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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特色院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行业特色院校的专业学位培养必须凸显行业特

色，有效体现专业学位研究生同学术学位研究生的差

异化培养。
一、行业特色院校专业学位教育办学之困境

（一）师资短缺，教师实践经验不足，对学校行业

特色的认知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首先，师资短缺是目前我国专业学位培养单位面

临的普遍问题，行业特色院校也不例外。 按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学的需要，要求专业教师要具备实践、教学

及研究三种能力， 要求配备双师型教师以及行业导

师。由于行业特色院校的专业学位教育教师大都是从

学术型教师转型而来，因此师资水平还远远达不到上

述要求。另外，其专业学位教育普遍存在着教师科研、
实践成果和培训不平衡的现象。 一方面，在师资培训

上“请进来”多于“走出去”，即自办各类讲座和研修班

较多， 对于各类校外培训尽管不少院校也有支持政

策，但教师参与度不高；另一方面，由于职业实践成果

在成果认定中不被承认或折扣严重，有的教师对从事

职业实践动力不足，导致职业实践成果在教师中分布

不平衡。 长期以来，我国教育界“学”与“术”的分离特

别严重，导致在职称评审、项目申报和成果奖励等方

面普遍存在重“学”而轻“术”的现象，致使实践型教师

不仅数量稀缺，而且质量也不高。
（二） 培养模式未能充分体现应用型及职业化的

培养目标

在实际培养中，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大多被发展

成为学术型学位研究生教育的 “压缩版”、“简装班”，
甚至是“复制版”。综观目前行业特色院校专业学位的

培养方案不难发现，不少院校所开设的行业特色类课

程占总课程比例偏小， 未能充分凸显学校行业特色。
此外，鉴于行业特色院校的专业学位师资现状，尽管

有些院校可以通过聘请来自职业实践部门的资深工

作者任兼职教师， 但是由于兼职教师其自身工作繁

忙，其授课时间及课时通常也无法保证。
（三）教学管理水平亟待提高

虽然具有专业学位培养资格的院校大都设立了

相应的专业学位教学管理机构，且配备了相关负责人

及教学秘书。然而这些教学管理机构岗位多由从事教

学的教师兼任，且教学秘书在负责专业学位教学管理

工作的同时还可能承担着学术型研究生教学管理方

面的职责。 因此，其教学管理理念及方法通常沿用学

术型研究生教学管理的传统做法，而没有根据专业学

位培养的方案要求进行调整。
二、超越行业特色院校专业学位教育办学困境的

建议

（一）坚持特色发展思路，进行科学办学定位

《国 家 中 长 期 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2010-
2020)》指出，每所高等学校的建设与发展，都离不开

先进、准确、合理的学校定位。一个学校的定位准确与

否，关乎学校办学的成与败、得与失、进与退。 专业硕

士理应体现专业化特点，而这个特点必须依托学校特

色。 不同的大学应根据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培养出相

关领域的优秀专业人才。由于专业学位具有极强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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