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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选择华中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江西农业大学等三所农林高校进行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问卷

调查与分析。结果表明,现行的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只能满足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基本需要,还存在一些根本性

的问题,如,与本科课程重复现象普遍存在;课程选择余地不大,不能满研究生多种学习需求;研究方法类与数理

统计分析类课程设置不全、文化素质类课程普遍欠缺;学科前沿内容、跨学科内容在专业课中的比重偏低;课程

在形成研究兴趣、结合实际应用、培养实践能力等方面与培养目标有较大的差距。针对性地提出了构建农林高

校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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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体系是指在一定的教育价值理念指导下,
将课程的各个构成要素加以排列组合,使各个课程

要素在动态过程中统一指向专业培养目标实现的系

统[1]。当前学制下,硕士研究生一般要求用一个学

年的时间进行课程学习,因此,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

对保证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文

献研究表明,课程设置未体现多元化培养目标的需

要,不能引导研究生有效进入相关的科学研究领域

及职业领域;不同层次、不同学科的课程设置出现课

程重叠、断裂等现象;课程内容陈旧、简单,没有体现

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研究进展、研究领域与发展趋

势。本文拟通过对3所农林高校硕士研究生的课程

体系进行调查,分析课程体系的现实问题,对硕士研

究生的课程体系建设提出对策。

  一、调查问卷发放基本情况

问卷调查选择了华中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
江西农业大学,前二所大学为教育部直属“211工

程”高校,后一所是省属高校,南京农业大学是教育

部研究生院高校。三所高校问卷发放份数依次为

300、650、200,回 收 率 分 别 为 63.4%,93.4%,

52.5%。样本构成与所在学校硕士研究生整体情况

相符。因部分问题设计有多项选择,所以总比例会

超过100%。采用的统计分析软件是SPSS12.0。

  二、调查结果统计

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一般分为学位课程、选修

课程(非学位课程)、补修课程、必修环节等。本文的

调查统计,有两种分类,其一,是将所有课程分为学

位课与选修课,主要是分析两类课程的比重;其二,
是将课程分为政治理论类、外国语类、专业基础类、
专业类、文化素质类、研究方法论与数理统计类,主
要是分析课程的完整性。之所以将研究方法论与数

理统计类课程单列出来,是因为这类课程对于培养

研究生的研究能力、解决问题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相

当重要,它包括数据有效获取能力、数据合理处理能

力、数据处理结果的正确解释能力、数据防伪能力

等[2]。

1.课程类型比较完整,学科间差异大

关于课程类型设置的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如表

1,选择“外国语类”、“政治理论类”、“专业基础类”和
“专业类”的比例较高,其次是“研究方法与数理统计

类”,“文化素质类”课被选比例最低。三所高校普

遍重视专业课程在培养研究生中的重要作用,部分

学科重视研究生综合能力与素质的培养,开设了“研
究方法与数理统计类”课程,普遍忽略了“文化素质

类”课程的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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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三所高校研究生关于课程类型设置统计

课程类型
华中农业大学

频次 比例(%)
南京农业大学

频次 比例(%)
江西农业大学

频次 比例(%)
政治理论类 533 88.2 152 80.0 61 58.7
外国语类 565 93.5 163 85.8 62 59.6
专业基础类 515 85.3 159 83.7 70 67.3
专业类 511 84.6 149 78.4 69 66.3
文化素质类 84 13.9 50 26.3 33 37.7
研究方法与数理统计类 294 48.7 124 65.3 40 38.5
总计 2417 400.2 797 419.5 335 328.1

  2.学位课与选修课比例基本恰当,选修课选择

自由度小

目前,三年制硕士研究生的修课学分一般是

28~30个(不包括必修环节),其中,外国语、政
治理论类公共学位课程的学分,大致占1/3,如
表2。

表2 主要农林或涉农高校公共课程设置(自然科学类)

课程设置

外国语

学分 学时

政治理论

自然辩证法

学分 学时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学分 学时

学制

公共学位课比重

总学分* 公共课比重(%)

浙江大学 2 32 2 32 1 16 2 26 19.2
中国农业大学 3 48 2 32 1 16 2 21 28.6
北京林业大学 6 210 2 54 1 36 3 30 30.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4 120 2 54 1 36 3 30 23.3
南京农业大学 5 100 2 32 2 32 2.5 28 32.1
华中农业大学 4 96 3 54 2 36 3 30 30.0
江西农业大学 6 108 2 36 1 18 3 28 42.9
华南农业大学 6 160 2 54 1 36 3 30~36 25.0~30.0
 注:*不包括必修环节与补修课程学分,数据来源于相关高校的研究生培养方案

  调查显示,学位课与选修课的比例基本恰当,华
中农业大学与南京农业大学认为学位课与选修课比

例恰当的分别达到65.4%与62.6%,认可度较高,
江西农业大学认为两者比例恰当的只有41.7%。
有34.6%~58.3%的学生认为学位课和选修课设置

比例不恰当,三校选择“学位课学分多了”的比例相

似,分别为26.6%、23.7%、23.3%,而认为“选修课学

分多了”的比例较低,只有江西农业大学有35.0%的

被调查者认为是“选修课的比例多了”,如表3。
表3 研究生关于学位课/选修课设置统计

学位课/
选修课

华中农业大学

频次 比例(%)
南京农业大学

频次 比例(%)
江西农业大学

频次 比例(%)
恰当 391 65.4 119 62.6 43 41.7
学位课学
分多了 159 26.6 45 23.7 24 23.3

学位课学
分多了 48 8.0 26 13.7 36 35.0

总计 598 100.0 190 100.0 103 100.0

  三所高校中,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认为选修课

选择的自由度最大,达到46.1%,其次是华中农业

大学,达37.7%,江西农业大学研究生认为选修课

选择的自由度最小,只有15.7%。认为选择自由度

不大的三种原因中,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认为“学位

课学分高了”和“只能听导师的”比例相当,分别为

25.6%和22.6%,认为“选择余地小的”占14.1%。
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主要是认为“学位课学分高

了”,其次依次是“导师决定”与“选择余地不大”。江

西农业大学研究生认为三种原因比例相当。调查结

果如表4。
表4 研究生关于选修课选择的自由度

自由度
华中农业大学

频次 比例(%)
南京农业大学

频次 比例(%)
江西农业大学

频次 比例(%)
大 224 37.7 88 46.1 16 15.7
导师决定 134 22.6 35 18.3 29 28.4
学位课学
分高了 152 25.6 52 27.2 29 28.4

没有选择
的余地 84 14.1 16 8.4 28 27.5

总计 594 100.0 191 100.0 102 100.0

  造成选择结果多样化的可能原因:研究生培养方

案的自主性比较大,有些学科选修课数量确实偏少,
研究生没有选择的余地;导师指导学生围绕自己的研

究方向进行选课;各个高校的客观情况决定的,政治

理论类与外国语类课程一般有3门课程,却占课程总

学分的1/3,同时,由于这两类课程每个学分所对应

的学时数往往高于其他课程所对应的学时数,所
以,这两类课程实际所占学时数超过总学时数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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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类型课程学时数分配不尽合理,课程内容

陈旧、重复,课程功能发挥不佳

关于各类型课程学时数分配的调查显示如表

5,三校研究生观点相似,总体来说,三校研究生认为

政治理论课程的总学时数偏多,超过50%的被调查

者选此项,但是表3显示,政治理论课程学时数低于

外国语的学时数,可能是学生对政治理论课程的认

识不足导致此选项;认为公共外语课程的总学时数

比较合适,超过50%的学生选择此项;认为“学科前

沿课程在专业课中的比重”、“跨学科内容在专业课

中的比重”、“数理统计、方法论类课程在课程体系中

的比重”、“文化素质类课程在课程体系中的比重”全
部偏低。

表5 研究生对本专业课程体系的总体感觉

测量项目 分类
华中农业
大学(%)

南京农业
大学(%)

江西农业
大学(%)

政治理论课程的
总学时数

偏多 69.3 50.8 51.0
合适 29.6 48.2 42.7
偏少 1.0 1.0 5.9

公共外语课程
的总学时数

偏多 30.9 19.4 35.9
合适 56.4 62.3 56.3
偏少 12.9 18.3 7.7

学科前沿课程在
专业课中的比重

偏多 2.1 3.7 21.0
合适 25.8 38.2 34.0
偏少 72.0 58.1 45.0

跨学科内容在
专业课中的比重

偏多 3.8 5.3 17.5
合适 22.5 28.9 33.0
偏少 73.7 65.8 49.6

数理统计、方法论类课程
在课程体系中的比重

偏多 7.4 3.7 18.6
合适 44.3 36.8 36.3
偏少 48.3 59.5 45.1

文化素质类课程在
课程体系中的比重

偏多 6.0 4.2 18.4
合适 21.3 30.4 32.0
偏少 72.7 65.5 49.5

  关于本-硕课程区分度的调查显示如表6,本
科与硕士是同一专业的被调查者中,至少六成以上

的被调查者认为硕士课程与本科课程内容有重复。
表6 课程内容与本科课程重复性统计

华中农业大学

频次 比例(%)
南京农业大学

频次 比例(%)
江西农业大学

频次 比例(%)

有明显的
区分度 152 34.1 46 25.9 7 9.7

本科课程的
简单延续

88 19.7 42 29.4 20 27.8

与本科课
程有重复 184 41.3 59 41.3 37 51.4

与本科课程
严重重复

22 4.9 5 3.5 8 11.1

合计 446 100.0 152 100.0 72 100.0

  关于课程功能发挥的调查显示如表7,选择结

果呈正态分布,选择“好”与“差”的比例都最低,选择

“较好”与“较差”的比例其次,选择“一般”的比例最

高。大多数课程在研究生培养中的功能发挥情况并

不令研究生满意,尤其是在培养研究兴趣、结合实际

应用、培养实践能力等方面与现实,或与目标有较大

的差距。
本次调查结果总体说明,现行的硕士研究生课

程体系只能满足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基本需要,还存

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如与本科课程重复现象普遍

存在;课程选择余地不大,不能满研究生的多种学习

需求;研究方法类课程、数理统计分析类课程设置

少;文化素质类课程普遍欠缺;学科前沿内容、跨学

科内容在专业课中的比重偏低,课程在形成研究兴

趣、结合实际应用、培养实践能力等方面与培养目标

有较大的差距。

  三、农林高校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
构想

  1.课程体系功能

研究生教育目标多元化、研究生教育内容通识

化、研究生培养模式融合化是当今研究生教育的基

本特征[3]。关于研究生课程体系构建有“学科中

心”、“个人中心”、“社会中心”等设计模式[4],这几种

模式实际上都无法满足研究生课程体系应有的功

能。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既要体现学科内涵,又要

突破学科范畴;既要服务于研究生进一步学术探究

的需要,又要满足研究生多途径就业的需要;既要通

过课程体系培养研究生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又要

培养研究生的综合素质与能力,促进研究生全面成

才,因此,研究生课程体系要能满足培养研究生知

识、能力和素质的要求,应该是上述三个中心的综

合。

2.课程体系构建原则

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应体现几个原则:课程体

系具有整体性与先进性,即,课程体系要涵盖知识、
能力、素质型课程,促进德智体全面发展,课程设置

又要体现时代性、学科前沿性;课程体系兼具稳定性

与动态性,即,课程体系在一段时间内应相对稳定,
不能“朝令夕改”,同时,要及时吸纳科学研究或社会

实践活动中的最新成果,增设一些新课程,更新教学

内容;课程体系具有专业性、基础性与综合性,研究

生培养以学科为载体,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或职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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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课程体系在培养研究生中功能发挥的总体感觉

项目 分类
华中农业大学

频次 比例(%)
南京农业大学

频次 比例(%)
江西农业大学

频次 比例(%)

覆盖本专业
必需的知识

好 83 13.7 16 8.4 15 14.7
较好 258 42.7 86 45.0 35 34.3
一般 229 37.9 84 44.0 46 45.1
较差 28 4.6 5 2.6 4 3.9
差 6 1.0 0 0.0 2 2.0
合计 604 100.0 191 100.0 102 100.0

形成坚实的
学科基础理论

好 58 9.6 10 5.2 10 9.9
较好 233 38.6 73 38.2 28 27.7
一般 270 44.7 95 49.7 56 55.4
较差 36 6.0 13 6.8 6 5.9
差 7 1.2 0 0.0 1 1.0
合计 604 100.0 191 100.0 101 100.0

形成研究兴趣

好 37 6.1 10 5.2 8 7.8
较好 148 24.5 33 17.3 24 23.5
一般 314 52.0 120 62.8 42 41.2
较差 88 14.6 24 12.6 26 25.5
差 17 2.8 4 2.1 2 2.0
合计 604 100.0 191 100.0 102 100.0

结合实际应用

好 43 7.1 12 6.3 9 8.8
较好 155 25.7 46 24.1 21 20.6
一般 262 43.4 88 46.1 46 45.1
较差 111 18.4 38 19.9 22 21.6
差 33 5.5 7 3.7 4 3.9
合计 604 100.0 191 100.0 101 100.0

培养实践能力

好 44 7.3 8 4.2 11 10.8
较好 102 16.9 50 26.3 20 19.6
一般 272 45.0 86 45.3 36 35.3
较差 151 25.0 33 17.4 29 28.4
差 35 5.8 13 6.8 6 5.9
合计 604 100.0 190 100.0 102 100.0

但是,研究生教育必须培养研究生具有主动获取知

识、自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所必须具有的宽广的、
综合的基础理论知识与基本研究方法。农林高校特

别要考虑其生源基础,更要强化基础课程与实验技

能课程的设置与建设。

3.课程体系内容

(1)统筹规划,确保研究生课程体系的系统性与

层次性。打破目前本科生教育、研究生教育各自为

阵的态势,全面统筹规划全校课程,保证课程的系统

性与层次性。保证课程名称与课程内涵相符,保证

课程的纵向专深与横向贯通相统一,保证硕士研究

生课程的高深性、研究性、专业性、精致性及动态性。
(2)类型课程设置及比例。课程类型从地位可

以为分学位课程、选修课程(非学位课程)、补修课

程、必修环节,从课程作用或涉及的学科面来看,学
位课程又可以分为公共学位课程、专业基础学位课

程、专业学位课程,选修课程也可以分为专业选修课

程、平台选修课程、通识选修课程等。
对于硕士研究生而言,只有小部分人会继续攻

读博士学位,大部分人毕业后直接进入社会,必须通

过设置必修环节、设置多种课程模块,培养硕士研究

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及社会适应能力、满足研究生多

元化选择的需要。
各类型课程门数、学分、学时结构要合理,公共

学位课、专业基础学位课、专业学位课各占学位课学

分的1/3,学位课大致占课程体系总学分的1/2,选
修课大致占课程体系总学分的2/5,实践环节占课

程体系总学分的1/10,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3)单门课程学时学分设置。硕士研究生培养

两大环节,一是课程学习、一是学位论文研究,硕士

研究生从事课程学习时间会有一个时间限制,因此,
为保证课程类型完整、课程数量充足,对单门课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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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学时就要有一个基本的规定。另外,“学习是

在教师的指导下的发现而不是一种信息的传递”。
因此,研究生课程内容要精炼,一般单门课程设置2
个学分,个别课程设置3个学分或1个学分,一个学

分对应16-18学时,把更多学习的时间还给研究生

课后的自主学习与探究。

  四、结 语

研究生课程在研究生培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

位与作用。高校必须重视研究生课程建设、统筹本

科与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研究生课程教学具有研

究性、动态性、开放性,任课教师、研究生都是课程教

学的主体,课程教学应体现对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

的探究,双方须在一种良好的教育氛围中达到优良

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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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SystemforPostgraduatesinUniversities
ofAgricultureandForestry:InvestigationandAnalysis

QINFa-lan,XULi-qiong,CAIQian,HUCheng-xiao
(GraduateCollege,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ThispaperconductsquestionnaireoncurriculumsystemforpostgraduatesinHuazhong
AgriculturalUniversity,NanjingAgriculturalUniversityandJiangxiAgriculturalUniversity.There-
sultsshowedthatthecurrentcurriculumsystemforpostgraduatescanonlymeetthebasicneedsofpost-
graduatecultivationandtherearestillmanyfundamentalproblems,suchasthewidespreadrepetition
withundergraduatecourses;insufficientchoicesofcoursesandunabletomeetthemultiplelearningre-
quirementsforpostgraduates;incompletearrangementofcoursesaboutresearchmethodandmathemat-
icalstatistics;lackofcoursesincultureandqualitytraining;lowcoverageoffrontierandinterdiscipli-
narycontentinprofessionalcourses.Inaddition,thereisalargegapbetweentalentcultivationobjectives
andthecurriculumdesignabouttheformationofresearchinterest,theapplicationandthepracticalca-
pacity.Therefore,thispaperputsforwardsomesuggestionsonhowtoconstructcurriculumsystemfor
postgraduatesinuniversitiesofagricultureandfore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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