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调研(学校管理人员和专业学位点负责人) 

 

填写说明：请在您认为符合的选项上打“√”或在空格中填写相应内容。如无特殊说明，每题限选一

项。学校管理人员指学校研究生管理部门的主管校领导、主要负责人、具体工作人员。 

学校管理人员填写一、二、三部分。 

学校所有专业学位点负责人各填写一份所在专业学位点的情况，请填写一、二、四、五部分。 

 

一、基本信息 

1.您所在学校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学院或部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您的职称是 

(1)教授（正高级）   (2)副教授（副高级）   (3)讲师（中级）    (4)其他 

3. 您的学位是   (1)博士         (2)硕士           (3)学士         (4)其他 

4. 您的年龄     (1)30岁以下    (2)31-45岁      (3)46-55岁    (4)55岁以上 

5. 您是否指导研究生 

(1) 否         (2)学术型学位研究生       (3)专业学位研究生   (4)两类均指导 

6. 您是贵校专业学位的 

(1)学校研究生管理部门的人员：校领导    (2)学校研究生管理部门的人员：主要负责人 

(3)学校研究生管理部门的人员：具体管理人员      (4)各专业学位点负责人 

(5) 院系负责人       (6) 教师 

7. 您是否是全国专业学位教指委成员或专家 

(1)是,您所担任成员的专业学位名称________________    (2)否 

8. 您认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培养导向方面应该具有以下哪些特性 

(1)特别偏向理论性，没有实践              (2)理论性很强，略有实践性 

(3)理论与实践并重                        (4)实践性很强，略有理论性 

(5)特别偏向实践，没有理论知识 

9. 您认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知识结构方面应该具有以下哪些特性 

(1)特别偏向知识性，没有技能     (2)知识性很强，略有技能    (3)知识与技能并重 

(4)技能性很强，略有知识性      (5)特别偏向技能，没有知识性 

10. 您认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服务导向方面应该具有以下哪些特性 

(1)特别偏向学术性，没有应用性           (2)学术性很强，略有应用性 

(3)学术与应用并重                       (4)应用性很强，略有学术性  

(5)特别偏向应用性，没有学术性 

11. 您认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人才特性方面应该具有以下哪些特性 

(1)特别偏向专门型，没有复合型           (2)专门型很强，略有复合型 

(3)专门型与复合型并重                    (4)复合型很强，略有专门型 

(5)特别偏向复合型，没有专门型 



12. 您认为国家现已设置的专业学位中， 哪些比较符合社会需求，请列出前五个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对贵校专业学位培养质量的总体评价 

(1)非常低      (2)比较低     (3)一般      (4)比较高       (5)非常高 

14. 您认为国家现已设置的专业学位中，哪些不符合社会需求的专业学位，请列出 0-5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开放性问题 

15.您认为本校专业学位或本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方面的优势是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 您认为本校专业学位或本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 您对本校专业学位或本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未来发展有什么好的建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学校管理人员调研 

18. 贵校学术型学位与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规模比例为 

(1)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多于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2)大致相当 

(3)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多于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 

19. 贵校有多少种专业学位_________ 请列出相对质量较好的前五个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 贵校与校外单位签有协议的合作培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校级基地有多少 

(1)0    (2)1‐5      (3)6‐10        (4)11‐20        (5)21‐30        (6)31以上 

21. 贵校的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学制有哪些,请举例说明一个具体专业学位的名称 

(1)2年            (2)2.5 年          (3)3年          (4)大于 3年 



22. 贵校在以下方面对专业学位的专项资金投入情况  

题项 
1

没有 

2

比较少

3

一般

4 

比较多 

5 

非常多 

校内实践教学平台建设              

学生实习经费              

校外实习基地          

校外导师津贴                

相关师资培训          

23.贵校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生源中来自 985和 211学校学生所占比例 

(1)低于 30%                  (2)30%-50%           (3)50%以上 

24. 贵校专业学位建立的专业学位点导师的遴选制度是 

(1)学术型的自然具备资格      (2)有专门的遴选要求     (3)其他 

25. 今年贵校专业学位硕士毕业生整体就业情况(就业率) 

(1)低于 50%                  (2)50%~60%             (3)61%~70% 

(4)71%~80%                  (5)81%~90%             (6)91%~100% 

26. 贵校是否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提供奖学金 

(1)是,设立专项       (2)是，和学术型研究生享受统一专项     (3)否，专业学位研究生不享受 

27. 今年全校专业学位录取人数与去年相比 

(1)大幅度减少                (2)略有减少               (3)持平 

(4)略有增加                  (5)大幅度增加 

28. 今年贵校录取的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占录取的硕士研究生总数的比例为 

(1)小于 50%     (2)50%       (3)小于等于 75%         (4)大于 75% 

29. 整体上看，对照您的期望，您对贵校专业学位学生所体现的能力是否满意，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最符合的项：1-->5表示非常不满意-->非常满意 

题项 
1

非常不满意

2

比较不满意

3

一般 

4 

比较满意 

5

非常满意

良好的人文素养           

良好的职业素养           

扎实的专业知识           

良好的职业实践能力           

良好的沟通能力           

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           

良好的组织领导力           

良好的动手能力(操作\设计)等           

良好的信息感知和采集能力           

良好的分析能力(逻辑分析\数据处理等)           

良好的反思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良好的适应和反应能力           

良好的知识迁移能力           

良好的创新能力           

良好的国际视野           

良好的职业发展潜力           



30. 整体上看，您认为与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相比，贵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就业前景如何 

(1)非常差   (2)较差     (3)一样，没有差异      (4)比较好        (5)非常好 

31. 您认为贵校全日制专业学位亟需改进的地方（请选择 1-3项） 

(1)本专业学位理论课程学习 

(2) 本专业学位课程实践教学内容(案例教学、校内综合实验平台等) 

(3)校内导师                  (4)校外导师              (5) 实践基地的落实安排  

(6)学术训练（科研项目和学术文章发表）  (7)学位论文    (8)国际交流合作    

(9)与行业合作      (10)接受外部质量监督   (11)对学生的职业伦理和职业道德培训 

感谢您的参与！ 

 

如果您同时担任专业学位点负责人，邀请您继续回答第四部分。 

 

四、专业学位点负责人、院系负责人、教师调研 

32. 您对贵校本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总体评价 

(1)非常低    (2)比较低   (3)一般               (4)比较高        (5)非常高 

33. 您对全国本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总体评价 

(1)非常低    (2)比较低   (3)一般    (4)比较高      (5)非常高     (6)不了解 

34. 您所在专业学位名称__________ ，领域或方向_________ 

35. 您认为本专业学位学制应为 

(1)2年      (2)2.5年          (3)3年        (4)大于 3年 

36. 本专业学位开始招生的年份__________，与本专业相对应的学术型学位的研究生开始招生的年

份______(没有招生可以不填) 

37. 本专业学位今年录取人数与去年相比 

(1)大幅度减少   (2)略有减少   (3)持平   (4)略有增加   (5)大幅度增加 

38. 本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录取人数中调剂生所占比例为 

(1)0   (2)1%-20%  (3)21%-40%  (4)41%-60%   (5)61%-80%   (6)81%-100% 

39. 本专业学位生师比为 

(1)小于 1:1     (2)1:1       (3)5:1    (4)10:1      (5)大于 10:1 

40. 请根据本专业学位实际情况填写以下各比例 

题项 

1
 
0 

2
1%‐ 
10%

3
11%‐
30%

4
31%‐
50%

5
51%‐
70%

6 
71%‐
90% 

7 
 

91%以上

最近一年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招

生规模中免试生所占的比例 

             

本专业学位双导师共同指导的研究

生占本专业学位研究生总数的比例 

             

本专业学位师资队伍中有从业经历

的专任教师比例 

             

 



41. 本专业学位点建立的专业学位点导师的遴选制度是 

(1)学术型的自然具备资格        (2)有专门的遴选要求      (3)其他 

42. 本专业学位课程总量与相对应的学术型学位相比 

(1)小于学术型学位              (2)与学术型学位相当      (3)大于学术型学位 

43. 2009年以来，本专业学位新建课程门数情况______ 

(1)0   (2)1    (3)2   (4)3   (5)4   (6)5   (7)6-10   (8)11及以上  

44. 2009年以来，本专业学位新编教材______（多少本） 

(1)0   (2)1    (3)2   (4)3   (5)4   (6)5   (7)6-10   (8)11及以上 

45. 本专业学位学生所修课程有多大比例与相应的学术型学位的学生所修课程相同 

(1)10%-30%    (2)31%-50%   (3)51%-80%   (4)81%-99%     (5)100% 

46. 全日制本专业学位与非全日制在职攻读本专业学位（单证）相比较，课程设置的差异性如何 

(1)非常小    (2)比较小    (3)一样，无差异   (4)比较大       (5)非常大 

47. 本专业学位学生选择实习基地的主要方式 （可多选） 

(1)去学校联系或指定安排的实习实践基地实践,_____ 个月  

(2)跟随导师课题在实验室视作实践 

(3)在导师项目合作企业实践 

(4)自己联系的实习实践 

48. 本专业学位学校提供集中实习可以覆盖学生比例 

(1)低于 50%   (2)51%-70%  (3)71%-90%   (4)大于 90% 

49. 本专业学位学生能够参加学校提供的集中实习的时间为 

(1)1个月以内        (2)1月以上，3个月以内        (3)3个月以上，6个月以内 

(4)6个月            (5)6个月以上，12个月以内     (6)1年以上 

50. 请您根据您对本专业学位案例教学情况的满意度，选择最符合的项： 

1-->5表示非常不满意-->非常满意 

题项 

1

非

常

不

满

意

2 

比

较

不

满

意 

3 

一

般 

4 

比

较

满

意 

5

非

常

满

意

教师案例教学水平           

案例教学形式(方式、过程)           

案例教学在课程教学中所占比重           

本土案例在案例教学中所占比重           

案例针对性           

案例库建设           

案例教学校内条件           

案例教学校外实践机会           

教师参与案例教学的积极性           

案例教学质量           

 



51. 请您根据您对本专业学位实践基地情况的满意度，选择最符合的项： 

1-->5表示非常不满意-->非常满意 

题项 

1

非常 

不满意 

2

比较 

不满意

3 

一般 

4 

比较

满意

5

非常

满意

实践基地的数量          

实践基地有关专业学位培养的管理          

实践基地的导师质量(能力水平)           

实践基地的导师责任心(投入程度)          

实践基地的条件(设施、环境)          

实践基地对学生参与专业实践的激励机制          

实践基地对导师参与专业实践的激励机制          

52. 学校对本专业学位是否在以下各方面提供专项资金投入 

题项 
1

是 

2

否 

校内实践教学平台建设    

学生实习经费    

校外实习基地     

校外导师津贴    

相关师资培训    

53. 学校对本专业学位专项资金投入的生均经费（单位：元） 

(1)0     (2)有，生均经费为_______元 

54. 学校是否为本专业学位研究生提供奖学金: 

(1)是，设立专项        (2)是，和学术型研究生享受统一专项 

(3)否，专业学位研究生不享受 

55. 本专业学位的学生学位论文的选题来源与“社会实践或工作实际的现实问题”相关的比例为 

(1)小于 30%  (2)30%-50%   (3)51%-70%    (4)71%-90%     (5)91%-100% 

56. 校外行业人士或校外导师参加本专业学位学生的学位论文开题普遍情况 

(1)只有校内导师参加           (2)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参加 

(3)校内导师、校外导师、行业人员都参加 

57. 校外行业人士或校外导师参加本专业学位学生的学位论文答辩普遍情况 

(1)只有校内导师参加          (2)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参加 

(3)校内导师、校外导师、行业人员都参加 

58. 本专业学位毕业考核的主要形式 

(1)纯研究类   (2)调研报告类  (3)案例撰写类   (4)产品制作或技术说明书 

(5)其它__________________ 

59. 您认为您所负责的本专业学位符合社会需求的情况 

(1)非常不符合    (2)比较不符合    (3)一般      (4)比较符合      (5)非常符合 

60. 您认为本专业学位研究生与相近的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区别如何 

(1)完全没区别    (2)区别不大      (3)不清楚     (4)有很大区别    (5)完全不同 

 



61. 您认为目前提高全日制本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难点在于 

(1)本专业学位课程学习       (2)案例教学的实施       (3)校内导师 

(4)校外导师              (5)实践基地的落实安排      (6)学位论文 

62. 您认为全日制本专业学位亟需改进的地方（请选择 1-3项） 

(1)本专业学位理论课程学习 

(2) 本专业学位课程实践教学内容(案例教学、校内综合实验平台等) 

(3)校内导师                  (4)校外导师              (5) 实践基地的落实安排  

(6)学术训练（科研项目和学术文章发表）                  (7)学位论文   

(8)国际交流合作              (9)与行业合作            (10)接受外部质量监督 

(11)对学生的职业伦理和职业道德培训 

63. 本专业学位的课程内容覆盖相关职业资格考试内容比例为 

(1)0，本专业学位没有明确的相对应的职业或执业资格认证的要求 

(2)0，有，没覆盖        (3)有，小于 30%        (4)有，30%-50% 

(5)有，51%-70%         (6)有，71%-90%        (7)有，91%-100% 

64. 本专业学位鼓励或要求学生参加与本专业学位相对应的职业或执业资格认证考试吗 

(1)不要求               (2)鼓励,但不要求 

(3)毕业时要求获得一定级别职业或执业证书，请举例说明 

(4)本专业学位没有明确的相对应的职业或执业资格认证的要求 

65. 本专业学位是否进行职业伦理和职业道德培训 

(1)有，专门培训课程                     (2)有，培训内容融于所有的培养过程中 

(3)有，主要通过实践环节进行专门训练     (4)学生自觉感悟 

66. 您所负责的专业学位为学生提供或支持学生参与以下哪些国际化方面活动（可多选） 

(1)无    (2)国际项目    (3)国际比赛    (4)国际课程    (5)海外交流   (6)其他 

67. 您认为与相近的学术型研究生相比，本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就业前景如何 

(1)非常差    (2)较差       (3)一样，没有差异     (4)比较好     (5)非常好 

68. 今年您负责的本专业学位中毕业生就业情况(就业率) 

(1)低于 50%                (2)50%~60%                   (3)61%~70%   

(4)71%~80%                (5)81%~90%                   (6)91%~100% 

69. 今年本专业学位中毕业生去相关职业行业的就业比例 

(1)没有毕业生              (2)低于 50%                    (3)50%~60%   

(4)61%~70%               (5)71%~ 80%                   (6)81%~90%      

(7)91%~100% 



70. 以下关于贵校本专业学位师资队伍的描述，您认为是否符合，请选择相应的项： 

1-->5表示非常不符合-->非常符合 

题项 

1

非常 

不符合

2

比较 

不符合

3 

一般 

4 

比较 

符合 

5

非常 

符合 

本专业学位师资满足培养专业职业性人才的需要           

本专业学位授课教师的构成合理           

本专业学位指导教师的构成合理           

本专业学位指导教师遴选制度合理           

校内导师与校外导师的合作形式合理           

合作单位提供的校外导师资源充足           

学校教师经常参与职业训练和实践           

校内导师胜任导师工作           

校外导师胜任导师工作           

校内导师与职业行业关系密切，对于职业行业很熟悉           

校内导师经常和行业人员共同指导专业学位学生           

71. 以下关于贵校本专业课程环节设计的是否合理，请您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的项：1-->5表示非

常不合理-->非常合理 

题项 

1

非常 

不合理

2

比较 

不合理

3 

一般 

4 

比较 

合理 

5

非常 

合理 

课程总量           

课程内容的理论性           

课程内容的前沿性           

课程内容的实践性           

课程内容的职业性           

课程内容的综合性(与多学科交叉，涉及多学科知识)           

课程教学方式(讲授、案例、项目、讨论等)           

课程推荐教材           

课程考核方式           

校外导师或行业人员参与授课           

72. 总体上来看，您认为贵校本专业学位在以下各个环节设计的合理程度如何，请选择相应的项：

1-->5表示非常不合理-->非常合理 

题项 

1

非常 

不合理 

2

比较 

不合理

3 

一般 

4 

比较 

合理 

5

非常 

合理 

培养方案的制定           

培养目标的确定           

招生环节           

校内、外培养基地的安排           

学位论文指导方式           

学位论文的评价标准           

奖助学金制度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管理制度健全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管理制度执行规范严格           



就业指导和职业生涯规划           

对专业学位的专项投入           

国际合作交流           

 

73. 专业学位和与之对应的学术型学位是否存在差异，如果有差异，总体上看贵校本专业学位在以下

各环节是如何体现的？请选择相应的项：1-->5表示差异非常小-->差异非常大 

题项 

1

差异 

非常小 

2

差异 

比较小

3 

一般 

4 

差异 

比较大

5

差异 

非常大

培养方案的制定           

培养目标的确定           

招生环节           

课程总量           

课程设置中关注对应的职业标准           

课程内容的前沿性           

课程内容的职业性           

课程教学方式（讲授、案例、项目、讨论等）           

课程学习与实习实践占用时间的比例           

课程的考核方式           

校内、外培养基地的安排           

学位论文指导方式           

学位论文的评价标准           

授课教师的构成           

指导教师的构成           

 

74. 是否有社会团体或组织介入本专业学位以下各环节的评价，如何有，您认为其介入情况如何？请

选择相应的项：1-->5表示介入非常少-->介入非常多 

题项 

1

介入 

非常少

2

介入 

比较少

3 

一般 

4 

介入 

比较多 

5

介入 

非常多

培养方案的制定           

招生环节           

参加授课           

指导实践环节           

学位论文           

合作学校的专业学位指导委员会或小组           

总体教育质量评价           

本专业学位教育资质鉴定           

本专业学位相关职业资格认证           

 



75. 经过本专业学位的学习，对照您的期望，您对本专业学位学生能力的满意度，请根据实际情况选

择最符合的项：1-->5表示非常不满意-->非常满意 

题项 

1

非常 

不满意

2

比较 

不满意 

3 

一般 

4 

比较

满意

5

非常

满意

良好的人文素养           

良好的职业素养           

扎实的专业知识           

良好的职业实践能力           

良好的沟通能力           

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           

良好的组织领导力           

良好的动手能力(操作\设计)等           

良好的信息感知和采集能力           

良好的分析能力(逻辑分析\数据处理)等           

良好的反思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良好的适应和反应能力           

良好的知识迁移能力           

良好的创新能力           

良好的国际视野           

良好的职业发展潜力           

76. 经过本专业学位的学习，对照您的期望，您对于非全日制在职攻读专业学位（单证）毕业生以下

能力的满意度，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最符合的项：1-->5表示非常不满意-->非常满意 

题项 

1

非常 

不满意

2

比较 

不满意 

3 

一般 

4 

比较

满意

5

非常

满意

良好的人文素养           

良好的职业素养           

扎实的专业知识           

良好的职业实践能力           

良好的沟通能力           

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           

良好的组织领导力           

良好的动手能力(操作\设计)等           

良好的信息感知和采集能力           

良好的分析能力(逻辑分析\数据处理)等           

良好的反思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良好的适应和反应能力           

良好的知识迁移能力           

良好的创新能力           

良好的国际视野           

良好的职业发展潜力           

 

 



 

五、专业学位点负责人对合作培养单位情况的描述 

77.本专业院级合作培养基地(含校级合作培养基地)有多少个 

(注：如选择第 1项，可不回答第五部分题目) 

(1)0      (2)1-5     (3)6-10      (4)11-15      (5)16-20     (6)21以上 

78. 总体上来看，合作培养单位(行业/企业)在以下各环节参与本专业学位学生的培养，您认为参与

程度如何？请您选择最符合的项：1-->5表示参与非常少-->参与非常多 

题项 

1

参与 

非常少

2

参与 

比较少

3 

一般 

4 

参与 

比较多 

5

参与 

非常多

培养方案的制定           

招生环节           

参加授课           

指导实践环节           

学位论文           

本校专业学位委员会           

本校专业学位指导小组           

作为社会团体组织或成员参与本专业学位教育评价活

动 

         

作为社会团体组织或成员参与本专业学位职业资格相

关认证活动 

         

79. 合作单位是否为本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提供以下方面（可多选） 

(1) “社会实践或工作实际的现实问题”的论文选题      (2)补贴 

(3)专项基金                                         (4)优先录用本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80. 合作单位每年为本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提供多少个实习岗位 

(1)0     (2)1-20个    (3)21-49个     (4)50个以上 

81. 本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在合作单位的实习时间一般是 

(1)3个月以内     (2)3-6个月（不含）   (3)6-9个月（不含）   (4)9个月（含）以上 

82. 合作单位今年招收本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进行实习的岗位计划如何，较之去年实习岗位 

(1)大幅度减少   (2)略有减少   (3)持平    (4)略有增加     (5)大幅度增加 

83. 合作单位支付的本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月度实习津贴一般为 

(1)无津贴      (2)只有饭补     (3)500元以下      (4)500-1000元      (5)1000元以上 

84. 对合作培养基地质量的总体评价 

(1)非常低      (2)比较低       (3)一般             (4)比较高            (5)非常高 

85. 为了规范专业学位名称，请确定您的专业学位名称 

(1)工商管理硕士   (2)建筑学硕士   (3)法律硕士     (4)教育硕士       (5)工程硕士   

(6)临床医学硕士   (7)公共管理硕士 (8)农业推广硕士 (9)兽医硕士    (10)口腔医学硕士  

(11)公共卫生硕士  (12)军事硕士    (13)会计硕士    (14)风景园林硕士  (15)体育硕士 

(16)艺术硕士 (17)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18)翻译硕士    (19)社会工作硕士  (20)金融硕士 

(21)应用统计硕士  (22)税务硕士    (23)国际商务硕士 (24)保险硕士  (25)资产评估硕士 



(26)警务硕士      (27)应用心理硕士 (28)新闻与传播硕士 (29)出版硕士 

(30)文物与博物馆硕士 (31)城市规划硕士 (32)林业硕士 (33)护理硕士     (34)药学硕士      

(35)中药学硕士 (36)旅游管理硕士  (37)图书情报硕士  (38)工程管理硕士 (39)审计硕士 

 

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持续改进和健康发展急需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如果您愿意继续接

受本课题组的跟踪调研，期待您留下电子邮箱，以便我们及时与您取得联系，向您咨询，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您的 QQ 邮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的电子邮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再次感谢您的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