项精神，也要严格执行关于工程硕士

管理的各项规定。对于工程硕士，他们需要掌握工程领域的

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门知识，以及解决工程问题的技

术方法和现代技术手段，并具有独立担负工程技术或工程管

理工作的能力，与此同时，通过学位教育他们也应该获得自

身素质的全面提高。如何结合工程技术领域发展的前沿和专

业领域理论的发展方向，如何全面发展全面的素质教育，如

何把他们的工程实践与相关的现代工程技术理论相结合，是

工程硕士教育管理面临的新课题。本文将对此进行粗浅的探

讨。 2工程硕士教学方式 2.1在职教育 工程硕士教育方式属于

在职教育，因此，工程硕士不能脱离工作岗位进行学习。他

们既要入学又不能离开岗位，是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工程

硕士的有关课程。课程的安排是学分制，学制是三至五年。



学员根据自己的工作情况来制定自己的培养计划，在工作发

生变化的情况下，也可提出申请修改自己的培养计划。要想

使这项事业健康的发展，不断的成长和完善。就需要有一批

热爱教育事业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努力、探索、改革、和完善

。使其发展壮大。 2.2自主性教育 工程硕士的教育是一种自主

性的教育。工程硕士教育是学校教育和自主学习相结合的教

育。学校教育是引导性的，而自主学习是主导性的。工程硕

士来自于生产第一线或重要的技术岗位和管理岗位，从事企

业生产、技术开发和技术管理等工作，积累了长期的工作考

验，因此他们具有良好的职业修养和丰富的工作经验，具有

较深的社会阅历。因此，工程硕士队伍是一支高素质的研究

生队伍。亲历的社会背景使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在信息和知

识爆炸性增长的时代，只有不断学习新知识，了解新技术，

掌握新方法和新的工具，才能够站稳自己的工作岗位，为企

业和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强烈的求知愿望使他们在学习中

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和自觉性。因此，工程硕士教育中必须充

分发挥学生的自主能动性。 2.3针对性教育 工程硕士教育是一

种有针对性的教育。工程硕士教育不能像一般的工学硕士学

位教育那样，应该根据本专业的特点，结合相关工程技术领

域的发展前沿，考虑工程技术的实际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

学位教育。针对性教育是工程硕士教育与一般硕士学位教育

的重要区别。 3系统化管理 为发挥学校引导性教育功能，针

对工程硕士教育的特点，必须对工程硕士教育进行系统化管

理，学制是三至五年。课程的设置及管理都要从整个体系去

考虑。虽然工程硕士具有特殊性，需要对其进行针对性的教

育，但不能破坏工程硕士的系统化管理。工程硕士教育中的



个性教育必须要服从工程硕士教育的系统化管理。针对性教

育培养工程硕士的个性化，而系统化教育培养工程硕士知识

的系统化。 3.1制定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 在制订工程硕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方案方面，既要考虑到学生应该掌握的基

础理论知识，更应侧重工程应用方面课程的设置，充分体现

工程硕士教育具有工程针对性的特点。科学合理地制定教学

课程和毕业论文的题目。在课程设置方面，应遵循理论领先

，方法先进、适用，精而不冗的原则。在毕业论文选题方面

，因行业和个人的特殊性确定课题的范围。在制订培养方案

方面也应该充分考虑到对学生在的德育、政治思想方面的教

育。培养他们热爱的祖国，兢岗奉献的精神，使他们在学习

科学知识的同时也吸收了精神营养。在他们具有良好的职业

道德和崇高的社会风尚的基础上，真正的成为新经济下的复

合型人才。 培养方案中应该突出工程类型研究生培养的目标

要求，并体现出面向企业，面向工程技术应用及管理型人才

的培养模式。这对学校来说是一项重要的改革，企业需要什

么样的人才，学校为工程实际应用着想，这是学校和企业的

距离近了，这是我国的教育发展的方向。是我们学校教育体

制的一条新路。项目经理圈子 3.2合理安排教学计划 合理安排

教学计划是提高工程硕士教育水平的重要的管理活动。工程

硕士的教学计划不但要科学反映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

必须考虑到学生怎样充分利用好有限的学习时间紧密结合起

来。每门课程的教学学时均需要系统研究，考虑学生对本门

课程的自主性学习能力和教师必须引导的需要，设定最合理

的教学学时。授课时间的安排应有利于学生消化所学的知识

，并最大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的引导作用。 3.3建立双导师制 工



程硕士教育中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工程硕士来源于企

业，他们不但对企业实践和对实际面临的工程技术问题有充

分的了解，而且他们常常工作在一些技术专家的氛围中。聘

请这些技术专家作为工程硕士的导师，无疑有利于把学生学

到的知识更快、更好地与企业实际需求结合起来。学校的导

师可以在研究的理论方面、论文的规范方面，跟踪技术前沿

方面做跟多的指导。这种培养方式不但解决企业实际问题，

使学生理论和实际紧密结合，也大大的促进了学校产、学、

研的紧密结合。这样企业欢迎，个人满意，学校得益。因此

，在工程硕士教育中必须大力推进双导师制的建设。 3.4制定

相关配套的管理制度 工程硕士教育的特殊性决定了在实施工

程硕士教育中从必须制定配套的管理制度，不能照搬普通硕

士培养的管理制度。在制订工程硕士教育管理制度时，要考

虑到研究生教育的基本规律，又要充分考虑到工程硕士教育

中的特殊性。工程硕士的管理制度必须把研究生教育中的刚

性约束和适应工程硕士教育特殊性的柔性紧密结合起来。正

确处理好工程硕士与工学硕士之间的关系。在教学、毕业论

文和学位授予方面必须制定一套刚性的制度，以保证工程硕

士学位的含金量。在具体的管理制度方面要体现出相当的灵

活性，以适应工程硕士在岗和技术实践的要求。 4结束语 综

上所述，工程硕士学位教育是一种特殊的学位教育，承担具

体运作的高等学校必须针对工程硕士教育特点制定相应的制

度和培养方案。在培养环节上，需要制定适合于工程硕士的

课程设置；在制度上，需要制定刚柔并进的教育管理制度；

在教学计划上，既要考虑到每门课程的实际需要，又要充分

考虑到学生可以利用的学习时间。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工程



硕士教育必须能够体现出工程硕士教育的特点，体现出它的

特定的生存发展空间。可以坚信，工程硕士教育的管理的系

统化必将使工程硕士教育这一高校的新生事物得到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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