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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2_83_E5_B7_A5_E7_c77_645930.htm 一、领域协作组组长

、华南理工大学胡勇有教授主持会议开幕式，介绍本次会议

的主要内容并传达了教指委近期针对专业硕士学位培养的指

示： 1、2010年年底上交教指委的环境工程领域工程硕士学位

培养标准，因教指委标准组会议精神，尚需要对标准做进一

步的修订。待本次修订后，还要将标准发给各位副组长，征

求大家的修订意见。 2、新的环境工程硕士培养标准确定后

，将根据学位办及教指委的安排，决定是开展试点还是全面

推广。 3、上年度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j调研国外职业从业资

质培训与工程硕士对接的情况，具体由哈工大马放老师负责

，尚未完成；由高宝玉、丁桑岚、张洪勋老师负责的课题完

成，已经提交教指委秘书处。 k新增点的培训，胡勇有老师

参加了2010年12月份教指委秘书处组织的新增点培训工作

，2010年新增了20多家工程硕士培养单位，其中还有师范类

院校。 l教材建设：根据2009年组织会及年度研讨会商定，筛

选了系列教材计划，但由于不能列为骨干教材，上报教指委

后，没有列项资助。 4、建立全日制专业硕士实习基地，做

到边实践边理解边转型。 5、协作组组长会议拟在今年8月份

召开，而协作组接下来的工作任务会更加繁重。全国环境工

程硕士培养单位已有120余家，新增点的培养单位，大多对工

程硕士培养模式的认识不清，协作组在后续的工作中应充分

发挥协作指导和承上启下的作用。 6、2011年4月初，教指委

将指派专家组，针对培养方案进行评审。 二、会议讨论 1、



由于各培养单位普遍存在着缺少教学实践基地、实践教学尚

处于摸索探讨阶段，若不尽快解决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问题

，将制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发展，这是专业硕士培养的瓶颈

。建议在专业硕士培养的实践环节可以采取灵活多变的形式

，既要加强教学基地的实践培养，可以让学生参与示范工程

项目，形成“过程基地”的教学实践环节，通过不同的培养

模式，建设多样化的培养基地，以保障全日制专业硕士的培

养质量。 2、针对专业硕士学位标准提出问题并进行讨论 j如

何体现学术型工学硕士、在职工程硕士之间的区别与分界？

k培养标准实施后由谁来评估？ l专业硕士要求具有一定工程

经验，可师范类院校的研究生，缺乏工程经验，素质差异大

。如何保证师范类院校全日制专业硕士的培养质量？ m规范

学校及教师培养能力，注重对青年教师的学术培养，加强青

年教师在工程示范方面的指导能力，为今后工程硕士的培养

奠定基础。 3、针对工程硕士办学标准、准入标准、学位价

值及办学质量若干观点展开讨论： ①工程硕士制定学位标准

的目的：是因为工程硕士人员流动以及工程硕士招生差异，

导致工程硕士学位的核心价值在逐步丧失，社会认同度在逐

渐衰竭，因此要设立一个最基本的门槛。如果纯粹是为了缓

解就业压力，将学位标准放宽，那么工程硕士（包括全日制

工程硕士）作为国民教育的组成部分，就会缺乏社会需求度

并丧失社会认同的核心价值，如果一旦丧失了社会认同价值

，那么就会造成会学位的泛滥，意味着这种教育模式的失败

和消亡，不利于工程硕士教育的健康发展。 ②工程硕士培养

模式及办学质量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首先，专业硕士在各

项评估中权重低；其次，教师的个人业绩考核低，无专项教



育经费支持办学；再次，国家在此方面无专门的教育经费预

算。 4、针对各培养单位普遍存在工程硕士生源比例大，学

校硬性摊派指导教师，部分基础研究或理论研究的指导教师

不具备工程硕士指导能力。建议今后进一步明确指导教师的

分类，有利促进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更规范、更健康的方

向发展。 三、“第六届环境工程领域专业硕士学位培养研讨

会”工作安排 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